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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世纪以来，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给河南这块厚重而沉滞的土地带来巨大的冲击。河
南作家身处这一时代现实，以善感的心灵和敏锐的笔触，回应历史询唤，勾画出新时代的中原历史变

迁画卷。田中禾、李佩甫、李洱、墨白、邵丽、乔叶、南飞雁、李清源等作家的创作，瞩目中原历史和现

实，以传统或先锋的姿态，书写出历史中人的卑微与高尚、沉沦与挣扎。他们所组成的本土河南作家

的队伍，与省外和海外的豫籍作家一起，展现了这块土地对于文化、心灵的磨砺和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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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样的土地，什么样的文学

２０１０年一个秋日午后，我乘车去开封。车走的
是郑开大道，一条宽阔无比的省道。未有高速之前，

这应该是郑州到开封的主干道。它还另有一个名

字，叫郑汴路。一个“汴”字，道出了时间的深度。

那个下午，秋高气爽，天高地远，四野的庄稼散发着

秋天的气息，一眼望去，一片秋日特有的斑斓。那开

阔、平坦、辽远、丰厚，让人心醉神迷。这开阔平坦的

土地，当然也是丰茂的。郑开大道向我背后伸展，便

是郑州市区。与这条大道相连的一条大道，也是郑

州的主干道之一，叫农业路。郑州还有农科路、丰产

路、丰庆路……这些道路的名称，标志着这个城市、

这块土地的特征。在这样一个一切都飞速变迁、升

级换代的时代，还有这样一个城市如此执着地保存

着它和一个旧文明形态的联系，不免让人诧异。然

而，也没有什么好诧异的，就像这块土地上所生长的

作物一样，那些小麦、玉米———北方最常见的、也最

重要的粮食作物，它们年年被种植在郑州市北黄河

两岸辽阔的土地上，每到丰产在望的六月，我所居住

的郑州西郊便弥漫在一股浓郁的麦熟气息中。风从

早吹到晚，灌进鼻腔的，是儿时无比熟悉的味道。那

空气中的气息，甚至偶尔还有随风远扬而来的麦糠，

或者高楼大厦间偶或走过的面目黧黑的乡民，都无

比生动地标志着这块土地的文明印记。

一个城市的特征，是否也是这块土地上的人的

特征？这里的人们，平凡、朴实。中原多土而缺水，

不管今天的郑州还是开封，所拥有的有规模、有气势

的“水”，只是一条黄河。纵天降甘霖，河有分支，对

广袤的中原大地来说，也都是杯水车薪。缺水的生

命，就像缺水的土地一样，总是少了那么一丝灵气，

不过却也成就了另一种憨实。这里的人们喜欢说一

个词：中。这个词的词源意义和其文化基因，是否和

古人对“中原”方位的指称有关不得而知，但今天河

南人话语中的它的意涵，代表的是一种肯定的应答，

一种应许和承诺，一种让人感到熨帖和亲切的质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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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快。不过，当它又常常失信于生活的无常和无奈，

以及人的功利和有限时，你又会更深切地理解这块

土地上的人的一种虚荣和狡黠。

关于“河南人”的话题，不说也罢。这个对河南

人来说比较尴尬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很庸俗，甚至有

些无耻。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无法摆脱尴尬。当

然，我们也很清楚，在我们羞于启齿的背后，也隐藏

着某种真实———真实的历史和现实：在李
!

的《黄

河东流去》中，河南人衣衫褴褛避水西行；在田中禾

的《五月》中，贫穷与不公扼杀着青年女大学生的人

生憧憬；在李佩甫的《羊的门》中，前现代王国的子

民仍在顶礼膜拜他们的君王；还有刘庆邦的《神

木》、邵丽的《刘万福案件》、乔叶的《拆楼记》、南飞

雁的《红酒》、李清源的《胡不归》，等等，生命的流

离、湮灭，人性的挣扎、扭曲，一切都曾在这里或正在

这里上演。

这一切并非河南所特有，但似乎只有在河南这

块土地上，这一切的苦难和残忍，才表现得如此酷

烈，如此撼人心魄、触目惊心。当然，你也可以说，文

学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总有虚张声势的成分。但这可

能只是我们为自己强找的一种“不至于如此”的理

由。文学里的“河南”反而可能更为有力地揭露了

这块土地的一种深在的真实。

那么，这种“真实”究竟是什么？———贫穷、苦

难，或者愚昧？

那些生长在河南这块土地上的作家，对于这块

土地的了解也许是最深切的———

宋代以前，中原是最好的一块土地

……好在哪呢？中原地区一马平川，四季

分明，四条大河，三条流经平原，黄河、淮

河，还有济水，就是发源于济南那个，济南

就是济水之南嘛，不过济水后来被黄河淮

河吃掉了，几乎是插根棍子就可以发芽的

土地，气候环境条件非常好，这是最有利于

人生存的地方。但是宋代之后，逐渐走向

衰落了，这是被彻底征服过的一片土地，后

来我称它为“绵羊地”。杀气太重了，历年

战乱不停，不是有句话说，得中原者得天

下，后来被征服后，人民像草一样，命很贱，

独立意识很差，群体意识极强，密度很大，

但是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生生不息。

另外，还有自然条件的原因，就是黄

河。黄河连年泛滥，民不聊生，而且黄河滚

来滚去，从来没有被征服过，但是新中国成

立之后彻底锁住了。新中国成立前，黄河

对河南人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是一

条“害河”。河南人“走西口”，为啥“走西

口”呢？背水而逃，西边高，东边低，逃水

啊，河南天灾人祸，连年逃荒，逃亡的路线

就是一直向西，第一站就是西安，西安现在

有一半人是河南人，最远乌鲁木齐……对

黄河的记忆是河南人最坏的记忆，我去豫

北黄河看过，（那边的人）都没有建设意

识，淹一季，收一季，锅都在树上挂着呢，都

没有建设家园的意识，随时准备逃跑。淹

一年人跑了，但是很有意思的是第二年必

然大丰收，因为那淤地是很肥沃的。吃一

年，但是第三年又淹了，所以他不建设，生

活质量偏低。②

李佩甫的描述，也许并不全面，但确也道出了这

块土地的历史的真实———这历史又决定了现实。而

河南作家以及他们的文学，又是这样一块土地上开

出的别样的生命之花。关于文学的“河南”，并不止

于河南作家的描绘，在湖北作家方方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著名的小说《风景》里，河南人出现在武汉郊区，

他们聚居于一个据说真实存在过的、被称之为“河

南棚子”的地方；在陕西作家高建群新世纪之后发

表的长篇小说《大平原》里，逃水西行的河南人，足

迹远至陕西、新疆，他们在人烟稀少的西部土地上，

以河南人特有的坚毅、顽强生根发芽、繁衍生息……

所以，“生存”应该是河南这块土地上的人的第

一生命要义。而相应地，与生存有关的话语，则是河

南文学最显要的话语。于是我们在李
!

的《黄河东

流去》、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甚至《一句顶一

万句》）、田中禾的《十七岁》、李佩甫的《李氏家族》

中看到了那无尽的战乱、贫穷、苦难，颠簸其中的人

们避难、逃荒……既然有生存的悲苦，便有争夺和算

计，便有勾心斗角、狗苟蝇营，不管李佩甫、南飞雁、

乔叶笔下的官场，还是阎连科、刘震云、李洱、墨白、

李清源笔下的乡村，围绕权力的算计和争夺，无异于

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既然有这人与人的战争，也

便有了有形和无形的伤害，便积蓄了疮疤和病疾，于

是便有了这块土地上文学的另一个显豁的主题———

愚昧。遍览河南文坛的那些优秀作家的作品，它们

几乎无一不与“愚昧”这个主题有关。

然而，这块土地上这些最优秀的作家作品所共

同述说着的这个主题（“愚昧”），难道不正是由另一

个主题（“贫困”）所决定的吗？无以复加的苦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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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令人错愕的人性变异，共同造就了河南文学特

有的生存叙事和启蒙叙事。有时候，在李佩甫的

《羊的门》、乔叶的《拆楼记》、阎连科的《黑猪毛 白

猪毛》那样的作品中，贫困和愚昧的纠缠，甚至让我

们无法辨清———它们到底谁才真正具有根本性？

已经去世的陕西作家红柯曾经批评陕西人精于

算计，“每个毛发都在算计中”［１］３４０，其实他说的并

不只是陕西人，而是更广义的内地人、中原人。中原

人多，地广却人稠。“人稠”虽然是大多数中国内地

省份的共性，但如果想要见识真正的人稠景观，还是

应该到中原，到河南（比如可以去郑州火车站或上

下班时段的花园路、中州大道）。人稠自然就意味

着资源短缺，意味着活命的严峻，意味着竞争，意味

着铤而走险。我第一次读刘庆邦的《神木》，惊讶于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竟还有这样的罪恶与黑暗，

但那嗜血的獠牙难道不是因为生存的逼迫？后来又

看他的《到城里去》，那里面已经没有了獠牙和血

光，但是那生存的疼痛已经弥漫、蔓延成了一个乡村

女人从青春少女到蓬头垢妇的一生……还是那句

话，这一切在其他地域也在发生，但似乎只有在河南

这块土地上，在这块土地上的作家的笔下，这一切才

如此惊心动魄。

更让人忧心的是，今天的河南和今天的整个中

国一样，一切都在飞快加速，一切都在飞快改变。大

约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日趋加剧，
时代转型改变着整个社会的面貌。相较于８０年代
的改革开放初期，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发展变化显

然不可同日而语。仅以我所在的郑州市高新区为

例，二十年前它还是一片农地，新世纪前后大学西迁

刺激了它的发展，但直到十年前的２０１０年我参加工
作的时候，这里仍属于不发达的城乡接合部，当时租

处所在的小区，四周有大大小小近十个城中村，大概

五六年前，当地政府下达改造令，所有的城中村不到

一年时间全部拆除，又一眨眼，高楼林立起来，街道

绿化起来……道路拥堵起来，房价火箭般蹿升起来。

就在那几年，李佩甫的《生命册》正好发表，我读这

个小说时，看到吴志鹏喜欢的那个女孩子梅村租住

在一个城中村，便想到自己当年常去的那个城中村，

那个村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杂货摊、生鲜市场、修

车店、台球室、棋牌室、出租屋、夜市应有尽有，记忆

最深的是有一家烧饼店的烧饼特别好吃，而且特别

便宜。还有村头的一对个子小小的卖柴鸡、柴鸡蛋

的夫妇，他们来自河南周口，租了村子里的林地，散

养柴鸡和柴鸡蛋，因为林地就在村边的大桐树下，抬

头即见，所以柴鸡和柴鸡蛋应该货真价实，也常有人

开车穿越大半个市区来买。对于这个村子的记忆和

印象，后来成了我读小说时对“城中村”“出租屋”这

样的情节的全部想象来源———我想象着《生命册》

的梅村被人欺骗后在那个城中村中凄惶度日；也会

想到李清源的《苏让的救赎》里苏让和他的女朋友

也是在那个城中村的出租屋里吵架、分手；还会想到

乔叶《认罪书》里的金金也曾在那样一个出租屋里

栖身并预谋着她的复仇大计……

而这一切，随着城中村一朝消失，现在都已是过

眼云烟。当告别发生后，我们总觉得一切恍如昨日，

但时间一往无前、从不回头，直到那曾经的一切突然

发现已变得如此遥远。这时，也便会有一种恍惚感。

而恍惚，可能只是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人的一种轻

飘飘的观感，那些置身其中的人们呢？当然，我们也

并不是完全置身事外，我们也身在这种迅疾的变化

之中，受它冲击，对它希冀或慨叹。然而，和新世纪

文学里的那些人物及其命运相比，我们的体验确实

是更为外部化的。在河南作家笔下，那些酷烈的生

存现实，那些曾经的历史，至少是我不曾经历过的。

而这样的历史和现实，又赋予了这群作家怎样

的精神品格和文学样貌呢？

以新世纪河南作家和河南文学的表现来看，我

们首先要提到的，仍然是忧患。这种忧患，既有现实

的，又有历史的、文化的。忧患的面向，也决定着忧

患的深度。所以在老作家身上，那种现实与历史交

织的文化纵深感更让人印象深刻，比如田中禾与李

佩甫。田中禾在新世纪之后的写作，比如《父亲和

她们》《十七岁》《模糊》，更多地取材于历史；李佩甫

的《城的灯》《生命册》《等等灵魂》《平原客》等则更

瞩目现实。但不管是书写历史还是现实，作家笔端

所渗透的，是对于时代、对于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忧

患。③４７９－４８２

而谈到忧患，尤其是从历史或现实这种取材面

向来看待这种忧患的话，那么新世纪当代文学的精

神关怀似乎莫不如此展开。具体到河南作家而言，

这种忧患的特殊性又在哪里？我认为应该还是在它

的批判指向———文化。而这种文化批判又尤为突出

地表现在对于前现代的精神状态、文化形态的一种

批判。当然，说到文化批判，或者说那种启蒙主义式

的对于前现代精神状态、文化形态的批判，又非河南

作家所独有。但这种批判的激情在河南作家身上似

乎又表现得最为普遍、最为集中。以新时期而言，我

们便能够数出乔典运、刘震云、阎连科、李佩甫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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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作家的名字，这也使得河南文学呈现出一种整

体性的悲抑、滞重之风。在这种情况下，李洱、墨白

（其实也包括刘震云）那种更注重文学形式和语言

探索的写作，便显得有些特立独行了。他们的这种

写作路向和风格，不管是否以“先锋”为名，至少相

对于河南文学整体性的悲抑、滞重文风而言，是有着

显著的差异的。这种差异的根源，还是在于他们内

在的语言和形式创造的激情。不过，这种激情既生

发于这块特殊的土地，又借助于这块土地的人事和

历史以外化和表达，那么它也便无法从根本上摆脱

这块土地特有的滞重。这也便形成了这些作家身上

共同的一种既前卫又传统、既叛逆又回归的特征。

李洱、墨白身上的这种矛盾性，也许更能说明这

块土地的沉重。而另一个关于这块土地沉重的证

明，来自更年轻一代的写作者，尤为突出的是那些女

性作家。纵观新时期以来的河南文坛，不管过去还

是现在，在启蒙叙事的文学传统里，男作家一直占有

压倒性优势，在此背景下，邵丽和乔叶的启蒙叙事表

达便显得尤为醒目和突出了。这两位女作家的创

作，其实如果仅以“启蒙叙事”来概括和归纳的话，

显然是有些不够的，她们的女性经验使得她们的写

作与那些男作家相比，显然要更具特殊性。然而，若

过于突出和强调她们写作的性别特征，又会使我们

陷入另外的误区，因为无论乔叶还是邵丽，她们更为

成熟的作品，比如《刘万福案件》《认罪书》等，其实

都超越了一般的性别叙事，而具有一种更普遍、更开

阔的精神追求和气质。这种精神追求和气质，一定

程度上又让她们和她们的男性前辈殊途同归。也

许，正是这种介于启蒙叙事和性别叙事的两间性，恰

是她们写作的个性所在。

在证明传统的强大方面，莫过于不同代际作家

的精神呼应。邵丽、乔叶属于“６０后”和“７０后”，她
们超越其女性性征的表达，显示出对传统的依承，而

更年轻的李清源、南飞雁所表现出来的，则是超越代

际对传统的依承。关于这种依承，当我们想到更年

长的一代仍然有墨白、李洱这样的反传统者时，我们

会惊讶地发现，更年轻的一代对传统反而更为亲近。

他们对“现实”的信仰、对时代的焦虑，以及对现实

主义写作路径的选择，都是他们依承传统的证明。

而当我们对于河南文学整体性的风貌有所把握，并

对它的创生和突破寄予希望的时候，新生代的这种

表现却让我们有所犹疑———这是年轻一代的保守，

还是这块土地的强大与雄厚？

谈到对于这块土地的审视，我们似乎还需要寻

找一种更超脱的、更外部化的视角，就像于万米高空

俯视大地一样，这样也许才能将这块土地看得更清

楚。出于这种考虑，我们选择了周蠧璞和方丽娜两

位与这块土地有着血脉关联，但却游离、出走的作家

作为我们观察和研究的对象。她们都是生长于河南

这块土地（临颍、商丘），后来去往了外省和海外（陕

西、奥地利），但是故土的文化基因会随着时空的改

变而改变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种文化基

因又以怎样的形态存在于她们出走的生命之中？

二、新世纪河南文学最突出的特征以及其他

对于文学发展而言，任何时间性的分期都难免

蹩脚、生硬。但是语言的力量也在这里，当我们使用

一个时间概念———比如“新世纪”———来界定某种

客观世界变化时，即便这种客观世界变化并不一定

完全局限于这个时间范围，但这个时间概念其实已

经暗暗渗透到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之中了。在这

种情况下，这个时间概念也便开始建立起超出它自

身的内涵，从而具有了一种更丰富的历史意涵。换

句话说，所谓“新世纪”，并不一定非要从“２０００年之
后”来理解，恰恰相反，我们可以从其背后的历史内

涵入手，对它做更丰富、立体的理解———它不只是一

个时间性表述，也是一个包含了一定历史内容的事

件性表述。这个“事件”便是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社会
的急速发展，正是这种发展，赋予了“新世纪”以特

殊而丰厚的历史内涵和历史意义。新世纪的河南文

学，便是植根于这一历史之中的，再加上河南新文学

叙事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共同形成了此间河南文学

的突出特征。这个特征，大约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点，是对于时代现实的强烈关注。其实近

三十年来，大约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
波起，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转向便已开始。作家对

于转型加速期时代现实的书写，汇成了此间除现实

主义冲击波之外，还包括底层文学、“非虚构”等在

内的诸多文学浪潮。而这其中，河南作家的表现应

该是最突出的。以新世纪为例，我们看到身在河南

本土的李佩甫、乔叶、邵丽、南飞雁、李清源，以及离

开河南的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刘庆邦、梁鸿等作

家的创作，都莫不直面时代现实。他们的《生命册》

《拆楼记》《刘万福案件》《红酒》《丁庄梦》《湖光山

色》《到城里去》《中国在梁庄》等，都是直击社会现

实和时代问题之作。这些身在河南省内和省外的河

南作家，关注时代现实的热情是不约而同的。这一

点，在其他省市的作家身上并不多见。作家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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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因个性、趣味、学识、经历等有所不同应是常态，

但在河南作家身上，却共同表现着对时代热点话题

的巨大热情。这些话题又尤为突出地集中于两点：

城乡问题、官场问题。乡村叙事、官场叙事历来为河

南作家所擅长，而新世纪以来，这两种叙事在分别发

展的基础上，日渐呈现出合流之势。比较早的如李

佩甫１９９９年发表的《羊的门》（及其后来的《生命
册》《平原客》等），后来如乔叶的《拆楼记》、邵丽的

“挂职系列”等，都不再单纯地描写“乡村”或“官

场”，而是以一种更开阔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启蒙视

野，整体性和宏观性地呈现转型时代的新型社会问

题———它们与现代和前现代文化冲突下的社会政治

经济体制、文化形态密切相关。河南这块传统而古

老的土地，面临的是时代和历史性的裂变与转折，其

中的撕裂、阵痛可以说是其他土地所不具有的。这

也成全了河南作家笔下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人生和

命运故事。

第二点，是河南作家的情感猛烈程度。这种情

感猛烈程度，首先表现于其作品中的人事惨烈程度，

这一点如果读过了刘庆邦的《神木》、邵丽的《刘万

福案件》、阎连科的《丁庄梦》、李清源的《胡不归》

等，相信不会陌生。当然，若论人事之惨烈，并不一

定是直接性的血淋淋的悲剧，还可能是一种“无形

的杀戮”，比如李佩甫笔下那块阉人的“平原”、南飞

雁的“七厅八处”。说实话，我常常想，他们写的那

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故事，如果放置于其他地域，

很可能会让人觉得不真实，但让它们发生在这块土

地上，由这些作家痛彻心扉地讲出，却每每都让人无

法不动容。其次，这种情感猛烈程度还表现于作品

所体现出来的作家态度。新世纪河南文学最突出的

一个特征，是前面提到过的那种作家的文化忧患态

度。这种文化忧患在其他地域作家身上也有，但河

南作家却尤为直接和强烈。以其官场叙事来看，李

佩甫、乔叶、邵丽等对官场的批判，有一个火力集中

点：“权力—关系”文化。其实，这种带有强烈启蒙

意味的“权力—关系”文化批判，是可以进一步延

伸、扩展为一种更深广的文化反思的。但在大部分

河南作家身上，这种“延伸、扩展”却往往被激烈的

批判情绪所阻断，从而使其多滞留于一种浅表性的

社会和历史批判，而无法上升为更深广、更悠远的文

化反思。这一点和陕西作家便形成鲜明对比———陈

忠实的《白鹿原》是典型的文化反思之作；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虽然写的是社会转型，但却透露出更

高远的文化道德重建的雄心和理想主义的情怀。河

南作家整体而言，缺少这种宏伟的理想主义和浪漫

主义气质。

以上两点也决定了河南文学的第三个特征，即

比较典型但又比较特殊的批判现实主义风貌。批判

现实主义文学主张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朴素的写实

手法再现客观现实，河南文学显然是这样的一种风

格。但河南文学却又因前述诸种原因而有自己的个

性。首先，河南文学带有某种自然主义的倾向。阎

连科笔下那有着森森白骨的“耙耧山脉”，邵丽《第

四十圈》中惨烈的仇杀，刘庆邦笔下吞噬人性和生

命的暗黑矿井等，都是这一特征的体现。其次，是这

种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的覆盖性。在河南当代文

坛，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不仅是主调，而且是绝对的主

调。本书所论及的河南作家（不包括周蠧璞和方丽

娜），除了田中禾（他的部分创作带有浪漫主义风

格）、带有先锋意识的李洱和墨白外，其他作家的创

作全是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不论中青年作

家、老作家，男作家还是女作家。若范围扩大，从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河南文学看，这一结论同样成立。④

这种大规模的前后相继、无论男女的文学追求在其

他省份亦属罕见，比如气候地理和河南相似的山东，

莫言、张炜、尤凤伟、王方晨的文学气质和河南作家

便有明显差异，尤其是其个体间差异看起来也要比

河南作家更大。而在陕西，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

文学气质显然有异，④高建群、红柯的浪漫主义风格

也各有千秋。这些北方省份的文学风格总体要比河

南文学的风格要更多样一些。

这样一种创作特性，共同形成了新世纪河南文

学的个性。这种个性，或许不具有“质”的独特，却

有“量”和“度”的惊人。如果说这种文学特征可以

用现实主义来概括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

富有中原特色的现实主义———它形成于中原特有的

“现实”，并以某种群体性和共性的艺术追求和艺术

样貌形成了一种“主义”。传统的形成，必定是多种

因素的集成。这个过程是无形的、无意识的，但却有

着强大的同化力。乔叶说她早年并不希望自己被贴

上“河南作家”的标签，但“现在就比较认命，真的就

觉得自己是个河南作家”，因为在她眼里，河南作家

“就是很像”［２］。九岁便离开河南迁居陕西的周蠧

璞，近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多湾》《日近长安

远》都笔落河南，追寻一种已逝去的、理想化的中原

文化和中原精神，其内在的激切、忧愤，与贾平凹、陈

忠实等陕西作家有异，而与河南作家如出一辙，她

说：“我作品的魂魄，好像只有落脚在故乡那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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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才有所寄托，才有着深扎大地的强大生命

力。”［３］而另一个关于河南文学同化力的证明来自

于李洱和墨白，他们的写作虽然都有着“先锋”的面

目，甚至作家本人也自命为“现实主义的叛徒”［４］，

但其实他们作品的血肉，乃至于他们生命的根基，都

与中原大地紧紧相连。

在论述新世纪河南文学特性方面，我们选择了

十位作家（田中禾、李佩甫、墨白、李洱、邵丽、乔叶、

李清源、南飞雁、周蠧璞、方丽娜）。而“新世纪”即

便作为一个单纯的时间范畴，对他们的创作而言，也

是意味着某种根本性的发展变化的。田中禾生于

１９４１年，新世纪之后发表的《父亲和她们》《十七
岁》《模糊》相较于他之前的创作，在艺术风格、主题

表达上都有较为明显的变化；李佩甫生于１９５３年，
除了《羊的门》（１９９９）之外，其他代表性作品《城的
灯》《生命册》《平原客》等，都发表于新世纪；李洱新

世纪后发表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应物兄》明显摆

脱了他早期的先锋写作风格；而同样的变化，也程度

不同地发生在墨白身上；至于更年轻的邵丽、乔叶、

周蠧璞、方丽娜，她们更是于新世纪前后才在文坛崭

露头角；而李清源、南飞雁则是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

才跃立文坛。所以，“新世纪”对我们所论述的这些

作家而言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可以独立讨论的时

间范畴。

最富争议的是“河南文学”这个概念。“河南文

学”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学指称。文学与地域的关

系，属于文学地理学范畴。文学的地理属性确实也

能从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中找到相应例证，世界范

围内民族、地域之间的差异与文学差异的对应，中国

古往今来文学地理性的区隔，也像一个区域的人种、

语言差异一样，并不是那么难于想象的。也正是因

此，丹纳才将种族、时代、环境作为文艺研究的三要

素加以强调。事实也是如此：“五四”以来，２０年代
“乡土小说派”笔下的“鲁镇”“浙东”“贵州”，沈从

文的“湘西”，老舍的“北京”，海派作家的“上海”，

都是现代文学时期著名的文学地理坐标；新中国成

立后，柳青的“陕北”、赵树理和山药蛋派的“山西”、

孙犁的“河北”，也都是著名的文学地理存在。

“河南文学”这个地域性的文学指称，显然也承

袭了这样一种文学地理学传统。关于河南文学，还

有“文学豫军”（“豫籍作家”）、“中原作家群”等称

谓。按照孙荪、何弘等研究者的论述，这个文学流派

的存在是有着客观史实支撑的。作为一个地域文学

群体的河南文学，大致于新中国成立后的５０年代才

开始形成（现代文学时期力量比较薄弱），孙荪认

为，“文学豫军”是一个源于新文学初创时期，成型

于５０年代，爆发于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群体。它
主要由“省内作家”和“豫籍作家”两部分共同组

成。［５］“文学豫军”的提法是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产生
的，新时期之后最早的指称是“河南作家”。“从‘河

南作家’到‘文学豫军’再到‘中原作家群’的阶段性

变化”，其中隐含着时代环境变化、命名者精神诉

求、文学体制规约等多种力量的制衡。以“文学豫

军”为例，它在９０年代的提出（以１９９９年河南省文
学院组织的 “文学豫军长篇小说研讨会”为标志性

事件）呼应了当时“陕军东征”“文学湘军”等中国文

坛的动向，同时也与９０年代文学发展低迷从而亟需
振作的文艺界心态有关。至于新世纪之后（大约

２０１０年）出现的“中原作家群”称谓，因立足于新时
代、新语境，也引入了新队伍成员（如７０后的李清
源、８０后的南飞雁等），所以同样也是一个“具有充
分使命感的论述”［６］。

９０年代以来关于河南文学的这种称谓衍变，背
后虽然有时代变化和相应的文学群体变更（尤其是

代际更迭）、创作特征嬗变等因素，但实际上体制的

力量可能更具有决定性———在“文学豫军”“中原作

家群”命名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孙荪、何弘，他们本

身便是河南省文学界的领导。那么，既然是一种人

为的官方主导的命名，那么便不可避免有生硬之处。

不过，文学地域性命名之生硬，并不只是因为体制力

量的介入，而是与这种命名方式本身所暗含的矛盾

有根本性关联。这种矛盾，至少有两点：第一，地域

和人（作家）的矛盾；第二，人（作家）和文学的矛盾。

先看地域和人（作家）的矛盾。首先要说的是

“地域”，地域划分方式一般至少有两种，一是行政

性划分，二是自然划分。前者是人为性的，后者更尊

重了某些超人为性的客观因素，尤其是更尊重了地

域自身的某些自然属性（民族、文化、风俗、信仰

等）。行政划分当然一定程度上也会尊重地域的自

然属性（地域本身是无法改变的），但囿于现实考虑

必然不会完全迁就，所以自然划分往往是超行政化

的。比如我们这里所说的河南文学，“河南”是一种

行政划分，而中原作家群的“中原”则是一种文化划

分。于是将文学和作家进行地域划分，便必然会出

现行政／文化冲突的尴尬。比如我们提“中原作家
群”，这个“中原”至少从字面来看，其文化范畴所包

含的地域肯定不仅仅囿于行政区域的河南一地，那

么受中原文化影响和辐射的其他非河南作家是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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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这个群体？同时，行政区域又是随着历史发展

有所变化的，今天的河南辖域肯定不同于民国时期

的河南辖域，如今天商丘的某些辖区当年便属于山

东，假如当年有个作家恰生于此辖区，那么他是否在

河南作家之列？而至于“人（作家）”的方面，最突出

的矛盾在于人是可以移动和变化的，而地域则相对

固定。一个作家离开这个地域，那么他是否还属于

这一地域的文学群体？如果说他的文学风格保持地

域特色不变，那我们还可以把他纳入这个地域文学

群体（将离开河南的刘震云、阎连科、刘庆邦等称为

“豫籍作家”便是这种考虑），但是他的地域风格到

底能保持多久（甚至多大程度的保持才算“保持”）？

其实，根据现有的地域归属来划分作家，是我们今天

惯常的做法———湖北作家姚鄂梅去了上海便成为

“海派”，山西作家孙频去了南京便位列“苏军”，江

苏的戴来远嫁河南便被归为“豫军”……其实全国

上下除了北京有些特殊外（北京的特殊地位导致北

京首先没有像其他地方作协那样迫切地打出“北京

文学”或“北京作家”的旗号，其次即便也有“京派”

的说法，但因其历史理解相对定型化所以也导致这

个概念在今天失去了扩延的弹性），其他地方文学

群所表现出来的“包容性”，确实是令人叹为观止

的！当然，如果不按行政区域划分而按文化属性划

分，可能也有问题，甚至是更根本的问题———这种我

们往往标举出的文化属性是否真的是地域特色？比

如湘楚之地都受楚文化影响，这是勉强说得过去的，

但如果单独提“文学湘军”“文学鄂军”，这两者的区

别又在哪里？

这里，更根本的问题可能还是在于文学创作的

个性和共性问题。共性肯定是存在的，同一个国家、

地域，因为生活习惯、文化风俗、信仰、语言等相似，

必定会使文学存在共性。但也并不尽然。这里暂且

不提对于文学而言更具有根本性的价值立场、文学

观念等，单就习俗描写、语言风格等艺术层面的问题

而言，同一个地域、国家的作家其差异性可能也并不

比不同地域、国家的作家要小，而不同地域、国家作

家间的相似性，也可能要比同一地域、国家的作家要

大。鲁迅的传人不止于浙江和绍兴，沈从文的文学

后裔不会只流布于湖南和湘西———这显然是更符合

事实的例证。

这里所牵扯的问题，就是人（作家）和文学的关

系问题。文学地理学显然首先考虑的是主体———

“作家”，而不是“文学”。这也能解释我们目前所讨

论的关于河南文学的问题———“河南文学”后来被

替换为“豫籍作家”“中原作家群”，都是更突出了

“人（作家）”，而不是文学的属性。其实，关于文学，

一直有一种超越性的或者说理想化的理解与期待，

即好的文学不应该只属于某一地域；或者从创作论

的角度来说，一个作家的写作应该有面向世界和全

人类的抱负。虽然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鲁迅），这样的说法也广受认可，但这个说法的重

点显然在后半部分———“世界的”。“世界的”是归

宿，是目标；而“民族的”则是方法，是途径。这里有

体用之别。或者更明确地说，“世界”是一种价值追

求，而“民族”则更多是一种风格追求。这样说可能

并不完全准确，但也基本符合事实。无论从创作还

是接受而言，对文学的这种超越性（超地域、阶级、

种族）理解和期待，相信我们都不陌生。而在文学

理论领域，现代阐释学、结构主义等学派，也都是在

消解文学的主体性，其背后也是一种追求普遍性的

冲动。如果说２０世纪这些反人本主义思潮过于极
端的话，那么我们能举出的更切实、更具体的例子

是———有些作家的创作确实是比较缺乏地域特征和

地域属性的，我们读《红楼梦》会觉得曹雪芹是北方

作家还是南方作家？莎士比亚、卡夫卡的写作和他

的故乡有多少关系？⑤甚至，柳青的写作和赵树理、

周立波相比，某种程度上也是回避地域性的；８０年
代余华、格非等“先锋作家”对地域性更是不屑一

顾。也就是说，至少从理论上和某些事实来看，人、

文学与地域之间的对应是不同的———一个人的长

相、说话口音、生活习惯等可以很南方化或北方化，

但他的写作却可能是朝向世界的。所以莫言文学的

“嫡亲”是马尔克斯，而非蒲松龄，这应该是没有疑

问的。

三、余论

关于文学的地域属性和地域性划分，确实有着

很多难以厘清的难题和困境。这些难题和困境，既

有逻辑上的、理论上的，又有现实性的。然而，理论

和现实上的这种困境，却又无法掩盖一个事实，即在

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作家的地域属性又是客观存在

甚至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尤其是当我们将目光对

准一些个体，而不是进行宏观的、群体性概括和定义

的时候，地域属性确实又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分析方

法———它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一个精神个

体。正如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新世纪河南文学，至少

就田中禾、李佩甫、墨白、邵丽、乔叶、南飞雁、李清源

等人而言，河南这块他们生长和扎根的土地，对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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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创作而言是决定性的。而他们作为一个群体，

确实也存在着一种精神上的共性———正如我们前面

所指出的那样。因此，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文学地

域属性的提出，只有在适用和需要的时候才应该提

出？而作为一种效果检验，我们应该要观察和追问

的是：地域性的提出是否为我们理解特定的———而

不是所有的———文学和作家提供了帮助？

我认为，至少就河南文学（尤其是新世纪河南

文学）而言，地域性的提出是有效的。当然需要说

明的是，正是因为突出了这种地域性，所以我们这里

选择的比较多的是河南本土的作家（有七位）———

这也是我们在具体论述和行文中使用“河南作家”

（而非“豫籍作家”或“中原作家群”）这个称谓的部

分原因所在。因为“河南作家”通常指的就是在河

南本土工作的作家群体。⑥在我们讨论的十位作家

中，情况特殊的首先是李洱，李洱是２０１１年离开河
南，除了《应物兄》外，他新世纪的代表作《花腔》《石

榴树上结樱桃》都写于离开河南之前，加上他新世

纪创作所展现的精神倾向和艺术特征，把他纳入讨

论范畴应无异议。除了李洱之外，还有周蠧璞和

方丽娜，周蠧璞早年便去了陕西，方丽娜则是通过

读书出国并入籍奥地利，她们写作所涉及的空间

场域，看起来和河南的关系更疏淡（尤其是方丽

娜），但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河南这块土地仍然内

在性地影响了她们的写作。选择这十位作家，其

实不仅仅因为他们和河南的关联，更重要的是他

们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价值和意义。本书的

主体共分为五个部分，所讨论的“历史与现实”“写

实与先锋”“女性与启蒙”“青年与生存”“外省与

世界”五个话题，其实也牵扯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

一些话题，比如现实主义、文学的中国性和世界

性、启蒙等。而所选择的这些作家，有的植守本

土，有的出走；有男作家，有女作家；有青年，有中

老年；有的前卫，有的保守———他们恰好与这些话

题构成了完美的对应。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

河南文学本身丰厚和活力的体现。

选择这十位作家，除了研究话题的需要，也有某

种机缘。他们很多就在我身边，这些年来也曾作为

一个个单独的研究对象，进入过我的视野。正是因

为有这种地缘优势，所以本书也特意发挥了这一优

势，而采用了一种“访谈录”的形式，力图更生动、更

有力地展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并不能说

这些访谈解决了我预先想要解决的所有问题，但是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对话和访谈带来了很多意外的

收获，它们激发了新的问题和新的思考———很多都

是我之前未曾预料到的，同时又极富启发性的。和

作家们对话，打破了自己惯常的凝固而封闭的纯书

斋式研究，带给我极大的交流的乐趣，让我感受到一

个个鲜活的、富有个性的生命，以及生命背后的土地

和历史，从而获得知识和人生启迪。当然，条件有

限，像老一辈作家里的张一弓、张宇、郑彦英等，更年

轻的９０后、００后们，乃至于散文和诗歌领域的写作
者，一时尚都无法顾及。这些遗憾，也是未来继续追

踪观察的动力。

本书题为“新世纪文学的河南映像”，可能会带

来错觉，认为所关注重点乃是新世纪文学中的河南

书写或河南形象，其实并不是。我们首先指涉的还

是河南作家和他们的文学，而非“河南书写”。他们

所呈现出来的文学世界，当然与“河南”有关，但也

不尽然，然而从更高远、更抽象的层面看，因这些作

家都身属河南或与河南密切关联，故而他们的所有

表达———不管是否写的是河南故事———广义而言也

便都与河南相关。也因此，标题中的“河南”，所凸

显的也便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性坐标，它也囊括了人、

人的精神，以及这精神的外化———文学。这样的

“河南”，在新世纪文学中也便形成了关于这块土地

自身的一种“映像”。而通过此“映像”，我们也许能

对新世纪中国文学，对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以及

这个时代的精神脉象，甚至我们自己，有更深切的把

握。

注释：

①李勇．新世纪文学的河南映像［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待出版。

②这是李佩甫和笔者对谈时所讲的一段话。对谈时间：２０１８

年１０月１０日下午１５点—１９点，地点：郑州东区瓦库。

③这种时代性、整体性的忧患，可参见田中禾．《父亲和她

们》创作手记二则［Ｍ］／／在自己心中迷失．开封：河南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１；李佩甫：文学的标尺［Ｎ］．文艺报，２０１１－

０４－２２．

④贾平凹曾以如下一段话形容他们三人的不同：“陕北是高

原，高，寒；关中是平原，宽，厚；陕南是山地，深，幽。”李遇

春，贾平凹．传统暗影中的现代灵魂：贾平凹访谈录［Ｊ］．小

说评论，２００３（６）．

⑤田中禾便不同意文学的地方划分：“我不赞成作家群的提

法。文学艺术的灵魂是个性，什么军，什么群，有意无意抹

杀了个性，给作家画地为牢。博尔赫斯曾经批判一些阿根

廷作家的意识只属于地方，不属于人类，自甘于一个地方

作家，这种情况我们中国作家和理论界尤为严重。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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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把歌德看作魏玛军，把鲁迅称为浙军吧？……同一个地

域的人千差万别，同一个地域的作家更是千差万别。以比

较文学的眼光，我们可以从地域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传

统找出一些作家背景研究的课题，在艺术上，我更重视各

自的不同。正如上面所说，各人的优长、欠缺有各自形成

的原因，不存在可比性。”李勇，田中禾．在人性的困境中发
现价值与美［Ｊ］．小说评论，２０１２（２）．

⑥何弘曾对此做过区分和界定：“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中
国文学界提到中原作家群，通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是‘文学

豫军’。之所以使用‘文学豫军’这个概念而不直接说河

南作家，除了与当时流行的‘陕军’‘湘军’等概念相对应

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河南作家’这个概念通常是指在

河南本土工作写作的这么一个作家群体，而‘文学豫军’

则涵盖了在河南本土写作的‘河南作家’及离开河南在外

地发展的‘豫籍作家’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而‘中原作

家群’这个概念的提出，除了在外延上涵盖了‘文学豫军’

的外延并可有所扩展外，更重要的是它强调了这个庞大的

写作群体共同的中原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从而更富文化

内涵、更具学术意义。”何弘．中国新文学中的中原作家群

［Ｊ］．小说评论，２０１２（２）．

参考文献：

［１］红柯．神性之大美：与李敬泽的对话［Ｍ］／／敬畏苍天．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李勇．小说写作是我精神成长最有效的途径：乔叶访谈
录．未刊稿．

［３］李勇．只有落脚在故乡那片土地上，我的作品才有魂魄：
周蠧璞访谈录．未刊稿．

［４］李勇．我是现实主义的叛徒：墨白访谈录．未刊稿．
［５］孙荪．关于文学豫军的话题［Ｊ］．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１９９７（３）；文学豫军论［Ｊ］．河南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４）；文学豫军论（续）［Ｊ］．河南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５）．

［６］张翼．地方文学创作群体经典化的路径与语境：以新时
期以来河南文学创作群体的命名为例［Ｊ］．河南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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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日两国对女神和女性的观念经历了由最初的“女神崇拜”到“男女有别”、到“男尊女
卑”及至“重男轻女”的变化，其原因与儒家观念的影响有关。中日两国对于女性问题和女权主义的

看法也截然不同。对中日原始时期古书记载中的女神形象和神话故事进行分析，宏观把握中日女神

形象在古代的演变，着重分析女神地位反映出的女神文化，以及儒家等级观念对于中日女神文化和

女性文化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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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女娲形象的演变
女娲作为华夏民族最重要的女神，是我国古代

文化的重要象征，对她的信仰延续千年，直到现在还

有许多地方沿袭祭祀的传统，奉女娲为神。作为中

国的创世母神，她的事迹深入人心，传说她不仅化生

万物，抟土造人，还庇护四方，炼石补天，治理洪水，

更与伏羲成婚，创造了婚配的习俗等。

女娲在古代社会经历了独身神和偶身神两个时

期，从上古时期成了三皇之一伏羲的配偶，在汉代陵

墓中与伏羲共同出现在壁画上，被用于祭祀。这与

汉代儒家思想的阴阳伦理观有很大的关系，阳尊阴

卑的等级观，也使得女娲不得不与伏羲粘连，失去了

独立女皇的身份和地位。

（一）独身神时期

在原始社会，女娲的性别尚不明确，古书对它的

记载显得十分简单。据文字记载，它较早出现在

《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

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１］。在《楚

辞·天问》中，也有“女娲之体，孰制匠之”［２］的说

法。

此时对于女娲，神话不仅没有任何功绩和故事

加持，也没有明确地告知世人它的性别，女娲的性别

直到东晋郭璞对《山海经》注“女娲，古神女而帝

者”，才被确定并且接受。《说文解字》中也称：“娲，

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３］

在早期的神话里，女娲的创世神身份极为明显。

王逸注“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可以看

到神话对于女娲形象的塑造，她以化生万物的方式

作为创世手段。在中国许多地区都流传有“女娲正

月初一造鸡，初二造狗，初三造猪，初四造羊，初五造

牛，初六造马，初七造人”的说法，由此可见女娲具

有创造万物的伟大功绩，女娲的神格显得简单却又

丰富。

在世界神话中，不同种族对于“创世”和“造人”

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这也体现出不同民族认识世

界和文明发展的速度不同。中国是较为典型的“尸

体化生”型，典例有世人熟知的女娲、盘古、夸父。

但与创世神盘古、夸父的“尸体化生”不同，女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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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不以自身的死亡为前提，并且每日重复创造

新的生物，极大地强化了它创世神的地位和神力，与

女性顽强又温柔的生命力结合在一起，成就了饱满

的创世女神形象。

除了化生万物的方式外，女娲仍有特别的方式

创造生命。在汉末的《风俗通义》中，出现关于女娲

抟土造人的记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

抟黄土造人，务剧，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

人。”［４］创造人类是女娲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早期

氏族里死亡是经常发生的，种族的强大离不开女性

的生育，通过生育增加人丁以繁衍种族。原始社会

里，种族有对女性的生殖崇拜，女娲作为母神传说的

开端就是从抟土造人来的，这体现了女性独有的创

造生命、哺育生命的使命和能力。当然，抟土造人的

说法充满了文明的痕迹，被认为是早期制陶技术的

影射；而抟土产生人类的贵贱之分，可以看作进入等

级社会的标志。

作为大地之母，女娲不仅慈祥地造出万物和人

类，更肩负起民族英雄的身份和使命。《列子·汤

问》中，首次出现女娲炼石补天说：“天地亦物也。

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

足以立四极”，体现出她作为民族英雄的壮举。而

这里“断鳌足”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水怪，平息水灾，

也可见在母系农耕社会时期人们对治理水灾的早期

意识。对农耕时期的华夏民族来说，水患极大地威

胁着种族的生存和安全，女娲补天治水的神话，折射

出古代社会氏族在女首领带领下大规模治理水患的

历史背景。①

可见，早期母系氏族的神话中，女娲的神格饱满

又丰富。作为创世母神，她慈祥温柔地创造万物，带

给世间蓬勃的生命力和希望；而作为女皇，她也肩负

着重任，保护她创造的土地和子民不受侵害，并且拯

救苍生，规范世界。这也折射出早期人类对女人领

导性的预见，女性的职权不仅仅是生育，壮大种族，

更能领导自己的族群抵御危险，创造繁荣。

追溯女娲神话，往往会发现不少文明进步的痕

迹。进入物质文明后，女娲的造物更进一步，已经不

单单局限于创造生命，更能够创造艺术，诞生文化。

在先秦典籍中，如《礼记》《帝王世纪》等，都记

载着“女娲作笙簧”［５］一说，因此女娲也被称为音乐女

神，可以提供给人类艺术文明，对其造物神的神格予

以进一步升华。

（二）偶身神时期

随着文明的开化，生产资料为主导的父系社会，

取代了血缘关系为主导的母系社会，女性地位下降，

女性生殖崇拜也过渡到男性生殖崇拜。女娲“独立

神”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神话开始把女娲和伏羲

粘连，称二人为夫妻，创立了婚配制度。

对女娲与伏羲对偶神关系的出现时间看法不

一，虽然先秦以来就有将二者并列的说法，但并没有

明确指出二者的关系。东汉《风俗通》让二人成为

兄妹，而唐代卢仝在《与马异结交诗》中提到，“女娲

本是伏羲妇”，这才把女娲和伏羲的婚配关系真正

粘连起来。然而，女娲拥有抟土造人的神力，何须通

过婚配创造生命呢？［６］

显然，女娲成为对偶神，是父权氏族对其女皇地

位和女性独立神格的削弱。女娲从“独立神”成为

“配偶神”，展现出古代三皇之一的女皇地位发生了

变化，甚至在东汉后，世人往往把伏羲、黄帝、神农并

列为三皇，女娲的地位逐渐被贬到三皇之下。进入

父系氏族的中国，妇女地位逐渐下降，女神也迫于天

神命令，不得不与自己的兄长伏羲结合，暗示出古代

婚配女从男的处境，女神终究沦为“男人的附庸”。

随着“男尊女卑”思想的发酵，女神的神性崩

坏，女娲丧失了女皇地位并被神格丑化。如果说东

汉伏羲婚配已是女神神格削弱的开始，那么清代的

遭遇就不得不令人感叹。

（三）清代对女娲形象的丑化

学者潘世东通过考察清代文学及文献中对于女

娲的记述，指出女娲的形象在清代受到了极其严重

的打击。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推断女娲的

性别非女性，因为“《山海经》中没有办法论证女娲

的性别”，“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支持，是无效的推

断”。事实上，女娲的性别虽然在《山海经》中没有

明确表示，却在先秦时期的典籍里就已经出现女娲

为古代帝女和伏羲之妹的说法了。所谓“女娲不一

定是女性”，只是对女娲的恶意揣测罢了。［７］

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有男人而女名者。

如帝有女娲氏”。潘世东分析道，因为古代文字的

偏旁说女娲是女这种说法并不突兀，根据古代女娲

的职能来看，他更倾向于认为女娲是古代女帝的看

法，而不是“男人有女名”。赵翼认为，古代女娲是

安排婚配的人，那么它应该是“媒人”，这就导致了

它显然不会是女性。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也没有解

释为什么女子不能是媒人，反而暴露了在清代重男

轻女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女性地位的低下，以及男权

主义者的片面揣测和盲目自大。

潘世东指出，女娲由于根深蒂固的信仰和地位，

即使和伏羲并列，但二人始终是平等的，“男权主义

者无论怎么费心机曲解女娲，也无法改变她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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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自始至终不曾沦为伏羲的附庸，其神格甚至有

超过伏羲之势”［７］。

二、西王母形象的演变

西王母是中国神话中掌管不死药，具有惩罚和

预警灾害职能的长生女神，是道教的最高女仙之首，

主宰阴气修仙，乃全真教的祖神。

西王母同上述女娲一样，有独身神和偶身神两

个时期，独身神时期的西王母形象经历过多次变化，

学界对此看法较为统一，偶身神时期则又分为两个

时期：前期与配偶东王公合掌修仙界，晚期在民间小

说里谣传成玉皇大帝的妻子“王母娘娘”，其中儒家

思想对其变化产生颇大的影响。

（一）先秦时期西王母的形象

戴梦君《西王母演变过程原因新论》一文提到，

学界认为西王母的形象经历过以下三个时期：先秦

时期的半人半兽“蓬发戴胜，豹尾虎齿”；两汉时期

人格化并与帝王有了联系，成为“掌握不死药的神

女”；以及随着道教发展成为女仙之首。［８］

西王母的形象最早出现在神话记载中，《山海

经》有三个地方提到西王母，按照《山海经》各经成

书的先后顺序可分为：《大荒西经》“有人戴胜，虎

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这里的“戴胜”指的是

西王母头上佩戴着饰物，一副部落首领的形象，然而

“虎齿，豹尾”的描述又使其凶残。《西次山经》则说

西王母“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司天

之厉及五残”。至此西王母形象已经发生变化，“状

如人”淡化了她的人类身份而开始有神化的痕迹，

又加入“善啸”“司天之厉及五残”的描述，西王母形

象更加威严和凶残。这一神职上的变化，使西王母

完成了初步神化。

“五残”是古代凶星的名字，《史记·天官书》

曰：“五残星，出正东东方之野。其星状类辰星，去

地可六丈。”可以看到西王母具有掌管凶星的能力，

即“罚恶”的职能。而成书最晚的《海内北经》加入

了“南有三青鸟，为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的记述。

写西王母的管辖范围为“昆仑山”，神鸟三青鸟为其

使者，只出现在蓬莱山上等，为的是突显西王母地位

的尊贵。在《山海经》中，西王母的形象经历了从部

落首领到半人半兽的变化，初步有了自己的神格。

西王母山神的形象维持得并不久，在同为战国

时期先秦的作品《穆天子传》中，西王母形象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韩维志在《论西王母的文学形象在东

汉的初步定型》一文中提到，《穆天子传》中的西王

母是一个有文化素养，能用诗歌表达自己不愿生活

在旷野上与虎豹相伴，而且舍不得穆王离去的多情

女神。［９］她可以赐穆王不死，可以与穆王相会于瑶

池，狰狞的山神形象不再，多情又温和的女神形象替

换了西王母形象，她的神职也从掌管惩罚杀戮，变成

了赐人长生不死。这一重要职能的出现，奠定了西

王母被道教神话吸收而成为先秦信仰广泛的女神的

基础。《淮南子·览冥训》明确记载道：“羿请不死

药于西王母”，确定了她这一独特的神力，西王母在

《穆天子传》中已人格化，成为手握长生不死药的重

要女神。

汉代道教开始兴起，大力推崇西王母，以她的长

生不死作为道教“修仙”的核心基础，将西王母捧上

了女仙之首的至高地位。她“蓬发戴胜，虎齿豹尾”

的形象不易被人接受，于是道教将其进行美化。在

道书《逍遥虚经》中说“蓬发戴胜，虎齿善啸者，乃王

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真形也”。在道教神

话中西王母是创世神之一，由天下所有至阴之气所

生，掌管阴气，能够化灵，是“以西华至妙之气理于

西方”之人，她掌管所有的女仙，所居昆仑山也被尊

为“仙山”。西王母的形象也丰富了许多，在《云笈

七签》中，九天玄女是西王母坐下的一名女仙，被西

王母派遣下凡帮助黄帝战胜蚩尤。另外，还有《山

堂肆考》中说，八仙之一的铁拐李，是由于得到西王

母的帮助点化才得以成仙的。

如此一来，经过道教神话的大力加持，西王母的

光辉形象被定型，民间奉她为生子、祈福、消灾、惩

恶，以及求长生不死和修仙的女神，信仰极为广泛，

皇室也极力推崇，东汉和西汉对于西王母都掀起过

多次信仰热潮。

（二）偶身神时期西王母的形象

西王母在道教神话中地位大幅增强，同时也拥

有了自己的配偶，与之完全相对应的东王公。道教

中，东王公和西王母是世间阳和阴的化身，东王公为

阳神，西王母为阴神，东王公掌管男仙，西王母掌管

女仙，东王公居住于蓬莱仙岛，西王母居住于昆仑仙

山。在东汉中叶已经有将二人奉为阴阳二神祭祀的

记载，赵晔在《吴越春秋》中说，越王勾践靠“七术复

国的第一术就是尊天祀鬼神以求福”，即“立东郊以

祭阳，名曰东王公；立西郊以祭阴，名曰西王母”。

对于东王公的出现，不少学者认为这是“用世

俗改造神话”的结果。韩维志认为，东汉世人“一厢

情愿造神”的做法，是为了让神话符合自己的审美

需求，因此用世俗化的概念加以改造。戴梦君也说，

“夫妻纲常和阴阳伦理观的出现导致了东王公的出

现”，他认为这是一种“用人类社会的关系来揣摩神

话”［８］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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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后宫干政的情况较为严重，当时最大的两

股势力是宦官和外戚。从西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

开始，汉代就开启了外戚专权的先河，吕雉和窦皇后

都是汉代有名的太后，她们对朝政的把持力度都十

分强大。窦太后在汉景帝时期长期干预政事，甚至

让皇帝立梁王刘武为储君。在汉武帝即位后，窦太

后被封为太皇太后，其权势甚至可以大到废除皇帝。

在汉武帝亲政后，窦太后的势力被逐渐压了下去，然

而汉武帝也喜欢使用外戚，不论是卫子夫的弟弟卫

青，还是霍去病，都是外戚的身份，可见汉武帝时期

对于外戚并没有打压。这些外戚成了皇后母家后宫

干政的隐患，汉武帝在晚年时期甚至实行杀死储君

生母，以保皇权在自己手里的方式，即“子贵母死

制”。这种偏激的极端做法，是汉武帝对后宫干政

和女人掌权的完全否定。

由于汉武帝极力推崇董仲舒的“阳尊阴卑”“三

纲五常”思想，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东汉时期对

女神的“强行配对”才会盛行。即使是远古时期神

话里的重要女神，也不得不委身于丈夫，这是对阴阳

平衡的妥协，也是对阳尊阴卑的服从。

曲宁宁说，汉代对待妇女的观念由男女有别转

向了男尊女卑，“汉初，对婆媳和夫妻间的关系不是

单方面的要求，而是彼此之间的礼，自汉武帝时风气

大变，董仲舒论证男尊女卑为万事不易之道，由此确

立了后代妇女理论的基调”［１０］。皇室推崇男尊女卑

的观念，对民间产生很大的影响，直接影响到民间百

姓家的妇女地位。

东王公的出现似乎给西王母一个归宿，作为男

仙之首，道教称其为“扶桑大帝”“元阳父”，东王公

作为男神，地位很快便超过了西王母。其中原因与

西汉时期汉武帝推崇儒术，以及董仲舒的“阳尊阴

卑”观念有很大的关系。西王母的身份被扭曲，地

位开始下降。

（三）成为玉皇大帝的“皇后”

世俗往往以世俗的眼光审读神话，揣摩神的心

灵和神界生活，对神话进行想象与臆测。神话经过

长久以来的传承和小说等文学浪潮，慢慢失去了原

本的样子，变得更加浪漫。

也因此，神话的本身和民间的谣传对不上，矛盾

突兀。宋真宗将高上大帝加封宗号，构建出“玉皇

大帝。”在道教神话中，玉皇大帝是最高信仰“道”的

神化，掌管天界众仙。

按照道教神话，玉皇大帝掌管所有的仙家，他应

为西王母的“上司”，二人并不是夫妻关系，玉皇大

帝也不等同于东华帝君东王公，然而，随着玉皇大帝

的形象越发高大，世人想要给玉皇大帝一个与之相

配的雍容华贵的“皇后”，于是民间小说把玉皇大帝

和西王母粘连成夫妻，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西游

记》。西王母成了“王母娘娘”，与玉皇大帝是夫妻，

共同掌管天庭众仙。西王母开设蟠桃宴邀请众仙相

聚。此时西王母已经不再是“西王母”，而是被世人

扭曲杜撰的“王母娘娘”，女神彻底沦落成了天公的

附属。

从古时期独立的山神，到与东王公的配偶神，最

终成为“玉皇大帝的皇后”，西王母的形象经历了巨

大的变化。在儒家重男轻女思想下，她的神格被不

断分化，最终地位被大幅削弱。

三、日本记纪神话中的女神形象

早在公元５—６世纪，日本已经开始向中国唐朝
学习思想和制度，到了公元６—７世纪，儒学和儒家
经典则大量传入日本。公元６４５年，孝德天皇仿造
唐朝的经济政治制度等进行了大化改新，唐风盛行，

儒学的气息更重。因此日本的创世神话中，可以明

显看到儒学的痕迹和观念，这对塑造其女神形象也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１１］

（一）《古事记》与《日本书纪》

日本关于创世神话的记载主要有公元８世纪成
书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两部，简称“记纪神

话”。各国的创世神话均有不同，但都离不开创世、

造物、造人、建国的主题，“记纪神话”从神明降世创

造国土的创世篇，讲述到派遣神的子孙去管理国土

的开国篇，主要围绕着伊邪那美和天照大神两个女

神展开，目的是为了向当时统一的民族说明：其一，

日本国是由神诞生下来的国家；其二，天皇的血脉来

自太阳神天照大神，是神的后裔，天皇万世一系治理

日本国，就是神的血脉在保护国家，未曾改变过。

“记纪神话”被撰写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

政治统治的稳定，因此从中可以看到统治阶级需求

下的女神形象及其意义。

（二）“记纪神话”中伊邪那美的形象

“记纪神话”中作为创世神之一的伊邪那美并

不像女娲那样被誉为民族英雄，在她死后，因为丈夫

去寻找她的时候，违背了誓言，被她丑陋的样子吓得

抛弃了她，她含恨追杀丈夫，夫妻决裂后又扬言每天

要在国度里杀死 １０００个人。她被日本民族称为
“黄泉污秽之女神”。女神报复丈夫的行为并不被

大众接受，即使是男性有失在先，日本的神话中很少

有“符合因果报应”的情况出现，伊邪那美并不符合

日本传统的大众价值观对女神的要求，因此失去了

“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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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郭燕在比较女娲与伊邪那美时，曾这样说：

“伊邪那美反映了妇女生育的不易和艰难，以及女

神对于伦理观念的被迫服从。”她用夫权和儒家思

想的维护者来解释伊邪那岐，称他在妻子的生育过

程中负责指导妻子，保证其生产的顺利，这一过程恰

恰反映出女性的活泼天性被伦理观念束缚和压抑的

特点。

这里顺着郭燕的思路去审视伊邪那美和伦理道

德的关系，就会发现儒家思想的痕迹不仅仅是安排

女神要服从“礼”，更加强调了男女有别的问题。［１２］

在《古事记》中，伊邪那美和伊邪那岐绕柱跑，约定

碰面之时就要结合。他们产下的第一个孩子是残缺

儿，天神解释说是因为女子先开口，不好。于是两个

神改正偏误，由男子先开口，终于产下健康孩子。这

一神性的传播，使得“女不如男”的观念变得更官方

化和神圣性，恰恰体现了撰写《古事记》时，日本民

族的男尊女卑观念。

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来自中国。在西汉，董仲

舒“阳尊阴卑”的等级观流传很快，给后世的男女观

埋下了基础。由于儒家“三纲五常”观念的影响，唐

代儒学传入日本后，对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仅从伊

邪那美的神话中，就可以明显感受到男尊女卑的痕

迹。

（三）天照大神与“传统理想女性”的形象

学者葛慧玲认为，天照大神符合日本对于传统

理想女性的形象需求，在她看来，“温柔，善良，忍

让，宽容，母爱”［１３］是日本理想妇女应具备的品质。

她论述天照大神对待须佐之男之时，没有因为弟弟

来到领地胡闹而暴怒，而是多次忍让，最后实在受不

了的时候也没有大闹脾气，而是自己害怕躲了起来，

这种“对男性罪恶的宽恕性”，体现了天照大神对于

男性的“母爱”。

可以看到，葛慧玲一直强调“忍”这个字。天照

大神在对待胡闹的弟弟时忍了许久，天照大神对待

杀死了保食神的妹妹一事也忍了下来，而在天照大

神忍无可忍的时候，她没有选择发泄自己的感情，而

是“收起了爱，躲了起来”。这种忍耐的背后折射出

当时对理想女性的道德要求。不同于对伊邪那美的

描述，伊邪那美面对食言的丈夫会暴怒，敢发泄自己

的情感，敢追杀他并与之决裂；而对天照大神的塑

造，则突显她的宽容和忍让，她慷慨地把食物分给苇

原中国，又耐心地教导养蚕的技术，而对众神的矛盾

和灾难，都选取“避让”的角色。她没有用自己手中

的“女权”来过多干涉自己的领地和子民，即便发怒

也不过是收起了自己的“爱”。“记纪神话”中的天

照大神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恩赐”，她可以施舍恩赐

给苇原中国，给自己的弟弟，给众神；也可以收回自

己的恩赐，躲进天岩户，她只会悲伤害怕，却不表现

愤怒。

如果说伊邪那美与夫决裂是对“记纪神话”中

女性道德的反面诠释，那么天照大神这种对于男性

的宽恕和包容，以及自身的忍让和退步，就是日本

“记纪神话”中极力塑造的“理想女性”的样子

了———女神不需要用强大的神力来治国，也不需要

用神力和权力来强调秩序，而要对待胞弟和子民容

忍，隐忍。可用三个字来概括天照大神的个性，就是

“好脾气”。这种好脾气的价值观反映的恰恰是接

受了儒家思想多年的日本民族对于女性道德和价值

的要求，日本接受儒家“三纲五常”的思想观念很

早，５—７世纪以来中日对于儒学的交流和接受程度
都非常高。“记纪神话”是为了维护天皇统治，宣传

天皇万世一系血脉的神圣性而写的，女神不是因为

“女”而成“神”，而是“如母爱一样包容男性，所以是

女神”，这种对于女神权力的弱化，对于女性温柔、

温顺、包容的刻画，不免让人觉得天照大神作为皇祖

神的“卑微”之处。

比起中国女娲的“神性”，天照大神具有更多的

“性”。这种对于女神形象的刻画类似于中国古代

对于女娲的塑造，把造物和文明的光环加在女神身

上，用更多的事迹来突显女神崇拜。这不同于女娲

作为氏族首领和民族英雄的“神性”，也不同于伊邪

那美的活泼率真和真实。

四、儒家体系对日本天皇权力建构的影响

从原始社会的“女性崇拜”到封建社会的“男尊

女卑”，儒家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导致了日本的女

权由盛转衰。

（一）从绳纹时代到稻荷时代的女性崇拜

原始社会的日本盛行女性崇拜，国家的首领往

往由女性担任。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女性具有用巫术

和宗教统治国家、维持稳定的能力。这种宗教的权

力往往大于世俗权力，这是早期女权制下的日本具

有的明显特点。日本的“女性崇拜”和中国的原始

社会不同，除了对于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母性崇拜以

外，更多的是关于女性本身带有的宗教色彩和神圣

化的崇拜。

董波在《女性崇拜及其嬗变》一文中指出：“男

性主宰不过是对女性主宰的一种内质回应，从性别

文化学的角度，女性才是日本文化的支配者和主导

者。”［１４］日本的女性崇拜并不是一种庞大的官僚体

制，而是一种原始的集体主义。邪马台国时期，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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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弥呼去世后曾有男王想要即位，国人不服，于是又

立了女王台与，国家这才停止动乱。可见女性对于

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的作用。李广志在《论日本原

始信仰中巫女的主体地位》［１５］中，直接将这种作用

和女王作为国家祭司和巫女的作用挂钩，肯定了在

古代日本社会女子以祭祀和鬼术治国的重要价值。

然而，这种女性崇拜是存在缺陷的，以女王的法

术和国民的集体主义为依托的国家容易暴露出自己

的弱点，女性柔弱无力的性别使得国家时刻需要

“被保护”。在日本，国民间的豪族竞争保护者的角

色，这种竞争过于激烈就会威胁到王室的利益，因此

皇室开始向中国学习，引进中国的官僚体制。

（二）推古天皇“以外来男权维护女权传统”的

官僚体制

推古天皇（公元５５４—公元６２８）之前，日本被
称为大和，首领也不叫天皇而是大王，各个贵族部落

依靠血缘世袭官职，以此来掌控朝廷或者是自己的

领土，国家的首领并不具有绝对的政治权力，而是

“宗教祭祀”的象征意义更为浓重，天皇的意义是天

照大神的“权威”，而不是国家的“权力”。由于母权

制度的残留，外戚干涉朝政且享有很大的权力，再加

上天皇内部为了维持血统，继承制度混乱，皇子常由

近亲结婚产生，因而早年夭折的情况屡见不鲜，皇室

内部的权力斗争让皇子的安全受到威胁。［１６］为了保

持皇位血统的纯正性，由皇后过渡性继承皇位，后退

位。（推古天皇就是在外戚权力争斗下，为了保持

皇室血统而即位的）这种女性以皇后身份成为天皇

的现象，一直到男尊女卑的观念随着律制在皇族中

普及开来才逐渐消失。

推古天皇，让圣德太子学习中国来建立官僚体

制，以此来建构大和朝廷的权力机制，这种做法实际

上是用来自男权的制度来保护母权制残留的传统，

从此，儒家体系下的男权系统开始逐渐改变日本的

女性权力。

上文说到，早期日本的皇位具有的更多的是宗

教的意义，而不是权力的掌控，女帝代表的是血统的

纯正和天照大神一脉的权威，真正的政治权力并不

是由女帝说了算，人们对于天皇的理解也不是绝对

的权力，女帝的作用如同早期社会女祭祀的职能一

样，只代表了皇位的象征意义。

（三）大化改新后女性逐步丧失政治权力

孝德天皇的大化改新的举动让人们对于天皇皇

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在６４５年，孝德天皇仿造中
国的父权官僚体制进行改革，建立了“律令制”，使

得日本成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天皇

的权力得到了强化，天皇不再是天照大神的代言人，

而是国家的统治者。这一观念，开始在民间形成。

由此，天皇的继承问题也就真正显得重要了。

随着中国的权力系统和儒家观念逐渐深入日

本，“嫡长子继承制”成为日本天皇继承制的最好依

据。这种以父权为主的继承方式逐渐使得外戚的权

力弱化，随着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度，嫡长子继承制

有效地保证了天皇血统的正统性，也避免了许多的

权力斗争和纠纷。在这一制度的影响下，旁系的继

承被摒弃。从白凤（６４５—７１０）到奈良时代（７１０—
７９４），女皇的出现都是为了起到过渡作用，从而使
得皇位的继承严格遵循着嫡系子孙的要求。随着第

六代女帝孝谦天皇宠幸淫僧，危害国家，女性也逐渐

与旁系一样被剥夺了继承皇位的权力。

（四）幕府时期女神神性和权力的分离

在７８１年，桓武天皇即位，３年后迁都平安，开
启了“平安时代”。由此，日本的女权在政治上完全

没落。随后８６６年至１０８６年大约２００年的时间，日
本进入了“摄关时代”。当时的天皇清河只有９岁，
没有把持朝政的能力。原本只能由皇族人士担任的

辅佐政权的“摄关”被外臣藤原良房取代，此后藤原

氏取得了统治的实权，开始了对天皇和权力的把控。

为了对抗这种情况，１０８６年，白河天皇让位给自己
的幼子，自己作为太上皇掌握政权，即“院政”。这

意味着天皇的父亲要从天皇的母族和外臣手里夺

权，而武士趁机获利。他们通过皇室间的权力争夺，

最终自己夺得了兵权。在武力统治时代，武士逐渐

把握了实权。１１９２年，天皇的拥护者源赖朝被任命
为“征夷大将军”，创立“幕府”。此后，日本进入了

幕府统治的时代。这段时期，别说是皇女和皇后，就

连天皇也成了“太阳神”的象征。人民对其信仰不

减，然而天皇的权力却基本被架空。从平安时代到

织丰时代（１５６８—１６０３年），日本没有出现过任何一
位女天皇。

直到１６２９年，日本才出现了第７位女帝。此时
的日本处于江户时代（１６０３—１８６７年），在幕府的统
治下，天皇权力已经如同傀儡，女神的神性和人性被

分开。权力由将军掌握来保护代表“太阳神”的天

皇，如同女人软弱无力只能成为精神象征、需要躲在

男人的羽翼下一般。天皇的权力被夺走，但是人民

群众对于天皇、天照大神血统的信仰仍然不减。幕

府未能跨过天皇直接成立新的统治政权，为了稳固

民心，他们不得不重新接纳了天皇作为权力的象征

和信仰的集中体。天照大神也如同被架空的皇族权

力一般，神性被供奉起来，权力则被剥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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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出现的第八位女帝，后樱町天皇是为了

弥补太子年幼而即位的，她没有任何的实权，她的存

在，仅仅是为了保护皇统。八年后她让位给了自己

的侄子，至此日本再也没有出现过女天皇。

中日对于男女问题的看法和“女性崇拜”的演

变，都反映了儒家思想“阳尊阴卑”观念对权力系统

和世俗观念的影响。两国的世俗皇权为了维护统

治，都强调父权的稳定性。然而，中国的“君权神

授”的概念来自黄帝，宋后逐渐过渡到“天公”手中，

日本的“万世一系”则强调天照大神血脉的神圣性。

两国女神对于世俗权力的重要性不同，中国的女娲

和西王母的职能仅仅是辅助，而日本的伊邪那美和

天照大神则是核心。

研究儒家思想对于中日女神形象的塑造和演

变，以及对于皇室和民间男女观念的影响，可以使我

们对历史上女性的价值和地位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与

思考。

注释：

①《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
覆，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

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斩鳖足以立四

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

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和春

阳夏，杀秋约冬，枕方寝绳，阴阳之所壅沈不通者，窍理之；

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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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普”的两幅面孔：
从《霸王别姬》和彩虹合唱团现象看“坎普”的中国表达

柯　英
（苏州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７－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景观社会的思想者：苏珊·桑塔格视觉艺术文论研究”（１２ＣＷＷ００２）；江苏省青蓝工

程和苏州科技大学科研启动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柯英（１９７６—），女，安徽望江人，文学博士，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２０世纪英语文学和视觉
艺术文论研究。

摘　要：电影《霸王别姬》的题材、表演和呈现方式等不乏“坎普”趣味，尤其是贯穿全片的“非本
来”特质，赋予了该片独特的魅力，也在众多的解读和评说中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丰富了它的内

涵。彩虹合唱团的作品则展示了“坎普”作为一种城市感受力的影响，通过对现代城市生活的自嘲

式白描，轻松自如地在轻浮与严肃之间达成了一种平衡。《霸王别姬》里的“非本来”性和彩虹合唱

团现象所反映出的都市症候仅仅是“坎普”众多面孔中的两幅，而“坎普”感受力还有更多的面孔等

待我们去认识和描画。

关键词：“坎普”；《霸王别姬》；彩虹合唱团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３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１７－０８

　　美国文艺批评家苏珊·桑塔格（ＳｕｓａｎＳｏｎｔａｇ，
１９３３—２００４）在１９９６年回顾那些令她声名鹊起的先
锋论文时，为自己成为“坎普”（“ｃａｍｐ”）的第一位
描述者而感到不可思议，在她看来，至少诗人奥登

（Ｗ．Ｈ．Ａｕｄｅｎ，１９０７—１９７３）应该有所尝试，而他
“当初没有写过类似我的《关于‘坎普’的札记》的文

字，何其怪哉”［１］２０９。这句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

意，为何她会认为奥登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坎普”描

述者？只有陈冠中一笔带过地提到，解释这“可能

是因为奥登是伊舍伍德的密友”［２］１４６，而伊舍伍德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Ｉｓｈｅｒｗｏｏｄ，１９０４—１９８６）是在桑塔格之
前“少数用文字提到坎普的作家”［２］１４５。

奥登比桑塔格年长２６岁，二十出头就以诗歌上
的杰出成就名冠英伦，成为新生代诗歌的代言人物，

人们甚至直接把他参与的一个写作团体称为“奥登

一代”（“Ａｕｄｅ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奥登游历于欧洲和
美国，后来移居美国，伴随着他的足迹的是他对欧美

文化的广泛吸收和大量的产出，也由此不断地震撼

着英美诗坛。他的诗歌和评论“内容涉及文学、历

史、政治、音乐、宗教等多个领域。此外，他还与音乐

家、导演合作撰写歌剧和纪录片剧本，为大学开设诗

歌欣赏和创作课程，出席各种诗歌和文学活动”［３］。

奥登在后期更关注诗歌和艺术的审美层面，他对艺

术现象的观察和艺术趣味的把握应该是极其精准和

敏锐的，而也许意味更加深长的是，他还是一个同性

恋者，这些特质都与“坎普”密不可分。

桑塔格在文章里直截了当地声明，《关于“坎

普”的札记》是向奥斯卡·王尔德（ＯｓｃａｒＷｉｌｄｅ，
１８５４—１９００）致敬的。她在里面引用了王尔德的八
则警句，每句都可视为紧随其后的几则札记的引子。

王尔德是唯美主义的倡导者，也是因“不敢说出名

字的爱”而获罪的文化名人，他“挑战的是整个维多

利亚时代的道德”，对他的审判“实际上也是文学天

才与世俗世界的一次较量”［４］译序２２。这样实力悬殊

的对决，其实还未开始就胜负已决。当王尔德身陷

囹圄，为自己的行为痛悔不已时，他不会想到六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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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一位美国的青年女学者会在他美学思想的滋

养和启迪下，在高级文化和先锋文化的对峙中，从容

地指向了二者之间的缓冲地带———“坎普”，并通过

媒体的力量，势不可挡地把“坎普”感受力带进了大

众的视野。

“坎普”进入中国学术界①，首先遇到的是对应

的中文名称问题。李闻思、陈星君、陈冠中和徐贲等

都梳理了该词的来源和演变②，陈冠中还特意介绍

和解释了几种大陆学界很少提及的译法：创意的译

法有田晓菲的“矫揉造作”、沈语冰的“好玩家”、董

鼎山的“媚俗”（可能是借“坎普”与“刻奇”的近亲

关系）、王德威的“假仙”（台湾用语，指行为上的假

装）［２］１４４。他本人则认可和采用了“顾爱彬、李瑞

华、程巍等的普通话音译”［２］１４４———“坎普”。其实

在中国的学术期刊上，与陈冠中的这篇文章发表时

间最接近的一篇专论是王秋海的《“矫饰”与前

卫———解读苏珊·桑塔格的〈‘矫饰’笔记〉》［５］，这

里所说的“矫饰”正是“ｃａｍｐ”，王予霞则将其直译为
“营地”［６］。徐贲引进了华语界的另一种译法：“敢

曝”，倾向于认可该词的法语词源“ｓｅｃａｍｐｅｒ”，即
“大胆展示自己”［７］之意。此外，还有人将其译为

“堪鄙”，并详加解释道：

因为，正如“媚世”和“滋世”一直被

视为劣品的“鄙”，ｃａｍｐ正是要面对这个
“鄙”，将之扩而大之，并用新的眼光进行

新的组合，给予新的定义。“鄙”在中文里

有低等之义，但又用于自谦，如“鄙人以

为”，且在自谦里内蕴了傲意，如“正是鄙

人”。“堪”是‘经得起”“称得上”之义，所

谓“可堪”“正堪”。译为堪鄙，表明“正是

这种‘鄙’！且要怎么？怎是这种‘鄙’，听

我道来”。“堪”和“鄙”两字都具有反讽之

意味，正与ｃａｍｐ作为美学之喜相契合。③

上述各种翻译的出现，恰恰凸显出我们难以在

中文里找到某一个合适的词来涵盖“ｃａｍｐ”，在此情
形下，目前使用频率最高的反而是不带有特定含义

的音译“坎普”，本文也遵循此译。

中国学术界试着去品味和领悟“坎普”感受力，

也试着用“坎普”理论对当下的文艺现象进行观察

和评论。陈冠中如数家珍地举出了不少“国产”的

“坎普”例子，比如武侠小说里的怪异女高手（李莫

愁、灭绝师太、梅超风）、上海怀旧美女月份牌、香港

周启邦夫妇拥有的粉红色劳斯莱斯和金色马桶、台

湾小说《蛋白质女孩》里押韵的句子，等等，并由此

得出了以下结论：“这样看来两岸三地还真是‘坎

普’的沃土，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敞开‘坎普’方面的

感受力”［２］１４６。

一、《霸王别姬》中的“坎普”：“非本来”的艺术特质

如果以案例的方式讨论“坎普”，就很难把电影

排除在外，因为“或许电影评论……是当今“坎普”

趣味的最有影响力的普及者，这是因为，大多数人仍

然以一种愉快的、不做作的心情去看电影”［１］２７８。

１９９３年中国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的影片《霸王别姬》
（以下简称《霸王》）摘得了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

一时间，导演、演员和影片本身都被卷入了舆论的漩

涡。有人哀叹这是把中国文化的材料“按照西方的

眼光阉割、夸大、再加上外国资本的华丽包装，戴上

一个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的光环，就赢得了国际影坛

的青睐”，从中“看到的是中国电影的沉沦”［８］；有人

批评影片中的同性恋成分与社会主义精神建设背道

而驰，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同性恋早已扫除干净

……还能向广大观众兜售这种精神垃圾吗？”［９］不

少戏剧界人士对该片持抵制态度，其中有人担心影

片玩味同性，“西风东渐，会不会引出一场大地

震？”［１０］也有外国学者印证了上述酷评并非捕风捉

影，指出这部影片“作为一部商业制作，它把京剧和

同性恋作为两个卖点，以迎合中国观众的恋旧和西

方观众的好奇”［１１］。《霸王》问世之初之所以令不

少人产生不适的观影体验，其实有着浓厚的时代色

彩，因为无论是制作方式、演员遴选，还是情节刻画、

影像呈现，该片都对其时的中国电影模式产生了一

定程度的冲击。

尽管一度被断言生命力不会长久，但是《霸王》

至今仍然吸引着中外的研究者们，而且研究的角度

越来越多样化，评论也越来越客观化，这似乎意味着

评论界逐渐展示出开放和包容的姿态，也间接地反

映出影片的可挖掘性和研究价值。针对《霸王》的

一些“坎普”特质，尤其是其“非本来”的特质，我们

亦可把“坎普”作为解读它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

以风格表达出来的世界观———不过，这是一种特别

的风格。它是对夸张之物、对‘非本来’的热爱，是

对处于非本身状态的事物的热爱”。所谓“非本

来”，桑塔格认为“新艺术”提供了最好的例子，“它

是最典型、发展最彻底的‘坎普’风格。‘新艺术’作

品通常将一种东西转化为另一个东西”［１］２７９。比如，

照明设施不是常规的灯的形状，而代之以开花植物

的造型；地铁入口也不是普通的通道，而是铁铸兰花

柄的形状，等等。

《霸王》里集各种“非本来”性于一体的就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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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负面评论的中心人物———程蝶衣。把这个角色，

乃至扮演者张国荣推向风口浪尖的就是谈论该影片

时无法回避的同性恋问题，或者说，同性恋也是谈论

“坎普”时无法回避的问题。桑塔格指的“非本来”

是“ｏｆｆ”，有偏离主流之意，如对应于百老汇（Ｂｒｏａｄ
ｗａｙ）的外百老汇（Ｏｆｆ－Ｂｒｏａｄｗａｙ），以及对应于外百
老汇的外外百老汇（Ｏｆｆ－Ｏｆｆ－Ｂｒｏａｄｗａｙ），而同性
恋，相对于在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异性恋，自然也是

偏离的，是有别于多数的少数和异类。桑塔格也承

认，“尽管不能说‘坎普’趣味就是同性恋趣味，但无

疑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别的契合和重叠之处

……总的说来，同性恋者构成了‘坎普’的先锋，以

及最清晰可辨的观众”［１］２９０。然而，《霸王》被很多

人归类为同志片，其实是有商榷之处的：是否出现了

同性恋情的影片就是同志片？或许，我们更应关心

的是程蝶衣何以出现同性性向，是什么造成了他在

情感上面的“非本来”性，而这又与他的艺术生涯有

何关系？

儿童时代的程蝶衣被卖入戏班，其悲惨的身世

似乎与其他失去双亲呵护的孩子没什么区别，但是

与这些孩子相比，他又有几个不同寻常之处：他生长

于妓院，母亲是风尘女子，为了方便在风月场抚养，

便把他打扮成女孩，但他总有长大显示出男孩特征

的一天，因此母亲不得已抛弃这个迟早都要被妓院

驱逐的孩子，为了能让他在将来拥有可以谋生的一

技之长，她毫不犹豫地剁掉了妨碍他学习戏曲表演

的六指。幼小的程蝶衣即便一直男扮女装，也没有

混淆自己的性别，可是他眉清目秀的女孩形象在戏

班孩子的眼里却是个另类，而且还是一个弱小的、可

以欺负的另类。他在短短的几小时里尝遍了各种痛

苦：身体上遭受的剁指之痛、严寒之痛和精神上遭遇

的失母之痛、欺凌之痛，而所有这一切的本源都是他

自呱呱坠地开始就具有的“非本来”性。如此绝境

下，浓眉大眼、练习武生的段小楼伸出的援助之手是

何其温暖，他敢作敢当的小小男子汉气概给了程蝶

衣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成了这个几乎是走投无路的

小男孩唯一的精神支柱。

由于外形的柔弱特点，程蝶衣学习的是旦角。

但在数年的勤学苦练中，他从未让旦角的表演和装

扮影响自己的性别认识；反之，他不惜一切代价地捍

卫这一认识，即使承受残酷的体罚也宁折不弯，这在

片中是由一个象征性的事件表现出来的。戏曲界历

来有“男怕《夜奔》，女怕《思凡》”的说法，这两出戏

都是独角戏。前者表现的是《水浒传》里的林冲雪

夜上梁山的情景；后者表现的是一个叫色空的小尼

姑凡心大动，逃离修行庵堂的故事，两者分别是对武

生和旦角演员表演能力的全方位考验。

程蝶衣在练习基本功的过程中，自然需要唱

《思凡》，但是无论挨师父多少毒打，他总是坚持把

其中的一句台词“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念

成“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以此反抗女性

化的定位，企图摆脱与生俱来的“非本来”的属性，

向命运发起一次次的抗争。然而，《思凡》还是成了

最终摧毁他男性气质的导火索。为了得到去张太监

府上演出的机会，包括段小楼在内的戏班的所有人

都希望程蝶衣在试戏时不要再说错台词，可是固执

的程蝶衣不愿屈从，在戏班面临忍饥挨饿的艰难处

境下，他还是选择了固守个人的防线，一如往常地念

出了“我本是男儿郎”。段小楼情急之下愤怒地把

班主的铜烟锅塞进程蝶衣的嘴里猛烈地搅动，责骂

他不该犯下这样的错误，而满嘴是血的程蝶衣愣了

片刻之后，面带微笑清晰地说出了所谓“对”的台

词。这里有个细节：其时的段小楼和程蝶衣，虽然没

有全幅装扮，但都穿上了戏服，一个是武生打扮，一

个是花旦装束。段小楼的暴力行为对程蝶衣产生了

醍醐灌顶的作用，后者带着笑容同时也带着鲜血和

伤口再度入戏，标志着他反抗戏班规矩和“非本来”

性设定的终结，也标志着他认可了段小楼阳刚的男

性气概，接受了自己无法逃脱的女装扮相的命运。

电影的蒙太奇镜头把程蝶衣的试戏和在张太监府上

正式表演《霸王别姬》完美地对接了起来，一个风华

绝代的舞台形象已然呼之欲出。

如果说《思凡》风波平息的结果是程蝶衣确定

了旦角身份，那么这还不能解释他性别身份的改变。

正如一位在梨园耳濡目染的评论者所说的那样，

“台上男旦艺术光彩夺目，台下都是铁铮铮的汉子，

光照后世。相信他们若看到电影上的程蝶衣，定会

不齿的”［１０］。说到台上台下的反差，我们自然会想

到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等人，他们

离开舞台，仍是堂堂大丈夫的形象。但如果以此对

照程蝶衣，似乎不太公平，因为在他性格形成期最为

重要的少年时代，他还经历了一桩常人无法想象的

悲惨事件，而这正是他彻底陷入另一重“非本来”特

性，即性别倒错的悲剧之中。

戏班班主极力巴结的张太监已经垂垂老矣，但

年龄的老去没有减少他变态的性欲望，他把魔爪伸

向了刚刚经历了《思凡》之变的程蝶衣。此处也有

一个细节：在张府演完戏后，对即将到来的摧残还懵

然无知的程蝶衣走进张太监的内室时，看到他正在

与一个年轻的女子在榻上亲热，女子随即识趣地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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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张太监接着就对程蝶衣实施了性侵害。程蝶衣

万分屈辱地从台上的“女娇娥”变为台下和年轻女

子一样的性玩偶，他从此就走进了台上台下合二为

一的人生之戏，把心理性别身份定格在他为之抗争

过的女性身份上。一个可悲的悖论又在于：正是太

监府上的这次经历使得程蝶衣和段小楼声名鹊起，

他们的艺术成就逐渐得到了戏曲界和观众的认可，

终于成长为红极一时的名角，尤其对于程蝶衣来说，

这就是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程、段二人最为观众所喜闻乐见的合作剧目是

《霸王别姬》，台下反复的排练和台上重复的表演等

于是一遍遍地强化着程蝶衣“非本来”的性向选择，

同时也使他在表演中全情投入，演艺达到了炉火纯

青的巅峰状态，令观众无不动容。在他的世界里，他

就是坚贞的“虞姬”，而段小楼就是他的“霸王”，是

师父讲戏时教诲再三要“从一而终”的对象。戏院

老板向资深戏迷和京剧行家袁四爷介绍程蝶衣时，

说他“人戏不分，雌雄同在”，袁四爷看着台上正在

声情并茂地扮演着虞姬的程蝶衣，深以为然。饶有

意味的是，“雌雄同体者肯定是‘坎普’感受力最伟

大的意象之一”［１］２７９，无论是女人体现出的男性化气

质，还是男人体现出的某种女性色彩，都具有非同一

般的吸引力。程蝶衣已经是男身女心，又借助于舞

台上的女性装扮，把“坎普”的艺术特性和风格发挥

到了极致。

当观众看着程蝶衣扮演的虞姬时，实则经历的

是一种双重的凝视，感受到的是“坎普”中的“坎

普”：第一重凝视来自电影里观众席的视角，亦即摄

像头展开的角度，指向的是男旦程蝶衣在舞台上柔

媚十足的唱作念打；第二重凝视则来自电影外观众

的视角，指向的是男演员张国荣扮演的千娇百媚的

男旦形象。巧合的是，张国荣恰恰也是一个同性恋

者，在他无可挑剔的精致五官和略显柔弱的身形中，

的确也蕴含着一种女性化的阴柔之气，这也是演员

与角色结合得非常贴切的一个例子。《霸王》采用

了正面和侧面的方式来刻画程蝶衣的人戏一体，正

面是程蝶衣柔情、悲情的舞台演绎，侧面是观众的评

价和反应。与此同时，张国荣在一定程度上已与程

蝶衣融为一体，连导演陈凯歌都认为他入戏至深，甚

至已经超过他要表现的角色本身，演到动情处，“哀

哀如丧考妣，人戏不分”［１２］。

戏里戏外、银幕内外的程蝶衣和张国荣都不遗

余力地打造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一方面是由于他

们力争完美的艺术素养和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另

一方面也有个体的认同需求。作为同性恋者，虚构

世界的程蝶衣和现实世界的张国荣都“把自己与社

会的同化，寄托在审美感的提升上”［１］２９０。他们的世

界，落在审美维度之上，他们把生活投射到舞台／银
幕上，从而使自己也成为审美对象和审美感提升过

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尽管“坎普”不等同于唯

美主义，但它仍然“是唯美主义的某种形式。它是

把世界看作审美现象的一种方式”［１］２７７。桑塔格进

而解释，“这种方式，即‘坎普’的方式，不是就美感

而言，而是就运用技巧、风格化的程度而言”［１］２７７。

程蝶衣和师兄弟们恪守“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的梨园训诫，经受着严苛的训练，台上的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无不凝聚着台下勤学苦练的汗水，体现出

对技巧的重视。中国传统的戏曲表演讲究程式化，

一招一式都有严格的规定，而这个程式化与桑塔格

所说的风格化正是同一个词：ｓｔｙ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袁四爷看
完程、段的演出后，到后台与二人相见，称赞程蝶衣

表演精准到位，但不留情面地批评段小楼没有按老

规矩把霸王回营到与虞姬相见的台步走成七步，而

是只走了五步，仅仅两步之差却大有文章：楚霸王气

度尊贵，仓促的五步却会使他显得威而不重，流露出

一股江湖的恶霸气。这正是对程式化表演的强调。

对于袁四爷的吹毛求疵，程蝶衣并无异议，然而

段小楼并不以为然。《霸王》有很多耐人寻味的细

节设计，这一幕场景也不例外，处于冲突中心的三个

人物表现各异：袁四爷以专家自居，高谈阔论，出手

大方，重赏程蝶衣；段小楼早已洗去脸上的油彩，袁

四爷的到来完全没有影响到他麻利地更衣；程蝶衣

谦恭地站立一旁，仍是旦角装扮，当段小楼出言不逊

顶撞讥讽袁四爷时，他忙着从中斡旋。段小楼已经

不是戏台上的楚霸王，他恢复了本来面目，还原了

“本来”性，但程蝶衣还是戏台上的虞姬，保持着“非

本来”性。在其后的情节发展中，我们得知段小楼

是急于去见“花满楼”的头牌妓女菊仙，袁四爷则是

一个有断袖之癖的人，利用程蝶衣“失恋”于段小楼

的机会在自己的府邸取而代之地扮上了霸王，以艺

术之名成功地追求到了程蝶衣。在这场冲突中，出

现了两个同盟：袁四爷和程蝶衣的同性恋同盟以及

段小楼和菊仙的异性恋同盟，袁段之争从而演化成

了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的艺术观之争，或者说“非

本来”和“本来”之争。袁程之间达成一致的“非本

来”的同性关系是二者“坎普”趣味的一个注脚，后

来当段小楼不得已承认霸王回营需要走七步时，似

乎昭示着影片中的“非本来”性战胜了“本来”性。

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人都身不由己地卷进

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浩劫之中。程蝶衣和段小楼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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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了批斗、互相揭发和背叛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崭

新的时代，可以重新登台演出了。影片采用倒叙的

手法展开叙事，以劫后余生的二人排练《霸王》作为

开头，在人物之间的恩怨情仇交代完毕之后，结局部

分首尾呼应，二人仍在排练，可是程蝶衣却在哀婉的

唱腔中拔出宝剑，完成了人生的谢幕表演，自刎于段

小楼面前，实现了他的“从一而终”。这个结尾与原

著相去甚远，但更符合程蝶衣的角色设定，他等待着

最后一次与“霸王”同台，没有观众，没有美轮美奂

的舞台，只有最纯粹的表演，艺术被还原到最本真的

状态。桑塔格在论及“坎普”和同性恋之间的关系

前，引用了王尔德的一则警句：“生活中反常的东

西，对艺术来说却是正常的。而生活中唯一的事，是

与艺术保持正常的关系。”［１］２７７这段话用来解释程蝶

衣的自杀也是贴切的，因为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

舞台和生活对他来说没有界限，或者说，他生活中唯

一的事，就是艺术。在与段小楼搭档时，他就是虞

姬，而虞姬终有一死，生活与艺术，反常与正常，都在

死亡中被一一抹平。

二、彩虹合唱团现象：现代城市生活的自嘲式白描

《霸王》的艺术性与“非本来”性密不可分，其

“坎普”风格也离不开同性恋情结，不过“坎普”并非

只是一种被围困在性别纠葛之中的狭隘的感受力，

因而桑塔格特别申明：“尽管同性恋者一直是‘坎

普’趣味的先锋，‘坎普’趣味却不只是同性恋趣

味。”［１］２９０尽管如此，在伊丽莎白·哈德维克（Ｅｌｉｚａ
ｂｅｔｈＨａｒｄｗｉｃｋ，１９１６—２００７）眼里，“坎普”仍然是带
有限定意味的。她首先肯定了《关于坎普的札记》

“是一部有关‘风格’的较早的、振奋人心的作品，该

风格处在感受力难以言传的前哨”，但同时也指出，

“‘坎普’的狭隘在于它仅能在城市里实现其林林总

总的领域”［１３］ｘｉｉｉ。哈德维克确实抓住了桑塔格“坎

普”观中的另一个重要特性：城市性。桑塔格分析

“坎普”在她之前没有得到探讨有三个原因：其一，

感受力本身就是最难以谈论的东西之一；其二，“坎

普”不是一种自然形态的感受力；其三，“坎普是小

圈子的东西———是某种拥有自己的秘密代码甚至身

份标识的东西，见于城市小团体中间”［１］２７５。不仅

“坎普”之物多见于城市，而且“坎普”现象也往往是

城市里所特有的。

２０１６年１月，一个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室内合唱
团———彩虹合唱团（以下简称“彩虹”）带着一首“神

曲”《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以下

简称《张士超》）征服了中国的广大网民，一跃成为

最受关注的民间合唱团和表演团体。同年７月，该
合唱团又发布了另一首歌曲《感觉身体被掏空》（以

下简称《感觉》），再度引爆网络，一时间成为一个现

象级的网络事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彩虹”的成

功是“坎普”风格在中国城市生活中被适时运用并

被欣然接受的例子。其适时之处在于敏锐地把握住

了城市里涌动的某些情绪，并以情绪主体喜闻乐见

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时有效地利用了网络平台，病毒

式地传播出去。

桑塔格把“坎普”分为两种，纯粹的和蓄意的。

前者不是有意为之，而后者“全然是自觉的（当人为

坎普而表演时）”［１］２８３。桑塔格着墨更多的是第二

种“坎普”，即在王尔德的警句里体现出来的那种

“坎普”精神，她的札记“融合了坎普模式的典

范———奥斯卡·王尔德的警句。这篇文章是对那些

颠倒的、蓄意的事物的直觉、观察和宽容”［１３］ｘｉｉｉ。桑

塔格表示纯粹的“坎普”“绝对严肃”［１］２８２，因而纯粹

的“坎普”创作者都是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来进行创

作的，但她又笼统地申明，“坎普的关键之处在于废

黜严肃。坎普是玩笑性的、是反严肃的”［１］２８８。这样

前后不一的表述无怪乎会招致人们对她自相矛盾的

批评，似乎有失严谨，但是如果循着她的逻辑推论，

我们就会发现所谓“反严肃”的“坎普”其实指的就

是蓄意的“坎普”，就像“反小说”仍是小说，“反电

影”仍是电影一样，在桑塔格这里，“反严肃”也是一

种严肃。她继而模仿王尔德的吊诡语气写道：“更

确切地说，坎普与‘严肃’建立起了一种新的、更为

复杂的关系。人们可以严肃的方式对待轻浮之事，

也可以轻浮的方式对待严肃之事。”［１］２８８这就等于取

消了以严肃来区分纯粹的“坎普”和蓄意的“坎普”，

无论是“严肃”的严肃，还是“反严肃”的严肃，“坎

普”归根到底都是严肃的，只不过在蓄意的“坎普”

中，严肃带上了王尔德那样的戏谑精神，而“只有那

些适当地混合了夸张、奇异、狂热，以及天真的因素

的严肃，才能算作坎普”［１］２８３。

“彩虹”的作品可以归类为蓄意的“坎普”，是

“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１４］，但这样的“胡说八道”

又能直击人心，严肃地反映了城市生活中真实的方

面，从而轻松自如地在轻浮与严肃之间达成了一种

平衡。“彩虹”创作了不少作品，但最广为人知的还

是《张士超》和《感觉》，二者在风格上很接近，都有

肃穆的合唱阵容，严肃的旋律，戏谑的歌词。

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借助各种

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发布大量的信息、图片和视频

等，其中不乏“神曲”，如龚琳娜的《忐忑》、筷子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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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苹果》、岳云鹏的《五环之歌》，等等。这些歌

曲或成为模仿秀的常见选曲，或通过广场舞风靡全

国，或在公司年会、谐趣节目中频频亮相，可复制性

强，表演难度不高，因而普及速度快。但遗憾的是只

见其俗，未见其雅，只能算是刻奇艺术中媚俗的一

面，具有标新立异的特征，与先锋艺术有一定的渊

源，但是“选择模仿的只是先锋艺术中便于从技术

上复制生产、广大受众乐于消费的那一部分，采取的

是安全稳妥、理性运作的商业模式”［１５］。

“彩虹”的作品显然有别于上述“神曲”，它们易

于观赏，可是难以复制，以雅的形式表现俗的（接地

气）的内容，体现了“坎普”“不仅面对低鄙对象，也

面对高雅对象……只是方式不一样”③的雅俗合一

的兼容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就常规化的合唱形

式而言，无论是音乐厅的现场表演，还是电视或其他

视频方式的录播，这些“标准的合唱，哪怕唱法再精

湛，词曲再高大上也很难引起共鸣”［１６］，“彩虹”正

是通过打破“标准”而令人耳目一新，如果脱离其原

创性的“下里巴人”的歌词，则无法实现“体验的戏

剧化”［１］２８７。彩虹的成员里既有专业的音乐人才，又

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业余演员，他们在职业上可能千

差万别，但又有一个共同点，即同为城市知识青年，

合唱团词曲的创作首先引起的是他们的共鸣，所以

当他们在舞台上合力发声时，唱出的也是他们自己

的心声。这对于与他们有着相似背景和身份的观众

来说，产生的冲击力可想而知，这也是他们尤其受到

城市知识青年热捧的原因之一。

《张士超》讲述的是发生在一线城市上海的一

件很多人都经历过的琐碎小事：“我”下班回家忘了

带钥匙，只能给合租的室友“张士超”打电话求助，

可是他去闵行约会女友了，留下“我”徘徊在五角场

的国定路，无助地在寒风冷雨中冻得瑟瑟发抖。超

出常规的长长的歌名（在后来的演出中，歌名变得

更长，改为《张士超你昨天晚上到底把我家钥匙放

在哪里了》），上海人熟悉的地名，完全是日常用语

的“凄凉”倾诉，专业的男女八声部合唱，“先是快节

奏的叙事方式交代起因，旋律高亢激昂。紧接着开

始抒情，尾声段落则借用了周杰伦《牛仔很忙》中的

副歌旋律。另外，加配古老的管乐器卡祖笛伴奏，多

重严肃形式层叠”［１７］。这些互相冲撞的因素叠加在

一起，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但这件几乎不值一

提的小事背后，却隐藏着在大都市打拼的人群的辛

酸：合租、举目无亲、捉襟见肘，令观众笑中带泪。在

现场表演时，指挥和男声部成员全都身穿清一色的

黑色西装，戴着黑色墨镜，干练整齐，连发型都一丝

不苟，唱出来的却是“凛冽的风／冰冷的雨／国定路
的落叶满地／我已经冻得不行／张大哥你在哪里”这
样落魄的场景，还有阿Ｑ式的自我安慰：“钥匙啊钥
匙／你快快出现／大不了我自己再去重新配一把……
我那么有钱／一下配十把”，形象而直观地表现了光
鲜的外表所掩盖的生活的艰辛。《张士超》的成功

也触动了严肃音乐界的专家们，中国合唱协会指挥

委员会副主任任宝平坦言：“国内的合唱作品不是

过于严肃高雅，就是纯玩技巧，而这首作曲诙谐、生

活化的歌词贴近生活，令很多老艺术家对‘神曲’有

了全新的认识。”［１８］指挥家邹跃飞亦表扬“彩虹”的

核心人物和词曲作者金承志是“理念先进的创作人

才”［１９］，有望把合唱事业推向更高的平台。

《感觉》是更成熟的作品。如果说《张士超》是

偶然走红的话，那么《感觉》则经过了精心的策划，

在推出前、中、后的各个环节都有较为周详的安排，

刻画的人群更广，因而受众面更宽。歌名来自从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便在各大电视台播放至今的某个保健
品广告的广告词，其在中国耳熟能详的程度不言而

喻。《感觉》也有故事情节，讲述的是在北京的一个

公司，下午六点老板通知加班，而这首歌主要唱的就

是被要求加班的员工的内心独白，“整首歌曲以非

常轻松幽默加调侃的笔法，很容易让在大城市奋斗

的年轻人，有一种情绪的代入感”［２０］。包括钢琴伴

奏和指挥在内的所有合唱团成员都头戴动物耳朵状

的装饰，不同的是指挥的“耳朵”是竖立的，右手还

套着一个熊爪状的巨大手套，演员们的“耳朵”则呈

耷拉状。随着歌曲的逐步展开，观众才明白合唱团

巧妙地利用了指挥和演员相对而立的演出阵型，象

征性地表现了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对峙状态，强势的

一方是指挥（老板）———“有一个老板叫作大卫／下
午六点出现眼神恰似黑背”，弱势的一方是演员（员

工）———“感觉身体被掏空／我累得像只狗”。“耳
朵”与“熊掌”原来代表的是狗耳朵和彪悍警觉的大

型犬“黑背”的“狗掌”，看到这里时，观众里的“加班

狗”大都心领神会，报以会心的一笑。

《感觉》里的“我”工作在北京朝阳公园附近，但

住在昌平区的回龙观，歌中唱道：“起来征战北五

环／我家住在回龙观。”回龙观被戏称为“睡城”，租
住者多为节约生活成本的上班族，由于上下班途中

花费的时间很长，住处的主要功能就是一个睡觉的

地方而已。有人受到这首歌的启发，采集回龙观地

区和望京地区（位于朝阳区）的各项数据将二者进

行对比，结果发现回龙观地区的人们确实幸福感不

高，倦怠感则很强，在消费、出行的方便程度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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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上都要低于望京地区。［２１］《感觉》中两处极为

夸张的歌词，一是听到要加班，“我”的第一反应：

“我说这样不好吧／我要去机场接我年迈滴爸爸（年
迈滴爸爸）／三十多年没见啦／他来自遥远的西伯利
亚”；二是倾诉加班之苦：“十八天没有卸妆／月抛戴
了两年半／作息紊乱我却越来越胖”。来自“西伯利
亚”的子虚乌有的爸爸当然无法成为“我”拒绝加班

的理由，而“作息紊乱我却越来越胖”却是很多人不

得不面对的事实。

其实“感觉身体被掏空”的不只是受雇于人的

加班一族，《感觉》也无意于挑动劳资关系的对立。

金承志特意澄清这首歌是“给每一个为生活所奔波

的人以一种关注，通过音乐来告诉彼此，你并不孤

独。然后我们可以手牵手迎接第二天更大的生活挑

战”［２０］。

由此可见，《感觉》的“吐槽”不是去扑灭人们对

生活的热爱，相反，这种幽默风趣的表达有助于人们

释放出负面情绪，重新点燃生活的激情，因而要高于

那些无病呻吟或者空洞无物的流行音乐作品。激情

也是“坎普”感受力的重要方面，“没有激情，人们就

只能得到伪坎普———即仅仅是装饰性的、四平八稳

的东西，一句话，是花哨”［１］２８４。不仅如此，“坎普”

还能给人们带来乐趣。在接触“坎普”式的作品时，

人们“不是在开它玩笑……（而）是从它那里得到乐

趣”［２］１５１。“彩虹”的音乐形式使其免受“亵玩”，内

容又使人倍感亲切，“不仅能保持一种雅与俗的平

衡，也不像工业作品那样生硬无趣，在提供话题性的

同时，也特别容易触动到平凡人对于艺术的感触

点”［２１］，这正是“彩虹”的独到之处。

三、结语

桑塔格在写作《关于“坎普”的札记》时，保持的

是形式主义的立场，称“坎普”艺术“不惜以内容为

代价来突出质地、感性表面和风格”［１］２７８。但毕竟艺

术与生活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有人提出异议，认为

“坎普没有清空内容。把坎普视为‘形式主义’的美

学是错误的。正因为坎普陶醉于形式与内容之间的

夹缝地带，所以它对内容的顽固存在是全然乐此不

疲的”［２２］７。其实，桑塔格并没有否定内容，而是说

形式的分量要重于内容。没有内容，也就没有形式

的参照物。比如，协奏曲没有内容，但在桑塔格看来

却不是“坎普”，一个原因就是“它并不提供无聊或

过度的内容与丰富的形式之间的一种对比”［１］２７８。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应该据此反向推论出“坎普”

的内容都是“无聊或过度的”，那样的艺术不会引起

桑塔格这个“认真的现代主义者”［２］１５８的兴趣。在

桑塔格眼里，“坎普趣味是一种爱，对人性的

爱”［１］２９１，这个爱的基础就是包容，尤其是对处于边

缘的人和事物的一视同仁；她从王尔德对一切物品

等量齐观的审美态度中，看出了“坎普”充满了包容

性的“民主精神”［１］２８９。《霸王》里的“非本来”性和

“彩虹”的作品所反映出的都市症候，仅仅是“坎普”

众多面孔中的两幅，而桑塔格引领我们感知和体会

的这种感受力还有更多的面孔等待我们去认识和描

画。

注释：

①由于受条件限制，收集资料无法顾及港澳台地区，因此此
处的中国指的是大陆，涉及的文献也是在大陆出版发行

的。

②详见李闻思．关于坎普的再思考：从《关于坎普的札记》到
坎普电影［Ｊ］．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１５（５）：１３７－１４５；陈星君．
王尔德与坎普［Ｊ］．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１４（９）：６８－７１；陈冠
中．城市九章［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８；徐贲．扮
装政治、弱者抵抗和“敢曝”（Ｃａｍｐ）美学［Ｊ］．文艺理论研
究，２０１０（５）：５９－６７。

③按照该文作者的解释，文中提及的“媚世”是指“ｋｉｔｓｃｈ”，
甜媚的劣品之意，而“滋世”是指“ｃｈｅｅｓｙ”，陈腐的劣品之
意。张法．媚世（ｋｉｔｓｃｈ）和堪鄙（ｃａｍｐ）：从美学范畴体系
的角度看当代西方两个美学新范畴［Ｊ］．当代文坛，２０１１
（１）：４－１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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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王秋海．“矫饰”与前卫：解读苏珊·桑塔格的《“矫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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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王予霞．性幻想中的艺术书写：苏珊·桑塔格艺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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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２０１６（１５）：７２－７７．

［２０］爱地人．《感觉身体被掏空》用严肃音乐一本正经地搞
笑［Ｎ］．京华时报，２０１６－０７－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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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渔《闲情偶寄》语言风格简论

惠　萍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６－１５
作者简介：惠萍（１９７４—），女，河南社旗人，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新闻传播、

编辑出版等领域的研究。

摘　要：《闲情偶寄》是李渔一生创作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随笔，其语言亲切自
然、简洁平实，呈现出“言近旨远”“雅俗俱利、理致兼收”“简而文、新而妥”的语言风格。李渔语言风

格的形成，与晚明心性之学的盛行、明清易代之际政治对出版的管控，以及李渔自身个性特征等因素

息息相关。李渔用其独具风格的语言为我们构筑了《闲情偶寄》这座奇特的文化大厦。我们今天的

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李渔安乐有时、起居有度的休闲生活方式和戒奢从简、师法自然的休闲精神都值

得我们学习。

关键词：李渔；《闲情偶寄》；语言风格；休闲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４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２５－０４

　　李渔一生创作无数，但《闲情偶寄》是其为数不
多的一本具有自传性质的随笔。他在书中分门别类

地向读者讲述他关于戏曲、园林、器物、饮食以及养

生等问题的看法，涉及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方方

面面，还殷切地指导人们怎样讲究吃喝玩乐、如何顺

生颐养天年等。可以说，《闲情偶寄》真切记录了李

渔一生的经历和思考，比较集中地展示了李渔对戏

曲舞台艺术和世俗生活的热情、认知和创造，把它视

为李渔的代表作亦不为过。它既是李渔艺术创作生

涯的总结，也是他日常审美生活的理论来源。李渔

写信给友人说：“弟以前拙刻，车载斗量，近以购纸

无钱，多束诸高阁而未印……惟《闲情偶寄》一种，

其新人耳目，较他刻为尤甚。”［１］２１５

其实，《闲情偶寄》让人耳目一新的不仅在于李

渔观察周围事物和日常生活的独特角度，而且还在

于李渔语言表达的鲜明生动。笔者发现有关《闲情

偶寄》语言研究的现有成果多集中在对其中戏曲语

言的研究方面，对《闲情偶寄》一书整体的语言风格

的研究则涉及较少。因此，笔者就从此处尝试研究。

一、《闲情偶寄》语言风格的特征

《闲情偶寄》虽是一本文言书籍，但所用白话较

多，可称之为“浅近文言”。全书比较通俗易懂，如

果说有阅读障碍，也只是存在于一些对一般读者来

讲不是特别熟悉的特殊用语和典故方面。除却这

点，《闲情偶寄》的语言总体来讲亲切自然、简洁平

实，言有尽而意无穷。语言风格也叫言语风格，是

“语言表达上特有的气氛和格调”。“语言风格受特

定的交际场合、交际目的支配，是运用语言的结果。

语言风格不是语言体系自身的状态，不是语言民族

特点或语言材料的综合，而是语言使用者运用语言

的特点综合表现出来的气氛和格调。”［２］１８４纵观全

书，李渔《闲情偶寄》的语言呈现以下风格特色：

（一）言近旨远

“其言近，其旨远。”［３］１意思是语言浅近而旨趣

深远，这是友人对《闲情偶寄》的整体评价，也是对

该书语言特色最恰切的描述。诚然，“能于浅处见

才，方是文章高手”［３］４０。

首先，“言近旨远”是作者表达自我、实现创作

目的一种主动选择。尽管《闲情偶寄》着眼于戏曲

舞台和日常生活的文字书写，但李渔却把它视为一

介平民藻饰鼎新盛世、回应主旋律之作。他在“凡

例”中开篇明义做“四期三戒”，尤其是“点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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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说：“圣主当阳，力崇文教，庙堂既陈诗赋，草野合

奏风谣，所谓上行而下效也。”［３］１０同时，还强调此举

也意在“规正风俗”“警惕人心”，立意不可谓不高

远。

其次，“言近旨远”是作者“寓庄论于闲情”创作

手法的一种外在表现：托物言志，以小见大、以浅喻

深。“是集也，纯以劝惩为心，而又不标劝惩之目。

名曰《闲情偶寄》者，虑人目为庄论而避之也。”［３］１１

比如文中提到对葱、蒜、韭三种普通食材的描述：一

开始从气味香浓到人们的好恶，“浓则为时所争尚，

甘受其秽而不辞；淡则为世所共遗，自荐其香而弗

受”，写出自己从中悟到的善身处世之艰；从自己一

生对待此三物和香椿的态度引申出待人接物的中庸

之道；并且还能从韭菜初生之芽的清香不臭联想到

孩提之初心不变，没有惊人之语却也清新可喜，委实

不易。李渔谈到人们饲养的家畜，“鸡司晨，犬守

夜，猫捕鼠”，同样“有功于人而自食其力”，但待遇

和下场却迥然不同：“鸡之司晨，犬之守夜，忍饥寒

而尽瘁，无所利而为之，纯公无私者也；猫之捕鼠，因

去害而得食，有所利而为之，公私相半者也。清勤自

处，不屑媚人者，远身之道；假公自为，密迩其君者，

固宠之方。”［３］３６３－３６４李渔一边慨叹“是三物之亲疏，

皆自取之也”，一边慨叹“亲疏可言而祸福不可言”，

从而悟出的“居官守职之难”，最后还不忘对自己选

择超然于宦海沉浮表示庆幸。个中描述虽有牵强附

会之嫌，倒也能在细微处言人所未言，给人以更多的

启发和想象。

（二）“雅俗俱利、理致兼收”即雅俗得当，兼顾

义理与情致

此语和下文的“简而文、新而妥”都出自《闲情

偶寄》的“居室部”，原本是谈“途径”和“置顶格”设

计时的处理效果，拿来借以描述《闲情偶寄》的语言

风格还是比较恰切的。

“雅俗俱利、理致兼收”原意是讲铺设弯路时，

必须要在旁边开设耳门一扇，以便不时之需，且能兼

顾义理和雅俗：“径莫便于捷，而又莫妙于迂。凡有

故作迂途，以取别致者，必另开耳门一扇，以便家人

之奔走，急则开之，缓则闭之，斯雅俗俱利，而理致兼

收矣。”［３］１８３李渔是较早重视观众的剧作家和导演，

“笠翁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

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

此其所以观听咸宜也”［３］６５。李渔不仅在戏曲创作

中对语言非常在意，而且涉及雅俗方面的考量，李渔

的观点也是非常明确的：“雅中带俗，又于俗中见

雅；活处寓板，即于板处证活。”［３］７６不管是为了争取

观众还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才情心志，李渔在创作中

一直坚持做到雅俗兼顾而又“不失情理之正”。《闲

情偶寄》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内容所涉一方

面是雅人深致的时代习尚，一方面是凡人衣食住

行的惯常。既谈戏曲文本的音律结构，也说舞台

的生角旦丑；既关生老病死的养生之道，也涉藏污

纳垢的便溺之所……且其总体语言风格既不失风

雅，又可亲、通俗易懂。比如李渔谈“机趣”，他认

为“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

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

马，有生形而无生气”［３］３６。更有比喻半路出家之

人不能成大器、学歌不知阴阳平仄则如书中蠹鱼

等：“凡作诗文书画、饮酒斗棋与百工技艺之事，无

一不具夙根，无一不本天授。强而后能者，毕竟是

半路出家，止可冒斋饭吃，不能成佛作祖也。”［３］３７

“然学歌之家，尽有度曲一生，不知阴阳平仄为何

物者，是与蠹鱼日在书中，未尝识字等也。”［３］１７７仔

细品味，无一不有道理。

清人黄启太在《词曲闲评》中说：“李渔一生著

作，绝少雅音。”［４］２１当然，这里针对的对象主要是

指李渔的词曲。即便这样，如果说李渔创作的大

多数传奇和小说都是通俗的、难登大雅之堂的小

道，我们仍可以把《闲情偶寄》视作李渔按照“不忍

为薪”之木来打造的一个清新的雅俗兼顾的例外。

（三）“简而文、新而妥”即简约文雅、新异妥帖

李渔说：“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而贱粗俗，宜蕴

藉而忌分明。词曲不然，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

其直说明言。”［３］３４相比戏曲和传奇小说之街谈巷议

的随意笼统，《闲情偶寄》的语言表达显得相当简约

文雅，毕竟，李渔是把它作为“不忍为薪”之物来打

造的。比较直观的是一些小标题的拟定，比如《词

曲部》“词采”部分的小标题“贵浅显”“重机趣”戒

浮泛”“忌填塞”，《演习部》“选剧”部分的小标题

“别古今”“剂冷热”，以及《居室部》“窗栏”部分的

小标题“制体宜坚”“取景在借”等。李渔对语言的

洁净也有一定的追求，他认为洁净与否不在语言多

寡，而在于是否恰到好处。因此文中一些观点的表

达显得简洁精练、清新自然。比如，“乐不在外而在

心。心以为乐，则是境皆乐，心以为苦，则无境不

苦”［３］３４０。“老子之学，避世无为之学也，笠翁之学，

家居有事之学也。”［３］３７２

“新而妥”包括“新异”和“妥贴”两个方面，二

者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李渔首先在该书中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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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八事，无一事不新；所著万言，无一言稍故

者。”［３］１０“人惟求旧，物惟求新。”［３］２４不管此语夸张

与否，“新人耳目”的确是李渔孜孜以求的，“不载旧

本之一言，以补新书之偶缺，不借前人之只字，以证

后事之不经，观者于诸项之中，幸勿事事求全，言言

责备，此新耳目之书，非备考核之书也”［３］１２。李渔

还有“尖新”一说：“白有尖新之文，文有尖新之句，

句有尖新之字，则列之案头，不观则已，观则欲罢不

能；奏之场上，不听则已，听则求归不得。尤物足以

移人，尖新二字，即文中之尤物也。”［３］７０结合李渔一

生的创作，我们对其书中一些新异的表达就比较容

易理解了。比如在“贵人行乐之法”部分，谈到汉代

注重休养生息的文景二帝和在意开疆拓土的武帝，

其表达就跳出了惯常的思路，分别用“逸”和“劳”两

个字来评价以上帝王，并附之以“逸”“劳”二字简单

而妥帖的说明，使人乍读惊异而终不觉突兀。同样

妥帖的表达更多还表现在对一些相关问题的表述和

补充说明上，比如：“故习技之道，不可不与修容、治

服并讲也。技艺以翰墨为上，丝竹次之，歌舞又次

之，女工则其分内事，不必道也……其不及女工，而

仍郑重其事，不敢竟遗者，虑开后世逐末之门，置纺

绩蚕缲于不讲也。虽说闲情，无伤大道，是为立言之

初意尔。”［３］１６６－１６７兼顾各方，无伤大道，此所谓李渔

“新之有道，异之有方”。当然，文中也不乏一些新

异而不切合实际的论述，比如人之皮肤底色深浅取

决于成胎时父母精血的多寡，“娶妻如买田庄”，“买

姬妾如治园圃”等等，实在是囿于李渔自身科学知

识的匮乏和当时陈规陋习的影响，在所难免，读者务

必做到心中有数。

二、《闲情偶寄》语言风格的成因

《闲情偶寄》是李渔平生最为得意之作。他认

为，《闲情偶寄》“不特工巧犹人，且能自我作

古”［１］１６５，“其新人耳目，较他刻为尤甚”，可见他对

自己这部书十分满意。此书的写作缘起，李渔在

《凡例》中明确表示为“四期”：一期点缀太平，一期

崇尚俭朴，一期规正风俗，一期警惕人心。这里展现

出李渔的家国情怀以及对世相民心的殷殷关注，较

之他素常行为的任性不羁，反衬出一种特别的小心

翼翼和刻意的中规中矩。再细读文本，我们就会发

现李渔文笔所涉绝不仅仅是“闲情”，亦不是“偶

寄”，而是深有所寄，言为心声。“文章者，心之花

也。溯其根茧，则始于天地。天地华英之气，无时不

泄。泄于物者，则为山川草木，泄于人者，则为诗赋

词章。故曰文章者，心之花也。”［１］３４李渔在《名词选

胜》的序中如是说。因此，李渔语言风格的成因也

与之不无关系。

语言风格具有可感性、系统性、稳定性和独特

性。“风格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长期的

积累与沉淀。稳定性贯串于不同的作品中，并表现

出大致相同的语言气氛和格调。风格一旦形成，一

般不会轻易改变。但随着时代以及社会生活的变

化，风格也可能产生变化。因此风格的稳定性也具

有相对性。”［２］１８６－１８７也就是说，风格不是绝对一成不

变的，也会受外界条件的影响而变化。如果说，“语

言风格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总结和分类，通常包

括时代风格、民族风格、个人风格和表现风格”［２］１８７。

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李渔《闲情

偶寄》语言风格形成的原因：

首先，受晚明心性之学的影响，独抒心性，自创

“家居有事之学”，所以其言也近，其旨也远。晚明

以降，作为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反

动，李贽的“童心说”和以“公安三袁”（袁宏道、袁宗

道、袁中道）为代表的“性灵说”一度占据了思想界

的重要位置，李贽更是宣扬“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

理”［５］２１，对世俗情欲和市民趣味给予了高度肯定。

李渔深受这股思潮的影响，“童心”“孩提之心”“孩

提之乐”等字眼，经常见诸笔端。他说：“人能以孩

提之乐境为乐境，则去圣人不远矣。”［３］３４７“予生无

他癖，惟好著书。”［３］３８７较之传统戏曲和小说的创

作，小品文《闲情偶寄》更能呈现李渔尊重自我、个

性解放的心路历程。他坦言：“老子之学，避世无为

之学也；笠翁之学，家居有事之学也。二说并存，则

游于方之内外，无适不可。”［３］３７２从这个意义上说，

《闲情偶寄》确实是一本关于李渔个人理念及生活

情趣的书，或许可以称之为“自我之书”［６］３７。因此，

这本呈现“游于方之内外，无适不可”的“自我之

书”，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独抒心性于日常，就非

常好理解了。

其次，受明清易代之际政治对出版管控的影响，

“雅俗共赏”和“义理兼具”像“寓庄论于闲情”一

样，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一方面，晚明资本主义萌芽

状态的市民经济的发展，为民间休闲娱乐提供了经

济基础和文化保障；另一方面，当时作为异族入主中

原的大清王朝，在需要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稳固政权

的同时，又普遍采取高压文化控制政策控制局面，因

此清初政府多次颁布禁书令。比如清初康熙年间力

崇文教，但又要求不得出版有伤风化的作品。“康

熙二年议准，嗣后如有私刻琐语淫词，有乖风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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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而科道，外而督抚，访实何书系何人编造，指名题

参，交与该部议罪。”［７］２３前者孕育了李渔独特的生

命意识和休闲哲学，后者影响了李渔创作这部“不

忍为薪”之作的表现手法和外在形态。因此，“冀人

由雅及庄，渐入渐深，而不觉其可畏也。劝惩之意，

绝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虫之微，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

寓之者，即所谓正告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也。实具

婆心，非同客语，正人奇士，当共谅之”［３］１１。并不是

说说而已，“用狡拾伎俩，作游戏神通”［３］６，是同时

求得庙堂之许和民间之誉不得已而做出的明智之

举。“是集所载，皆极新极异之谈，然无一不轨于正

道，其可告无罪于世者此耳。”［３］１１

最后，受李渔自身经历和情志的影响，托之“闲

情”，是非功过任评说，所以“简而文、新而妥”。生

活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李渔，既没有子承父业寻医问

药，也没有选择科举取士走所谓的正途，而是亦文亦

商，坦然以营利为目的，写传奇、小说，编辑出版图

书，组织家庭戏班，以戏曲自娱娱人，并携家班出入

于达官贵人之家，极尽人生之乐。特别是最后一项，

实际上成为李渔生前身后受人非议的主要缘由。尽

管李渔经意不经意地表达出“生前荣辱谁争得”，但

心中肯定郁积了诸多不平之气。李渔在《与龚芝麓

大宗伯》书信中写道：“庙堂智虑，百无一能；泉石经

纶，则绰有余裕。惜乎不得自展，而人又不能用之。

他年赍志以没，俾造物虚生此人，亦古今一大恨事！

故不得已而著为《闲情偶寄》一书，托之空言，稍舒

蓄积。”［１］１６２此话看似平常却颇值回味：有些许谦虚，

有些许得意，还有些许期许。李渔六十岁开始创作

《闲情偶寄》，把自己平生的所历所思倾注笔端，“发

他人所不顾之事，叙他人所不屑之状”，引经据典、

文采斐然，展现出他独特的个性和才情。

《闲情偶寄》一书既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大俗大

雅、悠游人间的文人日常家居生活图，也为我们勾勒

出一代风流才子李渔的独特心路历程。一部自我表

白、自我呈现之书，既在意“简而文”，也在意“新而

妥”，某种程度上也许会更在意后者，即表达的稳

妥。大概李渔经常在行文中突然跳出来或停顿一下

做“补充说明”皆源于此，比如：“予贫士也，仅识寒

酸之事。欲示富贵，而以绮丽胜人，则有从前之旧制

在。”［３］１８２“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

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总之天地生人，各赋以

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尝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

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３］２５６前者回

应清初崇尚简朴的要义，后者在发布与盗版取利者

决一死战的布告之后，又解释了一下自己为什么会

如此生气和大动干戈，来缓和一下气氛。

三、结语

纵观《闲情偶寄》全篇，不管是撰词度曲还是游

山玩水，品花养草、谈吃论穿还是布室造园，抑或是

欣赏女性之美，畅谈如何颐养天年，都不能视李渔为

一个单纯的消极享乐主义者，他用自己独特的生命

体验，营造一种独特的具有审美休闲氛围的生活，且

一生践行不辍，即把日常生活休闲审美化。掩卷之

余，一个时而自信时而自嘲、既幽默又风趣、集风雅

和世俗于一身的一个可爱的老先生非常真实地凸现

在读者面前。李渔用颇具独特风格的语言，为我们

构筑了《闲情偶寄》这座奇特的文化大厦。

在李渔的生命实践中，他决不会耽于现实生活

的种种限制而影响自己尽情享受人生。无论四季变

换、贫穷富贵、坐卧行走，皆可享受生活。生岁不满

百，行乐需及时。总之，李渔在日常生活的审美休闲

中，恪守一种从心所欲而又顺天应时、讲究养生起居

而又因便制宜的人人可以做到的生活原则。休闲是

现代的说法，其理论核心是“将享受人生当作自我生

活的一个部分，更具体地说，即反对过分关注物质，主

张放缓生活节奏，提倡享受悠闲与自得的自由心

态”［８］３。因此，面对今天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我们

不但要学习李渔安乐有时、闲适有度的休闲生活方

式，而且还要学习他戒奢从简、师法自然的休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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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视角下我国省域旅游竞争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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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对全域旅游概念的认知，梳理了全域旅游理论发展以及全域旅游评价指标体系构
建的相关进展。依据区域旅游竞争力模型，并结合国家旅游统计体系与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全

域旅游示范区主要考核指标，以整体性、层次性、可获取性为原则，建立全域旅游视角下省域旅游评

价指标。利用ＳＰＳＳ２３．０统计学软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系统聚类法对全域旅游视角下我国省域
旅游竞争力进行定量研究，研究认为，我国东部和南部各省域全域旅游总体发展水平要高于西部与

北部各省域，各省域地区旅游竞争力与该区域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较为一致。

关键词：全域旅游；旅游竞争力；主成分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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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背景
全域旅游是应对我国特定时期社会经济现象应

运而生的，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旅游发展背

景，是一个具有本土化和实践性的概念。关于全域

旅游研究方面：刘又堂（２０１６）认为全域旅游主要是
以旅游相关产业为主导，从而带动特定区域社会经

济发展的一种理念与新型开发模式，总结了现阶段

全域旅游的基本特点，探究了全域旅游发展过程中

旅游目的地功能变化的具体表现［１］；于洁、胡静等

（２０１６）通过对我国全域旅游相关文献的研究，提出
从２００９年到２０１２年我国全域旅游研究处于起步阶
段、从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６年全域旅游研究处于成长阶
段，对全域旅游内涵研究逐渐丰富，但是相关理论研

究粗浅，研究范围单一［２］。关于全域旅游开发方

面：张道中（２０１７）以树山“旅游＋”乡村旅游发展新
模式来构建全域旅游［３］；杨振之（２０１６）认为全域旅
游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与阶段，提出全域旅游要与

该地区旅游发展与经济发展模式相匹配，通过全域

旅游来促进区域发展。关于全域旅游内涵界定和探

究，在学术界与业界不尽相同［４］。原国家旅游局局

长李金早（２０１６）指出全域旅游是在一定区域内，以
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

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

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

化的优化提升，从单一景点旅游模式走向全域旅

游发展模式，进行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

展、社会共建共享，从而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的一种新的旅游发展理念与模式［５］。吴必虎

（２０１６）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
展理念引领全域旅游发展，并把五大理念作为全

域旅游的发展导向，而全域旅游是五大理念发展

的理论载体［６］。简而言之，为了发展旅游业而到

处创建景点、修建游乐场、旅游基础设施等并不等

同于全域旅游，旅游相关产业等建设的系统性和

布局规划的科学性才是全域旅游所重视的，它体

现的是新时代我国旅游业新的发展方向。全域旅

游的发展是对旅游目的地资源赋存的地区进行全

方位旅游产业要素的提升，不断满足全域旅游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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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下游客丰富多样的体验需求，从而实现旅游业

带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王庆生和张行发，

２０１７）［７］。
现阶段，全域旅游测评体系构建的理论研究与

实践进展得到各区域广泛关注，尤其是各区域旅游

示范区面临如何量化全域旅游成果这一问题，因而

急需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全域旅游评价指标体系，

不断深化全域旅游创建工作。在全域旅游标准化体

系建设理论研究方面，石培华（２０１６）提出以标准化
推进全域旅游创建工作，认为评价全域旅游示范区

应从以下６个方面设计评价指标：一是旅游产品和
形象特色；二是旅游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完善；

三是该区域旅游产业优势明显、综合服务能力强大；

四是政策上该区域要高度重视旅游业发展，旅游改

革创新和保障机制体系要完善；五是要以文明有序、

安全健康，游客旅游体验感满意的区域为主；六是该

区域环境优势明显，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措施完

善［８］。李中、白长虹（２０１７）认为在全域旅游问题中
要以实践导向与理论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来研究，丰

富了全域旅游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指导［９］。黄海

阳、李剡（２０１８）从旅游资源子系统、经济发展子系
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３个维度设计全域旅游评价体
系，从不同侧面反映全域旅游的现状、结构和趋

势［１０］。在全域旅游评价体系实证研究方面：林明

水、廖茂林、王开泳（２０１８）以我国全域旅游示范区
为研究主体，从全域旅游的时空发展、产业链发展、

相关旅游配套要素发展、管理体系与政策等方面，系

统地设计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竞争力评价指标体

系，总结出影响全域旅游示范区发展的主要因素，从

而选择适宜的开发模式［１１］。丰晓旭、夏杰长（２０１８）
通过对全域旅游内涵进行总结探究，提出全域旅游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从产业域、空间域和管理域

３个方面选取，运用主成分分析与熵值法，对我国各
省域全域旅游进展进行尝试性评价研究［１２］。曹兰

州、赵多平、魏小衬（２０１９）从时空变异与演化的角
度，对全国各省全域旅游发展进行测度分析，并对发

展综合模式进行评价［１３］。徐珍珍、余意峰（２０１９）通
过运用ＧＩＳ空间分析技术和数理统计手段对我国全
域旅游示范区空间分布进行定量分析，认为我国全

域旅游示范区空间分布不均衡，并提出旅游资源丰

富度、旅游产业综合发展能力、基础设施现状、国家

政策，是影响其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１４］。因此，全

域旅游视角下的旅游业统计研究与竞争力评价指标

体系的构建目前在学界尚未有清晰的探讨研究。可

见，关于全域旅游的应用范围和内容仍处于初步探

究阶段。

二、模型构建

（一）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因素、生态环境、相

关政策等综合发展水平，与旅游业发展相互渗透从

而决定了该区域旅游业发展的综合竞争能力（李创

新、马耀峰、高军，２００８）［１５］。但是，传统的旅游研究
模式难以全面、准确地反映全域旅游的特点和发展

状况，忽略了旅游发展对当地居民生活水平与经济

收入的影响。因而依据整体性、层次性、可获取性等

评价指标设计准则，结合现行的旅游统计体系，从旅

游资源竞争力、市场竞争力、经济竞争力、环境竞争

力４个维度设计、构建全域旅游视角下省域旅游竞
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表１　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因素 指标

旅游资源
竞争力Ｐ１

５Ａ级景区数量Ｘ１ 自然资源保护区数量Ｘ２
世界文化遗产数量Ｘ３ 博物馆机构数Ｘ４

市场竞争
力Ｐ２

接待旅客总量Ｘ５ 入境旅游人数总计Ｘ６
入境旅游外国人数总计Ｘ７

经济竞争
力Ｐ３

接待游客总收入Ｘ８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总额Ｘ９
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Ｘ１０ 地区生产总值Ｘ１１
旅游总收入占ＧＤＰ比重Ｘ１２

环境竞争
力Ｐ４

住宿业企业数Ｘ１３ 餐饮业企业数Ｘ１４
五星级酒店数量Ｘ１５ 铁路营业里程Ｘ１６
等级公路里程Ｘ１７ 旅客周转量合计Ｘ１８

　　（二）数据来源
研究样本为２０１７年我国３１个省级行政区相关

数据。其中，样本数据通过查找国泰安数据库、中国

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与各省域旅游统计年鉴

得到，数据来源具有真实性与可靠性。

三、省域旅游竞争力研究

主成分分析法是研究复杂变量间相关性的一种

统计方法，通过少数主因子来反应复杂变量的内部

结构。本文通过确定全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利

用ＳＰＳＳ２３．０得到总方差解释主成分提取表（见表
２），并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可以使得评价结果具有
一定的科学性。

（一）模型的检测

本文所选取研究的原始数据 ＫＭＯ值为０．７４９，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显著性为０．０００，综合其检验结果，
表明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

（二）主成分分析

通过表２可知：前４个主成分因子累积贡献率
已达８５．０８７（＞８５％）且特征值均大于１，表明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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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因子能够代表复杂变量来说明所研究各省域全 域旅游的综合特征。

表２　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提取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１ ９．３１９ ５１．７７５ ５１．７７５ ９．３１９ ５１．７７５ ５１．７７５ ６．１４１ ３４．１１８ ３４．１１８
２ ２．９６１ １６．４５１ ６８．２２６ ２．９６１ １６．４５１ ６８．２２６ ５．５４６ ３０．８１２ ６４．９３０
３ １．８４６ １０．２５４ ７８．４７９ １．８４６ １０．２５４ ７８．４７９ ２．２７２ １２．６２２ ７７．５５２
４ １．１８９ ６．６０７ ８５．０８７ １．１８９ ６．６０７ ８５．０８７ １．３５６ ７．５３５ ８５．０８７
５ ．８４２ ４．６７８ ８９．７６５
６ ．４３０ ２．３９１ ９２．１５６
７ ．３５６ １．９７６ ９４．１３２
８ ．２４４ １．３５３ ９５．４８５
９ ．２３３ １．２９５ ９６．７８１
１０ ．１６７ ．９３０ ９７．７１１
１１ ．１１６ ．６４４ ９８．３５５
１２ ．１０３ ．５７３ ９８．９２８
１３ ．０８７ ．４８２ ９９．４１０
１４ ．０４４ ．２４４ ９９．６５４
１５ ．０２２ ．１２０ ９９．７７４
１６ ．０１９ ．１０８ ９９．８８２
１７ ．０１５ ．０８４ ９９．９６６
１８ ．００６ ．０３４ １００．０００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由主成分分析法得到成分矩阵（见表３）与旋转
后成分矩阵（见表４）。从表４可知住宿业企业数、
餐饮业企业数、五星级酒店数量、入境旅游外国人数

总计、入境旅游人数总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总额在

第一主成分上所占比例较高，表明第一主成分能够

反映这些因子的基本信息，主要表现为该省域当前

经济发展状况与基础设施服务能力，称之为经济社

会综合协调发展能力因子。５Ａ级景区数量、博物馆
机构数、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接待旅客总量、地区

生产总值、旅客周转量合计、接待旅客总收入、世界

文化遗产数量在第二主成分上这些因子信息需要高

度重视，可以发现第二主成分主要表明各省域全域

旅游发展需要依赖当地旅游资源。旅游资源作为吸

引力带动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了接待能力、

市场需求旺盛，同时也为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奠

定了基础。因此，旅游资源可作为第二主因子。等

级公路里程、自然保护区数量、铁路营业里程在第三

主成分上占有较高比例，表明在第三主成分上能够

反映出这些因子的基本信息，这些因子能够说明当

地全域旅游发展空间较大，称之为全域旅游发展潜

力因子。在第四主成分上所占比例较高的指标为旅

游总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表明旅游业对 ＧＤＰ的贡献
率可作为全域旅游发展竞争力指标。

表３　成分矩阵ａ

成分

１ ２ ３ ４
Ｘ１１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９４６ ．０１５ －．０９２ ．１７３
Ｘ１３住宿业企业数（个） ．９４４ －．１２１ －．０４４ ．０４３
Ｘ８接待旅客总收入（亿元） ．９２５ ．１２９ －．１３２ －．１９６
Ｘ１０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亿元） ．９２１ ．２１３ ．０９６ ．２２６
Ｘ１４餐饮业企业数（个） ．９１５ －．２０４ －．１３７ ．０６８
Ｘ１８旅客周转量合计（亿人公里） ．８３８ ．３０８ ．０６９ －．０９１
Ｘ１５五星级酒店数量（个） ．７７１ －．４６７ －．２５０ ．１６６
Ｘ７入境旅游外国人数总计（万／人次） ．７４２ －．５１５ ．０５６ －．０６０
Ｘ１５Ａ级景区数量（个） ．７３０ ．３０５ －．２５５ ．１９７
Ｘ６入境旅游人数总计（万／人次） ．７２５ －．５７６ ．２７２ －．０９８
Ｘ９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总额（百万美元） ．７０２ －．６５９ ．０９６ －．０４７
Ｘ４博物馆机构数（个） ．６９８ ．５０９ －．０６８ ．２９１
Ｘ５接待旅客总量（亿人） ．６８６ ．４５８ －．２４７ －．３３３
Ｘ１７等级公路里程（公里） ．５８５ ．６０３ ．３５７ －．２１２
Ｘ３世界文化遗产数量（个） ．２１４ ．４８６ －．３６０ ．０７５
Ｘ２自然资源保护区数量（个） ．４７１ －．１６４ ．７５５ －．２４５
Ｘ１６铁路营业里程（公里） ．１２９ ．５５１ ．６１９ －．１５９
Ｘ１２旅游总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 －．０８８ ．０８１ ．５４４ ．８０１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ａ．提取了４个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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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旋转后成分矩阵ａ

成分

１ ２ ３ ４
Ｘ９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总额（百万美元） ．９６８ ．０１８ ．００５ －．０４２
Ｘ６入境旅游人数总计（万／人次） ．９４９ ．０１０ ．２０３ －．０１１
Ｘ７入境旅游外国人数总计（万／人次） ．８９１ ．１４４ ．０４０ －．０７５
Ｘ１５五星级酒店数量（个） ．８３９ ．３５４ －．２７２ －．０１３
Ｘ１４餐饮企业数（个） ．７７３ ．５４９ －．０１１ －．０６０
Ｘ１３住宿业企业数（个） ．７４７ ．５８０ ．１１２ －．０４３
Ｘ４博物馆机构数（个） ．１３０ ．８６９ ．１７８ ．１８０
Ｘ１５Ａ级景区数量（个） ．２７３ ．８１０ －．００７ ．０１２
Ｘ１０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亿元） ．５１４ ．７６３ ．２７４ ．１８２
Ｘ５接待旅客总量（亿人） ．１４２ ．７４９ ．２５３ －．４５６
Ｘ１１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６４７ ．７１２ ．０７４ ．０５０
Ｘ１８旅客周转量合计（亿人公里） ．３９０ ．７０２ ．３９３ －．１０８
Ｘ８接待旅客总收入（亿元） ．５５３ ．６９７ ．２２２ －．２９６
Ｘ３世界文化遗产数量（个） －．２３１ ．５８６ －．０９１ －．１１０
Ｘ１６铁路营业里程（公里） －．２１４ ．１６７ ．７９９ ．１２３
Ｘ２自然资源保护区数量（个） ．５４３ －．１１２ ．７５１ ．０８８
Ｘ１７等级公路里程（公里） ．０４２ ．５８４ ．７２９ －．０７１
Ｘ１２旅游总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 －．０６２ －．０１７ ．１４２ ．９６３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ａ．提取了４个成分

　　（三）主成分综合模型
Ｆ＝（０．３４１１８Ｆ１＋０．３０８１２Ｆ２＋０．０１６６２Ｆ３＋

０．０７５３５Ｆ４）／０．８５０８７

依据主成分综合模型可计算出主成分综合值并

对其进行排序，即可对全域旅游视角下各省域旅游

竞争力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估。计算结果见表５。
表５　综合得分排序结果

省份 主因子Ｆ１ 主因子Ｆ２ 主因子Ｆ３ 主因子Ｆ４ 综合得分 排名

广东省 ４．５２４１５ －０．４３８０５ １．３８０２９ ０．３７７２８ １．７２ １
江苏省 ０．５１１７８ ２．４８７３１ －１．３４２９４ ０．３４０７８ １．１１ ２
山东省 －０．０１９８４ ２．２０９９８ ０．４７３０６ １．１１１４７ ０．９ ３
浙江省 ０．７９５３３ １．４５０１５ －１．１９０３６ ０．４００３７ ０．８６ ４
河南省 －０．７４７３４ ２．２９７７７ ０．０６５０９ １．０４９４１ ０．６３ ５
四川省 ０．０４９２４ ０．８４７５８ １．０４４４４ －０．３３９７１ ０．３２ ６
湖北省 －０．０９３６６ ０．６４５９６ ０．５８３８７ ０．０２７０４ ０．２１ ７
上海市 １．４５２７５ －０．９１８３７ －１．７８２４９ －０．３０６７６ ０．１９ ８
北京市 ０．４３０３９ ０．２１６８６ －２．０５７８２ －０．６１８１６ ０．１６ ９
福建省 ０．８８１０７ －０．４７８１ －０．５００９ －０．３４４９８ ０．１４ １０
陕西省 －０．１７９３１ ０．４１５１６ ０．０４８７９ －０．２６９４８ ０．０６ １１
安徽省 －０．１６７１９ ０．４６３７６ ０．３６７２７ －０．９３０３８ ０．０３ １２
湖南省 －０．０８２０９ ０．１７６８１ １．０２８１ －０．９０１８２ －０．０３ １３
重庆市 －０．０１９０５ －０．２１７８４ －０．５４９９７ －０．１４７５ －０．１１ １４
云南省 ０．３７８６５ －０．５１７６５ ０．７７９４６ －１．１９２６５ －０．１３ １５
黑龙江 －０．３３４６１ －０．７７６５４ １．３４３８ ２．６３９３４ －０．１６ １６
河北省 －０．８０６１１ ０．５１５８２ ０．６０７９８ －０．９８６２５ －０．２１ １７
辽宁省 －０．２８３３２ －０．２３０９１ ０．３７３８５ －０．４９６１７ －０．２３ １８
海南省 －０．１１５５１ －１．０５６０３ －１．０８８４３ ２．２２７６１ －０．２５ １９
江西省 －０．２５３１２ －０．２４１４ ０．８５４８４ －１．０２３６３ －０．２６ ２０
广西 －０．０４４１３ －０．５３９１９ ０．４６７２ －０．９４５３４ －０．２９ ２１
内蒙古 －０．４４６１７ －０．８３３４４ ２．２３９０９ １．４５５６３ －０．３１ ２２
山西省 －０．８６０９１ ０．１６３５５ ０．０１２５ －０．９８３１８ －０．３７ ２３
甘肃省 －０．８８６５８ －０．２２１０９ ０．０４４９２ ０．４７７３８ －０．３９ ２４
吉林省 －０．６１０５５ －０．４２９０７ －０．０７３８１ －０．０８５４４ －０．４１ ２５
天津市 －０．１６３２ －０．８０９５７ －１．２２５４５ －０．３７４５９ －０．４２ ２６
新疆 －０．７１８６９ －０．３６７２７ －０．０１６８６ ０．０１５８ －０．４２ ２７
贵州省 －０．４５６８９ －０．３１４３５ ０．５９５７５ －１．６３６４４ －０．４３ ２８
宁夏 －０．６０１３６ －１．００７５１ －１．０３６３８ １．４１３２６ －０．５ ２９
青海省 －０．６３１１７ －１．１７６２ －０．６８６３２ ０．２５９３９ －０．６７ ３０
西藏 －０．５０２５５ －１．３１８１ －０．７５８５６ －０．２１２３ －０．７１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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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结果显示：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
川、湖北、上海、北京、福建、陕西等地的全域旅游综

合竞争力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这些省份的区域经济

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服务能力、旅游资源、生态环境

等都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目前全域旅游发展优势

最为明显，竞争力强劲；安徽、湖南、重庆、云南、黑龙

江、河北、辽宁、海南、江西、广西、内蒙古、山西等地

的全域旅游竞争力处于全国中等水平，其中有些省

域如河北、山西、云南等区域也具有丰富的旅游资

源，但是限于经济综合服务能力较弱、交通不便、管

理模式粗放、缺乏核心旅游产品，在全域旅游发展进

程中难免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导致综合排名下滑，

在全域旅游大背景下，这类省域的旅游综合竞争力

水平提升空间相对较大。甘肃、吉林、新疆、贵州、宁

夏、青海、西藏等省域在发展全域旅游时处于竞争中

的弱势，就资源赋存与生态环境讲，这些地区具有其

他地区不可比拟的自然环境优势，只是此类省域在

发展全域旅游时，开发经营模式不科学、管理混乱，

多数区域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综合协调能力差、旅游

产品缺乏体验感、远离主要客源市场，此类地区在发

展全域旅游时要重视这一现实状况，充分利用好自

身优势进行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跨区域

资源整合，创新旅游发展模式优化产业链，来提高全

域旅游综合竞争力，从而带动与促进整个区域经济

的协调发展。

国内３１个省级行政区中，广东全域旅游发展最
具有代表性，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全域旅游发展一

定程度上优于北京和上海，天津竞争力相对下降，青

海和西藏全域旅游综合竞争力最弱。这是因为在全

域旅游大背景下的各省旅游综合竞争力变得更加复

杂，不再是由原来单一依托旅游景区景点为主，而是

与该区域经济发达程度、旅游相关产业链、宣传营销

能力、生态环境、公共服务、政策法规和文明素质等

密不可分。例如，广东资源优势并不明显，但是其经

济综合发展水平高，基础设施、管理秩序、政策法规

等相关因素比较完善，在发展全域旅游时，竞争力优

势就能够凸显。反观西藏，在全域旅游发展中其生

态环境优势突出，自然资源赋存吸引了一批游客前

往，但该区域存在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落后且基础设

施不完善等弊端，导致前往游客数量受到很大限制，

通过综合各类相关因素得出其全域旅游竞争力较差

的结果。天津由于所处的区位条件，即是优势也是

劣势。一方面由于天津在京津冀地区的旅游业发展

中存在较大的互相竞争关系，北京经济综合实力与

资源优势明显，而河北旅游文化资源丰富，相对而

言，天津旅游资源相对少、形象定位不明显、产业规

模小，没有形成核心竞争力产品。不过，在全域旅游

大背景下以及京津冀一体化政策的推动下，天津可

以变劣势为优势，抓住机遇，天津目前积极发展全域

旅游，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总之：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湖北、

上海、北京、福建、陕西这几个地区的全域旅游发展

目前在全国最具有代表性，占据着优势；其余省域的

全域旅游竞争力相对处于弱势。安徽、湖南、重庆的

全域旅游发展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吻合，山东、河南等

地区凭借其深厚的文化资源优势与特色化营销宣传

模式，旅游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已成为旅游大省。

天津随着ＧＤＰ的跌落，再加上毗邻的北京所具有的
强大的旅游客源市场竞争力，旅游业也受到了影响。

图１　回归变量图

将主因子Ｆ１（经济发展较好，旅游综合服务能
力强）与主因子Ｆ２（旅游资源丰富），通过回归变量
得出回归变量图（如图１）。根据图中主因子 Ｆ１和
主因子Ｆ２的得分大小，可分为四个区域：Ⅰ区表示
全域旅游发展较好，经济发展水平高、旅游综合服务

能力强且旅游资源丰富。该区域具有很强的竞争

力，旅游业发展强劲。Ⅱ区表示旅游接待能力一般，
旅游资源优势明显。通过提高该区域基础设施服务

能力，可以弥补当地旅游发展的不足，进一步发展全

域旅游。Ⅲ区表示该地区经济发展水水一般，旅游
资源赋存一般。该区域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优

化旅游资源，深挖内涵来增强核心竞争力。Ⅳ区表
示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能力突出，资源优势不明

显。该区域可以凭借其经济综合协调发展能力，以

科学技术为手段开发创新型旅游模式，吸引多样化

需求的游客，满足其体验需求。在国家全域旅游相

关政策的推动下以及旅游产业蓬勃发展的现状下，

该区域全域旅游发展增长空间不可估量。根据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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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图所处的位置，对所选取的３１个省级行政区在
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综合竞争力进行分类，结果如

表６。
表６　竞争力系统聚类表

省份
聚类

结果
省份

聚类

结果
省份

聚类

结果
省份

聚类

结果

广东 Ⅳ 四川 Ⅰ 海南 Ⅳ 新疆 Ⅲ
北京 Ⅰ 天津 Ⅳ 云南 Ⅳ 内蒙古 Ⅲ
上海 Ⅳ 河南 Ⅱ 广西 Ⅲ 贵州 Ⅲ
江苏 Ⅰ 湖北 Ⅱ 陕西 Ⅱ 甘肃 Ⅲ
浙江 Ⅰ 安徽 Ⅱ 山西 Ⅱ 宁夏 Ⅲ
山东 Ⅰ 湖南 Ⅱ 黑龙江 Ⅲ 西藏 Ⅲ
辽宁 Ⅲ 江西 Ⅲ 重庆 Ⅳ 青海 Ⅲ
福建 Ⅳ 河北 Ⅱ 吉林 Ⅲ ——— ———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在全域旅游视角下，通过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

对我国各省域旅游竞争力进行综合研究，可以发现：

（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基础设施服务
能力对全域旅游发展有显著的影响，我国省域全域

旅游发展东部地区明显优于西部地区、南部地区优

于北部地区。

（２）区域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能力、旅游竞
争潜力、旅游资源、旅游业对ＧＤＰ的贡献能力这四大
竞争力主成分因子对旅游竞争力的方差贡献率分别

是：３４．１１８％、３０．８１２％、１２．６２２％、７．５３５％。由此可
见，区域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能力，对全域旅游视

角下各省域旅游业发展影响最为明显，所以要提高

该地区旅游业发展，增强竞争力，首先要通过该区域

经济带动和综合服务能力相结合，实现旅游发展的

全域化。

（３）旅游资源丰富的省域，旅游竞争力不一定
强，可见在拥有旅游资源赋存的同时还要求旅游资

源具有较高的质量，高质量的旅游资源包括该资源

所在地区的开放力度、交通通达度、资源保护力度、

经营管理完善度、治理良好度等。旅游竞争力较弱

但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通过旅游业转型升级、延伸

产业链、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往往发展潜力巨大。

（４）从各省域旅游竞争力综合排序中能够发
现，排名靠前的省域和靠后的省域差异显著，但要认

识到在全域旅游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旅游业正在朝

着资源优化配置、产业融合、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管

理体制、政策法规等全方位优化升级，对一些资源丰

富但排名靠后的省域来讲，可以依托其丰富的旅游

资源，对核心旅游产品进行转型升级并加大宣传力

度，不断优化产业链来弥补基础设施的薄弱，最终通

过旅游业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达到真正的

全域旅游发展模式。

（二）讨论

由于全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在学术界尚未形

成一致认同，尚处在探究阶段，本文作为探讨性研

究，存在一定的不足。

（１）各省域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较为复杂，特
别是在全域旅游背景下，各因素互相影响，需要从更

加全面和系统的角度去研究，而本文所选取的指标

存在单一性，其综合评价体系结果的科学性还需要

不断去验证。

（２）在研究深度和广度方面，由于全域旅游的
理论与实证研究目前处于探讨与发展阶段，影响指

标较多，本文一定程度上遵从了可获取性原则，可能

会忽略某些评价指标体系，对指标选取没有深入挖

掘，其完整性和系统性需要不断完善。

（３）通过对全域旅游视角下我国各省域旅游竞
争力研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深化我国全域旅游理

论与实践的相结合，使全域旅游评价指标体系更加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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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集电商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及优化路径探析

刘建军
（中共河南省委政策研究室，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６－２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农村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培育的模式创新与路径选择”（１５ＣＪＹ０６３）
作者简介：刘建军（１９８１—），男，河南叶县人，博士，中共河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经济师，研究方向为政府经济学、政治社会

学。

摘　要：沙集电商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实质上是个别农户创新、其他散户复制扩散的市场自发行
为的集合。沙集模式得以裂变复制、创新扩散的条件是第三方销售平台、物流体系和适应农民群体

特性的产业产品选择等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沙集电商集群的发展也面临着县域小微企业发展的

普遍难题。推动沙集模式可持续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审时度势推动传统农民网商向现代公司转型发

展，做实做强电子商务协会并作为产业重组的引擎，加强产业规制并提高产业集中度和领军企业规

模实力，引导产业价值链各环节跨区域重组整合甚至推动产业经营类型转变，夯实电商人才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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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徐州市睢宁县沙集镇东风村一
个青年偶然发现商机，返乡创业成立本村第一家尝

试简易拼装家具的网店。此后，本地追随者大量出

现，沙集镇家具网销业快速成长和集聚，逐渐成为全

国最大的农村电商集群。２０１１年，当时的阿里研究
中心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沙集模式”。本文试图在

探索沙集网商发展历程尤其是现阶段特征的基础

上，抓住关键因素概括出类型化、样板化的电商发展

模式，进而分析这种模式成功运作所必需的条件、存

在的突出局限，继而预测出风险点，提出未来调整走

向，为具备同类发展起点的农村地区电商产业集群

式发展提供镜鉴。

一、沙集电商产业集群发展的演化阶段

电子商务是基于网络化的销售手段和运营平台

而形成的商业运作形态，农村电商产业集群实际上

是采用电商手段的线下特色产业经营实体在特定农

村地区大量集聚出现形成的集群化发展格局。十余

年来，沙集网商在组织形式上，经历了由个体工商户

到股份制公司，从“多、小、散、弱”的家庭作坊式生产

发展到规模化规范化工厂制作，认识沙集模式的演进

过程、阶段性特征等可以更好地把握其内涵实质。沙

集电商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个别首创、示范扩散（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
正是２００６年底沙集镇东风村个别农户偶然的

创新活动带来可观的收益，在农村血缘关系、熟人社

会搭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你传我告，多数农户稍待

观望旋即蜂拥而上，集体模仿推动了创新快速扩散。

２００８年开始，网店模式被全镇村民们快速复制，呈
现细胞裂变式扩张、爆发式增长。尽管 ２００９年 ３
月，东风村网商首创者注册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但截

至２０１０年底，沙集镇将近７０％的农民网商没有实
体加工厂，有厂的绝大多数也没有摆脱家庭作坊式

生产，很多网店没有自己设计的产品，网商间简单地

相互模仿、压低价格、偷工减料进行市场推广，利润

率大为缩减。这一阶段主要是由外地实体店进货进

行网销从中赚取差价，电子商务只是作为辅助销售

手段而没有改变本地产业结构。

（二）市场倒逼、创新升级（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
从２０１０年开始［１］，东风村的网销产业已经超过

了废旧塑料回收产业，而且还有一些塑料回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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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网销家具转型中，加上２０１１年的快递公司集体
涨价、天猫“商城新规”等普遍性影响和经营能力不

足造成订单不多的个别原因，有的网商开始关闭家

具网销业务而转行经营。此后，存活下来的网商，开

始新的探索：一是公司化转型。多数网商完成公司

注册和商标申请，从最初的个体家庭作坊升级为具

有现代化厂房、公司化运作的现代企业，沙集镇网销

业进入店厂一体、产销结合、自产自销阶段。在经营

的产品品种上，从最初的简易家具拓展为家居、服

装、服饰等；在产品材料选择上，从最初的板式家具

增加到实木家具、软包家具、钢构家具。二是行业自

律组织自发出现。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６日，当地网商自
发成立沙集镇电子商务协会，旨在解决恶性竞争问

题，规范产品质量，打造沙集地域性商标。三是在销

售渠道上，从最初的单一在淘宝开店发展到多平台

同时运营。沙集镇家具网销业在全国的市场份额达

到了８０％以上，家具网销带动了关联产业集聚发
展，改变了地区产业结构，单一的网销环节逐渐深化

丰富为“电子商务”全产业链条发展。

（三）集体反思、优化提升（２０１２年至今）
２０１６年，沙集镇成为全国第一个“所有村都是

淘宝村”的乡镇，随着电商产业规模的扩大，特别是

全国居民消费向品质化生活阶段迈进带来的对产品

外观设计、功能操作的便捷性等提出了更多更高要

求，沙集电商因产品无标识、板材甲醛超标、使用低

劣油漆、虚假宣传等问题经常被一些职业打假人盯

上。［２］加上全国范围内东北、江西等地家具网销业

兴起，外部市场环境剧变和本地内部白热化恶性竞

争，这些都迫使沙集网商重视商品品质提升和发展

路径反思。一是组织形态变革。鉴于企业结构不合

理对竞争秩序和创新能力的影响，２０１２年，沙集镇
东风村第一批网商经营者中７人合资成立了沙集网
商中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这预示着行业兼并重组和

规模化龙头企业即将出现。二是重视创意和知识产

权保护。２０１２年初，东风村“专利风波”激起很大矛
盾。此事件激发了网商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注重技

术消化吸收再创新，更加突出个性化、品牌化、多元

化，从简单模仿到自主设计、个性化定制、设计外包。

沙集镇２０１２年后专利申请数激增，２０１４年，沙集电
商新产品占比从此前不到５％上升到２０％左右，不
少农民电商在有创新产品后，选择暂不向市场推广

而是申请专利后再逐步销售推广［３］。三是产业链

生态优化。产业规模的形成促发了专业化分工与产

业链协作体系的出现。地域网商生态系统逐渐优

化，出现了产业链上下游供产销各主体协作共生、良

性互动、营商环境改善等形态变化，并积极开拓家具

拼装业之外其他产业类型的多元化发展之路。

二、沙集电商产业集群模式的基本特征和实质

从２００９年原阿里研究中心认证东风村为全国
第一批淘宝村，到沙集镇成为全国第一个淘宝镇，

再到睢宁县成为全国首个淘宝县仅用 ９年时间。
沙集模式实现关联产业发展并示范带动更多产业

集群，促进了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变革和产业结构

调整。从组织形态和演进路径上看，沙集模式实

质上是同一地域内个别农户自发创新、本土其他

散户集体模仿复制的线上电子商务经营者集群带

动上下游实体产业的散户经营者线下集聚的产业

集群发展模式。

（一）在产业发起上，源于个体农户自发创新

“沙集模式”由领军农户自发式产生，整个发展

过程完全是自发自觉的市场主导行为，年轻领军人

物面向市场持续不断的创新活动成为沙集网商集体

发展和模式演进的不竭动力。电商产业的发展呈现

出“个别先行创新带来高额利润———乡邻模仿复制

进而不可阻止的恶性竞争导致利润率降低———市场

倒逼优秀个体率先创新升级”的螺旋式循环，最终

自下而上地获得政府层面的官方认可。十余年来，

沙集网商群体始终以曾经外出务工的返乡年轻人居

多，其中，３０岁以下的占７０％以上，他们是创新的主
体力量，并通过“拖家带口”带动了父母一代参与其

中，对当地产业升级发挥着引领作用。［４］

（二）在运作机制上，“网商 ＋平台公司 ＋当地
农户”

沙集镇简易组装家具产业的电商化发展主要是

“无中生有”“两头在外”：原材料来源于外地、制成

品主要销往外地，甚至生产装备采购自外地，本地主

要从事该产业的设计、加工制造和网销环节。电子

商务产业链呈现出“网商从第三方网络销售平台接

受订单———自行或联系合作加工商定制生产———委

托物流配送———收回在销售平台公司的货款”。交

易主要采取直接面向最终消费者的 Ｂ２Ｃ形式，几乎
没有Ｂ２Ｂ交易形式。

（三）在组织结构上，以个体网店为主体形式

沙集网商生产组织形式经历了从“前店后厂”

的家庭作坊形式到现代化公司（标准厂房、产品组

合、现代化管理）的转变。这决定了经营管理仍脱

离不了农户家庭经营或家族企业的管理内核，并与

在整体上呈现出的散户结构共同决定了在可以预见

的时期内，农户网商自发进行兼并重组、规范行业竞

争秩序的难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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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集模式成功复制扩散的条件

个别实践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

义的成功模式，需要同类个体之间在发展条件上的

总体相似性，且一种模式的条件约束越少，其推广适

用的范围越广。沙集镇简易组装家具产业电商化集

群的产生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它不依赖于当地原

有的资源禀赋①、产业基础，也没有地方政府过多资

源介入其中，并且沙集镇区位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和

人才素能一般，发展起点是个很普通的苏北县域，所

以探讨这个草根农村网商群体的成长规律具有更普

遍的示范借鉴意义。［５］

（一）第三方电商平台的低成本进入

农民自建销售渠道、市场信息获取和市场开拓

推广的能力不足，生产制造环节的技术门槛和基础

投资高且市场风险较大，但直接借用电商平台从事

销售环节，具有技术难度小、初始资金需求量小等低

壁垒特点，风险也是农民可承受的。所以，这种商业

形态的出现和发展又是必然的。例如，咸阳市武功

县３／４的网销产品是采购自新疆、甘肃等省区的特
色农产品，借助电商平台就可发挥本地较好的交通

区位优势发售全国。

（二）产业的市场特性

一是产品的技术经济特性。从需求方面看，组

装家具功能实用、款式时尚、能够轻松拆卸搬移，且

价格较低，适应了城市租住的青年群体的需要。从

供给方面看，中低档简易拼装家具具有技术门槛低、

资金投入需求低、产业资源整合难度低等特性，美

工、文案、摄影等技能要求较高的事务可由少数专业

服务公司提供，农民网络经营所需要的条件简单，运

营的最低起始资本规模和人员数量要求都不高，适

应以高中及以下学历为主的农民网商群体。二是农

村熟人社会特性。血缘地缘关系构建的农村社会网

络使得电商技术在农民间学习传播更加便利，少数

个体的偶然性营利行为极易发酵成集体行为。三是

生产组织单元适应农户特性。数千年自给自足的发

展模式让农民群体自由无束、利益直接，又喜欢攀

比、喜欢跟风模仿。沙集网店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经

营单元，家庭成员间信任度高，产权清晰，劳动付出

和利益收获直接匹配，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享收

益，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积极性。

（三）快递业的快速发展

资源禀赋、配套产业基础、物流运输成本是影响

企业运营的重要因素，但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便捷的

交通区位、较低的仓储成本和运输成本、快捷及时的

物流配送等，使“取材当地”与“无中生有”越来越不

成为影响产品生产的决定性因素。沙集镇当地并不

具备家具生产的相关产业基础，也不是木材的原产

地。更宽泛地说，当地传统优势产业或要素禀赋情

况等不是发展电子商务或形成电商产业集聚的关键

因素，而物流条件、区域品牌效应、产业协作链的组

织发动和整合力量等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

（四）地方政府的后置性服务

在电商产业自发萌芽的初期，睢宁县、沙集镇两

级政府没有干预，而是在产业共性问题凸显后及时

介入。这种“后置性服务”为沙集网商放开手脚发

展提供了宽松的氛围。一是介入时间上的滞后性。

在沙集电商发展过程中，农户网商共同面临的宽带

基础设施、融资、经营技能等困难和产业层面的秩序

规范、品牌塑造、整体竞争力提升等问题依次出现，

睢宁县政府都是后置性地做出服务调整：从２００７年
１月鼓励回乡创业促进全民创业、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
持续帮助网商解决宽带以及贷款等难题到２０１０年
制定发展规划、２０１２年电子商务万人培训、２０１３年
出台电子商务推广实施方案、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加
强培训考核以及２０１６年出台《电子商务引领经济
跨越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每年都根据阶段性突出

问题做出解决努力。二是工作性质的扶助性。睢宁

县及时发掘认真审视沙集典型，通过税收、贷款等一

系列优惠扶持政策全面复制推广“沙集模式”，而不

是“攫取性”、管制性。共青团睢宁县委作为群团组

织积极提供“柔力”服务：组织青年网商成立沙集镇

网络创业一条街和睢宁县共青团网络创业示范基

地，颁布了《推进青年创业小额贷款工程意见》，建

立“网商·助力贷”为青年网商创业提供贷款支持。

三是工作内容的有限性。睢宁县政府介入电商产业

主要在公共服务方面给予支持，比如给予税收优惠、

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组织评选培树典型、购买培

训服务、政策引导、建设行业协会组织和电子商务产

业园区、电子商务物流中心等空间载体，实现了居民

生活区和生产功能区的分离。睢宁县政府在沙集镇

设置了消防大队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电商监管分

局，镇电商综合服务中心成立了综合执法局，联合对

电商家具市场进行综合整治。

四、沙集模式的局限性

总体而言，散户复制扩散型电商产业集群内农

户网商的发展面临着小微企业的共有难题：创新能

力和动力不足、融资困难、成本控制受到规模约束、

质量控制和品牌塑造意识不够等。此外，还存在电

商产业特有的一些发展难题。随着沙集散户网商竞

争日益激烈，要素成本不断攀升，利润率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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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调整转型。

（一）企业结构不合理对竞争秩序和产业一般

利润水平造成影响

市场自发型产业主要依靠市场力量自然演化，

形成龙头骨干企业的过程漫长、难度很大，十余年来

沙集网商的结构形态仍是以农户小微网商为主体单

元。从单个企业的雇工数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经

营产品种类、年销售额等指标来看，目前，沙集镇网

商仍呈散弱格局：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镇６万人口、拥
有网商１．６２万户、网上销售额约９０亿元，相关从业
人员近３．６万人（其中包括外来创业的１．１万人），
考虑到一户经营多店情况，目前７０％左右的网店仍
是个体农户网店。全镇农户年网销额约５０万元，考
虑到家具行业原料成本和运输成本占比较高，以

２０％的较高利润率计算，单体网店（一般两三个人）
年利润不到１０万元。由于企业规模小，质量标准难
以统一，成本控制缺乏规模基础，且不能投资高端设

备影响了产品质量的提升，陷入低端薄利的同质化

竞争之中，尽管家具行业的地域品牌已经形成，但缺

少市场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强的大型龙头企业

集团作为线下资源整合者，形成全国知名企业品牌。

（二）发展意愿和发展能力不强导致源头创新

不足

农民网商群体甚至更广泛地说是乡镇企业家群

体客观地缺乏财富掌控能力、洞悉市场风向的敏锐

眼光、超前预测和规避应对风险能力，普遍存在小富

即安、单打独斗的问题。一是从创新主体上看，农耕

经济一家一户、财产私占有、自给自足、极少发生交

换等特点决定了农民在主观意识形态上局限在小天

地里，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尚未改变农民

骨子里追求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他们在主观意愿

上，担心产权重组会让他们失去对企业资产的控制

力，让别人主宰了自己的命运，而满足于自己当老板

的状态。这造成更多的农户从自身眼前现实需要出

发，而对抱团发展热情不足。２００６年以来沙集镇电
子商务发展过程中，每一次创新活动的创新源都是

从业较早的个别人士，多数农民网商目前总体上对

网店发展缺乏长远的规划思考。创新源长期一成不

变地固定在个别企业单向思维上是风险巨大的，只

有创新源的不断交替出现、创新点的多发继发，这样

的创新活动和产业生态才是可持续稳定发展的。二

是从创新成果上看，沙集家具产业的创新活动以外

观设计专利为主，生产技术及工艺流程等方面的革

新较为罕见。三是从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运用上看，

沙集镇简易拼装家具行业由于产业进入门槛不高，

出现不惜压低产品质量争夺客源的恶性竞争，而创

新摸索过程需要冒着失败的风险并付出迂回成本，

创新成果却很容易被剽袭，造成创立质量品牌标准

缺乏道德支撑。这就要求农村有培育能人并发挥能

人示范作用的机制。

五、沙集散户复制扩散型电商产业集群可持续

发展的调整取向

沙集电商产业是在区位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一

般以及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的产业生态里集群发展

的，这就决定了其至少在产业技术、产业组织等层面

上不可能引领农村电商潮流，还会遇到我国农村电

商集群发展存在的共性问题。后发区域实现赶超发

展的主导力量是政府，通过科学筹划、倾斜支持、基

础保障，可以让产业少走弯路，减少自然演化的时间

延迟和资源浪费。在沙集网商进一步发展壮大过程

中，睢宁县政府层面要及时引导转型发展：

（一）深入推动网商个体户向规模化公司转型

发展

股份合作制很好地适应了农民的特性，是适应

乡镇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的重要制度设计。在这种

制度模式下，农户既是拥有表决权的投资者享受分

红、承担风险，又是劳动者拿取日常工资报酬（有保

底收入）。推动当地网商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提高

产业竞争能力，当地政府要：一是以项目配套资金支

持和引导外部社会资本投资等多种方式推动农民网

商进行公司化股份化改造，摒弃家庭制下因亲情关

系影响造成权责利不清的问题，实现制度创新、组织

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支持个别骨干企业进

行产权制度改革成立股份合作制公司，成为影响和

引领行业内其他网商协调一致、抱团对外的领军企

业和行业标杆。二是发展“总部经济”。在来料加

工生产再对外销售的经营模式下，逐步通过开放合

作，把生产加工环节放置在原材料集中地，依托各自

邻近的区域性物流中心进行订单管理、物流服务，根

据沙集“指挥中心”的订单指令开展生产，沙集镇逐

渐要把重心转移到市场调研、产品设计、客户服务、

品牌营造上。

（二）提高产业组织化水平

电子商务协会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是制

约沙集网商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一是完善

组织规则。通过官方授权行使行业自律管理职权，

做实做强电子商务协会，强化协会的权威和号召力。

电子商务协会要完善决策规则、推进执行体制改革，

提高中小网商的比例和协会在网商群体中的代表

性，组织活动采取一人一票制或者会费份额制，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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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二是加强会员服务。协会

作为沙集集体商标管理者、集体品牌的重要运营者，

要完善统一的集体商标使用规则并依规则实施管

理，对符合集体商标使用规则要求的任何会员都赋

予免费使用沙集集体品牌的权利，并积极协调促成

专利持有人和其他会员的协议分享，推进技术交流

和商贸合作，对商家破坏经营规则和侵犯知识产权

的恶性竞争行为进行打击。三是加强产业规制。行

业协会担负着组织和协调网商关系的责任，为避免

后进者与先行者之间形成简单复制、同质竞争所带

来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定期市场调研预测确定阶

段性市场容量规模，由代表各方利益的行业协会组

织规定行业最多企业数目和 ＣＲ３的最高产能份额
等方式，使先行者对后来者乃至当地产业发展形成

适度控制性影响。四是把协会作为产业重组的引

擎。加强地方党组织的思想引导，使农户摆脱把财

产控制权紧紧握在自己手中的狭隘思想观念，引导

后来者自主选择投资进入既有企业或协会组织名下

建立的股份制经营实体等方式，采用协会代管、大网

商品牌下的加盟网店代销或股份合作制等形式，逐

渐将协会下的股份制公司发展成行业骨干企业，引

领和整合行业资源，提高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

（三）提高产品质量层次

一是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县镇两级政府可通过

组织外出学习考察、推进业内交流、财税支持创新、

鼓励行业重组等举措，促进和保护领军网商人物的

源头创新甚至颠覆性产业创新，通过提质、转产实现

产业升级。二是引导产业价值链各环节的网商进行

整合，提高网上平台和网下实体店的集中度，壮大做

强每个产业环节，走特色化、品牌化发展的道路，从

根本上减少同质竞争。三是夯实人才支撑。针对一

方面存在课程重理论灌输轻实操训练，培训规模大、

参与人数多但课堂嘈杂、教学效果不佳，电商培训流

于表面形式收效不明显，另一方面电商培训参与人

数多需求大，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局面，建议联合

沙集网商协会、邻近高校建立学生实习基地和本地

农民网商“订单式”培训基地，根据农户知识水平和

网商经营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分层次分类型精简

开办培训班，精选电脑操作、网店运营和市场营销、

典型案例等方面课程知识，加大实训力度，着力帮助

网商解决经营实践遇到的难题。

注释：

①尽管，睢宁县邻近的邳州市是胶合板加工基地，泗阳县是全
国两大意杨产业基地之一，为睢宁县木质家具业发展一定

程度上也提供了原材料。（参见：李柱：《从沙集模式解读

农村电子商务》，《江苏农村经济》，第３１５期，第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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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城市群空间演化研究
———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截面分析

周　倩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招生就业处，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７－１０
作者简介：周倩（１９８７—），女，河南驻马店人，硕士，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招生就业处工程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和新型

城镇化研究。

摘　要：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截面数据，对中原城市群常住人口、城镇人口、ＧＤＰ、第二产业增加值
等指标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各阶段中原城市群的空间发展态势。研究发现：城市群常住人口、ＧＤＰ
均保持向高等级城市集中的趋势，郑州市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凸显，城市群核心发展区城镇人

口集聚速度变缓，但ＧＤＰ增速最强。北部跨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协同联动发展，常住人口和城镇人
口集聚能力变强，就近就地城镇化明显。东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快速增长。

关键词：中原城市群；空间演化；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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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国务院批复《中原城市群发展规
划》，涉及５省３０座地级市，建设中国经济发展新的
增长极、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

中西部地区创新创业先行区、内陆地区双向开放新

高地和绿色生态发展示范区。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

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

以郑州为中心，引领中原城市群发展。

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形态，一直是

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针对中原城市群空

间发展格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对空

间格局的解读［１－２］；二是对专项空间格局进行探讨，

如旅游、交通网络等［３－４］；三是针对特定区域和重点

地域进行分析，探讨城镇化路径和城市发展模式

等［５－７］。总体而言，研究对布局描述或特定地区特

定专项内容的分析较多，对全域格局中人口产业布

局与变化情况阐述较少。

本文以中原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分析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年中原城市群发展过程中人口、城镇化以及
经济的布局格局与空间变化的趋势，探讨变化规

律。

一、研究范围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范围

中原城市群包括河南省的郑州、开封、洛阳、南

阳、安阳、商丘、新乡、平顶山、许昌、焦作、周口、信

阳、驻马店、鹤壁、濮阳、漯河、三门峡、济源，山西省

的长治、晋城、运城，河北省的邢台、邯郸，山东省的

聊城、菏泽，安徽省的淮北、蚌埠、宿州、阜阳、亳州等５
省３０座地级市，国土面积２８．７万平方公里。２０１８
年，中原城市群总常住人口１．６３亿人，ＧＤＰ７．２１万亿
元，分别占全国的１１．７５％和８．０１％。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思路

以中原城市群范围内的３０座地级市为基本单
元，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两个时间截面，其中各市
２０００年数据来自 ＣＳＭＡＲ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２０１８年数据来自各市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通过对常住人口、城镇人口、ＧＤＰ和第二
产业增加值（增加值 ＝总产出 －中间投入，ＧＤＰ为
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等４个关键指标进行定
量分析，探讨中原城市群空间变化趋势。其中，常住

人口指在当地居住半年及以上时间的人口，城镇人口

为居住于城市、集镇的人口，ＧＤＰ与第二产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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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当年统计数据，数据统计时间与口径一致。

研究通过城市层级以区域为单位和各地级市为

基本单元两个视角进行分析。通过指标对比，分析

经济社会活动在各视角范围内的分布情况，探讨中

原城市群内部的层级差异与空间差异；计算各城市

层级和各地级市占城市群的总体比例，通过不同时

间截面的数据变化情况分析经济社会活动在不同城

市层级和各地级市之间的变动情况。

分城市层级研究中，将城市群内所有地级市单

元划分为四个区域：一是城市群中心城市郑州市；二

是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洛阳市；三是核心发展区，包括

平顶山市、漯河市、鹤壁市、商丘市、周口市、济源市、

晋城市和亳州市；四是其他地级市。分城市空间研

究中，将城市群内所有地级市单元划分为郑州大都市

区、核心发展区（不包括郑州大都市区城市）、北部跨

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东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南

部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和西部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

（见表１）。
表１　空间板块区域划分

空间板块 包含地级市

郑州大都市区 郑州市、开封市、新乡市、焦作市、许昌市

核心发展区 洛阳市、平顶山市、漯河市、鹤壁市、商丘市、周口市、济源市、晋城市、亳州市

北部跨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安阳市、濮阳市、长治市、邢台市、邯郸市、聊城市、菏泽市

东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淮北市、蚌埠市、宿州市、阜阳市

南部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 驻马店市、南阳市、信阳市

西部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 三门峡市、运城市

　　二、不同城市层级发展态势分析
（一）城市群分层级经济社会活动分布

城市群各层级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中平均值为同层级区域内总人口（或总 ＧＤＰ）规
模除以同层次城市的数量。从规模体量上看，中心

城市和副中心城市平均规模明显突出，２０１８年城市
群中心城市郑州市常住人口１０１３．６万人，人口突破
千万，其他地级市总量庞大但平均规模相对较小，城

镇人口、ＧＤＰ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分布与常住人口一
致。

表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中原城市群分层级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城市层级
常住人口（万人）

总数 平均

城镇人口（万人）

总数 平均

ＧＤＰ（亿元）
总数 平均

第二产业增加值

总数 平均

２０００年 中心城市 ６２８ ６２８ ３７６ ３７６ ７３８ ７３８ ３０７ ３０７
副中心城市 ６２６ ６２６ １５４ １５４ ４２３ ４２３ ２３１ ２３１
核心发展区 ５２９０ ４４１ ９１１ ７６ ２５３８ ２１２ １１０４ ９２
其他地级市 ９３３０ ５８３ １４８０ ９２ ４０７１ ２５４ １７６４ １１０

２０１８年 中心城市 １０１４ １０１４ ７４４ ７４４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１４３ ４４５１ ４４５１
副中心城市 ６８９ ６８９ ３９７ ３９７ ４６４１ ４６４１ ２０６８ ２０６８
核心发展区 ５２２０ ４３５ ２５８８ ２１６ ２２３１２ １８５９ １１０９６ ９２５
其他地级市 ９３８４ ５８７ ４６７０ ２９２ ３４９８２ ２１８６ １５７２３ ９８３

　　（二）城市群分层级的人口分布变化
常住人口增长情况如表３所示。中原城市群常

住人口从 ２０００年的 １５８７４万人增加至 ２０１８年的
１６３０７万人，年均增速０．１５％，增速较慢，总量增加。

常住人口层次分布呈现明显极化特征：一是中

心城市所占比例明显提升，中心城市郑州市区域占

比从３．９６％增至６．２２％；二是核心发展区和其他地
级市常住人口比例减少，区域占比分别减少１．３１％
和１．２３％；三是副中心城市和其他地级市略有增
减，变化不大。

表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中原城市群分层级常住人口分布变动情况

城市层级
２０００年
常住人口
区域占比

２０１８年
常住人口
区域占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
区域占比
变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常住人口
增速

中心城市 ３．９６％ ６．２２％ ２．２６％ ２．７０％
副中心城市 ３．９４％ ４．２２％ ０．２８％ ０．５３％
核心发展区 ３３．３２％ ３２．０１％ －１．３１％ －０．０７％
其他地级市 ５８．７８％ ５７．５５％ －１．２３％ ０．０３％
总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５％

　　城镇人口增长情况如表 ４所示。城镇人口从
２０００年的２９２０万人增长到２０１８年８３９８万人，平均
增速达到６．０４％，远高于同期全国３．４％的平均水
平，城镇人口集聚的总体势头明显。

表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中原城市群分层级城镇人口分布变动情况

城市层级

２０００年

城镇人口

区域占比

２０１８年

城镇人口

区域占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

区域占比

变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城镇人口

增速

中心城市 １２．８７％ ８．８６％ －４．０１％ ３．８６％
副中心城市 ５．２８％ ４．７２％ －０．５５％ ５．３９％
核心发展区 ３１．１９％ ３０．８１％ －０．３７％ ５．９７％
其他地级市 ５０．６７％ ５５．６１％ ４．９４％ ６．５９％
总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０４％

　　城镇人口层级分布差异明显，与常住人口变化
趋势不同。一是其他地级市层级城镇人口平均增速

最快，区域占比明显提高。该区域常住人口增速仅

为０．０３％，常住人口区域占比在减少，主要是因为
在区域内有大量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二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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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城市郑州市城镇人口变动趋势与其他地级市相

反，中心城市增速慢仅为３．８６％，在四个区域中增
速最慢，区域占比变动减少最多。

（三）城市群分层级的经济分布变化

ＧＤＰ增长情况如表５所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中原
城市群ＧＤＰ年增速达到１３．１７％，远高于同期全国
平均水平，各城市层级年增速均在１２％以上，呈现
高速发展态势。

ＧＤＰ层级分布有所差异：一是经济活动向中心
城市集聚的趋势依然明显，郑州市ＧＤＰ占城市群比
重从９．５％提高至１４．０７％，副中心城市洛阳市则从
５．４４％提高至６．４４％；二是核心发展区和其他地市
ＧＤＰ占比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与常住人口下降趋势
一致。

表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中原城市群分层级ＧＤＰ分布变动情况

城市层级

２０００年

ＧＤＰ区域

占比

２０１８年

ＧＤＰ区域

占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

区域占比变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

ＧＤＰ年增速

中心城市 ９．５０％ １４．０７％ ４．５７％ １５．６７％

副中心城市 ５．４４％ ６．４４％ １．００％ １４．２４％

核心发展区 ３２．６７％ ３０．９６％ －１．７１％ １２．８４％

其他地级市 ５２．３９％ ４８．５３％ －３．８６％ １２．６９％

总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１７％

　　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情况如表 ６所示，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年中原城市群第二产业增加值年增速达
１３．５１％，说明城市群工业化进程加快。

各层级城市第二产业发展差异明显：一是中心

城市郑州市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从９．０２％提高至
１３．３５％，增速最快。二是核心发展区受中心城市辐
射，第二产业增加值区域占比从 ３２．４１％提升至
３３．２９％，增长０．８７％，年增速１３．６８％，第二产业发
展相对较快。三是其他地级市区域占比下降，增速

较慢。

其他地级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区域占比下降主要

原因是城市发展结构调整，如南部高效生态经济示

范区南阳市城市发展调整，第二产业增加值区域占

比下降２．４４％。
表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中原城市群分层级工业总产值分布变动情况

城市层级

２０００年第

二产业增加

值区域占比

２０１８年第

二产业增加

值区域占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

区域占比

变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

第二产业增加

值年增速

中心城市 ９．０２％ １３．３５％ ４．３３％ １６．０１％
副中心城市 ６．７８％ ６．２０％ －０．５７％ １２．９５％
核心发展区 ３２．４１％ ３３．２９％ ０．８７％ １３．６８％
其他地级市 ５１．８０％ ４７．１６％ －４．６３％ １２．９２％
总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５１％

　　中原城市群经济社会活动空间分布情况如表７
所示，可以看出中心城市郑州市单体规模最大。从

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８年，人口、经济在各个层级城市的分
布情况有所变化。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的常住人

口与ＧＤＰ总量呈现明显的集聚趋势，但中心城市郑
州市的城镇人口增速变缓，副中心城市洛阳市城镇

人口增速更快；核心发展区和其他地级市常住人口

区域占比不断减少，ＧＤＰ比重也不断下降，但城镇
人口比重高速增长，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也在１２％
以上，主要是因为城市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人口就

近就地城镇化。

三、空间视角下城市群发展态势分析

（一）城市群经济社会活动空间布局

中原城市群空间布局以各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

进行经济社会活动分析，发展情况如表７所示。从
城市群总体分布来看，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８年常住人
口总量变化不大，而城镇人口、ＧＤＰ和第二产业增
加值在此期间增长明显，整体空间上呈现明显的提

升态势。

各区域中，郑州大都市区作为中原城市群的经

济增长中心，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基础相对较好，从

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８年发展势头最好，２０１８年人均 ＧＤＰ
遥遥领先；核心发展区经济发展仅次于郑州大都市

区，空间上紧邻郑州大都市区，受其辐射带动；东部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人均ＧＤＰ最低；西部转型创新
发展示范区人口最少，经济体量最小。

表７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中原城市群经济社会活动空间分布情况

常住人口（万人）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
城镇人口（万人）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
ＧＤＰ（亿元）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
人均ＧＤＰ（元）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

郑州大都市区 ２４０６ ２８５２ ７４４ １７２３ １７５９ １９８７４ １３０２ ９４１６ ７３１０ ６９６７７
核心发展区 ４１３７ ４０７０ ６９６ ２００５ １９３４ １７２２２ １９１８ ８１９９ ４６７４ ４２３０９

东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１９９０ １９５３ ３１２ ９３９ ６３７ ６０９０ ５０３ ２６４０ ３２０２ ３１１７４
西部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 ６９９ ７６３ １３３ ３９７ ３４０ ３０３８ ２２７ １３９８ ４８７０ ３９７９９
南部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 ２５５６ ２２６８ ３４３ １０４４ １０６１ ８３２５ １２９４ ３２９８ ４１５０ ３６７０９
北部跨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４０８５ ４４００ ６９２ ２２９０ ２０３２ １７５３０ ２１９０ ８３８６ ４９７５ ３９８４４

总计 １５８７４ １６３０７ ２９２０ ８３９８ ７７６４ ７２０７８ ７４３２ ３３３３８ ４８９１ ４４２０１

　　（二）城市群人口空间布局变化
常住人口布局有所变化（见表８）。郑州大都市

区常住人口明显提高，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８年区域占
比增加２．１％，年均增速０．９％，年均增速最高，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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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除北部跨区域协同发展

示范区和西部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区域占比略有提

升外其他区域常住人口区域占比呈下降趋势。

城镇人口增长布局与常住人口变化不同。郑州

大都市区中的郑州市城镇总人口最多，７４４万，其次
为北部跨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中的邯郸市，城镇人

口５２６万；从区域上看，郑州大都市区区域占比降
低，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８年城镇人口区域占比变动减
少４．９７％，北部跨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区域占比增
长明显，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８年城镇人口区域占比变
动增加３．５８％，其他区域变化较小。

表８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中原城市群分区域常住人口、城镇人口变动情况

２０１８年常住人口

区域占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

区域占比变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

常住人口增速

２０１８年城镇人口

区域占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城镇

人口区域占比变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

城镇人口增速

郑州大都市区 １７．４９％ ２．３３％ ０．９５％ ２０．５２％ －４．９７％ ４．７７％
核心发展区 ２４．９６％ －１．１０％ －０．０９％ ２３．８７％ ０．０３％ ６．０５％

东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１１．９８％ －０．５６％ －０．１０％ １１．１８％ ０．５０％ ６．３１％
西部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 ４．６８％ ０．２８％ ０．４９％ ４．７３％ ０．１７％ ６．２６％
南部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 １３．９１％ －２．２０％ －０．６６％ １２．４３％ ０．６９％ ６．３８％
北部跨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２６．９８％ １．２５％ ０．４１％ ２７．２７％ ３．５８％ ６．８８％

总计 ０．１５％ ６．０４％

　　（三）城市群经济发展格局空间变化
ＧＤＰ格局呈现极化趋势（见表９）。郑州大都市

区ＧＤＰ区域占比最高，区域占比２７．５７％和年均增
速４．９２％，在中原城市群中增幅最高；除东部区域
ＧＤＰ区域占比增长 ０．２４％略有提升外，其他区域
ＧＤＰ区域占比均在下降，可见中原城市群中郑州大
都市区一家独大的现象；第二产业增加值变化与

ＧＤＰ变化有相似之处，如郑州大都市区区域占比变
动依旧最高，占比２８．２４％，区域占比增长１０．７２％，
东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西部转型创新发展示范

区区域占比变高，分别增长１．１６％和１．１４％，其他
区域占比均在下降；从年均速度看，郑州大都市区年

均增速最高，年均增速达１１．６２％，西部转型创新发
展示范区次之，年均增速１０．６４％。

表９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中原城市群分区域ＧＤＰ、第二产业增加值变化情况

２０１８年ＧＤＰ

区域占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

区域占比变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

ＧＤＰ年增速

２０１８年第二产业

增加值区域占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第二产业

增加值区域占比变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第二

产业增加值年增速

郑州大都市区 ２７．５７％ ４．９２％ １４．４２％ ２８．２４％ １０．７２％ １１．６２％
核心发展区 ２３．８９％ －１．０２％ １２．９２％ ２４．５９％ －１．２１％ ８．４１％

东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８．４５％ ０．２４％ １３．３６％ ７．９２％ １．１６％ ９．６５％
西部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 ４．２１％ －０．１７％ １２．９３％ ４．１９％ １．１４％ １０．６４％
南部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 １１．５５％ －２．１１％ １２．１３％ ９．８９％ －７．５１％ ５．３４％
北部跨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２４．３２％ －１．８６％ １２．７２％ ２５．１６％ －４．３０％ ７．７５％

总计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１８％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７０％

　　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８年，中原城市群不同社会经
济指标在空间发展上态势呈现不同特征：常住人口

逐渐向高等级城市集中，欠发达区域的城镇人口增

长加快，空间区域均衡化；ＧＤＰ和第二产业增加值
呈现极化，郑州大都市区区域占比变动最高，东部产

业承接转移区和西部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效果出

现，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较快，区域占比提高。

四、结论与展望

（一）主要结论

通过对中原城市群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８年的截面数
据分析，从城市层级和空间区域两个视角出发，分析

了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８年中原城市群常住人口、城镇人
口、ＧＤＰ和第二产业增加值４个方面的发展变化，
并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１）中原城市群中心城市郑州市单体体量突

出，郑州市中心城市地位凸显，其中常住人口、ＧＤＰ
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等指标的区域占比在持续上升，

城镇人口区域占比下降。

（２）其他地级市常住人口区域占比减少，城镇
人口区域占比增速最高。该城市层级包含了广大乡

村，经济水平基数较高等级城市差，人口流出数量

多，因此常住人口和 ＧＤＰ区域比重呈现下降趋势，
但得益于外出务工人员经济带动影响，就近就地城

镇化得到快速发展，反而实现了高速度的城镇人口

增长。

（３）城市群空间布局上呈现郑州大都市区增长
极，受工业外溢影响，东部工业发展迅猛，城镇人口

与ＧＤＰ得到快速提升；原本发展基础较弱的区域常
住人口在持续减少，但城镇化与工业化方面都得到

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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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展望

本研究分析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中原城市群经济社
会分布与变化情况，分析了城市群空间发展的总体

态势。为了更好地把握城市群发展趋势与规律，未

来还需在以下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一是通过城市群

经济社会动力梳理，对城市群空间发展历程与形成

机制进行系统解读；二是辨析新发展背景下，生态

环境、人口流动、经济动力转换、政策变化对城市群

空间发展带来的影响；三是对城市群未来发展趋势

与潜在的问题进行判断，从而提出有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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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认定及其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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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７－０８
作者简介：鞠真（１９９５—），男，江苏泰州人，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技法治。

摘　要：人工智能是科技发展的前沿成果，具有类似人类的创作能力。创作是著作权制度的核
心。具有类似人类智慧的计算机参与“创作”给著作权制度带来冲击。作品性质与权利归属是著作

权的基础内容。人工智能生成物在外观上与自然人创作成果基本一致，但纯粹的人工智能“创作”

过程无法赋予其“智力成果”属性。为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所蕴含的价值，同时维护著作权法的稳

定性，可以依据人工智能生成物中自然人的智力贡献认定其具有“智力成果”属性，从而赋予其作品

身份。在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归属制度构建中，将权利归属于使用者更为合理。当然，赋予人工

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属性有利于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蕴含的价值，但也带来了侵犯隐私、“数据圈地”

等新治理问题。只有构建数据权利保护规范，提高人工智能生成物价值判断标准，完善人工智能侵

权规则，才能在授予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的同时，保护社会其他主体合法权利，促进人工智能产业

健康发展。

关键词：人工智能；著作权；智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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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工智能生成物的问题提出
英国逻辑学家图灵最早提出人工智能的构思。

他在１９５０年发表的《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中提出
“机器能否思考”的问题，并对人工智能展开论述，

被称为人工智能研究先驱。１９５６年达特茅斯会议
首次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用以指代具有类似人

类智慧的机器。其后，人工智能受到广泛关注，诸多

学者开始探讨人工智能的应用与风险。同时，自版

权制度诞生以来，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伴

随着版权产业的深刻变革，版权制度也随之调

整。［１］当前，人工智能对著作权制度的冲击已经成

为现实。新闻传播领域，人工智能基于提前预设的

文字模板可以直接生成新闻稿件；文学创作领域，日

本公立函馆未来大学创造的人工智能成功“创作”

小说《电脑写小说的一天》，微软公司发明的“小

冰”，出版了《小冰诗集》。人工智能生成物与自然

人创造的作品之间的差别越来越不明显。自然人创

作是当前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人工智能生成物难

以成为“作品”。但是，人工智能生成物又具有一定

的商业价值，如果放任对人工智能成果的自由使用，

容易造成市场失序，也不利于智慧成果的发展。故

而，人工智能生成物能否成为作品？又应当归属于

谁？

二、人工智能生成物与作品

对于非自然人成果能否成为作品的讨论，在人

工智能生成物出现前就存在。很多非自然人成果，

如猴子自拍，海豚绘画等能否成为作品，引发知识产

权学界大量讨论，但动物“创作”、自然力“创作”的

成果具有偶然性，影响范围较小。人工智能生成物

的出现引起学界激烈讨论。一方面，人工智能具有

类似人类智慧，故而人工智能生成物与自然人创作

作品存在某些一致性。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生成结

果更为迅速，所带来的影响力更大。原本作为著作

权客体的计算机软件，正在迅速从协助创作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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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独立内容来源。［２］在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与北

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保

护纠纷中，法院认为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

机软件智能生成的此类“作品”在内容、形态，甚至

表达方式上日趋接近自然人，但是自然人创作完成

仍是著作权法上作品的必要条件，作品应当由自然

人创作完成，所以人工智能生成物不具有“作品”属

性。法院依据创作主体非自然人认定人工智能生成

物并非作品。那么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作品属

性？

（一）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形成

首先是人工智能的形成。形成人工智能是人工

智能“创作”的前提。人工智能的形成主要有两个

部分，一部分是设定人工智能基础算法。设定算法

是人工智能运行的基础内容。在算法设定环节中，

设计者必然要选取某些创作要素从而限定人工智能

最终的输出结果。算法设定环节中的要素选取会对

人工智能最终生成物产生影响。最直观的表现就是

通过算法设定，以生成诗歌为目的的人工智能不会

生成小说。另一部分是深度学习。算法只是赋予了

人工智能最基本的逻辑框架。人工智能必须通过对

人类行为的学习、模仿才能具有类似人类的智慧。

例如微软公司的“小冰”，在生成能够与人类创作基

本一致的诗词前，需要大量学习既有的诗词。“小

冰”在学习中要分析诗词行文方式，提取其中的行

文规律，选取最为适宜的创作方式。深度学习是人

工智能具有类似人类智慧的重要基础。在算法设定

和深度学习双重影响下，人工智能逐渐可以模仿人

的行为。人工智能的算法设定与深度学习环节都会

对最终的输出结果产生影响，但是并不会直接决定

最后的输出结果。

其次是创作内容的输入。当前的人工智能与自

然人存在的最大的差异就是自主性。自然人具有独

立意志，在日常生活中会形成特定的创作意图。但

是人工智能依旧是机器，尚不具备主观思想，不会像

自然人一样自主形成创作意图。在自然人对人工智

能设定相应的创作要求后，人工智能才会开始形成

相应的内容。创作意图的输入是人工智能生成物形

成的重要环节，对人工智能的最终生成物具有直接

影响。

然后是人工智能内部计算。在自然人输入相应

内容后，人工智能会基于设定的算法，结合深度学习

结果，分析输入内容。在分析输入的内容后，人工智

能便会基于分析结果进行“创作”。在此过程中，输

入内容、基础算法和深度学习结果都会发挥相应作

用。人工智能内部计算环节独立于自然人控制，是

人工智能“创作”过程的黑箱。

最后是结果输出。结果输出是人工智能“创

作”的最终环节。如果人工智能输出多个结果，自

然人可以结合自身意愿挑选输出结果。自然人还可

以依据自己的需求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修改。自

然人挑选过程没有为人工智能生成物添加新的价

值，但经过自然人修改的人工智能生成物就包含有

明显的自然人成果，不属于纯粹的人工智能生成物。

梳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形成环节可以发现，对

人工智能输出结果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三种因素，一

是人工智能基础算法的设定，二是人工智能深度学

习的数据构成，三是自然人在人工智能“创作”中输

入的内容。人工智能的内部计算与结果输出环节都

是之前环节的延续，并没有添加新的影响因素。

（二）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属性

作品是指在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具有独创

性，并能够以某种形式固定的智力表达。著作权法

上的作品包含双重属性，一是外部属性，一是内在属

性。可以直接从作品本身判断的属性是外部属性，

必须依据作品背后的内容确认的属性是内在属性。

独创性、固定性是作品的外部属性，智力成果属性是

其内在属性。

１．作品的外在属性
作品独创性要求作品是独立创作完成的，并具

有一定创造性。首先，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属于独

立创作完成？独立创作完成的意义在于与现有成果

存在明显区别，不属于复制他人作品。人工智能是

在学习模仿现有作品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内容。有学

者将此称为对既有数据的汇编。人工智能生成物虽

然基于既有数据，是对已有作品的模仿，但是人工智

能生成物的表达方式不会与既有作品完全相同，人

工智能生成的是新内容。当然，如果某些人工智能

产品生成的内容与既有内容存在高度相似性，不存

在独立价值，则不具有作品属性。

其次是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创造性判断。创造性

是强调作品所蕴含的特定价值。一方面，对自然人

创作的方式、技巧进行学习模仿是人工智能生成物

形成的基础。通过算法设定和深度学习，人工智能

具有相应创造逻辑与技术。另一方面，当前人工智

能生成物与自然人作品已经难以区分。由此可以认

定，至少在外观上，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最低标准的

创造属性。当然，如果某些人工智能生成物并不具

有特定价值，则无法达到最低标准的创作属性，也就

不能称之为作品。将大量垃圾作品作为知识保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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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人类知识的发展。

最后是作品的固定性。作品的固定性要求作品

能够以某种方式呈现并保存，而不是仅仅存在于人

的思想活动中。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形成要经过最终

输出环节。人工智能输出最终结果后其生产物就会

具有相应的载体。所以，人工智能生成物也具有固

定性。

２．作品的内在属性
当前，关于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属于智力成果，

是认定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符合作品属性最具争议

的内容。虽然人工智能具有类似人类智慧，但是人

工智能并不是真正的自然人。人工智能与自然人的

差别不仅仅是身份差别，更是智慧能力的差别。当

前人工智能尚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人的独立思

考能力。人工智能对人类思维能力的模仿，仅仅及

于人类思维表面，难以深入人的潜意识之中。人工

智能学习必须依靠程序，从人类行为中提炼出规则。

但人的行为并不会局限在规则之上，规则并不是人

类行为的全部。作品创作正是如此。人类创作过程

包含着特定思想、情感等自然人特有的智慧的生成

与表达。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只是通过创作技巧

计算出来的，缺乏自然人创作过程中的情感、思想等

因素表达。人工智能所具有的情感是刻意模仿的结

果，不是人工智能的真实感受，人工智能也难以明白

自然人在特定情绪下的感受。所以，人工智能生成

物仅就人工智能本身“创作”而言，并不能称之为智

力成果。也许在未来发展中，人工智能会产生真正

的智慧，能够独立思考，但在当前，人工智能只是模

仿人类的机器，是规则应用的集合。所以，王迁教授

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应用算法、规则和程序的结

果，与创作存在本质区别。［３］当然，有学者提出通过

算法设定，人工智能计算过程可以是随机的，输出的

结果就是随机的，并不是机械的结果。但是随机选

择只是概率事件的发生，并不是智力创作的结果。

当前人工智能尚不具备真正的人类智慧，人工智能

生成相关内容只是计算而非创作。［４］然而，无法认

定人工智能生成物属于智力成果，人工智能生成物

就无法得到著作权法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在外观

上与自然人创作作品并无明显差异，具有市场价值，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运用越来越广泛的发展趋势下，

人工智能生成物价值会越来越大。从维护社会秩序

和投资人经济利益角度出发，人工智能生成物必然

要受到相应制度保护。如果在形式上最为接近的著

作权法无法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那么势必要建立

新的法律制度。在人工智能刚刚开始发展阶段就突

破现有法律框架风险较大。如果总是基于技术及效

应的充分显现而创建新的社会规范，那么最终将导

致法律对技术“匡正”的失效和无力。［５］针对社会发

展中产生的新事物，应对的最好方法是对现有法律

资源进行深入的挖掘和优化整合，充分利用现有法

律和法理的合理部分加以解决。［６］著作权法依然是

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最佳途径。我们必然要重新

审视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属于智力成果。

诚然，当前人工智能尚不具有真正意义上自然

人的智慧能力，但是依然可以从人工智能生成物中

发掘出属于智力成果的要素。英国为了保护与计算

机相关的成果，将计算机生成的作品规定为“在没

有作者的情况下，由计算机生成的作品”。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认为，该规定建立于计算机可以不借助

任何人类贡献实现创作的假设之上，但是否真正存

在可以不借助任何人类贡献实现创作的计算机是存

疑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质疑中提出了自然人在

人工智能“创作”过程中的存在。人工智能是一个

复合词，在英文中表述为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其中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表示智能，而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表示人造的，人为
的。人工智能是人创造的智能，对人工智能的探讨

不能离开人。自然人的存在是当前制度下认定人工

智能生成物智力成果属性的重要基础。人工智能生

成物中自然人的智慧贡献可以视为智力成果。人工

智能生成物中，存在三项智力成果来源。首先是算

法设定者的智力贡献。人工智能算法设定者，在设

定算法时必然要考量到最终生成物的可能样态，并

在特定因素上作出选择。其次是数据提供者的智力

贡献。没有数据提供者在创作原始数据过程中的智

力贡献，人工智能就无法学习规则，输出内容也就无

法保证。最后是人工智能使用者的智力成果。人工

智能使用者在对人工智能输入内容时，会输出具有

特定创作目的的内容，或者选取具有特定意义的条

件。该输入内容构成特定创作目的。当然，有学者

提出将人工智能设计者和学习数据提供者的智力成

果计算在内会造成重复权利。但是，此处探究的是

人工智能生成物中是否具有智力成果属性，是否存

在人的智慧思维贡献。至于人的智慧贡献主体、贡

献方式则属于权利归属探究的问题。所以，人工智

能生成物具有智力成果属性，可以构成著作权法中

规定的作品。借助于人工智能生成物中自然人的智

慧贡献既保护了人工智能生成物所蕴含的价值，又

维护了现有法律体系的稳定性。

三、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归属

存在权利，必然存在权利的所有者。在确定人

·８４·



工智能生成物属于作品，可以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后，

必然要探寻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归属。关于人工

智能生成物归属制度的探讨，学界主要分为人工智

能法律主体说和提供必要安排主体权利说两种观

点。

（一）授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说是学界讨论最为激烈的学

说。关于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讨论，不仅涉及

法律制度，更加涉及人类伦理、价值、认同等深层影

响因素，对法律主体制度具有极大冲击力。人工智

能法律主体说认为，可以借鉴法人制度，赋予人工智

能法律主体地位。［７］当然，人工智能在“创作”过程

中的特定贡献也是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说的重要依

据。人工智能“创作”主要依赖于内部计算过程，自

然人参与程度减少。［８］人工智能不再是仅仅具有辅

助作用的传统创造工具，而是具有相对独立生成能

力的智慧机器。在著作权法中，对出现争议的权利

归属主要采用按贡献程度判断的标准。在人工智能

“创作”中，虽然存在自然人参与，但是人工智能对

最终成果贡献度最为显著。直接将人工智能作为拟

制法律主体，可以避免著作权法对作者身份的限制。

与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说相关的还有职务作品说，即

将人工智能视为“雇员”，依据职务作品规则确定人

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归属。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说和

职务作品说将人工智能作为独立的“创作”主体，具

有独立创作能力。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说不仅仅突破现有法律框

架，更在深层意义上突破人类基本制度。首先，人工

智能法律主体说类比法人制度不合理。法人虽然作

为拟制主体，具有独立地位，但是法人行为依靠自然

人作出，法人并没有脱离自然人存在。人工智能在

运作过程中，存在计算黑箱，自然人无法得知人工智

能计算过程。人工智能存在独立于自然人的“创

作”过程。所以，将人工智能拟制为法律主体与法

人制度存在差异，并不能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说提

供理论支持。其次，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也

与激励理论相悖。激励理性人创作动力，推动人类

知识体系发展是设立著作权法的基本思想。人工智

能并不具有与自然人完全相同的智慧能力，不会因

其成果受到著作权保护而产生“创作”动力。人工

智能生成物的产出既不需要经济激励，也不需要人

类作者所需要的精神激励。［９］保护人工智能生成

物，承认其作品属性，依然是对人工智能背后的设计

者、使用者的激励。由人工智能享有著作权缺乏实

践意义，并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同时，在法律制

度中，法律主体与客体身份固定。人才是法律主体。

将本作为法律客体的机器上升至法律主体，降低了

人在法律主体制度中的独特意义。权利主体与权利

客体不仅相对应，而且彼此之间的法律地位不得转

换，所以权利主体不能是权利客体，权利客体也永远

无法成为权利主体，只可能是法定支配权的对

象。［１０］最后，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说与现有人类伦理

体系存在冲突。人类主体地位建立于人的独立人

格、自由意志之上。［１１］人工智能并不具备此类基本

特性。人工智能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特性，

不能获得自然人的认同。

当前人工智能尚未生成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智

慧，探究人工智能的主体地位为时尚早。人工智能

并没有产生独立思考能力，不具有与自然人等同身

份的价值。并且，人类的主体地位是在历史演进中

通过人类发展积淀而成的。即使人工智能逐渐发展

出真正的独立意志，也不会直接获得主体地位。人

工智能获取独立的主体地位应当由人工智能自己争

取。所以，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说所主张的将人工智

能拟制为法律主体尚不具备现实价值。

（二）授予使用者权利的合理性

提供必要安排主体权利说是指，将为人工智能

生成物提供必要贡献的自然人作为权利主体，主要

分为集体权利、设计者权利、使用者权利三种。例

如，英国版权法就将为计算机生成作品提供必要安

排的人视为作者。

集体权利是指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授予

所有参与的自然人，主要包括人工智能设计者、人工

智能学习数据提供者以及人工智能使用者。人工智

能最终生成物来源于所有参与者的意志。人工智能

设计者、深度学习数据提供者、使用者都向人工智能

传递了特定的价值观点。所有参与者的意志构成整

体创作意志。集体权利是将所有对人工智能生成物

作出贡献的自然人作为一个整体，共同享有著作权。

设计者权利是指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授予人

工智能设计者。人工智能设计者在算法设定中，会

对最终生成物作出一定的安排，选取特定的限制因

素，作出某些预先设定。所以，人工智能设计者不仅

仅是对人工智能本身的创作，更是对人工智能最终

生成物具有直接影响。使用者权利是指将著作权授

予人工智能使用者。人工智能使用者是产生最终生

成物的直接贡献者。使用者选取的关键词是人工智

能生成相关内容的基础。人工智能使用者在对特定

关键词选取时，可以视为对最终输出物的创作过程。

提供必要安排主体权利说考量了人工智能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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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过程中自然人的贡献，基于此而授予其权利。

但是多主体的参与使得具体权利归属并不清晰，且

有的主体存在双重权利。首先，人工智能设计者享

有重复权利。人工智能设计者在算法设定环节对特

定因素的选取会对人工智能生成结果产生直接影

响，但是人工智能设计者对最终生成物并不具有直

接创作意图。人工智能设计者创作意图存在于人工

智能本身。同时，人工智能设计者已经基于计算机

软件版权等规定获得权利，能够形成较好的保护，在

不存在新的贡献基础上再次授予权利并不适宜。所

以，对人工智能设计者赋予著作权并不合理。其次，

人工智能学习数据提供者享有数据权较为合理。与

人工智能设计者相似，人工智能学习数据提供者并

不对特定的最终生成物存在直接创作意图。并且，

基于其权益内容，人工智能学习数据提供者通过隐

私、商业秘密、数据权利等制度保护更为合理。最

后，人工智能使用者享有权利相对合理。人工智能

使用者对人工智能最终生成物具有直接的创作意

图，并且直接影响生成物的具体特征。所以，人工智

能使用者应当享有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

四、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规制

（一）构建数据保护制度

数据的价值在人工智能时代逐渐凸显。分析处

理数据是人工智能“创作”的基础。当前我国并没

有具体规定数据权利的法律规范，只有符合隐私权

的数据受到法律保护，缺乏数据权利保护规则。例

如，人工智能学习数据提供者，因缺乏直接创作意

图，无法成为著作权主体。完善数据保护规则是保

护深度学习数据提供者的重要方式，也是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的合理内容。在未来发展中，要完善数据

权利构建，确定数据权利主体，制定数据交易流通的

规定，制止随意窃取数据的行为。强化对数据权利

的保护，也有益于激发数据价值，形成新的产业领

域。

（二）提高人工智能生成物价值判断标准

人工智能“创作”效力远远高于自然人。利用

人工智能迅速创造的版权形成“数据圈地”成为人

工智能时代的新问题。若专业化的人类职业创作者

因高效率的人工智能的竞争而退出市场，我们的社

会将会失去一些真正高贵且具有人类品性的深刻作

品。［１２］为平衡社会公共利益和权利主体个人利益，

必然要对人工智能生成物予以限制，以避免人工智

能“作品”肆意破坏市场秩序。作品的创造属性是

限制人工智能生成物的重要方式。对人工智能生成

物著作权的认定，必须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价值进

行考量，避免大量不具有创作价值的“知识垃圾”蔓

延。当然，对人工智能生成物价值的判断是一项平

衡措施，故而也不能对其提出过高的要求，只要其具

有特定的创作价值就可以作为作品予以认定。

（三）制定人工智能侵权责任承担规范

人工智能作品侵权是人工智能“创作”中极易

发生的情况。人工智能“创作”是对现有数据的学

习、模仿。一方面，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中对现有数据

的直接使用可能会侵犯数据生成者的权利。另一方

面，人工智能“创作”过程中可能存在对既有作品的

抄袭、复制等情况，侵犯他人著作权。人工智能并不

具有主体资格，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人工智能的

设计者、使用者将是责任主体。关于人工智能侵权

责任制度的构建，可以参照侵权责任法中的过错原

则。人工智能设计者、使用者依据各自过错情况分

配责任大小，以保护他人权利。

五、结语

人工智能作为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虽然只是

人类能力的模仿者，但其作为机器的特性使其具有

很多超越自然人的优势，成为新一轮产业发展进步

的重要动力。人工智能以模仿人的智慧为核心，而

人的智慧成果是著作权制度的重要基础。就其外观

而言，人工智能生成物已经与自然人创作成果近乎

一致，成为当前著作权法实践的新问题。人工智能

生成物，在“独创性”“固定性”等外观上可以满足作

品属性，但是在内在的“智力成果”要求上，纯粹的

人工智能“创造”过程难以认定存在“智力成果”属

性。为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同时维护著作权法稳

定性，可以借助于人工智能创作中自然人的智力贡

献，将人工智能生成物认定为智力成果，从而赋予人

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在著作权归属上，授予人工

智能法律主体地位还为时尚早。人工智能生成物著

作权归属于人工智能使用者更为合理。当然，人工

智能作为新的技术也带来相应风险，只有构建数据

权利保护制度，提高人工智能生成物价值判断标准，

完善人工智能侵权风险责任承担规则，才能有效防

范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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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带一路”是创新之路，其发展依赖于创新的推动，而创新的发展与知识产权密不可
分，知识产权应是“一带一路”创新的核心要义。文化创新、品牌创新、技术创新作为“一带一路”创

新的主要内容与重要支撑，离不开版权、商标、专利发展的合力。应在“一带一路”创新发展战略的

指引下，形成以培育精品化版权为重点，倡导“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以构筑版权管理体系为核心

的版权战略，助推“一带一路”文化创新；形成以培育高知名品牌为重点，促进商标使用，以构建商标

发展体系为核心的商标战略，助推“一带一路”品牌创新；形成以培育高价值专利为重点，以规避专

利价值外溢风险为关键，以搭建专利布局体系为核心的专利战略，助推“一带一路”技术创新。

关键词：“一带一路”；创新；版权；商标；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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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在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背景下，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

经济形势而提出的重大倡议，是当前国家发展的重

要战略。“一带一路”是创新之路［１］，其发展依赖于

创新的推动，而创新的发展与知识产权密不可分。

完整的知识产权发展战略，对改善“一带一路”知识

产权法治营商环境［２］，推动“一带一路”文化、品牌、

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知识产权应是“一带一路”创新的核心要义

“一带一路”是创新之路，或者说“一带一路”就

是最大的创新。创新作为“一带一路”发展的源生

动力，同时也是“一带一路”发展的战略命题。文化

创新、品牌创新、技术创新是“一带一路”创新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中，文化的创新离不开版权的推动，

品牌的创新需要重视商标的保护和培育，技术的创

新重点在于专利的驱动。可以说，要实现“一带一

路”创新这一伟大发展战略，需要知识产权的高度

参与（如图１所示）。
知识产权的发展，是创新力的来源与基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创新智力成果的形成与发展

离不开版权的推动，合理的商标战略是沿线国家借

助“一带一路”这一历史机遇创造并发展品牌的关

键，专利驱动为“一带一路”倡议工作的推进提供源

源不绝的再生动力。知识产权应是“一带一路”创

新的核心要义，形成完整的知识产权战略，既是驱动

“一带一路”创新的内在要求，又是推动“一带一路”

发展的外在动力。

图１　“一带一路”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结构关系图

二、版权战略助推“一带一路”文化创新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差异显

著［５］。如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创造出符合“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需要的版权作品，并实现版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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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继而成功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的

创新、融合、发展，应是版权战略需解决的核心难题。

（一）重点是培育精品化版权

精品化版权应是指具有较高智力创造高度的外

在表达，其区别于一般作品的核心在于作品版权价

值的衡量。作品应是具有“独创性”的外在表达［４］，

这种外在表达必须具备一定的价值才有可能构成版

权资产［５］。但并非所有具备价值的外在表达都应

纳入受企业管理与运营的版权资产的范畴，唯有这

种外在表达的价值达到一定高度，才有管理与运营

的需要。因此，需要对外在表达所形成作品的价值

作出合理的评价，而作品的价值一般又受作品的

“独创性”程度、作品的权利稳定状态等因素的影

响。［６］因此，正确衡量作品版权价值，尽量培育出

“独创性”程度高、权利状态稳定的作品，是走精品

化版权道路的关键。

“一带一路”是文化之路，文化的碰撞、交流、融

合为精品化版权作品的形成提供了地缘优势［７］。

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更容易催生出高价值的版权

作品。对“一带一路”企业而言，既要以更为开放的

姿态，融合多元文化元素，创作出更高智力创造的版

权作品，又要防范风险，区别意识形态、价值形态，形

成差异化共生创造机制；既要对自己创作的版权作

品进行“适时性”“适当性”的“独创性”审查，又要

根据作品的性质、内容形成企业特有的版权价值评

价体系；既要重视“走出去”，实施积极的授权许可

战略，许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作品，又要重

视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秀作品通过许可、转

让等方式“引进来”，从而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文化创新、文化发展、文化繁荣的战略目标。

（二）关键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意识形态、价值形态以及历史文化的显著差异，

给我国海外企业开展版权创造、保护、管理与运用工

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对于主要依托版权价值获益

的我国海外企业而言，应始终坚持在“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的基础上形成版权发展战略。

“因地制宜”强调企业要重视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历史文化的调查，要尊重当地的意识形态、价

值形态、文化差异，将版权作品中与当地意识形态、

价值形态、文化差异剧烈冲突的部分及时剔除出去，

同时在版权作品中融入当地文化元素，如此既通过

文化的“差异性”提高了作品的独创性程度，又通过

文化的“融合”使作品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接

受。“因时制宜”强调企业应根据时势的变化，比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流行文化的转变、宗教文化的

变化等，及时调整版权作品内容，“适时性”融合区

域文化元素，转变版权发展战略，提升作品版权价

值［８］。“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发展版权作品，既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宣扬了中国的版权文化，又

将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进行了有益的融合，不仅符

合文化融合、发展的主旋律，也符合“一带一路”发

展的初衷。

（三）核心是构筑版权管理体系

构筑完整的版权管理体系是“一带一路”文化

创新进程下我国海外企业版权战略布局的核心。完

整的版权管理体系应由版权创造体系、版权保护体

系以及版权运用体系组成。

就版权创造体系而言，应重视构建“一带一路”

版权作品创造激励机制及“一带一路”版权作品状

态数据库，一方面鼓励作品的创作，尤其是精品化版

权作品的创作，对于智力创造程度较高的作品，应以

自身需要为前提，及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好

版权登记工作，尽管版权登记并非代表登记人即为

版权作品的权利人，但版权登记在版权转让、版权诉

讼环节均具有很强的证明效力；另一方面注重对重

点作品实时监测，重点作品包括高价值的版权作品、

易被侵权的版权作品等。就版权保护体系而言，应

努力形成立体化的版权侵权救济体系，对版权侵权

来说，因适用法律规则的不同［９］，在我国受合法保

护的作品可能构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品的

侵权，要做好相应的版权法律查明工作，在决定作品

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时，要做好重点调查，对

疑似构成“实质性”近似的作品要重点确认，在“实

质性”近似的判断上，应采取较国内法院更为宽松

的判定方法，同时，形成版权侵权预警机制，构建版

权侵权数据库［１０］，尽量避开侵权的“雷区”；对版权

维权来说，应根据当地的法律规则以及司法实践状

况，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地的法律机构合

作，联合制定出符合当地实际的版权维权方略。就

版权运用体系而言，应重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下

“合作、共赢”背景，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机

构和企业，构建“一带一路”版权交易平台，合力共

筑良好的版权营商环境；与此同时，以更为包容的姿

态授权传播版权作品，允许“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根

据自身的特殊需要在不违背作品权利人根本意志的

情况下对作品进行适当改编和利用。

三、商标战略助推“一带一路”品牌创新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海外企业创造、发展自

有品牌，扩大品牌知名度的重大机遇。与发达国家

相比，我国企业自有品牌发展时间较短，品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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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竞争力不强，一方面是受发展中国家的局限，生

产力发展相对落后；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企业“走

出去”不多，品牌辐射面太窄。要抓住“一带一路”

这一重大发展机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开

展品牌发展布局，打造品牌文化战略高地，努力在全

世界国家形成“中国品牌”。

（一）重点是培育高知名品牌

高知名品牌应是指持续使用时间较长、市场声

誉较高、宣传区域较广且为公众所熟知的商业标

识［１１］。从法律层面而言，品牌是建立在完整的商标

体系之上的，品牌价值一定程度上需要通过商标价

值加以展现，两者密不可分。商标是品牌的重要载

体，是品牌经济的关键支撑，高知名品牌培育离不开

商标的支撑。

中国海外企业应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

成高知名品牌作为商标布局的重点，一方面是因为

与普通商标相比，高知名品牌本身凝结了较高的商

誉与价值，其品牌辐射面更宽、品牌竞争力更强、品

牌影响力更深，高知名品牌的形成本身就代表了企

业于行业中的竞争优势，培育高知名品牌就是培育

企业品牌竞争力；另一方面，与中国经济发展相比，

“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相对

滞后［１２］，品牌意识不强，中国企业应努力抓住这一

机遇，积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防商标品牌战

略，争取在经济发展较缓慢的国家率先形成品牌效

应，继而逐步扩大品牌影响力，将中国品牌从“一带

一路”沿线辐射到全世界，实现“中国产品向中国品

牌转变”这一伟大任务。

（二）关键是注重对商标的使用

商标的生命在于使用［１３］，使用是商标活的灵

魂，商标的价值是通过对商标进行使用而实现的。

注重对商标的使用是实现“一带一路”品牌创新的

关键，如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商标使用活

动，扩展商标使用方式，拓宽商标使用范围，应是我

国海外企业制定商标品牌战略的重点。就开展商标

使用活动而言，我国海外企业应在查明“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商标法律条文基础上，根据自身实际需要，

确定开展商标使用活动的具体国家或地区，并结合

当地营商环境拟定具体的使用策略；就扩展商标使

用方式而言，坚持“稳中求进”，既要在查明法律风

险基础上，联合“一带一路”企业进行商标许可或特

许经营，又要“稳扎稳打”，以培育、壮大自身品牌为

重心，努力扩大企业自身对商标的使用；就拓宽商标

使用范围而言，应积极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睦

邻友好之关系，共建品牌创新联盟、品牌发展联盟，

积极寻求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的合作机会，

利用“一带一路”优势拓宽商标使用范围。

（三）核心是构建商标发展体系

完整的商标发展体系应包括商标注册体系、商

标管理体系、商标运营体系和商标保护体系。商标

注册是权利人取得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前提，完善的

商标注册体系是商标发展体系构建的起点与基石。

企业应根据自身产品定位与布局，尽快锁定目标市

场，通过选择“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单一国家注

册”等商标注册途径，并根据需要申请防御商标与

联合商标，在商标注册因在先注册或抢注遇阻时，应

及时与在先权利人或抢注人沟通，争取在友好协商

的基础上获得商标在该国的注册专用权，在协商困

难时，及时改变注册思路，通过争讼或更换申请商标

的方式获得商标注册，及时完成“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商标布局。完整的商标管理体系是商标发展体系

构建的重要保障。应建立“一带一路”商标档案，内

容既包括企业自身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标布

局状况，也包括竞争对手的商标申请状况，“全方

位”监测商标动态［１４］；同时区分核心商标、重点商

标、普通商标，“多层次”开展商标管理工作，搭建

“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商标管理架构。灵

活的商标运营体系是商标发展体系的核心。我国海

外企业应重视“一带一路”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力量，

联合当地的政府部门、外商投资部门、品牌发展部

门，积极探索商标运营新路径、新思路，以扩大自有

品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品牌影响力，搭建

“一带一路”沿线中国知名商标体系［１５］。立体的商

标保护体系是商标发展体系的基石。企业在进入

“一带一路”目标市场时，应联合当地法律机构开展

商标自由实施尽职调查工作，排查商标侵权法律风

险，积极预防商标侵权；同时，应有体系地、有战略目

的地部署商标维权策略［１６］，组合运用“协商”“仲

裁”“诉讼”等维权手段维护自身合法商标权益，同

时坚持以“友好”“互利”“共赢”为方针，积极争取

将“一带一路”商标侵权者转化为商标被许可者，共

同推进“一带一路”品牌创新。

四、专利战略助推“一带一路”技术创新

“一带一路”创新战略的实现更多依赖于技术

创新发挥作用，专利发展是实现技术创新的关键。

换言之，专利战略是技术创新发展的核心，而技术创

新是推动“一带一路”创新实现的重要动力，完整的

专利战略对“一带一路”创新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专利业已成为现代国家与企业竞争力强弱的重要标

志，并将在日趋激烈的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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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在“一

带一路”创新发展战略的带动下，如何利用“一带一

路”优势提高专利质量，规避因“一带一路”发展带

来的专利价值外溢风险，找准专利布局方向，是专利

战略的核心内容与关键。

（一）重点是培育高价值专利

高价值专利应是指研发创新难度高、权利状态

稳定、产品市场前景广阔、技术竞争力强的专利［１７］。

我国海外企业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家获得

竞争优势，关键在于对高价值专利的培育。

提升专利质量，培育高价值专利，涉及专利创

造、保护、管理、运用全链条。应根据研发目的的不

同将高价值专利区分为保护核心技术专利、获取先

发优势专利以及对抗竞争对手专利。保护核心技术

专利应围绕核心技术构建严密专利网，提高“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竞争企业规避设计难度；获取先发

优势专利应是我国海外企业依据技术发展方向而确

定的前瞻性专利布局；对抗竞争对手专利应是围绕

竞争焦点布局有针对性的专利，形成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竞争企业具有对抗作用或牵制作用的专利

筹码。同时，“一带一路”创新进程中，企业要考虑

专利对于自身提升产品竞争力的作用，建立完整的

专利管理体系和专利布局体系，不能把专利当作片

面的“形象工程”，而是要将专利融入企业的运营

中，考虑专利布局与企业创新是否有直接关系，关注

专利是否覆盖产业链上的主要竞争对手［１８］。按照

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以及“一带一路”沿

线各国专利审查标准，从产业和竞争的维度进行整

体布局，管控专利风险，提升专利运用水平，助推

“一带一路”专利商用化进程。提升专利质量，培育

高价值专利，适应了我国由要素驱动发展向创新驱

动发展、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的战略

转变需求［１９］，是保障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

进程中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二）关键是规避专利价值外溢风险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容易催生专利价值外溢风

险。“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

既包括以俄罗斯、奥地利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又有以

中亚五国为代表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

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各国间专利保护水平的

差异。为了尽快运用他国企业专利，提高国家的经

济发展水平，部分国家可能通过弱化专利保护的方

式，变相保护国内企业的专利侵权行为，由此形成的

风险称为专利价值外溢风险。

为规避专利价值外溢风险，企业应尽可能模块

化拆分核心专利技术方案，将“核心产品专利”细分

为“部件专利”“组件专利”“零件专利”［２０］，“核心产

品专利”由多个“部件专利”组成，“部件专利”由多

个“组件专利”组成，“组件专利”由多个“零件专

利”组成，由此形成特有的专利倒树图，再综合“一

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专利检索与分析结果，形成专

利布局策略。

除模块化拆分核心专利技术方案外，我国海外

企业应利用自身积累的资本优势与技术优势，尽可

能加快专利技术更新周期，缩短专利技术的创新时

间［２１］。同时，将部分核心技术放弃通过专利加以保

护，转而通过商业秘密的形式进行保护。

（三）核心是搭建专利布局体系

专利布局是“一带一路”专利战略的核心。完

整的专利布局体系应包括专利内部布局方案与专利

外部布局方案。我国海外企业应借助相关的专利检

索工具例如ＳＩＰＯ、ＥＰＯ、ＵＳＰＴＯ、ＤＩＩｎｓｐｉｒｏ，根据当前
研发进展、研发目标、研发成果等展开可专利性调

查，重点做好“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专利检索与查

新工作，针对企业自身技术编制出密集的专利网络，

根据自身实力与未来发展计划，确定准备申请的专

利以及专利申请指向的国家，从各方面保证企业的

技术能够得到专利的全面保护，从而形成完整的专

利内部布局方案。同时，基于企业在行业领域或产

业领域内进行产品与市场控制的需要，比如对于产

品销售额度高、市场控制力度强的“一带一路”国家

或地区，企业可以申请全面的专利保护；对市场控制

能力弱的“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企业可以对关键

技术进行专利保护，以此形成完整的专利外部布局

方案。

五、结语

创新就是生产力，企业赖之以强，国家赖之以

盛。［２２］“一带一路”创新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迈

入更深层次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正处于创

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转型期和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实现

的发展关键期，应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创新与知识

产权创新相融合，鼓励我国海外企业形成以培育精

品化版权为重点，倡导“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以

构筑版权管理体系为核心的版权战略，助推“一带

一路”文化创新；形成以培育高知名品牌为重点，促

进商标使用，以构建商标发展体系为核心的商标战

略，助推“一带一路”品牌创新；形成以培育高价值专

利为重点，以规避专利价值外溢风险为关键，以搭建

专利布局体系为核心的专利战略，助推“一带一路”技

术创新，最终实现文化自信、品牌自信和技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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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藏语系诸语言的调类生成、演化，至少有甲、乙两种不同的模式。甲式涉及汉语、壮侗
语族、苗瑶语族诸语言，乙式涉及藏缅语族诸语言。甲式的声调发生学模式属于“先舒促、后高低”

模式，先分出舒调、促调，再分高调、低调。舒调里分出平声、上声、去声，促调变成入声。乙式的声调

发生学模式属于“先高低，后舒促”模式，先分出高调、低调，然后高调、低调再各分出舒、促各调。探

讨汉藏语系诸语言的调类生成、演化模式，对于汉藏语言有关问题的研究，比如探寻同源词或关系

词、相关语言的分类问题等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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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族语言研
究工作者对我国境内的汉藏语系诸语言进行了大规

模的调查，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出版了大量的著

作。海外的同行在此期间也对汉藏语言进行了很多

的调查研究，出版了很多著作。目前，海内外学者都

已经把汉藏语言研究逐步引向深入，这主要体现在

如下两个方面：

１．对汉藏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
２．对汉藏语言的系属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探讨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提出的“汉藏语系”是否

能够成立。

美国学者白保罗（Ｐ．Ｋ．本尼迪克特）教授在《汉
藏语言概论》［１］一书中，提出的汉藏语系不包括壮

侗、苗瑶两语族的语言的新观点，给我国的汉藏语言

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思考和推动，这一观点使得我

国汉藏语言学者重新对汉藏语言的系属问题做出进

一步的论证。

在汉藏语言的系属研究方面，汉藏语系同源词

或关系词的研究是其核心内容。其实，对汉藏语言

历史比较研究而言，同源词或关系词的研究也是其

核心内容。所以，同源词或关系词的研究对当前汉

藏语言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在汉藏语言同源词或关系词的研究上问题

还不少，不仅有理论上的问题，也有技术上的问题。

理论上的问题，比如：

１．同源词与借词的界限在哪里？
２．一个词在声韵调三方面要全部都对得上才算

同源词，还是有两项对得上就可以算同源词？

技术上的问题主要是目前还没有一种能比较真

实地反映共同汉藏语语音面貌的构拟体系。

目前虽然已经有一些汉藏语言学者提出了共同

汉藏语语音构拟系统，但是这些构拟系统似乎还不

能帮助我们辨认出更多的汉藏同源词。笔者认为，

判断一个古音构拟系统是否合理，不能只看这个系

统的表面情况，比如表面的系统性、简洁性之类，还

要从多方面加以检验，比如，至少应考虑到以下几个

方面：

１．构拟原始汉藏共同语的语音系统；
２．寻找出更多的汉藏语系的同源词或关系词；
３．说明古音学上某些特殊现象，如古无轻唇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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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旁“余”［ｄ］［ｚ］两读之类；
４．解读先秦文献中的疑难问题。
下面谈谈笔者对汉藏语系诸语言里调类生成模

式的一点思考，不妥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正。

一、汉语声调的起源问题

在讨论汉藏语言声调的模式以前，有必要先看

看汉语的声调起源情况。笔者认为，在远古，汉语还

没有声调，因为当时还不具备产生声调的需要和条

件。

一般说来，一种语言为了清楚地表达词义，需要

有一定数量的音节。比如现代北京话有一千三四百

个音节，中古汉语（《切韵》音系）有三千五六百个音

节。每当一种语音变化造成了音节数量的锐减时，

语言本身会有一种补偿要求，希望用其他手段来增

补音节，使音节的数量满足表达的需要。上古汉语

由于复辅音的减少和变化，使音节数量锐减，语言本

身就有了补偿的要求，声调的产生正好满足了这一

要求。

从语音生成的角度看，像汉语这样的语言要产

生出声调，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内在条件。这种条件

有两个：

１．具备能够辨义的“音高”“音长”两个要素。
２．具备合适的声调“载体”，即适合产生声调的

音节形式。

声调主要寄托在元音上，它要求具有元音占相

当比例的音节结构；它还要求有一种整齐匀称的声

韵组合，以便较好地适应一种特定的声调体系。比

如，北京话的音节就是这样一种声韵组合。汉藏语系

中的某些语言比如藏缅语族的嘉戎语［２］，复辅音很丰

富，音节数量比较大，而且还有形态变化①，客观上还

没有产生声调的需要。同时，嘉戎语基本上不具备能

够辨义的“音高”“音长”，又没有合适的声调“载体”。

所以，嘉戎语在目前是不能产生声调的。

那么，远古时期的汉语是否具备产生声调的需

要和条件呢？笔者认为，从本文上述声调产生的两

个内在条件看，即使此时远古汉语已经有了“音高”

“音长”两个要素，但是由于远古汉语有较大数量的

音节，所以没有补偿的要求。另外，远古汉语有比较

丰富的复辅音，还未形成合适的声调载体，所以此时

不可能产生声调。

在谐声时代和《诗经》时代，情况则发生了改

变。谐声时代，声母复辅音虽然仍然很丰富，但已经

条理化、系统化，韵尾复辅音已经消失，韵尾单辅音

也只剩下－ｍｐ、－ｎｔ、－ｋ，－ｍｂ、－ｎｄ、－ɡ，－ｍ?、

－ｎ?、－?等９个。所以在谐声时代后期，可能已经

逐步形成了一个元音占相当比例、比较整齐匀称的

阴、入、阳三分的音节体系［３］：

１．阴声：主要收－ｍｂ、－ｎｄ、－ɡ尾；

２．入声：主要收－ｍｐ、－ｎｔ、－ｋ尾；

３．阳声：主要收－ｍ?、－ｎ?、－?尾。

这就为四声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载体”。另

外，此时声母复辅音条理化、系统化，韵尾复辅音消

失，韵尾单辅音减少，音节数量也大为减少。因此，

在音节数量上就产生了补偿要求。可以推测，可能

在谐声时代末期已出现了声调的萌芽。到《诗经》

时代，已出现了声调，这一点从《诗经》的押韵情

况［４］可以得到证明。②

以上讨论了产生汉语声调的需要和条件。尽管

汉藏语系其他声调语言产生声调的需要和条件与汉

语不一定相同，但是在讨论有关语言的声调产生的

模式时，还是可以用来参照和比较的。

二、汉藏语言声调的基本模式

研究汉藏语的学者都清楚，汉语、壮侗语、苗瑶

语本身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着调类的对应关系，而藏

缅语本身，藏缅语与汉语、壮侗语、苗瑶语之间却不

存在调类的对应关系。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差别呢？

学术界迄未对此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汉藏语系诸语言里调类

生成存在着两大模式，这一观点，可以较为妥善、合

理地说明：为什么汉语、壮侗语、苗瑶语为一方，藏缅

语为一方，这两方之间会存在着调类有、无对应规律

的差别。

笔者认为，远古人的语言里没有声调，声调是后

来产生的。上文谈到了汉语声调的产生情况。汉藏

语言声调生成有两种基本模式：甲式，包括汉语、壮

侗语、苗瑶语。乙式，为藏缅语。［５］

在列出汉藏语系调类生成的两大模式之前，要

先说明一下汉藏共同语的音节收尾问题。笔者认

为，汉藏共同语里没有开音节，全是闭音节，而且都

收－ｍｂ、－ｎｄ、－ｇ这类双辅音尾。下面即以 －ɑｇ

韵的音节为例，把甲、乙两大模式表解如（一）、

（二）：

（一）甲式（汉语、壮侗语、苗瑶语）

以

汉

语

为

例

零期 －ɑｇ（先分舒促）
Ⅰ期 舒调（－ｇ→－→－） 促调（－ｇ→－ｋ→－ｋ→ －?）
Ⅱ期 平声、上声、去声 入声

Ⅲ期
平声、上声、去声各分阴调

（清声母）、阳调（浊声母）

分阴入（清声母）、阳入（浊声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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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式的声调发生学模式属于“先舒促、后高低”
模式。甲式先分出舒调、促调，再分高调、低调。舒

调里分出平声、上声、去声，促调变成入声。

（二）乙式（藏缅语）

以

拉

祜

语

为

例

零期 －ɑｇ（先分高低）
Ⅰ期 高调（－ɑｇ） 低调（－ɑｇ）

Ⅱ期

舒调

（－ｇ→

－→－）

促调

（－ｇ→－ｋ、

－ｇ→－ｋ→ －?）

舒调

（－ｇ→

－→－）

促调

（－ｇ→－ｋ、

－ｇ→－ｋ→ －?）

Ⅲ期 １调、３调、４调 ６调 ２调、７调 ５调

　　乙式的声调发生学模式属于“先高低，后舒促”
模式。乙式先分出高调、低调，然后高调、低调再各

分出舒、促各调。

三、甲式、乙式在汉藏语言中的体现

现以汉藏语言的具体实例对上述甲、乙两种调

类模式做一说明。

（一）甲式

相对于乙式来说，甲式比较简单。它不仅可以

很好地解释汉语声调系统的生成、演化过程，而且可

以很好地解释壮侗语、苗瑶语声调系统的生成、演化

过程。目前，汉语、壮侗语、苗瑶语可以说基本上都

已演化到第Ⅲ期，个别语言可能略有参差。现举例
说明如下：

１．汉语
以笔者的家乡话吴语下朱话（浙江省义乌市）

为例。③下朱方言有８个调类［６］，如下：

调类　　　调值　　　例词
阴平调 ３３ 官 ｋｕａ：１

阳平调 １１ 桓 ｕａ：２

阴上调 ４２ 管 ｋｕａ：３

阳上调 ３１ 缓 ｕａ：４

阴去调 ５５ 灌 ｋｕａ：５

阳去调 ３５ 换 ｕａ：６

阴入调 ３２３ 括 ｋｕａ：７

阳入调 ２１２ 活 ｕａ：８

２．壮侗语
以壮语（属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为例。

壮语武鸣话（广西武鸣县，壮语标准音）有８个
调类［７］，具体情况如下：

调类 调值例词 汉语调类

第１调 ２４ ｎａ１厚，ｔａｍ１舂（米） 阴平

第２调 ３１ ｎａ２田，ｔａｍ２塘 阳平

第３调 ５５ ｎａ３脸，ｔａｍ３织（布） 阴上

第４调 ４２ ｎａ４姨母，ｔａｍ４抵撞 阳上

第５调 ３５ ｎａ５箭，ｔａｍ５低矮 阴去

第６调 ３３ ｎｏ６肉，ｔａｍ６跺（脚） 阳去

第７调短 ５５ ｎａｐ７插，ｔａｐ７肝 阴入

第７调长 ３５ ｎａ：ｐ７挟，ｔａ：ｐ７塔 阴入

第８调短 ３３ ｎａｐ８束（纱），ｔａｐ８蹬 阳入

第８调长 ３３ ｎａ：ｐ８缴纳，ｔａ：ｐ８座（房子）阳入

　　３．苗瑶语
以苗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为例。

苗语川滇黔方言的大南山苗话（贵州省毕节县

先进乡）有８个调类［８］，具体情况如下④：

调类　 调值 例词　 　　汉语调类
第１调 ４３ ｎｔｏ１湿 阴平

第２调 ３１ ｎｔｏ２天 阳平

第３调 ５５ ｎｔｏ３砍 阴上

第４调 ２１ ｎｔｏ４分 阳上

第５调 ４４ ｎｔｏ５吐 阴去

第６调 １３ ｎｔｏ６边 阳去

第７调 ３３ ｎｔｏ７织 阴入

第８调 ２４ ｎｔｏ８紧 阳入

　　从以上３种语言的声调情况可以看出，汉语、壮
侗语、苗瑶语的调类对应比较整齐，有规律可循。

（二）乙式

乙式的情况较为复杂。藏缅语族诸语言中，调

类的生成、演化情况不尽一致，初步可以分为５类。
１．第一类
调类生成、演化最充分，如拉祜语（属藏缅语族

彝语支），已演化到第Ⅲ期。现代拉祜语标准音（以
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县城勐朗坝的拉祜语为代

表）有７个调类［９］，举例如下：

调类　 调值 例词　　　　　
第１调 ４４ ｔｅ１做，ｎｉ１看，ｔｈ１人
第２调 ３１ ｈ２哭，ｄ２喝，ｎ２你
第３调 ５３ ｄ３想，ｌ３忘记，ａ３五
第４调 ３５ ｆａ４藏，ｈ４香，ｐ４苍蝇
第５调 ?２１ ｈａ５爱（孩子），ｄａ５好，ｖａ５猪
第６调 ?５４ ｂ６射，ｈ６要，ａ６鸡
第７调 １１ ｍａ７教，ｔｉ７钉（钉子），７饭

　　以上第３调的实际调值是５２，第４调的实际调值
在３５与２４之间。另外，从方言对比中可以看出，第７
调是后起的调类，因为迄今有些拉祜语方言点读第７
调的字，数量比较少，有不少在拉祜语标准音读第７
调的词，在这些方言点里读成第２调或第５调。
２．第二类
调类生成、演化最不充分，迄今尚未有最原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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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调。例如藏语的安多方言。

中国境内的藏语一般分为三种方言：卫藏方言、

康方言、安多方言，其中，卫藏方言与康方言都已有

声调，数目不等，唯独安多方言没有声调［１０］。这一现

象对于研究汉藏语言的声调产生问题是有意义的。

３．第三类
调类生成、演化较不充分，但已有声调萌芽。比

如珞巴族语言之一崩尼—博嘎尔语（属藏缅语族景

颇语支）的声调就属这一类。

崩尼—博嘎尔语（以西藏米林县博嘎尔话为代

表）的声调情况［１１］如下：

珞巴语已有高调、低调的读法，但声调高低并不

区别意义。一个词或音节的声调往往可高可低，但

是一般都有它习惯的音高。例如 ｄ ａ：“茶”习惯读
低升调，?ｏ：“我”、ｎｏ：“你”、ｋｏ：“他”习惯读高平
调。

像崩尼—博嘎尔语这样的声调情况，大致相当

于第Ⅰ期的初期。
４．第四类
如普米语（属藏缅语族羌语支）。普米语仅有

两个调类，它的调类生成、演化大约相当于第Ⅰ期。
普米语箐花话（云南省兰坪县河西乡箐花村）

的基本调类情况［１２］如下：

普米语的两个调类，一为高调（高平调），一为

低调（低升调）。在语流中另有两个变体，一是高降

（高平调的变读），一是低降（低升调的变读）。

调类 调值 例词

第１调 ５５ ｂｕ１虫子，ｂｙ１太阳，ｂ１有
第２调 １３ ｂｕ２蒸，ｂｙ２利息，ｂ２冷

　　５．第五类
如景颇族语言之一景颇语（属藏缅语族景颇语

支）、怒族语言之一怒苏语（属藏缅语族彝语支）。

景颇语有３个调类，怒苏语有４个调类。它们大致
相当于调类生成、演化的第Ⅱ期。

（１）景颇语
景颇语的恩昆土语（云南省盈江县铜壁关乡）

的基本调类情况［１３］如下：

景颇语的３个调类，分别是低降调、高平调、中
平调。另有一个全降调５１调，基本上起语调的作
用，不是独立的调位。

调类 调值 例词

第１调 ３１ ｔｈａ１砍，ｍｕ１看见，ｋｈａ１三脚架
第２调 ５５ ｔｈａ２骂，ｍｕ２事情，ｋｈａ２右
第３调 ３３ ｔｈａ３起（波浪），ｍｕ３好吃，ｋｈａ３蝉

　　（２）怒苏语
怒苏语（主要由云南省原碧江县一带的怒族使

用）的基本调类情况［１４］如下：

怒苏语的４个调类，分别是高降调、高平调、高
升调、低降调。

调类 调值 例词

第１调 ５３ ɑ１闪电，ｖɑ１斧头
第２调 ５５ ɑ２裤子，ｖɑ２竹子
第３调 ３５ ɑ３矛，ｖɑ３（脚）掌
第４调 ３１ ɑ４月亮，ｖɑ４ｌ１肚子

　　从以上所举几种藏缅语调类生成、演化的情况
看，藏缅语族诸语言的调类生成、演化情况比较复

杂，乙式自不能代表所有藏缅语族各语支语言的调

类生成、演化情况。上文乙式的第一类情况以外的

其他语言，比如第二类藏语的安多方言，第三类崩

尼—博嘎尔语，第四类普米语，第五类景颇语、怒苏

语，其调类生成、演化的具体模式还有待深入研究，

才能做出进一步的概括。

四、余论

现对甲乙两式的特点做进一步的对比和说明。

（一）甲式的特点

甲式涉及汉语、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这种模式

的声调有三个特点：

第一，在现代调类系统中，声母清浊与声调有对

应关系，原则上清浊声母要分归不同的声调，即根据

声母的清浊区分为阴阳两大类（分阴调和阳调，很

多情况下阴调读高调，阳调读低调）；

第二，在声调的归类上没有较大的灵活性，比较

明确、固定，较少游移不定的可能；

第三，在同一种语言的各方言间，乃至各亲属语

言之间，存在着比较明确整齐的调类对应关系。

（二）乙式的特点

乙式涉及藏缅语族诸语言，比如拉祜语，这种模

式的声调也有三个特点：

第一，在现代调类系统中，声母清浊与声调没有

对应关系，未依声母的清浊分化为阴调和阳调，每一

个调类，不论高调或低调，都可以兼有清声母和浊声

母；

第二，在声调的归类上不如甲式明确、稳定，有

较大的灵活性，比较不确定，较多游移不定的可能；

第三，在同一种语言的各方言之间，乃至在各亲

属语言之间，不存在严格整齐的调类对应关系。

（三）小结

从以上分析来看，汉藏语系诸语言的调类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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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至少有甲、乙两种不同的模式。至于是否仅仅

限于这两种模式，现在还不能肯定，还有待进一步的

研究。

笔者认为，在汉语和藏缅、苗瑶、壮侗诸亲属语

言之间是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同源词或关系词的，笔

者曾撰文探讨过这一问题［１５］。但是，从以上甲、乙

两种模式来看，在研究汉藏语言的同源词或关系词

时，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既然藏缅语与汉语、

壮侗语、苗瑶语分属两类不同的调类生成模式，这两

组语言之间本来就不存在严格的声调对应规律，那

么在分析同源关系时，就不应该在调类对应关系方

面苛求于它们。在探讨苗瑶、壮侗诸语言是否属于

汉藏语系的问题上，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注释：

①瞿霭堂先生《嘉戎语概况》（第６７—６９页）指出：嘉戎语有
丰富的复辅音声母（２０１个）和辅音韵尾（５８个），有丰富
的屈折形态（外部）变化，有１１种音节结构形式。“嘉戎
语的声调一般来说无音位价值。但少数情况下，也使用音

高作为辨义手段。比如３０００多个词中，只有一对用音高
区别意义的单音词，１０来对以第二音节的不同音高区别
意义的双音词，还有少数语法成分也用声音的高低区别意

义。”

②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究》（第３２页）指出：“如果我们拿
中古的调类去看《诗经》的押韵，大体是平上去入同调类

的字相押。这类的韵至少要占半数以上。其他混押的不

及半数。这很可看出来《诗经》的用韵大体是分调类的。”

③下朱村在义乌城东十里，属平畴乡，现为江东街道办事处。
④原书个别误排的地方已经改。与汉语调类的对应为引者
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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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模因解读与传译

谷　峰
（巢湖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巢湖 ２３８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９－３０
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徽州民歌外译的文化调适研究”

（ＡＨＳＫＱ２０１７Ｄ５７）。
作者简介：谷峰（１９７９—），男，安徽巢湖人，硕士，巢湖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摘　要：徽州民歌是我国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在我国文化“走出去”背景
下，徽州民歌的域外传播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徽州民歌的

外宣翻译将有助于推广我国的传统文化，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徽州民歌中充满了独具地域特色的

乡土语言，这些语言模因复制于徽州浓厚的地域文化和徽州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其

语言简练，但蕴含着浓浓的地域文化基因，此为徽州民歌翻译的难题之一。在概述模因论和解读徽

州民歌中乡土语言的模因化过程的基础上，以徽州民歌中的方言模因和熟语模因的传译为例，探究

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模因的传译，以期助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去”。

关键词：徽州民歌；乡土语言；模因；方言；熟语；翻译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９．０５．０１１
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６２－０４

　　乡土语言是乡土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
指“一切具有地方特征、口口相传、通俗精炼，并流

传于民间的语言表达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当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１］，其“土”

体现了文化的差异性，越“土”越有本土自然本色，

“也就越能体现文化的内核，反映异质的东西，而有

个性的文化才值得推广”［２］１０３。由此可见，乡土语言

蕴藏于乡土气息较浓的文艺作品中，并彰显着乡土

文学的地方色彩。就乡土语言的研究范围而言，主

要包括“熟语、习用语、谚语、歇后语、俚语、成语、格

言、俗语和方言”［３］。徽州民歌中无处不在的乡土

语言，生动地再现了徽州区域的社会风气、乡土人

情、自然风貌等，同时也增强了徽州民歌的艺术感染

力，对徽州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具有重要的意义。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乡土语言是徽州民歌的载体，讨论

徽州民歌对外翻译传播，其乡土语言的翻译难以逾

越。下文在概述模因论和解读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

的模因化过程的基础上，重点探究方言模因和熟语

模因的传译，以期对徽州民歌的翻译研究有所裨益。

一、模因论概述

牛津大学教授道金斯（Ｄａｗｋｉｎｓ）曾提出语言信
息传递的基本单位或模仿的基本单位———模因

（ｍｅｍｅ），并认为这种模因具有类似于基因有要求被
复制的特性。［４］此后学术界基于新达尔文进化论提

出阐析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模因论（Ｍｅｍｅｔ
ｉｃｓ），此理论借助生物进化的范式诠释语言信息单
位模因的复制、传播和吸收，对语内、语际语言信息

的复制、语言基因传播中所表征的相似模因的继承

现象以及语言演化过程中语言模因规律的研究独辟

蹊径，为学界解读语言模因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独到

的视角。简而言之，语言模因作为一种语言信息的

基本单位，要靠复制、传播得以生存。弗朗西斯·海

利根（ＦｒａｎｃｉｓＨｅｙｌｉｇｈｔｅｎ）认为作为语言信息基本单
位的模因在复制传播过程中将经过同化、记忆、表

达、传播阶段并周而复始形成一个环路，其中有些语

言模因选择存在于某一个阶段，当然有些语言模因

在优胜劣汰过程中被淘汰。［５］

然而，在语言的交际过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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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交际者对各种语言符号的取舍与使用体现了各种

语言模因因子或语言模因因子群的相互竞争，各种模

因词汇和表达方式之间亦存在优胜劣汰的现象，以争

取被语言交际者接受、交流和传播，或争取在语内和

不同语言间相互传译。演变为强势的语言模因需要

具备三个显著的表征：保真性、多产性、长久性，即强

势的语言模因因子在复制传播过程中信息要精确、散

布要广泛、复制要长久，其中模仿传播是语言信息单

位得以模因的关键，复制传播是语言信息单位实现模

因的前提。在现实的语言交际过程中，语言模因在语

言演化和发展过程中得以强势传播或保留的一个不

可或缺的因素便是其中的语言基因具有较强的表现

力，例如网络流行语经模因复制传播到人们的日常语

言交流当中。但是，在人们的语言交际过程中，一些

形异义同的语言信息单位因其能满足语言交际者表

达的需要而被模因复制、传播，但这些语言模因应用

于不同的交际语境中会形成同义语言模因共存的竞

争状态，难免会产生优胜劣汰的现象。“如果其中某

一构成同义关系的新语言信息更加生动形象，更具模

因复制的合理性，就更易于被语言使用者广为接受，

进而得到更为广泛的模因复制和传播”［６］。

二、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模因的解读

乡土语言的成长环境源于地方土壤，经由特定

的乡土水土“滋养”出来，具有一种内在的乡土活力

与能量，其成长的环境与传播者是乡土语言继承和

传播的直接源头。乡土语言具有一种乡土色彩，更

具有模因复制的保真性、多产性、长久性等优势，可

以从中梳理出一种乡土色彩、气韵与精神。在乡土

语言的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如下两种类型：“一类是

模仿的，又称客观的，是写实性的，这是一种传统的

乡土语言。二类是表现的，又称主观的，是理想情感

性的，它有传统乡土语言的根基。”［７］任东升和闫莉

平也曾指出，“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共同构成地域

文学，乡土语言经过传播实现乡土语言模因化”，并

提出乡土语言模因的来源及构成模型。［８］本文在该

模型的基础上，列出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模因的构

成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模因的构成图

徽州民歌中的乡土语言“是依地域而生成的，

其次才是因人的秉性不同产生表述方式的特点，语

言的地方特色是本体。蕴含着一个关于乡土的人

性、人生、人情的认知结构”［７］。存在于徽州民歌中

的乡土语言也是一种模因，是经过同化、记忆、表达、

传播等方式模因复制而成的，正如何自然教授所言，

“语言中的字、词、句、段，甚至篇章等，只要通过模

仿被复制，都有可能成为模因”［９］。具体而言，在经

过模因、语言模因和乡土语言模因三个阶段之后，乡

土语言经过模因复制到徽州民歌，形成了存在于徽

州民歌中的乡土语言，其中主要包括方言模因和熟

语模因。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如何还原徽

州民歌中极具地域文化色彩的乡土语言模因，是学

术界需要考量的问题。文章在分析徽州民歌中的方

言模因和熟语模因的基础上，重点探究他们的传译

策略，以期对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模因的翻译有所

裨益。

三、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模因的传译

乡土语言彰显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葛浩文曾开

宗明义地指出，“构成作品长久吸引力的就是‘乡土

色彩’”［１０］。对于这些独具“乡土色彩”的语言的翻

译，谢天振教授曾指出：“‘土得掉渣’的语言让中国

读者印象深刻并颇为欣赏，但是经过翻译后它的

‘土味’荡然无存，也就不易获得在中文语境中同样

的接受效果。”［１１］因此，如何向目的语读者传译出徽

州民歌中乡土语言模因独具的“乡土色彩”，已成为

探究徽州民歌外译策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方言模因的传译

何为方言？卡佛（Ｃａｒｖｅｒ）指出：“方言属某一语
言的变体，本身具有一套完整的语法、语音及词汇特

征，以区别于其他类型的语言变体。如果这些特征

囿于某一限定的相对统一的区域内，即为地域方言；

如果一个社会团体的全体成员所说的话明显带有这

些特征，即为社会方言。”［１２］徽州地域的乡土语言根

植于厚重的徽州文化，模因于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

生产实践之中，其中高密方言无处不在。这些方言

经过模因复制传播到徽州民歌，是对徽州民歌的地

域性色彩起中介作用的重要元素，正如周领顺和丁

雯所言：“方言作为语言变体，具有浓厚的地域色

彩。它能直接、准确地表达人们的情感态度、思维方

式和心理意识。”［１３］徽州民歌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在我国文化“走出去”背景

下，徽州民歌中的乡土方言的翻译已成为我国对外

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徽州民

歌中的乡土方言模因的传译主要有三种方法：其一

·３６·



是标准语译法，即将源语中的乡土方言传译为目的

语中的标准词汇，其中采取“厚译”（ｔｈｉｃｋ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ｉｏｎ）译法是有效的途径之一；其二是口语通俗译
法，即用目的语中较为熟悉、通俗的口语体方言转译

源语方言；其三是方言套译法，即用目的语中意义对

等的另一种标准方言套译源语方言，常借助“归化”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法实现方言的套译。
以徽州绩溪民歌《亲家》中的“叫?关关门，担

起门闩乱打人”和“叫?抹掰苞萝，坐在田里哭婆

婆”两句为例。徽州民歌中承载着浓厚乡音乡情的

方言是徽州地区一方风土人情的“活化石”，蕴含着

浓浓的地域文化色彩，徽州民歌正是通过不同的乡

音方言，表达着不同的乡土风情，形成了不同的乡土

审美旨趣。在这首民歌中，包含模因复制于徽州绩

溪特有的方言称谓“?”，表示 “她、他、它”的意思，

方言“担”，即“端着、拿着”，而“苞萝”即“玉米”。

从目的语读者接受的角度，此三处方言可采取标准

语译法，将源语中的乡土方言模因传译为目的语中

的标准词汇，既 “求真”，即“顾及原文意义的行

为”，又“务实”，即“顾及读者需求的行为”［２］１０４，以

符合译人语读者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有鉴于此，

可将这两句分别译为“Ｔｅｌｌｈｅｒｔｏｃｌｏｓｅｔｈｅｄｏｏｒ；Ｓｈｅ
ｐｉｃｋｓｕｐｔｈｅｌａｔｃｈｔｏｈｉｔｏｔｈ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ｓ”和“Ａｓｋｈｅｒｔｏ
ｐｉｃｋｃｏｒｎｓ；Ｓｈｅｓｉｔ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ｔｏｂｌａｍｅｈｅｒｍｏｔｈｅｒ－
ｉｎ－ｌａｗ”，译文采取“尽可能让读者不动，把作者推
到读者那里去”［１４］的翻译路径，比较贴近目的语读

者的文化思维习惯，充分体现了目的语读者视域与

源语文化视域间的视域融合，从而实现方言模因传

译的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二）熟语模因的传译

“熟语是语言的精华，短小精悍，寥寥几字即可

传达出丰富的含义，且通常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

色。”［１５］徽州民歌中的熟语主要模因复制于徽州地

域的格言、惯用语、俗语、谚语、歇后语等。由于熟语

语言简练、生动自然，能展现地域色彩，贴近生活，故

而徽州民歌中的熟语模因运用颇多。在传译这些熟

语模因时，既要准确译出源语的意思，又要充分考量

源语的本土文化特色。具体而言，要透彻理解熟语

模因的抽象意义，注意保真其生动形象的语言特征，

根据具体情况可采取四种翻译方法：一是套用目的

语中相应的熟语；二是以生动形象为主的熟语多采

用直译法；三是以喻义为主的熟语多采用意译法；四

是对部分意思较含蓄的熟语可作适当的翻译增补，

如文本外增译［１６］。

以徽州歙县民间反映当地地貌特征及居民特性

的民歌“黟县蛤蟆歙县狗呀，祁门猢狲翻跟斗吆”为

例，其中具有乡土色彩的熟语模因“黟县蛤蟆”“歙

县狗”模因于徽州广大劳动人民丰富的地理常识，

既是经过长期锤炼的乡土语言的精华，又承载着古

徽州两县的隐喻化象征。具体而言，“黟县蛤蟆”模

因于黟县附近有山形如蛤蟆，蛤蟆性静，隐喻黟县人

擅于勤俭守业；“歙县狗”模因于歙县附近有山形如

犬，犬尽忠尽义，隐喻歙县人重忠实、讲团结。源语

采用了隐喻化手法，翻译时不能仅仅采取直译的翻

译范式，而是要灵活地采取文本外增译的策略，化隐

为明，释义熟语模因的文化内涵。根据上述提及传

译熟语的方法，可综合采取直译和和文本外增译，将

“黟县蛤蟆歙县狗呀”译为“Ｗｉｔｈｉｔｓ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ｓｈａｐｅｄ
ｌｉｋｅａｔｏａｄ，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Ｙｉｘ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ｒｅａｓｄｉｌｉｇｅｎｔ
ａｓｔｏａｄｓ；ｗｉｔｈｉｔｓ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ｓｈａｐｅｄｌｉｋｅａｄｏｇ，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Ｓｈｅｘ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ｒｅａｓｄｅｖｏｔｅｄａｓｄｏｇｓ”，译文在忠
实地再现源语文化特色的同时，让目的语受众既感

悟到源语所表达的含义，又感受到隐喻的形象性及

生动性，进而实现熟语模因传译的跨文化阐释，让西

方读者领略到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模因的文化内

涵。

四、结语

乡土语言是乡土文学的重要载体，探究乡土语

言的翻译，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域外传播具有重要的

意义。徽州民歌属于我国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其

中蕴含的乡土语言模因使得徽州民歌乡土色彩浓

郁，这些语言模因无疑是我国民歌中一颗璀璨的明

珠。徽州民歌中的许多乡土语言模因复制于徽州的

地域文化及人们的社会生产活动。在传译这些模因

性较强的乡土语言时，要具有受众意识，充分考虑源

语的语言生态环境以及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力。从跨

文化交际的视角弥合这些源语乡土语言文化和目的

语文化的距离，才能传播好这些乡土语言模因的含

义。本文在概述模因论和解读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

模因的基础上，以徽州民歌中的方言模因和熟语模

因的传译为例，探究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模因的传

译，以期助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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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取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对比研究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自称语的类别和频数分
布。结果发现：美国经济学期刊主要使用第一人称，总体上凸显了作者身份；中国经济学期刊多用物

称，总体上隐匿了作者身份。第一人称复数虽然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均有出现，但是频数差异

显著，而且美国期刊作者主要用其凸显高风险性的“原创者”作者角色，中国期刊作者则借之表明低

风险性的“实验操作员”和“论文设计者”角色。

关键词：经济学期刊；摘要；自称语；作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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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作者自称语作为学术语篇互动元话语的一个重

要子项，是作者表达研究立场和态度时高频使用的

元话语资源，关系到作者主体性身份的显现程度。

作者自称语之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得到语言学界的高

度关注，诸多研究探讨了其在中外学术语篇中的使

用情况，如彭芹［１］等对比了中外岩土类期刊英文摘

要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发现国内期刊鲜见使用第一

人称，提醒相关学科的学者和编辑予以重视。李

民［２］等考察了中国学者与英语本族语者在学术论

文中对第一人称代词使用的异同，得出前者多用第

一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凸显团体属性、后者多用单

数形式强调研究独特性和新颖性的结论。高霞［３］

基于可比语料库研究发现中外学者间第一人称代词

的使用差异显著，但差异倾向并不一致。相比之下，

作者自称语作为一个整体得到的关注则少得多。不

同的学术团体会以其独特的方式进行交流和互动，

跨学科语言差异正逐渐成为学术英语研究的新热

点［４］。经济学学科论文摘要是否呈现相似的特点？

这值得进一步的研究。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考察

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自称语的使用情况，探

索并阐释其共性与差异。基于语料库的定量统计和

对索引行的定性分析，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１．中
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分别使用哪些自称语？

频数是否有差异？２．所体现的作者角色是否有差
异？有何差异？背后的原因何在？

二、语料采集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自建两个小型英文

语料库：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语料库（简称 ＣＮＣ）和
美国经济学期刊摘要语料库（简称 ＵＳＣ）。前者语
料选自国内经济学顶级期刊《中国工业经济》，后者

语料摘自美国经济学顶级期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为了保证较好的可比性，两个语料库只收
录上述两个期刊同一时段（２０１８年）的摘要文本，且
均由随机抽样的５０篇英文摘要组成。语料库的库
容方面，ＣＮＣ为１５０９２词，ＵＳＣ是６５０２词，可见平均
篇幅上，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远超美国，高达２．３倍
之多。有鉴于此，统计节点词频数的时候，本研究不

但报告其观察频数，也列出每万词中出现比率的标

准化频数，以保证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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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Ａｎｔｃｏｎｃ软件，分别在两个语料库中检索
各类作者自称语：第一人称复数词“ｗｅ、ｕｓ、ｏｕｒ”、第
一人称单数词“Ｉ、ｍｅ、ｍｙ”、第三人称词“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
（ｓ）”、物称词“ｔｈｉ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对于
作者自称语缺省的情况，本研究首先利用正则表达

式检索被动语态，其次通过人工方式识别语义上省

略“ｂｙ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的索引行。各类自称语的频次
数据绘制成表，进行横向、纵向比较，并通过观察索

引行进行分析、解读。

三、结果与讨论

（一）作者自称语的种类与分布

表１统计了两个语料库中作者自称语的种类与
频数。从中可以看出，就自称语总数而言，ＣＮＣ语
料库的观察频数高于 ＵＳＣ，但是标准化频数呈现迥
异的结果，中国经济学期刊中的作者自称语总数显

著少于美国（１５３．１２５９．９）。作者自称语是构建
作者身份的重要手段，而中国作者缺乏对其充分的

利用。

表１　中美经济学期刊英文摘要作者自称语的种类与频数

作者自称语
观察频数

ＣＮＣ ＵＳＣ
标准化频数

ＣＮＣ ＵＳＣ
第一人称 Ｉ，ｍｅ，ｍｙ ０ １４ ０ ２１．５

Ｗｅ，ｕｓ，ｏｕｒ ５４ １３８ ３５．８ ２１２．２
第三人称 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 ０ ０ ０ ０
物称 Ｔｈｉｓ／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ｔｕｄ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３２ １２ ８７．５ １８．５
缺省 被动句中省略“ｂｙ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 ４５ ３ ２９．８ ４．６
合计 ２３１ １６９ １５３．１ ２５９．９

　　另外，从表１亦可直观发现三个基本特点：１．中
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主要使用物称型作者自称语（如

“本文”“本研究”），而美国经济学期刊摘要则主要

采用第一人称代词（如 Ｗｅ／Ｉ等）；２．第三人称代词
（如“笔者／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
作者自称语中均未出现；３．在作者自称语“缺省”方
面，中美期刊摘要差异显著，标准化频次比为

２９．８４．６，中国远高于美国（近６．５倍）。
中国作者之所以衷情于“本研究”这种物称型

自称语，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物称符合学术语篇要

求的公正、客观和严谨，也符合国内期刊论文摘要写

作规范。美国同行广泛使用第一人称自称语，则源

于第一人称具有直接高效和行文流畅的优势，有助

于简明扼要地阐述原作的内容。另外，中国学界倾

向于认为第一人称显得主观，影响学术结论的客观

性，而美国学者相信第一人称不仅不妨碍学术语篇

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反而更有利于作者推销自己的

成果和观点，有助于自己的研究得到编辑、同行和读

者的认可，增加自己论文被同行检索、下载和引用的

机会。此外，美国作者将论文视为辩论性语篇，需要

双向的互动、参与和介入，因而在众多作者自称语

中，第一人称最具吸引力。

第三人称是“折衷”性的作者自称语，既无第一

人称的“高调”也无物称的“低调”，理论上比较符合

中国学者的心理，而语料库数据证实第三人称不仅

被美国作者遗弃，也未得到中国作者的青睐。

作者自称语的缺省是依靠被动语义结构来实现

的，如例１。被动结构的优点是简洁明了，丰富句

式，结构紧凑，信息密集，便于体现学术语篇的客观

性。但是，过度使用会造成摘要行文单一，句子变得

冗长且缺乏活力，影响文字经济性和可阅读性，如例

２，为了缺省作者隐藏身份而强行使用被动语态，反
而造成句子头重脚轻，伤害了摘要的可读性。而且，

频繁地以“去人称化”的方式隐匿作者会形成“冷冰

冰”的印象，导致摘要缺乏“人情味”，削弱吸引力，

影响论文在学术话语社区的宣传和推销。中国学者

表现出的对被动语义结构的滥用和误用，非但不会

增强学术语篇的客观性和严谨度，反而违背了在学

科同行中推介自己研究成果的初衷。

例１：Ｗ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ｍｏｄｅｌｉｎｗｈｉｃｈｐａｒ
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ｏｔｈｅｉｒｂｅｌｉｅｆ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Ｂｏｕｎｄｓａ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ｏｓｅｂｅｌｉｅｆｓｗｉｔｈ“ｄｅｍ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ＵＳＣ语料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年第１１期）

例２：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ｆａｃｔｏｒｆｌｏ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ｔｔｈ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ａ
ｇｅｓ，ｔｈｅｍｏ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４０ｙｅａｒｓ
ｉｓｄｅｐｉｃｔｅｄ．（ＣＮＣ语料库，《中国工业经
济》，２０１８年第９期）
由表１的数据还可发现：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

中，作者自称语以物称为主（占５７．１％），辅以第一
人称复数自称语（占 ２３．４％）和缺省自称语（占
１９．５％）；在美国方面，作者自称语中，第一人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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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统治地位（８９．９％），其中以复数为主，亦不乏
单数。特别指出的是，第一人称虽然在中美经济学

期刊摘要作者自称语中均有使用，但是频次差异显

著（２４８２１．５），美国远高于中国。此外，中国经济
学期刊摘要中未出现第一人称单数自称语，而在美

国方面，第一人称单数的频次甚至高于物称

（２１．５１８．５）。
不同的作者自称语在学术语篇中具有相异的特

征和效果。第一人称自称语体现作者敢于彰显自己

的权威和自信，勇于凸显自身学术贡献，不回避自身

的学术责任；其中，第一人称复数能体现较强的作者

参与度和贡献度，第一人称单数更是展示作者权威

和信度最强有力的标志语。在凸显作者的角色和地

位方面，第三人称效果稍逊于第一人称。物称即非

人称或以抽象实体指称，如“本文”“本研究”，其本

质是隐藏作者身份，意在强调学术研究的客观性。

借助被动句式形成的作者自称语缺省情况，其实质

是使作者回避，让作者彻底隐身，以期获得研究客观

性的认同。

也就是说，表１数据揭示了一个道理：中国经济
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身份多被隐藏，甚至彻底隐身，

但是通过少量的第一人称复数得到一定的“曝光”，

却未曾通过第一人称单数得到强烈的凸显；而在美

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身份得到充分的“曝

光”，甚至被强烈地凸显。这种巨大差异可能源于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和中庸

之道，个人不喜欢出头、冒尖，惯于隐藏身份，一般不

高调宣示个人贡献，而西方文化奉行个体主义，认为

个体身份高于群体身份，强调个体，重视个体独立

性、个体责任。因而，相比中国，西方学者在学术语

篇中更勇于用第一人称表明自身立场、态度、自信和

权威，强调自己的学术贡献和学术责任。这一点在中

美第一人称单数的使用频次差异上得到充分的印证。

表１显示，第一人称复数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
要作者自称语中均有出现，起到了凸显作者身份的

作用。然而，其所体现的作者角色是否有差异？本

研究继而进行了更深一步的考察分析。

（二）作者自称语“ｗｅ”体现的作者角色
根据柳淑芬［５］的分析框架，第一人称在学术语

篇中可以体现四类角色，即原创者、观点持有者、实

验操作员、论文设计者，具体如表２所示。原创者主
要用于报道研究结果和结论，体现了最高的风险性

和责任度，在本研究的语料库中主要通过 ｆｉｎｄ、ｃｏｎ
ｃｌｕｄｅ等谓语动词实现。观点持有者属于较高风险
性和责任度的角色，可以展示作者的学术观点，主要

与 ａｒｇｕｅ、ｃｌａｉｍ等谓词搭配。实验操作员属于较低
风险性和责任度的作者角色，用于陈述研究方法与

过程，借助ｅｘｐｌｏｉｔ、ｕｓｅ等谓词实现。论文设计者是
风险性和责任度最低的作者角色，一般用于介绍研

究目的与内容，搭配的谓词主要是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ｔｕｄ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等。本研究探索并阐释中美经济学期刊摘
要中作者自称语“ｗｅ”所体现的作者角色之异同。

表２　第一人称代词复数“ｗｅ”体现的作者角色

作者角色 话语功能 主要句型

原创者 报道研究结果和结论 Ｗｅ＋ｆｉｎｄ／ｓｈｏｗ／ｐｒｏｐｏｓｅ／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ｑｕａｎｔｉｆｙ
观点持有者 展示作者观点 Ｗｅ＋ａｒｇｕｅ／ｃｌａｉｍ／ｐｒｏｖｅ／ｒｅｊｅｃｔ
实验操作员 阐述研究方法和过程 Ｗｅ＋ｅｘｐｌｏｉｔ／ｕｓｅ／ａｐｐｌ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论文设计者 介绍研究目的和内容 Ｗ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ｓｔｕｄｙ／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ｅｓｔ／ａｎａｌｙｚｅ／ｆｏｃｕｓ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表３　第一人称代词“ｗｅ”体现的作者角色对比统计

风险性 作者角色
观察频数

ＣＮＣ ＵＳＣ
标准化频数

ＣＮＣ ＵＳＣ
高 原创者 ６ ７１ ４．０ １０９．２

观点持有者 ５ ５ ３．３ ７．７
低 实验操作员 １２ １１ ８．０ １６．９

论文设计者 １４ １３ ９．３ ２０．０
合计 ３７ １００ ２４．５ １５３．８

　　表３统计了第一人称代词“ｗｅ”体现的不同作
者角色情况。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共

出现３７次第一人称代词“ｗｅ”，其中，出现频率最高
的是作者风险性最低的角色“论文设计者”，每万词

的标准化频数为９．３；其次是作者风险性较低的角
色“实验操作员”，标准化频数为８．０；而高风险性的
作者角色“原创者”和“观点持有者”出现频次偏低，

标准化频数分别为４．０和３．３，合计尚不及低风险

性作者角色的任何一个子项。相比之下，美国经济

学期刊摘要中，第一人称代词“ｗｅ”共出现了 １００
次，出现频次最高的是作者风险性最高的角色“原

创者”（标准化频数为１０９．２次），占比高达７１％；其
余依次是“论文设计者”（２０．０次）“实验操作员”
（１６．９次）和“观点持有者”（７．７次）。综上所述，第
一人称代词“ｗｅ”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体现出了
不同的作者角色，在前者中主要体现低风险性的作者

角色，有助于降低作者责任度，在后者中则重点体现

高风险性作者角色，有利于凸显作者的学术贡献。

由此可见，第一人称代词“ｗｅ”在中美学术语篇
中虽然同样起到凸显作者身份的作用，但是微观效

果却仍有差异，相比中国经济学期刊，美国更为高

调，更能突出作者的学术贡献。在学术语篇中，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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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能够彰显作者的主体性，体现作者对研究的高

参与度和高介入度。第一人称的使用既有优点，也

有缺点。优点在于能够凸显作者的学术贡献，帮助

作者在学科话语社团中构建权威学者身份，助推作

者在论辩性学术语篇中亮明身份、赢得主动，也有利

于作者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学术界兜售和推介自己的

研究成果。缺点在于，对作者身份的凸显，意味着作

者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和责任，容易招致学科同行

的质疑和批评。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缺点，中国学者

使用第一人称时才有所保留，即使用到第一人称，也

会规避第一人称单数，只取第一人称复数；即便用到

第一人称复数，也会偏向表现低风险性的作者角色。

究其深层缘由，可能主要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

在集体主义文化风格和中庸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学

者二语写作中往往偏于保守、力求稳妥，虽然希望凸

显个人学术贡献，增强个人影响力，但是不愿冒着被

同行批评和诟病的风险，背负过重的学术责任。中

国学者隐匿作者主观自我和趋于使用低风险、低责

任度的保守做法，固然有助于减少来自同行的质疑

和发难，但是同时也错失了推介学术成果和构建学

术身份的良机。在《中国工业经济》期刊上发表论

文的往往都是中国顶尖的经济学研究者，未来会是

向国际期刊投稿、实现中国经济学学术研究成果走

向世界的重要力量。因此，高水平的研究者更应关

注国际学术写作惯例与风格，强化对英文学术写作

规范的习得，走出母语汉语谦虚谨慎的文风束缚，在

合适的语境中有意识地多用第一人称，并敢于通过

第一人称展现自己的研究结论和学术观点。

四、结语

本文基于自建的微型语料库，对比分析了中美经

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自称语的使用情况，有以下研究

发现：美国经济学期刊主要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其中

以“ｗｅ、ｏｕｒ、ｕｓ”复数人称为主，亦不乏单数人称“Ｉ”，
总体上凸显了作者身份；国内经济学期刊多用物称，

同时辅以第一人称复数和缺省主语的被动义结构，总

体上隐匿了作者身份。第一人称代词复数“ｗｅ”虽然
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均有出现，但是频数差异显

著，而且美国期刊作者主要用其凸显高风险性的“原

创者”作者角色，中国期刊作者则借之表明低风险性

的“实验操作员”和“论文设计者”角色。造成以上差

异的现实原因主要是中美学术写作规范的不同要求，

深层原因则主要是中美文化风格的差异。随着我国

对学术成果“走出去”的呼声越来越高，未来将有更多

的中国学者向国际期刊投稿。建议国内摘要的写作

规定早日实现与国际规范接轨，在学术语篇中解禁第

一人称，允许论文作者适当地展示自己的学术贡献，

一来提高文章可读性，二来彰显学术自信和文化自

信，促进中国本土学术成果的对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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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与提升：
“一带一路”新闻语篇的积极话语分析

徐　靖
（郑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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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靖（１９９４—），女，河南南阳人，郑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摘　要：在国际舞台上，国家形象与话语权密切相关。国家形象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与话
语权的提升息息相关。“一带一路”倡议自２０１３年由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以后，受到了学界的广泛
关注。“一带一路”不仅承接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而且将惠及范围从国内伸向了国外。三

年多来，已经有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国家组织积极响应支持，８６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
协议。我国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在增进和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政治互信、

经济融合以及文化包容等发面发挥着积极地作用，为我们积极对外塑造和输出国家形象提供了新的

机遇。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家形象；构建；共赢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９．０５．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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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构想最早由习近平在２０１３年９月和 １０月分别提
出，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一带一路”有着悠久

的历史背景，起源于我国古代与西域的沟通通道，继

承着古代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先河。如今的“一带一

路”不是简单地复制曾经的辉煌，我们既要以党的

十九大精神指导好“一带一路”建设，又要在“一带

一路”建设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历

史的基础上将现代中国的国家形象更加准确、全面

地对外传播。“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事，而是

各国共同的事；不是中国一家的利益独享地带，而是

各国的利益共享地带。“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仅是

实体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也是国家软实力提升的重

要契机，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

家形象，实现互利共赢。

近年来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西方敌对势力炮制的

“中国威胁论”，还有所谓的“军事威胁论”，这从客

观上反映了西方媒介对我国的偏见。中国的国家形

象面临着不小的挑战。西方媒体长期对中国进行妖

魔化宣传报道，试图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丑

化中国的形象。西方国家片面的歪曲报道，影响了

我国的国家形象。而国际话语权是软实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外宣传至关

重要。如何将“一带一路”的战略思想对外传播以

塑造国家形象呢？

二、研究方法

１９９９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 Ｍａｒｔｉｎ教授提出
了“积极话语分析”这一全新的命题。积极话语分

析（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ＤＡ）由批评话语分
析发展而来，不同于批评话语分析，它提倡积极改革

并给出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期望通过赞美那些美

好的篇章来构建和谐共处的社会。积极话语分析在

语篇的价值取向和语料来源等方面弥补了批评话语

分析的不足，其研究是运用多模式、多功能和多层次

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语篇中的积极话语含义，体现

了话语的建构作用。积极话语分析主要以评价理论

为基础，对话语中的各个系统进行词汇层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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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积极的态度去解读话语，以期建立一个指向和

谐社会的话语分析模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

把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本文

试从积极话语分析角度出发，摆脱评价理论的限制，

以语料库驱动手段观察扩展语境，采用定量与定性

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一带一路”的新闻语篇对我国

国家形象的构建。

三、扩展语义单位模型

共选理论是新弗斯语料库语音学最重要的理论

阐述。它深入到词汇、语法、意义交织为一体的密切

关系中，重构了语言描述的视角和方法框架，并催生

了相关的新的研究领域。Ｓｉｎｃｌａｉｒ阐述的扩展意义
单位是共选理论在操作层面的模型化表述：各种共

选关系及其研究方法都集成于该模型。扩展意义单

位模型将共选组成的词语序列作为扩展意义单位，

包括节点词（ｃｏｒｅ）、搭配（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类连接（ｃｏｌｌｉ
ｇａｔｉｏｎ）、语义倾向（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及语义韵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ｐｒｏｓｏｄｙ）五个要素。节点或者语境中的关
键词指的是我们得到的索引行（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ｌｉｎｅｓ）
中间都有一个共同的词，即检索词，我们称之为节点

（ｃｏｒｅ）。孤立地看待语言中的词有着显而易见的不
足，这是语言学界广为接受的看法。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著名语言学家 Ｆｉｒｔｈ就提出了搭配（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的概念。为了有效分析词语搭配，人们提出了搭配

强度（ｃｏｌｌｏｃａｂｉｌｉｔｙ）的概念。搭配研究关注的是词语
之间的“结伴关系”，但是局限于词汇层面。类连接

（ｃｏｌｌｉｇａｔｉｏｎ）则不再局限于词汇层面，而上升到词类
乃至语法层面，即语法互选，如形容词与名词构成类

连接。

四、研究设计

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契合中

国、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需要，符合有关各方的共

同利益，顺应了全球合作的潮流。中国致力于维护

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传承丝路精神，

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开辟更广阔的合作空间。“一带

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

潮流，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具有重大的语言学

研究价值。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是海外读者了解中国的主要
途径之一，也是我国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平台。在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检索主题词“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和“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ｒｏａｄ”分别检索到新闻 １２３３８篇和 ６２７９
篇，按照相关性（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排序，选取相关性最强的
１２５篇新闻，自建小型真实文本语料库。该语料库
共包含１２５个文本，７８４３０个形符，７５５３个类符。本
研究使用的软件有：文本整理器、ＡｎｔＣｏｎｃ３．２．３、

ＢＦＳＵ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ｏｒ１．０，按照扩展意义单位模型分析
法，依次分析节点词、搭配、类连接、语义倾向和语义

韵。

五、扩展语义单位模型下积极话语分析

（一）节点词

词频统计是语料库研究中最基本、最常用的手

段，通过节点词研究者可以发现语言的显著特征。

本研究利用ＡｎｔＣｏｎｃ３．２．３检索功能得到本语料库
的关键词，剔除功能词后，得到频率最高的２０个实
词（见表１）。

表１　前２０个高频实词

Ｒａｎｋ Ｗｏｒ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Ｒａｎｋ Ｗｏｒ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１ Ｃｈｉｎａ １２４３ １１ ｍｏｒｅ ２４２
２ ｒｏａｄ １１０２ １２ ｓｉｌｋ ２４１
３ ｂｅｌｔ ９１４ １３ ｗｏｒｌｄ ２１９
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５７８ １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０２
５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４９２ １５ Ａｓｉａ ２００
６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０１ １６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１８６
７ ｔｒａｄｅ ２９５ １７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１８２
８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２８０ １８ ｎｅｗ １８１
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６４ １９ ｇｌｏｂａｌ １７３
１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４５ ２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１７２

　　表１显示，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有关“一带一路”的报道
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合作与发展。中国要继承和发扬

丝路精神，把中国自身的发展与沿线国家的发展结

合起来，与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为“一带一路”

建设的原则，以和平开放、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不仅让中国自

己过得好，也要让沿线各国过得好。

“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根本利益，有效促进

经济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有序自由地流动、资源高效

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有利于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

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一带一路”彰显人类社

会共同理想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

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的和平发展

增添新的正能量。

（二）搭配

Ｆｉｒｔｈ认为，搭配是词语之间的“结伴关系”，在
语料库索引行中，以节点词为中心、左右的词数之和

为跨距（ｓｐａｎ），跨距内每个位置上出现的词即节点
的搭配词（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ｓ）。通过词汇的搭配强度，研究
者可以发现词汇的共现趋向。计算搭配强度的主要

算法包括：互信息（ＭＩ，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和ＭＩ３）、Ｚ
值（Ｚ－ｓｃｏｒｅ）、Ｔ值（Ｔ－ｓｃｏｒｅ）、Ｌｏｇ－ｌｏｇ值、卡方值
（χ２）、对数似然比（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ｒａｔｉｏ）、Ｄｉｃｅ系数
等。由于互信息值输法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即互

信息值和 Ｚ值容易将低频词视作检索词的强大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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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而Ｔ值有偏重高频词的问题。本研究将使用
Ｌｏｇ－ｌｏｇ值借助搭配词进行内容分析。在 ＢＦＳＵ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ｏｒ１．０中输入“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左右跨距分别设

置为５，按照Ｌｏｇ－ｌｏｇ由高到低排序，得到如下结果
（见表２）：

表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的搭配词分析

ＮＯ．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ｏｒ Ｔ－ｓｃｏｒｅ Ｌｏｇ－ｌｏｇ ＮＯ．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ｏｒ Ｔ－ｓｃｏｒｅ Ｌｏｇ－ｌｏｇ
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７．３９０５ ９．８１８９ １１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２．５６７８ ４．７００７
２ Ｆｏｒｕｍ ５．７９４ ９．１４１２ １２ ｈｉｇｈｅｒ ２．０７９３ ４．５０２４
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３．７１９６ ７．７５６４ １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２．７１４３ ４．４９５
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３．３５７６ ６．５３２１ １４ ｗａｙｓ ２．００１ ３．９４８
５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２．８６３１ ５．８６７３ １５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２．２８３３ ３．８６４４
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３．１０９８ ５．６１４９ １６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２．２８３３ ３．７４４２
７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２．９０４５ ５．４９７５ １７ ｃｌｏｓｅｒ １．９５４ ３．６６５２
８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３．３２５４ ５．４４２３ １８ Ｎｅｐａｌ ２．０６３２ ３．６５５１
９ ｚｏｎｅｓ ２．７６３３ ５．２４３７ １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６９１９ ３．６４８１
１０ ｓｉｇｎｅｄ ２．６４９５ ５．１７０７ ２０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１．６７１４ ３．６０３３

　　根据表２可知，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在跨距内的显著的
搭配词可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除去一些

地名，大多的搭配词具有积极的含义。我们将它们

分为组织性搭配词（一些动词的搭配）、描述性搭配

词（合作的领域、合作的方式）和评论性搭配词（形

容词、副词）。组织性搭配词是一些动词，如：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ｇｎｅｄ对节点词“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进行“组织”，
如中国与海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实现经

济繁荣、贸易互补。描述性搭配词如：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等，对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进行描述。这些搭配词可以说明合作
的领域以及合作的方式，“一带一路”是多边的，各

国共同参与。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

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

备制造合作，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评论性搭配词

是一些形容词和副词，如：ｈｉｇｈｅｒ、ｃｌｏｓ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等。这些词具有积极的内涵意义，说明
“一带一路”的前景是光明的，中国在坚定不移实行

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坚持打开国门的政策，在重大国

际合作项目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

放格局。“一带一路”建设把中国和沿线各国更加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贸易和人员往来更加密切，在互

利共赢基础上开辟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三）类连接、语义倾向和语义韵

搭配研究关注的是词语之间的“结伴关系”，而

与搭配相关的另一概念是“类连接”（Ｃｏｌ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类连接关注的也是“结伴关系”，但类连接所关注的

“结伴关系”不再局限于词汇层面，而是上升到词类

乃至语法层面，即语法互选。换言之，类连接就是有

关词类或语法类别的共现关系，它可以被看作是搭

配的更高层次，与语言的句法方面有密切联系。

包含“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的索引行共３１５条，经观察，
预料中“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节点词左右两侧的显著类连接

特征有形容词（ａｄｊ＋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名词（ｎ＋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连词（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动词（ｖ＋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介词（ｐｒｅｐ＋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ｐ）、指示词（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形容词性物主代词（ｐｏｓ
ｓｅｓｓｉｖｅｐｒｏｎｏｕｎ）、数词（ｎｕｍｂｅｒ）以及副词（ａｄｖｅｒｂ）。
限于篇幅，现将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搭配最多的形容词
和名词作以下分析：根据统计数据，形容词“ａｄｊ＋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出现１６６次（见表３），大约占有效索引
行的５２．７％。主要涉及国际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经济
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多边的（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双赢的（ｗｉｎ－
ｗｉｎ）、更深的（ｆｕｒｔｈｅｒ）等。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复杂
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

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

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

然严峻。在此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

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

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

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一

路”不是中国一家独唱，而是中国与沿线各国一

起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加强合作与交流，发挥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

用，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经观察，形容词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的搭配结构所体现
的语义韵为“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

范围内加强经济贸易合作，让世界变得更加亲密。”

所有索引行中，名词“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共４９次，
约占所有索引行的１６％（见表４），主要涉及的词汇
有能源（ｅｎｅｒｇｙ）、生产力（ｃａｐａｃｉｔｙ）、一带一路（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ｒｏａｄ）、贸易（ｔｒａｄｅ）等。“一带一路”沿线各
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

空间很大，理应加强双边合作，开展多层次、多渠道

沟通磋商，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一带一路”是

多元的，合作领域涵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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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交通、投资、产能合作以及人文交流等各个领域，

合作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民间资本、专业投资机

构、各国企业以及各界有识之士都可以广泛参与进

来。

表３　“ａｄｊ＋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索引行部分展示

　　１．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ｏｔｈｅ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２．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ｆｏｒ

３．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４．ｉｓａ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ｆ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ｂｙ

５．Ｃｈｉｎａ’ｓｆｉｒｓｔ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

６．ａｎｄＲｏａｄＦｏｒｕｍ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

７．ｗｏｒｌｄｃｌｏｓｅｒ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ｔｉｎｔｒａｄｅ

８．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ｗｉｎ－ｗｉ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ｍｕｓｔｅｎｌｉｓｔｇｌｏｂａｌ

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１０．ｌｉｋｅｔｈｅＦｏｒｕｍｏｎ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

１１．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ｏｆ

１２．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ｏｆ

１３．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ｔｏｂｕｉ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ｔｈｅｉｒｍａｃｒｏ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１４．ｂｏｏｓｔ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

１５．ａ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ｔ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

表４　“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索引行部分展示

　　１．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ｔｃ．Ｔｈａｔｒａｉｓｅｄａｋｉｎｄ

２．ａ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ｋａｎｅｗｐａｔｔｅｒｎ

３．ｔｏｔｈｅｎｅｅｄｆｏ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ａ

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ｒｓｐｅｅｃｈ．

５．Ｔｈ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ｅｒｂｉａａｎｄ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６．ｆｏｒｌｉｖｉｎｇｂｙ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ｌｌａｒｅａｓ．

７．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

９．Ｂｕｄａｐｅｓｔ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ａ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ｆｏｒ

１０．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ＣＥＥＣ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１１．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ｔａｈｉｇｈｅｒ

　　名词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的搭配结构体现出中国与其
他各国合作的领域和方位。经观察，名词与 ｃｏｏｐｅｒ
ａｔｉｏｎ的搭配产生了一种“中国希望通过共建‘一带
一路’深化与沿线国家产能、创新与教育等方面的

合作”语义韵。

六、讨论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将语义韵视作节点词与搭配语境共同
的特征，主张将语义韵置于扩展意义单位的框架下

进行研究。本研究摆脱以往话语与评价理论结合的

模式，从积极话语分析的视角出发，通过观察和分析

节点词、其搭配以及类连接，从而发现了语义倾向及

语义韵。我国对于“一带一路”的报道紧紧围绕“加

强各方面的合作以求中国与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的

主题展开，向世界人民表达了愿秉持共商、共建、共

享的原则，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规划对接为

基础，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纽带，以互联互

通、产能合作、人文交流为支柱，以金融互利合作为

重要保障，积极开展双边和区域合作。

“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

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

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

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由

于地理历史环境、意识形态等因素造成的不同国家

之间的差异，部分西方国家出于某些目的，其媒体通

常用“有色眼镜”报道中国，将中国描述为西方主导

下的国际秩序的“威胁者”。“一带一路”倡议顺应

当下的全球经济合作潮流，推动着“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经济合作和共同繁荣，彰显了人类互联互通、

和平发展的美好理想。

七、结论

西方媒介话语建构的中国形象，是在跨文化传

播中中国话语权缺失和被西方媒体弱化的状态下

“他者”化的表述体系，并非对中国现实状态合理与

客观的认知与理解。积极话语分析旨在对话语中的

各个系统进行词汇层面的分析，采用积极的态度来

解释话语。积极话语分析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实现某

种既定目标，营造和构建平等和谐的社会氛围。本

研究以Ｓｉｎｃｌａｉｒ的扩展意义单位模型为指导，结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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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库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数据驱动

的意义单位分析，深度分析《中国日报》对中国国家

形象的构建与提升，以求通过现象挖掘本质。研究

发现，《中国日报》通过对“一带一路”的报道，为世

界提供了一个认识中国的新视角。“一带一路”倡

议继承了古老中国的历史，借历史上的开放包容开

拓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和谐世界”以及“互利共

赢”的国家形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象发生巨

变，经济持续繁荣，社会局势稳定，政治、法律、经济

领域不断改革，中国与世界各国不断拓宽交流与合

作，这些让中国的国家形象更趋正面。“一带一路”

倡议凸显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各国共同

繁荣”的共性主题，不仅着力于自身的经济、外交事

业等国家层面建设，而且，“一带一路”已经延伸到

能够为全世界国家谋利、为全世界人民造福的高度。

这体现了中国珍爱和平，追求亲善友好、互利合作的

国际关系，为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起到了积极作用，

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新时代，我们要以共建

“一带一路”为契机，扎实推进互联互通、自由贸易，

加强农业、产能、能源、灾后重建等各领域合作，扩大

双向投资和贸易，促进双边贸易可持续发展，树立起

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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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ｄ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８６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ｓｉｇｎｅ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ｗｉ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ｒｏｕｔｅａｎｄｐｌａｙｓ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ｉ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ｍｕｔｕａｌｔｒｕｓ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ｂｅ
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ｈａ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ｎｅｗ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ｕｓｔｏａｃ
ｔｉｖｅｌｙｓｈａｐｅ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ｏｕ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ａｇ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ｉｎ－ｗ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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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几点看法

陈国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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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媒体融合”至今仍是一个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的概念，与之相关的理论、策略研究及预
测也存在着争议，故不能不顾学术传统地引用，也不能不分领域地进行模仿。当前形势下，推动媒体

融合的当务之急是实现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传播工具与互联网乃至移动通讯的互动、互补和互

融，以权威品牌和高质量内容抢占舆论高地，重点任务是围绕互联网数据平台的建设和使用做好数

字化工作，以保障实现优质内容的“互联网＋”。
关键词：媒体融合；现实意义；新闻传播工具；传统媒体；“互联网＋”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９．０５．０１４
中图分类号：Ｇ２３７．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７５－０５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已将新闻出版业推进
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媒体融合时代，“互联网 ＋”正
在将传统的、分割的、排斥的热媒体和新兴的、关联

的、包容的冷媒体联结在一起，形成“众声喧哗”式

的全媒体交流状态，“已经成为信息时代一种不可

阻挡的浩荡潮流，成为媒体领域一场不容回避的自

我革命”［１］。为顺应形势发展、掌握舆论工作主动

权、有效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时也为了开创出

版工作新局面、促进科学技术事业繁荣，中共中央自

十八大以来一直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媒体融合

发展。从提出“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

的新型主流媒体”到提出“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

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从制定实施《关于推动传

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到强调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

一项紧迫课题”［２］，为媒体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提

出了要求、注入了强劲动力，推动我国的新闻出版工

作进入了新的境界。“全国各地各新闻单位尤其是

中央主要媒体积极投身媒体融合发展，‘移动优先’

成为共识、‘用户意识’深入人心、‘爆款产品’屡屡

刷屏……从‘相加’到‘相融’，向着‘融为一体、合而

为一’阔步迈进，一个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

力不断提升的新型主流媒体矩阵在全媒体时代浪潮

中成长壮大，写下媒体融合发展的‘中国答卷’。”［３］

然而，必须意识到我国的媒体融合当前正处在从

“相加”向“相融”过渡的关键阶段，在新闻界取得的

成就固然可喜，但放眼整个出版界，其发展前景依然

堪忧。尤其是为数众多的处于“小、散、滥”状态的

期刊出版单位，该怎样借融合发展自己呢？可以说，

在业界尚没认清媒体融合的规律、尚没领会推动媒

体融合发展的现实意义之前，尚无法得到令人满意

的答案。本文就相关问题做如下阐述。

一、媒体融合的应有之义

“媒体融合”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由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的学者提出，于２１世纪初被中国人民大学
的学者引用、研究，现已成为中国新闻出版界的一个

最热门词汇。它虽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的确是

一个被中国编辑学研究曾经忽略过的课题，以致于

编辑（出版）学界对于媒体融合的认知较为模糊，甚

至还有不少偏见。因此，在谈及媒体融合的应有之

义时，还需要正本清源，看一看美国学者最早的提

法。

１９７８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Ｎｅｇｒｏ
ｐｏｎｔｅ教授用一个图例提出了“Ｍｅｄｉａ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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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他用三个圆圈分别代表印刷出版业、电脑

业和广播电视业，这三个圆圈逐渐重叠表示印刷出

版业、电脑业、广播电视业这三个产业有相互融合的

趋势，并且这三个圆环重叠的部分将会是发展最快

的。”［４］１９８３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 Ｉｔｈｉｅｌ
ＤｅＳｏｌａＰｏｏｌ教授在其著作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Ｆｒｅｅ
ｄｏｍ中提出了“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Ｍｏｄｅｓ”概念。他
认为：“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

的传播形态聚合的原因。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

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５］由此而论，“ＭｅｄｉａＣｏｎ
ｖｅｒｇｅｎｃｅ”这个“模棱两可的时髦词”［６］原来指的是
媒体传播形态的趋同现象或媒体进化的规律。例

如，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多种媒体已经或正

在趋同于“互联网＋”的传播形态，从而融汇形成新
的媒体模式和业态———数字化媒体和与之相对应的

数字出版业。在我国，１９９６年发行的《中国学术期
刊（光盘版）》开启了中国学术期刊的光盘版与印刷

版同步发行模式；其后，随着“中国期刊网”的开通、

“中国知识基础设施”（ＣＮＫＩ）工程的建设，几乎所
有的中国学术期刊都加入网络数据库中，以致于互

联网已成为学术期刊的重要传播渠道，使中国学术

期刊出现了邮政发行量下降、网上检索和阅读量不

断上升的趋势。并且，随着数字出版平台的建设和

推广，中国学术期刊出现了集群化、集团化的趋势。

中国学术期刊的这种印刷版、数字版兼容的传播形

态，以及基于互联网信息平台的集群化、集团化趋

势，正是媒体融合在期刊出版业的具体表现。所以

说，媒体融合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

我国学者对于媒体融合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颇

有创造性，不仅明确了媒体融合的概念，而且充实了

媒体融合的内容，并衍生出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概

念。滤去诸多不着边际的论述，最全面、最明晰的解

释当为：“传媒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多功能一体

化的趋势，是信息技术进步推动下的传媒产业的升

级和重组，是一个跨越发展的途径。一般意义上讲

的传媒融合主要是指不同媒体形态、不同媒体单位

之间的融合，广义上更广泛的传媒融合还包括传媒

与经济、文化、技术、资本、业态之间的融合。”［７］这

便是我国目前所大力倡导的媒体融合的应有之义，

其中“不同媒体形态的融合”，即是编辑学视野中的

“媒体融合”。这是因为编辑学是以职业为导向、以

伦理规范为要旨的学科，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围绕出

版实践所形成的编辑工作的规律，仅涉及媒体模式

的创新。按照王振铎的解释，媒体模式是“某种讯

息群的组合，文化符号的集装箱”［８］，例如口语媒

体、文字印刷媒体、音像电子媒体和网络媒体等，不

仅外部形态、内部结构、传播方式不同，而且由此衍

生出来的媒体功能、特征和发展趋势也不同，所以

“媒体模式”就反映为“媒体形态”。

按照丹尼斯·麦奎尔的观点，“大众传媒由一

些机构和技术所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

技术，通过技术手段（如报刊、广播、电影等等）向为

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的

内容”［９］。可以肯定，并非所有媒体形态都能融合，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也不允许存在任何形式的垄断。

所以，专业化群体所要关注的自然是与专业媒体形

态直接相关的技术及机构的融合，既不能听风是雨

做池鱼之虑，也不可亦步亦趋地邯郸学步，而只能在

领会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现实意义的前提下进行有

明确对象的探索。

二、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当务之急

关于基于报纸而兴起的新闻学与基于广播而发

迹的传播学的定位问题，在美国虽然有过一场旷日

持久的“绿眼罩人”与“卡方人”［１０］之争，直到现在

尚拢而不合，但普遍的社会认知已将其视为同一领

域，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传播

工具，媒体融合研究所考察的对象也主要是这类大

众传媒。更重要的是，新闻传播工具在反映舆论和

形成、引导舆论过程中具有巨大的作用，“在当代西

方，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媒体与政治关系的一个极

端形态正在形成，这就是‘政治媒体化现象’”［１１］。

在政党较量中，政客们特别注意利用新闻传播工具

制造舆论，维护和树立个人的形象、扩大自己的影

响；在国际事务中，霸权主义者热衷于操纵新闻传播

工具进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或采用双重标

准，歪曲事实、煽风点火、挑拨是非、进行“妖魔化”

宣传，肆意干涉他国内政。从艾森豪威尔到奥巴马，

美国历届总统都深谙此道，他们借助于报纸、广播、

电视等赢得了大选，并操纵着这些新闻传播工具相

继实施“冷战”“颜色革命”、挑起“科索沃战争”“伊

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策动“围

堵中国计划”，已成为一种传统。这或许是推动美

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和传媒应用技术不断进步的一

个主要因素。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在相当长的历

史时期内我们是将“新闻”和“出版”视为姊妹专

业。虽然从当前的学科目录上还看不到“出版

学”［１２］，但在学科教育方面，“中国出版高等教育走

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１３］。在

一些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不仅设有“新闻学”

“传播学”专业，而且还设有“广播电视学”“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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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编辑出版学”［１４］等专业。在学术研究方面，

“编辑学研究正在深入，正在稳步地前进”［１５］。至

于为什么在中国编辑学研究与学科教育会成为出版

学研究和学科教育的先声，个中原因乃“出版”与

“编辑”两个概念在１９３０年代的国人心目中尚处于
“混沌”状态，有时分殊，有时混一。有从资本经营

印刷、发行产业角度称为“出版”的，也有从文化学

术教育传播角度称为“编辑”“校译”的。中国的学

者们深受国学传统的影响，更看重编辑的功夫，认为

“这是一种非常需要而且很有意义的工作……其中

也大有学问啊！”［１６］以致在１９８０年代初掀起了编辑
学研究的热潮。其时，作为移植而来的学科，新闻学

已经落地生根，传播学正在破土萌芽，故有学者认为

“编辑学”之名过于笼统，建议借鉴新闻学的体系划

分或结合传播学研究称其为“出版编辑学”或“编辑

传播学”［１７］。后来学界将其定义为偏正结构的“编

辑出版学”并置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

闻传播学类基本专业，不仅没有摆脱国学传统的影

响，反而又混淆了学科渊源。这也说明，虽然我们十

分重视新闻舆论工作，但在研究方面却从骨子里喜

好编辑文化，故难免会不自觉地将新闻学问题、传播

学问题混淆为编辑学问题。由于这种学科间的关

系，以及中美学术传统的差别，我们应该遵从“物以

类聚”的原则去处理媒体融合问题。就此而论，当

前国内诸多关于媒体融合的论著几乎都忽略一个限

定词———“新闻”（可能用“资讯”更准确），我们推

动媒体融合发展的重点是新闻媒体。因为，在此方

面已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可以借鉴，尤其重要

的是，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当

务之急。

目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

面临着新情况。“美国人口虽只占世界人口的５％，
但是目前传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区８０％—９０％的新
闻，都由美国等西方通讯社垄断。美国等西方媒体

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各国发布的总信息量的

１００倍。”［１８］置身于这样一个传媒全球化大环境中，
自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新闻舆论方面一直处于被

动地位。从涉藏、涉疆问题到人权、宗教问题，面对

西方新闻媒体的片面报道和抹黑，我们所能做的就

是反击或抗议。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报道迅速及时

且打着“言论自由”“价值中立”的幌子、以新奇怪异

低俗相包裹，西方新闻媒体使部分国人，尤其是青年

学生，产生一种“美好幻觉”，认为它们所提供的新

闻都是真实和客观的、它们的评论都是善意的。一

些所谓的“公知”则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工具随声

附和西方新闻媒体，宣扬“普世价值”，借“战略机遇

期”和“矛盾凸显期”造谣生事，丑化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军队的形象，或扭曲史实颠覆中国传统优良价

值观。正所谓“三人成虎”，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面

临严峻挑战，迫切需要乘势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坚

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

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１９］。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传统传媒业态一直落后

于西方发达国家。但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

展和应用，我国媒体融合从技术、机制到具体进展都

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例如电信网、有线电视网

和计算机网的整合———在网络层上实现互联互通、

在业务层上互相渗透和交叉、在应用层上趋向使用

统一的ＩＰ协议，“最终形成一套网络中兼容多种业
务的运行模式”［２０］。再如报纸微博、微信、客户端三

位一体的移动传播布局———建立新型多功能一体化

采编平台、运用多媒体技术，实现新闻的“一次采

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２１］的“中央厨房”运作模

式。可以说，计算机信息技术驱动的媒体融合发展

为我国新闻传媒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

遇。当前５Ｇ通信技术刚刚起步，正是我国新闻传
媒做大做强的关键时间节点，积极推动新闻传媒深

度融合已是当务之急。

三、实施媒体融合的重点任务

有学者将媒体融合归纳为所有权融合、策略性

融合、结构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新闻表达融合等

五种类型［２２］，也有学者认为媒体融合有技术融合、

网络融合、业务融合、终端融合等四种主要表现形

式［２３］。从图书、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的发展史可

概括出如下结论，“当媒体制作的物质技术发生革

命性的变化时，编辑形制便有新的发展”［２４］，从而衍

生出新兴媒体，而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将会进入一

个相互交融、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时代———也就是

说，媒体是在融合中创新发展的，媒体融合可概括为

三种情况：一是传统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二是传

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三是新兴媒体与新兴媒

体的融合。所谓新兴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时间的、发

展的概念，例如纸书相对于简册、活字印刷图书相对

于雕版印刷图书、广播相对于报纸、电视相对于广播

都是新兴媒体，其形态或运营模式往往是因为制作

工艺或传播技术的进步而有所创新。当前的新兴媒

体主要是指诞生于报刊、广播、电视这三种大众传媒

之后的互联网媒体和移动通信媒体———人们按顺序

称之为“第四媒体”和“第五媒体”，其运营模式本质

上是网络、媒体、通信三者的大汇流。而当前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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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虽然包含有传统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例如

报刊出版机构的集团化、广播与电视台站的整合）、

新兴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例如互联网与手机平

台的融合），但最为重要的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

的融合，最为关键的是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融合，即

传统媒体的“互联网＋”。
正如《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

指导意见》所述：“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中，互联网与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具有广阔前景和

无限潜力，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正对各国经

济社会发展产生着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影响。积极发

挥中国互联网已经形成的比较优势，把握机遇，增强

信心，加快推进‘互联网 ＋’发展，有利于重塑创新
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培育新兴业态和创新公共服务

模式，对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

公共服务“双引擎”，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

态，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

级具有重要意义。”［２５］因为互联网能够不受空间限

制地进行文档、图片、音像等各种形式的信息的交互

传播，使用者多、生产成本低、传播效率高，推动各类

传统媒体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无疑会增强我国新闻出

版业的信息生产和服务能力、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和

影响力，所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

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整合新闻媒体资源，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是落实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部署、推进宣传文化领域改革创新的一

项重要任务，是适应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提升主流媒

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举

措。”［２６］之所以将传统媒体的“互联网 ＋”视为推动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的重要任务，是基于以下

两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在内容建设方面，传统媒体是媒体融合的

最可靠资源。目前为止，原创性高质量的内容仍然

来自传统媒体。传统媒体因其权威性和从业人员的

专业性而具有强大的生产力和影响力，但其传播方

式单一、速度慢、覆盖范围小，且受众没有互动性。

虽然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受众可实时互动转

发，但由于缺少甚至没有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把

关人”，互联网媒体的内容可谓重复不断、错谬连

篇，可靠性低、规范性差。要发挥二者的优势，行之

有效的方法就是达成“互联网 ＋传统媒体”的传播
形态———这不仅是传统媒体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

是互联网媒体健全自身的需要。我们必须认识到，

“在传播的实践中，内容生产永远处在整个传媒产

业链和价值链中上游位置，掌握了内容优势地位的

媒体，往往能够凭借优质内容在媒体竞争中立于不

败之地”［２７］，如果不加强内容建设，打造“新型主流

媒体”的目标恐将遥不可及。

其二，在技术建设方面，互联网是媒体融合的最

佳媒介和基础。与“互联网 ＋”紧密相关的是数字
化———简单而言，就是将诸多复杂多变的信息转变

为一系列二进制代码，通过互联网信息平台进行存

取交换处理。这里，复杂多变的信息既包括媒体传

播的内容，也包括媒体内部管理及外部调研等涉及

的各类数据。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传

统媒体数字化已不成问题，所搭建的互联网信息平

台除具有使信息的沟通变得更加简单快捷外，还具

有信息采集、加工处理、发行等编辑出版工作主要环

节的功能模块。所以，数字化的程度决定着媒体融

合的深度，实现优质内容的“互联网 ＋”是媒体参与
融合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实现媒体采、编、传播过程

及效果评价、选题论证、管理工作的数字化则直接关

系到媒体运营模式的创新。并且，一个互联网信息

平台所发布的数据可以被另外一个互联网信息平台

作为数据源使用，互联网信息平台也是移动通信媒

体的基础设施。所谓的“第五媒体”实质上就是“第

四媒体”的延伸（也可称其为互联网传播移动化），

所谓的“大数据”“云计算”“移动客户端”“手机网

站”都涉及数字化资源，所以做好“互联网 ＋”在新
兴媒体的技术建设方面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对待媒体融合应有的态度

《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

导意见》提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

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

正确方向和舆论导向、坚持统筹协调、坚持创新发

展、坚持一体化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按照

积极推进、科学发展、规范管理、确保导向的要求，推

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

理等方面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

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

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

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要一手抓融

合，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

推进。”［２６］不仅明确了推动媒体融合的目标任务和

总体要求，而且也阐述了实现媒体融合的工作理念

和路径。在理解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现实意义的基

础上，我们对此应秉持正确的态度，既不能消极等

待，也不能盲目跟风。

其一，要率先解决当务之急。报纸、广播、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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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闻传播媒体必须肩负起历史的使命，响应中共

中央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顺应互联网传播移动

化、社交化的趋势，运用多媒体、大数据、云计算等新

技术，发展移动客户端、手机网站，实现传统媒体与

互联网乃至移动通讯的互动、互补和互融，以权威品

牌和高质量内容抢占舆论高地。这一点，既刻不容

缓，也不容置疑。

其二，要着力落实重点任务。所有的传统媒体

都应主动参与“互联网＋”行动，围绕互联网数据平
台的建设和使用做好数字化工作。有条件的媒体应

该建设自主可控的平台，把生存发展的主导权掌握

在自己手中。没条件的媒体可以有选择地使用商业

平台，探索技术、积累经验，通过集群化拓展生存空

间。要认识到，媒体融合不单是内容的“互联网

＋”，而是媒体工作的数字化，随着媒体融合的发
展，新的新闻出版业态必将形成，旧的编辑形制必将

革新。传统媒体从业人员要顺应形势，主动学习新

知识、新技术，积极尝试媒体工作数字化。还要认识

到，无论媒体的形态无论如何演变，“内容为王”的

诉求永远不会改变，保障内容质量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永远也不能丢。

其三，要反对教条主义。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

应用实践，均不能生搬硬套既有的原则、概念和方

法。何况“媒体融合”至今仍是一个没有得到广泛

认可的概念，相关的理论、策略研究及预测也存在着

争议，故不能不顾学术传统地引用，也不能不分领域

地模仿。我们必须注意到，“虽然不少传统媒体已

经纷纷迈出了向新媒体融合的步伐，但是结果却不

尽如人意”［２８］，以科学的态度，有针对性地研究新闻

传播工具、图书、学术期刊等不同种类的媒体的融合

理念和路径。编辑学研究则应将重点放在编辑工作

的数字化转型上，深入探讨新兴媒体的质量保障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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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官方微信两会新闻报道特点研究
———以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两会新闻报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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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两会是我国每年召开的重要时政会议，对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促进党和人民心连
心起着重要作用。每年两会期间，全国各大媒体都力争在报道中体现自己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和公信力。《人民日报》作为我国第一大党报，其对两会的报道策划对其他媒体具有一定的借鉴和

参考作用。微信拥有数量庞大的用户群体，微信公众号也成为很多网民和广大干部群众接收信息的

重要渠道，应该受到各大媒体的重视，但是目前仍有媒体疏于微信公众号的维护，其传播效果很不理

想。目前，《人民日报》官方微信两会新闻报道策划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传播模式，其在内容和形

式方面都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符合“三贴近”原则，较好地诠释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并且在一

定程度上做到了深度与广度兼具、框架与创新并存。

关键词：《人民日报》；两会；微信公众号；新闻报道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９．０５．０１５
中图分类号：Ｇ２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８０－０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以下简称两会）是我国每年召开的重要时政会议，

两会的新闻报道是人民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重

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因此媒体的传播效果好坏

对党和人民都至关重要。目前，微信公众号拥有较

大的受众群体，其传播力和影响力应该受到媒体的

重视。《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已经成为其两

会新闻报道的重要传播阵地之一，并形成了自己的

传播模式和传播特色，其多角度、多层次、人性化的

报道风格和报道思维不仅符合受众的心理需求，而

且遵循了新闻报道规律，使传播政治化功能得到了

最大化的发挥。

一、《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两
会报道的量化分析

从表１可以看出，在２０１８年３月３日—３月２０
日两会召开的１８天时间里，《人民日报》官方微信
总发文３７１篇，日均发文约２１篇；其中“与两会相
关”的报道１６６篇，占比约４５％，日均发文约９篇。

据统计，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３日—３月２日的１８天时间
《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总发文３４８篇，日均发
文约１９篇；从环比数据来看，２０１８年两会期间《人
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发文总量和日均发文量

较平日均有所增加。

从表２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在２０１９
年３月３日—３月１５日的两会召开的１３天时间里
共计发文２６５篇，日均发文约２０篇；其中“与两会相
关”的报道 ７１篇，占比约 ２７％，日均发文约 ５篇。
根据统计，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８日—３月２日的１３天里
《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共计发文２７４篇，日均
发文约 ２１篇；从环比数据来看，２０１９年两会期间
《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总量和日均发文

量环比上个周期均有小幅度减少。

从２０１８年及 ２０１９年《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
众号在两会期间发文量的同比数据可以看出，２０１９
年两会期间“与两会相关”的报道日均发文量和总

占比与２０１８年相比都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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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２０１８年３月３日—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０日报道数量统计表

　　日期

项目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３／１０３／１１３／１２３／１３３／１４３／１５３／１６３／１７３／１８３／１９３／２０日均 合计

与两会相关的报道数量 ３ ４ １１ １０ ７ ６ ６ ４ ８ ７ ８ ８ ４ ４ １９ ２０ １９ １８ ９ １６６
当天报道总数量 １９ １９ １９ １９ ２０ １８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９ ２０ １９ １９ １８ ２４ ２６ ２７ ２５ ２１ ３７１

与两会相关的报道占比 １６％ ２１％ ５８％ ５３％ ３５％ ３３％ ３０％ ２０％ ４０％ ３７％ ４０％ ４２％ ２１％ ２２％ ７９％ ７７％ ７０％ ７２％ ４３％ ４５％

表２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２０１９年３月３日—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５日报道数量统计表

　　日期

项目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３／１０ ３／１１ ３／１２ ３／１３ ３／１４ ３／１５ 日均 合计

与两会相关的报道数量 ５ ５ １４ １０ ５ ５ ５ ４ ３ ３ ４ １ ７ ５ ７１
当天报道总数量 ２１ １９ ２２ ２４ １８ ２１ ２０ ２１ ２１ １９ １９ １９ ２１ ２０ ２６５

与两会相关的报道占比 ２４％ ２６％ ６４％ ４２％ ２８％ ２４％ ２５％ １９％ １４％ １６％ ２１％ ５％ ３３％ ２６％ ２７％

　　《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在２０１８年两会期
间“与两会相关”的报道从３月３日至３月５日总体
呈上升趋势，３月６日至３月１６日发文数量总体呈
下降趋势，在３月１７日至３月２０日两会的最后４
天发文数量较两会前期突然增加，并在３月１８日达
到本年两会发文量的最高峰；２０１９年两会期间“与
两会相关”的报道数量从３月３日至３月５日总体
也呈上升趋势，并在３月５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开幕当天达到高峰，发文数量１４篇，３月５日
至３月１４日发文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在３月１５
日会议闭幕当天报道数量达到二次小高峰，发文７
篇。经过对比，２０１８年３月３日至３月５日《人民
日报》官方微信“与两会相关”的发文量低于 ２０１９
年同时期，３月６日发文量相同，３月７日至３月１８
日期间，只有３月１５日２０１８年的发文量低于２０１９
年，其余时间均比２０１９年发文量高。

总体来看，２０１８年两会期间《人民日报》官方微
信公众号发文量的峰值出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期间，２０１９年发文量的峰值
出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和闭幕当

天，两会期间的其余时间两年的日均发文量占比均

不高；这说明《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在两年两

会会议期间除了重大事件、重要节点外，均未形成

“刷屏”式报道。

两年两会期间《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报

道类型多样，除了实事求是地向受众传达两会的最

新消息外，还注重互动与宣传，力争最大限度传播信

息和引导舆论。根据《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

两会报道的内容将其按照主题不同分为１１个类别，
从图１的分类情况可以看出，在１１个类别中两年均
占比较高的为“政策的传达与解读”、“政府人员声

音”和“两会相关”三类报道，这说明《人民日报》官

方微信公众号在两会报道中更加侧重政策方针及最

新消息的传达及政府亲民形象的传播，这准确地契

合了《人民日报》作为党报的使命与责任。

图１　《人民日报》官方微信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两会报道主题分类统计

　　二、《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两会报道策划
的特点分析

（一）硬新闻，软标题

两会作为全国性的时政会议，其严肃性不言而

喻。媒体以往的经验是此类硬新闻要做到严谨、严

肃，一般采取灌输式理论说教的报道方式，大量会议

新闻、会议报告形式的报道充斥整个网络，标题更是

“不苟言笑”。而在近两年的《人民日报》官方微信

公众号上，我们看到了更多“接地气”的软标题，比

如《剧透！今年两会要办这些大事，将影响你的生

活》《盘他！看看一根线能盘出啥》《看了这份账单，

我都不好意思偷懒了》《“丑校服”８８６？网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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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太惊喜！》《宝宝不高兴问题很严重……今天部

长通道上这些话“亮”了》等类似标题，不仅使用网

络上流行的“热词”拉近了与网民的关系，而且运用

轻松、活泼的语调将会议内容表达出来，极其具有趣

味性，增加了新闻的可读性和吸引力，提高了新闻报

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在新媒体环境下，传授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再泾

渭分明，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接收信息，“灌输式”的

新闻方式不再适合当前的媒介环境，媒体必须以受

众的阅读习惯为参考进行信息的传播。《人民日

报》官方微信在两会报道中采用的“硬新闻，软标

题”的做法，使其新闻报道越来越“接地气”，这种改

变不但没有影响其公信力，反而吸引了更多的网民

阅读新闻，增强了其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这种软

标题契合了微信公众号的强传播的特性，更能够引

发二次传播，让《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在加强党的方

针政策扩散的同时也在引导舆论方面拥有了更多的

话语权。

（二）报道数量适度，报道角度更加符合“三贴

近”原则

两会是全国性的大事件，符合新闻价值“五性”

中的时效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在以

往大部分的新闻报道中，媒体均以大篇幅、刷屏式的

报道策划显示两会的重要性，但是这样的报道方式

往往造成信息重复率大增、重要信息被覆盖、受众信

息接收疲劳等效果，传播力和影响力不佳，因此在重

大事件的报道中掌握报道的“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的两会报道策划中，《人民日报》
官方微信公众号关于两会的报道数量总占比分别为

４４％、２３％，日均发文分别为９篇和５篇，说明《人民
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在报道数量上求精不求多，

重点在于报道内容的整合与解读。虽然两会期间

《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发文数量并不多，但是每篇报

道的浏览量都在１０万＋，说明其达到了较好的传播
效果。

经过对《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关于两会

的报道内容进行分析发现，其发布内容更多的是关

乎人民的日常生活，报道角度体现新闻价值的接近

性。比如２０１８年发布的《李克强：移动网络流量资
费年内至少降低３０％》《定了！政府工作报告：将提
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好消息！除了流量费，这些

费用也要降》《今年，这些人将获得实实在在的实

惠！快看看有没有你》等报道以及 ２０１９年发布的
《定了！今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２万
亿元》《好消息！今年在全国实行“携号转网”》《关

于金融乱象、网约车、减税降费……刚刚部长们都回

应了》《从陕北到中南海，习近平一直很关心这件

“小事儿”》《怎么缓解看病难、如何振兴中国足球？

７位部长这样回应》等多篇报道都与民生息息相关，
并且这类报道在两会的报道中占比均较高。从这方

面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舍弃了严肃的

会议报告模式，报道内容重视传达两会的惠民政策，

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一方面“使

报道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使群众爱听、爱

看、爱传”［１］；另一方面也让政府的亲民形象深入人

心。

（三）报道方式不拘一格，体现全媒体与融媒体

特点

全媒体和融媒体的构建不仅仅体现在报道载体

上，也体现在新闻来源、报道形式、新闻内容、传播受

众等方面。［２］《人民日报》目前不仅报道载体有十几

种，其报道方式也不拘一格，给受众提供了丰富多彩

的新闻体验，体现了全媒体与融媒体的特点。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在两会期间的报道从

新闻来源来看除了来自人民日报客户端、人民日报

微博、人民日报新媒体、人民网等，还有来自新华网、

新华社、环球网等媒体，充分吸收了传统媒体和新媒

体的优势，有效实现了内容的融合、平台的融合、渠

道的融合，［３］达到了资源、内容和宣传的共融，使传

播效果得到了最大化的体现。

在近两年的两会报道中，《人民日报》官方微信

公众号都融合运用了图文新闻、图片新闻、视频新

闻、图解新闻等方式进行报道，并运用了“应景”的

微视频、微动画和微纪录片以及充满创意的 Ｈ５视
频、两会答题赢大奖等特殊的方式进行报道和宣传，

其不拘一格的报道方式使两会的报道“活”了起来，

达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以２０１９年两会为例，《人
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制作的 Ｈ５《点击！你将随
机给一位陌生人视频通话》，受众点击拨号后可以

随机和一位陌生人视频通话，这些视频电话接通后

受众似乎真的可以和新闻中的人物视频，现场感和

参与感极强，而视频中的“陌生人”大部分是“网红”

人员，其中更多的是来自扶贫地区，这样的传播能让

更多人关注扶贫，从而有助于扶贫地区产品的销售

和宣传，为脱贫攻坚做出贡献，《人民日报》微信公

众号试图用这种让受众惊喜的方式传达“汇聚你的

梦想，关注你的关注”的理念；《盘他！看看一根线

能盘出啥》这条Ｈ５视频受众点击“铅笔”向右滑动，
这支“铅笔”就会画出各种有趣的漫画，配合一个个

小故事讲述了人民的“声音”以及人民生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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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支笔”传达了“２０１９两会，你的声音都能被
‘看’见”的理念；《看了这份账单，我都不好意思偷

懒了》这条创意报道用户只要点击“开始打印”字样

就会出现模拟打印机的声音和展示 ２０１９年政府
ＫＩＰ的图像，同时在最后还可以选择受众自己的
２０１９年ＫＰＩ，每一页账单上面还加上了符合主题的
背景音乐，受众能够在快乐的体验中了解更多政策

措施，同时传达了“政府很拼，我也不好意思偷懒”

的价值观；《中国２４小时》视频展示了精彩纷呈的
中国河山和自强不息的中国人；微动画《孙悟空的

三个锦囊》用动画传播“有困难，找代表”，也令受众

印象深刻。除此之外，《两会答题来了！拼脑力，赢

大奖！》的活动更加调动了受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

“好的思想、观念、内容，要通过生动的形式、多

样的手段表达出来。”［４］《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

号这样“不拘一格”的两会报道，少了许多“死板”，

增添了更多有趣好玩的元素，提高了受众的体验感，

增强了两会报道的吸引力和感受力。

（四）报道内容深入浅出，广度与深度兼具

随着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有了更多获取

信息的渠道和交流对话的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加

大了传媒政治宣传的难度，如果媒体不改变说教式

的政治宣传模式，不仅宣传效果会打折扣，也会使人

们产生逆反心理，导致主流价值的边缘化。［５］《人民

日报》官方微信对于两会的报道突破了传统的“说

教式”政治宣传，采用多主题、多角度、多方式的报

道，使报道内容深入浅出，广度与深度兼具，在传播

效果上更胜一筹。

在广度方面，《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的报道涉

及两会相关的方方面面。两会期间的报道话题在以

贴近百姓生活为主的前提下，涉及经济、政治、医疗、

环境等各方面，涉及人员从儿童到老人，从学生到工

人，从公务员到百姓，真正吸引了全国人民的注意

力，其报道角度不拘泥于单一主题，改变了以“领导

讲话”为视角的报道角度，开始从百姓视角报道两

会，使新闻的可读性更强，宣传效果立竿见影。

在深度方面，《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的图解新

闻彰显了其作为主流媒体的独特性与深刻性。作为

新闻记者，首先必须清楚新闻是给谁看的，然后决定

采用什么样的新闻语言，两会的新闻报道其受众是

广大群众，如果将两会的新闻报道写得晦涩难懂，大

部分受众都难以理解，那么其报道就属于无效报道。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的图解新闻将深奥难懂的

政策性文件及报告利用图解的方式表达得浅显易

懂，也因此成为《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的独有特色。

比如２０１８年《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
《一目了然！国务院组成部门调整一图了解》《国务

院机构改革后，办事该找谁？一图带你看》，以及

２０１９年发布的《一起来算！政府工作报告里的“加
减法”》《一图看懂！２０１９年两会将这样改变你的生
活》等图解新闻深入解读了政府的政策措施，传播

了政府的最新消息。另外，在 ２０１９年 ３月 １６日，
《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发文《谈“紧日子”与“好日

子”，习近平两会这样讲“辩证法”》对两会进行深度

总结，角度新颖，内容深刻，也是鲜少有媒体能够匹

敌的。

媒介化社会背景下，媒介日益成为政治信息传

播的重要渠道。［６］媒介对于政治信息的报道和解读

不仅仅代表着一家媒体的政治立场，更关乎党的政

治形象的传播。关于两会的新闻报道媒体要做到坚

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对政治信息进行兼具广度与深

度的解读，需要媒体人具有深厚的政治素养，而作为

党媒，《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显得更专业也更懂得

人民。

（五）报道模式成熟，框架与创新并存

经过近几年的摸索，《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

号的报道模式已经十分成熟，除了有固定的几类报

道主题形成了自己的报道框架外，其报道方式、标题

等都有规律可循，并且在坚守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

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都
在３月２日以《两会，将这样影响小明的生活》为题
拉开了两会的序幕；在两年两会的报道中《人民日

报》官方微信公众号都采用了“两会快讯”的方式即

时传播最新消息，并且及时发布两会有关政策的追

踪报道，比如２０１８年及２０１９年３月５日《人民日
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分别报道了两会关于“降低流

量费”和“携号转网”的政策，在３月６日即分别发
表了《关于流量费，三大运营商集体表态！这些用

户将受益》《关注：关于携号转网和降资费，三大运

营商表态了》两篇新闻进行回应，实现了“前呼后

应”的效果；“孙悟空”也已经是两年两会中必出现

的“人物”；“金句”和“箴言”是两年两会中报道的

一个重要内容；另外，２０１８年《人民日报》拍摄了《国
家形象系列宣传片：中国一分钟》，２０１９年制作了
《中国２４小时》等宣传视频以提升国家和两会的影
响力；在标题方面，两年的两会报道有很大的相似性

和相关性，比如２０１８年《好消息！政府工作报告送
出２０个大红包》《不到８００字！政府工作报告极简
版来了》《与你密切相关！２０１８年，中国要干这６０

·３８·



件大事》与２０１９年的《与你有关！政府工作报告送
出２０个民生红包！》《政府工作报告简版来了！只
有６００字》《＠所有人：中国今年要干这８０件大事》
等标题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报道模式；除此之外，“好

消息”“前所未有”“与你有关”等标题中的词语也成

了《人民日报》报道两会的一种特有“标识”。

《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在两会报道固有

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在内容

方面，《人民日报》不拘泥于会议新闻、时政报道的

严肃的表达方式，采用趣味性的“软标题”，故事化

的内容表达方式，亲民化的话题选择；在新闻体裁方

面，消息、评论、深度报道等各占一定比例；在形式方

面，《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将两会报道做得有

“声”、有“图”、有“色”、有“趣”，并且几乎每年都会

打造一款让受众津津乐道、让业界望其项背的 Ｈ５
创新，比如２０１８年的《一条来自人民大会堂的视频
邀请》、２０１９年的《点击！你将随机给一位陌生人视
频通话》都达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也成为其独有

的特色。

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注意力难以聚集，媒体必

须站在人民的角度上理解人民真正的需要，制作出

受人民欢迎的新闻报道，才能体现新闻媒体真正的

价值。《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关于两会的报

道独具特色，不仅形成了自己的报道模式和框架，也

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真正将人民需要

的新闻通过人民喜欢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体现了

《人民日报》作为主流媒体的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同时也显示了《人民日报》媒体人较高的政治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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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语境下国企宣传与舆论环境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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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媒体的崛起带来了网络意见的多元化，使得传统国有企业与网民的接触方式更趋复
杂。在网络空间中，舆论的走向更难以预测。这都给国有企业的舆论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此，国有企业新闻舆论管理部门亟需梳理并强化国有企业宣传预案，做好网络舆情的应对准备，及

时控制二次舆情和次生舆情的发生，消除网络舆论可能产生的现实矛盾，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舆

论环境。

关键词：国有企业；网络舆论；舆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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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互联网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以社交媒
体为代表的网络空间已经发展成为整个社会舆论的

主导性生成系统，如果网络舆论对国有企业不利，不

仅影响企业的形象、扰乱企业的运营，更会给党和政

府深化改革开放、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带来一定的影响。新媒体时代做好新闻宣传，推

动友好型网络舆论环境建设，国有企业必须在做好

系统内部凝神聚力、谋求发展的新闻宣传之外，理解

新媒体的运行逻辑，依据新媒体的传播特征做出有

效的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

一、新媒体的传播逻辑及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

就目前特征而言，新媒体主要是指以互联网和

智能手机为核心的数字化传播系统及其延伸性应

用。处于活跃状态的新媒体主要是以微信、头条号，

以及抖音等网络直播用户所支撑起来的自有媒体和

社交媒体。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不断提升，自媒体

和社交媒体用户不断增长，对社会舆论的影响越来

越大。喻国明教授早在２０１６年就明确提出：“毫无
疑问，今天的网络舆论是我们社会的主流舆论。”［１］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从主体、内容，还是传播规则来

看，网络舆论都与渠道集中、严格把关的传统舆论形

态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并已经对整个社会舆论管理

体系产生了新的挑战。相比于对各级党政机关的影

响，网络舆论环境的改变对国有企业影响相对较小，

但也正在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一）数以亿计的自媒体带来的意见形态的多

样化，使舆论引导工作更显复杂

据第４３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示，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
８．２９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８．１７亿，网络普及率接
近６０％。在社交媒体日益成为主导，自媒体平台日
渐增多的情况下，个人、群体和组织都具备了通过自

媒体和社交媒体陈述见闻和发表评论的能力。这种

能力的出现，为我国已然存在的意见多样化、价值多

元化提供了表达的出口，各种思想交织激荡的状态

更加明显。而这种状态为舆论引导工作带来了新的

难题，一是舆论引导工作很难识别引导对象，因为不

同的媒体平台、不同的自媒体用户所处地域不同、阶

层不同、需求不同、观念不同，很难判断它对同一件

事情会有什么看法和意见。二是传统媒体背景下，

舆论引导工作是抓大放小，即集中针对能够在新闻

媒体上发声同时具有影响力的人群，交流情况、说明

原因、达成理解，而那些不能借助媒体发声、不能直

接对社会舆论产生影响的群体的意见，则暂时被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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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或者通过党政系统的内参等组织传播方式收集

和处理。这是传统媒体时代传播成本高昂、覆盖率

有限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但是社交媒体平台的出

现，使得众多网民有了传声筒、不同意见都可以利用

自媒体传播，各种意见得以显露并扩散。也就是说，

各种意见都有了声音，已经不能忽视。

上述现实情况对国有企业的新闻宣传带来的影

响在于，它需要在新闻宣传层面关注新的领域。国

有企业的新闻宣传，在传统上讲主要包括系统内宣

传和对外宣传两个层面。系统内宣传主要是国有企

业在本经营管理领域和职工队伍中进行的组织化传

播，主要反映企业发展业绩、创新经验等方面的内

容，其目标是进行内部信息交流并凝聚职工精神；对

外宣传主要是在本企业生产经营和产品、服务所处

国家、地区有较大影响的社会媒体、行业媒体及日渐

涌现的自媒体中，通过反映成绩、展示品牌和服务形

象，达到服务企业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作用。

由于存在严格的把关，以上两个层面的宣传发动，基

本都有效地控制在国企新闻宣传部门的管理之下，

形成了成熟的惯例并能够很好地规避不利舆论的影

响。但是，随着国有企业的产品、服务的社会影响力

日渐壮大，国有企业资源分配的市场化程度也在增

加，加之上市带来的信息公开要求，与普通网民的接

触点增多，面临的网络舆论形势趋于复杂。在这种

情况下，传统媒体时代以通过控制主动宣传的内容

和频率来影响舆论，在新闻宣传上更多以我为主的

模式，在网络舆论时代已不适应形势要求。

（二）网络舆论的接触点更加复杂，需要国有企

业做好接触点管理

接触点管理原为整合营销传播的关键概念，是

指“用合适的媒介，通过恰当的手段，在正确的时间

内与消费者进行品牌沟通”。抛去概念的营销性

质，我们可以把接触点理解为新闻信息传播与受众

发生关系，进而产生信息交流活动的时间和空间所

在。在传统媒体时代，接触点相对较少，状况相对单

一，管理起来相对容易。这主要是因为新闻媒体资

源分布相对不足，许多接触点缺少收集信息、表达意

见并得以扩散的载体。这就导致传统媒体的接触交

流是在固定渠道和层面进行，即使发生了在当今可

能导致舆情的事件，也能够通过媒体的属地管理机

制进行有效处理。但是在网络时代，分布广泛、无规

律、多元的接触点正成为可能搅动网络意见市场的

燃点。更加复杂的状况在于，每个人手中都有便携

设施，接触点的信息到底是由谁传播出去、通过什么

渠道传播出去，都非常难以察觉。比如，在某服务现

场发生的矛盾，即便当事人并不想将事情扩大，但是

周边围观者却可能将其录制并上传到网络，进而引

发人们的关注。这些都是以往新闻舆论管理工作没

有遇到过的问题。

对于国有企业的新闻舆论管理工作来说，形势

将更为复杂。因为各级党政机关还有传统的属地管

理机制和专门的新闻宣传部门予以应对，而国有企

业除了总部之外，接触点跨越了属地，下属单位往往

没有足够的权限第一时间应对舆论形态的变化。特

别是近年来国有企业“走出去”的力度加大，其产品

和服务不仅与国内网民接触频繁，在国外更为复杂

和陌生的舆论环境中，新闻事件产生和新闻舆论形

成的偶然性更强。它往往会毫无征兆地从某个事件

中发酵，然后如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像电光火石一

般倾泻到整个网络空间，成为网络舆论关注的焦点。

如何在网民接触点发现有利于品牌管理的事件，并

规避不利于品牌管理的事件和舆论，都需要国企新

闻宣传管理者具有极强的新闻敏感和舆论嗅觉，以

及快速反应的能力，而这需要建设内部通顺的舆情

反馈和应对机制。

（三）网络空间高度的融通性，降低了二次舆论

和次生舆论产生的难度

如果我们把社会交往空间和网络社交媒体平台

进行对比的话，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

差别。首先，它们的可进入性是不同的。社会交往

空间要求交往者必须身在现场，如果有陌生人进入，

交往活动就会暂时中断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对陌生人

回避；而网络社交媒体的可进入性明显要宽容很多，

除非做出特别设定，绝大多数都是开放的。其次，它

们的可贯通性也不一样，现实空间由于对身体的在

场具有明确的要求，使得交往者的空间位移需要耗

费时间甚至需要获得秩序的赋权，但是网络社交媒

体的参与者往往坐在电脑前或者用手机在不同的交

往空间随时切换。这就使得网络舆论与传统舆论之

间产生明显的差异。一是网络舆论传播速度更快，

这是因为它可以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和同一个社

交媒体平台中不同的自媒体之间流动，传播学称之

为病毒式传播。二是它非常容易产生二次舆论和后

续舆论。这是因为传统的舆论主体往往因为空间限

制不能同步提供反馈信息，而网络社交媒体则因为

网民随时随地的同步交流可使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

提供更多的信息。近年来屡见不鲜的“人肉搜索”、

新闻反转、议题转换往往就是在一个舆情出现后的

较短时间里发酵产生的。

国有企业在新闻舆论引导过程中需要注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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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如果某个接触点出现了舆论引爆点，往往就会

导致连锁反应。比如出现了安全生产事故，网民在

舆论热议中非常容易将猜测延伸扩大到管理者、管

理模式、财务报表、环境影响、用工制度等，甚至通过

人肉搜索发现更多引爆眼球和舆论的“料”，使新闻

事件变得更加无法应对和控制。因此，做好舆论引

导工作的基本要求，仍然是有效应对已经发生的舆

论，同时尽快分析、尽可能预判并尽最大努力处理可

能随此而引发的新问题、新矛盾。

二、新媒体语境下国有企业网络舆论环境的优

化策略

（一）借用国家智力资源，做好有关国有企业运

营的理论宣传

观察近年来发生的有关国有企业的较为典型的

负面舆情，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除了一些涉

及食品、药品安全的案例属于网络舆情的直接引爆

点外，多数有关国企的网络争论则属于“牵涉性舆

情”，即在谈论其他话题时受到牵连而成为舆论热

议的话题。比如民营经济融资面临困难时抱怨国有

企业受到了政策优待、在民营经济进退讨论中不满

国进民退、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讨论国有企业引发的

问题、在深化改革的讨论中也将国有企业改革作为

热点议题。这些牵涉性舆论的产生，固然有着深层

的社会原因，但也与当前社会的一些错误认识有着

直接的关系。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市场经济应该以民

营经济为主，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与市场经

济存在矛盾。以这种错误理论为前提，国有企业在

网络讨论中往往被先天地置于不利地位。

在我国，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

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

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

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

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

作用的”。即便是在国际上，欧美发达国家也都有

大量重资产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在欧洲许多

国家占据优势地位，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也发挥着主

导性作用。但即使事实如此，要想改变国有企业的

舆论形象，仍然需要下大力气扭转这种偏见，而这必

须通过理论宣传来解决，因为理论宣传的根本就是

要解决人们思想上的问题。

以此为目的，国有企业包括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就需要加大对国有企业优势和地位的研究，扭转经

济学中对国有企业的不友好话语，同时转变社会看

待国有企业的态度。首先，国有企业新闻宣传部门

可以邀请国内著名科研机构，设立科研基金，梳理有

关国有企业的历史渊源和属性特征，出版有影响力

的国有企业研究成果，扭转学界对国有企业的误解。

其次，在新闻媒体多做理论宣传，说明国有企业对国

计民生所做的贡献、国有企业在运营效率、服务质量

等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创新，以及国有企业在社会责

任感等层面的优越性，其目标在于扭转对国有企业

关心和关注的群体的认知。最后，在新媒体平台如

学习强国、网易公开课、知乎和逻辑思维等开设有关

国有企业的专题讲座，将国有企业的真正形象传递

给普通网友。只有扭转了社会认知的误区，国有企

业才会摆脱在许多场合被质疑的地位。

（二）做好网络舆情的及时应对，避免二次舆情

和次生舆情的冲击

德国学者贝克将后现代社会称为风险社会，认

为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

“从技术—经济‘进步’的力量中增加的财富，日益

为生产风险的阴影所笼罩”［２］。我国经过４０多年
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需求日益

由物质层面的生理需求转向人身安全、尊重和自我

实现的需求，社会处于深刻转型阶段，各种矛盾和风

险交织。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各级党政机关、企业组

织甚至是个人来说，完全不出现舆情事件不太可能。

这是现实情况，首先要给予正确、清醒的认识。但与

此同时，这种现实也并不意味着当事者不需要努力

控制舆情的发生和应对舆情的冲击，因为负面舆情

必然会给当事企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小到企业产

品、服务的市场认可和经营利润受到破坏，企业的股

票价格波动、下跌，大到企业的品牌形象严重受挫，

在国内外的外部发展环境遭到重创，更有甚者直接

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在网络舆论跨空间流动性

增强、意见表达者空间贯通性增加的情况下，若应对

不当，还会出现二次舆情和次生舆情。因此在预判

舆情的同时，当事者更需要做好的就在于若出现了

不利的舆情事件时，能够及时应对、提供事实真相、

说明事件因果、消解舆论热度，以控制舆情的空间蔓

延度和时间延伸性。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由于体量巨大、运营复杂且

跨越了部门和地域，既很难控制住由于事件本身导

致的原生性舆情的出现，更难以做到经营管理的完

美化而完全回避次生舆情和二次舆情的出现。如何

更好地应对网络舆论，就成为更直接更有效地解决

问题的办法。这就要求国有企业宣传部门善于借助

大数据和舆情监测服务，日常性、主动性地分析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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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预判舆论风险，有针对性地做好日常运营的管

理工作。在网络舆情发生后，有能够快速反应的成

熟预案和操作规程，有一支专业应对网络舆情的团

队，第一时间分析核心议题，及时公布权威信息，全

程接受主流媒体和公正、客观的新媒体的采访和监

督，通过诚恳、公开透明和充沛的正面信息投放，最

大化地消除网民误解和疑虑，降低舆情热度，尤其要

避免因小失大，即不想揭露当前事件中存在的问题

和需要承担的责任，结果导致事情越闹越大。

（三）严格经营管理，借助网络舆论预判修补问

题

张涛甫教授将社会风险分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

硬风险和社会舆论引发的软风险两类，而网络舆论

应对则据此可以分为硬应对和软应对两种。硬应对

是指根据网络舆论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解决矛盾化解

危机，软应对则是对网络舆情过分敏感，把注意力完

全放在网络舆论上而忘记了从事实际生产与服务。

软应对实际上歪曲了网络舆论治理的本义，因为舆

论是社会的皮肤、是现实生活状态的晴雨表，它由现

实生活状态所引发，而它的化解也应由社会生活的

改善而消除，因此，网络舆论治理的本质是通过网络

舆论创新社会治理手段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现在却

被很多单位变成了治理舆论本身。曾润喜教授因此

提出，“网络舆情治理的最高层次应该是‘治未

病’”，［３］即控制住社会风险，其次是从舆论的表达

中发现和解决社会深层问题。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应当将“治未病”和“硬应

对”置于网络舆论应对的首位。这就要求国有企业

的管理者们制订经营管理制度，做好科学决策控制

风险，因为若是发生重大漏洞，在网络状态下很难不

被舆论关注；它还要求国有企业管理者紧抓生产安

全，在政府信息公开的条件下，生产安全特别是事关

网民生活的安全问题几无遮蔽可能；国有企业管理

者还需要提升产品品质，在短缺经济时代已过去、市

场交易全球化状态下，产品质量对比鲜明，产品质量

问题已成为网络舆情事件爆发的核心领域；国有企

业管理者需要强化服务管理，保持服务效率提升服

务水平，这是国有企业与消费者产生接触的直接方

式，在智能手机普及的当下，服务质量往往会成为网

络舆情的引爆点。要知道，在网络时代，多数舆情事

件的发生，都是因为社会生活中现实问题引发的，而

非言之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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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教育信息化推动地方本科院校发展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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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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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教育信息化应用和智慧教学环境。

摘　要：新时代，党和国家部署中国教育现代化２０３５战略，要求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在
对教育信息化大背景分析的基础上，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通过对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估，搭建以

教育信息化推动地方本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四梁八柱”框架，从信息化促进学校立德树人、智慧教

学、智慧服务、教育治理四个主要方面进行探索。

关键词：新时代；教育信息化；地方本科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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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时代教育信息化的大背景
党的十九大标志着我国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国教育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深

水区。党和国家部署在２０３５年前加快信息化时代
教育变革，其长远意义在于创新教育服务业态、推进

教育治理方式变革。作为河南省省会城市的地方本

科院校，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以《中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为旗帜，遵循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八大基本理
念，以教育信息化作为创新办学、培养人才的征程中

披荆斩棘的利器，培养和输出大量高质量的应用型

高层次人才，服务郑州市和河南省的社会经济发展。

（一）新时代教育信息化的重要地位

自１９７８年教育部批复建立中央电教馆，中国的
教育开始了信息化征程。２０１０年７月国务院颁布
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中，将“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作为六大
保障措施之一专列一章，并明确指出：教育信息化是

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信息技术对教

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１］

２０１９年国家颁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
作为目前我国教育发展的纲要性文件，为新时代我

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整体目标和要求，提

出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八大基本理念，并重点部署

了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目前，全国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都陆续出台了本地区的教育现代

化规划和本区域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政策措施，河南

省也从２０１８年底启动了规划和实施方案的编制工
作。

２０１８年４月教育部颁布的《教育信息化２．０行
动计划》指出，教育信息化已经步入以创新为标志

的２．０时代，教育信息化从１．０升级转型到２．０，就
要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开启智能时

代教育的新征程。［２］落实２．０行动计划要以紧紧抓
住新时代的教育变革趋势并注重“互联网 ＋教育”
的理论创新为发展核心，以立足“互联网 ＋”时代的
教育服务新模式作为基础模式，采用新型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教育大数据等）与教育教学进行深度融

合与创新应用，最终实现根本目标，即培育新时代具

有创新创造能力的引领性人才，最终服务于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

（二）河南省以评估促进高校信息化发展

河南省在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教育信息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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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计划的过程中，在全国首开先河，制定了《河南

省高校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试行）》（以

下简称“信息化评估指标体系”）。信息化评估指标

体系对信息化校园建设所必须具备的基本信息化设

施条件、公共信息基础支撑平台、平台与信息系统等

产生或承载的数据流和资源流、围绕教育治理和育

人过程开展的智能化信息服务、基础保障措施及要

求和安全保障等六大项制定了详细的标准规范。指

标体系除了以上６个一级指标外，还有１７个二级指
标（详见表１）、５１个观测点和２００项观测点描述，
也包含一些技术和概念上超前的引导性参考指标，

指标体系的整体可操作性强。

表１　河南省高校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试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设计分值 分值小计

基础设施 网络设施 ２７ ８０
云模式 １６
智能环境 ２１
基础运维 １６

基础支撑平台 基础服务平台 ５０ ９０
基础数据平台 ４０

数字资源 数字资源建设 ６０ ８０
数字资源应用 ２０

智慧教育 智慧教学 ４８ １５０
智慧服务 ５２
智慧管理 ５０

治理体系 领导力 ５１ １００
执行力 ４９

网络信息安全 网络基础安全 ３６ １００
数据安全 ２４

网络隐患及事件处置 ２０
网络安全舆情 ２０
总 计 ６００

　　河南省教育厅组织全省信息化专家在２０１８年
底和２０１９年春分别对河南省本科院校与专科院校
进行了信息化评估，推进各高校在“摸底子、堵短

板”基础上，创新信息化发展理念，转变信息化建设

与应用方式，促进教育信息化转段升级。笔者所在

单位也通过评估厘清了现状，找到了学校信息化的

短板和提升目标，以评促建、以评促用的效果良好。

二、我校信息化建设现状

（一）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信息化现状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是２０１６年在原中州大学的
基础上，经教育部批准建立的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

本科高等学校。截至 ２０１９年 ４月，现有教职工
１１３７人，７个学科门类，本科专业 ２５个，专科专业
４４个。有省级重点学科 １个、省级教学团队 ４
个，［３］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２个。近年来，学

校以“一二三四”工程为抓手，“以人为本、以生为

本、以本为本”办好本科，以信息化为支撑，全面改

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整体推进地方本科的发展。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自２００１年开始建设校园信
息化，期间作为２０１５年河南省网络学习空间试点学
校和２０１６年郑州地方高校信息化试点高校，进行了
数字校园的深入建设，２０１７年开展了智慧校园一期
工程建设。目前，校园上网认证用户１６１３１人，有各
类精品课程、视频公开课、通识课以及 ＭＯＯＣ课程
３８２门，省级在线开放课程７门。

学校基础设施的建设一直在扎实地推进，保障

了智慧校园建设的顺利进行与效果发挥。信息化基

础设施相对完善，建有两个标准 Ｂ类网络中心机
房，四校区网络互联，主干万兆，桌面千兆，完成了有

线、无线校园全覆盖。建设有 Ｖ－ｃｌｏｕｄ私有云，核
心服务器基本实现虚拟化，大部分业务应用均迁移

至私有云内运行。学校教室全部实现多媒体化，可

满足多媒体教学需要，并建有智慧教室若干，可实现

常态录播与智能感知。学校图书馆实现自动化智能

管理，实现自助查询、借还、预约、智能上架、生物感

知门禁等。

（二）信息化发展短板分析

逐条对照评估指标，我们发现了学校在信息化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这些“短板”也是诸多地方高

校普遍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共性。

１．治理体系
学校设有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小组办

公室设在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然而信息与网络管

理中心定位一直是教辅单位，职能权责局限于为其

他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在协调与部署信息化工作时

难度较大，管理职能较弱。

在领导力和执行力两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如

信息化未实现归口管理，信息化项目工作机制不健

全；没有专门的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人才队伍的激励

制度与借力机制不够灵活；规章制度还需要进一步

完善；信息化经费投入不够稳定；信息素养提升的培

训不够制度化，对信息化应用／教学能力考核激励机
制教弱；合作共建机制欠缺。

２．基础支撑平台
基础支撑平台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校内信息资

源的利用率有待提高；信息化自助服务、业务流程平

台及虚拟办事大厅（网上办事大厅）还需进一步完善，

跨部门、跨系统的业务系统应用较少；学校层面的大

数据应用面较窄，仅对某些院系学生有为数不多的应

用（学生职业与成绩分析）。大数据平台、大数据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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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学校决策分析的应用急需建设与完善。

３．资源建设与智慧教育
多个教学平台并存，没有统一管理平台，缺少全

校范围的学习平台，试题库与资源库建设还需加强，

图书馆利用率还有待提高；虚拟仿真实验室等硬件

条件能满足科研与教学需求，但虚拟仿真实验课程

较少，与教学结合急需加强；科学运算资源有待建设

和应用。

教学模式还未完全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模式。作为以工科为主的学校，利用信息技术手段

应用于教学的机制还未形成，信息化与教学融合程

度不够。大数据在学校层面做到全方面支持决策、

服务决策还很不足。

４．网络安全建设
在信息化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有：重要数据灾

备系统不完善，第三方网络的学生上网数据保存方

面存在安全漏洞。技术层面上在防篡改、预警、报

警、日志方面需要加强。

三、以评促建，提升信息化发展水平

通过评估发现问题后，学校领导高度重视，积极

采取各种措施，针对短板逐步弥补，硬件软件一起

补，同时强化特色优势，一步一步将信息化工作做

好、做扎实。

（一）加强治理体系建设

２０１８年调整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的文件中，强化了 ＣＩＯ的作用。领导小组由书记、
校长担任组长，主管信息化的校领导担任常务副组

长。为推动ＣＩＯ制度落实，专门制定了 ＣＩＯ工作制
度和职责，由主管信息化的副校长担任ＣＩＯ，统筹学
校各部门信息化建设，进行统一的规划、统一的管理

与协调部门间的配合。

理顺信息化建设部门职能，将信息与网络管理

中心作为专职机构，具体协调与推进信息化建设过

程中的问题。学校以校发文件的形式对中心职责进

行强化，增加了统筹规划、统筹管理、顶层规划和协

调各部门的职能，但在实际工作中转变职能还需要

时间。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为健全管理制度，学校相继发
布了１８份关于信息化管理的规章制度与管理办法，
从归口管理到数据治理，从专家委员会章程到信息

员的管理办法，涉及机构、人员、项目管理、系统应

用、门户网站、系统应急处理、数据安全等方面，从制

度上规范信息化工作的开展。

（二）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建设

为保障资金稳定投入，以学校信息化建设专项

经费为主要投入，以申请立项、校企合作建设等多种

形式积极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将常规预算、专项投

入、自筹资费等方式相结合，根据学校发展形势和师

生需求，优化基础设施和应用系统经费比例，并逐步

加大信息化运行经费投入。

人才队伍也是目前高校的一个短板，在短期人

才不到位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学校 ＋公司 ＋运维 ＋
学生团队的方式，对管理、运维、服务等各环节起到

支撑。今后不断加大对信息技术管理及服务队伍的

建设力度，增加技术岗和管理岗职数，建立一支专职

的信息化技术支持服务队伍，人员规模至少达到在

校师生总数的１‰。完善队伍的专业结构，加强技
术队伍人员的培养与培训，通过学习深造，提高人员

业务素质和水平。同时加强对学校各个关键部门的

信息员队伍的建设管理，争取将兼职信息员变成专

职信息员，推动信息化与各部门业务的深度融合。

（三）增强网络安全意识与安全防护能力

根据国家网络安全法与信息安全管理的要求，

将网络安全提升到政治层面，网络安全与消防安全

同等重要，出现问题“一票否决”。加强了制度建

设，针对网络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网络舆情、数据安

全等方面制定了多项安全制度和管理条例，建立具

有管理权的信息安全小组执行机构，来执行信息安

全制度、分配安全职责并协调组织内部信息安全工

作的实施。

针对网络安全责任与安全隐患，及时界定安全

责任边界，落实安全责任制。党政一把手是网络安

全的第一责任人，各部门领导是直接责任人，签订网

络安全责任书，层层分解，责任到人。抓好常态化人

防、技防和网络安全问题的应急处置工作，形成规范

化网络安全管理机制，落实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

的要求，增强系统安全性。督促第三方网络的管理

公司加强网络安全管理，消除网络安全存在潜在风

险。

（四）开展应用推广和考评，加强评价

以《信息化评估指标体系》为抓手，整理出学校

面向校内部门／学院的信息化考核指标体系，制定科
学合理的政策，将对部门／学院的信息化考核列入年
度考核中，同时对网站、信息员、应用系统等进行考

评，促进应用推广，促进教师教学改革和学校管理方

式的变革。

教学创新不仅仅是改革技术的应用，更要改变

教师已经养成的传统思维形式和教学模式，势必面

临巨大阻力。学校通过制度建设要求教师必须进行

教学创新融合，通过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和奖惩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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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鼓励和奖励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融合创新的

教师，用“向上拉”＋“从下推”的方式，促进提高教
师自主进行教学研究和创新的能力。

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在利用信息化深入促进

教学改革、教学诊改方面还需要静下心来逐步推进，

在线学习、在线考试要扎扎实实地做，以取得更显著

的课堂改革效果。教学大数据的采集要想清楚要哪

些数据，如何采集需要的学习大数据，数据挖掘和分

析模型以及数据展示要结合教育教学实际，才能做

到全方面支持决策、服务决策，为师生提供教学和学

习的预警帮助。

四、信息化推动地方本科建设的突破点

在新时代背景下，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校园信息

化２．０发展规划在顶层设计时以《中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为奋斗目标和指导思想，以《教育信息化２．０
行动计划》为行动方向和路径，以《河南省高校信息

化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试行）》为抓手和检验标

准，深入结合学校的发展特点，搭建以信息化推动地

方本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四梁八柱”（如图 １所
示），其中的“四梁”———立德树人、智慧教学、智慧

服务、教育治理是我们的突破点和重点努力方向。

“信息化基础设施”和“八项支柱”的内容已涵盖在

评估指标体系中，故不再赘述。

图１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信息化建设的“四梁八柱”框架图
（一）以信息化促进立德树人

１．立德为先
《中国教育现代２０３５》中提出８个“更加注重”，

第一条就是更加注重“以德为先”。本科教育“培养

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告诉

我们，要坚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

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学校通过网络平台及时把握学生思想动态，努

力探索思政进课堂的方式，打造含金量高的思政课，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

思想进头脑。与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签约共建马克

思主义学院，集中市委宣传部和学校力量做好思政

工作。学习上海高校思政课程经验，倡导各科教师

以“课程思政”为载体，把“家国情怀”带进课堂，讲

好“中国故事”“民族故事”“身边故事”，把价值观

培育和塑造融入所教课程中，实现“科学武装头脑，

人文滋养心灵”。在课堂上利用信息技术加强与学

生的交流，讨论型、辩论型的课越来越多，在线学习

平台上交流模块上闪烁着师生思想交流碰撞的火

花。逐步建设由在线课程、微课、视频等组成的思政

课网络资源库，开设线上、线上线下混合的思政选修

课。在提升思政课教师信息化能力素养的基础上，

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实现思政课网络化考试的

全面实施。

２．树人为本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需要更多主动适应信息社会

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创新型应用型人才。教育必须重

新思考在人的智慧与机器智能结合的环境下教什么

和学什么。变革教育首先需要变革教学。学校在迎

接本科合格评估的过程中，重新修订了人才培养方

案，实现四个转变：教学方式向以学为主转变，教学

资源供给方式向以学定教转变，教学空间向线上线

下结合转变，教学评价向以数据驱动的过程评价为

主转变。［４］利用智慧教室环境、翻转课堂模式、ＳＰＯＣ
等途径，在学习过程中锻炼学生逐步具备终身学习

的能力。牵头建立河南省高等教育信息化２．０建设
改革创新联盟、河南省应用型本科院校教材建设联

盟，联盟内高校间资源共享，ＭＯＯＣ课程互相开放、
教材互相开放、学分互相认证，学生可以在线学习外

校的课程，取得学分，锻炼了学生的学习能力。以人

工智能、信息化教学作为教师培训手段，真正将教师

信息化素养培训落到实处，无形中影响学生的思维

方式和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

（二）以信息化促进智慧教学

教育现代化首先是教师现代化，必须先提升教

师信息化素养。针对实际教学应用中仍存在着师生

对信息技术不想用、不会用、形式上用和实际上不用

等现象，《中国教育现代化２０３５》要求，实施“人工智
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

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随着智慧教室的建设和多种新技术进入课堂，

首先要提高教师的信息素养水平，培养教师利用学

科教室、未来课堂等现代化的智慧学习环境进行教

学的能力。教师借力信息化手段，通过智慧的教、

学、管、评，基于大数据进行面向学生个体的学情分

析和教学改进，最终打造本科教学的“金课”，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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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课”。

对于信息化职能部门来说，在新校区规划建设

时要更注重与教学管理部门结合，按照国家智慧教

室建设规范构建易于使用的智慧教学环境，建设拥

有讨论交互系统、ＡＲ／ＶＲ教学、物联感知系统、远程
求助系统、中央集控系统、课堂录播（微格）系统、信

息查询系统等功能的智慧教室。关注和统筹建设一

体化智能化学习、管理与服务平台，建立数字教育资

源共建共享机制，从而实现智慧教学，实现规模化教

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

（三）以信息化促进智慧服务

《２．０行动计划》提出，要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优化教育业务管理信息系

统，深化教育大数据应用，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天

候的支撑体系，全面提升教育管理信息化支撑教学

业务管理、校务服务、科研服务等工作的能力。

２０１８年，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开展了信息系统
应用推广年活动。加快数据中心的建设工作，初步

完成常用系统的统一认证，打通了各个系统的底层

数据，进行统一信息门户建设，并具备了对数据初级

的统计和分析能力。作为地方高校，资金比不上一

流大学充裕，对于应用系统的购买，要基本具备应用

推广条件再购买，要把买到的先用好，逐步增加业务

系统。

目前学校正在以为用户提供智慧服务为目标，

加速统一门户和统一平台建设，解决跨部门、跨业务

系统的协同问题。在服务于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发展

和服务于教师德能勤绩的基础上，打造方便易用的

移动校园一站式服务大厅，整合企业微信，整改服务

流程，为师生提供个性化服务，用信息化手段来推动

学校管理的创新，用流程监控方式提高业务部门办

事效率。对各业务系统长期使用积累下来的数据进

行分析，提供业务优化手段以改善学校管理现状。

借鉴其他高校的“三张清单”形式，做到事项清单标

准化、办事指南规范化、审查工作细则化和业务办理

协同化，实现“一张表管理”和“一站式服务”，切实

让师生少跑腿、数据多跑路，增强用户获得感。目前

已实现的功能有：成绩查询、课表查询、校历查询、电

话查询、工资查询、维修申报、招聘查询、录取查询、

问题反馈等，后续还将深入业务部门进行流程的调

研，持续推出更多的线上跨业务流程的服务和决策

支持服务。

（四）以信息化推动教育治理

《２．０行动计划》中提到，“加快形成覆盖各级各
类学校、学习者和教与学全过程的教育管理与监测

体系”，“推进基于大数据的教育治理方式变革”，

“构建安全有序的教育信息化环境，加强标准建设，

建立健全监管机制，确保网络和数据安全”。［５］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在２０１７年启动了智慧化校
园项目，以“统一数据标准、统一身份认证、数据交

换、智能报表”四大应用为重心建设数据中心。在

参照教育管理信息化高等学校管理信息标准的基础

上，搭建了学校的统一数据标准和数据规范，实现了

认证、业务数据和共享数据的统一编码。

建立数据使用和管理制度，出台了学校网络数

据管理办法，以“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业务协同”为

目标，完成校务信息系统整合工作，打破数据壁垒。

文件明确要求学校所有应用系统必须接入数据中

心，为数据中心提供唯一的、准确的数据，接口开放、

共享，各系统对自身数据负责。以制度促进数据分

级分层有效共享，避免数据重复采集与重复维护。

数据中心的建设完成，加强了不同管理应用之间的

数据交换和共享的力度。

通过建立双活存储系统和未来１—２年的数据
治理工作，提高学校整体工作效率，提升学校数据整

体的安全性和质量，为管理精准化、决策科学化打下

坚实的数据基础。加快数据中心的决策分析平台建

设，支持教学和科研工作，实现诸如对学生画像、精

准资助、学习预警、学生安全预警、就业支持等教学

管理场景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最终实现用大数据

进行科学决策。

五、结语

在新时代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要办好办强，要

争创一流本科专业，离不开教育信息化的有力推动。

本文在研究政策背景的基础上，结合河南省高校信

息化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为例，探索了地方本科院校信息化普遍存在的问题

和改进措施，提出了教育信息化推动地方本科高校

建设的“四梁八柱”框架，并针对信息化促进立德树

人、智慧教学、提供个性化服务、完善教育治理方式

进行了探索。研究立意角度较新，但也浅显和粗略，

今后将对信息化推动地方本科高校建设的“四梁八

柱”框架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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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情景教学模式在高校已经实施很多年了，但是在科技和时代的进步面前，在学生学习能
力不断增强面前，情景教学模式也面临着尴尬的局面。而智慧教室的建设和使用，为高校情境教学

模式的变革提供了一些可能。文章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探索在智慧教室环境下情景教学模式

可能会发生的变革，以期能为高校教学模式的探索、教学研究、建设与实践应用提供一些具有实际意

义的参考。

关键词：高校；智慧教室；情景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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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高校情景教学模式现状
（一）现状

情景教学法（也称情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

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

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并使学生的

心理机能得到发展的教学方法［１］，其核心在于激发

学生的情感。

情景教学法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由英国应用语言
学家提出，刚开始主要应用于幼儿学习和教学过程

中，后来发现这种方法在中小学教学过程中效果也

非常好，慢慢扩展到大学和其他很多培训机构。到

上个世纪末，使用情景教学的范围越来越广，基本上

已经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情景教学模式，一般来说，采

用“情景教学”，可以通过“感知———理解———深化”

三个教学阶段来进行［２］。感知阶段，创设画面，引

入情景，形成表象；理解阶段，深入情景，理解内容，

领会感情；深化阶段，再现情境，丰富想象，深化内容

理解。

目前公认的情景教学六大创设途径也即情境教

学的六大要素，即生活展现情境、实物演示情境、图

画再现情境、音乐渲染情境、表演体会情境和语言描

述情境［３］。我国高校的目前情景教学主要应用在

某一门具体的课程之中，比如排球课、音乐课、心理

学课程等等；或者使用某一个情境教学途径，很少能

够全面使用，而且也不具备全面和立体使用的条件。

（二）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们使用的情景教学法最多的是语言描述

情境，表演体会情境偶尔会用，其他的都比较少。其

他情境创设的方法都很好，可是在高校情景教学中

使用起来成本太高，有些根本不具备实施条件。

科技的进步带来科技产品的快速迭代和更新，

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学生已经被

深深吸引。教师在课堂上能使用的情境创设途径有

限，大部分使用的都是语言创设情境和 ＰＰＴ制作的
简单背景，调动的只有学生的视、听觉，而不能激发

学生的学习情感，很难抵得过手机的魅力。在移动

互联网时代，情景教学模式的变革没有跟上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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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再沿用原来的情境创设方式，可能就会被淘

汰。因此，高校的情景教学模式呼唤新的变革。

二、智慧教室环境下教学模式的构建

（一）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智慧教室的建设情况

和构建模式

１．智慧教室建设概况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经过多次的考察和方案比

较，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和学校自身的特点，把智慧

教室并入智慧校园的规划和建设中。学校在２０１６
年进行了“智慧校园”的顶层设计，并于２０１７年启
动了“智慧校园”的具体建设。智慧教室的一期规

划是建设１６个智慧教室：英才校区７个，即１—６号
楼每个教学楼一个，外国语学院在原来实验室的基

础上，单独增配一个外语智慧教室实验室；金河校区

综合楼３个，特教教学楼６个。
２．智慧教室的构建模式

图１　智慧教室的整体规划内容

３．智慧教室环境下的教学模式框架结构
智慧教室的建设目标有三个：一是学校层面，实

现精品课、评优课、公开课的实时录制和存储，实现

校园网和因特网上直播教学，实现学校教学资源库

建设，对学校的教学状况进行信息化教学监督，提高

学校教学管理效能，增加学校知名度。二是教师层

面，实现教学自我反思、自我评价、教师备课管理；课

堂教学研究、教研活动开展、教学活动管理等。三是

学生层面，学校日常教学能通过录播系统自动上传

生成网络课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学生可以不限时空的在线获得优质教

育资源，促进学生自我学习、自我发展的网络平台，

提供学生互相学习交流的平台。

（二）智慧教室下的ＳＭＡＲＴ教学模式
１．智慧教室的概念
在网络技术、富媒体技术、传感技术及人工智能

技术充分发展的时代，高校教室环境应是一种“能

优化教学内容呈现、便利学习资源获取、促进课堂交

互开展，具有情境感知和环境管理功能的新型教

室”，这种新型教室就是智慧教室，是一种典型的智

慧学习环境。

图２　智慧教室环境下的教学模式框架结构图

智慧教室的“智慧性”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的

优化呈现、学习资源的便利性获取、课堂教学的深度

互动、情境感知与检测、教室布局与电气管理等多个

方面的内容，可概括为内容呈现（Ｓｈｏｗｉｎｇ）、环境管
理（Ｍａｎａｇｅａｂｌｅ）、资源获取（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及时互动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和情境感知（Ｔｅｓｔｉｎｇ）五个
维度，简写为“Ｓ．Ｍ．Ａ．Ｒ．Ｔ．”，这五个维度正好
体现了智慧教室（Ｓｍａｒｔ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的特征，可称为
“ＳＭＡＲＴ”教室的概念模型［４］。

２．ＳＭＡＲＴ智慧教室教学模式
我校智慧教室的构建模式借鉴了传统的

ＳＭＡＲＴ模式，在此基础上突出了情景教学和学生能
力培养模块，创新了 ＳＭＡＲＴ智慧教室情景教学模
式（见图３）。智慧教室的“智慧”体现在学生自主
式学习（Ｓ：Ｓｅｌｆ－ｄｉｒｅｃｔｅｄ）、学习兴趣的激发（Ｍ：Ｍｏ
ｔｉｖａｔｅｄ）、学生能力的培养（Ａ：Ａｂｉｌｉｔｙ）、即时互动
（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和情景教学（Ｔ：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ｘｔ）的呈现。

（１）学生自主式学习（Ｓ：Ｓｅｌｆ－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按照教师的授课要求，智慧教室环境下要求学

生事先要预习课程，查阅相关资料，提出一些问题，

因此学生必须自主式学习才能满足智慧教室中

“学”的要求。

（２）学习兴趣的激发（Ｍ：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智慧教室的授课方式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教室，

需要学生保持较高的专注力和兴趣点，课堂互动、小

组讨论和头脑风暴都是接触点，都会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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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智慧教室ＳＭＡＲＴ模型

（３）学生能力的培养（Ａ：Ａｂｉｌｉｔｙ）
自主式学习方式加上学习兴趣的激发，在此基

础上，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已经初步具有基础了，如

果再加上教师的适时引导和情境教学的环境创设，

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会更上新台阶。

（４）即时互动（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即时”互动主要表现在智慧教室支持教学互

动和人机互动。操作页面简单，功能明了，能保证互

动过程流畅，能实现教学过程的记录和直播，为以后

学生的学习行为分析提供基础数据，从而为教师的

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评估提供支持。

（５）情景教学（Ｔ：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ｘｔ）
智慧教室可以创设很多教学情境，这是智慧教

室最“智慧”之处。通过双屏或多屏显示呈现教学

内容，其中一个可以呈现教学内容，另外一个可以进

行情境展示，还可以变成交互式白板，还可以手机投

屏，实现即时互动面对全班同学展示，让大家都能看

到彼此的想法和选择，增强了课堂的趣味，培养了学

生的专注力和兴趣点，提高了教学效果。

三、智慧教室环境下高校情景教学模式变革的

路径选择

（一）情景教学模式的创设途径

１．语言描述情境
情境教学十分讲究直观手段与语言描绘的结

合，但在很多情况下，直观情境创设比较难实现，因

此语言描述情境反而是使用频次最高和范围最广的

情景教学模式。教师以语言描绘创设情境，对学生

的认知活动起着一定的导向性作用，语言描绘提高

了感知的效应，情境会更加鲜明，并且带着感情色彩

的语言会作用于学生的感官，主观感受得到强化，从

而激起情感，进而引导学生进入特定的情境之中。

２．实物演示情境
以实物为中心，简单准备必要背景，使之成为一

个整体，用以演示某一特定情境。例如在讲解《市

场营销》课程关于定价部分的内容时，准备５个不
同颜色和款式的水杯，以及五种不同的饮品（绿茶、

红茶、红酒、咖啡和水）。通过不同的搭配，讲解定

价的原理与技巧。

３．生活展现情境
把学生带入大自然，带入社会实际活动中，从生

活中选取某一个或者几个典型场景作为学生观察的

客体，把教学内容鲜明地展现在学生眼前。

４．图画再现情境
图画是展示形象的重要手段，用图画再现教学

内容，实际上就是把教学内容形象化。教材插图、挂

图、剪贴画和符合教学情境的简笔画等都可以用来

再现教学内容情境。

５．音乐渲染情境
音乐语言是非常奇妙的，它以独特的旋律、节

奏，塑造出音乐形象，把听者带到特有的意境中。目

前在高校的情景教学中，音乐类课程使用比较多，其

他课程的教学使用非常少，几乎没有。

６．表演体会情境
情境教学中的表演有两种：一是进入角色，即

“假如我是教学内容中的 ××”；二是扮演角色，是
担当教学内容中的某一角色进行表演。由于学生自

己进入、扮演角色，教学内容中的角色不再是课本上

的插图，而是活生生的身边的人物。因此学生对教

学内容中的角色会产生亲切感，通过角色扮演会加

深内心体验。在讲解《市场营销》课程营销环境时，

会找６—７个同学，由一个同学扮演企业经营者，其
他同学扮演企业经营遇到的各种环境，然后企业该

怎样制定对策，学生非常感兴趣，而且对教学内容的

理解非常深刻。

（二）智慧教室环境下情境教学模式的变革路径

在目前的情景教学过程中，原来的多媒体教室

已经不能满足情景教学创设情境的需求了。智慧教

室的规划建设与 ＳＭＡＲＴ教学模式的构建，突破了
原来多媒体教室的局限，为高校情境教学带来了发

展契机，为此把二者结合起来，具体分析情景教学模

式可能的变革路径（见表１）。
１．情境创设由“静态到动态”的转变
传统的情景教学模式是老师在讲台上教授知

识，教师采用语言或者多媒体课件为学生描述一个

情景，让学生想象一个场景。在这个被动创造的情

景中，学生是被动的，很难体验到老师塑造的这样一

个情景，故很难做到“身临其境”，那更不能体验到

“心临其境”的状态。借助于现代科技的力量，可以

在保证教学任务完成的情况下，让课堂变得“生动”

·７９·



起来。智慧教室借助于现代科技，借助于网络和多

媒体技术，借助于ＶＲ成像技术［５］，知识和信息并不

是安安静静地躺在书本上，而是可以“动”起来，以

更形象和生动的表现方式呈现在课堂上，实现了情

景教学由“静态到动态”的转变。

表１　智慧教室环境下情景教学模式的变革路径

项目 传统的情景教学模式智慧教室下的情景教学模式

情景教学（Ｔ） 静态／教师单人表演
动态／多媒体场景设置／声、

光、电的场景模拟

教师教学（Ｔ） 主导地位 引导地位

学生学习（Ｓ／Ｔ） 被动学习 主动学习

思考方式（Ｓ） 教师引导 主导思考

信息传播方向（Ｒ） 单向传播 多向传播

培养目标（Ａ） 知识传授 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一体化

学习模式（Ｍ／Ｓ） 个体学习 团队学习

　　２．教师教学由“主导到引导”的转变
传统的情景教学模式下，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占

主导地位，教师要讲述一个场景，让学生想象一个场

景，教师主导着整个教学过程。在智慧教室环境下，

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再是主导者，而是要根据教学内

容提出具有思考意义的问题，借助一定的场景布置

或者情景设置，引导学生去思考和讨论，引导学生争

辩，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得出结论。

３．学生学习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传统情景教学模式下，学生是被动接受知识和信

息的输入，在课余还要继续强化知识的输入和知识点

的理解和掌握。智慧教室环境下，知识和信息的输入

改变了路径，不再是教师在课堂上填鸭式的灌输。在

授课之前，教师已经布置了问题，需要学生自己查阅

相关资料，才能回答布置的问题，不主动学习就回答

不了问题，在课堂上就无法进行学习的环节。不主动

学习，就不能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和争辩，也参加不了

小组讨论作业，也无法对别的小组的作业发表意见。

智慧教室推动了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学生角色的变革，

实现了学习效果的较大突破。

４．思考方式由“引导到主导”的转变
传统情景教学模式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导

学生进行讨论和思考。在智慧教室环境下，原始问

题由教师提出后，如何解决问题全靠自己和小组成

员的主动积极思考［６］；在课堂讨论和争辩环节中，

要针对问题的解答提出解决方案，而且在小组讨论

中既要能对别的小组的问题或者回答提出质疑，还

要能回答别的小组提出的疑问，如果没有主动思考

和深入研究问题和相关知识资料，是不能完成这个

学习环节的。

５．信息和知识流传播方向由“单向到多向”的

转变

在传统情景教学模式下，大部分信息和知识是

由教师向学生流动的，教师占据着信息流的主导地

位。在智慧教室环境下，信息和知识不仅通过教师

流向学生，还可以通过智慧教室构造的音频、视频、

虚拟环境、场景模拟等流向学生；所有人在网络的平

台上是平等的，知识和信息既能从教师流向学生，也

能从学生流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信息的流向是

多向的，不同的问题和情景会激发师生不同角度的

思考，互相借鉴、互相质疑、互相学习，教学相长将是

新的信息和知识流动带来的福利，这是传统教学模

式可望而不可即的状态。

６．培养目标由“知识传授向知识传授与能力培
养一体化”转变

传统情景教学模式中，教师主要教的是知识和

信息，由知识到能力的转向则需要一个内化的环节，

这个内化的环节需要学生自己深度的理解、对话、讨

论、实验、实践和再学习再内化，循环往复几个回合，

知识可能才能转换为能力。智慧教室环境下，能力

培养从一开始就进入了角色。教师布置的课前作业

就需要学生带着问题思考，如果没有一定的学习能

力是无法进入问题解决环节的；在搜集资料环节中，

如果没有一定的电脑操作能力和网络使用能力，就

不可能完成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在准备问题答案过

程中，如果没有对问题的理解和把握能力，就无法完

成答案的整理工作，在讨论环节就不能很好的参与

讨论，也不能很好的回答别人的质疑。智慧教室环

境下，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是

一体的，二者无法分开。

７．学习模式由“个体向团体”转变
传统情景教学模式下，教师上课虽然是按照

班级来上，但是有些学生上课认真听讲，下课认真

复习；而有些学生上课凑数，下课更不复习。考试

面向的还是学生个体，学习终究是个体的事情。

智慧教室则打破这样的格局，除了签到和个别问

题的抢答，课程的其他环节都是以小组的形式进

行的。课前作业要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课堂讨论

以小组形式进行，课后作业的准备和展示也是以

小组形式进行，学生个体融入一个个小组，在每次

的学习和讨论过程中，互相磨合互相学习，团队精

神由此而得到培养。

四、智慧教室环境下实施情景教学模式变革引

发的思考

（一）为学校的教学管理提出了挑战

传统的情景教学模式下，教学主要是由教师主

·８９·



导，是教师的个人教学行为，是教学艺术，基本上不

涉及教学管理方面的变革。智慧教室环境下，情景

教学不再是教师个人的教学行为，而是教学管理整

体事务，教师只是其中的一个构成部分。智慧教室

的空间规划和建设，涉及声、光、电的控制，涉及温

度、湿度的协调，涉及教室桌椅结构的调整和布局，

涉及录播设备的使用和控制，涉及线路的铺设和布

局，尤其是建设完成以后的管理和维护，怎么使用，

谁来维护，谁来负责等等。比如笔者所在学校的教

室管理是教务处统一管理，后来又调配到各院管理。

英才校区的智慧教室目前每个学院一个，由各个学

院管理使用；金河校区的智慧教室目前归口到教务

处，金河校区的学院可以安排使用，教务处统一协调

分配。设备维护还是由信息中心负责。这样看来目

前是三个机构在管理和维护，在使用初期问题不大，

但是后期的维护和协调成本会比较高，为我们的教

学管理提出了挑战。

（二）高校教师面临知识和技能的“继续充电”

智慧教室下情景教学模式的变革，不仅仅是教

学硬件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教师这个“软件”的变

革，如果没有教师的变革，再好的硬件设备都还只是

设备，而不能变成情景教学模式的组成部分，不能成

为“智慧”教室。因此，教师是否改变决定了“智慧

教室”的智慧与否。

关于智慧教室建设和使用，我们还处在边建设、

边使用和边完善的阶段。智慧教室的建设和使用不

是静态的，也不是最好的设备建设好后就一步到位

了，也不是老师自然而然就会了，而是需要在实践中

摸索怎样才能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在这个过程

中，需要老师不断提高自己，需要学生不断地克服自

己的惰性，需要智慧教室的建设方不断地改进，也需

要学校管理不断改变和调整，实现智慧教室的功能

最大化，这才是智慧教室建设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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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教师礼仪素养内涵界定的基础上，立足于兰州市，通过中小学、高校教师及学生的调
查，对兰州市教师礼仪素养的现状进行剖析，从而找出问题所在。兰州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从顶层

设计、各级学校日常引导、关注学生需求和满意度、提升教师幸福感等四个方面来全面提升教师队伍

的礼仪素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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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师礼仪素养内涵界定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中强调教师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

的“大先生”；２０１８年５月，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
座谈会上再次强调教师具有很强的示范性，要坚持

教育者先受教育。教师礼仪素养是教师在教育教学

中的行为规范，受到学生的关注与学习，这关系着国

民素质的提高，社会文明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

国内关于教师礼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课堂教学

礼仪、服饰礼仪、形象礼仪、教学语言礼仪等方面的

研究，以及基于各教师群体的针对性研究、重要性研

究、影响研究等。学者欧小松（１９９７）提出，教师礼
仪包含说的礼仪、听的礼仪、体态礼仪和服饰礼仪四

个方面的内容［１］，金正昆（２００７）认为教师礼仪包括
师德、师表、师言、师缘、师行五个方面的内容［２］，袁

涤非（２０１８）则提出教师礼仪包含形象、言谈、工作、
活动、社交、涉外等六个方面的内容［３］。此外，学者

王红（２００３）首次通过学生调查来研究高校教师礼
仪的现状［４］，学者王菁（２０１０）对学生、教师、教务管
理三个层面进行了调查与分析［５］，学者张家波、李

斌辉（２０１７）通过问卷调查探讨了９０后教师的礼仪

现状及应对策略［６］，学者李佳（２０１７）则从文化内涵
与教育价值入手研究了教师礼仪素养的教育途径与

方法［７］。

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关于教师礼仪的研究范围

较广，但研究主题仅限于现状研究、对策研究、部分

教师群体的研究，以定性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较少。

笔者在充分吸收学者们对教师礼仪的研究基础上，

将教师礼仪素养的内涵界定为思想品德修养、文化

修养、艺术修养、教育能力修养、社交修养、着装形

象、仪态形象等七个方面的内容。

二、兰州市教师礼仪素养的现状调查

（一）调查设计与实施

２０１８年９月至２０１９年３月，笔者针对兰州市教
师礼仪素养设计了专项调查问卷，采用实地问卷调

查与网络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共计发放并回收

问卷２４３份，有效回收率１００％。同期，笔者对兰州
水车园小学、实验小学、树人中学、兰州一中、兰州文

理学院、西北师范大学、兰州大学等７所学校进行了
实地调查，访谈教师３０名、学生５０名，收集了教师
及学生关于教师礼仪素养方面的问题和意见，以补

充问卷调查中的不足。笔者采用 ｓｐｐｓ２１．０对问卷
数据进行了统计与分析，同时结合访谈结果，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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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关于兰州市教师礼仪素养的现状及需求情况。

（二）调查结果分析

１．样本特征
此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中小学教师、初高中教

师以及大学教师均有涉及。被调查教师中，小学教

师占３９．９２％、大学教师占２５．１％；女教师８３．１３％，
男教师占１６．８７％；２０—３５岁教师占３９．５１％，３６—
５０岁教师占５６．３８％；本科教师占６４．６１％，硕士学
历教师占２０．１６％。此次调查中，小学教师及大学
老师居多，女性教师居多，新入职及中年教师居多，

本科及硕士教师居多，样本特征符合教师礼仪素养

调查的目的及要求，能够反映兰州市教师礼仪素养

及需求的现状。

２．教师对职业的归属感
在被问及是否热爱教师职业的问题时，４２．８％

的教师选择了非常热爱，３９．０９％的教师选择了比较

热爱，总计８１．８９％的教师对教师职业的归属感较
强，热爱本职工作。但值得注意的是，有１６．４２％的
教师选择了一般，部分教师由于家庭等外部环境因

素或教师工作的强度而产生了消极情绪，影响了其

对职业的认可和归属感。

３．教师对礼仪素养要素的重要性程度
如表１所示教师礼仪素养的重要性程度均值平

均值得分达到了４．５２分。教师对礼仪素养的重要
性程度依次是：思想品德修养（４．７７分）、文化修养
（４．７４分）、教育能力修养（４．６８分）、仪态形象
（４．５１分）、着装形象（４．３５分）、艺术修养（４．２８
分）、社交修养（４．２８分）。所有要素评价的赋分值
区间为４．２８至４．７７，重要性程度为“非常重要”，尤
其是思想品德修养、文化修养和教育能力修养被认

为是最为重要的礼仪素养要素。

表１　教师对礼仪素养的重要性程度调查结果

选项
频数（百分比）

不重要 轻微 一般 比较重要 非常重要 均值

思想品德修养 ６（２．４７％） ２（０．８２％） １（０．４１％） ２４（９．８８％） ２１０（８６．４２％） ４．７７
文化修养 ５（２．０６％） １（０．４１％） １（０．４１％） ３９（１６．０５％） １９７（８１．０７％） ４．７４
艺术修养 ５（２．０６％） ０（０％） ２５（１０．２９％） １０６（４３．６２％） １０７（４４．０３％） ４．２８

教育能力修养 ５（２．０６％） １（０．４１％） ５（２．０６％） ４４（１８．１１％） １８８（７７．３７％） ４．６８
社交修养 ３（１．２３％） １（０．４１％） ２９（１１．９３％） １０２（４１．９８％） １０８（４４．４４％） ４．２８
着装形象 ３（１．２３％） １（０．４１％） ２９（１１．９３％） ８４（３４．５７％） １２６（５１．８５％） ４．３５
仪态形象 ２（０．８２％） １（０．４１％） １５（６．１７％） ７７（３１．６９％） １４８（６０．９１％） ４．５１

　　注：以上数据由２４３份问卷数据经ｓｐｓｓ软件均值分析结果整理而得

　　４．教师对自我礼仪素养的感知
表２　教师对自我礼仪素养的感知调查结果

题目＼选项 从不 偶尔 一般 经常 每天 均值

校园内衣着整洁得体
６ １ １３ ６６ １５７ ４．５１

－２．４７％ －０．４１％ －５．３５％ －２７．１６％ －６４．６１％

课堂中仪态举止大方
５ １ １８ ６７ １５２ ４．４８

－２．０６％ －０．４１％ －７．４１％ －２７．５７％ －６２．５５％

课堂及课外言谈规范
５ ２ ２５ ８０ １３１ ４．３６

－２．０６％ －０．８２％ －１０．２９％ －３２．９２％ －５３．９１％

维护教师形象
５ １ １９ ８５ １３３ ４．４

－２．０６％ －０．４１％ －７．８２％ －３４．９８％ －５４．７３％

注重保护校园环境
５ ６ ４７ ８７ ９８ ４．１

－２．０６％ －２．４７％ －１９．３４％ －３５．８０％ －４０．３３％

公共场合礼仪在先
５ １ ２６ ９１ １２０ ４．３２

－２．０６％ －０．４１％ －１０．７０％ －３７．４５％ －４９．３８％

　　注：以上数据由２４３份问卷数据经ｓｐｓｓ软件均值分析结果整理而得

　　如表２所示，教师对自己在校园内及日常生活
中的礼仪习惯的评定中，依次为校园内衣着整洁得

体（４．５１分）、课堂中仪态举止大方（４．４８分）、维护
教师形象（４．４分）、课堂及课外言谈规范（４．３６
分）、公共场合礼仪在先（４．３２分）、注重保护校园环
境（４．１分）。在被问及重视礼仪素养的原因时，
４１．１５％的教师认为是对学生有重要影响，２８．４％的

教师认为体现着教师的精神面貌，１５．２３％的教师认
为是有利于促进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教师群体对

礼仪素养的重要性及积极效果有明确的认知。此

外，高达７５．３１％的教师认为着装打扮应该适当约
束来符合教师身份；８４．７７％的教师认为自己的着装
形象美观大方，符合形象，也有４．１２％教师认为自
己前卫时尚有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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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教师对礼仪素养的提升需求
被调查教师在被问及教师最为缺乏的礼仪要素

时，其选择依次是：艺术修养（６２．５５％）、社交修养
（５２．６７％）、教育能力修养（３６．６３％）、仪态形象
（３４．９８％）、着装形象（３２．９２％）、思想品德修养
（１４．４％）。在对礼仪要素相关问题的调查结果进
行性别的分类统计结果中，男教师和女教师的调查

结果一致。此外，有６８．７２％的教师认为非常有必
要针对教师开展礼仪培训，２２．６３％的教师认为比较
有必要。在被问及如果在学校内开展礼仪讲座或培

训时，７０．７８％的教师认为会参加。在调查中还发
现，教师认为需要加强对学生在日常生活礼仪、社会

交往礼仪、校园礼仪等方面的培养和培育，教师自身

的言传身教是提升学生礼仪素养的重要手段。

三、兰州市教师礼仪素养的现状剖析

教师们普遍认为礼仪素养非常重要，对学生具

有较大影响，但是对教师礼仪素养的践行还不够全

面。很多教师入职后并没有参加过专题培训，部分

女教师在教师节、三八节等时期参与过礼仪形象、插

花、茶艺、形体等方面的讲座。此外，大部分教师更

加重视提升自己在教育能力修养、思想道德修养方

面的内容，而对其他方面的内容有所忽略。

（一）职业道德修养

思想道德修养是教师在工作生活中应遵循的道

德准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总和，是对教师在工

作行为方面的标准和要求，同时又是教师对社会所

负的道德责任和义务，首先就表现在教师对本职工

作的热爱。在调查中显示，兰州市８１．８９％的教师
对教师职业的归属感较强，热爱本职工作。在教师

队伍的管理方面，甘肃省自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起将师德
表现纳入了教师日常行为规范、年度考核指标和评

价监督体系之中，实行“一票否决制”。但是，部分

教师的恶劣行为仍然给教师群体的整体师德形象带

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职业道德修养是教师群体应

该持续学习和坚持的礼仪要素。

（二）文化修养

新时代背景下，学生对信息的获取方式更加多

元化，新生代学生不光以教师的专业水平来评估教

师，更多的还会以教师的文化知识覆盖面来评估教

师，这对教师的文化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

的职业具有学科专业性，很多教师仅在本研究领域

内或课程领域内能够做到精通熟练，文化修养并不

足为道。２０１４年甘肃省教育厅举办“语言文字文化
大篷车”活动，针对各地师生开展讲座，但并没有在

每年都持续性开展。兰州市红古区教育局也曾在

２０１７年举办中小学教师文化素养提升培训会，以培
养更为全面的高素质教师队伍。目前兰州市已经在

逐渐重视教师文化素养方面的引导，但还未呈现出

常态化机制，各级学校对教师的引导重点差异化显

著，在文化素养方面略显不足。

（三）教育能力修养

笔者认为，教育能力修养即为教师的专业能力

和教学能力。但是，教师的知识技能程度和教学能

力并不完全相关，若教师不能将其有效传递给学生，

就无从谈教学效果。因此，教师必须在提升专业能

力的同时注重教学能力的强化，如通过“互联网 ＋”
教学技术的应用和课堂设计提高课堂的高效性，是

教师教育能力修养提升的重要手段。在教育能力提

升方面，兰州市目前呈现良好状态。教育部、甘肃省

教育厅、兰州市教育局各级部门通过教改项目、教学

成果奖项、教学大赛、教育培训等活动的组织，不断

激发一线教师不断加强教育教学能力，各级学校也

通过座谈、讲座、教学工作坊等多种形式的教学研讨

活动提升教师的教育能力。

（四）仪态形象

日常生活中，深受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喜欢

的教师，总是那些学识渊博、热情友好的育人楷

模，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对

学生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对学生的言行

举止产生良好的引导作用。在调查中显示，兰州

市被调查到的所有教师都认为仪态形象对学生有

重要影响，也体现着教师的精神面貌。在教学实

践中我们发现，教师要在学生面前树立威信，用自

己的魅力来征服学生，除了教师涵养之外，更多取

决于语言、表情、交流方式等仪态形象要素。作为

一名教师，尤其要注重自己在各种场合的行为举

止，尤其在课堂中、校园内，使教育教学获得事半

功倍的效果。

（五）着装形象

在访谈中，大部分教师表示会更多关注教师的

外在形象，同时也更加重视自己在校园内、课堂中、

与学生交流中的礼仪形象，而在其他社交场合则会

转换角色，不去刻意维持。从对兰州市各级学校部

分学生的访谈调查中我们发现，学生对教师的着装

形象非常在意，形象靓丽的教师能给他们带来更加

阳光、舒适的课堂体验。学生对目前教师的着装形

象并不太满意，大部分同学认为教师可以穿着得典

雅而时尚。礼仪是一种外显的行为，教师若能在着

装形象方面达到美的标准，还需要掌握一定的礼仪

知识和技巧。比如不同的场合下，可以按照环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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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对象的不同有所差别，在表现美的同时，体现教

师的形象魅力。

（六）社交修养

笔者认为，教师社交修养主要体现在与学生及家

长关系的处理上。大学生已是００后，小学生已是１０
后，年轻而又朝气的新生代学生成了我们的教育受

众。２０１８年５月中国青年报联合腾讯发布了《００后
画像报告》显示，３１．２％的００后希望获得更好的“成
长辅导”，自我认知方面以开放（５６．１％）、独立
（４３．５％）、自信（４２．２％）、热血（３９．９％）等选项为
主。在对兰州市中小学生、大学生的访谈中，也发现

了这样的特质。显然，教师在与学生及家长的关系处

理上需要更多的社交礼仪知识和技巧来作为支撑，在

交流中语言、行为的合理使用，以及如何把握尺度以

正确处理学生间问题，需要教师的不断学习和提升。

（七）艺术修养

兰州市教师普遍认为自己比较缺乏艺术修养，

在访谈调查中也发现，很多教师表示业余时间会很

关注音乐会、歌舞剧、话剧等的表演艺术，但学校组

织集体观影的情况还比较少，期望能够获得更多关

于艺术表演类的观影机会。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

与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一直在推行的普惠艺术教

育项目“高雅艺术进校园”对于提高师生艺术修养

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但此类项目受惠面

有限，还不能够在各级校园内普及实施。此外，兰州

虽为省会城市，每年能够引进或创作的艺术类节目

有限，还不能够满足广大教师群体的需求。

四、兰州市教师礼仪素养提升的路径研究

兰州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从顶层设计、各级学校

日常引导、关注学生需求和满意度、提升教师幸福感

等四个方面来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的礼仪素养状况，从

而能够办人民更加满意的教育，具体如图１所示。

图１　兰州市教师礼仪素养提升路径研究

　　（一）做好兰州市教师礼仪素养提升的顶层设
计

在这方面，兰州市教育局可以集中力量于兰

州市高水平教师教育基地的建设和教师教育师资

队伍的不断优化，积极探索兰州市教师队伍整体

礼仪素养提升的自主性培育模式。通过组建礼仪

素养培训师资队伍，定期开展关于教师礼仪素养

的培训工作，全面提高兰州市中小学教师、高校教

师在职业道德、文化、教育能力、仪态形象、着装形

象、社交、艺术等方面的能力和修养。再者，教师

“国培计划”的具体操作中，可以在体现地方性的

同时增强和丰富“教师礼仪素养”模块的学时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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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做到普惠和特色化，大力提升全市教师的整体

礼仪素养。

（二）各级学校加强对教师礼仪素养的日常引导

各级学校在教师队伍的引进与培养中占有绝对

的主动权。首先，在教师的引进中，应该严格把关，

增加关于教师礼仪素养的测试内容，引进更为素质

全面、业务见长的青年教师。与此同时，师范类高校

也应加强对师范生关于教师礼仪素养的有效引导。

其次，在对在职在岗教师的岗位聘用、业绩考核、工

作量计算、绩效工资分配等方面，也应充分体现礼仪

素养的重要性特点，尤其是对于班主任、主要任课教

师、学生工作人员等与学生交流密切的重要岗位教

师，在他们的评价与管理中，更应该针对其工作特

点，增强对礼仪素养的考核和认定。最后，各级学校

应根据学校实际情况体现常态化的激励导向，通过

最喜爱教师、模范教师评选等活动的开展，奖励在教

师礼仪素养方面的优秀教师，实现各级学校师资队

伍的优化与提升。

（三）更加关注学生对教师礼仪的需求和满意度

调查中发现，学生们大都喜爱时常微笑、面容谦

和、语言有温度、亲和力强的教师，也喜欢着装靓丽

大方、仪态优雅的教师。除了给学生教授知识和能

力之外，给学生带来视觉、听觉、感触等方面的美好

感知也应是教师的重要任务。在教师礼仪素养的提

升方面，我们应更加关注学生对教师礼仪的需求和

满意度。基于此，兰州市教育局，以及各级学校，同

时包括每位教师，应该通过对全市、全校、全班的教

师礼仪需求调查来掌握学生对于教师礼仪的关注

点、重要性等需求情况，通过对教师礼仪的各级有效

引导和改善，为学生们提供更加满意的礼仪教育。

（四）通过教师礼仪素养培育提升教师的幸福感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的意见（２０１８）》提出，到２０３５年让广大
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

荣誉感。教师幸福感来自自我的认可和学生群体、

社会群体对教师的认可。让每位教师在各自岗位上

有幸福感，也就是每一位教师都愉快地从事着自己

的工作，幸福地享受着每一份教书育人工作的乐趣。

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是相互促进与学习的过程，教师

从学生中了解到新时代的礼仪需要，学生从教师身

上感受文化与礼仪的风采，在不断的自我提升中，能

够实现学生和教师的共同成长。广大教师若在教师

礼仪素养的七个方面都有所提升，将大大提升教师

的自信心，以及学生、社会群体对于教师的评价和感

知，从而提升教师群体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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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核心素养培养需求为导向，对教师培养方案进行研究，构建教师核心素养培育新模
式。基于核心素养培育，加强与地方高等教育的合作与交流，对教师教育课程体系进行重塑。围绕

核心素养要求，构建“教师教育课程学习、第二课堂和教育实习”相结合的“三位一体”教师培育新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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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教育部在 ２０１５年发布《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

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明确表

达了“核心素养”的教育理念要求，加强培养具备

“核心素养”“适应社会未来发展”的学生。尤其对

于高等教育，“核心素养”被认为是现代教育理念的

重要基因，对于学生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都有重要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从一定程度上讲，核心素养理念

的出现，是新时代教育理念变革发展到一定程度的

必然结果。

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正式提出：教师应掌握

教育学、心理学和数学教育的基本理论，具备教师职

业基本素养以及一定的教学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

《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中提

出：应培养一大批师德高尚、专业基础扎实、教育教

学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突出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

为适应当代教育教学实际情况和保证教育质量，推

进教师核心素养的构建和塑造势在必行。

将教师核心素养的塑造与人才培养模式紧密结

合是有效的推进方式，但教师的核心素养有哪些？

基于核心素养的塑造理念，高等院校教师该如何获

得核心素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实现教师专业发

展的一个关键是教学实践，在实践中丰富经验，提升

智慧。然而，在部分高等院校的培养体系中，重知识

而轻能力的现象普遍存在，人才培养目标并不能完

全实现。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理念，结合学科特点和当

今时代特征，培养让社会满意的卓越教师，已成为当

前地方高师院校的主要任务。因此，高师院校如何

改革教师培养模式，增进核心素养等问题亟待研究。

国内最早关于核心素养的描述是王敏在１９５６
年翻译苏联一篇论文中提出的核心素养一词。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国内学者开始对核心素养的内涵
及其构成展开研究。近十年来，国内外对核心素养

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比如 ２０１２年的
ＰＩＳＡ测评提出了核心素养的新概念，并得到了广泛
的认可［１］。随后，桂怀德、徐斌艳等国内学者也对

核心素养进行讨论、研究，把核心素养定义为情感态

度、价值观、专业知识和能力的综合体现［２］。马云

鹏在《关于核心素养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核心素养

是学习者在学习时所应达到的综合性能力，同时阐

述了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并把核心素养的内涵定

义为情感态度价值观、知识和能力等［３］。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核心素养的内涵、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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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以及教师职业技能培养，有关教师核心素养培

养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虽然部分高校开展了初步

探索与实践，但是相关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与背景条

件各不相同，适用范围也存在局限。因此，教师的核

心素养培育模式的构建亟待研究。

二、核心素养的内涵及教师培养过程存在的问

题

（一）核心素养的内涵

核心素养受到教育界专家们的广泛关注。不少

专家认为核心素养是学习者在学习时所应达到的综

合性能力［４］，其内涵包括情感态度价值观、知识和

能力等，也有专家研究了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５］。

受教育部委托，以林崇德教授为领头人的专家们在

研究素养的本地化和课程化方面获得了一些成果。

比如对核心素养内涵的界定，林教授认为是“学生

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

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

力”［６］。笔者比较认同林教授给出的“适应个人终

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的

界定。我们认为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

过程中，基于高等院校的培养机制，所形成的适应社

会环境变化需要的品德素养、专业技能、终身学习能

力和创新力。这也是我们构建的培养模式想要实现

的目标。

（二）教师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１．教师培训过程中师德师风教育的缺失
教育的最终目的，从古至今，都是为了让学生向

“善”的方面发展，弥补行为品德的缺失。汉代许慎

《说文解字》中，对“教”“育”分别下了定义：“教，上

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讲述了两层

意思：教育的目的，培养学生是为了使其向善，从好

的方面发展；教育的途径，即教师的品德行为，会被

学生所仿效。教师良好的师德师风会被学生所模

仿，同样，不良的品德行为也会被学生所仿效。当下

师德师风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教师对教育事业

缺乏认同感，对学术缺少责任感。部分教师缺乏自

律意识，对学术缺少使命感，对学校发展缺少主体意

识，与同事相处缺少团队精神等方面。然而当今对

教师的培训过程中大多重视职业技能的训练，而忽

视了有关师德师风的教育。

２．教师职业技能培养过程存在的问题
高等教育关系到学生的就业，关系到整个教育

体系的完善，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发展。高等教育事

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亟需一支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

优秀教师队伍。但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对于

高等教育教师队伍的培养，我国高等院校人才培养

机制局限于“高师教育高校办”的传统思路，高师教

育在一定程度上与地方高等教育实际相脱离。教师

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不能很好结合，教学基本功薄

弱，创新能力不强，难以适应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

要求。为此，大力提高教师职业技能，构建“三位一

体”教师培育新机制势在必行。

三、教师核心素养培养模式构建

（一）师德师风教育模式构建

１．引导教师加强学习，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引导教师不断加强师德师风方面的学习，紧跟

时代发展步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按照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和教育改革要求，不断提

高个人修养，按照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来约束自

我。以古哲先贤的道德品质为范本，以当代道德模

范人物为标准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操守。

２．培养教师的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精神
教育是一项社会事业，涉及千家万户。学生的

成长离不开教师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一个有责任

感、敢于担当的教师常常能受到学生的喜欢和效仿。

而作为学生家长，更青睐与有责任感的教师。把孩

子放到有责任感的教师班级中是家长最放心的事

情。因此教师作为学生的领路人应该时刻关注学生

思想动态，经常性和他们进行心灵交流。在生活上，

要关心学生学习环境、生活环境的变化，营造更加合

适的学习环境。教学中，要充分考虑学生接受知识

的能力，适时增减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法方式，按

照不同的学生学习状况，布置恰当的作业。注重教

学中的细节问题，为每一个学生能听懂本节课负责，

为每一个学生能独立完成作业负责，为每一个学生

学会融会贯通负责。

３．鼓励教师规范言行、以身示范
教师职业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在学生心目中，

教师是标准，是表率。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

的学生，教师是校园里最直接的模范和榜样。在学

生心灵的塑造过程中，教师的示范作用至关重要。

教师的言谈举止、服饰穿着、兴趣爱好都会引起学生

的模仿，会对学生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在教育教

学过程中，教师的示范作用也最具有说服力。例如，

教师利用 ＰＰＴ教学，缺少演练过程时，学生会效仿
教师使用计算器、计算机等工具。反之，教师一笔一

画的黑板演练，会潜移默化地告诉学生理论推导需

要亲力亲为。每一个学生的身心发展，会受到所有

任课教师的影响。正所谓，喜欢老师才会喜欢相应

的课程，喜欢老师才会有良好的学习效果。因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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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之间要协调一致，团结协作才能对学生有更好的

示范效果。

为此，要鼓励教师形成团队，搭建交流平台，不

断磨合，共同进步。教师要注意从学生身上学习，增

长自己见识做到教学相长。从学生身上学会如何去

教他们，知道怎样改变教学方式方法才最有效果。

时常站在学生的角度去引导他们学习，学会换位思

考。教师也要规范自己的言行，树立良好的教师形

象。做到热爱学生，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既要把爱

心倾注于全体学生，又要树立科学的教育观。不嫌

弃任何一名后进生，要正面教育，善于发现学生的闪

光点，耐心对待学生的过错，在行为和外表上为学生

做出良好的榜样。

４．细化规范，构建严格的保障机制
正是由于教师的言行举止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

生人格的定型和个性的塑造，所以在教师培训过程

中更应该注重教师师德师风的培养。只有不断地进

行师德师风教育，强化教师的表率作用，规范教师的

行为，约束教师的言行，才能保证学生形成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此外，建立一套对教师师德师风行为

的科学评价制度也十分重要。要加大对师德师风的

监督检查力度，充分发挥监督的作用，多渠道了解学

生、家长、社会对学校建设和教师师德的反映，制定

科学的评价方案。

（二）“三位一体”的教师职业技能培养模式构

建

从理论和实践中探索核心素养培育的具体要

求，使教师树立较高的核心素养意识，培养教师先进

的现代化教学观念，推进课程改革，提升教师的核心

素养，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和核心素养的培育。加

强与地方高等教育的合作与交流，构建“三位一体”

教师培育新模式，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水平，更好地服

务与指导地方教育。“三位一体”教师培养机制是

指构建“教师教育课程学习、第二课堂和教育实习”

相结合的教师培养机制，通过教师教育课程学习、第

二课堂和教育实习等多种途径，共同提高教师素养、

教学技能与学科教学整合能力，旨在进一步提高教

师的理论水平和实际教学技能，更好地为地方高等

教育服务。

１．教师核心素养培养课程体系构建
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教师核心素养

培育为课题，以文献研究和实践研究为主要方式，确

定教师核心素养培育的各阶段的目标、任务、实施办

法。对教师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进行优化，提高

课程综合化程度，加强对高等教育教学方法课程的

改革，建立一套适应核心素养培育要求的新课程体

系。

设置独立的教育类课程模块，开设面向高等教

育改革的系列辅修课程，在选修课程中渗透教师职

业技能训练内容。在传统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的基

础上，增加专业教学技能训练，开设相关的技能课

程。加强“普通话”“书法”课程建设，同时加强对教

师现代教育技术的系统培训。

２．教师职业技能实训模式构建
根据核心素养培育的具体要求，对教师职业技

能训练队伍的设置、专业化、职业化及训练任务的分

解、落实等进行研究，搭建“地校结合”的职业技能

实训模式。

（１）完善训练机制，保证教师职业技能实训成
效

充分利用微格教室，实行实时数字录像，数字音

频及课件点播，电子巡查及听课等功能，无干扰教学

评估观摩，保证教师职业技能训练的成效。同时，组

建专业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队伍，根据各类课程在

训练中所承担的任务，将总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到具

体责任人。

（２）实行“地校结合”，做好教师校内演练
通过邀请地方高等院校的教学名师，优秀辅导

员对教师的教学基本技能，辅导员工作方法和教育

调研方法进行指导。聘请优秀的高级教师作为教师

的兼职导师，通过手把手的教和反复训练保证了教

师校内演练效果。

（３）丰富第二课堂，提升教师职业技能水平
丰富教师培训的第二课堂，把普通话展示，三笔

字比赛，简易教具制作，演讲比赛，微格教学等技能

训练，多媒体课件制作与教学展示等引入到培训中

来，实行课前２０分钟演讲制度，坚持常规训练方法
与现代教学技术手段结合。举办各类教师职业技能

竞赛活动，如三笔字大赛，诗朗诵比赛，辩论赛，教师

技能大赛等活动。同时，邀请高校一线教育研究人

员、教学名师讲授观摩课，出任教师各类教育教学比

赛活动的指导教师和评委，指导教师课堂教学技能

训练，确保训练效果。

（三）教师“双边协同”教育实习模式构建

为了保证教师实习实践效果，促进高校与地方

实习学校有效合作，搭建实习平台，共同指导培训教

师的实习实践工作，“双边协同”教育实习指导方

式。通过聘任实习基地学校的骨干教师作为培训教

师的实习指导教师，在课堂教学（包括备课、教案规

范，教学方法，教学过程，板书设计，作业批改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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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班级管理和教育调查实践等方面给予一对一

的指导，并进行影子教学，让实习教师对优秀教师的

教育教学方法有更深入的感受。高校教师和实习基

地学校教师共同担任实习鉴定员，对实习教师的实

习工作进行总结，并作出评价，适时开展优秀实习教

师成果展，进行说课与教育教学技能展示，以及进行

教育调查报告验收。“双边协同”教育实习模式的

实施，使得原有的教师培养机制由封闭走向开放，极

大地提升了实践教学和教师职业技能训练成效，保

证学生教育实习，实习质量，切实解决教师实习效果

差的问题。

四、结束语

本文结合高等教育课改标准以及教师核心素养

培育要求，对“核心素养”的概念进行了解读，从教

师职业技能培养过程和师德师风两个方面分析了当

前教师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构建

教师“师德师风”教育模式和“三位一体”教师职业

技能培养机制。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教师的

责任感、规范言行及严格的保障机制四个方面构建

了教师“师德师风”教育模式。“三位一体”教师职

业技能培养机制则是构建教师核心素养培养课程体

系和校内演练策略，创建教师职业技能日常训练及

职业技能竞赛新模式和“双边协同”教育实习模式，

通过多方协作共同促进教师的教育教学技能，增强

教师核心素养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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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谷朊蛋白的改性研究及其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

王建中１，姚　虹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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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８－２１
基金项目：河南省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食品工业中小麦谷朊蛋白改性技术的研究”（１４２３００４１０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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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谷朊蛋白又称面筋蛋白。１７２８年意大利
科学家ＢＥＣＣＡＲＩ首次从小麦粉中分离出小麦谷朊
蛋白，１７４５年他又找到了从小麦面粉中得到小麦谷
朊蛋白的方法。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研究的深

入，小麦谷朊蛋白的价值逐渐受到重视，使用量也逐

年增加。我国盛产小麦，谷朊蛋白作为小麦淀粉加

工的副产品，具有量大价廉、蛋白质含量高、风味特

性好、氨基酸组成齐全等特点，在食品工业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小麦谷朊蛋白的溶解性、乳化

性及乳化稳定性、起泡性及起泡稳定性等性能较差，

极大地限制了其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通过对谷朊

蛋白进行改性，改善其溶解性、乳化性、起泡性、凝胶

性等是拓宽谷朊蛋白应用范围的重要手段。

１　小麦谷朊蛋白的组成及结构
１９０７年，ＯＳＢＯＲＮＥ根据溶解性的不同，把小麦

谷朊蛋白分为麦醇溶蛋白、麦谷蛋白、清蛋白和球蛋

白４种。清蛋白可溶于水或稀的盐溶液，占小麦蛋
白总量的 ３％ ～５％，热稳定性差，６０℃变性［１］。

球蛋白不溶于水，可溶于稀盐溶液，占小麦蛋白总量

的６％ ～１０％，加热可凝固。麦醇溶蛋白可溶于
７０％的乙醇溶液，为单体蛋白，分子量较小，其含量

约占小麦总蛋白的４０％～５０％，富含谷氨酰胺和脯
氨酸。麦谷蛋白可溶于稀酸或稀碱溶液，由１７～２０
种不同的氨基酸组成。由于其组成氨基酸多为极性

氨基酸，麦谷蛋白以分子量在４０ｋＤ～３００ｋＤ的聚
合体存在，其含量约占小麦谷朊蛋白总蛋白含量的

３０％～４０％［２］。

清蛋白和球蛋白富含赖氨酸、色氨酸和精氨酸，

营养价值高，含有较多生理活性蛋白质，对加工品质

影响小。麦醇溶蛋白是通过共价的二硫键以及分子

间作用力氢键、疏水键等作用连接在一起的单体球

状蛋白，麦醇溶蛋白赋予面团延展性。麦谷蛋白是

由多个蛋白亚基组成的大分子聚合体，通过二硫键

连接，赋予面团黏弹性。依据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

泳的迁移率不同，将麦谷蛋白分为低分子量麦谷蛋

白亚基和高分子量麦谷蛋白亚基。麦谷蛋白和醇溶

蛋白按照一定比例通过氢键、疏水作用等非共价键

和二硫键等共价键形成的紧密交联的三维网状结

构，赋予面团特有的黏弹性［３］，两者的功能性质对

面团品质有重要影响［４］。图１为面筋的形成过程，
图２为小麦醇溶蛋白、麦谷蛋白及面筋蛋白的 ＳＥＭ
图。

·９０１·



图１　面筋的形成过程示意图

图２　小麦蛋白ＳＥＭ图

２　小麦谷朊蛋白的改性
小麦谷朊蛋白中含有大量疏水氨基酸和不带电

荷的氨基酸，由于疏水作用区域较大使其溶解度较

低，限制了其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通过物理、化学

等技术手段改变小麦谷朊蛋白的结构，从而改变其

功能性质，进而改善谷朊蛋白加工性能，拓展其应用

范围是目前小麦谷朊蛋白研究的热点［５］。目前，小

麦谷朊蛋白改性的方法有化学法、物理法、酶法、基

因工程法、复合改性法等。

２．１　物理改性
物理改性是通过对蛋白质进行超高压、机械处

理、热加工、冷冻、微波、超声波、脉冲电场等方法，改

变蛋白质的高级结构和分子间的聚集方式，从而改

善植物蛋白的功能性和营养特性［６－７］。

超高压技术最早用于金属、陶瓷等材料的加工，

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下，物质的晶体结构发生变化，

如在高温、高压下，石墨可以转化为金刚石。超高压

技术在食品生产中的应用起源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
初，最初是用于灭菌，其基本原理是在高压下，微生

物的形态结构、细胞壁膜等发生不可逆的变化，从而

达到保藏食品的目的。１９８６年，日本京都大学粮食
科学研究所林力丸教授首次将超高压技术用于食品

加工，１９８９年日本农林水产省设立专项计划，资助
超高压技术在食品中的应用研究。在食品生产中，

超高压技术是将物料置于超高压设备中，在

１００ＭＰａ～１０００ＭＰａ的压力和一定的温度下，对物
料进行处理，使物料组分中的分子间力等弱作用发

生变化，导致食品中蛋白质、淀粉等大分子的结构发

生变化，从而使其性质发生变化，而超高压对共价小

分子影响较小，因此对食品中的维生素及色、香、味

影响较小［８］。

超高压技术用于蛋白质的改性是食品超高压技

术应用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目前常见的有静态超

高压和动态超高压均质处理技术［９］。静态超高压

技术是用水或其他液体传递压力于真空柔性密封包

装中的被加工食品，动态超高压均质技术是利用高

压作用于液体，产生强大的剪切力、撞击力和空穴爆

炸力等综合作用于被加工食品。

研究表明，超高压处理对麦醇溶蛋白和麦谷蛋

白的溶解度、起泡性有一定的影响，且呈现一致的规

律性。在压力为０～５００ＭＰａ的范围内，麦醇蛋白和
麦谷蛋白的溶解性、起泡性均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

在３００ＭＰａ时，溶解性和起泡性均呈现最佳状
态［１０］。超高压处理破坏蛋白质的氢键、疏水作用和

静电相互作用等非共价键作用，影响蛋白质的水合

性质，使溶解度发生变化。压力在３００ＭＰａ以下，
随着压力的增大，破坏了蛋白质分子间作用力，使蛋

白质分子的三级结构被破坏，蛋白质的伸展程度发

生变化，增强了其侧链亲水基与水的作用，从而使其

溶解度增大；但当压力过大时，更多的疏水基团暴露

出来，使蛋白质的溶解度降低［１１］。

蛋白质具有乳化性是由于其结构中既有亲水基

团又有疏水基团，在超高压作用下，不仅使其亲水基

团增加，同时也使疏水基团增加，从而提高了其乳化

性。因此，蛋白质的溶解性和乳化性变化通常是一

致的［９］。

超高压改性是物理过程，不引入化学物质，对食

品的安全性、食品营养素及风味物质的保留都非常

有益。但国产超高压设备性能不稳定，易损坏；实现

超高压的设备昂贵，且多数是间歇式的，实际生产效

率会受到一定的影响［１２］。

微波改性、超声波改性等对小麦谷朊蛋白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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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通过微波或超声波作用于物料，通过破坏蛋白

质分子间的氢键、疏水作用等弱作用力，使蛋白质松

散，更多的亲水基团或疏水基团暴露出来，从而改变

蛋白质的溶解性及乳化性等［１３］。

２．２　化学改性
化学改性是利用化学物质作用于谷朊蛋白侧链

上的基团，使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残基发生变化，从

而影响到蛋白质的结构，引起谷朊蛋白功能和性质

变化。化学改性有水解、酰化、磷酸化、脱酰胺、糖基

化及蛋白质的交联等方法。

酰化是指蛋白质分子的亲核基团与酰化试剂作

用而将酰基引入蛋白质分子的过程，如乙酰化、琥珀

酰化等。酰基的引入改变了蛋白质分子的构成及结

构，从而改变其性质。乙酰化改性是利用乙酰基替

换小麦蛋白质分子侧链上的赖氨酸 ε－氨基，从而
改变其性能。张红印等［１４］对小麦谷朊蛋白质乙酰

化改性后，表明其溶解度、乳化性、起泡性等有较大

的提高。张红印等［１５］还对谷朊蛋白的乙酰化和琥

珀酰化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乙酰化和琥珀酰

化改性对小麦面筋蛋白功能性的提高程度有所不

同，琥珀酰化改性明显优于乙酰化改性。李玉莹

等［１６］对乙酰化麦醇溶蛋白溶液及与麦谷蛋白共混

液流变性能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乙酰化降低了麦醇

溶蛋白－麦谷蛋白共混溶液的结构黏度指数，改善
了成膜、纤维化等性质，进而改善了其应用效果。

脱酰胺是将谷朊蛋白中天冬氨酰胺和谷氨酰胺

的酰胺侧链转变为带负电荷的羧基基团，改变了蛋

白质的电荷分布，提高其溶解度。化学脱酰胺的方

法有碱法、酸法，根据使用的酸不同，酸法分为无机

酸法和有机酸法。考虑到安全性，目前多利用可食

性有机弱酸，如醋酸、琥珀酸、柠檬酸等 ［１７］。

磷酸化是用三聚磷酸钠在谷朊蛋白的侧链上引

入磷酸根，增加蛋白质的负电荷，提高蛋白质的溶解

度。唐文婷［１８］利用三聚磷酸钠对小麦谷朊蛋白进

行磷酸化改性，结果显示，蛋白质侧链氨基上引入的

磷酸根数量与蛋白质溶解度、乳化性、乳化稳定性、

起泡性和起泡稳定性正相关。

近年来，有添加其他化学物质对小麦谷朊蛋白

理化性质影响的研究。穆婉菊等［１９］研究了菊粉对

小麦谷朊蛋白的理化性质的影响，结果表明，菊粉对

小麦蛋白乳化性能有显著影响，１０％的菊粉可以使
其乳化活性提高１４．４％；７．５％的菊粉可以使蛋白
质乳化稳定性提高１８．７％。谢新华等［４］考察了γ－
聚谷氨酸对面筋蛋白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谷朊蛋

白的持水率随γ－聚谷氨酸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加，

其结合水含量由９．５２％增加至１２．７１％，弹性逐渐
减弱，黏性逐渐增强。微观结构表明，随着γ－聚谷
氨酸添加量的增加，蛋白的网络结构更加均匀，孔径

更加细小。

化学改性反应历程短、成本低、改性效果明显，

故目前是蛋白质改性的主流方向。但化学改性改变

了蛋白质的一级结构，在产生预期效果的同时，可能

在营养和毒理方面造成有害效应［２０］。

２．３　酶法改性
酶法改性是在蛋白酶的作用下，对谷朊蛋白进

行限制性酶解，降低蛋白质的分子质量，
"

加离子化

基团，使包埋在分子内部的疏水性基团暴露出来，提

高蛋白质的溶解性、起泡性、乳化性及乳化稳定性

等［５］。通常适用的商业化酶包括碱性蛋白酶、胃蛋

白酶、木瓜蛋白酶、菠萝蛋白酶和胰蛋白酶等。

费国源等［２１］的研究表明，碱性蛋白酶比中性蛋

白酶的水解速率高，谷朊蛋白的溶解度随着水解度

的增大而增大，起泡性和起泡稳定性随着水解度的

增加而降低。谷中华等［２２］考察了胃蛋白酶、胰蛋白

酶、碱性蛋白酶和中性蛋白酶对谷朊蛋白的水解，在

水解度相同时，胃蛋白酶处理组中总多肽含量最高，

然后依次是碱性蛋白酶、胰蛋白酶和中性蛋白酶处

理组。何林玲等［２３］用碱性蛋白酶和 Ｐｒｏｔａｍｅｘ复合
蛋白酶双酶分步水解的方法水解小麦谷朊蛋白，水

解后的蛋白液中小于１０００Ｄａ分子质量的肽段占
４０．３４％，氨基酸组成丰富，谷朊蛋白的表面结构有
明显变化。李莹等［２４］利用菠萝蛋白酶对小麦蛋白

进行水解，显著降低了麦醇溶蛋白含量，达到降低小

麦致敏的效果。

酶法改性具有安全可靠、特异性强、反应过程温

和、改性效果显著等特点，对小麦谷朊蛋白改性具有

十分重要的应用前景。但由于蛋白质结构复杂，酶

法改性水解过程缓慢、产物复杂、目标产物产量低，

限制了其在食品工业上的应用。

２．４　复合法改性
复合改性法就是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方法复

合对小麦谷朊蛋白进行改性，如物理法预处理与酶

法改性相结合、化学预处理与酶法相结合等复合改

性法。张雪纷［２５］研究了超声 －离子液体处理对麦
谷蛋白水解度的影响，麦谷蛋白水解度比未处理组

提高了４９．６５％。张淑芬［２６］采用０．８ｍｇ／ｇ的亚硫
酸钠溶液在７０℃的温度下对小麦谷朊蛋白溶液预
处理２０ｍｉｎ，小麦谷朊蛋白的溶解度、乳化性及起泡
性也显著提高，其功能性综合评分达到最大值。亚

硫酸钠碱性蛋白酶复合改性后的产物具有较强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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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性，抗氧化性随着样品浓度的增加而增强，且相

对分子质量越小抗氧化性越大。

小麦谷朊蛋白经改性后，其溶解性、乳化性、起

泡性、黏弹性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在食品工业

中，针对不同的应用，采用相应的改性技术。

３　小麦谷朊蛋白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
小麦谷朊蛋白作为淀粉生产的副产物，早期与

膳食纤维等一起作为饲料使用，但随着谷朊蛋白改

性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其应用价值逐渐受到人们的

重视，在食品工业的应用面也逐渐拓宽。

３．１　在面制品中的应用研究
我国面粉存在着“高筋不强，低筋不弱”的问

题，已有将改性谷朊蛋白加入面粉中，改善面粉适用

性的研究。裴旭东［２７］用多糖胶体对小麦谷朊蛋白

进行改性，并将改性谷朊粉加入面条中，可有效改善

面条的品质。王晶晶［２８］研究了乙酰化谷朊蛋白加

入面条后，生面条硬度随着添加量的增加逐渐减小，

弹性先增后平稳，拉断力逐渐减小而拉伸距离明显

增大；熟面条硬度逐渐减小，弹性增大但趋势不明

显，咀嚼性先增大后减小，但所有性能都高于原面

粉。杨天一研究了添加０．０１％ＴＧ酶和谷蛋白的面
包与空白相比硬度减小 １３．９％，咀嚼度降低
１５．６％［２９］。王香玉［３０］研究了氧化还原剂在馒头加

工过程中对馒头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馒头面团

加工过程中，氧化还原剂对麦谷蛋白可萃取率的影

响较大，麦谷蛋白的交联聚合行为的改变决定了面

团加工过程中面筋蛋白的变化；而在蒸制过程中，氧

化还原剂对麦醇溶蛋白可萃取率的影响较大，麦醇

溶蛋白的交联聚合程度决定了蒸制过程中面筋蛋白

聚合程度的变化。

３．２　在肉类加工制品中的应用
在肉制品中，小麦面筋蛋白作为黏合剂、填充

剂或增量剂等，可以增加黏弹性、色泽稳定性、硬度、

出汁率和保水性等。戈志成［３１］在肉丸中添加 ３％
左右的湿热－琥珀酸酐酰化小麦面筋蛋白，结果显
示优于小麦面筋蛋白和大豆分离蛋白，能够显著提

高肉丸的质构特性，降低了肉丸的蒸煮损失率，提高

了产品得率。王凯强［５］研究了碱性蛋白酶和 ＴＧ复
合改性的小麦谷朊蛋白对猪肉丸蒸煮特性的影响，结

果显示改性小麦面筋蛋白对肉丸品质有改善明显，使

肉丸蒸煮损失率降低了 ４９．１６％，得率提高了
１５．４８％，保水性提高了１８．２７％，肉丸的硬度、弹性和
咀嚼性分别提高了９７．０５％，６．６８％和１２１．９６％。
３．３　在其他食品中的应用

改性谷朊蛋白还可用于婴幼儿食品及其他的特

殊人群的保健品、发酵制品等中。王延州［３２］用酶解

法水解小麦谷朊蛋白得到谷氨酰胺肽，并通过动物

试验观察到谷氨酰胺肽可以有效延缓小肠黏膜炎的

发生，减轻肠黏膜损伤的程度，促进黏膜炎恢复。奚

宽鹏［３３］采用中性蛋白酶对小麦谷朊蛋白进行水解，

并将水解物用于啤酒发酵的氮源，酶解物提高了发

酵过程中糖消耗和酒精生成速率，促进了啤酒酵母

发酵。研究表明，水解度越大促进作用越明显；酶解

物可提高啤酒中乙酸乙酯、高级醇的含量，改善啤酒

风味，但同时也促进有机酸的形成，不利于啤酒风

味，且酶解物水解度越大，影响越大；酶解物可一定

程度改善啤酒的泡沫性能。何文猛［３４］采用柠檬酸

湿热改性谷朊蛋白，并用２０％替代率替代脱脂乳粉
制备的冰淇淋具有较低的融化率，粒径分布相对均

匀，粒径大小合理。丛旭等［３５］研究了将一定量的甘

油和乙醇加入小麦谷朊蛋白，并用 ＮａＯＨ调分散液
为碱性，制备用于方便面调料包的可食性薄膜。结

果表明，ｐＨ１１．４０、蛋白添加量为１０．７０％、乙醇体
积分数为５７％时，小麦面筋蛋白膜的综合性能最优，
氧气透过率为２０．７４ｍｅｑ／ｋｇ，抗拉强度为１２．９８ＭＰａ。
４　展望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生产国，也是最大的

小麦消费国。近年来，我国淀粉的产量逐年增加，小

麦谷朊蛋白的产量也逐年增加，充分利用小麦谷朊

蛋白必须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但我国目前对小

麦谷朊蛋白的一些改性机理研究还不够深入，对改

性后的应用研究更少。因此，探索小麦谷朊蛋白科

学合理的改性方法，特别是改性后产品的应用并使

之产业化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此外，需加强以改

性小麦谷朊蛋白为基质的可降解高分子材料等非食

品领域的研究，为合理利用资源和能源、减低生产成

本、实现绿色化学提供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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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胁迫下不同地锦属植物的生理响应及耐盐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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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不同地锦属植物种子为材料，研究１７０ｍｍｏｌ／ＬＮａＣｌ胁迫下种子萌发、幼苗生长和其
他生理指标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与对照相比，盐胁迫下各品种种子发芽率、发芽势、发芽指数和

活力指数等指标均出现下降，地下部分干重较地上部分干重下降较为显著。各幼苗叶片相对电导

率、丙二醛、脯氨酸、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均较对照显著升高，而异叶地锦、花叶地锦、绿叶地锦、五

叶地锦的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物酶、过氧化氢酶较对照明显降低。三叶地锦在盐胁迫下其种子

发芽能力、叶片渗透调节能力均较强，表现出较好的耐受性；异叶地锦受盐胁迫影响较大，对盐胁迫

较为敏感；花叶地锦、绿叶地锦、五叶地锦、栓翅地锦介于二者中间，为中等耐盐型。

关键词：地锦属；生理响应；耐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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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渍化土壤抑制作物生长，影响粮食产量，降低
土地利用价值，是环境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破

坏因素之一，也是世界性生态难题［１］。目前全球超

过２０％的农田和旱地遭受盐渍化的威胁［２］。我国

作为世界上土壤盐渍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盐渍化

的治理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之一。盐渍化土壤

易滞水，不易疏干，地温低，降低了酶的活性，抑制微

生物代谢和有机质转化，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另一

方面，盐离子含量偏高升高了土壤中溶液的渗透压，

导致植物出现生理性缺水，生长发育被抑制。目前，

盐渍化土壤的治理可通过两种手段来实现：一是利

用生化或物理的手段降低盐含量，增加土壤肥力，满

足植物生长发育的需要；二是种植耐盐植物来逐渐

改善和提高土质。其中，后者是盐渍化治理的一种

更为经济有效的手段，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地锦为多年生藤本植物，具有喜攀爬、观赏性强

等特点，其根茎可入药，具有活血、消肿的功效。作

为立体绿化的首选植物，地锦对 ＳＯ２等污染物具有
较强的吸收力，同时在防沙护坡、保持水土等方面显

示了独特的生物学特性。目前对地锦的研究多集中

在医学和药用价值、城市园林绿化、生态、食品等方

面，对其耐盐性研究较少。通过研究 １７０ｍｍｏｌ／Ｌ
ＮａＣｌ对６个不同地锦品种种子发芽、幼苗生长及生
理生化指标变化的影响，根据耐盐程度进行分类，为

选育合适的品种及盐碱地改良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与设计

试验地锦共６种：异叶地锦、花叶地锦、三叶地
锦、绿叶地锦、五叶地锦和栓翅地锦，分别用符号

Ｔ１，Ｔ２，Ｔ３，Ｔ４，Ｔ５和 Ｔ６表示。试验前用９５％乙醇
将种子消毒，蒸馏水冲洗，温水浸泡４８ｈ后置于培
养皿中（每皿 ２５粒），设置 ２个处理：０（ＣＫ），
１７０ｍｍｏｌ／Ｌ，每个处理重复３次。每天定时观察记
录，１５ｄ后测量苗长、胚根长、茎叶干鲜重，计算发
芽率、发芽指数、活力指数。

分别将各品种种子播种于１２８孔育苗盘中，于一
叶一心时选取长势健壮的幼苗移植于４０ｃｍ×３０ｃｍ
的塑料盆中，每盆１株，待长至三叶一心时进行盐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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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处理，每个处理重复３次。有关计算式如下：

发芽率％＝ｔ日发芽总数
播种数

×１００％，

（１）

胚根相对长度％＝盐胁迫下胚根长度
对照下胚根长度

×１００％，

（２）

发芽指数＝ｔ日发芽总数
相应发芽天数

， （３）

耐盐指数＝
（胚根平均长度＋平均相对发芽率＋相对发芽势）

３ ，

（４）

幼苗存活率％＝存活株数
总株数

×１００％， （５）

组织含水量％＝鲜重－干重
鲜重

×１００％， （６）

盐害指数％＝∑ 受害等级×株数
最高级数×总株数×１００％ 。

（７）
受害等级划分如下：０级为正常生长；１级为少

量叶片枯黄；２级为５０％叶片枯黄；３级为８０％叶片

枯黄，５０％茎干干枯；４级为完全死亡。
１．２　生理指标测定和数据处理

于盐胁迫处理１５ｄ后，剪取新鲜叶片分别测定
叶片的相对电导率（ＲＣ）［３］、丙二醛（ＭＤＡ）［４］、超氧
化物歧化酶（ＳＯＤ）［４］、过氧化物酶（ＰＯＤ）、过氧化
氢酶（ＣＡＴ）、脯氨酸（Ｐｒｏ）、可溶性糖（ＳＳ）［４］和可溶
性蛋白（ＳＰ）含量。使用ＳＰＳＳ１８．０和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软
件对取得的数据进行差异性分析和绘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盐胁迫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表１中，在对照浓度下，各种子发芽率和发芽势
无显著性差异。在受到盐胁迫时，种子发芽率和发

芽势显著降低，其中 Ｔ１，Ｔ２发芽率极显著低于 ＣＫ，
Ｔ４，Ｔ５显著低于ＣＫ；Ｔ３，Ｔ６显著高于 Ｔ５，极显著高
于Ｔ１，Ｔ２和Ｔ４。Ｔ３，Ｔ６发芽势较对照差异不显著，
但显著高于 Ｔ４和 Ｔ５，极显著高于 Ｔ１和 Ｔ２。上述
结果表明：盐胁迫抑制了种子萌发和胚根生长。其

中，Ｔ３胚根长度显著高于其他基因型，其耐盐指数
也最高，表明其耐盐性较强，其余种子的耐盐能力从

高到低依次为Ｔ６，Ｔ５，Ｔ４，Ｔ２，Ｔ１。

表１　不同基因地锦种子萌发情况

材料
发芽率／％

ＣＫ ＳＴ

发芽势／％

ＣＫ ＳＴ

胚根长／ｃｍ

ＣＫ ＳＴ

发芽指数

ＣＫ ＳＴ
耐盐指数／％

Ｔ１ ９１Ａａ ４１Ｃｃ ８９Ａａ ４０Ｃｃ ２．０８Ａａ ０．４７Ｃｃ ４．５１Ａａ １．６５Ｃｃ ０．３７Ｃ
Ｔ２ ９２Ａａ ４５Ｃｃ ９０Ａａ ４３Ｃｃ ２．０８Ａａ ０．８７Ｂｂ ４．５０Ａａ １．９１Ｂｂ ０．４５Ｂ
Ｔ３ ８９Ａａ ６７Ａａ ８７Ａａ ６５Ａａ ２．１３Ａａ １．０２Ａａ ４．５６Ａａ ２．５５Ａａ ０．６５Ａ
Ｔ４ ９１Ａａ ５２Ｃｂ ８８Ａａ ５１Ｂｂ ２．１１Ａａ ０．５１Ｃｃ ４．５２Ａａ １．８８Ｂｂ ０．４６Ｂ
Ｔ５ ９０Ａａ ５５Ｂｂ ８７Ａａ ５２Ｂｂ ２．１２Ａａ ０．５６Ｃｃ ４．５０Ａａ １．７２Ｃｃ ０．４８Ｂ
Ｔ６ ９０Ａａ ６２Ａａ ８８Ａａ ６３Ａａ ２．１２Ａａ ０．９８Ａｂ ４．５５Ａａ ２．１３Ａａ ０．６１Ａ

　　注：同列相邻和相间不同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同一品种较对照ＣＫ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和极显著（Ｐ＜０．０１）；同列相邻和相间不同大写字母

分别表示不同品种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和极显著（Ｐ＜０．０１）；下同。

２．２　盐胁迫对幼苗生长的影响
２．２．１　干物重和组织含水量

干物重和组织含水量分别反映植物体内有机物

多寡和水分含量，两者对植物生长发育、叶表气孔开

合、光合作用，乃至果实品质产生重要影响。由表２
可知，各样品干物重和组织含水量较对照无显著差

异。在盐胁迫下，不同品种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干

重均较对照明显下降，但降幅不同。地上部分干重，

Ｔ２，Ｔ４较对照分别降低２１％和２４％，达显著差异水
平（Ｐ＜０．０５）；Ｔ１，Ｔ５分别降低２８％和２５％，达极
显著差异水平（Ｐ＜０．０１）。地下部分干重，Ｔ１，Ｔ５
较对照均显著降低 （Ｐ＜０．０５），其他均较对照无显
著差异。同时，不同幼苗的组织含水量也明显下降，

其中Ｔ２，Ｔ３，Ｔ６较对照分别降低１．２６％，２．０９％和

１．７８％，差异不显著，而 Ｔ１，Ｔ４，Ｔ５较对照分别下降
５．０３％，４．４４％和４．５４％，处于显著差异水平。这
说明Ｔ１，Ｔ４，Ｔ５干物重和组织含水量受盐胁迫影响
最大，其余受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Ｔ２，Ｔ６，Ｔ３。
２．２．２　幼苗存活率和盐害指数

在盐胁迫下，不同品种幼苗存活率均不同程度

下降。其中，Ｔ２，Ｔ３的幼苗存活率分别为 ４６．２３％
和５１．７４％，显著高于 Ｔ６（Ｐ＜０．０５），极显著高于
Ｔ１，Ｔ４和 Ｔ５（Ｐ＜０．０１），而 Ｔ１，Ｔ４，Ｔ５幼苗存活率
分别仅为２９．４５％，２６．６７％和２５．７８％。结果显示
幼苗存活率与盐害指数呈反比，幼苗存活率越低其

盐害指数越高，盐害指数由高到低依次为 Ｔ１，Ｔ５，
Ｔ４，Ｔ６，Ｔ２，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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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基因地锦幼苗生长情况

材料
地上干物重

ＣＫ ＳＴ
地下干物重

ＣＫ ＳＴ
地上组织含水量

ＣＫ ＳＴ
幼苗存活率％ 盐害指数／％

Ｔ１ ０．５４Ａａ ０．３９Ｃｃ ０．０５Ａａ ０．０１Ａｂ ９５．５Ａａ ９０．７Ａｂ ２５．７８Ａ ８２．３７Ｃ
Ｔ２ ０．５３Ａａ ０．４２Ｂｂ ０．０５Ａａ ０．０１Ａａｂ ９４．９Ａａ ９３．７Ａａ ４６．２３Ｄ ６５．５４ＡＢ
Ｔ３ ０．５７Ａａ ０．４９Ａａ ０．０６Ａａ ０．０２Ａａ ９５．６Ａａ ９３．６Ａａ ５１．７４Ｄ ６３．７７Ａ
Ｔ４ ０．５５Ａａ ０．４２Ｂｂ ０．０６Ａａ ０．０２Ａａ ９４．７Ａａ ９０．５Ａｂ ２９．４５Ｂ ７０．２２Ｂ
Ｔ５ ０．５３Ａａ ０．４０ＢＣｃ ０．０５Ａａ ０．０１Ａｂ ９４．７Ａａ ９０．４Ａｂ ２６．６７Ａ ７９．８２Ｃ
Ｔ６ ０．５５Ａａ ０．４７Ａａ ０．０５Ａａ ０．０１Ａａ ９５．４Ａａ ９３．７Ａａ ３６．３５Ｃ ６８．３４Ｂ

２．３　盐胁迫对幼苗相对电导率（ＲＣ）和丙二醛
（ＭＤＡ）的影响

由图１ａ可知，在盐胁迫下与各样品的 ＲＣ与对
照相比分别增加 ８１３．９５％，６２３．９９％，５０２．９９％，
８０９．９４％，７４４．９５％和５６５．９１％，均达到极显著差异
水平（Ｐ＜０．０１）。同时，６种样品叶片的 ＲＣ也存在
明显差异，Ｔ３极显著低于 Ｔ１，Ｔ２，Ｔ４和 Ｔ５（Ｐ＜
０．０１），显著低于Ｔ６（Ｐ＜０．０５），说明ＮａＣｌ胁迫会改
变植物细胞膜结构，引起相对电导率升高，膜透性增

大，从而降低了自身的稳定性，但这种变化也因品种

而有差异，各品种ＲＣ数值由高到低依次为Ｔ１，Ｔ４，Ｔ５，
Ｔ２，Ｔ６，Ｔ３。

细胞膜脂过氧化生成 ＭＤＡ，继而与蛋白质、氨

基酸生成不溶物，干扰细胞的正常生理活动，因此，

ＭＤＡ含量也可反映细胞膜透性变化情况。由图１ｂ
可知，在ＮａＣｌ胁迫下，各样品的ＭＤＡ较对照显著增
大，Ｔ１～Ｔ６分别增加 １２８．９９％，１００％，６１．９８％，
１１８．９５％，１２１．９６％和８５．９６％，均达到极显著差异
水平（Ｐ＜０．０１）。同时，６个品种叶片的 ＭＤＡ含量
彼此也存在显著差异，Ｔ３的 ＭＤＡ含量显著低于 Ｔ２
（Ｐ＜０．０５），极显著低于Ｔ１，Ｔ４和Ｔ５（Ｐ＜０．０１），说
明盐胁迫会极显著地提高植物叶片中 ＭＤＡ含量，
导致细胞膜透性增大。在相同浓度盐胁迫下不同品

种的 ＭＤＡ含量有明显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 Ｔ１，
Ｔ５，Ｔ４，Ｔ２，Ｔ６，Ｔ３。

图１　盐胁迫对ＲＣ／ＭＤＡ的影响

２．４　盐胁迫对叶片保护酶活性的影响
作为一种重要的抗氧化酶，ＳＯＤ肩负着清除生

物体新陈代谢生成的自由基，保护自身免受伤害的

重任，其水平高低间接反映机体所受伤害程度。由

图２ａ可见，在同浓度盐胁迫下，不同品种的 ＳＯＤ活
性变化趋势不同，其中 Ｔ１，Ｔ２，Ｔ４，Ｔ５均较对照明显
降低，而Ｔ３，Ｔ６则显著高于对照（Ｐ＜０．０５）。同浓
度盐胁迫下，Ｔ３和 Ｔ６的 ＳＯＤ含量高于 Ｔ１，Ｔ２，Ｔ４，
Ｔ５，表明在盐胁迫下，爬山虎能通过调整自身的
ＳＯＤ活性水平，从而减轻盐胁迫的伤害。Ｔ３，Ｔ６的
ＳＯＤ活性水平最高，代表其对盐分的适应性更强，
Ｔ１最低，代表其对盐分的耐受性最差。

ＰＯＤ和ＣＡＴ则是生物体内清除自由基的另两种
保护酶，其活性高低可以判断机体受活性氧自由基伤

害的程度。由图２ｂ和２ｃ可见，较对照Ｔ１，Ｔ２，Ｔ４，Ｔ５
均下降，Ｔ６升高，Ｔ３显著升高。同样胁迫下，ＰＯＤ和

ＣＡＴ活性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Ｔ３，Ｔ６，Ｔ５，Ｔ２，Ｔ４，Ｔ１。
上述结果说明，在盐胁迫下，不同品种叶片保护

酶活性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在保护酶活性方面由

强到弱依次为Ｔ３，Ｔ６，Ｔ５，Ｔ２，Ｔ４，Ｔ１。
２．５　盐胁迫对叶片渗透调节物质的影响

脯氨酸可以调节细胞质渗透平衡，在有机体抗

击渗透胁迫中起到保护作用。图３ａ中Ｔ１～Ｔ６脯氨
酸含量较对照极显著升高 （Ｐ＜０．０１）。在相同浓
度盐胁迫下Ｔ３叶片的脯氨酸含量显著高于Ｔ２（Ｐ＜
０．０５），极显著高于Ｔ１和Ｔ４（Ｐ＜０．０１）。可溶性糖
含量增加是植物抵抗盐胁迫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图３ｃ中 Ｔ１～Ｔ６叶片的可溶性糖含量存在明显差
异，较对照分别增加 ２５．５７％，５４．９３％，７３．６４％，
２６．１５％，１７１．５７％和 ７０．４４％，其中 Ｔ２，Ｔ３，Ｔ５，Ｔ６
达到显著差异水平（Ｐ＜０．０５）。在盐胁迫下，Ｔ３显
著高于 Ｔ２，Ｔ６（Ｐ＜０．０５），极显著高于 Ｔ１，Ｔ４，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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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１）。图３ｃ中６种样品ＳＰ含量均较对照显
著升高，盐胁迫下Ｔ３显著高于Ｔ２，Ｔ４，Ｔ５，极显著高
于Ｔ１。这说明，盐胁迫会显著提高叶片的ＳＰ含量，
不同爬山虎叶片的渗透调节物质含量存在显著差

异，其中，Ｔ３爬山虎含量最高，其次为 Ｔ６，而 Ｔ４含
量最低。

图２　盐胁迫对叶片保护酶活性的影响

３　讨论
３．１　对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

一般认为，盐分对植物的胁迫最初表现为种子

萌发受到影响。这种影响往往会产生３种效应：完
全抑制效应、增效效应和负效效应［５］。盐分通过渗

透胁迫和离子毒害两种手段达到这种抑制，但不同

植物作用机制不同，低浓度下以离子毒害为主，高浓

度下以渗透胁迫为主。实验发现，ＮａＣｌ胁迫下，各
种子的萌发率显著下降，发芽时间明显延后。

生物量下降和个体矮小则是盐胁迫对植物生长

发育影响的另外两种表现，其机理一是盐胁迫制造

出低水势环境从而引发叶片水势降低，导致气孔导

度下降；二是盐胁迫环境降低了光合作用的生产效

率，减少物质和能量的产出；三是抑制特定酶和代谢

进程。在盐胁迫下，植物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生物

量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这与 ＳＴＲＯＧＯＮＯＶ［６］的研
究结果一致。这可能与幼苗叶绿素受到破坏，削弱

了光合作用，致使生物量下降有关。研究还发现，盐

胁迫下，地锦幼苗组织含水量降幅越小，幼苗存活率

越高，耐盐性越好，与樊秀彩［７］等人研究结果一致，

即耐盐性与幼苗组织含水量降幅呈负相关。

图３　盐胁迫对叶片渗透调节物质的影响

３．２　对幼苗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
渗透调节是植物抵抗盐胁迫的基本手段之一。

盐胁迫下，植物体内的活性氧含量大幅提高，引起

ＭＤＡ随之升高，细胞膜脂出现过氧化和脱脂化，细
胞结构被破坏。本研究发现，盐胁迫下叶片细胞膜

透性和ＭＤＡ含量较对照显著增加，表明细胞膜受
损害程度加重，这可能是盐胁迫破坏了植物体内活

性氧生成与清除的动态平衡所致。不同品种损害程

度不同，其中，Ｔ１最重，依次为Ｔ４，Ｔ５，Ｔ２，Ｔ６和Ｔ３。
ＳＯＤ，ＰＯＤ，ＣＡＴ是生物体内重要的抗氧化酶，

三者协同作用共同抵御自由基的侵害。植物在逆境

环境中，会诱发３种保护酶活性升高，从而增强自身
机体对胁迫的抵抗能力［８］，这与本实验结果有一定

出入，可能是盐胁迫浓度已超过 Ｔ１，Ｔ２，Ｔ４和 Ｔ５最
大胁迫浓度，保护酶活性已开始逐渐降低，而 Ｔ３和
Ｔ６还未达到其最大值。试验样品中保护酶活性高
低也与品种有关，Ｔ３显著高于其他品种，依次是
Ｔ６，Ｔ５，Ｔ２，Ｔ４和 Ｔ１。植物通过有机和无机渗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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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自身水势从而维持正常生理代谢，通过合成脯氨

酸等小分子有机物有助降低细胞水势，进而达到提

高自身吸水能力的目的。文献发现抗渗透胁迫能力

与体内脯氨酸含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耐盐

能力越强，对应的脯氨酸含量越高，本实验发现在盐

胁迫下各样品脯氨酸均显著升高，但不同品种间也

有显著差异，Ｔ３最高，依次为Ｔ６，Ｔ２，Ｔ４，Ｔ５和Ｔ１。
植物耐盐性机理十分复杂，通常认为耐盐性的

大小由其遗传性决定。因此，对植物进行耐盐性评

价时，应选择同一植物的不同品种从多种指标多角

度进行综合分析。本实验从种子萌发、幼苗生长发

育、叶片相对电导率、叶片保护酶活性、渗透调节物

质等指标研究出发，发现盐胁迫不同品种的影响存

在明显差异，其中三叶地锦等在盐胁迫下种子发芽、

幼苗渗透调节和抗氧化酶生成能力较强，耐盐能力

强。异叶地锦受盐胁迫影响较大，为盐敏感型，绿叶

地锦等表现介于两者之间，为中等耐盐性型，实验结

果对耐盐性品种的筛选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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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连续测定谷物中
铅、铬、镉及不确定度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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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强（１９８９—），男，四川隧宁人，硕士，四川省遂宁市农业农村局、遂宁市农产品检验监测中心职员，从事化学

分析及相关研究工作。

摘　要：样品经湿法消解，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连续测定谷物中铅、铬、镉含量。铅、铬、
镉检出限分别为０．０２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１３ｍｇ／ｋｇ；铅、铬、镉浓度分别在０～３０，０～２０，０～３．５ｎｇ／ｍＬ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高、中、低浓度加标，铅、铬、镉样品回收率分别为 ９８．９７％ ～１０４．３４％，
９７．１３％～１０４．２０％，９８．９３％～１０４．２３％；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１．７２％ ～６．４７％，３．３４％ ～５．３１％，
４．０３％～６．４４％。该方法各项技术指标能满足测定要求，可用于谷物中铅、铬、镉的连续测定，在此
基础上以铬为例对不确定度进行评定。

关键词：谷物；石墨炉原子吸收；铅；铬；镉；不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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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生长过程中，可通过根系作用将重金属富
集到谷物中。如果长期摄入重金属含量高的谷物，

可诱发人体产生各种疾病，严重危害健康。因此，我

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１］严格

规定了谷物中铅、铬、镉的限量。谷物中铅、铬、镉３
种重金属检测是农产品检测的重要指标，目前主要

参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测定［２－４］，但各方法只

适合单一元素的测定，对同一样品进行不同项目检

测时需要进行多次前处理，导致试剂耗量大、工作效

率低、环境污染大。因此，研究适合谷物中多种重金

属连续测定的方法，在处理不同检测项目样品时，就

能避免单一方法导致的不足。拟采用湿法消解－石
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连续测定谷物中铅、铬、镉，以

建立适用于谷物中三种重金属连续测定的快速、稳

定、准确的检测方法，并对测试结果进行误差来源的

分析，给出扩展不确定度，为实验室质量控制和边缘

值判定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主要仪器

ＡＡ－９００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新加坡
Ｐｅｒｋｉｎ－Ｅｌｍｅｒ公司；２０Ａｐｌｕｓ电热板；电子天平：梅
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ｄ＝０．０００１ｇ。
１．２　试剂与材料

硝酸：ＵＰ级；高氯酸：ＵＰ级；铅标准溶液（１０００
ｍｇ／Ｌ）、铬标准溶液（１０００ｍｇ／Ｌ）、镉标准溶液
（１０００ｍｇ／Ｌ）：国家有色金属及电子材料分析测试
中心；质控样品 ＧＳＢ－２２小麦、ＧＳＢ－２小麦：国家
质检中心；机体改进剂（１０％ ＮａＨ２ＰＯ４溶液，临用时
配成１％）：新加坡Ｐｅｒｋｉｎ－Ｅｌｍｅｒ公司；实验室用水
均为超纯水（自制，优普超纯水制造系统）；样品由

市场和网络渠道自行采购。

１．３　标准溶液的配制
用０．１％硝酸溶液分别将铅、铬、镉标准溶液稀

释，配制成铅标准储备液（１０μｇ／ｍＬ）、铬标准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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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１０μｇ／ｍＬ）、镉标准储备液（１０μｇ／ｍＬ），于０～
４℃保存。

铅标准储备液（１０μｇ／ｍＬ）逐级稀释，配制成
２０ｎｇ／ｍＬ铅使用液，用石墨炉自动进样器自动配制
成０，５，１０，２０，３０ｎｇ／ｍＬ铅标准系列。

铬标准储备液（１０μｇ／ｍＬ）逐级稀释，配制成
２０ｎｇ／ｍＬ铬使用液，用石墨炉自动进样器自动配制
成０，４，６，８，１２，１６，２０ｎｇ／ｍＬ铬标准系列。

镉标准储备液（１０μｇ／ｍＬ）逐级稀释，配制成
５．０ｎｇ／ｍＬ镉使用液，用石墨炉自动进样器自动配
制成０，０．５，１．０，２．０，３．５ｎｇ／ｍＬ镉标准系列。
１．４　样品处理

称取谷物类样品０．５０ｇ（准确到 ±０．０１ｇ）于
１５０ｍＬ广口三角瓶中，加入１０ｍＬ硝酸（ＨＮＯ３），再
加入１ｍＬ高氯酸（ＨＣｌＯ４），盖上歪颈漏斗，浸泡过
夜。在可调式电热炉上消解（参考条件：１２０℃１ｈ，
升至１８０℃ ４ｈ，升至 ２００℃）。若消化液呈棕褐
色，再加少量硝酸，消解至冒白烟，消化液呈无色透

明或略带黄色，取下三角瓶，冷却后用 １％硝酸转
移、定容至１０ｍＬ，混匀备用［５－７］。试剂空白按上述

方法操作进行湿法消解。

１．５　测定
吸取待测样品２０μＬ（标准曲线按自动计算结

果，自动吸取样品），稀释液１０μＬ，机体改进剂５ｍＬ

（１％ ＮａＨ２ＰＯ４溶液，测铬不加机体改进剂），于石墨
管中按预设升温程序升温，然后测定待测样品吸光

度，待测样品含量计算式为

Ｘ＝
（Ｃ１－Ｃ０）×Ｖ１
ｍ×１０００ ， （１）

式中：Ｘ—被测物含量，ｍｇ／Ｌ；Ｃ１—消解液中被物含
量，ｍｇ／Ｌ；Ｃ０—空白中被测物含量，ｍｇ／Ｌ；ｍ—称样
量，ｇ。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仪器条件筛选

优化仪器条件，有利于提高仪器灵敏度，提高样

品检出率。本实验使用１０ｎｇ／ｍＬ铅、１０ｎｇ／ｍＬ铬
和 ２ｎｇ／ｍＬ镉，在不同仪器条件下分别优化干化温
度、灰化温度和原子化温度。

２．１．１　干化温度优化
干化温度对铅、铬、镉测定结果的影响见图１。

由图１可知，铅在１２０℃吸光度最大，之后响应值降
低；铬在１００～１３０℃吸光度基本不变，而后降低；镉
吸光度在实验条件范围内基本不变。这是因为温度

过低或温度过高，干化不完全，在进一步升温过后导

致液体爆沸，喷溅不利于测定，导致测定结果吸光度

降低。因此，铅、铬、镉的干化温度分别选择 １２０，
１３０，１３０℃。

图１　铅、铬、镉干化温度对吸光度的影响

２．１．２　灰化温度优化
灰化温度对铅、铬、镉测定结果的影响见图２。

由图２可知，铅在５００～１０００℃吸光度基本一致；铬
在８００～１４００℃吸光度基本无变化，之后降低；镉
在７００℃吸光度最大。这是因为温度过低，灰化不

完全，在进入原子化之前，相应的重金属元素没有形

成有利于原子化的形态；温度过高，灰化后的目标元

素部分原子化，从而导致测定结果降低。因此，铅、

铬、镉的灰化温度分别选择１０００，１４００，７００℃。

图２　铅、铬、镉灰化温度对吸光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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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原子化温度优化
原子化温度是样品测定的关键温度，恰当的原

子化温度能保证样品检测的准确性，铅、铬、镉原子

化温度对测定结果的影响见图３。由图３可知，铅
在１４００℃吸光度最大；铬在２１００～２３００℃吸光

度基本不变；镉在１１００℃吸光度最大。原子化温
度较低时吸光度较低，这是因为温度过低样品原子

化不完全；原子化温度过高，待测元素原子过快，从

而导致测定结果降低。

图３　铅、铬、镉原子化温度对吸光度的影响

２．１．４　石墨炉升温程序
根据实验优化结果筛选出适合铅、铬、镉３种重

金属测定的石墨炉升温程序条件，见表１。
表１　石墨炉升温条件

检测

项目

干燥

温度／℃

灰化

温度／℃

原子化

温度／℃

除杂

温度／℃

测量

方式

铅 １２０ １０００ １４００ ２４５０ 背景，扣除

铬 １３０ １４００ ２３００ ２４５０ 背景，扣除

镉 １３０ ７００ １１００ ２４５０ 背景，扣除

２．２　方法评价
２．２．１　标准曲线及线性范围

石墨炉自动稀释配制铅、铬、镉３种重金属元素
标准曲线见表２。由表２可知，铅、铬、镉３种重金
属元素分别在０～３０ｎｇ／ｍＬ，０～２０ｎｇ／ｍＬ，０～３．５
ｎｇ／ｍＬ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表２　铅、镉、铬３种元素标准曲线及相关系数

元素 标准曲线方程 线性相关系数（Ｒ）
铬 Ｙ＝０．０１５３０Ｘ－０．００２２３ ０．９９９８
镉 Ｙ＝０．０６９０９Ｘ－０．００３３９ ０．９９９３
铅 Ｙ＝０．００２４３Ｘ－０．０００５６ ０．９９９７

２．２．１　方法精密度与准确度
采用空白样品加标进行铅、镉和铬３种元素的

加标回收率实验及精密度实验，验证方法的可靠性。

每种元素做高、中、低三平行加标，计算加标回收率

及相对标准偏差（ＲＳＤ），结果见表３。由表３可知，
高、中、低浓度加标，样品中铅、铬、镉回收率分别为

９８．９７％ ～１０４．３４％，９７．１３％ ～１０４．２０％，９８．９３％～
１０４．２３％，精密度高；相对标准偏差 （ＲＳＤ）在
１．７２％～６．４７％，３．３４％～５．３１％，４．０３％～６．４４％，能
满足测定要求。

表３　铅、镉、铬三种元素高、中、低加标回收结果

元素
加标量

／（ｎｇ／ｍＬ）

测定值

／（ｎｇ／ｍＬ）

平均值

／（ｎｇ／ｍＬ）

回收率

／％

ＳＤ

／（ｎｇ／ｍＬ）

ＲＳＤ

／％

铅 ５．００ ４．６２，４．５３，５．０１，５．２２，５．２１，４．７６，５．３９ ４．９５ ９８．９７ ０．３２ ６．４７
１５．００ １５．８１，１５．５２，１５．７１，１５．５４，１５．６１，１５．８１，１４．９１ １５．５６ １０３．７２ ０．３１ １．７２
２５．００ ２５．３１，２７．８１，２４．４４，２５．２１，２６．５１，２７．３１，２６．０１ ２５．８０ １０４．３４ １．２１ ４．６３
４．００ ３．７７，３．８２，４．２１，４．２１，３．８６，４．１５，４．２７ ４．０４ １０１．０４ ０．２１ ５．３１

铬 ８．００ ７．３５，７．８３，７．４２，８．３８，７．２７，８．２５，７．８９ ７．７７ ９７．１３ ０．４４ ５．６８
１６．００ １５．５５，１６．７８，１６．８２，１６．５４，１７．１５，１７．２８，１６．５９ １６．６７ １０４．２０ ０．５６ ３．３４
０．５００ ０．４７５，０．４８６，０．５２１，０．４９７，０．５１０，０．５３１，０．５２２ ０．５０６ １０１．２２ ０．０２０ ４．０３

镉 １．５００ １．４２８，１．５５１，１．４９１，１．５８０，１．４３３，１．４７６，１．４２９ １．４８４ ９８．９３ ０．０６１ ４．１３
３．０００ ３．１２３，３．２３８，３．５８５，２．８０１，３．３０２，３．６４７，２．８９３ ３．１２７ １０４．２３ ０．２０ ６．４４

２．２．２　方法检出限
按照试验方法重复分析７个空白低限加标样

品，计算方法检出限。试验方法检出限计算参照美

国 ＥＰＡＳＷ－８４６中规定，计算式为
ＭＤＬ＝Ｓｔ（ｎ－１，１－ａ＝０．９９） （２）

式中：ＭＤＬ—方法检出限，ｍｇ／Ｋｇ；Ｓ—低浓度加标样
品重复试验的标准偏差；ｎ—重复试验次数；ｔ（ｎ－１，
１－ａ＝０．９９）— 自由度为ｎ－１、置信水平为９９％时

的 ｔ值。
称取样品０．５ｇ，定容至１０ｍＬ，根据检测结果，

铅、镉、铬方法检出限分别为０．０２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１３
ｍｇ／ｋｇ，满足检测需要。
２．３　样品测定

优化条件下对谷物测定结果如表４所示。由表
４可知，谷物中铬含量在０．３０８５～０．９５４９ｍｇ／Ｋｇ，
虽然处于国标规定的限量范围（≤１ｍｇ／Ｋｇ）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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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显著高于其他被测指标，这与植物对铬选择性富

集的程度有关。将镉测定结果与国际食品准则委员

会（ＣＡＣ）《食品中污染物和毒素通用标准》（ＣＯＤＥＸ
ＳＴＡＮ１９３－２０１０）［８］和欧盟食品污染限量标准
（ＥＣ６２９－２００８）［９］比较，我国标准高于欧盟标准，与
国际标准一致。铅测定值均小于我国标准值，也小

于国际标准值０．２ｍｇ／Ｋｇ，表明我国食品安全标准
与国际标准一致并高于部分地区标准。

表４　谷物样品测量结果

样品

编号

样品

名称

铅（Ｐｂ）含量

ｍｇ／ｋｇ

铬（Ｃｒ）含量

ｍｇ／ｋｇ

镉（Ｃｄ）含量

ｍｇ／ｋｇ

判定

结果

ＧＷ－１ 稻谷 ０．１５ ０．８８１ ０．０１７１ 合格

ＧＷ－２ 玉米 ０．１６ ０．９０２ ０．０７７２ 合格

ＧＷ－３ 稻谷 ０．１１ ０．３９３ ０．０４１１ 合格

ＧＷ－４ 稻谷 ０．１２ ０．４６２ ０．０４４２ 合格

ＧＷ－５ 小麦 ０．０６ ０．９５７ ０．０５２３ 合格

ＧＷ－６ 小麦 ０．１８ ０．３４４ ０．０４６８ 合格

ＧＷ－７ 稻谷 ０．１７ ０．３０８ ０．０４８８ 合格

ＧＷ－８ 玉米 ０．１０ ０．９２９ ０．０７９０ 合格

ＧＷ－９ 玉米 ０．１７ ０．５３４ ０．０４４１ 合格

ＧＷ－１０ 玉米 ０．１２ ０．７６３ ０．０５０５ 合格

ＧＷ－１１ 玉米 ０．１７ ０．８４０ ０．０４４８ 合格

３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以铬为列。本实验条件下，对铬测定时测量不

确定的度评定方法按照国家标准《测量不确定度的

评定与表示》［１０］执行。

３．１　数学模型
本实验样品中铬的计算见式（１）。

３．２　测量不确定度来源

（１）样品称量引入的不确定度ｕ（ｍ）ｍ 。该不确

定度主要来源于样品称量过程中仪器的不确定度。

（２）样品消解、定容引入的不确定度ｕ（ｖ）ｖ。该

不确定度来源主要有：①容量瓶允差；②温度变化
度；③容量瓶定容时估读误差。

（３）样品测定引入的不确定度ｕ（Ｃ）Ｃ 。该不确

定度来源主要有：①标准溶液配制；②测量重复性；
③标准曲线求得样品浓度Ｃ１；④储备液不确定度。
３．３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评定

３．３．１　称量样品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ｕ（ｍ）ｍ
本实验称量样品所用天平为梅特勒电子天平，

最小分值为０．０００１ｇ，准确称取０．５０００ｇ样品，按

均匀分布（ｋ＝３），则ｕ（ｍ）ｍ ＝０．０００１

槡３×０．５
＝０．０００１５。

３．３．２　样品消解、定容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ｕ（ｖ）
ｖ
（１）容量瓶引入的不确定度μＶ，１
根据 ＪＪＧ１９６－２００６《常用玻璃量器》的规

定［１１］，本实验所用１０ｍＬ，Ａ级单标线容量瓶，２０℃
时允为±０．０２０ｍＬ，按三角分布（ｋ＝６），则 ｕｖ，１＝
０．０２０

槡６
＝０．００８１６ｍＬ。

（２）容量瓶因温度引起的不确定度μＶ，２
本实验室常年温控为（２０±５）℃，而 Ａ级单标

线容量瓶出厂校为 ２０℃，水体膨胀系数为 ２．１×
１０－４／℃ ，按 均 匀 分 布 （ｋ＝３）则 ｕｖ，２ ＝
１０．０×５×２．１×１０－４

槡３
＝０．００６０６ｍＬ。

（３）定容时估读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μＶ，３
量瓶定容时估读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μＶ，３，单标线 １０ｍＬＡ级容量瓶定容时的估读误差

约为±０．００５ｍＬ，按三角分布（ｋ＝６）则ｕｖ，３＝
０．００５

槡６
＝０．００２０４ｍＬ。
合成上述不确定度，则样品定容引入的不确定

度为

ｕｖ ＝ ｕｖ，１
２＋ｕｖ，２

２＋ｕｖ，３槡
２ ＝

０．００８１６２＋０．００６０６２＋０．００２０４槡
２ ＝０．０１０３７

ｍＬ。
综上，样品消解、定容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ｕｖ
ｖ＝
０．０１０３７
１０ ＝０．００１０３７。

３．３．３　样品测定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ｕ（ｃ）Ｃ ）

（１）标准溶液配制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μｃ，１
①标准储备液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μｃ，１．１：标准

储备液 Ｃｒ＝１０００ｕｇ／ｍＬ，证书给出不确定度为
±０．７％，按均匀分布（ｋ＝３），标准不确定度 ｕｃ，１，１＝
０．００７×１０００

槡３×１０００
＝０．００４０２。

②标准溶液配制过程中玻璃仪器引入的标准不
确定度μｃ，１．２：铬标准溶液配标过程，见１．３．１。两次
使用１ｍｌ移液管和１００ｍｌ容量瓶，１次使用１０ｍｌ
移液管，一次使用５０ｍｌ容量瓶。现以 Ｃ＝２０ｎｇ／
ｍＬ进行评定，按三角分布（ｋ＝６），不确定度见表５。
第１次和第 ２次稀释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ｕｇ，１
ｇ１
＝
ｕｇ，２
ｇ２
＝

ｕｖ，１[ ]ｖ
２

＋
ｕｖ，１００[ ]ｖ槡

２

＝０．００２９。第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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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稀 释 引 入 的 相 对 标 准 不 确 定 度
ｕｇ，３
ｇ３
＝

ｕｖ，１０[ ]ｖ
２

＋
ｕｖ，５０[ ]ｖ槡

２

＝０．０００８４。

③标准溶液配制过程中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μｃ，１：合成标准溶液配制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ｕｃ，１
Ｃ ＝

［ｕｃ，１１］
２＋

ｕｇ，１
ｇ[ ]
１

２

＋
ｕｇ，２
ｇ[ ]
２

２

＋
ｕｇ，３
ｇ[ ]
４槡

２

＝０．００５８２，

则ｕｃ，１＝０．００５８２×２０ｎｇ／ｍＬ＝０．１１６４（μｇ／Ｌ）。
表５　玻璃器具校准的不确定度

玻璃仪器（Ａ级）
允许

误差／ｍＬ

标准不

确定度／ｍＬ
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１ｍｌ单标移液管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８６
ｕｖ，１
ｖ＝０．００２８６

１０ｍｌ单标移液管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８１６
ｕｖ，１０
ｖ ＝０．０００８１６

５０ｍｌ单标容量瓶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０４
ｕｖ，５０
ｖ ＝０．０００２０４

１００ｍｌ单标容量瓶 ±０．１００ ０．０４０８
ｕｖ，１００
ｖ ＝０．０００４０８

　　（２）样品重复测定引入的不确定度μｃ，２
重复性测样品７次（１０．５２，１０．１４，１０．４４，１０．３３，

１０．３８，１０．５３，１０．４０μｇ／Ｌ；平均值１０．３９ｕｇ／Ｌ）引入的

标准不确定度属于 Ａ类不确定度，则 μｃ，２ ＝Ｓ＝

∑
ｎ

ｉ＝１
Ｃ１－珔( )Ｃ

ｎ－槡 １ ＝ ０．１３２５
槡 ５ ＝０．１６２９（μｇ／Ｌ）。

（３）标准曲线拟合求得样品浓度引入的不确定
度μｃ，３

最小二乘法拟合校准曲线标准得出 Ｃ１时会产

生不确定度，则Ｃ１的标准不确定度
［１０，１２－１３］ｕｃ，３ ＝

Ｓｙ
ｂ

１
ｐ＋

１
ｎ＋
（Ｃ１－Ｃ）

２

Ｓ槡 ＣＣ
，Ｓｙ＝

∑
ｎ

ｉ＝１
［Ａｉ－（ａ＋ｂｃｉ）］

２

ｎ－槡 ２ 。

其中：Ｃ１—校准曲线求得样品浓度，ｎｇ／ｍＬ；Ｓｙ—求
得标准溶液吸光度的残余的标准差；Ｓｃｃ—标准溶液
浓度的残余的平方和；ｎ— 为标准溶液测定次数；
Ｐ—Ｃ１测定次数；Ｃ— 校准曲线的标准溶液的平均
浓度，ｎｇ／ｍＬ；μｃ，３—Ｃ１的标准不确定度，ｎｇ／ｍＬ；ｂ—
斜率，计算结果及数据见表６。由表６可知，铬校准曲
线引入ｕｃ，３不确定度分别为０．０６２ｎｇ／ｍｌ；相对不确

定度
ｕｃ，３
Ｃ１
＝０．０６２１０．３９＝０．００５９７。

表６　校准曲线引入不确定度及相关数据

元素

不确定度及相关数据

Ｓｙ Ｃ１ Ｃ ｐ Ｓｃｃ ｎ ｂ ｘ ｕｃ，３
ｕｃ，３
Ｃ１

铬（Ｃｒ） ０．００１７ １０．３９ ９．４３ ７ ２９３．７２７６ ７ ０．０１５３０ １０．４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０５９７

　　（４）合成样品测定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ｕｃ＝ ｕｃ，１
２＋ｕｃ，２２＋ｕｃ，３槡

２ ＝

０．１１６４２＋０．１６２９２＋０．０６２槡
２ ＝０．２０９６ｕｇ／Ｌ；

ｕｃ
Ｃ ＝

２．３３９４
１０．３９ ＝０．０２０１７。

３．４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连续测定谷物中铬不确

定度来源及标准不确定度值见表７。由表７数据计算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ｕｘ
ｘ＝

ｕｍ[ ]ｍ
２

＋ ｕｖ[ ]ｖ
２

＋ ｕｃ[ ]Ｃ槡
２

＝

０．０００１５２＋０．００１０３７２＋０．０２０１７槡
２ ＝０．０２０２；

Ｘ＝
（Ｃ１－Ｃ２）×Ｖ１
ｍ×１０００ ＝１０．３９×１００．５×１０００＝

０．２０７８ｍｇ／ｋｇ；
ｕｘ ＝０．０２０２×０．２０７８＝０．００４２ｍｇ／ｋｇ。

表７　谷物中铬测定的各个不确定度

相对标准不
确定度名称

相对标准
不确定度值

不确定度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值

样品称量相对

标准不确定度
ｕ（ｍ）
ｍ

０．０００１５ 样品称量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样品消解、定容
引入的相对标准

不确定度
ｕｖ
ｖ

０．００１０３７

容量瓶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μＶ，１） ｕｖ，１ ＝０．００８１６ｍＬ

容量瓶因温度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μＶ，２） ｕｖ，２ ＝０．００６０６ｍＬ

定容估读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μＶ，３） ｕｖ，３ ＝０．００２０４ｍＬ

样品测量相引入
的相对标准不确

定度
ｕ（ｃ）
Ｃ

０．０２０１７

标准储备液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μｃ，１．１） μｃ，１．１ ＝０．００４０４ｍｇ／Ｌ

标准溶液配制过程中玻璃仪器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μｃ，１．２） μｃ．１．２ ＝０．１１６４０μｇ／Ｌ

样品重复测定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μｃ，２） μｃ，２３ ＝０．０６２９０μｇ／Ｌ

标准曲线拟合求得样品浓度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μｃ，３） μｃ，３ ＝０．０６２０μｇ／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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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扩展不确定度
扩展不确定度（置信度 ９５％，ｋ＝２）：ｕｋ＝ｋ×

ｕ（ｘ）＝２×０．００４２＝０．００８４ｍｇ／ｋｇ。
结果表明，样品中铬的含量为（０．２０７８±

０．００８４）ｍｇ／ｋｇ。
４　结果与分析

谷物是我国重要的粮食，提高谷物检测技术是

保障农产品安全和人民健康的重要手段。本文建立

的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连续测定谷物中铅、铬、镉

的方法，能够满足谷物中重金属测定要求。该方法

不仅有效解决了单个样品多检测指标不能连续、高

效测定的问题，而且具有灵敏度、准确性和精密度

高，简便稳定，节省试剂等优点。不确定评定表明该

方法不确定度分量小，实验结果受实验过程的影响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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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平台建设背景下云计算
在老人智能看护系统开发中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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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逐步进入老年化社会，老人智能看护系统的开发前景广阔。基于共享平台建设背
景，运用云计算实现老人智能看护系统的设计，构建了一个云计算下的共享平台，分析了云计算平台

系统体系及总体架构，实现对云数据的处理，提高系统的整体应用扩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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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国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医疗质量的提
高、社会结构的发展等，人们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

同时，新生儿的出生率在下降，我国已经逐步迈入了

人口老龄化的门槛。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生活

护理能力逐渐降低，对老人的看护问题使得多数家

庭压力倍增，老人智能看护系统随之出现，它能实现

对老人的智能化看护［１］。

云计算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超大规模分布式

计算技术，通过专用的软件自动处理收集到的资源，

能动态申请资源保证应用程序的运行［２－４］。云计算

构建了看护人员和老人之间的联系，提高了看护人

员的服务质量；云存储的数据中心管理模式较为简

单，通用性成本逐步降低，资源利用率也逐步提高。

监护人能实时监控看护人的行为，实现远程数据控

制管理，同时也能对监护人进行信息查询以及管理

平台，构建新型高效的管理模式，提高了看护工作的

精确性和数据共享性。

１　基于云计算的老人智能看护系统开发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可利用计算手段

实现对老人的智能看护和行为监控。从基本的老人

行为检测预警到老人智能看护系统，基本包含老人

基本信息的采集、记录、存储、分析等内容，例如老人

是否跌倒、行走路线等，这就包含了传感器的应用、

数据的硬件采集、行为检测设计以及计算。当老人

危险行为发生时，系统会直接触动异常报警机制，实

现看护人对老人的实时看护以及监督，并反馈给医

生进行远程访问。设计基于云计算的老人智能看护

系统，能够满足大量的老人看护系统的应用需求，实

现多功能看护及高扩展性等，大大降低了老人看护

成本［５］。

１．１　系统整体设计
老人行为在白天和晚上是有区别的，本文分别

设计白天和夜晚两种老人行为检测模式，并通过压

力传感器来进行数据的获取。一旦老人发生了危险

状况，系统能直接实现报警信息的推送；正常作息时

间的记录以及分析能够快速地检测到老人的异常行

为。

老人智能看护系统中的硬件设备主要有单片机

和压力垫，并使用 Ｚｉｇｂｅｅ进行组网，将老人的信息
收集到中心节点中。中心节点将信息发送给移动端

并转发到后台服务器中，看护人员可直接通过移动

端实时查看老人的作息生活情况，从而加强对老人

的看护。

老人智能看护系统架构如图１所示。数据采集
和处理主要包含了各种传感器和单片机等硬件对原

始数据的采集，并通过 Ｚｉｇｂｅｅ发送端将采集到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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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转发到Ｚｉｇｂｅｅ数据中心节点中；数据转发则是将
网络中的数据通过网络进行传输，以此来实现对数

据的转发。这两个步骤通过特定协议完成原始数据

的采集和转发，并通过 Ｚｉｇｂｅｅ中心节点由网络传输
到云平台上。云平台首先会接收 Ｚｉｇｂｅｅ传输来的
数据，并将其保存在数据服务器中，接下来通过数据

处理器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最后将处理后的数据

保存到网站服务器中，以供前台进行调用。用户访

问终端则能够实现对云平台的交互访问。

图１　老人智能看护系统架构图

１．２　基础数据模块
基础数据模块包含数据采集处理层以及数据转

发层［６－７］。通过压力传感器中的信号变换将其变换

为Ｚｉｇｂｅｅ发送端能够处理的二进制数据；Ｚｉｇｂｅｅ中
心节点在接收到发送端传输过来的数据后，应用网

络路由器等对数据进行转发，实现对后台服务器中

的ｓｏｃｋｅｔ连接，并将其转换为设计的格式对数据进
行转发，具体流程如图２所示。
１．３　云平台模块
云平台模块是为了能够实现智能的老人看护，

在各个层面中提供了移动端的网络用户接口支持，

例如老人管理、设备管理、报警管理、权限管理等基

本数据服务器。同时，当运行了老人看护系统时，通

过ｓｏｃｋｅｔ来接收设备发送的消息并进行数据类型的
判断，以此获取得到最新的老人行为预判，可以直接

根据行为判断对比分析，得出异常的老人行为，最后

综合分析老人平常的作息时间以及动作规则来实现

报警，将报警信息发送给老人的联系人或常用电话

图２　基础数据处理流程图

联系人，实现对老人的智能看护［８］。云平台功能模

块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云平台功能模块图

该功能模块应用移动端进行账号的注册、登陆，

并对老人的设备进行添加，同时对基层的硬件设备

进行管理，以此来实现数据的传输、转换管理。对权

限管理分配不同的管理人员，这就保证了数据的管

理安全。不同的网络都能接入到系统中进行登陆及

注册，同一个用户可以绑定固定的设备和多个老人

信息，满足用户实时监控老人行为的需求。在移动

客户端中可以对老人信息进行管理，并对老人行为

正常值以及异常值进行设置，实现对老人基本行为

进行重点看护。

·６２１·



基于云计算下的老人智能看护系统应用的是传

感器硬件来实现的数据采集，避免了传统方式的不

便，例如在设备没电时有些老人容易忘记及时充电，

造成采集数据缺失。

２　共享平台建设背景下老人智能看护系统的应用
前景

老人智能看护系统中有大量的数据需要处理，

且使用的是传统的Ｂ／Ｓ模式，随着需要看护的老人
逐渐增多，可以对一些老人信息进行整合共享或改

进，这就需要对老人看护系统进行应用规划。

在智能老人看护系统中有众多的服务器，一些

硬件资源没有得到较好的重复利用，造成资源浪费。

社区公共资源可以实现共享，例如老人的个人信息

资料等，这就需要进一步整合存储资料，构建一套公

共资源信息库，以此提高对资源的访问以及获取，同

时也能够降低对服务器等的后期维护管理，将更多

精力专注在老人智能看护管理上。

２．１　结构体系
在共享平台建设背景下，应用云计算对老人智

能看护系统进行结构设计并搭建共享平台，结构体

系如图４所示。

图４　结构体系图

用户层包含了老人、看护人等常规用户，有的可

添加家庭医生。共享老人智能看护系统的用户能够

在线对老人信息中的基本行为以及作息时间表进行

下载，同时还能在小区范围内设置老人小组，实现老

人之间的交流以及情况对比，这也能促进老人精神

上的满足。

客户端则是移动设备端，是直接实现系统后台

和用户之间数据联系的媒介，将后台数据内容直接

呈现给用户，实现云端到移动设备之间的直接访问。

应用层是整个智能老人看护系统中的核心支架

部分，它不直接承载任何的数据，却连接了客户端和

后台数据，支撑了老人看护系统中的应用软件。

管理平台层主要负责部署系统环境，还包含了

相关的任务分配以及资源调度等相关工作，对提高

整个体系的运行效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数据层可以实现平台中所有存储数据的共享，

该层的核心目标是构建一套基本的老人行为信息资

源库，在云端能够实现对老人行为信息的存储。由

于采集到的是不同行为的数据，数据类型结构也不

一致，同时还会有各种不同的视频、图片等非结构化

信息，需要进行数据的对照，实现管理、存储、读取结

合统一。

基础设施层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对底层的硬件设

备进行管理，包含服务器、存储空间、传感器设备等，

采用云计算整合分布的存储资源，并虚拟为一个数

据“存储池”，集群统一调度管理虚拟的云计算服务

平台。云计算的高计算能力能够为共享平台提供海

量的存储空间以及处理能力。

２．２　共享平台构建
老人智能看护系统共享平台建设中云计算的应

用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共享平台构建图如图５所示。

图５　共享平台构建图

云计算服务器是看护系统的关键部分，具备优

良的扩展性，能使看护系统性能稳定、高效运行。当

访问服务器的在线用户较多时，负载均衡设备能够

动态地合理调度硬件资源，提高网络的服务功能，进

一步提高用户的个人体验感。云数据库能将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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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行为信息等结构化类型数据存储在云数据库

中，云存储能够更好地实现服务器资源的进一步改

进，这就需要开放存储服务，并将一些非结构化类型

数据，例如图片、视频、音频等都存储在该部分。

Ｗｅｂ服务使得用户能够更好地访问老人智能看护
系统，及时查看被看护老人的基本信息、个人行为、

异常行为等，能够提供更好的计算能力。云服务可

以对一些不对外公布的基础个人隐私数据进行存

储，确保个人隐私数据的安全，防止出现老人个人行

为以及基本病情信息等的泄露，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２．３　共享平台背景下老人智能看护系统应用前景
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家庭养老压力的剧

增以及社会负担的增长，促进了老人智能看护系统

的推广和发展。共享平台建设背景下云计算老人智

能看护系统借助云计算的高速处理能力，能够整合

家庭、社会公共组织等养老基础数据资源，并将其提

供的各类服务分门别类地收集在云系统中，从而加

强老人和专业看护人员或家庭看护人员之间的联

系，提高对服务内容的传递。云计算中的远程管理

以及数据传输功能，不仅能够加强对老人日常行为

的检测以及异常行为的监督，而且可以高效完成数

据的加工处理和统计，能够实时监测老人的行为，建

立一种高效的管理模式，提高看护工作的精确性和

数据的共享性。

３　结语
基于云计算的老人智能看护系统共享平台，能

够直接采集到老人的基本行为和个人信息，同时分

析老人的正常作息行为，能对老人异常行为进行分

析和进行报警处理。系统需要较多的智能传感器设

备，需要进一步提高计算能力。应用云计算的高性

能计算能力处理老人行为信息资源库，可以增强用

户的个人体验，提高对老人的看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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