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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鲁枢元先生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新时期文艺心理学学科的创建者和代表者之一”，自１９８０年代末，他
已开始关注生态环境及精神生态问题，把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看作一个有机完整的系统进行研究，

在生态文艺、生态文化诸领域有许多开拓性成果，继《陶渊明的幽灵》之后，其新著《天地之中说聊斋》，为中

国生态文化批评提供了又一跨学科研究的范例，亦为我们提供了在现代生态视野中重读并激活经典文本的

新路径。

我刊特邀青年学者段晓琳和朱鹏杰博士，对鲁枢元先生的学术生涯进行系统梳理、反思和评价，以期对

当今学界有所借鉴或启示。

段晓琳博士在翔实严谨的资料梳理中，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中，发现“向内转”不仅是鲁枢元１９８０年代
文艺研究的“关键词”，也是贯穿于鲁枢元整个学术生涯的“关键词”，体现了鲁枢元文艺思想的精神底色和

学术研究的总体向度；并总结出鲁枢元的文学批评与文艺研究风格：鲜明的学术主体性，敏锐的思想感悟力，

自觉的学科建设精神，强烈的先锋气质，开创进取的理论勇气和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

朱鹏杰博士系统梳理了鲁枢元先生三十多年来的生态文化批评历程，结合《天地之中说聊斋》这部新

著，总结出鲁枢元先生独特的生态文化批评范式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精神生态的思考与拓展，中国传统智

慧的思考与借鉴，乡土价值的发现与重构，绿色话语的构思与实践。这种建立在精神生态、乡土思考、传统文

化和绿色话语之上的研究范式，推动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化研究。朱鹏杰博士的文章，亦旨在寻找一种中国生

态学者的思想逻辑和思想贡献，在世界生态批评场域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向内转”：鲁枢元１９８０年代文艺研究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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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向内转”是鲁枢元１９８０年代文艺研究的“关键词”。“向内转”、创作心理研究与文艺
心理学学科建设是鲁枢元１９８０年代学术研究的重心。鲁枢元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的文学言语学研究
与精神生态研究也生发于文艺心理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精神性、内向性与主体性色彩。虽然文学与

心理学、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生态学的跨界研究，分属于鲁枢元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文艺研究，但

三者之间具有血脉联系和思想共性，即鲁枢元一以贯之对精神、心灵与内宇宙格外关注。因此“向

内转”不仅是鲁枢元１９８０年代文艺研究的“关键词”，也是贯穿于鲁枢元整个学术生涯的“关键词”，
体现了鲁枢元文艺思想的精神底色和学术研究的总体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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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１９８０年代初期对作家创作心理的研究，到当 下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研究，鲁枢元的治学之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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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走过了四十余年。总体来看，鲁枢元的学术研究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语言

学、文学与生态学的“跨界研究”。从１９８０年代初
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到１９８０年代后期的文学言语学
研究，再到１９９０年代的精神生态学研究和新世纪以
来的生态文艺学研究与生态文化批评，鲁枢元的学

术研究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特点。而且，在这三

种“跨界研究”之间，还存在着血脉相连、密不可分

的关系：创作心理研究是鲁枢元的学术起点，创作心

理研究与“文艺心理学”学科建设奠定了鲁枢元学

术研究的基础，也确立了鲁枢元在１９８０年代新潮学
界的学术地位。而创作心理研究又促使鲁枢元关注

并探索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言语活动，进而由创作心

理研究生发出文学言语学研究。由文学语言问题，

他又进一步关注到人的精神问题，尤其是现代人的

精神状况，进而由文艺心理学与文学言语学研究又

生发出精神生态研究与生态文艺学研究。可见，鲁

枢元的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与精神生态学研究

三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思想共性与学术追求，即

一以贯之地对精神、心灵与内宇宙的格外关注。这

种研究向度可以借用他的学术术语“向内转”来凝

缩概括。“向内转”不仅是鲁枢元１９８０年代文艺研
究的“关键词”，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关键

词”，更是贯穿鲁枢元整个学术生涯的“关键词”。

“向内转”所具有的强烈的精神性、内向性与主体性

色彩体现了鲁枢元文艺思想的精神底色、文学批评

的个性特质和学术研究的总体向度。

一、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与鲁枢元的“向内转”

“向内转”是鲁枢元１９８０年代文艺研究的“关
键词”，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关键词”。关于

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讨论，从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
一直延续到１９９０年代，是一场旷日持久、规模可观、
反响相当强烈的文坛论争。１９８６年 １０月 １８日，
《文艺报》发表了鲁枢元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

转”》，该文标志着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论的正式提

出，鲁枢元因此成为“向内转”的“首义者”［１］４。

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０日，《文艺报》发表周崇坡的文章《新
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自此拉开了关

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论争。“向内转”论争，是

１９８７年中国文艺界讨论参与度高、争鸣声势浩大、
持续时间长且影响深远的一场文坛论争。从１９８６
年至１９９１年，《文艺报》《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
鸣》《争鸣》《外国文学评论》《南方文坛》《作家》《人

民日报》等报刊接连发表文章，对“向内转”问题进

行了热烈的讨论与批评。也正是在 １９８０年代与
１９９０年代的文学论争与术语使用中，“向内转”的语
义与内涵发生了变化。总体来看，作为一个从西方

现代文论借用而来的术语，“向内转”在用于描述中

国新时期文学创作特征与发展动势时，发生了语义

的接受与变异。

经过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代的论争与沉淀，中国当代
理论批评界所使用的“向内转”术语主要有以下两

层内涵：“（１）转向主体／心理。指文学创作转向表
现内心世界；理论批评转向文学主体研究，尤其是包

括创作心理研究在内的文艺心理学、精神分析批评

等。（２）转向本体／形式。指文学创作中文学本体
意识的觉醒，包括形式自觉与文体自觉等；文学研究

转向文学本体研究、文学‘内部研究’，也包括文学

批评与文艺美学的学科独立与自主建设等。”［２］同

时，从１９８０年代的文学现场来看，鲁枢元的“向内
转”论，与１９８０年代的“现代派”“主体性”“文学本
体论”等文学思潮密切相关。如果从宏阔的思潮

史、批评史或文艺学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向内转”

与“现代派”“主体性”“文学本体论”等思潮及其相

关的文艺心理学、形式批评、批评主体性与批评本体

性、“纯文学”等重要问题，也都属于１９８０年代文学
和理论批评整体“向内转”的重要内容。因此，由鲁

枢元“首义”的“向内转”，既是对新时期文学现象的

一种概括与总结，其本身也是１９８０年代文学思潮的
重要组成部分。

相较于后期“向内转”术语所具有的丰富内涵，

鲁枢元的“向内转”论在提出时更接近于一种纯粹

的、立足于文艺心理学基础上的“直觉感悟”：“我凭

靠的只是一种直觉，一种对于１９８０年代初期中国文
学创作状况的感悟”［３］８７。但事实上，鲁枢元对新时

期文学“向内转”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１９８３年，鲁
枢元的《审美主体与艺术创造》发表于《文艺报》

１９８３年第５期。在该文中，鲁枢元引用马克思主义
经典文论对文艺家在作品中表露自己精神面貌的权

力予以肯定，并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为新时期文坛

的“写心灵”趋势辩护。鲁枢元认为“写心灵”已经

在新时期文坛上形成了一股“奔突腾跃的潮头”，推

动着文艺创作向前发展。在鲁枢元看来，“写心灵”

是一个既体现创作深度，又体现创作广度的艺术原

则，而新时期出现的“写心灵”创作潮头，不仅是对

中外文艺创作传统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更是新时期

文学内部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审美主体与艺术

创造》中的主要观点已经明确预示了鲁枢元新时期

文学“向内转”论的形成，如果将“写心灵”替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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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内转”，则该文的部分内容可以与《论新时期文

学的‘向内转’》中的部分表述相重合。１９８５年出版
的《创作心理研究》是鲁枢元文艺心理学研究的第

一部著作，汇集了鲁枢元１９８５年以前的创作心理研
究文章。其中在《文学创作中的微观、中观、宏观境

界》一文中，鲁枢元明确谈到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

“新的‘势头’”［４］１３２，该“势头”以邓刚的《迷人的

海》、张承志《北方的河》和张贤亮的《绿化树》等为

代表，表现出了创作中宏观、中观、微观境界的结合

以及哲理性、故事性、情绪性的通体交融。而且，在

《文学艺术家的感情积累》《艺术创造中的变形》《深

入生活内外谈》等文章中，鲁枢元也已经开始讨论

主体的“内”与“外”和文艺创造的“内”与“外”问

题。可见，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问题的思考，是

贯穿于鲁枢元１９８０年代前期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正是这些已有研究为鲁枢元“向内转”论的正式提

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鲁枢元大约从 １９８４年底开始频繁提及“向内
转”。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１日，杭州会议前夕，上海市作
协召开小型见面会，会上鲁枢元“与李陀谈及文学

的向内转现象”［５］１２５。１２月１３日杭州会议上，鲁枢
元“继之讲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５］１２７。鲁枢元的

杭州会议发言被周介人扼要总结为：“研究人物的

心理环境比研究物理环境更为紧要，当代文学正在

‘向内走’。”［６］这是鲁枢元第一次明确谈到新时期

文学的“向内转”。１９８５年９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语言文学系在北戴河举办文艺学方法论研讨班，正

是在本次讲学的讲稿《文学心理观》中，鲁枢元正式

将“向内转”看作是新时期文学的整体创作动势：

“从心理学的眼光看来，我国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带

有整体性的趋势，一个带有鲜明时代气息的流向，是

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向内转’。”［７］而且鲁枢元认

为这种趋势突出地表现在“三无”小说、“朦胧诗”、

“寻根文学”等新潮创作以及文学批评与文艺研究

所体现出的“主体意识”中。１９８６年４月，鲁枢元在
本月写就的《黄土地上的视觉革命》中还谈到了新

时期美术界审美视野的内移，这同样是一种“向内

转”，且与文学的“向内转”相类相通。鲁枢元认为

新时期画坛的审美视野发生了由“外向”到“内向”

的转移，美术创作转向追求艺术的心理性、精神性、

表现性与创造性。同月，鲁枢元在“全国第一次中

外文艺理论信息交流会”上做题为“新时期文学与

心理学”的发言，该发言稿就是《论新时期文学的

“向内转”》的未删节原版，鲁枢元在日记中称之为

“‘向内转’一文”［５］１４８。该讲稿认为，文学“向内转”

不仅是西方 ２０世纪文学的整体趋势，也是中国
１９８０年代文坛的突出现象，正因为在小说、诗歌乃
至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都发生了文学的“向内转”，

所以新时期文学与文艺研究特别需要“心理学”。

１９８６年９月７日，鲁枢元参加“新时期文学十年学
术讨论会”，并做题为“心理学与文学观念的变迁”

的会议发言，在发言中鲁枢元不仅重申“向内转”是

新时期文学的整体动势，而且还强调随着文学“向

内转”与心理学的兴旺发展，文学与心理学之间也

发生了相互渗透与相互影响，而这正是新时期文艺

心理学再度崛起的重要背景。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 １８日，《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
转”》发表于《文艺报》。这是鲁枢元“向内转”论的

正式提出，也正是这篇文章引起了文坛的持久论争，

让“向内转”成为了１９８０年代文学思潮中的重要一
脉。在该文中，鲁枢元认为“向内转”不仅是整个西

方文艺从１９世纪向２０世纪过渡时的主导趋势，而
且也是新时期文学“自生自发、难以遏止的趋势”。

新时期文学表现的重心发生了由外部世界转向内心

世界的“向内转”，表现出了强烈的情绪性、心理性

等内向化特征。不仅“三无小说”“朦胧诗”等最活

跃的“极端现象”彰显了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倾

向，而且在军事题材、改革题材等现实主义文学创

作中，也发生了“向内转”的倾斜与位移。正是对

内心冲突与内心世界的关注，让“内向化”的文学

观成了新时期审美意识中的一个“主要因素”。而

且，通过对世界现代文学与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

的梳理考察，鲁枢元认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

不仅受到了世界文学“向内转”的影响，也复归和

延续了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向内转”进程。此

外，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还具有特定时期的社会

文化心理动因，这主要包括前摄因素的作用、逆反

心理的导引、民族文化积淀的显现以及主体意识

的觉醒等方面。由此可见，鲁枢元的“向内转”是

对新时期文学十年发展历程的阶段性总结与现象

性归纳，它以文艺心理学为理论根基，敏锐地发现

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新趋势与新时期理论批评研

究的新动向。

自“向内转”论正式提出后，鲁枢元就将该论作

为自己的重要发现和新时期文艺心理学崛起的背

景，频繁地将“向内转”引入自己的论著中，“向内

转”因此成了鲁枢元１９８０年代学术思想与文艺研
究的一个关键词与核心术语。如在《创作心理研

究》的１９８７年修订版中，鲁枢元就用“向内转”术语
来表述“虚静”：“从心理学来讲，实现‘虚静’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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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变‘外部注意’为‘内部注意’的

过程。这是一个变观察为思索、变感觉为体验、变感

受为回味、变认知为想象的过程。要实现这种‘向

内转’，自然就要暂时撇开外部世界的干扰。”［８］在

《文学心理学教程》一书中，鲁枢元则将１９世纪末
开始的世界性文艺“向内转”和现代心理学的迅猛

发展看作是２０世纪以来人类对自身存在进行“内
探索”的两条重要途径。而在《文艺心理阐释》一书

中，鲁枢元则直接用一卷三章的篇幅来论述“向内

转”。从诺伯特·维纳的“脱节”论、以“现代派”为

突出代表的西方文学“向内转”，到中国新时期文学

的“向内转”和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向内转”历程，

再到文学“向内转”与现代心理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鲁枢元通过“文学艺术活动的‘向内转’”、“中国文

学现代化的进程”以及“向着心理学呼唤”三章，将

“向内转”作为文艺心理学“背景转换中的文学动

势”来论述，用世界性的文学“向内转”突出了文艺

心理学研究与文艺心理学学科建设的必要性、重要

性与迫切性。可见《文艺心理阐释》中的“向内转”

论，是对《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的全面细化升

级与拓展深化。至 １９９０年出版《超越语言———文
学言语学刍议》一书时，鲁枢元又在“文学言语学”

的论域中使用“向内转”，并为“向内转”增添了语言

学维度上的内涵：“从中国新时期头十年中文学创

作的实际情况看，诗人小说家的言语操作明显呈现

出‘向内转’的趋势：由外指向的语言转换为内指向

的语言，由以语法、逻辑为准则的外部语言转化为以

语词、意象为重心的内部语言。”［９］１２２－１２３

客观来说，在《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中，

鲁枢元的“向内转”并没有明确的术语定义，作为一

种对文学现象与创作趋势的直觉性概括，鲁枢元在

提出“向内转”时，并没有想要创立一个文艺学新概

念或文学批评新术语。但“向内转”问题的重要性

及其所引起的广泛论争，使“向内转”超出了鲁枢元

“首义”时的内涵，并逐渐具备了文艺思潮性质的深

远影响。至 １９９０年代末，鲁枢元在《文学的内向
性》和《“向内转”》中对“向内转”作出了更为明晰

具体的界定，使“向内转”具有了相对确切的术语内

涵：“‘向内转’，是对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整体动

势的一种描述，指文学创作的审美视角由外部客观

世界向着创作主体内心世界的位移。具体表现为题

材的心灵化、语言的情绪化、情绪的个体化、描述的

意象化、结构的散文化、主题的繁复化。‘向内转’

是对多年来极‘左’文艺路线的一次反拨，从而使文

学更贴近现代人的精神生存状态，为中国当代文学

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中国当代文学的‘向

内转’显示出与西方１９世纪以来现代派文学运动
流向的一致性，为从心理学角度探讨文学艺术的奥

秘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行性。”［１］７

由鲁枢元“首义”的“向内转”论在文坛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在陆贵山、王先霈主编的《中国当代

文艺思潮概论》、尹昌龙《重返自身的文学：当代中

国文学思潮中的话语类型考察》、方维保《当代文学

思潮史论》、王春荣等著《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黄曼
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姚鹤鸣《理性的追踪———新时期文学批评论
纲》、王洪岳《先锋的背影———中国现代主义文论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杜书瀛《新时期文艺学前沿扫描》、
张婷婷《中国２０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四部）、陶
东风、和磊《中国新时期文学３０年（１９７８—２００８）》
与《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１９４９—２００９）》、高建平等
著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观念史》等思潮史、文学

史、批评史与文艺学学术史著作中，均论及“向内

转”、“向内转”论争或“向内转”思潮。由此可见，

“向内转”不仅是鲁枢元１９８０年代文艺研究的关键
词，也是新时期文学与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理论与批

评的一个关键词，它贯穿于鲁枢元１９８０年代的文艺
研究中，体现了鲁枢元１９８０年代文艺批评的敏锐感
悟力与学术建构力，代表了鲁枢元１９８０年代学术研
究对中国当代文坛的突出贡献。

二、鲁枢元的创作心理研究与“文艺心理学”学科建设

相较于“向内转”，鲁枢元１９８０年代的学术研
究对中国当代文论更重要的贡献是文艺心理学研究

与“文艺心理学”学科建设。作为新时期文艺心理

学研究的“新潮代表”，“鲁枢元由于在重建学科的

独立概念与体系框架方面所显示的自觉意识，而被

１９８５年‘方法论热’推到了文艺心理学螺旋发展的
第三阶段”［１０］。从根本上来说，鲁枢元“向内转”批

评视野的获得根源于他对文学和心理学关系的思

考，“向内转”论的基石正是文艺心理学。鲁枢元的

“向内转”术语本就来自于里恩·艾德尔的《文学与

心理学》，当鲁枢元借用“向内转”术语以描述新时

期文学现象时，鲁枢元表现出了对创作主体性、个体

性和文学心灵性、内向性的格外关注。这与鲁枢元

１９８０年代的学术重心直接相关，“我把新时期文学
的‘向内转’作为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前提，又把文艺

心理学研究的兴起，作为推动文学‘向内转’的动

力，‘文学的向内转’与‘文学研究的心理学化’几乎

·４·



成了我这一时期关注的唯一课题”［３］８９。

回顾鲁枢元１９８０年代的学术研究，创作心理研
究和文艺心理学一直是其研究的核心。在“向内

转”论正式提出之前，鲁枢元的学术成果集中体现

于１９８５年７月出版的《创作心理研究》，该著作收
录了鲁枢元１９８０年代前期的代表性文论与批评，是
新时期较早在创作心理研究方面予以探索的学术著

作。《创作心理研究》作为鲁枢元确立其学术地位

的第一部代表作，其研究重心是创作主体研究：“从

心理学的角度看来，文学创作活动要复杂得多，它远

非生活、思想、技巧的三者相加，而是作为创作主体

的文学家对生活现象感觉、知觉、直觉、体验、注意、

记忆、思维、联想、想象的过程。”［４］３无论是对文学艺

术家“感情积累”“情绪记忆”“创作心境”“艺术知

觉与心理定势”“创作冲动与控制力”“文学兴趣与

写作习惯”的学术考察，还是对文艺创造中的“变

形”、文艺作品中的“生气灌注”、文学语言的心理机

制以及文学创作“黑箱子”的探索，鲁枢元都立足于

文艺心理学，并以文艺创作主体为研究重心。

正如“向内转”论“所体现的‘反拨精神’标识了

又一个文学时代的莅临”［１］４，鲁枢元以创作主体为

核心的创作心理研究同样是一种“反拨”。鲁枢元

“向内转”论与创作心理研究的理论动机，是对机械

“反映论”与庸俗社会学的不满。早在 １９８０年代
初，鲁枢元就频频指出仅仅局限于“文学是社会生

活的反映”是“不够”的，因为“它没有表达出文学作

品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忽视了作

家在创作文学作品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１１］，

“仅仅停留在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个最基本的

出发点上显然也是不够的，还应当研究这种反映究

竟是如何进行的”［１２］，因为“在社会生活和文艺作

品之间横亘着的并不是一面什么‘镜子’，而是一个

人，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

有创造性的人，一个为任何具备复杂物理属性的

‘镜子’也远莫能比的人”［１３］。在鲁枢元看来，文学

的反映不同于科学的纯客观反映，是一种艺术的主

观反映，因此仅仅关注于外部社会生活与作家艺术

反映的“一致性”，而不关注二者之间的“异质性”与

“差异性”，会导致“艺术取消主义”［１４］。在创作心

理研究过程中，鲁枢元阅读了大量西方１９世纪、２０
世纪的作家传记与创作谈，并由此发现“创作主体

的独立的人格、独特的个性、丰厚的感情积累、细微

复杂的心理活动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起着决定性作

用”［３］８７。

至１９８５年，鲁枢元更是从文学本体论的角度，

阐述了文学反映论的不足以及创作主体的重要性。

《文学评论》１９８５年第 ４期新辟“我的文学观”栏
目，鲁枢元《用心理学的眼光看文学》作为首发文章

刊出。在该文中，鲁枢元强调“在复杂的心理活动

中，外界的物理刺激与内在的心理反映绝不是一种

机械决定的因果关系，也不是单一的同步对应关

系”，主体的理想信仰、心理质素、价值观念、经验情

绪、审美记忆，以及潜意识中的心理定势等都会导致

“反映”的变异与变形，因此作为一种主观反映的文

艺反映，是一种“个性化反映”，“反映的是经过作家

心灵折射的社会生活，是灌注了作家生命气息的社

会生活，是一种心灵化了的社会生活”［１５］。在鲁枢

元看来，文学是一个“心理的世界”，是心灵创造性

的自由表现，其本质属性是“心灵性”，而文学作品

则是创作主体实践活动、生命活动与心理活动的结

晶。由于鲁枢元的文学本体论是建立于文艺心理学

之上的、带有浓厚主体论色彩的本体论，因此在鲁枢

元这里，“欲望、知觉、情感、体验、思维、想象等心灵

活动对于文学来说，不仅具有发生学的意义，也具有

本体论的意义”［９］１０６－１０７。鲁枢元认为，从文学本体

论的高度来看，过去的文学反映论无法接近文学的

本质，也不足以阐释文学创造的内在机制，文艺研究

就必须从反映论向主体论内转。因此，“向内转”的

以主体为中心的创作心理研究就成了鲁枢元１９８０
年代文艺研究的重心。

鲁枢元在创作心理研究的起步期，就善于在阐

释命题时提炼出相对应的文艺心理学概念，也正是

“情绪记忆”“创作心境”“心理定势”“感情积累”

“生气灌注”“艺术变形”“文学语言的心理机制”等

活泼新锐有启发性的概念，展现了鲁枢元文艺心理

学学科重建的自觉性，而且这些概念与理论成果也

确实被吸纳进《文学心理学教程》，成为新时期文艺

心理学学科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文艺心理

学事业发展过程中一个过渡性环节”［１６］２。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出版的《文学心理学教程》是“我
国第一部文学心理学教材”［１７］４１１。主编钱谷融与鲁

枢元在“前言”中表明了编者的学科建设立场，随后

在第一章“文学心理学研究概况”中，鲁枢元对文学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途径与研究方法予以了具

体说明。《文学心理学教程》具有鲜明的文学心理

学学科建设自觉，在吸纳借鉴西方现代文论与中国

传统文论的基础上，该教材通过对文学艺术家的个

性心理结构、文学创作的心理过程、文学作品的心理

分析、文学语言的心理机制、文学欣赏的心理效应等

五个方面的探讨，将文学心理学研究覆盖了文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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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与接受的各个环节。而且，在《文学心理学教程》

中，鲁枢元还特别强调了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学术主

体性。在鲁枢元看来，文艺心理具有“模糊性”和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性”［１８］，企图完全用科学

主义方法精准描述与界定文艺心理是不可能的，还

必须借助于内省与体验。因此文艺心理学研究本身

也应当成为一种“积极的探讨”、“学术上的探险”和

“富有心灵色彩的创造”［１６］２２。鲁枢元一向主张文

学批评与学术研究要有主体性，在１９８０年代“我所
评论的就是我”的论争中，鲁枢元从文艺心理学的

立场出发，强调了批评独立性与批评主体性的重要

性：“评论家在评论文学作品，同时也在表现他自

己，表现他自己的文学观念、审美情趣、人格人品，表

现他自己对于现实的时代精神、社会心理、民族文化

意识的认识和体验。他评论作家作品的同时，也是

评论他自己。”［１９］

一直致力于创作心理研究和文艺心理学学科重

建的鲁枢元，于１９８７年完成了第二部代表作《文艺
心理阐释》。该书作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探索

书系”之一种，于１９８９年６月正式出版。在该著作
中，鲁枢元试图在心理学与文艺学之间“做一点交

接沟通的工作”，鲁枢元已有的“向内转”研究、创作

心理研究、文艺心理学学科建设经验以及丰富的现

代心理学知识都被融入这部著作中。该著作共有

《背景转换中的文学动势》《现代心理学参照系》《文

学，在心理的屏幕上》三卷。其中卷一是对“向内

转”论的扩充、细化、升级与深化，在总体上将２０世
纪文学整体“向内转”的动势作为文艺心理学研究

的大背景。卷二１０章详细梳理了构造主义心理学、
机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

学、分析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日内瓦学派、人本主

义心理学、“维列鲁”学派等九个心理学流派，并将

现代心理学作为“文学是人学”和文艺心理学的重

要参照系。卷三则是鲁枢元从文艺心理学角度阐述

其文学观的部分，主要从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

文学价值论以及文艺心理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等方面

对文艺心理学的诸种重要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

总体来看，新时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与文艺心

理学学科重建属于新时期人道主义—主体性思潮的

一部分。而人道主义—主体性思潮是１９７０年代末
至１９８０年代社会转型期乃至整个１９８０年代人文思
潮中的主潮。围绕着“人”“人性”“主体”等核心概

念所展开的“新启蒙”运动，构成了新时期“最为醒

目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组话语形态”［２０］。而“向内

转”论和文艺心理学本身就是新时期“主体性”思潮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心理学由于积极地参与了

主体性话语的理论建构而顺理成章地成了“一门显

学”［２１］，并且是“整个主体性思潮中最为活跃、发展

最迅猛的一支”［２２］１５９。在主体性启蒙思潮中重建起

来的新时期文艺心理学，以新时期人道主义时代语

境与“文学是人学”的文坛共识为背景，当它作为文

艺回复到自身的重要环节和“向内转”的主体性思

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复出时，“一方面以一种普遍

性、中立性的知识形态，接续了这一学科研究的血

脉，另一方面又以其鲜明的主体性内涵为新时期文

学中人的主体存在、价值、意义的高扬提供了实证性

的理论基础”［２２］１５４。从这个角度来看，鲁枢元的“向

内转”论与文艺心理学研究贡献卓著，也正是文艺

心理学研究与文艺心理学学科建设方面的成果奠定

了鲁枢元在１９８０年代新潮学界的学术地位。

三、“文学言语学”与“精神生态”

１９９０年，鲁枢元的“文学言语学”专著《超越语
言》出版，该著作标志着鲁枢元从文艺心理学研究

向语言学研究的正式转向。事实上，鲁枢元的文学

语言研究起步甚早，语言研究本就是鲁枢元文艺心

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１９８０年代前期的
《试论文学语言的心理机制》及《文学语言特性的心

理学分析》等论文中，鲁枢元就从创作心理学的视

角对文学语言进行了研究。鲁枢元对文学语言的心

理发生、文学言语活动的深层心理结构、文学语言与

形象思维的深层关系等重要课题，从心理学的角度

予以了探讨，同时对文学语言所表现出来的“情境

性”“暗示性”“贴切性”“口语性”“音乐性”“独创

性”等特性进行了心理学分析。鲁枢元所关注的重

心是从言语主体的心理活动层面，对文学创作中的

语言现象进行探索，即文学语言的奥秘远不在作品

的篇章词句之间，而是在作家运用语言的心理活动

之中。在鲁枢元看来，文学语言研究是文艺心理学

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文学心理学教程》专门用一

章的篇幅来论述文学语言问题。该著第五章“文学

语言的心理机制”由鲁枢元撰写，从文学语言的心

理发生、文学言语活动的心理机制、文学语言的心理

功能、文学语言的心理特性四个方面予以了阐释论

述，内容上吸纳了鲁枢元１９８０年代前期文学语言研
究的主要观点，并进行了扩充与细化。因此，在《超

越语言》正式出版以前，鲁枢元就已经在创作心理

研究的基础上生发出了文学语言研究的分枝，并累

积了一定的学术成果。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形式本体
论与形式批评在中国本土语境中崛起，文体批评与

·６·



文体理论研究走向自觉，１９８７年甚至被称为“文体
年”［１７］４４８。面对“语言转向”与“语言热”带来的冲

击与挑战，鲁枢元以《超越语言》作为“应战之作”，

矛头直指结构主义语言学，并试图在“语言沙文主

义”中重申主体的权力。

鲁枢元写于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的《超越语言》试图
建立的是一种“文学言语学”。在该著开篇，鲁枢元

引用了米盖尔·杜夫海纳关于“言语”的话作为全

书题记：“当语言在创造行为中被使用时，它已不再

是语言或者还不是语言。艺术是言语，不是语言。

艺术似乎是超语言学的最佳代表。”［９］１而鲁枢元的

“超越语言”就是要探讨文学艺术的语言问题，并试

图建立一门“文学言语学”。鲁枢元在该著《跋》中

谈到，当他读到斯特拉塞的《恢复内在性应有的地

位》时，他颇有“异域遇故交”［９］２５４之感。斯特拉塞

为被贬斥与被放逐的“内在性”高声呐喊，呼吁恢复

“内在性”的应有地位，这让撰写《超越语言》时的鲁

枢元颇为认同。这透露出了鲁枢元《超越语言》的

立论基础还是文艺心理学。早在１９８３年，文学语言
的心理机制问题就已经进入了鲁枢元的创作心理研

究中，《试论文学语言的心理机制》等论文从言语主

体的心理活动层面探讨了文学创作中的语言现象，

可见鲁枢元的文学语言研究正是从创作心理研究开

始的。当１９８０年代“语言热”漫卷文坛，一时间形
式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新论迭出的时候，

鲁枢元却感到不满和缺憾。因为在他看来，文学语

言是一种“言语活动过程”，文学语言研究的重点应

是“言语”，而结构主义语言学却把重点放在“语言”

而非“言语”上。“语言”倾向于科学，而“言语”则

倾向于人文，鲁枢元拒绝“语言”对“言语”的压制或

取代，为此，他十分认可柯林伍德、苏珊·朗格与杜

夫海纳的观点———“典型的例子要数柯林伍德：‘语

言如果不能维护自己的表现力，它就不再是语言了，

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抑制语言学家的努力以便保持

语言的原始生命力的本分’”；“苏珊·朗格就曾说

过：‘当人们称诗为艺术时，很明显是要把诗的语言

同普通的会话语言区别开来’”；“杜夫海纳也曾说

过：‘艺术是超越语言的’……”［２３］鲁枢元试图站在

苏珊·朗格、杜夫海纳这类美学家的立场上来观察

文学语言，并尝试以“裸语言”“次语言”“场语言”

“超语言”等概念来建立超越语言的“文学言语学”。

鲁枢元有意识地以“言语者的主体性介入”“言语在

个体知觉中的整合”“言语在理解的历史进程中绵

延”等几个方面，来突破常规的语言学研究。由于

鲁枢元的价值标准是“诗的”而非“科学的”，所以有

着浓厚文艺心理学背景与主体论立场的《超越语

言》就表现出了明显的人文主义倾向。这种人文主

义式的文学语言研究引起了强烈的争议，受到了诸

多批评，但也得到了王蒙、韩少功、白烨、南帆等作

家、批评家的欣赏与支持，尽管他们与鲁枢元之间不

乏分歧。

鲁枢元《超越语言》试图解决的是个体生命对

语言的超越问题。“只重视语言的‘科学性’的结构

主义批评和不重视语言的‘本体性’的社会学批评，

在忽略文学中主体心灵的创造过程和排斥言语个体

的独特风格这一点上殊途同归”［２４］，正是这种危险

令鲁枢元不惜返回传统，重提“心灵”“直觉”“神

韵”“顿悟”等概念，以期实现对语言的穿透与超越。

他立足于语言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地带，以“文学言

语学”的设想，来维护和恢复主体“对于语言的统辖

权与支配权”［２５］。为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形成对比，

鲁枢元刻意突出文学言语的个体性、心灵性、创化性

以及流变性，并创造性地运用“气氛型综合信息”

“ ”“神韵”“延宕修辞”“瞬间修辞”“裸体语言”

“内部言语”“场型语言”等带有浓厚心理学内涵的

术语概念，来建构生命———言语———诗性三位一体

的“文学言语学”。鲁枢元将文学言语与主体生命

和精神生态紧密联系起来，在语言领域中再一次高

扬了主体精神。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学言语研究为鲁枢元生发

出了新的理论增长点，即“精神生态学”研究。纵观

鲁枢元的学术生涯，文艺心理学研究、文学言语学研

究与精神生态学研究是血脉相连、密不可分的：“对

于文学家、艺术家创作心理活动的探讨，于是便有了

《创作心理研究》一书的问世；而对于创作心理的进

一步探寻就不能避开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言语活

动……我转向语言学，完全是由于我的文学心理学

研究的需要，于是便有了《超越语言》一书的出

版……接着，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我由文学语言问题

进一步关注到人的精神问题，尤其是现代人的精神

状况。”［２６］尽管鲁枢元的精神生态研究与文艺生态

学批评主要从１９９０年代开始集中进行，但事实上，
早在１９８０年代的文艺心理学研究中，鲁枢元就已经
开始思考“精神生态”问题了。１９８９年７月２４日至
２６日，“全国第二届文艺心理学研讨会”在张家界举
行，鲁枢元在会上发言时谈道：“文艺心理学的学科

建设必须重视人的生存状态，包括人的‘自然生态’

和‘精神生态’，尤其是人的‘精神生态’，应当把这

些作为学科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背景。”［２７］这是鲁枢

元第一次谈到“精神生态”问题，鲁枢元不仅将“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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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生态”与“自然生态”并置，而且尤其强调“精神生

态”的独特性与重要性。此后，鲁枢元便开始关注

生态问题，并积极进行精神生态研究、生态文艺学建

构与生态批评实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与“向内转”的文艺心

理学研究与文学言语学研究相比，鲁枢元的生态文

艺学研究与生态批评似乎是一种“向外转”，但其学

术内核与理论底色仍旧带有强烈的精神性、内向性

与主体性色彩，“精神生态”是其生态文艺学的理论

核心与研究重心。１９９８年１１月，鲁枢元生态文化
随笔集《精神守望》出版。该著作认为，在“自然生

态”“社会生态”之上还存在着一个“精神生态”层

面。而“精神生态”具体包含两个命题：一是“精神”

作为人的一种内在的、意向的、自由的、能动的生命

活动，在更为高蹈的层面上对地球生态系统发挥着

潜隐的巨大作用；二是“精神”作为人类的一种生发

着、运动着、兴衰着、变化着的生命活动，具有内在的

能量吞吐转换机制，具有独立的与其环境交流感应

的体系，它本身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生态系

统”。显然，鲁枢元的“精神生态”研究与其文艺心

理学研究和文学言语学研究是密切相关、一脉相承

的：“从‘创作心理研究’到‘文学言语探秘’到‘精

神生态寻问’，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是血脉相连

的。”［２８］２０００年１２月，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出
版，虽然该著作试图探讨文学艺术与整个地球生态

系统的关系，并进而透过生态学视野、运用现代生态

学观点来考察文学现象、进行文艺研究，但该著作的

最核心内容还是“精神生态学”。《生态文艺学》在

鲁枢元的原写作计划中本名为《精神生态学引

论》［２９］，鲁枢元在“生态三重性”的基础上立论“精

神生态学”，并在生态文艺学的理论建构中积极“开

发精神生态资源”［３０］。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表

现出了建构中国本土生态批评与生态文艺学学科的

学术野心，在后续的《猞猁言说：关于文学、精神、生

态的思考》《生态批评的空间》《心中的旷野：关于生

态与精神的散记》《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

学》《生态时代的文化反思》等著作中，鲁枢元进一

步阐述了其“精神生态学”与生态批评理论。鲁枢

元还通过主编《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

与《生态文化研究资源库》等方式进行资源库建设，

为“精神生态学”与生态批评提供资源参照。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鲁枢元最新著作《天地之中说聊
斋》出版，该著作与 ２０１２年出版的《陶渊明的幽
灵》，共同构成了鲁枢元从生态批评视角研究古典

文学的双璧。这两部著作的共性，便是在生态文化

视野中，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对中国古典文学资源进

行了生态学阐释。鲁枢元将陶渊明看作是一位伟大

的“生态诗人”，并将其精神内涵界定为“自然”。正

是天性自然、崇尚自然、因生命融入自然而获得了极

度个体自由的陶渊明，以自然中的“诗意栖居”“知

白守黑”的人生准则和对内宇宙精神自由的真正实

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为当代人提供了一个

素朴的东方范本。而对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鲁

枢元同样参照生态批评的方法，对这本古典文学瑰

宝做出了新的阐释。鲁枢元不仅从蒲松龄的生平经

历总结出了蒲松龄立足自然、扎根原野、融入乡土的

精神特点，还提出《聊斋志异》的伟大之处正在于

“它是与天地并生的精神之花，是蒲松龄的‘生态精

神’绽开的文学奇葩”［３１］。《聊斋志异》中的“非人

类中心”思想、“万物有灵”观、“女性生态批评”元

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等理念，无不体

现着《聊斋志异》的“生态精神”。因此，从生态文化

的角度来看，《天地之中说聊斋》与《陶渊明的幽灵》

正是鲁枢元生态文化研究的两个经典个案，它们为

鲁枢元的生态批评观念在批评实践中提供了具体验

证。

总体来看，从１９８０年代的“向内转”与文艺心
理学研究，到１９８０年代后期的“文学言语学”研究，
再到１９９０年代的“精神生态学”研究和新世纪以来
的生态文艺学研究与生态批评建构，鲁枢元的文学

批评与文艺研究表现出了鲜明的学术主体性、敏锐

的思想感悟力、自觉的学科建设精神，与强烈的先锋

气质、开创进取的理论勇气和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

在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精神生态学、生态文艺

学以及生态批评等领域，鲁枢元都为中国本土文学

批评与文艺理论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尽管文学与

心理学、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生态学的跨界研究，

分属于鲁枢元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文艺研究，但三

者之间具有血脉联系和思想共性，即鲁枢元一以贯

之对精神、心灵与内宇宙的格外关注。因此“向内

转”不仅是鲁枢元１９８０年代文艺研究的“关键词”，
也是贯穿鲁枢元整个学术生涯的“关键词”，体现了

鲁枢元文艺思想的精神底色和学术研究的总体向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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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鲁枢元．语言学与文学：答伍铁平、孙逊对《超越语言》
的批评［Ｊ］．文艺争鸣，１９９４（５）．

［２４］白烨．一部充满创新精神的著作：评鲁枢元的《超越语
言》［Ｊ］．文艺争鸣，１９９１（２）．

［２５］南帆．超越的本义［Ｊ］．上海文论，１９９２（１）．
［２６］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语言学［Ｊ］．上海：学
林出版社，２０１１：３５０．

［２７］鲁枢元．来路与前程：在张家界全国第二届文艺心理学
研讨会上的发言［Ｎ］．文论报，１９８９－０９－０５．

［２８］鲁枢元，夏中义．从艺术心理到精神生态［Ｊ］．文艺理论
研究，１９９６（５）．

［２９］鲁枢元．我与“精神生态”研究三十年：后现代视域中的
天人和解［Ｊ］．当代文坛，２０２１（１）．

［３０］鲁枢元．开发精神生态资源：《生态文艺学》论稿［Ｊ］．南
方文坛，２００１（１）．

［３１］鲁枢元．天地之中说聊斋［Ｍ］．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２０２２：３．

（责任编辑　刘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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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文化批评的范式探究
———论鲁枢元的生态文化观

朱鹏杰
（苏州科技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１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３－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体论美学视野中的西方身体艺术研究”（１７ＢＺＷ０６７）
作者简介：朱鹏杰（１９８１—），男，河南许昌人，文学博士，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文化批

评研究。

摘　要：鲁枢元《陶渊明的幽灵》和《天地之中说聊斋》是生态文化批评的代表作，前者对陶渊明
的历史影响、当代价值进行了研究，提供了跨文化研究的典范；后者则聚焦于蒲松龄及其《聊斋志

异》，以生态文化批评的方法进行解读，为中国生态文化批评提供了跨学科研究个案。在这两部专

著及近年来的一系列学术文章和访谈中，鲁枢元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态文化批评观，这是建立

在精神生态、乡土思考、传统文化和绿色话语之上的研究范式，推动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化研究。

关键词：生态文化批评；范式；鲁枢元；文化观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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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全球各地不断出现强对流天气和洪水、
高温等气候灾害，这些信号向人类宣告生态系统已

经出现异常，迫使人们去思考发展路径。生态批评

是建立在相关文学和现实危机之上的批评范式，它

探索人与自然的连接节点，探究这些节点如何在个

体、社会、自然和动植物的生命中发挥作用。在人和

自然连接的节点中，生态文化是关键节点。生态文

化关注自然对人类生存的价值，推动人类从文化层

面体认与自然间的本源联系。生态文化的作用路径

主要有两条：一是以文化的方式研究自然、阐释自

然，推动人类加深对自然的认识，树立对自然的责任

感；二是探寻人类和自然之间的联系，探寻人类文化

与自然之间的关联，确立文化的自然属性。

当下生态批评的发展逐渐超越了局限于文本的

文学批评，成为面向创作主体、自然危机和社会现实

的生态文化批评。相关学者对生态文化批评的现实

属性和自身使命有着清晰的认识，斯洛维克提出：

“我自己的很多工作是徘徊在‘职责’的两极之间：

充分参与此生的职责，及投身我所属的社会并针砭

时弊、促其健康发展的职责。”［１］因此，生态学者往

往同时游移在文学艺术和社会现实之间，在不同的

领域发挥作用，推动社会向生态文明转型。

作为中国生态批评的代表性学者，鲁枢元近年

来致力于生态文化批评的建构与实践。鲁枢元是中

国生态批评的开拓者，他早期关注文学心理学，中期

转向文学语言学研究，后期则转向生态批评研究。

追溯其生态批评的形成理路，我们发现他始终围绕

着人的精神和自然的关系进行思考，１９９０年前后，
他开始关注国人的精神状况，２０００年起，他致力于
中国生态批评的构建与实践，最近十余年，他的思考

重心由生态批评逐渐转移到生态文化批评上，代表

作即是获鲁迅文学奖的《陶渊明的幽灵》和新近出

版的《天地之中说聊斋》。这两本著作以中外古今

跨学科研究的方式审视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代表

性个案，对陶渊明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进行了生

态维度的考察，“重新”发现其生态属性和精神价

值。这两本书的先后出版鲜明地勾勒出其生态文化

批评范式，即以生态文化的视野来观照作家、作品、

学者及社会现象，用跨学科的方法进行个案研究，重

新发现其“生态学”价值。除了这两本专著外，鲁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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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还出版了学术文集《生态时代的文化反思》，发表

了研究泰戈尔、杜亚泉等的文章，丰富了其生态文化

批评实践。对鲁枢元的生态文化批评范式进行研

究，有助于了解中国本土生态学者的思想逻辑和思

想贡献，推动中国生态批评学派的发展，在世界生态

批评的场域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鲁枢元的生态文

化批评范式，主要由如下四个部分组成。

一、精神生态的思考与拓展

“精神生态”是鲁枢元近三十年来学术思想演

变的主线，从１９８８年张家界文艺研讨会提出“精神
生态”［２］开始，鲁枢元始终把关注重心放在个体的

精神层面上。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鲁枢元在《光明日
报》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建立精神生态学的设

想。［３］他认为，人类既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又是一

种社会性的存在，同时，更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他

提出，生态学可以按照三分法来划分：以相对独立的

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生态学；以人类社会的政

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态学；以人内在的

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生态学。三

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但是绝不完全等同，不能相互

取代。稍后，他在《生态文艺学》一书中为“精神生

态学”归纳出这样一个定义：“这是一门研究作为精

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

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

科。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关

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

和演进。”［４］这个概念从人类是精神性存在这个事

实入手，认识到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认

为以精神性为本质属性的人类个体在生态系统中处

于特殊地位。

有趣的是，法国哲学家加塔利在相近时间段也

提出了“精神生态”和“精神生态学”的构想。在

１９８９年出版的《三重生态学》里面，加塔利详细阐释
了他的有关精神生态的思考。他认为，资本主义全

球一体化不仅在破坏自然环境、侵蚀社会关系，同时

也在以一种更为隐秘和无形的方式对人类的态度、

情感和心灵进行渗透。他提出，要规避危机必须关

注“不断生成的主体性；持续变异的社会场；处于再

造过程中的环境（自然环境）”［５］。这三点横贯精

神、社会、自然三个领域，生成了包含“精神生态学”

“社会生态学”“自然生态学”的“三重生态学”体

系。他认为，生态美学最终走向 “自然———社

会———精神”三元合一的模式，自然环境、社会关系

与人类主体性是紧密相关的，其中任何一个领域取

得长足进展，都会同时促进另外两个层面的完善，最

终在外在生存环境和内在生命本体的双向互动中通

达生态智慧，改善人类生态。［６］

鲁枢元和加塔利均关注了精神与生态的关系，

阐明了精神的重要性，“二者都主张扩大‘生态’的

范畴，以精神生态学为核心……建立总体性、系统性

的‘生态智慧’”［７］。但是，加塔利的关注重点是资

本影响下精神的“消解”及伦理对生态的影响，而鲁

枢元的关注重点则是生态对精神的影响及精神性主

体的能动作用。鲁枢元指出，精神生态、社会生态和

自然生态的三分法“并不是要把三者拆离开来，恰

恰是要在地球生物圈的有机整体中，深入考察其位

置、属性、功能、价值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８］

他认为，精神生态学有两个主要任务，一个是关注精

神性主体———主要是人类的健康成长，关注人类个

体内在价值系统的稳定与平衡，另外一个是关注整

个地球生态系统如何在精神变量的协调影响下趋于

平衡。作为生态文化学者和文艺评论家，鲁枢元的

精神生态构想与文学艺术紧密相关，他认为精神生

态学应该关注文学艺术和自然之间的联系，这为中

国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关自然的维度，“文

学是人学的命题不能简单否定，但要真正地理解人，

同时必须能够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文学是人学，同

时也应当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学，是人类的精神生态

学”［３］。他指出，研究精神生态的目的是把精神因

素引入地球生态系统中，关注精神变量对于自然的

影响。在最近几年，他尤其关注精神生态作为一个

“观念系统”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他指出：“‘生态学’

已远远不仅是一门学问、一门学科，而成为一套完整

的观念系统，成为一个包容了生命与环境、人类与自

然、社会与宇宙、精神与物质的世界观，成为一个现

代工业社会之后新的文化体系、新的文明样态。”［９］

由此可知，他对精神生态的思考已经出现了明显的

转向，精神生态成为一个观念系统，一种世界观，是

其生态文化批评范式的核心。

鲁枢元提出的精神生态及“三分法”成为国内

生态批评常用的理论范式，据统计，近二十年来，以

精神生态作为理论研究的期刊论文有２０００余篇，博
硕士论文有接近５００篇①，充分证明了精神生态理

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而且，随着鲁枢元对生态文

化的进一步思考，他对精神生态的认识也在加深。

他认为，在这个“过于物质化、功利化、金钱化的社

会，大自然饱受攻掠、濒临崩溃，精神生活日益沦落

颓败”［８］，人的“精神性”在解决生态问题方面至关

重要。而要想真正解决生态问题，“要从作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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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人类自身开始，从改善人类内在的精神状况

开始，以此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与裂痕”［８］。

因此，他在近几年以精神为本体生发出生态文化批

评范式，把关注重心转移到生态文化层面的精神审

视，生态文化成为影响个体、社会、生态系统的重要

部分。他认为，中国生态文化关注的核心是个体的

精神，而奠定中国生态文化基础属性的则是中国的

道家智慧及乡土传统。

二、中国传统智慧的思考与借鉴

鲁枢元的生态文化批评范式的形成受到中国古

代思想的影响，尤其是“道家哲学”的影响，他“认同

老子说的‘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个‘无’，大

有讲究，并非什么都没有，而是‘空无一有’中的‘涵

容万有’，是‘无限’，是‘无极’，是‘小而无内，大而

无外’”［１０］。他看重“前现代的思想遗存”与“后现

代的思想萌芽”联手，认为这样形成的生态文化才

是应对２００多年来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的关键。他
指出：“在道家哲学里，人与自然、与天地万物是在

一个有机整体之中，即‘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

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不但天人合一，天人之间还可以相互感

应。人和自然是在同一个系统里，这个系统又是运

动变化着的。”［９］道家思想给鲁枢元的生态文化批

评提供了一个整体的世界观，他认识到世界万物是

相互关联、有机统一的。他还提出：“人类与包括动

物、植物、微生物在内的其他物种拥有共同的‘母

体’，来自同一个源头。”［１１］这就奠定了中国生态文

化批评的根基，即从统一性、整体性的角度去认识人

和自然及其他动植物生命之间的关系。他的生态文

化批评范式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思想，“天地与

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是生态立场；“上善若水，水

利万物而不争”“善待万物”是生态涵养，他从生态

伦理的角度指明了中国生态文化批评的特质。

除了“老庄哲学”外，鲁枢元还从《周易》里获得

许多启示，他认为《周易》里的“生生”体现了中国生

态文化的基本属性，即一种生长的、交互的生态属

性。他指出：“《周易》源于自然，源于大自然生生不

息的循环运动变化。……‘生生之谓易’是中国古

代哲学思想的核心。这里的‘生’，是‘生命’‘生

长’，也是‘生存’‘生活’。一方面体现了生命个体

的生长发育、生命群体的化生繁衍，同时也包含生命

个体与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

系。”［１０］这和曾繁仁的观点构成了互证，曾繁仁提

出，中国生态美学是一种“生生美学”，表现为“亲和

自然，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以及天人相和、阴阳相生

的生命论与有机论思想”［１２］，从“生生”这个核心出

发，认为中国生态文化是“天人相和”的生态文化。

此外，程相占提出，“生生”是中国生态美学的本体

论基础，“天地自然是孕育人及其文化创造的母体，

人的使命应该是‘辅天地之自然而不敢为’‘赞天地

之化育’，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着‘感而遂通’的

‘感应’关系”［１３］。从本体论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中

国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化的核心是“生生”。他们对

“生生”的阐述，拓展了中国生态文化的理论构建，

为中国生态文化找到了立足于中国传统的本体论基

础，也为生态文化批评提供了基本立场，即批评对象

是否符合生态系统“化育”的特性，是否有利于生命

的交互、生长。

鲁枢元特别重视中国生态文化的本土源头，他

在写《聊斋志异》的生态精神时，认为这本书的生态

精神表现在五个方面：“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

一，人类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整体；万物有灵，禽

兽可以拥有仁心，人类有时也会丧失天良；善待万

物，并不单以人类的价值尺度衡量万物的存在；钟情

荒野，扎根乡土，守护人类质朴、本真、善良的天性；

尊重女性，视女性与自然为一体，赞美女性的独立、

自由。”［１１］这其中，前四个都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

切关联，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为当代

中国生态文化的构建提供了厚道、共情、平等交往的

生态伦理原则。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他所呼吁的生

态精神中，“扎根乡土”具备独特的意义，这不仅是

因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乡土有着密切的关

系，更是因为乡土本身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场域，是自

然和文化交融的场所，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

三、乡土价值的发现与重构

如果说“荒野”是西方生态文化产生的源头，那

么“乡土”则是中国生态文化形成的基础。在鲁枢

元的生态文化研究中，我们总能看到他对乡土和田

园的持续关注，《陶渊明的幽灵》对栖居在乡土上的

诗意灵魂深入探寻，《天地之中说聊斋》中对“乡先

生”蒲松龄进行细致勾勒，都显示出鲁枢元对乡土

的关注。在鲁枢元的笔下，乡土在建构中国生态文

化方面有双重价值。

首先，乡土是安身立命之所，为个体提供“泥土

性”的根基。乡土是“地方”的典范，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不同的乡土有着不同的生态景观和动植物生

命，为个体提供了独具特色的生存环境。对于作家

来讲，从环境到住宅，从交往到日常生活，乡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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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鲜活生动的生存场域，使作品中呈现出丰沛的生

命原力。鲁枢元在《天地之中说聊斋》中指出，蒲松

龄能够“与底层民众同呼吸、共患难，休戚与共，同

舟共济，不惜‘滚一身泥巴，这‘泥土性’最终也成了

他文学生命的基因”［１４］２０。他点明了乡土对于中国

作家的价值。他特别指出，当代作家莫言和阎连科

都受到了《聊斋志异》的影响，莫言曾经提出：“蒲松

龄对我的影响是根本的……一个作家必须回到自己

的故乡。必须从自己的童年、少年的记忆里寻找故

事源头。”［１４］１７４而阎连科更不讳言对《聊斋志异》的

崇拜，“阎连科断言，《聊斋志异》的伟大在于写‘乡

土’，乡村与土地是这部伟大经典生长的广袤土

壤”［１４］２。从中国生态文化的生成来讲，乡土跟田

园、泥土、植物、动物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生态

文化的生成场域，而个体的精神品格也在这样的生

态场域中逐渐形成。以蒲松龄为例，鲁枢元指出，

“荒凉的山路”“贫瘠的乡村”“精英荟萃的毕府”是

蒲松龄“生活、读书、写作的环境”，正是在这个文化

与自然交融的乡土环境中，才出现蒲松龄这样独特

的作家，乡土是“蒲松龄生命活动的生态系统。在

这一有机循环的系统中培育出蒲松龄独特的人生价

值、文化品位、文学风格”［１４］２３。中国从古至今的文

学创作，始终有一支和乡土田园紧密相关，一直延续

至今，充分证明了乡土的价值。

乡土所提供的“泥土性”不仅影响到个体的成

长，更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中，鲁枢元从作者身份、叙

述视角和人物的活动环境三个方面对蒲松龄创作的

女性故事进行观照，这三个方面全部与乡土有着密

切联系。他指出，从作者身份来讲，蒲松龄是“乡先

生”，类似于“乡绅”而且是贫穷的；从叙述视角来

讲，蒲松龄对于描写对象“乡野民妇”是平视的，不

管是民妇还是鬼怪精魅，几乎都是发生在周围日常

生活世界的事情，“少年时代的同桌，青年时代的初

恋，出租屋里的情人，邻村的大姐小妹”［１４］１１７；从人

物活动的环境来讲，蒲松龄笔下的主角生活在一个

“开放的生态系统”，凭借源自山林的“法力与野

性”，获得“跋山涉水、上天入地的自由”。鲁枢元依

托中国生态文化中有关乡土的思考，对蒲松龄创作

的女性群像做了深入的分析，探究了“乡土”在作品

中的体现，显示了生态文化批评对作品意义层面的

强大阐释能力。

乡土为个体提供了有关生态伦理的感知，影响

到他们的言行举止和创作表达。鲁枢元认为，蒲松

龄笔下所反映的最有价值的生态品格是“厚道”，包

括“善良、真诚、友爱”等特点，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提供了道德基石。他指出：“‘蛇’‘蝎’‘老鼠’这些

被现代人视为寇雠、务必扑杀的动物，都成了蒲松龄

同情、怜悯、赞美的对象！……基于‘万物一体’，蒲

翁已经破除了‘人类中心’，将人类社会伦理学扩延

到生态伦理学的领域。”［１５］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品格，

跟其所处的乡土空间和农业时代的文化密不可分，

中国本土生态文化的构建就是建立在乡土空间及其

衍生的伦理精神和世界观之上。因此，鲁枢元特别

指出：“农业时代的文化更富有生态精神，这对于东

晋时代的陶渊明来说如此，对于明末清初的蒲松龄

来说也是如此。”［１５］

其次，乡土为抵抗“现代化”“城市化”提供了根

基。鲁枢元认为，现代化就是，“尽最大可能发挥人

的才智（表现为科学技术），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开发

利用，不断满足人类占有物质财富（体现为资产、利

润）的欲望，让所有人过上越来越富有，越来越方

便、快捷的生活”［１６］。然而，日益严峻的生态现实却

证明了现代化的种种弊端。现代化过程对生态系统

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包括物种灭绝，资源枯竭，

改变山林植被和地形，带来气候灾难、化工污染；此

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异化了社会和人性，科技的发

展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但是人性和社会结构也

发生了“异化”，来自自然的本性被技术逐渐消解，

人们越来越呈现被技术“异化”的状态。物质、技

术、消费破坏了自然、精神，这是人类环境不断恶化

的根源，而生态文化注重自然的精神价值，从自然

（物质层）和精神（文化层）两个层面“拯救”或改善

人类的整体生存环境。

现代化和发展经济并不是人们的唯一出路，从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到中国本土生态文化的思考，

人们始终在探寻和生态友好共生的发展路径，如绿

色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生态友好型经济，在许多

方面做出尝试并且有所收获。对于中国生态文化来

讲，其使命是汲取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发掘乡土传

统中的生态伦理，去应对消费主义、利益至上带来的

伦理崩坏，用文化、伦理来影响改变人类的精神，从

而推动生态的好转，最终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理想境界。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警戒某种思想走

向极端，不管是技术中心、经济中心还是生态中心，

都不应该“一家独大”，如经济极端的人心崩坏，技

术极端的伦理覆灭，生态极端的发展停滞，要以长远

的观点来看待当下的发展，用多元共存的发展路线

取代单一的发展路径。对于当下来讲，就是在尊重

生态底线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技术，将其作为工具和

手段，而非目的。这其中，鲁枢元所提的“低消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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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位生活”［１７］２２６比高能耗的奢侈生活对生态更友

好，这种生活方式提倡把商业文化氛围下的“身份

符号”消费转移到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上，比如和

自然更长时间的接触，让身心在自然中感受到陶冶

和净化，这种愉悦不是金钱能买到的。生态文化推

崇的“高品位”生活是更长的休闲时间、健康的身

体、绿色的生活环境，这比奢侈品更能带来身心健

康，是真正的“财富”。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与城市化的进一步拓展，乡

土的价值愈发凸显出来。在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

中，乡土是大部分中国人生存的地方，是土地与家

人，是宗族与住宅，是铭刻个体童年记忆和精神坐标

的源头。然而，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高速扩张，乡土不

再是人们生存的依托，也不是必须回去的“家”，而

是呈现急速衰落的趋势。这种衰落带来了种种问

题，比如：人们天性中和自然呼应的一部分极度萎

缩，精神受到影响，人们从乡下互动、整体、主体间性

的状态进入城市“宅”的状态，最终失去了群体价值

观，进入自以为是的信息茧房。对于迁移到城市的

农民来讲，乡土承载了他们童年的回忆———繁茂的

野外植物，一茬接一茬的农作物，拥有各种声响、气

味的鸡鸭猫狗，温驯的牛羊，多样化的乡土生命以一

种精神印记的方式存储在他们的记忆深处。对于他

们来说，高楼大厦的城市景观千篇一律，各具特色的

乡土才是他们的精神原乡。此外，乡土的价值还体

现在与城市空间的“互证”上：乡土生命物种的“繁

多”与城市物种的“单调（主要是人）”形成对比，乡

土田野的“柔软”与城市建筑和路面的“坚硬”构成

对照，乡土生命生长的“无序”与城市要求的“秩序”

成为“反照”，城市化的扩张越快，乡土的价值就愈

发凸显。

在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追问、挖掘乡

土的生态价值是必需的，乡土是中国文化传承的主

要阵地，是自然和文明的结合地带。高翔在“生态

文明论坛”上指出：“深度挖掘汲取中华优秀传统生

态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尤其是乡村振兴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鲜活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

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积极为乡村振兴和生态

文明建设贡献更多创新理论、前瞻思考和战略对

策。”［１８］当现代化和城市化成为世界潮流，中国生态

文化更要关注乡土与传统，从延续几千年的田园文

化出发，提炼其中蕴含的生态文化因子，作为当下生

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宝库，这是当下中国生态文化的

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对世界生态文明的独特贡献。

作为中国生态文化批评的倡导者，鲁枢元不仅

从批评的角度对作品进行个案分析，挖掘乡土的生

态文化价值，同时也身体力行，以参与实践的方式推

动乡土生态文化建设。正如中科院院士许智宏所

言：“鲁枢元在忙于生态文艺学教学、科研的同时，

还积极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教育宣传的事业之

中，并一直关注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

计划’在中国的实施。”［１９］他参与多项“人与生物

圈”的调研活动，进行了井冈山、梵净山的田野调

查，撰写多篇生态科普文章，并且作为“历届委员会

中第一个文学界委员……率领他的团队积极投入人

与生物圈计划的事业中来”［１９］。此外，２０２１年 １０
月他受邀考察千年古村———河南焦作“段村”，为乡

村发展建言献策，考虑到千年传统与乡土的特殊价

值，他提出将文化与自然“联姻”，以生态文化的理

念去重新认识、构建当下“生态田园”。２０２３年 ５
月，初步转型的段村迎来了新阶段，３万株蜀葵花盛
放，“粮仓美术馆”也隆重开馆，国内知名的画家、作

家、植物学家、生态学者齐聚段村，为段村的“生态

转型”揭开帷幕，绿色、文化、旅游、休闲等成为段村

发展的关键词。在田园传统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

影响下，千年古村焕发新的活力，传统与“后现代”

在此碰撞，成就中国生态文化的实践案例。

四、绿色话语的构思与实践

在生态文化批评的范式构建中，鲁枢元尤其注

重绿色话语的应用。他提出：“人文学科，包括哲

学、历史、文学、艺术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文化研究，

其话语表达的体制、方式、风格应当是不同的。至于

在生态研究领域，更应该有另一种符合生态的绿色

‘学术话语’。”［２０］在他看来，绿色话语不是一种规

则，而是一种表达方式。当学界均为抽象化、陌生化

的学术表达而绞尽脑汁的时候，模糊性和有机性的

学术话语独树一帜，为学术文章写作提供富有生命

活力和野性的典范。他认为，绿色话语的特征是

“性情先于知识、观念重于方法。写作应该契合人

的性情和本性。……学术话语要具备有机性与生命

性，让‘灰色的理论’化为‘绿色的理论’”［１５］。这是

一种和乡土文化、精神原乡和生态紧密相连的话语

方式，从遣词造句的角度讲，是生态语言的运用，富

含生命力；从学术表达来讲，则是浸透作者个性与才

情的独特叙述。

绿色话语是生态语言运用的典范，赵奎英认为：

“生态语言是人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基础上生

成的，体现了一种全息性关系和生态意识、生态观

念，或有利于表现或促进人的生态意识、生态观念的

·４１·



语言。”［２１］生态语言有四个特征：第一，淳朴自然。

来自乡土和动植物的特性浸透其中，带来一种淳朴

和活力交融的语言风格，充满了“泥土性”。第二，

有机交互。生态语言和自然一样是有机的，富有质

感的，是“呈现自然的本质力量，保持着人与自然的

天然亲近……洋溢着大地芳香、借助自然事物进行

表达的有机语言”［２２］，这使得借助生态语言表达的

绿色话语富有美感和生命力。第三，词物对应。在

生态语言中，词语与物是一一对应的，绿色话语因此

真实可感，为读者提供了“具身化”的体验，传达出

强烈的情感。第四，与“乡土”“地方”紧密相连。生

态语言往往和故乡、童年联系在一起，比如鲁枢元在

《天地之中说聊斋》中多次提到他出生的地方，生动

可感，饱含真情，传达了故乡对于个体的深刻意义。

绿色话语使用生态语言来表述，是一种审美工具，推

动生态意识的表达和传播，促使生态运动的深化。

此外，绿色话语有独特的行文特点，“充满了主

观视角、自我体验、个人情愫、瞬间感悟、奇妙想象，

案例的举证多于概念的解析，事件的陈述优于逻辑

的推演，情景的渲染胜过明确的判断，随机的点评超

越了旁征博引的考据”［２０］。这是一种充满生机和活

力的综合表述，是一种“后现代的学术话语形

态”［２０］。以《天地之中说聊斋》为例，文章采用随

笔、漫谈、札记的书写方式来写作，这种写作方式掺

杂了作者自身的生态文化基因，呈现出有机化的行

文特征。语言是人类思维的表达方式，语言的运用

可以影响乃至塑造人类的意识，这是绿色话语发挥

社会影响的路径所在。绿色话语的使用和推广可以

影响读者的世界观、价值观，进而影响生态系统。例

如，非绿色话语强调人类中心主义、主客二分、等级

制，这些都会导致人类的思维趋向于非生态，思维影

响行动，进而导致生态破坏。而绿色话语强调生态

整体主义和“有机共生”的世界观，个体通过阅读、

使用绿色话语，认识到生态系统的要义在于稳定和

平衡，进而做出有利于生态系统稳定的举动。人类

使用绿色话语，本身也是构建理想生态世界的行动。

“人作为生态整体中的有机的一员，言说者及行为

本身也是生成与变化的一部分。”［２３］对于绿色话语

的使用，推动了言说者本身的生态意识发展与生态

实践。

综上所述，鲁枢元的生态文化批评范式以作品

和现象作为出发点，触及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

传承与当下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态层面。他的文化批

评从作品到现实，又和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纵向对

比，呈现出广阔的文化视野，衍生了独特的生态文化

属性。他指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生态困

境，正是由于人类自己营造的‘精神圈’出了问题。

我们征服了世界，却不幸在征途的某个地方失去了

灵魂。物质的发展过分地超过了精神的发展，在本

不可缺少强有力的精神文化的地方，我们则荒废了

它。”［２４］所以，他尤其重视精神、文化在改善生态问

题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因此，近十年来他把研究重

心聚焦于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类精神层面的生态文化

上，撰文陈述自己对生态文化的认识，建设中国生态

文化体系，并身体力行推进生态文化的传播。毕竟，

在他看来，“人与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元问题”，而

生态文化是改善、解决人与自然这个“元问题”的最

佳路径。“生态问题必然牵涉到伦理、信仰、教育、

哲学等问题，说到底或许还是一个文化问题。”［１７］３

要想解决生态问题，必须从生态文化入手，关注人类

生存的精神环境、文化氛围，而这正是中国生态文化

批评的使命和价值。

注释：

①在中国知网上以“精神生态”作为主题词进行搜索，从
２００５至今，共有期刊论文 ２２３０篇，硕博士学位论文 ４９６
篇，详见网ｈｔｔｐｓ：／／ｋｎｓ．ｃｎｋｉ．ｎｅｔ／ｋｎｓ８／ｄｅｆａｕｌｔ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ｄｅｘ．

参考文献：

［１］斯洛维克．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
［Ｍ］．韦清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３．

［２］鲁枢元．来路与前程：在全国第二节文艺心理学研讨会
上的发言［Ｎ］．文论报，１９８９－０９－０５．

［３］鲁枢元．说鱼上树：精神生态与人类困境［Ｎ］．光明日报，
１９９４－１２－２１．

［４］鲁枢元．生态文艺学［Ｍ］．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１４８．

［５］ＦéｌｉｘＧｕａｔｔａｒｉ．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ｅｓ［Ｍ］．Ｔｒａｎｓ．Ｌ．Ｐｉｎｄａｒ
ａｎｄＰ．Ｓｕｔｔ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２０１４：４７．

［６］张惠青．论生态美学的三个维度：兼论加塔利的“三重生
态学”思想［Ｊ］．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１９（１）．

［７］胡艳秋．三重生态学及其精神之维：鲁枢元与菲利克
斯·加塔利生态智慧比较［Ｊ］．当代文坛，２０２１（１）．

［８］鲁枢元．我与“精神生态”三十年［Ｊ］．当代文坛，２０２１
（１）．

［９］鲁枢元．生态哲学：引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观
［Ｊ］．鄱阳湖学刊，２０１９（１）．

［１０］鲁枢元，张嘉如．关于中西方生态文化思想的对话［Ｊ］．
中州大学学报，２０１９（２）．

［１１］鲁枢元．《聊斋志异》新解：在生态文化的视野里［Ｊ］．汉
语言文学研究，２０２２（３）．

［１２］曾繁仁．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探索：兼论中国古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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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论生态－生命”美学［Ｊ］．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１３（１）．
［１３］程相占．生态美学引论［Ｍ］．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２０２１：５３．

［１４］鲁枢元．天地之中说聊斋［Ｍ］．郑州：中原古籍出版社，
２０２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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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０６－２８．

［１６］鲁枢元．东方诗哲与现代性生态陷阱［Ｊ］．当代文坛，
２０２０（１）．

［１７］鲁枢元．生态时代的文化反思［Ｍ］．上海：东方出版社，
２０２０：２２６．

［１８］高翔．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Ｎ］．中
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３－０７－０１．

［１９］许智宏．鲁枢元的生态环境以及精神生态研究［Ｎ］．中

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１－０４－２８．
［２０］鲁枢元，张雅玲．生态文艺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Ｊ］．鄱
阳湖学刊，２０１９（１）．

［２１］赵奎英．从生态语言学批评看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
岸》［Ｊ］．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４）．

［２２］龙其林．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Ｍ］．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３８．

［２３］吴承笃．返身于物与多元共生：生态语言的生态性反思
［Ｊ］．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９（８）．

［２４］鲁枢元，李金来．困惑与突围：生态批评的空间：博士生
导师鲁枢元教授的访谈［Ｊ］．社会科学家，２０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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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阁寺》：物人映衬的
叙事特色与物哀美学的艺术呈现

王运涛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传媒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４－１０
作者简介：王运涛（１９７７—），男，河南开封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

为古代文学和文艺学。

摘　要：《金阁寺》中的金阁作为贯穿小说始终的重要物象，不仅为人物沟口提供了美好想象、
理想幻灭、自我毁灭的契机，也在他处理同“重要他者”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金阁的多面形象

映射了沟口不同时期的心理状态，构成了沟口精神嬗变的伦理标志物；沟口的多面形象与金阁的多

重物象隐喻遥相呼应，成了金阁“物语”表达的参与完成者。小说在写人状物的“双线并进”中探讨

了欲望与诱惑的“无常”。

关键词：《金阁寺》；叙事特色；物哀美学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３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１７－０５

　　２０世纪是一个战争灾难频仍的世纪，对战争的
书写一直是世界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日本当代著

名作家三岛由纪夫的长篇小说《金阁寺》，描述一位

从小倾慕“金阁寺”的青年沟口，时时谨记父亲生前

“世上最美的是金阁寺”之赞誉；然而战后观光客增

加，金阁寺的美因此染上尘俗，逐渐令他无法忍受；

同时他一向景仰的住持竟犯了色戒，等等，青年绝望

之余，走向极端之路。这是一部以真实历史事件为

素材的小说，却以虚构的手法塑造了沟口这一典型

形象，展现了二战时及其后日本青年的心理状态。

在围绕金阁寺建构的伦理空间中，沟口就像一

个行走在绳索之上的人，时刻要保持美的虚幻和欲

望的真实之间的平衡。伴随着“绳索之上的行走”，

沟口自身及其注视的风景都有了诸多变化，沟口对

金阁的态度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物人关系”的

视角来看，可以发现金阁形象的多重变幻与沟口形

象的多面转换有其内在呼应的一致性，空间叙事中

的写人与状物各自具有独立的赋义价值，由此形成

了小说物人映衬、双线并进的鲜明特色。

一、金阁形象的多重变幻充分展示了“物的诱惑”

小说从“自幼年时，父亲便常对我提及金阁”开

篇，到结尾部分“我起身俯瞰远方山谷间的金阁，只

能看见翻滚的浓烟和冲天的火苗”［１］，深入探讨了

金阁的诱惑是如何唤起了沟口占有的欲望，以及沟

口欲望的满足又是如何在金阁的毁灭中得以达成。

“物只有作为与人有关，尤其是与需求、欲望等有关

的隐喻与象征，才会在叙事中获得特别的意义”，而

“物的显现带来诱惑，而欲望的满足往往又意味着幻

灭，许多故事都是始于诱惑而终于幻灭。”［２］

（一）金阁口耳相传中的美好形象

父亲是金阁与沟口这一“物人”关系的缘起，也

是两者相互靠近的桥梁。沟口对金阁的向往，最早

源于幼年时期父亲口中时常提起的美轮美奂的金

阁。沟口的父亲是一座寺庙住持，在宗教信仰的激

发下，父亲眼中的金阁令人向往和沉迷。在沟口幼

年时，父亲便常常对他讲述金阁的美，“父亲从未提

过现实中的金阁如何光芒璀璨，可他的话总让我觉

得这世上再无比金阁更美之物”。在父亲一遍又一

遍地真诚讲述“这世上再无比金阁更美之物”后，金

阁已经不仅是一座五百多年的古老建筑，也是少年

沟口心里的“诗和远方”，以及理想之美的化身。从

此，沟口常常幻想着金阁的美，“每当见到阳光照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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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的田地，我都觉得那是来自目不可及的金阁的投

影”。前往金阁寺成为他长久以来的梦想，这也是他

因病去世的父亲的遗愿。作为人与物关系的塑造者

和“物”符号意义的主要传播者，父亲不仅让美轮美奂

的金阁幻影融进了少年沟口的血脉，也在其离世之前

为沟口走近金阁提供了路径。由此可见，沟口的成长

深受父亲话语及父亲话语背后隐藏的社会规则的影

响，金阁在某种意义上具象了沟口的“理想之美”。

（二）金阁眼见为实的建筑形象

父亲生前曾抱病带沟口进入金阁寺，沟口由此得

以近观金阁。看景不如听景，听景不如幻景。曾让沟

口产生过无限遐想的金阁，一旦近在眼前，便从神奇

的宝物复归为一座普普通通的古老建筑。“那不过是

一座旧得发黑的三层小楼”“就连阁顶的凤凰，看起来

也只不过是只歇脚的乌鸦”。虽然眼前的现实无情地

击破了沟口自幼时便无数次憧憬的金阁之美，曾令他

心向往之的世上最美之物金阁的幻象破灭了，然而身

临其境的沟口却不愿承认这一点，“无论如何，金阁必

须是美丽的”。于是他以自我安慰的方式化解了理想

之美的破灭，“金阁刻意隐藏了它的美”“美的事物出

于自我保护而掩人耳目”“我得更加接近金阁，去除我

眼中感到丑陋的障碍，逐一检查细节，亲眼见证美的

核心”。他依然坚信着理想之美———金阁是最美的存

在，如今看到的不够美好，或许是金阁为了掩饰自身

而幻化成了别的什么东西，而我暂时还缺少“发现美

的眼睛”。对金阁生动细腻的描写，更加立体地刻画

了沟口迷恋金阁的程度。

（三）金阁若即若离的神秘形象

父亲在金阁与沟口这一物人关系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既为沟口“种下了希望的种子”，也为他提供

了靠近的路径。父亲亡故前，专程带沟口到金阁寺

“托孤”；父亲亡故后，沟口得以遵照父亲遗愿到金

阁寺当了僧徒。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原本“曾让

我无比失望的金阁，它的美在我返回安冈后竟日复

一日地在我心中被唤醒，不知不觉间竟成长为较之

先前更美的金阁了”。待到沟口再次来到金阁寺，

“在战争阴霾的映衬下，金阁看上去更耀眼、更生机

勃勃了”。由于暗夜里无法看见金阁的面貌，沟口

白日里动不动便跑去眺望金阁，在若即若离的相处

中对金阁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执着之情”。当

“金阁一定会化为灰烬”的想法在沟口心里生根以

后，“金阁身上悲剧性的美比以往更为浓烈”，现实

中的金阁转化为不逊色于想象中的金阁之美的存

在。当他想到金阁可能会被来自空袭的烈火烧毁，

“将我烧成灰烬的火焰同样也会将金阁烧成灰烬，

这一想法令我沉醉”。这时的金阁由于沟口“玉石

俱焚”的幻想变得更加神秘美艳。

（四）金阁世俗功利的财富形象

如果说父亲是宗教和审美的引导者，那么母亲

便是现实及功利的化身，沟口想要排斥躲避又无法

排斥躲避，反而深受其影响，直至被其野心打动并俘

获。随着母亲的到来，母亲出乎意料的野心俘获了

沟口的心，“以后除了在这金阁寺成为住持，你已经

没有其他出路”，“我就盼着看一眼你成为鹿苑寺住

持的样子再死”。这时的金阁俨然变成了被占有的

对象。母亲的看法有其社会基础，很大程度上代表

了广大俗世民众的看法。在一次远离金阁的独自旅

途中，沟口充分领略到了世俗文化浸润下民众眼中

的金阁形象。谈到金阁寺，旅途中所遇民众的愤愤

不平溢于言表：“每年收入大概有五百多万元，而且

这些收入还不用纳税……”

（五）金阁超脱现实的隐喻形象

当师父因不满其旷课、跟踪师父等做法，明确告

知让他继承住持衣钵的想法已经荡然无存时，沟口

苦闷于占有金阁的想法越来越难以实现，便尝试与

女子欢愉，追求现实的享乐，却多次看见“乳房化身

为金阁”，遭受“金阁在我与女人之间现身阻挠的挫

折”。金阁成为隔绝沟口融入现实的一道鸿沟，迫

使沟口无奈中一次又一次地放弃。这时的金阁在沟

口迷失良心与道德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唤醒作

用，不仅是沟口的精神图腾，也成为他加速融进世俗

现实中不得不背负的沉重“十字架”。“女人与我之

间，人生与我之间总是伫立着金阁”，由于饱受“金

阁”折磨而又难以自拔，沟口对金阁的感情产生了微

妙的变化，“总有一天我要控制你，不让你再来坏我好

事，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属于我”。而烧掉金阁的

想法就像一颗种子，一旦种下就会疯狂生长。最终沟

口选择了火烧金阁，当象征着理想之美的“金阁”焚烧

于万丈火光中时，“疯狂”的沟口看到了毁灭之美，他

摆脱了金阁的束缚后，心里想的是“我想活下去”。至

此，烧毁金阁的极端事件超出了个人伦理选择的范

畴，成为文化暴力由空间向伦理转化的隐喻，成为作

家表达时代和历史之思的政治寓言。“作为完全超乎

日本战败、民族悲哀之隐喻的金阁，其毁灭与三岛由

纪夫的民族主义情结有着密切关系”［３］。

二、沟口形象的多面转换充分展示了“人的欲望”

（一）有口难言的受难者

沟口是一位天生口吃、身体羸弱、精神极度压抑

的受难者。从沟口的成长经历来看，其身心都遭受

了“难言”的苦难：其一，沟口因为先天口吃无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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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交流而与外界相对隔离，时时要承受“有口难言”

的身体缺陷的折磨。其二，母子隔膜是沟口作为受

难者的隐秘痛楚。母亲在父亲和他熟睡的帐篷里出

轨的行为，导致沟口对母亲情感上的隔膜，精神上由

此承受了“难言之隐”的折磨。阿德勒说：“幸运的人

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值

得注意的是，沟口对女性的认知与追求，构成了其不

同人生阶段的分水岭。他对女性的态度，既与母亲带

给他的影响有关，也与其内心欲望的脱缰有关。其

三，父亲身份是沟口作为受难者承受群嘲的诱因。父

亲在偏僻半岛上的寺庙做住持，这让他在同学们中间

长期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其四，对金阁的“爱而不得”

是沟口作为受难者愤懑压抑的“难以承受之重”。沟

口到金阁寺后，渴望得到重视以便有机会继承住持，

而师父对他不理睬的态度，让他时时感到一种想飞却

飞不起来的精神压抑。精神压抑及其苦难长久地折

磨着他，让他心理逐渐扭曲，一步一步误入歧途。

（二）不择手段的追求者

沟口畸形的精神状态与其不幸的幼年生活经历

有关。沟口从小因为口吃和不便交流吃尽了苦头，

“吃得苦中苦”的人更加渴望“成为人上人”。机缘

巧合之下，他如愿以偿地有了进入金阁寺和上大学

的机会。童年的苦难经历，在沟口进入金阁寺后反

而成为他执着追求的动力。对金阁长久以来的那份

特殊的感情，令他在有了占有金阁的可能后，不知不

觉间有了更深的执念，沦为一个为占有金阁而不择

手段的疯狂追求者。父亲去世后，沟口作为从“孤

儿寡母”家庭走出来的一名“孤儿”，到金阁寺作僧

徒本是极大的福缘，但其内心的欲望却随着身份的

变化而悄然改变，特别是受到了母亲贪婪想法的影

响，在不断追求内心欲望的过程中变得更加疯狂。

沟口在金阁寺的形单影只使他渴望与同门交往，与

同门柏木的交往却为他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同时也使他走上了一条放纵欲望的不归路。在柏木

的带领下，沟口与女性之间的交往密切起来。当沟

口渴望放飞自我融进俗世生活时，亲近女性的行为

却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金阁幻影的困扰。在对抗金

阁幻象影响的过程中，沟口变得越来越不择手段，最

终沦为一个因欲望膨胀而逐步迷失自我的追求者。

（三）贪婪疯狂的投机者

当沟口发现自己占有金阁寺的欲望遥遥无期

后，就做出了一系列毫无底线地讨好住持的疯狂投

机行为。“交友不慎”的沟口，在同门柏木的影响

下，逐渐领略到了人性沉沦的乐趣，洞察了人世间更

多的“真相”：那些看起来高贵善良的姑娘不过是被

柏木轻易捕获的猎物，到大学进修对继承住持看来也

没有什么用，想要拥有金阁辉煌的美，就要不择手段。

沟口思想的转变逐渐演变成一系列的疯狂试探。沟

口在试图引起住持注意的过程中，竟然用虐待孕妇得

到的香烟来换取住持师父的欢心。当然，沟口对柏木

的言行开始还多少有些“不敢苟同”，但在对善良淳朴

的一次次背叛中，他把自己改造成了另一个“柏木”，

甚至变得更加疯狂。一门心思只想得到住持更多关

注的沟口，表现得越来越贪婪、疯狂，最终用焚烧金阁

蒙蔽自己的良心，实现了短暂占有金阁永恒之美的幻

想。至此，沟口在不断失去做人底线的过程中，逐步

沦为了一名贪婪疯狂、热衷钻营的投机者。

（四）难以自拔的沉沦者

沟口不仅是蒙受灾难、承受苦难的不幸者，也是

制造灾难和导致灾难的负罪者。尼采说过：“与恶

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

将回以凝视。”［４］在占有金阁的疯狂执念的影响下，

沟口在相继失去了父亲的指引、失去了师父的教导、

失去了鹤川的帮助后，最终在柏木的推波助澜下，在

占有金阁的狂热中沉沦，乃至难以自拔。父亲去世

后，沟口进入金阁寺不久就遇到了三个对其产生重

大影响的人：一个是他的师父，一个是鹤川，一个是

柏木。当师父对他照顾有加时，沟口怀揣着占有金

阁寺的梦想，关注并揣测着师父一言一行背后的意

味。当鹤川成为他身边的“白月光”，用自己的言行

引导他向善向上时，他表现出足够的理性和善良。

当师父对他采取不理睬的态度，而鹤川又因爱自杀

后，邪魅的柏木的影响力发挥到了极致。柏木具有

超强的说服能力，极具煽动性的话语赢得了沟口由

衷的钦佩，他像一个引导者让沟口不断地释放着自

己的欲望。于是，师父破色戒的行为和柏木的“循

循善诱”，让沟口变得更加“疯狂”，逐渐背离了少年

的初心和父亲的期望，一步步的心理扭曲，在美丑反

转中走上了烧毁金阁的不归路。

（五）毁美而生的纵火者

在占有金阁的欲望驱使下，沟口最终上演了一

把火烧毁金阁的故事。在他占有金阁的追求由于住

持的漠视而陷入困境难以突围时，他的心理逐渐扭

曲变态。在此过程中，他看到了德高望重的住持破

戒的丑陋，看到了阳光善良的鹤川轻生的残酷，看到

了二战结束而金阁毁灭无望的现实，而他内心试图

消解金阁美的执念日盛，直至为了短暂占有金阁永

恒之美的私念沦为烧毁金阁的纵火犯。究其原因，

既有家庭方面的外部原因———母亲变卖了一切，没

有了父亲曾经住持过的寺庙，他除了当金阁寺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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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也有其主观上的原因———鹤川

“爱不得”苦闷自杀的事实，柏木描绘的俗世快乐的

诱惑，激发了他选择尽快融进现实的冲动，推着他追

随欲望的脚步走向毁灭。当金阁幻象一次又一次地

阻碍他融进现实、亲近女性时，沟口意识到自己已经

彻底被金阁“束缚”住了。为了摆脱令他郁闷至极

的“束缚”，沟口生出了烧毁象征美的实质的金阁的

念头，他要烧毁金阁来迎接自己崭新的未来。从某

种角度来看，“父亲话语构建的欲望和师父的期待

形成了挥之不去的无意识”，通过语言渗入沟口的

思想，致其纵火以求从束缚的人生中得到解脱［５］。

三、沟口形象的多重意蕴充分展示了“人物的

深刻”

（一）沟口形象的审美意蕴

小说以真实案件为基础，却不拘泥于历史事件

和人物本身的经验性真实，而是在历史的合理性、可

能性的限度之内，塑造了沟口这一人物形象。通过

对沟口心理变化的细腻描写，以物哀美学的旨趣，将

沟口放在二战时期日本军事、宗教、经济、教育、文化

的背景中来塑造。通过物人映衬叙事手法的妙用，

成功塑造了沟口这一具有典型性格的美学形象。作

家三岛由纪夫一直以其对人性欲望的深刻洞察而著

称，他的美学观念与创作实践与当时风行日本的物

哀美学相辉映。物哀文化强调悲与美的相通，沟口

这一审美形象融入了作家对美与存在、虚妄与真实、

悲剧与毁灭，以及美学与人生、精神与肉体乃至民族

前途与个人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凝聚了作者“惜生

崇死”的生死观，浓缩了作者毁灭美学的深切体验。

有评论认为，三岛由纪夫借用林养贤的经历，用沟口

替换现实中的林养贤，令沟口“他者化”，成为自己

的艺术与人生理念的实践者。从审美视角看，沟口

是一个被金阁的美深深吸引难以自拔的人，小说旨

在从美学角度来解释他火烧金阁寺的动机；探索他

从渴望美到被美所折磨，与美对抗，到“杀”美，通过

一步步推翻美而得到“重生”的心路历程［６］。王国

维在谈论诗词时曾讲，“一切景语皆情语”。沟口眼

中金阁的独特之美，也是蕴含着深沉情感的“景

美”。面对社会的异化、现实的丑陋，沟口期盼以艺

术和美来化解，直至烧毁金阁，在美的瞬间求得永恒

的静寂。作为战后文学代表作家，三岛由纪夫对中

世“物哀”美学中向死而生、视死如归之精神的继

承，使得他笔下的沟口更多地沉湎于对战争和死亡

的幻想，少有对战争的抗拒和憎恶的情绪。沟口醉

心于“毁灭”的形象，不仅是对二战后日本社会复杂

现实的真实写照，也是对日本青年在战争期间心理

扭曲、充满迷茫的心路历程的隐喻。

（二）沟口形象的历史意蕴

沟口不仅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审美形象，还

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人物”。“《金阁寺》不

仅是在美丑反转中呈现恶的辩证法的伦理小说，还

是表达作家个人的时代、历史之思的政治寓言。”［７］

小说虽然把对金阁的描写置于京都随时可能遭遇炮

火的历史背景中，却较少使用民族、国家视野的宏大

叙事，更多地通过沟口的眼睛对具体人物或者环境

的观察，以小见大地折射出日本当时的社会氛围和

民众心理。无论是“父亲与住持谈起军队和官僚一

味看重神社却轻视寺院”时的愤慨，还是“母亲、佛家

弟子和施主众人都立在（父亲）棺前哭泣”的场景，都

有着日本社会现实境况和传统习俗的影子。“以文学

见证历史，为历史作证，凭借的是想象和情感的力量，

其聚焦点是人，其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也是人。”［８］小说

把二战的影响作为沟口和青年伙伴的青春记忆书写

的同时，深入思考了引发战争并将日本青年置于惨无

人道的暴力情境中的群体自身所应承担的责任。值

得注意的是，作家将“青春羡慕”与军事人才培养的记

忆放在二战的宏大历史背景中加以观照，二战的炮火

不仅作为叙事背景，更作为决定着主人公沟口与金阁

关系走向的重要契机，成为二者“相爱相杀”的重要分

水岭。小说在讲述沟口对“金阁之美”的追逐转为对

“金阁之恶”的毁灭过程中，以伦理叙事的内在多质性

和物人映衬的微妙呼应性，表现了作家对文明的趋

向、人性的复杂走向所抱有的强烈兴趣，并展示了成

熟而出色的驾驭历史事实和人物心理的能力。

（三）沟口形象的哲学意蕴

沟口与金阁的物人映衬本质上是在探讨诱惑与

欲望的关系。题材来自真实事件的《金阁寺》，“因

为融入了作家对美与存在、虚妄与真实、悲剧与毁灭

的探讨，而使得金阁之火成了某种饱含隐喻的哲学

象征”［９］。由于受到日本传统的无常观念的影响，

沟口的遭遇充满了哲学悖论的意味：冷眼旁观他人

时表现得理性克制，自身行为却深受柏木的“非理

性”说辞影响；身处金阁时反而感觉距离金阁远了，

在情感上无法真正融入金阁寺；从小就一直幻想占

有金阁，却在试图和姑娘亲密时不断地受到金阁幻

象的困扰；努力谋取住持的关注，却在跟踪过程中遭

到被发现犯了色戒的住持的彻底抛弃。小说通过二

战特定历史情境下金阁寺特定环境中青年烧毁金阁

的特殊事件，在理解沟口烧毁金阁的反常行为的基

础上，通过诠释和还原沟口与金阁相爱相杀的内心

历程，探讨人的欲望和人性真相。通过探寻沟口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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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迷恋金阁、到极力想要摆脱金阁对他的束缚却

又处处受其困扰、最终毅然选择了火烧金阁寺的过

程中心理变态的缘由，获得超越真实案件的生命启

示和生活哲思。沟口从迷恋金阁到毁灭金阁的转变

过程，既是一个进城的日本青年在“他者意识”的影

响下不懈追求的奋斗过程，也是一个宗教信徒不断

抛弃品格和底线的堕落过程。跟随着柏木的引导，

追逐着内心的欲望，沟口尝试了许多俗世狂欢的事

情，并在疯狂追求占有金阁的过程中陷入了一种精

神困境，无法摆脱的“束缚”最终促使他踏上了烧毁

金阁的不归路。小说通过对人的细腻体察，以及人

和事、情和境的悉心观照，揭示了人物性格和心理的

内在有机性，使人物性格和命运在一个连续、完整的

叙述中得到了饱满、从容的表现。

四、《金阁寺》物人映衬双线并进的艺术特色

（一）物人映衬双线并进的具体表现

沟口随着时间和具体情境的变化不断成长，其

成长经历及其对“金阁”的态度转变构成了全书的

明暗双线。明线以时间的先后、地点的转换为顺序，

如父亲亡故、入寺为僧、攻读大学、同门交往、师徒反

目等；暗线以沟口对金阁态度的爱恨转换为顺序，如

开篇点金阁（远眺想像金阁）、父亲与金阁（临终托

孤金阁）、母亲与金阁（渴望占有金阁）、沟口与金阁

（迷恋金阁、火烧金阁）等。小说对金阁的描写被有

意地置于“显”的位置，对沟口“心路历程”的刻画则

被置于“隐”的位置，显隐相依，以显突隐，彼此映

照，在展现“金阁”多面形象的同时，也将沟口对金

阁的由爱生恨、相爱相杀的心路历程刻画得淋漓尽

致。在战火的威胁下，沟口对炮火来袭的渴望显然

是不合时宜、不健康的心理，作者极为耐心地细致描

述这种扭曲的心态，由此构成探寻沟口烧毁金阁心

理轨迹的重要一环。小说通过对金阁多面形象的生

动描写，不仅巧妙地与沟口成长的心路历程相互映

衬，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特定时代的特殊氛围。

（二）个人主线与多人发声的表现方式

金阁形象的多面性呈现，既源于心与物的交汇，

也缘于物与人的关系。金阁寺不仅是一个联系着沟

口和身边“重要他者”的“场域”，也是一个牵系着沟

口和身边“重要他者”关系走向的“地标”。小说围

绕沟口对金阁的疯狂迷恋和渴望占有展开，采用

“个人主线”与“多人发声”相结合的方式，将更多关

于物人关系的思考和想象融入沟口走近金阁的过

程。小说以助推或阻碍其占有金阁为标尺，将身边

“重要他者”大致划分为两类，如助推其亲近金阁的

是父亲，助推其占有金阁的是母亲，阻碍其占有金阁

的是师父，助推其远离金阁的是柏木。这些人的影

响形成合力，从根本上影响了沟口对金阁的态度，也

决定了沟口的生活态度和未来的命运。小说通过设

置对立性人物和矛盾冲突线索凸显人性之复杂，如

父亲源于宗教信仰的浸染，引导其萌生迷恋金阁之

美的执着；母亲缘于世俗烟火的熏染，催生其产生占

有金阁想法的狂热。由此可见，与沟口有或远或近、

或浅或深关系的相关人物的言辞，为沟口对金阁的

态度变换提供了互补性视角，展现了沟口身边“重

要他者”关于欲望、人性和道德的思考和想象。

（三）物的诱惑与人的欲望的双重视角

金阁与沟口的关系十分密切，两者的多面形象

之间蕴含着复杂微妙的关联。作者以物的诱惑和人

的欲望的双重视角，让金阁和沟口的多向度的形象

随着多个出场人物的登台亮相而渐次展示，物人映

衬的内在关联性也由此得到了更为丰富的揭示。沟

口在不幸的童年生活中承受了无尽的孤独，父亲的

多次讲述使得那时的他最向往金阁的美；母亲的到

来，点燃了他占有金阁寺的欲望之火；当他占有金阁

寺的欲望难以遏制时，却始终被师父的忽视所淹没。

为了能够继承住持占有金阁，懦弱的他多般讨好师

父，曾打破做人的底线脚踹孕妇而为师父送上香烟；

在柏木引导下试图放纵的他，却时常要遭受对抗金

阁伟岸形象的煎熬；当发现自己敬重的住持居然犯

了色戒时，几近疯狂的沟口选择了短暂逃离金阁寺。

在独自旅行中对人生有过一番深刻思考后，再次回

到金阁寺，他却发现寺庙里的生活早已没有了当初

的平静。在这里，沟口既是我们窥见人性的窗口，也

是窥见“重要他者”与人性矛盾纠缠的窗口。

综上所述，从沟口与金阁的关系来看，沟口这一

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审美和历史意蕴及深刻的哲学

意蕴。沟口与金阁物人映衬、遥相呼应的关系，形成

了小说双线并进的叙事特点———展现了沟口为占有

金阁寺所作出的各种努力，也揭示了他在金阁的

“诱惑”面前逐渐迷失自我的心路历程；既剖析了沟

口在与金阁若即若离中野蛮成长的烦恼，也探讨了

战争时期日本民众被异化和扭曲的人性，揭示了以丑

恶征服美的价值观的缘由。

参考文献：

［１］三岛由纪夫．金阁寺［Ｍ］．代珂，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２０１８．（以下未注明引文皆出自此处）

［２］傅修延．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物叙事与意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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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诗意现实主义的交汇与碰撞
———论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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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的一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作品中大量使用了西方文化符
号，将诗意现实主义同主人公的生活意境有机联系在一起，再现了日本都市青年在彷徨和苦闷中尚

存的浪漫主义自娱自乐生活精神。在这部后现代主义作品中，东西方诗意现实主义的交汇与碰撞，

让读者既体验到了西方文学的浪漫氛围，又看到了东方文化雕刻在青年一代身上的传统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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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一直倾向于认为，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
是受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影响而完成的，考证主要

来自对书中提到的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

盖茨比》进行的对比研究，认为他是美国后现代主

义文化的崇拜者，因为这部作品包含的美国文化元

素很多。然而，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这部作品的叙

事虽深受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但它在艺术

风格上同样受欧洲浪漫主义特别是德国诗意浪漫主

义（后来发展为诗意现实主义）的影响，这在作品中

很多地方都能观察到。在《挪威的森林》中，它们是

怎样共同影响村上春树的创作的？目前少见国内外

学者对此进行过讨论。

一

《挪威的森林》里，有四位男性人物，分别是渡

边、木月、“敢死队”和永泽；还有四位女性人物：直子、

绿子、玲子和初美，这些人物代表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日本不同个性的青年男女。虽说他们基本上都是在

校学生，但对生活的态度迥然不同，有的是把玩自我，

如渡边；有的是个性张扬，如绿子；有的玩世不恭，如

永泽；有的与世隔绝，极度封闭自己，如直子；而非学

生身份的玲子则是逆来顺受、服从天命的弱女子。小

说表面反映的是他们放任自我的生存意识，但深层却

是日本青年在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潮中的孤独和无助。

正因为渡边心中对此现状不满，有着挥之不去

的压抑感，使得他把大学看作只是消遣的场所，觉得

大学教育“毫无意义”，甚至把大学看作是“集训，训

练自己对无聊的忍耐力”［１］５８的地方。因此他不愿

随波逐流，而是极力在逃避现实中放逐自我。在生

活中，渡边一反日本传统社会道德，不断放纵自己，

他先后同他认为是贴心好友的几位女性都发生过性

关系，其中他所倾注的情感以直子为最多，但他并不

因此感到蒙羞。实际上，直子是他最亲密朋友木月

的女友，两人因一直摆脱不掉的孤独和抑郁缠身，最

后木月自杀在自家车库里，直子选择在精神疗养院

阿美寮深处的森林里上吊。直子身心的分离，也造

就了她性格的双重性，对于她来说，爱木月是一回

事，和渡边保持特殊关系则是另一回事。初美则结

婚两年后在德国自杀。整部小说是以近乎悲情但又

具有一定诗意的残局收尾。因为春上春树认为：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

存。”［１］２９他对生死观的这种反转理解，同西方神学

所宣扬的“天堂才是本质和永恒的，而生则是对于

死的短暂背离”这一信条恰好是矛盾的，因为诗意

现实主义文学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本质不同在

于，前者恰恰是对未来生活抱着希望。小说结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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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患病在阿美寮治疗八年的玲子最终战胜抑郁，

走出这家精神疗养院，重新回归社会，就说明了这一

点。

二

《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在南欧希腊的米克

若斯岛和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动笔的，一年后封笔于

罗马。之前他曾写过《海边的卡夫卡》，涉及的也是

在现实中对生死自然法则的感悟。谈及《挪威的森

林》，他说：“至于远离日本对（创作）这部小说有何

影响，我无法判断。既似乎觉得有某种影响，又似乎

无任何影响。”［１］３５９实际上，熟悉欧洲文学题材的人

几乎都能看得出来，除去宗教隐喻和教诲，这部小说

受德国诗意浪漫主义及诗意现实主义影响的痕迹很

重，是东西方诗意现实主义文学的混合体。在这部

小说中，作者对田园情结的描写，可以说很多地方同

１９世纪德国诗意现实主义代表作家施笃姆的作品
相似。例如，他回忆１８年前和直子相识后，在草地上
两人散步时的意境：“连日温馨的霏霏细雨，将夏日的

尘埃冲洗无余。片片山坡叠青泻翠，抽穗的芒草在十

月金风的吹拂下蜿蜒起伏，逶迤的薄云紧贴仿佛冻僵

的湛蓝的天壁。”［１］２之后的一年五月中旬，他在四谷

车站和直子下车步行前往城里时，对天气的观察：“低

垂的阴沉沉的雨云，也似乎被南来风一扫而光似无影

无踪了，鲜绿鲜绿的樱树叶随风摇曳，在阳光下闪闪

烁烁，太阳光已透出初夏的气息。”［１］２０

再看施笃姆的作品《茵梦湖》，主人公莱茵哈德

去探望青梅竹马的恋人伊丽莎白时，对湖岸周边环

境的描述：“坡前长着一些树梢差点跟坡顶一般高

的百年老橡树，越过树梢再往前看，便是一片豁然开

朗的天地。脚下远远地躺着一片湖水，宁静、湛蓝，

四周几乎全让阳光朗照的绿树包围着。树林只在一

个地方留着豁口，展现出背后远远的一带青

山。”［２］２３这样的诗意描写是对伊丽莎白阳光、文静、

性格温柔的陪衬。在施笃姆的《白衣骑士》中，他则

将自然景色点缀入主人公霍克和艾尔凯日常生活的

浪漫之中，“夜空中繁星闪烁，沼泽地里一派宁静。

从东方刮来的阵阵夜风，仍夹带着料峭寒意。可两

人慢慢走着……仿佛春天突然已经来临”［２］３１７。

“这些富有诗情的田园景色描写和对人心理的刻画

犹如纯净的甘泉，会不知不觉渗入读者的心田中，跟

着他们进入主人公所在的时空。”［３］１７８

诗意现实主义的特征是什么？按照德国文艺理

论家的观点，不是去探究人性变异的原因，而是尽力

发掘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因为“即使在极其贫乏的

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一个个富于诗意的瞬间，作家

就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瞬间上，从而再现平庸

社会现象中某个诗意的方面”［２］１。在这种创作理念

影响下，村上春树对其笔下的田园意境和人物心理也

进行了大量诗化处理，甚至不少悲情的场面也用诗的

语言进行描述，如渡边前往阿美寮探视生病的直子

时，看到里面的“杉树简直像原始森林一般拔地而起，

遮天蔽日，将万物笼罩在幽暗的阴影之中”［１］１１３。这

种描述，既展现了直子在阴暗环境中孤单无助的自我

救赎，又从侧面暗示了渡边精神上的压抑。

追溯德国诗意浪漫主义的源头，和德国早期浪

漫主义文学分不开。早期浪漫主义喜欢涉猎“幻

想、伤感和渴望的题材”［４］１６５，创作主旨在于赞美与

世隔绝的宁静和夜生活。被称为“死亡诗人”诺瓦

利斯的超验作品《夜之颂》和蒂克的童话《金发艾克

贝尔特》都是这方面的名作。但这种远离社会现

实、寻求世外桃源、盼望回归中世纪的潮流，到了１９
世纪中后期，随着德国工业化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加

剧，逐步走向了末路，取而代之的是浪漫主义作家不

再把对生活的观察凝聚在幻想、伤感及夜的题材上，

封闭在狭小的空间内沉思，而是纷纷走出去接近生

活。他们热衷于到乡下采集民谣，搜集民间故事，观

察和体验普通人生活，回归自然，借以慰藉自己空虚

的心灵。这种新潮流，后来被称为诗意现实主义。

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很多地方采

用了相似于施笃姆的诗意表达手法。在选择描写对

象时，他没有将目光放在循规蹈矩的青年人身上，也

没有放在社会主流价值观上，更没有把描写对象锁

定在有社会影响力的阶层和大人物身上，而是把目

光定格在都市的四对年轻小人物平凡的生活上。即

使渡边和直子看似非正常的情爱交往，村上也在极

力把其中的诗意场景挖掘出来呈现给读者，运用抒

情方式来释放自己对往事的眷恋之情。从这个角度

来讲，把这部小说称之为东方的悲情诗意现实主义

小说，一点也不为过。

三

《挪威的森林》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却有着

极大的文化含量，西方文化与日本文化大量并存、相

互混杂是这部小说最显著的特征”［５］１２１。除去诗意

抒情外，小说表现了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文化潮
流冲击的背景。那一代青年反战、任性、无所顾忌，

同时生活也很颓废。除此之外，主人公渡边既受西

欧青年反对越战思潮的影响，也深受西方性解放运

动的冲击，使得他身上带有不少既反传统又反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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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人格特征，强调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

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日本融合西方文化的一部分。

因都是同龄人，又具有相同价值观，主人公渡边

陷入几个年轻人之间混乱的性关系不足为奇，在他

看来这些行为是极其自然的。这种对性伙伴不专一

的态度，从表面看同那一代西方同龄人的行为颇为

相像，但仔细观察，还是有某些区别的。西方性解放

运动赋予了青年人自由选择非婚姻关系性爱伴侣的

权利，但一般很少存在几个朋友共选一个性伙伴的

现象，而他们之间却不忌讳这一点，有着各种道貌岸

然的说辞去粉饰自己。

混乱的性爱关系固然是深受西方性自由和性解

放的影响，但从几个女性心灵深处复杂的感受中多少

还是能看出些日本妇女在现实社会中地位依然低下

的影子，初美在德国割腕自杀就多少反映了她内心对

这种现实的不满。日本学者山根由美惠甚至认为，渡

边同直子、绿子的三角性关系，也是直子自杀的原因

之一，是他对绿子的爱将直子逼到了自杀的境地，成

了原罪。性解放在欧美国家民众眼里也许是正常的，

被认为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的思维从愚钝到理性

的发展过程中，打破传统思想禁锢所必然出现的现

象。但在重视礼义廉耻的东方儒教文化圈的日本社

会发生这种事，却多少让人感到意外。因此村上春树

在描写这几个人的混乱关系时，并没有把它视作淫乱，

而是极力从背后挖掘那些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因素。

四

在《挪威的森林》中，渡边并没有去追逐豪华奢

侈的生活，他的日常生活费用基本上靠打工挣来，过

的是一种随遇而安且又自我放纵的日子，他追求的

是自我精神解放和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渡边既有

脱离社会的一面，把自己禁锢在一个很小的人事圈

子内，同时又有紧紧拥抱社会的一面，如按时完成学

校布置的作业，准点去上课，遵纪守法。即便他和几

位女性朋友关系相处比较随意，但基本上还是建立

在已经发展起来的相互好感基础上。这种二元悖论

造就了渡边的双重人格，他一方面追求音乐，喜爱文

学，研究自己所喜欢的学问如西方戏剧史和德语等，

在大众面前显示出时尚青年的形象；另一方面，他身

上又有特定的反社会特质，如对学校升旗时的态度。

原本奏国歌、升国旗仪式在各国都十分庄重，国旗在

国歌奏响那一刻起顺着旗杆徐徐上升，代表了国家

主权尊严和荣耀，而在他眼里学校升旗时国旗却是

“一蹿一蹿地向上爬去”［１］１４。但这样“故弄玄虚的

升旗仪式也并非毫无用处”［１］１７，因为《君之代》国歌

声可以代替闹钟，唤醒他的室友“敢死队”从沉睡中

按时醒来，在他看来，严肃的升旗和奏国歌仪式的作

用大体也就如此了。他这样看待学校的升旗仪式，

固然心中有反战思想，但玩世不恭的态度也显而易

见。而永泽一方面在语言和衣着上都有着令人赞叹

的高贵气质，一方面又是个无可救药的世间俗物，他

那颗心同时又在阴暗的泥沼中孤独地挣扎。他们身

上表现出的这种反传统、反社会倾向，也可以说是对

现代主流社会的背叛，反映的是日本社会进入了后现

代主义时期青年人理想的缺失、内心的迷惘和处世的

孤独，这一点也同欧美以及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青年

人在后现代主义时期的思想状况大体是相同的。

从严格意义上讲，日本文化自明治维新开始已在

逐步脱离儒学文化圈，到了现代这一过程被加速，如

汉字使用数量的不断减少，大量欧美国家外来语源源

不断地被借入日本语言中。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可以

说除了礼仪文化外，在许多方面日本基本上已摆脱了

儒学文化的影响，尽管老一代人身上还保存着传统文

化的影子。因此，日本青年人对生活的认知和行为，也

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青年相比有了很

大的区别，他们更早地进入了后现代主义时期。

五

《挪威的森林》中，几个年轻人对物质生活基本

上没有什么抱怨和过高要求，他们所抱怨的只是社

会不重视他们，把他们看作另类，如校方请来平息学

潮的机动队就一直对木月没有什么好印象，从而也

激起他对社会更加反叛的心理，以至于他自杀身亡

后，并没引起警察过多关注，只是前来简单查看一下

现场了事。那么，生活中美的标准是什么？车尔尼

雪夫斯基在《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中讲：“任何

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

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６］６换句话可以这样解

读，人世百态中凡符合自己愿望的生活就具有美的

特定含义，“这同黑格尔‘美的概念’只是绝对精神

活动的结果这一唯心主义观点恰恰相反”［７］７８。

小说中的几个年轻人，在已经富裕起来的日本社

会中很好地生存是没有问题的，他们随便找一个要求

技能不高的工作便可以做到衣食无忧。依托着现代

社会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他们在享受现代化生活的

同时，也在追求着自我精神的解放，对这种生活方式

他们是感到满意的，尽管其中精神快乐是以自我封

闭、自我陶醉和反传统的消极形式表现出来的，也乐此

不疲，他们认为的生活之美也许就在于此。

但是，这里不得不补充一句，渡边和身边的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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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之所以对生活采取这样一种逃离社会的消极

态度，家庭关爱的缺失也是一个重要诱因。小说中

真正出现的学生家长只有绿子的父亲，而且还是躺

在医院病房里奄奄一息，无法与人正常交流。直子

虽说还有一个姐姐在世，但也是抑郁症患者。永泽

的父亲倒是位正常人，并且非常富有，拥有一家医

院，但并不怎么关心儿子的成长，也只是把他往私立

大学一送了事，从不来看望他。这后两者的身影都

没怎么在作品中现身，而是被作者轻描淡写一笔带

过了。永泽脱离社会，缺乏家庭关爱的游戏人生，在

外人看来是消极的，不健康的，甚至是堕落的，但在

他的眼里，却符合那一时代的生活潮流，达到了他所

追求的否定自我、到达彼岸的精神解放目标。人活

着追求享乐，是他奉行的行为准则，因为在他看来，

其中也包含了美的内涵。

六

《挪威的森林》的叙事，处处表现着对日本传统

小说文本的叛逆，大量采用抒情的表达方式，这同施

笃姆的诗意现实主义作品描写极为相仿。叙事采用

倒叙手法，内容按照时间节点顺序展开，不太强求文

体篇章布局和句子规范。书中故事情节简单，语言

简洁而明快，很少有晦涩难懂之处，读起来不让人感

到压抑。特别是作者对自然的审美情趣和施笃姆作

品有相似之处，有让读者在黑暗中突然看见了明媚

阳光的感觉。

村上春树创作这部小说的思路是什么？他接受

采访时说，一是“用彻底写实主义文体进行创作”，

主要体现在几个年轻人的交往细节上，特别是用私

人之间聊天、唱歌、打电话和性爱的直白描写等方式

诉说自己的苦闷，并试图用自我救赎的方式解脱自

己；二是“彻底直面性和死亡的本质”，写出后现代

社会的青年人内心对性爱观念和死亡的认识，不必

再对此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三是弥补《且听

风吟》这部作品在描写情爱情节时，因“过于羞涩的

表达而造成的缺憾”。

《挪威的森林》描写的虽说只是几个年轻人普

通的都市世俗生活，但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点滴生

活小事中，作者暗示了日本社会存在的问题，并用细

腻的笔调将青年人对生活认知的心理轨迹表现出

来。尽管故事结局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但村上春树

用诗意手法又表现得不那么悲怆，这是读者容易接

受的。施笃姆早期的作品都在回避当时的社会矛

盾，只突出平常生活中某个富有诗意的瞬间，因此他

的作品多以家庭、乡村青年人情感为题材，缺乏现实

主义的批判力度，曾被评为“带有毕德麦耶派的特

征，没有摆脱多愁善感的宿命论和情感宣泄的影

响”［８］２１５。直到后期他的作品才改变了这一倾向，用

现实主义的批判目光审视当时德国社会的矛盾。这

一转变在《白衣骑士》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如他描写

与飓风代表的保守势力搏斗的场景，“唯有一道高

过一道的浪峰，一条深似一条的波谷，争先恐后，前

推后拥，向着夜空叫嚣，向着陆地猛冲！浪峰的尖头

戴着白色的王冠，身体发出千百种怪声，恰似世间的

野兽全在一起齐声嗥叫”［２］３７０，这里浪峰尖头上的白

色王冠代表着当时社会的保守势力，而那些千奇百

怪的嗥叫声则是旧势力的代表。

《挪威的森林》的语言风格与《茵梦湖》有相似

之处，叙事又类似《白马骑士》，既具有大量诗意浪

漫主义氛围，又有现实主义批判特征。虽然它以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坐标，寻找隐藏于表面经济繁荣

之下的日本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引起的社会矛盾最

终导致了直子、木月和初美相继厌世自杀，对中国今

天的青年人遇到此类问题时如何解决，也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同时，这部小说中呈现的自然生态和生

活细节美结合的诗意文体，又给读者带来了阅读上

的清新感受，因此也可以将它视作诗意悲情现实主

义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再现。

需要提及的是，《挪威的森林》大量使用西方文

化符号，如渡边爱听西方音乐，喜欢阅读西方文学作

品，学习西方文学理论课程，日常生活喜欢照搬西方

人的模式等，这些西方元素反映出日本年轻一代的

精神追求，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创造了土壤，如学者王

向远所分析的那样：“除了有日本社会自身的发展

逻辑外，战后美国后现代文化的大量输入和影响也

是日本后现代主义文学形成的必要条件。”［９］如果

说美国文化为这部作品提供的是后现代主义生活元

素，那么德国诗意现实主义提供的却是大量描写元

素，村上春树将二者融合而成的这部独特小说文本，

为东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新的营养成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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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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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２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实证研究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全方位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于缩

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全面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收入差距；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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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综述
居民收入分配问题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

人民生活质量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针对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影响因素，国内学者从不同视

角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研究表明，影响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的因素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经济发展和经济

结构；二是制度或体制变革；三是政府政策（李实

等，１９９９）［１］。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因素
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源，加速二元经济向

现代经济转换能有效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政府可

以通过财政政策充分发挥收入再分配调节作用（赵

人伟等，１９９７）［２］。从长期来看，缩小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很大程度上依然需要经济发展带来的就业扩大

和收入增加（王小鲁等，２００５）［３］。经济高质量发
展，产业结构升级能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

是不同区域效果有差异。因不同区域资源禀赋不

同，产业结构也不同，政府通过统筹区域产业结构升

级优化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徐敏等，

２０１５）［４］。城镇化的发展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郭军华（２００９）［５］分析认

为城市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取决于居

民收入差距水平，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较低时，

加速城市化可以有效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

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较高时，城市化将会拉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呈现“倒Ｕ形”关系，城镇化水平达到４９．２６％—
５４．１２％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缩小趋势（穆怀
中等，２０１６）［６］。对外开放促进了劳动力流动，影响
了收入分配，拉大了城市高端和中端收入群体的收

入差距，同时也带来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对外开

放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本身

不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但是在市场化

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制度不健全、政府行为不规范

和腐败导致的资源分配扭曲，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

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韩军等，２０１５）［７］。随着我国
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对外开放拉大了地区和行业

之间的收入差距，但这种拉大居民收入差距只是相

对的。由于对外开放对不同区域和行业收入的推动

作用的程度存在差异，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

扩大了（鲁晓东，２００７）［８］。财政支出有减少城乡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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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的作用，但作用并没有

达到理想的效果。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即使财政投

入总量增加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未缩小，但财政

对于农业投入以及科教文卫支出有效地缩小了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政府的财政支出倾向从偏向经济增

长回归到偏向民生上来，国家提供的面向全民的较

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能有效地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扩大问题。转移支付是政府政策对低收入人群进行

直接收入补偿改善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近年来政

府加大了转移支付的力度，但却未能在缩小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方面起到预期的效果（李实等，２０１８；岳
希明等，２０２０）［１，９］。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从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财政支出、转移支付支出、收

入差距测算等多个角度研究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

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再分配过程的重要工具，

是缓解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形式，步

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有了较

大的发展，但是按照中国式现代理念中共同富裕的

标准，仍需大力解决城乡间、地区间和行业间享受的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差异。从作用机制来

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居民收入差距有间接

和直接作用，有不少学者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角

度讨论了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路径。随着

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人力资本已超过物质资本成为

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高春亮等（２０２２）［１０］从人力
资本的视角间接分析了公共服务供给与地区间收入

差距的关系，认为公共服务供给对促进人力资本的

提升具有关键作用，在人力资本对人均ＧＤＰ贡献不
断增大的背景下，地区间收入差距会因公共服务供

给水平差异而更加明显。综合多种基本公共服务供

给，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研

究其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直接关系，发现基本公

共服务供给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

重要原因（刘乐山等，２００５；刘渝琳等，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张子贤和孙伯驰（２０２２）［１３］则从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的角度研究了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

表明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能够显著抑制城乡收

入差距，农村劳动力流动、职业培训的发展、防灾治

理能力的提升是其中重要的中介机制。另有学者研

究了公共服务差距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李丹、

裴育（２０１９）［１４］从城乡教育差距、医疗卫生差距和社
会保障服务差距三个维度分析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差

距的扩大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

总体而言，现有文献从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等

方面分析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并将基本公

共服务作为切入点之一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研究了其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但在基本公共服务评

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水平测算、基本公共服务对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异质性及传导机制分析等方面

相对欠缺。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理

论分析，并基于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
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主要基于以下方面：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居民的

刚性生活成本，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缩小收

入差距。从内容来看，基本公共服务涵盖了基础教

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文化、生态环境等居民

生活的基础需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意味着

各项公共服务供给充足度的增加，能够有效降低居

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

方面的刚性生活支出，并能够为居民提供免费或低

价格的公共文化及生态环境资源，使得居民以较低

的生活成本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进而提高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能够为地区提供

更加优质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资源，为

地区人才培养与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从而改

善地区整体人力资本水平，带动收入差距的缩小。

从提高收入能力的视角来看，公共教育服务能够为

中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加普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从

而提高其知识水平与综合能力，带动人力资本的形

成与积累，进而提升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

距；医疗卫生服务能够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减少居民

因疾病影响而减少的工作机会和时间，增加居民

“可能工作”时间，提高收入能力和水平；从文化与

收入差距的关系来看，文化会对人的思维模式、认知

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一是对劳动者“勤劳致富”

“勇于创新”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二是对中高收入群

体“义利观”的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负相关，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方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假设２：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仅会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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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能够影响地方城镇化水平和人

力资本水平，进而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模型设定

１．固定效应模型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为考察基本公共服务供

给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结合已有研究并根据本

文的研究目的，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Ｇｉｎｉｉｔ＝α０＋α１ＢＰＳｉｔ＋α２Ｘｉｔ＋λｉ＋ｙｅｒａｔ＋εｉｔ（１）
其中，Ｇｉｎｉｉｔ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本文的被

解释变量；ＢＰＳｉｔ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是本文
的核心解释变量；Ｘｉｔ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
展水平、产业高级化、对外开放水平、财政支出水平

及人口老龄化水平，α０，α１，α２，为待估参数。通过豪
斯曼检验，结果显示 Ｐｒｏｂ．＝０．００００（＜０．０１），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而将模型设定为
固定效应模型，λｉ和 ｙｅａｒｔ分别为省份与年份固定
效应，以消除未观测到的省份与时间因素对实证结

果的影响，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反映了居民平均

收入与期望收入的偏离程度，能够客观地反映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等情况，是国际上公认的反映收入差

距的权威指标。在我国的各省份统计年鉴中，提供

了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组数据，为此，可根据洛伦

兹曲线中不平等面积与完全不平等面积的比值计算

出基尼系数，计算公式为：

Ｇ＝１－ １ＰＷ∑
Ｎ

ｉ＝１
（Ｗｉ－１＋Ｗｉ）×Ｐｉ

其中，Ｐ为总人口，Ｗ为总收入，Ｐｉ为累积到第ｉ
组人口，Ｗｉ为累积到第ｉ组收入。

计算出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后，可借鉴

Ｓｕｎｄｒｕｍ（１９９０）的“分组加权法”计算全国的基尼
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Ｇ＝Ｐ２ｃ
ｕｃ
ｕＧｃ＋Ｐ

２
ｒ
ｕｒ
ｕＧｒ＋ＰｃＰｒ

ｕｃ－ｕｒ
ｕ

其中，Ｇｃ为城镇基尼系数，Ｇｒ为农村基尼系数，
Ｐｃ为城镇人口比重，Ｐｒ为农村人口比重，ｕｃ为城镇
居民可支配收入，ｕｒ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ｕ为全
国居民可支配收入。

２．核心解释变量
（１）指标体系构建
从概念和范围来看，对基本公共服务的界定大

多基于满足人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包括教育、

文化、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方面的

基本需求。基于《“十四五”规划》及扎实推进共同

富裕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出的新要求，结合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２０２１年版）》的具体内
容，本文主要基于代表性、综合性、可得性、可比性的

原则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评价的指标体系，由于

受相关数据可得性、连续性的限制，指标选择仍不尽

全面，但以求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反映我国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的基本情况。参考现有相关文件精神及研

究文献，本文主要将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界定为基

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文化、生态环境五

个维度，参考姜晓萍、康健（２０２０）［１５］、董艳玲、李华
（２０２２）［１６］等人的细化指标选择方式，共选定１６项
三级指标，具体如表１所示。本研究借鉴现有研究
的做法，将熵权法运用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

测算与评价中。

表１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观测

数
功效

基本

公共

服务

供给

水平

基础

教育

普通小学生师比 ％ ５１０负向
普通初中生师比 ％ ５１０负向
普通高中生师比 ％ ５１０负向

医疗

卫生

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５１０正向
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数 个 ５１０正向

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数 人 ５１０正向
人均农村医疗保健支出 元 ５１０正向

公共

文化

人均图书馆图书藏量 册 ５１０正向
每万人博物馆机构数 个 ５１０正向
每万人艺术表演团体数 个 ５１０正向

社会

保障

每万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万人 ５１０正向
每万人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万人 ５１０正向

每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万人 ５１０正向

生态

环境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公顷 ５１０正向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千吨／日 ５１０正向

污水日处理能力
百万

立方米
５１０正向

　　３．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ｌｎｐｇｄｐ），经济发展能够扩大就

业、增加劳动者收入，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基

础条件。为有效控制异方差的影响，本文选取平减

后（以２００４年为基期）各地区实际人均ＧＤＰ衡量经
济发展水平，并对其做对数处理；产业结构高级化水

平（ａｄｖａｎｃｅ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则表明产业高级
化水平越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般包含产业结构

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方面。本文以钱纳里

标准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以第二产业产值对

第三产业产值的比率衡量。以霍夫曼比例衡量产业

结构高度化程度，用轻工业产值对重工业产值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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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衡量。本文中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是赋予产业结

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指标以相同的权重，

该指标值越小，则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和高度化程

度越大，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了，则产业结构高级

化水平越高（穆怀中等，２０１６）［６］。对外开放水平
（ｏｐｅｎ），由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上具有比较
优势，贸易开放有利于出口更多劳动密集型产品，进

口更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的增加最终促

使要素价格均等化，从而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此外，对外开放引入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
外资企业支付的高工资使技术工人工资提高，从而

扩大了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进口更多资

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同时引入更多的外资，就会促

进技术进步。本文选取进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的比重
（贸易依存度）来反映对外开放水平；财政支出水平

（ｆｅ），本文采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 ＧＤＰ之比衡量
财政支出水平，比值越大，表明财政支出水平越高；

人口老龄化水平（ｏｌｄ），本文以老年人口抚养比衡量
人口老龄化水平。

本文以我国２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
样本，在数据可得与可比的基础上，为能从更长时

期考察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最终效果及变动

趋势，此处将研究样本期选取为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
所用统计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

育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健康

统计年鉴》，极个别缺失数据用线性差值法补齐。

由于西藏自治区、山东省和吉林省数据缺失较为

严重，为避免因数据缺失对实证结果可能造成的

不良影响，本研究在省级样本中将其剔除，最终获

得４７６个观测值，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
表２所示。

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Ｇｉｎｉ ４７６ ０．３８９ ０．０４８ ０．２６３ ０．４９９
ＢＰＳ ４７６ ０．２３３ ０．１１２ ０．０１６ ０．５９９
ｌｎｐｇｄｐ ４７６ １０．１８７ ０．６４６ ８．３６６ １１．７０１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４７６ １．０９１ ０．６３１ ０．４９４ ５．３１
ｏｐｅｎ ４７６ ０．３１８ ０．３７８ ０．００８ １．７１２
ｅｄｕ ４７６ ８．９５２ １．２０５ ６．３７８ １４．１８５
ｆｅ ４７６ ０．２２５ ０．０９９ ０．０８７ ０．６４３
ｏｌｄ ４７６ ０．１３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６ ０．２５

　　四、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前文的变量选择及模型构建，本部分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ＦＥ）检验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对收
入差距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首先，

本文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这一核心解释变量对基尼

系数进行单独回归，再逐步引入各个控制变量，以便

于考察加入控制变量后基本公共服务对基尼系数影

响的系数变化，同时有助于验证实证模型结果的稳

健性。从模型（１）可以看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
平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回
归系数为－０．０９９，模型（２）到模型（７）依次将经济
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城镇化率等控制变

量逐一引入回归模型中，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

基尼系数的影响依然显著，且系数始终保持为负，表

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

平越高，基尼系数越低，说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的提高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与于井

远（２０２１）［１７］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有效验证了前文
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其中可能的经济学解释

为：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

改善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降低低

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刚性生活成

本，使其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对提升，有利于缩小居民

可支配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的提高意味着基础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供给的改

善，而基础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的改善能够为低收入

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受教育机会，改善人力资本水平，

拓宽低收入群体的就业面，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就业

能力及收入水平。

从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在未加入财政

支出水平和老龄化水平两个变量前，经济增长水平

对基尼系数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经济增

长水平的提升，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加入该两个变

量后，经济增长水平对基尼系数的影响不再显著；产

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对基尼系数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

响，影响系数为０．００９，说明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高
级化拉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的原因在于

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淘汰部分落后产业和产能

的同时，增加了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劳动力需求，

使得部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群体就业难度增

加，同时加剧了低收入群体劳动力之间的就业竞争，

从而不利于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对基尼系数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

０．０２４，说明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拉大了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与宋晓东和陈能军（２０１７）［１８］等人的研究结
论一致。可能的原因在于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意味

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而现阶段我国外贸行业更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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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城镇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城镇发展，因而有利于

提高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则

会逐步拉大；财政支出水平对基尼系数产生了显著

的负向影响，影响系数为 －０．０５６，说明政府财政支
出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

周力和张宁（２０２１）［１９］的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其中
可能的原因在于为矫正初次分配下城乡收入不平等

的现实问题，政府通过扩大财政支出用于改善农村

居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提升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水平，有利于增加农村

居民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从而缩小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人口老龄化对基尼系数产生了显著

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 －０．０９２，即人口老龄化程
度的加深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与宋佳

莹等（２０２２）［２０］的研究结论一致。其中可能的原因
是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加重社会赡养负担，使

得部分在外务工的农村劳动力需返乡赡养老人。此

外，人口老龄化会使得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

重有所下降，不利于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升，拉

大了居民收入差距。

表３　基准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变量

Ｇｉｎｉ Ｇｉｎｉ Ｇｉｎｉ Ｇｉｎｉ Ｇｉｎｉ Ｇｉｎｉ Ｇｉｎｉ
ＢＰＳ ０．０９９ －０．０４０ ０．０７５ －０．０５１ －０．０６８ －０．０７８ －０．０８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ｏｐｅｎ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ｅｄ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ｆｅ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ｏｌｄ ０．０８３

（０．０３７）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７６ ４７６ ４７６ ４７６ ４７６ ４７６ ４７６
Ｒ２ ０．９１９ ０．９２１ ０．９２３ ０．９２５ ０．９２６ ０．９２７ ０．９２８

　　注：、、分别表示在显著水平１％、５％、１０％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前文通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省级面板数据

进行了实证检验，控制了个体差异对回归结果产

生的影响，并通过逐步引入控制变量的方式控制

了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估计结果偏误。为进一步

检验回归结果的可靠性，避免因特定变量选择导

致的估计偏误，本部分通过缩减样本量的方式进

行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直辖市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府治理

能力、产业结构、政策优惠等方面存在的显著优势，

此处采取剔除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及重庆市的估

计策略，进一步增强样本间的可比性。在此基础上，

再次通过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为节省篇幅，后

文将不对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进行展示。如表４所
示，剔除直辖市样本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基

尼系数的影响在５％水平下显著为负，影响系数为
－０．０９０，核心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与前文保持一
致，再次印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有效性。

表４　剔除直辖市后的回归结果

变量 Ｇｉｎｉ
ＢＰＳ －０．０９０

（０．０３２）
控制变量 是

固定效应 是

观测值 ４０８
Ｒ２ ０．８７５

　　（三）内生性检验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并引入相关控制变量，通过

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了地区及时间效应，以求排除部

分内生性问题。为进一步排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

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

系，参考王智波、李长洪（２０１５）［２１］的研究方法，此处
通过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滞后二期作为工具

变量，采取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对基准回归结
果进行检验。表５第（１）列报告了工具变量第一阶
段回归结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二阶滞后项

系数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第（２）列中工具
变量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采用工具变量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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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与

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了高度一致性。由此可见，在控

制潜在内生性后，本文的估计结果是可信的。

表５　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

（１） （２）
第一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变量 ＢＰＳ Ｇｉｎｉ
Ｌ２．ＢＰＳ ０．７９０

（０．０３５）
ＢＰＳ －０．０９９

（０．０２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４２０ ４２０
Ｒ２ ０．９８ ０．７２７

　　五、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步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研究基本

公共服务供给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利用我

国省级面板数据深入考察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及影响机制。主要结论

有：第一，从整体来看，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的提升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结论

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基本公共服

务供给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地方经济

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人口密度、金融发展水平的

不同而存在异质性；第三，基本公共服务不仅会直接

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会通过影响城镇化水平、

人力资本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间接影响。

（二）政策建议

第一，全方位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积极推进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生产

生活条件、拓宽其增收致富渠道。一方面，健全公共

财政体制，建立财政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长效保障机

制，并适度加大财政资源对贫困地区及农村的倾斜

力度。另一方面，推动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发

展。优化区域间、城乡间教育资源配置，提升义务教

育发展质量及均衡性，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通过教育

全面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完善社会保

障体系，推进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省级统筹并不断

扩大覆盖面，强化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效力。加大

欠发达地区的医疗卫生队伍建设，优化医疗卫生资

源配置，在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等问题的同时，保障

低收入群体可行能力的提升。注重农村、贫困地区

的文化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为促进低收入群体增

收致富创造良好的文化及自然环境。

第二，促进共同富裕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要着

力提升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能力，推动区域、

城乡协调发展，为优化基本公共服务、缩小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提供物质基础。基本公共服务对缩小东部

沿海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

用，而在中西部地区尚未发挥明显作用。因而，应加

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帮助欠发达

地区发展优势产业，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水平，

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升当地居民整体收入

水平，缩小收入差距。与此同时，加大普惠金融建设

力度，提升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机构及金融服务的

覆盖率及普及率，并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普惠金融服

务中，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融资的可得性与便利性，

以金融发展水平的改善架起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收入

提升的桥梁，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第三，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根据前文

分析，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不仅会直接促进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的缩小，还是基本公共服务调节收入差距

的重要机制。虽然当前我国城镇化水平已达６５％
左右，但总体而言，仍存在农业转移人口权益保障不

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乡村生产生活条件改

善不到位等问题。因而，应着力提升城镇化质量。

一方面，增强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同步性，

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权益，提升城市

治理水平和效率；另一方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除

特大型城市外，逐步放宽城市落户限制，为农业转移

人口提供公平的落户机会。此外，多渠道、多层面解

决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问

题，降低其刚性生活成本，提高其可支配收入水平。

第四，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广大农村人口

提供更优质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一是立足于当地发

展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当地特色乡镇产业。不断

提高农村就业人群的职业技术水平，以获得更高的

劳动收入，提升农民的劳动技能，切实提高农民收

入。二是持续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我国农民的收入

结构中，财产性收入占比非常少。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农民没有从土地上获得直接收益。通过推进土地

制度改革，让农民切实从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中获

得收益，有助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增加农民

的直接收入，从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三是持

续增强对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农村教育

质量，提升农民受教育水平，增强农民的人力资本是

提高农民收入最有效且长期可持续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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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ｅｇａ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ｆａ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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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代理成本视角下
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基于科创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夏婷婷１，杨卓儒２，蔡新怡３，赵　毅１

（１．河北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天津 ３００４０１；２．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伦敦 ＷＣ１Ｅ６ＢＴ；３．南开大学 金融学院，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３－１２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青年拔尖人才项目“激励创新资本支持雄安新区科技自立自强的长效机制研究”

（ＢＪＳ２０２３０３３）；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河北省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机制建设研究”（ＨＢ１９ＺＤ０３）
作者简介：夏婷婷（１９９３—），女，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风险投资与创新管理；杨卓儒（１９９８—），男，黑

龙江哈尔滨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金融；赵毅（１９８７—），男，甘肃安西人，博士，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
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风险投资与创新管理。

通信作者：赵毅，Ｅｍａｉｌ：８６０１４７２１６＠ｑｑ．ｃｏｍ

摘　要：基于科创板上市公司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２年数据，揭示并实证检验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
投入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１）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２）第一类代理
成本对分析师关注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且对低融资约束型企业的负向调节作用

更强；（３）第二类代理成本在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具有中介效应，且对于掏空能力弱的
企业的中介效应高于掏空能力强的企业的中介效应。研究成果对完善分析师队伍、提高研发投入、

加强公司内外部治理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分析师关注；研发投入；代理成本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６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３４－０９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

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

的主体地位，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增强企业创新

的有力保证，尤其是针对我国科技创新型企业而言，

研发投入决策制定实施直接关系到其成败。如何加

大企业研发投入，也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分析师作为衔接企业内外部沟通的桥梁，不可

否认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影响。然而对于分析师

关注能否有效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学者们各持己见。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师能够通过发布分析报

告架构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桥梁，进而缓解企业研

发创新面临的严重信息不对称问题。基于委托代理

理论，分析师通过激励、监督双渠道降低代理冲突，

进而增加企业人财物上的研发投入［１］。同时也有

学者赞同分析师抑制论。Ｈｅ和 Ｔｉａｎ（２０１３）［２］基于
西方背景制度研究发现，分析师更倾向于预测企业

短期业绩，从而引发管理层短视行为，导致企业削减

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及高风险的研发投入。

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两类委托代理问题，

然而学者大多只关注第一类代理成本［３］。虽然已

有研究表明，两类委托代理问题都可能影响研发投

入，然而却没有学者将分析师关注、两类代理成本与

研发投入放入同一框架研究，即从两类代理成本角

度探究分析师关注究竟以何种渠道作用于研发投

入［４］。基于此，本文运用中国科创板上市企业２０１９
至２０２２年样本数据，将分析师关注、两类代理成本
和企业研发投入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剖析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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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同时以第一类代理成

本作为调节变量，第二类代理成本作为中介变量，探

讨分析师关注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内在机制，从

公司治理这一新的视角为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

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存在以下几点边际贡献：第

一，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有待研

究，尤其是针对以我国科技创新型企业为代表的科

创板上市公司，现有文献鲜有专门针对此类企业的

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研究。因

此，本研究可作为我国注册制背景下对此类企业分

析师关注和研发投入相关理论的有效补充和相关问

题的深入探讨，为后续进一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首次基于两类代理成本视角，不同于以往文献

从融资约束层面出发，而是从公司治理层面探讨分

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机理。

第三，对完善分析师中介队伍、提高研发投入、加强

公司治理建设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为我国的创新性建设提供新角度、新启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

具体而言，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分析师关注的信息中介作用。分析师利用其
行业专长，独立收集整理并深入挖掘分析上市公司

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进而发挥信息中介作用；尤其

是分析师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使其能在解读具有复

杂性和专业知识背景门槛的研发创新投入项目上更

具有优势［５］。一方面，分析师主要以研究报告为信

息载体向市场传递上市公司企业研发创新方面信

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研发投入信息传递的广度和

深度，减轻信息交流障碍，有效改善因欺诈舞弊错漏

等引起的披露信息质量问题［６］。另一方面，分析师

更可能追随研发创新活动。基于分析师的专业性、

独立性特点，当涉及极易产生代理问题的研发活动

等事项时，相较于管理层、媒体等，分析师具有独特

话语权，投资主体更加信任分析师提供的信息［７］。

分析师客观无保留地将信息传递给投资主体，帮助

投资主体充分理解企业研发投入所创造的价值，避

免创新企业价值被低估，从而提升企业研发投入。

此外，研发投入项目的高度复杂性引起的逆向选择

问题提高了企业资本成本，而分析师介入后，在一定

程度上改善了企业融资约束状况，进而提高了研发

项目投入概率［５］。因此，分析师关注能够发挥信息

中介作用，有效改善企业研发投入信息环境，降低研

发投入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进一步提高研发投入。

２．分析师关注的监督作用。分析师关注也有助
于强化对企业研发投入过程的监督治理，从而提升

研发创新投入。一方面，分析师能够直接监督企业

研发投入活动。分析师关注人数越多，对上市企业

的监督越强。已有文献研究表明，基于声誉机制，为

提高分析师绩效与高额投资回报，分析师有动机对

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活动形成监督。分析师通过实地

调研、与管理层互动交流［２］、开展会议等直接监督

方式，提高分析追踪努力程度和采取更加谨慎的态

度关注追踪公司的重大事项（如研发投入），进而震

慑管理层、大股东，从而有效遏制管理层、大股东的

投机冒险行为［８－９］，管理层、大股东不会再过分关注

企业短期目的而是转向企业研发创新投入。另一方

面，分析师关注人数越多，越能显著提升企业的吸引

力，其引致的监督集聚效应能够增加企业价值［１０］。

这既能避免投资主体对研发投入的低估进而加大研

发投入，又能降低资本成本，提高研发投入项目净现

值，从而提升研发投入［２］。故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分析师关注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提
升。

（二）第一类代理成本的调节作用

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和战略决策者，经理人应当

代表股东利益。然而在契约不完全及道德风险背景

下，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导致股东与经理存在

利益相悖行为，尤其在涉及企业研发投入时，基于马

科维茨投资组合理论，股东追求研发投入带来的长

期利益；相反，经理人基于个人业绩、声誉、职业发展

等考虑，会本能规避周期长、风险高的研发活动。与

此同时，依据Ａｇｈｉｏｎｅｔａｌ．［１１］懒惰经理人假说，懒惰
的经理人不愿意付出更多时间精力去经营管理需要

持续性付出的研发创新项目［１２］。分析师关注可能

缓解第一类委托代理问题。一方面，分析师相较于

个人投资者，其专业优势能够使其更好发挥信息中

介作用，大大降低股东收集信息的成本，缓解股东经

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降低二者之间代理冲

突。另一方面，分析师能够发挥其监督功能，避免股

东搭便车问题出现，抑制经理人在职消费等机会主

义，降低其权力寻租成本，激发了经理人的管理能力

和潜力，因此分析师关注能够平衡股东与经理人之

间的利益，进而缓解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

问题。

第一类代理成本的高低反映了管理层与股东利

益是否一致。基于此，在第一类代理成本低的企业，

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比较和谐，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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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比较一致。当分析师介入第一类代理成本低的

企业，分析师能更有效发挥其信息中介的桥梁作用

和激励监督管理作用，使得经理人和股东利益更加

趋同，抑制经理人对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从企业长

远利益的角度出发提高其研发投入。故提出如下假

设：

Ｈ２：第一类代理成本弱化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
发投入的正相关作用。

（三）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对于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的中国上市公司

而言，在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等背景下也滋生

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

即大股东掏空行为，尤其是科技创新型企业。

具体而言，基于“隧道挖空”观点，拥有绝对话

语权的大股东基于自利天性和机会主义行为，通过

关联交易、恶意分红［１３］等方式剥削侵害中小股东利

益。大股东掏空行为往往会转移企业内部资金、降

低企业生产效率进而降低企业研发投入［１３－１５］。与

此同时，大股东的非理性掏空行为降低了企业资本

配置效率。分析师关注在削减第二类代理成本过程

中有着积极的作用。

一方面，分析师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有效披露，

有效改善研发投入信息环境，既能够使大股东收敛

其机会主义行为，又能够降低中小股东监控成本。

另一方面，分析师关注能够有效督促大股东纠

正与中小股东利益相悖的掏空行为，促使中小股东

采取“用手投票”等积极方式保护自身利益［１６］。与

此同时，由于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较为隐秘，中小

股东无法及时有效分辨，而分析师能运用其专业技

能揭露控股股东利益侵占等隐秘行为。基于上述分

析，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ａ：分析师关注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
Ｈ３ｂ：第二类代理成本在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

发投入之间具有中介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科创板上市公司作为
样本数据，该数据均来源于 ＣＳＭＡＲ数据库。一方
面，考虑到可靠性与可比性问题，本文①剔除 ＳＴ、
ＳＴ和ＰＴ类企业；②剔除金融行业样本；③剔除研
发投入等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观测值。另一方面，

考虑到异常值问题，本文对主要连续型变量进行

１％和９９％水平上的缩尾处理（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
（二）变量定义

１．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企业当年研发投入金

额，作为衡量企业研发投入的代理变量。为降低异

质性影响，对研发投入金额做对数化处理。该数值

越大，表明企业研发投入越大。此外，本文在稳健性

检验部分采用研发人员数量的自然对数进一步分

析。

２．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是分析师关注。
参考李春涛等［１７］的做法，本文选用在一年内对企业

关注的分析师数量进行度量。同时在后面的稳健性

检验中，采用对企业发布的研究报告数量度量。为

降低异质性影响，取上述变量加１后取对数衡量分
析师关注这一变量。

３．调节变量。本文的调节变量是第一类代理成
本。综观现有文献，大多采用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

周转率度量第一类代理成本。虽然总资产周转率是

从管理层生产经营角度反映第一类代理成本，然而

其受企业规模等影响较大，同时管理层相较于关注

公司盈利，更倾向于在职消费等。而管理费用率是

将管理层在职消费等包含进去，故更能进一步反映

第一类代理成本问题，其值越大，表明第一类代理问

题越严重。

４．中介变量。参考王洪盾等［１８］的度量方法，本

文采用资金占用水平来反映第二类代理成本，大股

东通常通过关联交易及资金占用侵害中小股东利

益。相较于关联收益形成的隐蔽性应收账款，其他

应收款更能反映大股东的“隧道行为”，因此使用其

他应收款与总资产比值对第二类代理成本进行度

量。该比值越大，则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

冲突越严重。

５．控制变量。借鉴以往研究文献，本文控制了
公司特征和其他相关因素可能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

的影响，特设置如下变量：资产负债率（Ｌｅｖ）、资产
收益率（ＲＯＡ）、固定资产密集度（Ｔｒａｎ）、资本支出
（Ｃａｐ）、营业收入增长率（Ｇｒｏｗｔｈ）、企业规模（Ｓｉｚｅ）、
流动比率（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净资产收益率（ＲＯＥ）、管理层
持股比例（ＭＲＳ）、是否四大（Ｂｉｇ４）。同时在模型中
控制了年度效应（Ｙｅａｒ）和行业效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主
要变量类型、名称及定义如表１所示。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分析师关注如何影响科创板上市公司创

新投入，构建模型（１）进行检验
ＬｎＲＤｉ，ｔ＝β０＋β１ＬｎＡｎａｉ，ｔ＋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ＹｅａｒＤｕｍｍｙｉ，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ｕｍｍｙｉ，ｔ＋εｉ，ｔ （１）

其中，ＬｎＲＤｉ，ｔ为企业的创新投入指标，ＬａＡＮａｉ，ｔ
为分析师关注。ＹｅａｒＤｕｍｍｙｉ，ｔ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ｕｍｍｙｉ，ｔ分
别表示年份和行业哑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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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主要变量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研发投入 ＬｎＲＤ 研发投入金额，取自然对数

ｌｎＲｄｐｅｒｓｏｎ 研发人员数量，取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分析师关注 ＬｎＡｎａ 一年内对公司进行跟踪关注的分析师数量，加１取自然对数
ＬｎＲｅｐ 一年内对公司进行跟踪分析的研报数量，加１取自然对数

调节变量 第一类代理成本 Ｃｈａｒｇｅｒａｔｅ 管理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

中介变量 第二类代理成本 Ｏｃｃｕｐｙ 其他应收款／资产总额
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资产收益率 ＲＯＡ 净利润／总资产平均余额

控制变量 固定资产密集度 Ｔｒａｎ 固定资产／期末总资产
资本支出 Ｃａｐ 资本支出／期末总资产

营业收入增长率 Ｇｒｏｗｔｈ 本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１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员工人数，取自然对数

流动比率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净资产收益率 ＲＯＥ 净利润／净资产
是否四大 Ｂｉｇ４ 公司经有四大（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审计为１，否则为０

管理层持股比例＿ ＭＲＳ 管理层持股比例

行业虚拟变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按照行业生成虚拟变量

年份虚拟变量 Ｙｅａｒ 按照年份生成虚拟变量

　　四、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一）描述性统计

表２为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２研发
投入数量和人员的均值来看，科创板上市公司对研

发投入都很重视，但是从研发投入金额及人员数量

标准差出发，可以看出各公司研发投入存在较大差

距。分析师关注ＬｎＡｎａ的均值为１．８３７（８人），但是
标准差为０．８８，这表明不同公司受分析师关注程度
存在较大差异。

对于两类代理成本而言，第一类代理成本最大

值和最小值之间相差较大，这表明不同上市公司面

临的第一类代理问题严重程度不同。与第一类代理

成本相似，不同上市公司面临的第二类代理问题也

存在较大差距。

表２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Ｎ Ｍｅａｎ ｐ５０ ＳＤ Ｍｉｎ Ｍａｘ
ＬｎＲＤ ５００ １８．３８０ １８．２００ １．０６５ １６．４４０ ２１．３１０
ＬｎＡｎａ ５００ １．８３７ １．７９２ ０．８５０ ０．６９３ ３．８２９
Ｃｈａｒｇｅｒａｔｅ ５００ ０．１２２ ０．０７２ ０．３１５ ０．０１２８ ３．１６９
Ｏｃｃｕｐｙ ５００ ０．４８１ ０．２８６ ０．６４５ ０．００３３ ４．１２０
ＲＯＡ ５０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４ ０．０７１５ －０．３０８ ０．３６０
Ｓｉｚｅ ５００ ６．７６７ ６．６７９ ０．９２８ ４．９２０ ９．７７５
Ｂｉｇ４ ５００ ０．８５２ １．０００ ０．３５５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５００ ６．７８２ ４．３３７ ６．２５９ ０．９０５ ３５．７８
ＲＯＥ ５００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７ ０．１２３ －０．６２３ ０．６５５
Ｔｒａｎ ５００ ０．１１２ ０．０８６ ０．０９２５０．００２７ ０．４２８
Ｃａｐ ５００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６０．０００２０．０２５９
Ｌｅｖ ４９１ ０．２３４ ０．２００ ０．１６１ ０．０２９７ ０．７１４
Ｇｒｏｗｔｈ ４９４ ０．４９４ ０．１９８ ０．９９１ －０．８８５１０．６９０
ＭＲＳ ４８４ ２４．３４０ ２３．１１０ ２０．５５０ ０．０００ ７２．５７０
ＳＡ ５００ －３．６８１ －３．６７２ ０．２１０ －４．４２８－３．２００
ＩＮＳ ５００ ４９．３７ ４７．４３ ２４．１３ ４．１２４ ９９．６２０

　　在控制变量中，从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资产

收益率等均值与标准差可以看出，样本具有良好的

代表性。

（二）回归结果与内生性检验

表３展示了 ＯＬＳ和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其中，
第（１）列ＯＬＳ结果显示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
的回归系数为０．２８１，ｐ＜０．０１，第（２）列 Ｆｅ结果显
示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回归系数为０．２６９，
ｐ＜０．０１，表明分析师关注和企业研发投入呈显著正
相关关系，假设Ｈ１得到验证。

考虑到分析师关注可能受到研发投入的影响，

为了解决这一潜在内生性问题，参考 Ｙｕ［１９］，引入预
期分析师关注度这一工具变量并进行 ２ＳＬＳ检验。
工具变量构建方法如下：

跟踪的人数。Ｒｅｐｏｒｔｉ，ｊ，０为０－１变量，ｉ公司基
年被隶属于 ｊ券商的分析师跟踪则取１，否则取０。
ＡｎａｌｙｓｔＮｕｍｂｅｒｊ，０表示基年ｊ券商拥有的分析师人数，
ＡｎａｌｙｓｔＮｕｍｂｅｒｊ，ｔ表示ｔ年ｊ券商拥有的分析师人数。

本文数据取自２０１９至２０２２年，科创板首批公司
于２０１９年上市，故以２０１９年作为基年。最后，对ｉ公
司ｔ年度所有券商的预期关注度进行加总，得到以
下预期分析师关注度：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ｉ，ｊ，ｔ＝
ＡｎａｌｙｓｔＮｕｍｂｅｒｊ，ｔ
ＡｎａｌｙｓｔＮｕｍｂｅｒｊ，０

×Ｒｅｐｏｒｔｉ，ｊ，０ （２）

其中，ｉ表示受关注企业，ｊ表示证券公司，ｔ表示
年度数。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ｉ，ｊ，ｔ表示ｉ公司在ｔ年度预
期被ｊ券商分析师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ｉ，ｊ，ｔ＝

∑ｎ

ｊ＝０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ｊ，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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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将分析师关注的外生部分剥离构建预期分

析师关注，所得预期分析师关注与本期研发投入无

关，与实际分析师关注相关，故选取该变量充当工具

变量进行２ＳＬＳ回归。此外，第一阶段回归的Ｆ统计
量为８６．７１７，远大于１０，可以拒绝“弱工具变量”的
原假设，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适的。如表４的估计
结果所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之后，分析师关注系数

显著为正，随着分析师关注的上升，企业研发投入越

多，即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起到正向促进作

用，进一步验证了假设Ｈ１。
表３　分析师关注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ＯＬＳ Ｆｅ
ＬｎＲＤ ＬｎＲＤ

ＬｎＡｎａ ０．２８１１ ０．２６９７

（０．０３６１） （０．０４４７）
ＲＯＡ －２．１４２５ －２．４５５３

（２．４５２６） （３．２４７９）
Ｓｉｚｅ ０．５９２２ ０．５６９６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５７５）
Ｂｉｇ４ －０．６６９２ －０．６４４５

（０．０８８７） （０．１３４５）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７１）
ＲＯＥ －０．１２００ ０．１９９０

（１．７９０１） （２．４０２１）
Ｔｒａｎ －１．７６１５ －１．４３７６

（０．４０２０） （０．４５７７）
Ｃａｐ １０．３１６５ ４．４０７９

（５．９７６１） （６．２９１７）
Ｌｅｖ ０．０８４０ －０．０１１７

（０．３５６９） （０．５０５８）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５５９ ０．０５８３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３０７）
ＭＲＳ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８）
＿ｃｏｎｓ １３．０２２４ １２．９９２３

（０．３７０３） （０．４８８１）

ｒ２ ０．６５５２ ０．６９５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注：、、分别代表１％、５％、１０％显著性水平，下同。

（三）稳健性检验

第一，替换被解释变量。在前面的回归检验中，

研发投入采用的是研发投入金额自然对数（ＬｎＲＤ）
进行衡量，替换为研发人员数量的自然对数（ｌｎＲｄ
ｐｅｒｓｏｎ）进行衡量，重新对模型（１）进行回归检验。
由表５列（１）回归结果可知，当模型（１）中的被解释
变量替换为研发人员数量自然对数（ｌｎＲｄｐｅｒｓｏｎ）
后，分析师关注（ＬｎＡｎａ）的系数仍然为显著为正，故
可认为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仍然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研究结果保持稳健。

表４　内生性检验

（１）
ＬｎＲＤ

ＬｎＡｎａ ０．４３３０

（０．０８３８）
ＲＯＡ －５．０６６８

（３．０１９８）
Ｓｉｚｅ ０．５１６８

（０．０５０１）
Ｂｉｇ４ －０．５８１７

（０．１０４７）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０６１）
ＲＯＥ ２．１５８０

（２．１６５６）
Ｔｒａｎ －１．２０３６

（０．４０８６）
Ｃａｐ －１．７９８４

（５．３４３１）
Ｌｅｖ －０．１９１４

（０．４４８１）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７６１

（０．０２７４）
ＭＲＳ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１４）
＿ｃｏｎｓ １１．７０４１

（０．５１３０）
ｒ２ ０．６８３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第二，替换解释变量。在前面的回归检验中，
分析师关注采用的是一年内分析师对上市公司关注

数量进行衡量。这一方面基于分析师以研究报告为

载体向市场传递信息，另一方面同一分析师可能基

于上市公司关注度差异也会对研发投入产生影

响［２０］。因此本文采用跟踪分析一家公司的研报总

数量（ＬｎＲｅｐ）来度量分析师关注，重新对模型（１）进
行回归检验。表５列（２）结果所示，跟踪分析公司
的研报总数量（ＬｎＲｅｐ）的系数仍然为显著为正，所
以认为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仍然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研究结果保持稳健。

第三，滞后一期变量。考虑到分析师关注对科

创板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可能具有滞后性，同

时基于双向因果关系引发的潜在内生性问题，进一

步以滞后一期的 ＬｎＡｎａ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分析，结
果见表５列（３）。根据回归结果，发现ＬｎＡｎａ的系数
仍然为显著为正，所以认为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的研发

投入仍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保持稳健。

第四，对内生性问题的再思考———通过估计残

差代理分析师“净关注”来弱化内生性。分析师关

注可能受企业规模、业绩等波动性影响，为了消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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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因素进而弱化内生性影响，借鉴 Ｙｕ［３０］的做法，构
建ＬｎＮｅｔＡｎａ变量。首先对模型（４）进行回归，然后
提取上述回归中的残差项将其作为分析师净关注的

代理变量。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ｉ，ｔ＝γ０＋γ１Ｓｉｚｅｉ，ｔ＋γ２ＲＯＡｉ，ｔ＋
γ３ＴｏｂｉｎＱｉ，ｔ＋γ４ＩＮＳｉ，ｔ＋γ５Ｌｅｖｉ，ｔ＋γ６Ｇｒｏｗｔｈｉ，ｔ＋εｉ，ｔ

（４）
表５列（４）结果显示：模型（１）中，ＬｎＮｅｔＡｎａ回

归系数在１％水平下显著为正，即本文假设Ｈ１的预
期具有稳健性。

表５　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Ｒｄｐｅｒｓｏｎ ＬｎＲＤ ＬｎＲＤ ＬｎＲＤ

ＬｎＡｎａ ０．１４４５

（０．０２９２）
ＬｎＲｅｐ ０．２１９７

（０．０３６５）
ｌＬｎＡｎａ ０．２５４４

（０．０６７３）
ｌｎＮｅｔＡｎａ ０．１４０８

（０．０３０８）
ＲＯＡ ２．３５４２ －２．５３２４ －０．４３２０ ４．９９０４

（２．０３５８） （３．２９８０） （３．５３５８） （４．１２０１）
Ｓｉｚｅ －０．２１１６０．５６８９ ０．５７０３ ０．５０４４

（０．０４２６） （０．０５７４） （０．０８９１） （０．０７７０）
Ｂｉｇ４ －０．１５４７ －０．６３２１－０．５７５９－０．７６３０

（０．０７１７） （０．１３６７） （０．１７２６） （０．２０２９）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１８３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１００）
ＲＯＥ －２．７３０４ ０．２２１４ －０．００２２ －４．１８６１

（１．５６４３） （２．４３７０） （２．６５２８） （３．０５６７）
Ｔｒａｎ －１．２９３９－１．４２８８－２．２２２８－１．７６５５

（０．３１０６） （０．４５５１） （０．７３５３） （０．６４３０）
Ｃａｐ ０．３９９６ ４．１３６８ ８．０５８６ １３．２７６２

（４．４６５２） （６．２９０１） （９．９８１８） （８．８４８１）
Ｌｅｖ －０．２４５１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０２１ ０．３５２０

（０．３５０３） （０．５０９７） （０．７０９７） （０．６６８８）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４５５ ０．０６１２ ０．０６２８ －０．０８７１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３０９） （０．０８４１） （０．０６３７）
ＭＲＳ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２２）
＿ｃｏｎｓ ４．０３７９ １３．０２４６１２．９７７７ １２．８３８４

（０．３０５４） （０．４８３８） （０．６９４９） （０．６４９１）
ｒ２ ０．４８４０ ０．６９５１ ０．６７８５ ０．７５７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五、基于双重代理成本视角的影响机理
（一）第一类代理成本的调节作用

通过前文的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发现，第一类

代理成本可能弱化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正

相关作用。为检验第一类代理成本在分析师关注影

响企业研发投入的过程中是否发挥了调节作用，建

模如下。

ＬｎＲＤｉ，ｔ＝β０＋β１ＬｎＡｎａｉ，ｔ＋β２Ｃｈａｒｇｅｒａｔｅｉ，ｔ＋
β３Ｃｈａｒｇｅｒａｔｅｉ，ｔ×ＬｎＡｎａｉ，ｔ＋β４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ＹｅａｒＤｕｍｍｙｉ，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ｕｍｍｙｉ，ｔ＋εｉ，ｔ （５）
表６显示了第一类代理成本调节效应检验结

果。列（１）结果表明：模型（５）中第一类代理成本与
分析师关注交乘项的系数均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
负，说明第一类代理成本弱化了分析师关注与企业

研发投入之间的正向促进作用，即代理成本越低的

企业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越强。

故模型（５）存在调节效应，Ｈ２得以验证，且分组检验
在融资约束不同的企业第一类代理成本对分析师关

注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上存在差异。

表６　全样本第一类代理成本调节效应

（１）
ＬｎＲＤ

ＬｎＡｎａ ０．３０７９

（０．０３８８）
Ｃｈａｒｇｅｒａｔｅ ０．８０６４

（０．２３７０）
ｃ．ＬｎＡｎａ＿１＃ｃ．Ｃｈａｒｇｅｒａｔｅ －０．４６２９

（０．２０６０）
ＲＯＡ －１．８２２８

（２．３２８３）
Ｓｉｚｅ ０．５７５７

（０．０４５１）
Ｂｉｇ４ －０．５７７１

（０．０８７７）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０６３）
ＲＯＥ ０．１３７６

（１．６８７４）
Ｔｒａｎ －１．３５６２

（０．３８８３）
Ｃａｐ ４．５２５３

（５．７０４９）
Ｌｅｖ －０．０７２８

（０．３４３４）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６３１

（０．０３０７）
ＭＲＳ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１５）
＿ｃｏｎｓ １２．７４８２

（０．３６７７）
ｒ２ ０．７０５１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表７显示了不同融资约束下第一类代理成本调
节效应检验结果。结果表明，融资约束较低组企业

的第一类代理成本与分析师关注交互项系数为

－０．５４２４，且通过５％显著性水平检验。与之相比，
高融资约束组第一类代理成本与分析师关注交互项

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是因为当企业面

临较低的融资约束，公司资金受限制程度降低，有更

·９３·



强的意愿和能力加大研发投入，故强化了第一类代

理成本对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调节作

用。

表７　子样本第一类代理成本调节效应

高融资约束

公司子样本

低融资约束

公司子样本

（１） （２）
ＬｎＡｎａ ０．３６７９ ０．２１４６

（０．０７１０） （０．０５０６）
Ｃｈａｒｇｅｒａｔｅ ０．１１８４ １．０５０４

（０．６３００） （０．２５７８）
ｃ．ＬｎＡｎａ＿１＃ｃ．Ｃｈａｒｇｅｒａｔｅ ０．０３１０ －０．５４２４

（０．５７３４） （０．２２０８）
ＲＯＡ ３．３２５４ －３．６５９５

（４．０７６３） （２．９６４４）
Ｓｉｚｅ ０．５７１３ ０．６００３

（０．０６７５） （０．０６０９）
Ｂｉｇ４ －０．６０２４ －０．４７０３

（０．１２９４） （０．１２３０）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３２２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１００）
ＲＯＥ －４．３２６５ ２．１８３４

（３．０６０５） （２．１０４５）
Ｔｒａｎ －１．９４０５ －１．１３７６

（０．５６３５） （０．５４８６）
Ｃａｐ －１．３３６８ ２１．９９３２

（７．９６１０） （８．４８１３）
Ｌｅｖ ０．５４９６ ０．０５６１

（０．５８７９） （０．４３８５）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９０８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５０８） （０．０３８９）
ＭＲＳ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０）
＿ｃｏｎｓ １２．８５４７ １２．５６４１

（０．５５０１） （０．５０５１）
ｒ２ ０．７２９２ ０．７２１１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二）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通过前文的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发现分析师关

注可能通过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而提高企业研发投

入。为了验证这种作用路径的存在，构建如下模型

（６）和（７）：
Ｏｃｃｕｐｙｉ，ｔ＝β０＋β１ＬｎＡｎａｉ，ｔ＋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ＹｅａｒＤｕｍｍｙｉ，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ｕｍｍｙｉ，ｔ＋εｉ，ｔ （６）
ＬｎＲＤｉ，ｔ＝β０＋β１ＬｎＡｎａｉ，ｔ＋β２Ｏｃｃｕｐｙｉ，ｔ＋
β３＋ＹｅａｒＤｕｍｍｙｉ，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ｕｍｍｙｉ，ｔ＋εｉ，ｔ（７）
表８显示了全样本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８

列（１）结果表明，分析师关注对研发投入的总影响
效应显著，且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８列
（２）结果显示，分析师关注与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回
归系数为－０．０６３２，ｐ＜０．０５，表明分析师关注和第
二类代理成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Ｈ３ａ得到验证。

表８列（２）（３）结果显示，第二类代理成本在金融发
展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

用。Ｈ３ｂ得到验证。
表８　全样本下第二类代理成本中介效应检验

（１） （２） （３）
ＬｎＲＤ Ｏｃｃｕｐｙ ＬｎＲＤ

ＬｎＡｎａ ０．２６９７ －０．０６３２ ０．２６１３

（０．０３４７） （０．０２７１） （０．０３４８）
Ｏｃｃｕｐｙ －０．１３１７

（０．０６０２）
ＲＯＡ －２．４５５３ －１．５５９８ －２．６６０７

（２．３３５９） （１．８２４７） （２．３２８０）
Ｓｉｚｅ ０．５６９６ －０．０８９９ ０．５５７８

（０．０４５４） （０．０３５５） （０．０４５６）
Ｂｉｇ４ －０．６４４５ ０．１４４９ －０．６２５４

（０．０８６２） （０．０６７３） （０．０８６２）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６３）
ＲＯＥ ０．１９９０ １．４３８７ ０．３８８５

（１．７０７２） （１．３３３６） （１．７０２３）
Ｔｒａｎ －１．４３７６ ０．２２６４ －１．４０７８

（０．３９２１） （０．３０６３） （０．３９０７）
Ｃａｐ ４．４０７９ ３．６０８９ ４．８８３２

（５．７６９８） （４．５０７０） （５．７４９７）
Ｌｅｖ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１１０

（０．３４６８） （０．２７０９） （０．３４５４）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５８３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５６９

（０．０２８２）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２８１）
ＭＲＳ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５）
＿ｃｏｎｓ １２．９９２３ －３．４７８６ １２．５３４２

（０．３６５８） （０．２８５７） （０．４２０２）
ｒ２ ０．６９５５ ０．５４４１ ０．６９８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为进一步厘清第二类代理成本在两权分离不同
企业中中介效应的差异，将样本分为掏空能力强和

弱的两组并再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９所示。表９结果表明，不论是在掏空能力强还是
在掏空能力弱的企业，第二类代理成本在金融发展

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都存

在。但根据中介效应计算可得，掏空能力强的企业，

第二类代理成本在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

的中介效应占比：（－０．０５８９）（－０．１１１９）／０．２６＝
２．５２％。第二类代理成本在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
入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比（－０．１０２５） （－０．２９６４）／
０．３１９４＝９．５１％，结果表明，掏空能力弱的企业第
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高于掏空能力强的企业第

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究其原因，在掏空能力

弱的企业，大股东更多表现为壕沟防守效应，分析师

关注增加能有效遏制大股东掏空行为，提高了信息

透明度，促使企业完善治理结构，进而提高研发投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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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子样本下第二类代理成本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掏空能力强公司子样本 掏空能力弱公司子样本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ＲＤ Ｏｃｃｕｐｙ ＬｎＲＤ ＬｎＲＤ Ｏｃｃｕｐｙ ＬｎＲＤ

ＬｎＡｎａ ０．２６０８ －０．０５８９ ０．２５４３ ０．３１９４ －０．１０２５ ０．２８９０

（０．０３９３） （０．０３２２） （０．０３９４） （０．０７６２） （０．０４８３） （０．０７６９）
Ｏｃｃｕｐｙ －０．１１１９ －０．２９６４

（０．０６７２） （０．１５４１）
ＲＯＡ －３．８０４７ －０．２２２４ －３．８２９６ －４．８９９５ －１．８４８３ －５．４４７３

（２．５８１４） （２．１１８５） （２．５７４５） （６．４３５１） （４．０８１５） （６．３５８０）
Ｓｉｚｅ ０．５３７５ －０．０５３２ ０．５３１５ ０．６０９９ －０．２０３８ ０．５４９５

（０．０５４２） （０．０４４５） （０．０５４２） （０．０９００） （０．０５７１） （０．０９４３）
Ｂｉｇ４ －０．７００１ ０．１６６０ －０．６８１５ －０．４９４１ ０．０８３１ －０．４６９５

（０．０９９１） （０．０８１４） （０．０９９５） （０．１８１８） （０．１１５３） （０．１７９９）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０．０２３０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２３７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１５４）
ＲＯＥ ０．９０８０ ０．６２２９ ０．９７７７ ３．１７５８ ０．７８４７ ３．４０８４

（１．８６１６） （１．５２７８） （１．８５７０） （４．９２９０） （３．１２６３） （４．８６６６）
Ｔｒａｎ －１．１６４６ ０．１５１８ －１．１４７６ －２．２２４３ －０．１７８３ －２．２７７２

（０．４５０８） （０．３７００） （０．４４９７） （０．８４５２） （０．５３６１） （０．８３４６）
Ｃａｐ １．７７６６ －０．８３３７ １．６８３２ １４．７２９８ １６．９４５４ １９．７５１７

（７．０７６７） （５．８０７８） （７．０５７８） （１０．８３３７） （６．８７１４） （１１．００７３）
Ｌｅｖ ０．３３２０ ０．１０７０ ０．３４４０ －２．１１１９ －０．５９１７ －２．２８７３

（０．３８５７） （０．３１６５） （０．３８４７） （０．９１０９） （０．５７７７） （０．９０３７）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６３８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６２２ ０．０２８２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３０８） （０．０２５３） （０．０３０７） （０．０７２０） （０．０４５６） （０．０７１１）
ＭＲＳ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９）
＿ｃｏｎｓ １３．２６１９ －３．８１０８ １２．８３５３ １２．７０３７ －２．３２５８ １２．０１４４

（０．４２６９） （０．３５０４） （０．４９６８） （０．７５４６） （０．４７８６） （０．８２６５）
ｒ２ ０．７１２７ ０．５４６２ ０．７１５１ ０．７０５０ ０．６６２２ ０．７１５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科创板上市公司为研究
对象，从两类代理成本出发，以第一类代理成本为调

节变量，第二类代理成本为中介变量，从公司治理层

面探讨了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理并

得出如下结论：（１）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２）
第一类代理成本对分析师关注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产

生了负向调节作用，且进一步依据融资约束进行分

组检验，结果发现低融资约束组企业的分析师关注

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的负向调节作用更强；（３）分
析师关注能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第二类代理成本

在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具有中介效应，

并且进一步依据掏空能力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发现

掏空能力弱的企业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高于

掏空能力强的企业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

（二）管理启示

１．政府及监管部门应大力完善作为企业内外部
沟通中介的队伍建设，完善分析师关注对研发投入

的引导机制。不仅强调分析师信息传递功能，同时

也要强调分析师关注信息传递的深度广度，保证实

体经济研发创新活动持续平稳进行，有利于我国创

新性国家战略落地转型。

２．就企业自身而言，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考
虑到分析师促进不同公司的研发投入在第一类代理

问题及第二类代理问题程度上的区别，企业应注重

“管理层短视”与“大股东掏空”行为，使得管理层与

股东、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利益趋于一致，从而

让分析师发挥更加有效的信息中介与激励监督作用

来促进研发投入。

３．就市场而言，应完善市场信息披露机制。信
息不对称是公司双重代理成本产生的缘由。科创企

业面临的双重代理成本问题较为严重，更应注重信息

披露，进而提升研发投入，保证科创企业可持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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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同质是非自由竞争的前提研究
———兼论完全竞争与自由竞争的关系

郭　强
（河南工程学院 图书馆，河南 郑州 ４５１１９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５－１２
作者简介：郭强（１９７２—），男，河南商水人，河南工程学院图书馆馆长、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摘　要：完全竞争是新古典经济学科学化的根基，商品同质是完全竞争的前提条件之一。商品
同质要求商家在同质产品上进行竞争，自由竞争是法律范围内商家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是自由

选择机制，商品同质不是自由竞争的前提。虽然完全竞争的一个条件是资源自由流动，但把完全竞

争等同于自由竞争是错误的。商品同质导致商品只有价格竞争，忽视商品的质量竞争，以偏概全。

人是趋利避害或理性的，只要人们有自由选择竞争的权力，就不会有完全竞争。

关键词：商品同质；自由竞争；完全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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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倡导自由竞争，因为竞争是选择函数，
对消费者来说，谁的商品好，消费者选择谁；对人来

说，谁的效率高，企业选择谁。自由竞争是每个人都

有参与任何竞争的权利，可以选择自己最擅长的工

作或行业。所以，个人行为在没有负的外部性的情

况下，自由竞争可以使每个人的效率最大化，进而提

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２００多年前亚当·斯密就
说：“一件事情若对社会有益，应当任其自由，广其

竞争。竞争愈自由，那事情愈有利于社会。”［１］随后

的大卫·李嘉图也反对重商主义，倡导自由贸易、自

由竞争。马克思也认为自由竞争提高了效率，“资

本主义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比过去世

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２］。在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出现之前，经济学家们对自由竞

争没有统一的定义或标准。新古典时期，经济学为

了用数学证明市场是均衡的，提出了完全竞争理论。

他们认为：同质化商品只存在价格竞争，完全竞争会

使产品、劳动的价格和资本的利润达到最低，实现供

求均衡及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完全竞争成了新古典

经济学的根基，新古典经济学也用完全竞争代替了

自由竞争，并制定了相应标准（或前提条件）———商

品同质为条件之一。完全竞争理论出现后，遭到熊

彼特、奈特、哈耶克等不少学者的质疑，他们批判完

全竞争是静态的、不现实的，但学者们很少质疑自由

竞争。对完全竞争和自由竞争的关系，法国学者克

莱芒认为“自由竞争一词不应与纯粹的完全竞争的

经济概念混淆，它是指法律上无法以禁止行为阻止

的竞争，其中包括市场瓜分或企业的障碍性抵

制。”［３］斯蒂格勒认为，古典学派关于自由竞争的定

义更多的是根据经济行为，而不是市场结构。但对

完全竞争的中心地位，斯蒂格勒还是维护的，“对一

个得到广泛应用的模型而言，只要它的定义的清晰

度在可容忍范围之内，理论研究者就无需在每次理

论扩展和应用时对它的科学基础进行争论”［４］。张

伯伦则是从商品同质方面认为完全竞争假设不切实

际，现实商品大都不是同质的，他认为：“有差别则

垄断发生，差别的程度越大，垄断的因素也越大。盖

产品如有任何程度的差别，则可说该售卖者对他自

己的产品拥有绝对的垄断，但却要或多或少遭受到

不完全替代品的竞争。这样则每人都是垄断者，同

时也是竞争者，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竞争的垄断

者’，而称这种力量为‘垄断竞争’特别相宜。”［５］他

实际是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对完全竞争的标准，也即

同质商品，一个生产厂家，这种市场结构为垄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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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商品、许多生产厂家，这种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

但现实由于专利制度、商标、喜好等原因，工业品质

量大都不相同，但又相互竞争，所以称垄断竞争，而

罗宾逊夫人认为除去完全竞争都应称为不完全竞

争。哈罗德·德姆塞茨认为竞争可能发生的范围

是：产量、价格、质量和创新，因而仅以厂商提供同质

产品这一维度来衡量竞争强度肯定会以偏概全。［６］

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虽认为现实是不完全竞争的，

但他们认为完全竞争最有效率，仍用均衡分析的方

法分析垄断竞争。实际上商品同质不仅导致竞争分

析以偏概全，而且商品同质否定了竞争自由。从竞

争演变看，古代农业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只是

完全竞争是无效率的，随着自由竞争的出现，完全竞

争消失了。

一、商品竞争的方式

商品竞争有时比价格，有时比质量，比价格是价

格竞争，比质量（含品牌、地域、功能等非价格因素）

是质量竞争。

（一）价格竞争（同质商品竞争）

价格竞争就是谁的商品价格低消费者选择谁，

用竞价函数表示：Ｐ＝Ｍｉｎ｛Ｐ１，Ｐ２，Ｐ３……｝，Ｐ１，Ｐ２，
Ｐ３……为各商品价格，其隐含条件是商品同质。只
有同质量的商品才能比价格高低，比如豪华奔驰和

低档奔驰车是不能比价格的。价格竞争主要表现为

低端商品的竞争，市场专家曾说：“价格竞争主要表

现为通过低价刺激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实现销量增

加，企业的开拓创新能力不足。而非价格竞争策略

所具有的创新能力更能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７］

价格竞争的结果就是：商家想方设法降低成本，或者

商家创新产品，提高质量，寻求质量竞争或差异化竞

争，而后者是市场最终的选择。

（二）质量竞争（差异化竞争）

质量竞争是商品比质量，谁的质量好消费者选

择谁，用质量竞争函数表示：Ｑ＝Ｍａｘ｛Ｑ１，Ｑ２，
Ｑ３……｝，Ｑ１，Ｑ２，Ｑ３……为各商品质量，其隐含条件
是价格相同。当然现实中，消费者也常常根据性价

比选择，谁的性价比高选择谁，用函数表示：Ｑ／Ｐ＝
Ｍａｘ｛Ｑ１／Ｐ１，Ｑ２／Ｐ２，Ｑ３／Ｐ３……｝。与价格竞争不同，
由于消费者需求的差异，质量竞争导致商家产品质

量、性能的差异化。张伯伦认为，这种差异可以是真

实的，也可以是想象的，既有产品品质、设计、颜色、

包装等的不同，也有专利、商标、信誉、服务态度等的

不同。也就是说质量的含义很广泛，不仅仅是产品

的性能指标和外观感知，还包括满足客户需求的所

有产品属性。有学者把质量定义为一组固有特性满

足客户需求的程度，就是瞄准了产品的关键价值在

于满足客户需求。［８］现实中质量竞争是主要竞争方

式，就如市场专家说的：“全球市场竞争力的核心体

现就是质量竞争力。”［９］每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特

别是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消费市场呈现出个性化、层

次化、差异化的市场特征。单一的价格竞争以及同

质化的产品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比如一个普通

皮包可能降到百元也没人要，但一个 ＬＶ包上万元
还抢着买。并且在质量竞争方面随着大数据的应

用，商家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消费者对需求的变化，根

据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改进商品质量，改变销售策

略，提供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

与忠诚度。加之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化，产权的排

他性造成其他商家只能生产不同质商品，这样带来的

结果是市场上产品品种更多，质量、性能更加多元化。

（三）其他竞争

自由经济下，竞争是全方位的，比如电脑或数字

技术淘汰纸张、互联网淘汰有线电视、数码相机淘汰

胶卷等，这种竞争起初大家看不到，但随着新技术的

应用，一个看似不相关、不同质的产品或技术淘汰了

某类商品，这才是自由竞争的魅力。

二、自由竞争与完全竞争

所谓自由竞争，一般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

在各企业或各行业之间可以自由转移为特征的竞

争［１０］，“完全竞争是以包括进入市场的众多企业产

品无差别和买卖双方对于有关市场信息都具有完全

知识等一系列严格假设条件为前提的自由竞

争”［１１］。还有学者把完全竞争看作没有干扰的自由

竞争。［１２］陶德清的《新编经济体制改革辞典》说“完

全竞争也称自由竞争”，季德把完全竞争和自由竞

争视为一体［１３］，并且现代经济学教材只提完全竞

争，不说自由竞争，说明许多学者把完全竞争等同于

自由竞争。实际上自由竞争是指可以自由进行资本

投入、转移和商品买卖的竞争，也就是法律范围内商

家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是一种自由选择机制。而

完全竞争是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的竞争模型，只有标

准，没有定义，其实质是要求大家在同质商品上竞争，

是市场上某个商品的竞争情况。以下通过比较两者

的前提条件和竞争模型等来看两者的不同和关系。

（一）完全竞争和自由竞争的前提条件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思想一是经济学可以科学

化；二是政府不干预市场会达到均衡。在这种思想

下，古诺、杰文斯、瓦尔拉斯、马歇尔等用数学推理市

场均衡或极值问题，后人或他们自己发现这些推理

需要一些假设才能成立，比如马歇尔的均衡价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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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隐含自由竞争和商品同质；古诺、埃奇沃斯认为竞

争是单个生产者产量对价格没有影响，大家都接受

一个价格，要求无数个竞争者；杰文斯排除了交易者

价格不一致或共谋行为要求完全信息等。这样价格

等于成本、大家都接受一个价格，大家都不赔不赚

（有赔有赚都不能保证生产等于消费），保证了市场

均衡，这就是完全竞争前提条件形成原因。这些学

者在独自的数学推理过程中，隐含条件很多，熊彼得

认为“对完全竞争所具备的条件，马歇尔和维克塞

尔没有清楚地说出，甚至没有清晰地看到全部条

件。”［１４］奈特总结完全竞争需要１１个前提假设［１５］。

后来的学者总结完全竞争的前提条件，虽各不相同，

但都包含以下几点［１６］：

１．大量的买者和卖者，任何一个买者或卖者都
不会在市场上占有显著的份额，也就是说买卖双方

都不能决定价格，是价格的接受者。

２．资源完全自由流动，商家可以自由进入和退
出该行业。

３．同质商品。所有商家都生产同一质量的商
品。

４．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拥有充分信息。大家都掌
握该商品信息，都能根据信息做出正确决策。

古典经济学家主张废除一切妨碍人们开展市场

竞争的贸易壁垒，并在此意义上使用“自由竞争”一

词。斯密的自由竞争是指私人经济体从国家的限制

监督下解放出来，使他们具有自由开业，自由就业，

自由选择消费的权力。［１７］李嘉图的自由竞争是主张

对内对外商业不受任何限制，自由贸易。瓦尔拉斯

的自由竞争（包括边际理论的学者）是为了保证均

衡方程成立和商品价格等于成本［１８］，要求竞争没有

任何专利制度的限制，大家都能使用相同的生产技

术。霍普曼的竞争自由是指市场上的经济主体具有

实施私人决策的自由和形成决策的自由，也就是说

涉及市场竞争过程实际参与者和潜在参与者的总体

行为活动空间。其自由竞争的前提：第一，形成自由

的竞争；第二，保持自由的竞争。他把竞争过程分为

交换过程和平行过程，这两个过程的竞争自由才是

自由竞争。衡量交换过程竞争自由程度的标准是消

费替代性和生产替代性；平行过程的竞争自由包括

三个内容：（１）实际竞争者具有竞争自由，潜在竞争
者也有进入市场的自由；（２）竞争手段使用的自由；
（３）创新产品、新生产方法和新市场的技术、组织进
步的创新和突进的自由，追踪和模仿创新行为的自

由。［１９］奥地利学派把自由竞争解释为自由行动，罗

斯巴德认为在生产领域，“自由竞争，指在一个自由

市场中，任何人都能自由地参与其所选择的任意领

域中的竞争和进行生产”［２０］。他把版权看作产权，

把专利制度看作政府对自由竞争的干预。其实，古

典经济学时期专利制度还未盛行，斯密认为，技术秘

密带来的超额利润是给发明者私人劳动的高价报

酬，他并不认为技术秘密是垄断。约翰·穆勒也认

为专利权不是垄断权，他说“如果发明者付出劳动

和金钱使其设想变为现实后，那些没有付出劳动和

金钱的人也可以同时使用他的发明……谁都不会付

出劳动和金钱来搞发明了”［２１］。到新古典经济学，

自由竞争变成了无任何技术限制和商业秘密的竞

争，以保证成本最低、价格等于成本和市场均衡。任

何竞争者都可以使用与竞争对手相同的生产技术

（保证商品同质），这样新发明新技术就没有意义。

专利制度在新古典经济学里面与其说是对自由竞争

的妨碍，倒不如说是对数学推理的妨碍，所以他们认

为专利制度是垄断或非自由竞争因素（主流经济学

始终认为垄断是非自由竞争）。实际上知识产权是

财产权，本身具有排他性，不应该把知识产权的排他

性作为非自由竞争的因素，因为自由竞争应该是生

产者可以选择不同的专利技术，生产不同质量的产

品，这样竞争者会不断技术创新。并且创新就是要

打破原有的竞争均衡，有创新就没有均衡，所以在新

古典经济学里是没有创新的。自由竞争是自由选

择，为此，本文认为自由竞争的前提条件是：

１．任何行业都无政策壁垒，为满足消费者现在
或未来的需求，法律范围内资本想进入哪个行业就

进入哪个行业；

２．法律（专利制度）范围内每个人或组织都有
参与任何竞争的权利。

从前提假设看，完全竞争要求商品同质，自由竞

争不能要求商品同质，要求商品同质，比如要求大家

都生产同一质量的电视，竞争就不自由了，所以商品

同质不是自由竞争的前提条件。

（二）完全竞争和自由竞争的模型

１．完全竞争下价格数量模型
由于商品质量无法量化，马歇尔在均衡分析中，

假设商品是同质的，商品竞争只看价格，需求量或供

给量只与价格有关，是价格的函数，能在一个平面上

表示供给与需求（如图１）。并且他的均衡分析还隐
含一个条件，是无异质替代商品，因为异质替代商品

价格变动，这个商品的均衡价格也要变动，这就变成

多元函数，无法在一个平面上表示均衡价格。而假

设异质替代商品价格不变，那这个商品的价格可能

也变不了，涨价它的性价比低了，就没人买它，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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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价，这样价格就不能上下浮动形成均衡。

图１　完全竞争下的价格—数量模型

　　２．自由竞争下价格数量模型
自由竞争是全方位竞争，商家看好或擅长哪个

商品就在哪个商品上竞争。市场上商品是无数的，

并且是不同类、不同质。比如商品分Ａ类（汽车）、Ｂ
类（电视）、Ｃ类（白酒）……Ａ类又按质量分 Ａ１、
Ａ２、Ａ３等，其他类商品一样，以此类推。自由竞争
不是仅仅在Ａ类商品上竞争，也不是只在同质的Ａ１
商品上竞争，而是可自由生产 Ａ类、Ｂ类、Ｃ类……
自由竞争下价格和数量模型如图２所示。

图２　自由竞争下的商品价格、数量、质量模型

　　在自由竞争模型中，质量轴从下到上按质量高
低分Ａ１、Ａ２、Ａ３等不同质量的商品，以此类推，Ｂ
类、Ｃ类商品一样分很多不同质量的商品。就 Ａ类
来说，同质量商品在一个平面，价格和数量之间的关

系在同质量平面上反映出来。并且同类商品 Ａ１、
Ａ２、Ａ３的价格不是孤立的，市场会根据质量不同确
定不同的价格（竞争导致性价比相同 Ｑ１／Ｐ１＝Ｑ２／
Ｐ２，推出Ｑ１／Ｑ２＝Ｐ１／Ｐ２），高质高价、低质低价，相互
联动。

对比完全竞争模型和自由竞争模型，完全竞争

只是一个平面，不能代表整个市场竞争情况。而完

全垄断商品是无替代商品，都是一个质量（因为有

选择就有竞争，如果一家垄断企业生产的两种不同

质量的商品，这两种商品是存在竞争，比如盐业公司

的加碘盐和非加碘盐），所以完全垄断与完全竞争

模型一致。并且，有选择才有竞争，在完全竞争下，

商家价格一样（Ｐ１＝Ｐ２＝Ｐ３），质量相同（Ｑ１＝Ｑ２＝
Ｑ３），性价比相同（Ｑ１／Ｐ１＝Ｑ２／Ｐ２＝Ｑ３／Ｐ３），消费者
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完全竞争条件下没有竞争，商

品同质也是完全垄断（非自由竞争）的前提。

可见，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代替自由竞争

是错误的，企业只能生产同质商品，这不是自由竞

争。哈耶克也认为“这种完全竞争理论的内容，几

乎根本不能称为‘竞争’，其结论很少能用来作制定

政策的指导”［２２］。现实中，消费者不是同质的，需求

也不是同质的，供给是为了满足需求，需求千变万

化，供给也是千变万化的，商家在不违法的情况下想

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商品差异化更是自由竞争的

例证。据统计，我国商品种类大类 ７２种，小类
１８０００多种。截至２０２１年底仅白酒企业１９万家，
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品牌，种类层出不穷，价格从几

元到几千元不等，并且不同厂家商品质量不同。新

古典经济学定义的完全竞争不是自由竞争，张伯伦

所说的垄断竞争是自由竞争。所以丁冰教授说：

“所谓垄断竞争，也不过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

争。”［１１］

（三）完全竞争与自由竞争的效率

１．完全竞争的效率
新古典经济学（包括哈耶克等批判完全竞争的

其他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配置效率最高，其效

率标准是商品价格、成本最低，无利润或亏损等，实

现帕累托最优。其实，完全竞争下资本家利润为零，

生产成本最低，工人工资最低，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

都仅够维持生活，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全部消费

完所生产的产品（只能是生活必需品），生产和消费

达到完全均衡，所以不会剩余。没有剩余，也没有资

本积累，也不会有经济增长和衰退，经济就如驴拉磨

一样原地打转，对社会发展来说是没效率的。完全

竞争的生产效率是数学推导下的效率———成本最

低，其条件是任何生产者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相等，要

求不能有技术秘密和专利保护，没有专利保护就没

有人发明提高效率的新技术，资源不会流到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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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上，也就没有资源的最优配置效率。熊彼特也

认为完全竞争没效率，他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破

坏的经济“循环流程”或称“创造性破坏”，对经济福

利的重要性远胜于传统的配置效率（熊彼特，

１９４２）。并且诺德豪斯、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等学者认为：强大
的专利法能促进一国创新的数量，从而提高生产力

水平，促进经济增长。［２３］

还有，完全竞争要求大量的竞争者（Ｅｄｇｅｗｏｒｔｈ，
１８８１），目的是充分竞争，价格最低，等于成本，达到
所谓消费效率最高。实际上市场存在的就是最有效

率的，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效率低的已被该产品市

场所淘汰，不需要大量卖者去竞争。比如上述商品

Ａ中，效率最高的商家为Ａ１、Ａ２、Ａ３等几家，其他再
多的商家因效率低被淘汰，潜在竞争者如果效率达

不到前几家的水平，它们也不敢进入这个行业，被淘

汰的资本在自由竞争下会进入其擅长的行业。所

以，在自由竞争下，企业会趋利避害，规避竞争，某个

行业如果有大量的竞争者且无利可图，企业就不会

进入这个行业。可见，完全竞争和资源自由流动或

自由竞争是不相容的。

２．自由竞争的效率
自由竞争是人们根据自己喜好自由选择，其重

要作用是通过消费者选择喜好的产品以及有效率的

技术，引导企业或个人提高效率，创新产品、降低成

本或提高质量。因为，经济竞争是由第三方选择的

竞争，比如甲、乙两企业竞争，甲只需要在提高产品

品质或降低成本方面比乙企业好，消费者才会选择

甲。就如李嘉诚所说“要成为领袖，无论从事什么

行业，都要比竞争对手做好一点”［２４］。这样，在自由

竞争的引导下，企业或个人都会不断创新，寻求新产

品、新技术，提高效率，社会效率也会得到提高。

三、经济竞争的演变———从完全竞争到自由竞

争

“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会归结为竞

争。”［２５］从历史上看，竞争从私有制出现以来就已经

存在，早期的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因为在私有制

出现后的自然经济时代，人类处在不文明社会，科学

技术不发达，生产力低下，人们只能从事两种行业：

农业和畜牧业。农业有大量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当

时的农产品都是自然育种、自然生长，是同质商品；

市场信息完全，每年生产多少大家基本知道，种植技

术大家都会；没有大公司或农场主从事大规模生产、

控制市场，大家都接受一个价格。当然，受交通、社

会制度以及生产力的影响，社会资源不能自由流动。

除此之外，古代农业符合完全竞争的条件（肉类能

够替代农产品，农业也不完全算）。经济学的完全

竞争假设是所有行业的产品、资本和劳动都完全竞

争①，这只有古代农业社会才可能存在。古代农业

社会是自然经济，每个人或家庭既是资本所有者，又

是劳动者，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价格为零，效用

最大；小农经济，自产自销，产品不会过剩，符合帕累

托最优。为什么完全竞争现在消失了？主要原因是

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比如中国，受重农抑商政策的

影响，禁止竞争；西方等级制度更严，普通人不自由，

人们可供选择的分工领域十分有限，分工简单化导

致了处于同一分工状态下的产品同质程度很高。随

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自由竞争出

现，商品贸易得到发展，交易手段不断提高，出现大

量分工，加上专利制度、商标保护等，人类创新不断，

出现了许许多多行业和不同质量的商品，人们不再

从事一两个行业，自由竞争使人类逐渐从完全竞争

市场演变为无数个不完全竞争市场。可见，完全竞

争是在人们的商业竞争和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才

会出现，和自由竞争完全不相容。

四、结论

商品同质是比价的前提或均衡分析的前提，不

是自由竞争的前提条件，有差异才有创新，商品同质

限制了创新，也限制了自由。如果把自由竞争比作

无数个立体，完全竞争就是一个平面，根本不能解释

很多现实问题。

竞争的重要作用是通过选择好的商品和有效率

的人，引导人们提高质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只要

公平竞争都能达到这个要求，不需要完全竞争假设。

完全竞争是用数学推理经济均衡的结果，既没有竞

争性，也没有激励性，而人需要公平竞争的激励引

导，这是经济学脱离现实的根本原因。新古典经济

学为了经济学的科学化，提出完全竞争理论或不受

专利制度限制的自由竞争理论是毫无意义的，这种

自由竞争是不会有人投巨资搞新发明和新技术，有

效的自由竞争是受专利保护的自由竞争。

只要自由竞争或自由选择机制存在，就不会有

完全竞争。因为人是理性的，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

作用下，人们或商家都会选择竞争小的行业。

注释：

①假设产品或资本完全竞争是自欺欺人，因为竞争的根本是
人的竞争，首先人是不同质的，不会完全竞争。其次，人的

竞争是分层次的，资本家或技术专家是强者，生产别人不

能生产的商品，处在人类竞争的顶端，并控制弱者的竞争，

竞争者很少，比如比尔·盖茨，只有没有技术的工人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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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数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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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的造法功能：比较方法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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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小庆（１９９６—），女，重庆丰都人，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民商法。

摘　要：比较法的造法功能体现在司法和立法两个方面。在司法上，比较法能通过学理或原则、
立法或司法直接承认比较法等方式成为一国法源。比较法的结构方法系法学方法论上的体系方法，

是有效的法律解释和法律漏洞填补手段；比较法的诠释学方法在一国实在法下虽超越了法律解释的

限度，但仍可用于填补实在法漏洞；功能比较法在法律发现中是一种后果论证、是实质推理，具有特

定限度。为发挥比较法的造法功能，研究者须根据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的特征、研究方法的要求，决

定选取宏观／微观、内部／外部、共性／差异、概念／类型视角；明确方法的局限；以融贯性作为验证研
究结论的标准。

关键词：比较法；比较方法；法律解释；法律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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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世纪，比较法学在民族国家法律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其对象即为各国、地区、法域的法律体系。如

今，关于比较法系研究方法还是一门独立学科的争论

已经尘埃落定，比较法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确

立，但比较方法和比较法学是密不可分的，比较法学

甚至被誉为“羊皮纸上最现代的科学”。［１］可以说，比

较法学成为一门科学的标志在于具备成熟的方法论。

因而本文主要从比较法方法角度认识比较法的造法

功能并探讨如何发挥比较法的造法功能与积极意义。

本文所说的比较法造法广泛地包含比较法在

促进国内法律解释、国内法律漏洞填补、国内立

法、国际规则制定等方面的作用。本文分为三个

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比较法造法功能的体现并

说明了其造法的正当性。第二部分专门分析了三

种比较方法是一种有效的法律解释和法律漏洞填

补方法。第三部分对如何发挥比较法的造法功能

从视角选取和检验标准两个面向提出了方法论上

的建议。

一、比较法造法功能

“比较法是对不同国家（或特定地区、法域）的

法律制度和规则的比较研究。”［２］虽然现在比较法

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已经确立，但当谈论比较法的

造法功能时，“比较法”具有三层可能的含义。一是

作为独立学科的比较法学，但不像民法学、刑法学、

诉讼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比较法学并不拥有自己

专门的实在法对象。二是比较法律方法。三是外国

法律、判例等在其管辖范围内具有规范约束力的规

则。

立法者可以制定法律，法官在必要的权限内亦

能造法。此处谈论的“法”是一国内有效的能作为

裁判依据的规范。而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法主要是

“法学家法”，一般并不具有规范约束力。至于作为

外国法律体系、规范、规则、原则等的总称的比较法，

由于外国法并不具有普世效力，所以其对管辖范围

外之人、物、事不具有规范性约束力。所以，从作为

学科和作为外国法指代的比较法层面上谈论比较法

的造法功能看起来是很古怪的事情。

实际上，各法律秩序并非完全互相独立，而是相

互影响的，且都追求“较好的问题解决方案”这一目

标。所以，通过学理、司法和立法的直接认可等途

·９４·



径，比较法可以拥有法源的“规范约束力”。且这三

个层面上的比较法能通过促进立法和国际规则等共

同规则发展等方式发挥造法功能。本部分先讨论作

为学科的比较法和外国法总称的比较法成为一国法

源的方式，后介绍三种含义比较法在立法和共同法

制定方面的作用。本文第二部分将对作为比较方法

的比较法如何发挥造法功能进行专门探讨。

（一）作为法源的比较法

法的渊源，简称“法源”。虽然法源的定义及其

范围仍然存有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法源是从法律

适用的角度观察的结果。基于此，我们认为法源是

可以作为“裁判依据的来源”的规范的总称。而法

源的范围，一般包括制定法、判例、习惯法、契约或协

约、学说、国际法等。从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

比较法成为法源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作为“权

威学说”“公认的学理”成为一国的法源；二是一国

立法、司法直接承认“比较法作为法律发现的方

法”。在这二者中，比较法学对司法的影响主要是

通过学说、学理这一媒介发挥作用的，且大多数情况

下比较法的影响可能是隐而不彰的。

第一，比较法通过“权威学说”“公认的学理”间

接成为法源。在法律史上，狄奥多西二世和瓦伦提

尼安三世皇帝的《引证法》、注释法学家和后注释法

学家继受时期、德国 １９世纪潘德克顿法学派时期
等，学说曾经具有过规范性约束力。［３］现代司法实

践中，学说对法院裁判的影响也很大。比如，苏格兰

法院十分重视“制度派学者”的权威著作；德国法院

在判决中会对理论进行讨论；在美国，法院通常也采

纳一流法学院学者的观点。［４］３４０可以说，在承认学

理、一般原则等为法源的法域，比较法都有可能通过

这种途径成为法源。

第二，立法、司法实践直接承认“比较法”作为

法源。前者如瑞士《海运法》第７条明确要求“法官
应使用比较方法填补法律漏洞”。后者如列支敦士

登公国最高法院的规定，“适用被继受的法律时，原

则上就像来源国的最高法院一样解释他们”［５］２３４。

需要特殊说明的是，虽然比较法能够成为法源，

但其不同于立法的“形式权威”，比较法一般只具有

“事实权威”，也就是说其权威来自内容具有的说服

力。

（二）服务立法与构建“共同法”的比较法

除了在法源意义上，比较法的造法功能还体现

为比较法可以作为立法的辅助工具。甚至现代比较

法学在１９世纪兴起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是为制定、修
改本国法建言献策。比较法学在立法上的应用是历

史悠久且地域普遍的。茨威格特和克茨甚至断言：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一部伟大的立法

计划不是或多或少地带着广泛的比较研究的。”［５］

在服务于国内司法、国家立法的制定或修改之

外，比较法作为一门科学还致力于寻找各法律体系

的“共同因素”“一般规律”。比较立法协会的第一

届大会上，Ｒ·萨莱伊（Ｓａｌｅｉｌｌｅｓ）即宣称“比较法学
的目标在于，从各种特定的法律制度中发掘出一个

共同的基础，或者至少是找出一些连接点，以便能够

指明一个世界性法律的基本同一要素”［６］。尽管从

历史上看来，普世主义传统是失败的，但欧盟、国际

私法统一协会、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会、国

际海事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制定区域或者国际规则的

实践表明，比较法促进各国立法统一、创造共同法的

目标仍然具有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

立法广泛依赖比较法研究的主要原因在于比较

方法是科学的研究方法。比较的方法，在语言学、人

类文化学等科学中被广泛成功地使用。比较常被比

作社会科学中的实验，通过比较法研究，能够寻求

“较好”的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案并避免本国的试错

成本。

二、比较方法与法律发现

在立法或司法实践未直接承认比较法作为法

源、也无法间接通过学理等媒介成为法源的地方，鉴

于比较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法院是否能够将比

较作为一种有效的法律解释方法和法律漏洞填补方

法呢？要明确的是，比较法方法并非是一种方法而

是多种方法。比较法方法包括功能主义方法（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结构主义方法（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ｅｔｈｏｄ）、诠
释学方法（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等。结构也就是体
系；而诠释方法则是指在特定限制下创造性地去理

解“情景化”的文本。而如后文所示，由于多种并不

兼容的功能概念的存在，难以对功能方法给出一个

明确的定义。故下文将通过关键特征的方法来描述

功能方法。

须先予说明的是，在法律发现时适用比较法的

正当性在于寻找和适用最佳和最公正的法律解决方

案。

（一）结构比较法

体系是一种被认可的法律解释方法。在法学

方法论上，体系解释被用于确定“制定法的脉络意

义”，也就是“上下文含义”［７］４０９。但是作为比较法

研究方法的“结构主义方法”比法律方法论上的

“体系解释”具有更广泛的含义。比较法学上的结

构主义方法受到社会学结构主义思想的较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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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而社会学上的结构主义又要归功于语言学家

的成就。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了两个革命性的命

题：一是语言符号的“所指”（所指向的对象）与

“能指”（其内容能指什么对象）是任意地由社会惯

习所决定的；二是语言是符号系统，只能通过符号

的关系才能解释其意义。受此启发，社会学者认

为“所有人类行为和心智背后都存在某种结

构”［８］３１１。结构不仅体现了其中各个要素间的关

系，还具有创造新要素的功能，不只是对对象进行

简单的分类。

在法学中，塞缪尔（Ｓａｍｕｅｌ）认为盖尤斯的“人、
物、诉讼”，凯尔森的由基本规范生发的“规范金字

塔”，哈特的承认规则，霍菲尔德的八个基本法律概

念，都是这种结构观的体现。［９］那么，这种结构主义

比较是否能够成为法律发现的有效手段呢？法学方

法论上承认的体系解释，目的在于“避免评价的不

一致和目的不一致”，其所说的体系包括法律形式

构造的“外部体系”和作为一致的价值判断的“内部

体系”。虽然其中所说的整体法秩序主要是指在一

国主权范围内法秩序，但是，正如拉伦茨所言：“整

体法秩序或法秩序的大部分都受到特定主导性法律

思想、原则或者普世性的价值标准的支配。”［７］５４８在

这个意义上，比较方法可以被承认为一种有效的法

律解释和法律漏洞填补的方法。

（二）诠释比较法

比较法中的诠释学方法不仅是一种法学方法论

上的解释方法。诠释学方法允许在语言、道德、宗

教、法律等限制下建构最佳的文本含义。法学方法

论中所指的解释是指在“可能文义范围”阐清文本

意义的活动。当然，这点是受到了实证主义观点的

影响。对于德沃金这位偏离实证主义的哲学家而

言，其寻求的“最佳解释”就和诠释学无异了。因

此，对于比较法的诠释方法是否属于法律解释方法

的理论分歧，其答案取决于对法律解释性质的认识。

而在一国实在法下，比较法的诠释方法超越了法官

解释的权限，属于立法权的范围；但对于文义范围外

但仍在法整体秩序范围内的立法漏洞填补而言，法

官可以使用比较法的诠释方法。

（三）功能比较法

功能比较法由拉贝尔在回应冲突法中的识别问

题时引入比较法中。茨威格特和克茨在其权威论著

《比较法导论》中将“功能方法”作为比较法基本方

法。功能方法在比较研究中，主要用于确定比较对

象和比较范围。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功能

比较法是事实问题导向的，能够解决比较法学面临

的不同法律体系中具体制度、规则、原则等不具有可

比性的问题。该方法的运用必须先提出一个“纯粹

功能问题”，这要求比较者摒弃一切本国法的“前

见”。第二，功能比较法是非教义的，更关注的是规

则的后果。因此，功能比较法常常考虑外国法院的

判决如何应对某一事实问题。第三，功能比较法可

能并不限于法律制度、规则或规范、法律原则的比

较，非法的问题解决方案也在功能比较法追求的范

围内。

功能方法在２０世纪兴盛，但随后其受到很多批
评。一是功能方法本身的含义是模糊的，拉夫·迈

克尔斯（ＲａｌｆＭｉｃｈａｅｌｓ）总结了至少有７种不同含义
的功能方法被比较者不加区分的使用：目的论、适应

论、古典功能主义、工具主义、改善的功能主义、认识

论功能主义、等同功能主义，而这些功能方法之间并

不具有兼容性。二是能否提出“纯粹功能”的问题？

考虑到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民族精神，不同

法律体系之间，是否具有同质性的“事实问题”？同

时，即使忽略受“制度事实”影响的法律领域，各国

不同的诉讼程序和证据法也将导致不同法域的所说

的相同事实可能不同。

功能比较法有助于促进比较法的造法功能。原

因如下：第一，因为功能比较拓宽了比较研究的范

围，由于各法律体系形式差异带来的规范比较不可

能的情况因而得以避免，从而可以促进各国立法的

统一；第二，功能比较注重社会事实问题对规范的需

要，这种“由下至上”的视角不同于规范比较下从

“规范到事实”视角，有助于立法适应社会功能的需

求。

（四）三种比较法的推理特征

和比较法的结构方法相比，功能主义忽略了法

律秩序的结构；而和诠释方法相比，功能主义无法看

到文化、历史、思维方式等对一国法律秩序的影响。

从推理特征上看，功能主义方法具有典型的实质推

理特征，而结构方法是典型的形式推理，诠释方法则

兼具形式推理和实质推理。此外，将功能主义运用

到法律解释或者法律漏洞填补中，可能被贴上“后

果主义”的标签。可以说，比较法的结构方法和诠

释方法联合削弱了功能比较法的基本方法地位。

实质推理与形式推理相对，二者的关键不同在

于推理的依据是法律规定及其他法律事实还是未被

形式化表达的道德的、经济的、政治的、习俗的或者

其他社会因素等实质性依据。形式推理的权威性依

据来自有效的法律规则或其他法律事实等形式性依

据；而实质推理的说服力，或是来源于其所支持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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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或判决将有助于一个有益的社会目标，或是来源

于符合一条正当的社会道德规范。形式推理以法律

规定为重，同法教义学的立场一致；而实质推理，尤

其是取向社会效果的实质推理，同社会科学的立场

一致。

形式推理具有有序地定纷止争、成本效益、错误

风险最小化、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追求和谐安全和

和平、法律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具有较高内容形式性

的规则适用起来比具有较低内容形式性的规则更加

容易等优点。但法律规则等形式依据的不确定性、

指引的有限性（法律漏洞）、可争辩性导致疑难案件

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导致法律规定不能直接适用于

眼前案件或者适用会产生不被认可或者不公正的后

果，即形式推理或者法教义学立场的后果难题。此

外，法律思维是价值导向的思维过程，价值判断贯穿

裁判工作始终，只不过在简单案件和疑难案件中有

弱价值判断与强价值判断之别。对法律进行扩大或

缩小解释，甚至目的性扩张或缩小时，追溯其调整意

图以及客观目的时，便是形式推理中的实质推理。

因而可以说，实质推理与形式推理并非截然对立，所

有的法律形式都渗透着实质依据，实质推理构成形

式推理的必要辅助。实质推理将适用规则的后果，

尤其是社会效果纳入考量，有助于解决形式推理的

后果难题。

三、造法功能对比较法方法论的要求

比较法对方法论的关注不能陷于方法论的争论

而一事无成。科学的方法是保障科学的比较法结论

的必要条件，但比较方法并不是唯一的，也无法事先

即完全确定有效的研究方法。因此，在对比较法内

容进行研究时，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对方法

进行调整。且如果比较者清楚自己所使用方法的局

限，便不会犯方法盲目主义的错误。

（一）认识的要求：视角的选择

对不同法律体系为最精确的了解被视为比较科

学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目标。但科学不是纯粹的知识

形式，而是需要建构抽象的图式或者模式以对经验

作出说明和预测。在比较法中，关于如何认识法存

在以下四组辩证的观点。

第一是“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的争论。宏

观比较着眼于整体法律秩序，而微观比较则以具体

法律规范或规则为研究对象。［１０］这一对争论的主要

目标在于通过强调宏观比较视角对比较法的必要

性，获得法律知识的体系化知识，其杰出成果为法系

论。法系论是关于对世界各国法律秩序的进行分类

及其分类标准的理论。此外，宏观比较还从文化背

景、立法技术、法典编纂技术、法律解释、法律执业者

的地位等具有一般性的角度对不同法律秩序进行比

较。但宏观与微观比较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一

方的。

第二是“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的争论。法

哲学家哈特区分了规则的内在面向和外在面向。外

在面向表现为能够为观察者记录的一种规律，而内

在面向则要求至少有某些人必须将这种行为视为整

个群体所必须遵从的普遍标准。比较法学者如果不

能满足规则的内在面向要求，其所做的就仅仅是对

某法律秩序内行为规律的记录而已，因为比较法学

者必须从内在视角才能理解外国法律体系的思想观

念。但问题在于，比较法学者能够真正进入规则的

内在面向吗？如果不能，比较法学者以一种“局外

人”的视角能够获得对外国法律体系的正确认识

吗？这就构成了内在视角与外在视角关于认识外国

法律体系的可能性的争论。本文认为比较者不可能

完全采取内部视角，并且采取完全的内部视角也是

不必要的。正如皮埃尔·勒格朗（ＰｉｅｒｒｅＬｅｇｒａｎｄ）所
说，处于“他者”一定距离之外的人能看到内部人可

能忽略之事。

第三是“差异推定”与“类似推定”的争论。这

一争论的焦点在于比较法学者应当关注各法律体系

之间的差异还是共同之处。茨威格特和克茨认为人

们不能够对不可能比较的事物作出有意义的比较，

而在法律上只有那些完成相同任务、相同功能的事

物才是可以比较的；进而他们提出的一条经验命题

是每个社会的法律实质上面临同样的问题，虽然其

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但最后结果是相同的。可以

看出茨威格特和克茨从功能角度，对世界不同法律

体系采取了相似推定。但是，勒格朗认为比较是衡

量差异的而不是推定类似。［１１］而根据尼尔斯·詹森

（ＮｉｌｓＪａｎｓｅｎ）的观点，差异才能建构身份，正确理解
相似必须容纳差异的可能性；并且相似还是不相似

不能仅用是否具有共同属性来定义，因为更准确的

相似的概念不仅包括具有相同属性还包括其程度是

相似的。

第四是“抽象概念思维”与“具体类型思维”的

争论。类型是一个被广泛使用，且具有多层含义

的词语。类型和概念都是对具体事物的抽象的特

征共同体，但概念是非此即彼的、封闭的，而类型

是开放的、有意义关联的、整体的。［１２］类型与概念

系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方面为规范现实化上的不同。将规范适用到生活

事实时，概念思维采取演绎的涵摄模式，而类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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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乃通过个案比较。［１３］另一方面概念思维表现为

法律体系是由形式逻辑连接的“概念金字塔”。若

以概念思维观察外国法体系，比较法学者更倾向

于关注概念、规则、原则之间的相互关系。类型思

维下结论可能是大胆的、不确定的，但能产生新知

识、提供新的洞见。

在这些或多或少对立的视角中，比较法学者

的选择不是任意的，也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何

种视角，无法事先开出“万能药”，而是要视比较的

目的、比较对象的特征、比较方法的要求等综合决

定的。

（二）建构的要求：以融贯性为检验标准

比较法不仅具有认识的作用，还具有意义建构

的功能。比较的意义建构功能体现在其通过对不同

法律体系的比较有助于发现其间的共同要素或规

律，并对其进行归纳、概念化为本学科的规范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何以验证比较法学者的结论的正确

性呢？想在法学中解决此问题，还必须先回答规范

命题是否存在正确与否的标准的问题以及规范命题

的正确性的含义为何的问题。对此，罗伯特·阿列

克西梳理了既有的理论观点并已经给出了清晰的答

案。他主张，规范命题的检验是一个在法律、法教义

学等限制条件下理性论证的事情，而非证实百分之

百确定的事情。［１４］

在科学中，大致有三种验证方式。第一种是相

符论，即主张的观点与事实相符合；第二种是融贯

论，即主张同所在的知识体系融贯、不矛盾；第三种

是共识论，即主张在二人及以上人之间达成一致见

解。比较法研究对象决定了其无法采用事实相符论

作为检验标准。在比较法中，发挥验证主张有效的

标准只能是融贯论和共识论。

体系不仅是抽象的逻辑的概念体系（外在体

系），还是评价一致、融贯价值秩序（内在体系）。

融贯性标准和法律平等原则相同，都是形式理性

的要求。立法者将法律理念或者法律原则现实化

为法律规范时，一方面意图使法律规范表现出的

评价观点与法律理念或法律原则一致，另一方面

还要使所有法律规范相互之间表达的评价观点协

调。［１５］麦考密克提出两种融贯性标准，可作为评判

法律续造之结果的融贯性标准：“其一，一组规则

能够有助于增进某种相关的价值或多种价值，并

且能够减少其他相关价值的冲突；其二，一组规则

如果能够满足或符合某种单一而又更加一般化的

原则，或成为某单一而又更加一般化的原则的例

证。”［１６］

四、结语

比较法没有专门的实在法作为其研究对象，

而是以各国法秩序、具体法律制度、规则、原则作

为其研究对象。比较法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与其

他法学科相区别，成熟的研究方法是比较法独立

为一门学科的标志之一。比较法不仅有助于完善

立法，在司法中也对法律解释和法律漏洞填补有

重要作用。而比较法的造法功能是以比较法学科

发展为依托的。因此，发挥比较法的造法功能和

积极作用，一方面要探明比较法造法功能的路径

或体现，另一方面则要探究比较法在造法上作用

的方式及其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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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司法公信力是公众在司法运作过程中感知到程序正义进而认同司法、信任司法的结果。
智慧法院的建设推进了在线诉讼的运行，但由于公众对在线诉讼了解程度较低、当事人与法官难以

在在线诉讼中充分交流、诉讼进程容易受到技术因素影响，公众对司法的认同度不高，司法公信力建

设面临困境。公众能否感知到程序正义，与其对程序正义感知能力的高低、在司法运作中是否具有

尊严感与控制感相关。公众在智慧法院中感知能力薄弱、尊严感不高、控制感不强是其难以感知程

序正义，进而信任司法的主要原因。扩充诉讼服务的内容、重视当事人的情绪、提升当事人有效参与

诉讼的能力能够增进当事人对司法的认同，提升司法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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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加强司法公信力的建设是司法工作
的目标之一。我国智慧法院的建设通过技术赋能深

化司法公开，制约司法恣意，促进司法便民，对提升

司法公信力大有助益。但在此过程中，技术不断嵌

入司法运行，并通过司法过程场景化、司法决策智能

化不断重塑着司法过程，也改变了司法公信力的塑

造机制。司法公信力建设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亟

需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措施应对。

一、司法公信力的概念界定与现状分析

（一）司法公信力的概念辨析

对于司法公信力这一概念，学界的解读可分为

客观说、主观说、混合说三类。［１］客观说认为司法公

信力是一种能够引起普遍服从、普遍尊重的能

力。［２］主观说认为司法公信力是群体对司法认同的

一种心理反应。［３］混合说则结合了客观说与主观说

的观点，认为司法公信力既反映司法运行中客观存

在的能力，也反映群体对司法的主观认知。［４］

从本质上来说，司法公信力由公众对司法的信

任不断积累而成，而司法信任来源于群体内心对司

法的认可与信赖。从目的解释的角度出发，“司法

公信力”一词所要解决的是公众对司法的信任问

题，评估公众对司法的信赖程度和认同状况。因此，

司法公信力的评判应采用主观说，司法公信力体现

的是公众对司法的主观认知及态度，是公众内心深

处信任司法的心理反映。

（二）司法公信力的意涵阐释

司法信任的建立受多重因素影响，其中重要的

一点便是公众是否感受到公平正义。如果说公平正

义是司法意欲实现的价值，那么让公众在每一个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则侧重公众在司法中对公平正

义价值的主观认知。公众的这种感受与体会进而转

化为对司法的认同。通过司法认同感的持续提升，

公众对司法产生信任，司法公信力得以塑造。因此，

让公众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司法公信力建设的有机组

成部分。

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感知可分为对实体正义的感

知和对程序正义的感知。相比之下，公众对程序正

义的感知显得更为重要，因为程序正义的感知能够

让人们感受到司法运作过程的公正性，提高其参与

诉讼的满意度与认同度。人们能够因此感受到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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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义，即使最终判决结果对其不利。研究表明，人

们在司法运作过程中的感知能力、尊严感与控制感

影响人们对程序正义的感知。［５］具备感知能力是人

们能够感知程序正义的前提。而根据 Ｅ．ＡｌｌａｎＬｉｎｄ
与ＴｏｍＲ．Ｔｙｌｅｒ提出的自利模型（Ｔｈｅ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Ｍｏｄｅｌ）与群体价值模型（ＡＧｒｏｕｐＶａｌｕｅＭｏｄｅｌ）［１］，
让当事人能够参与诉讼程序进而掌控程序的推进，

让当事人在司法运作过程中获得充分尊重，有助于

提升其对公平正义的感知，促进司法信任的形成与

司法公信力的塑造。

（三）智慧法院视野下我国司法公信力建设的

现状

当今，法院工作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智慧法院

的建设旨在通过信息化手段促进审判体系与审判能

力的现代化，是我国信息化规划的一环。智慧法院

的建设正在向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

方位智能服务迈进。智慧法院不仅通过平台整合资

源，实施在线立案、举证质证、庭审等诉讼环节，还利

用人工智能为法官审判案件提供智力支持，为公众

提供智能诉讼服务。智慧法院的建设使司法运作从

传统法庭中的“司法场域”转变为在线诉讼中的“司

法场景”。

目前的实证研究多是通过考察公众对在线诉讼

的态度来了解公众对智慧法院的评价，这些研究表

明多数受访者认为在线诉讼的效果不如传统庭

审［６－７］，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公众对在

线诉讼的了解程度处于较低水平。由于公众对在线

诉讼的运行及操作规则的不熟悉，相较于传统庭审，

在线诉讼的时间成本反而增加，降低了公众对在线

诉讼的满意度。第二，双方当事人与法官难以在诉

讼过程中充分交流。在线诉讼过程中，屏幕上出现

的其他主体之间的交流可能会分散双方当事人的注

意力，也可能会出现杂音遮蔽交流双方的话语声，从

而阻碍沟通交流的顺利进行。第三，在线诉讼进程

易受技术因素影响。在线诉讼过程中，电子设备运

行问题造成的画面延迟、声音卡顿等状况会延缓诉

讼进程。在线诉讼并非传统庭审的同比复刻，公众

认为在线诉讼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是其对在线司法运

作认同感降低的表现，司法公信力建设面临困境。

二、智慧法院视野下司法公信力建设面临困境

的成因

在智慧法院的建设中，现代信息技术嵌入司法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众对程序正义的感知，改变

了传统庭审下司法信任感的生成逻辑，由此带来了

司法公信力建设的困境。

（一）技术嵌入司法运行要求公众提升感知能

力

传统庭审模式下，公众能否感受到司法的公平

正义受限于其对法律及司法运作的理解。而在技术

嵌入司法且嵌入程度逐渐深入的今天，公众对技术

的认知与理解也会影响其对公平正义的感知。

智慧法院中有关诉讼的全环节都可以在线办

理，从立案到提交证据、再到线上审判等环节都需要

当事人具有良好的在线操作能力及信息处理能力。

应当认识到，即使拥有网络接入，部分群体仍缺乏相

应的检索、选择、处理、应用信息的能力。前述研究

表明，部分群体担心在线诉讼软件在使用上存在困

难而不愿意参与在线诉讼。对于那些没有代理律师

的当事人而言，这一司法上的数字鸿沟难以跨越。

对在线诉讼程序及操作缺乏完整认知的情况下，公

众无法感知在线诉讼程序及操作带来的正义，司法

信任的建立也就无从谈起。

此外，随着智慧法院智能化建设的推进，利用人

工智能助力法官审判案件将加剧公众对技术的陌生

感。算法黑箱的存在使人工智能决策具有不可解释

性，人们无法理解其中逻辑，更难以提出有效抗

辩［８］，进而导致司法决策的可信度降低，公众难以

感受到公平正义。

（二）技术嵌入司法运行未给予公众充分尊重

公众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的公平正义往往在当

事人与法官的互动中形成。在互动的过程中，法官

通过角色扮演、情绪把控等方式［９］让当事人在诉讼

过程中拥有尊严感，感受程序正义进而建立对司法

的信任。然而，智慧法院中在线诉讼的适用使言词

交流从 “面———面”转向 “面———屏———屏———

面”，阻隔了上述信任的生成。

在角色扮演方面，法官失去了其扮演角色所需

要的“剧场”。当法官与当事人同样通过在线方式

接入庭审网络时，法官的视频窗口与当事人的视频

窗口大小往往一致，且视频窗口中的法官可能只呈

现出上半身或者只呈现出脸部，有时候甚至连法官

的脸部都无法完整看见。审判的庄严感被弱化，随

之带来的是司法仪式感缺失。而部分公众将传统庭

审下具有庄严感、仪式感的司法运作视为司法审判

的“唯一正解”，缺少仪式感的在线诉讼并不符合其

预期，甚至会认为在线诉讼剥夺了其应享有的程序

公正。在情绪把控方面，技术原因带来的画面延迟、

声音卡顿使当事人无法在在线诉讼中充分表达自

己，法官也无法有效聆听，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沟通

交流存在障碍。如果当事人觉得自己表达的观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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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认真倾听，那么其便无法感受到获得了充分的

尊重。

此外，有研究发现人类存在“算法厌恶”现象，

即人们厌恶看到算法运作。在算法决策与人类决策

中，人们通常更倾向于人类决策，即便很多情况下算

法作出的决策比人类作出的决策更加高明。究其原

因，人工智能审判不会像法官审判一样对案件进行

“情理法”结合说理，人工智能审判下算法自动运行

也无法与当事人进行互动交流，无法在审判过程中

对当事人倾注人文关怀，当事人可能无法在司法运

作中获得尊严感。

（三）技术嵌入司法运行导致公众控制感降低

控制感是当事人能够参与庭审，进而影响审判

进程与结果的内心确信。缺乏控制感时，当事人往

往会感到无力，即无法凭借其自身努力改变或影响

某件事。在智慧法院建设过程中，技术不断嵌入司

法运作使技术对诉讼进程的控制逐渐增强，间接削

弱了当事人对司法运作的控制力。

一方面，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能够感受到技术

介入对其参与诉讼的影响。在线庭审中当事人时常

担心法官是否已经听清自己的表达。因为只有法官

清楚知悉己方事实与观点，当事人才会感觉到自己

可能能够影响法官对案件的看法。但在线诉讼中，

当事人往往无法掌控网络设备的运行，当事人也因

此明显感受到技术对其观点表达的限制。

另一方面，当人们使用技术时，技术同时也在塑

造人们的行为。研究表明，当使用者在线决策时，屏

幕界面上呈现内容的详略、呈现的方式如字体大小、

字体颜色鲜艳程度、选择项中供选择的数量等会将

使用者往不同的方向引导，从而对其决策产生助推。

由此，智慧法院平台化建设中，诉讼流程的界面设置

对当事人的决策会形成“电子助推”。此外，在线庭

审过程中屏幕上呈现的当事人镜像会分散当事人的

注意力，导致当事人无法全身心投入诉讼过程。同

时，透过屏幕获取信息需要更多注意力，在线诉讼使

人们容易产生疲惫感，对人们在诉讼过程中维持稳

定情绪及持续专注力带来挑战。技术对司法的嵌入

削弱了当事人在庭审中的参与能力和对诉讼进程及

裁判结果的影响能力，降低当事人对在线诉讼的评

价。

随着司法智能化的建设，算法对司法审判的控

制将更为深入。当算法逻辑在司法运作中自主运

行，算法自身具备的查明事实、适用法律的能力能够

使其实现对司法审判过程的控制，自行完成诉讼流

程，甚至可能不需要当事人进行辩论。［１０］公众影响

司法运作的能力也因此被削弱，公众无法获得程序

公正所给予的公平参与机会，难以建立对司法运作

的信任。

三、智慧法院视野下提升司法公信力的路径

司法公信力的提升需要加强公众在智慧法院中

对程序正义的感知，进而增进其对司法运作的认同。

因此，感知能力、尊严感、控制感的提升将为司法公

信力的构建提供路径与方向。

（一）提高公众的感知能力：扩充诉讼服务内容

提高诉讼服务水平是保障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

的必经之路。诉讼服务的目的在于提高公众对司法

运作的理解力与感受力。因此，智慧法院建设应将

相应诉讼服务转化为对诉讼流程与技术操作的双重

指引，促使公众形成对司法与技术的信任。

根据《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第四条，法院开

展在线诉讼应征得当事人同意，并告知当事人在线

诉讼的相关事项。但在线诉讼作为数字时代司法运

作的新形态，当事人存在对相关技术使用及操作认

知的不足，故相应的诉讼服务应始于诉讼开始前。

目前法院将在线诉讼的相关介绍置于当事人选择在

线诉讼后，不仅不利于消除当事人对技术的陌生感，

使当事人对在线诉讼产生抵触情绪，还增加了司法

人员庭前准备的工作负担。智慧法院的诉讼服务需

要考虑技术对公众感知能力的影响，并将在线诉讼

的特质融入诉讼服务。

首先，在顶层设计层面，法院官方网站的界面设

计应当对用户更为友好，特别是对老年人这一类特

殊群体，应当增加适老化措施，比如网站字体放大、

界面设计更加简洁、指引更加清晰明确、安排志愿者

进行指导等。数字时代，仍有部分群体存在数字鸿

沟，司法部门应当给予其方便快捷的“接近”司法的

渠道。其次，在服务内容层面，法院官方网站应当提

供在线诉讼全方位、全流程指引，例如通过提供视频

演示或在线模拟诉讼等方式使公众知晓在线诉讼在

立案、提供证据、庭审、执行等方面的技术操作。此

外，法院还应当提前告知公众在线诉讼的注意事项，

如需要准备的网络设备、庭审中摄像头的摆放位置、

眼睛注视方向等。此类技术指引能够让社会公众充

分知悉在线诉讼的方方面面，帮助公众形成合理预

期，提高公众对在线诉讼程序正义的感知能力。

（二）提升当事人尊严感：重视当事人在在线诉

讼中的情绪

虽然诉讼理性主义排斥诉讼过程中的情绪流

露，但若要弱化智慧法院建设中不断增强的工具理

性，增进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的尊严感，让当事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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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运作的过程及审判结果产生信任，就必须认真

对待当事人在在线诉讼中的情绪表达。在智慧法院

建设中，技术应用的范围越广，人际互动和交流就越

少，当事人面临被技术“驯服”的危险。［１１］司法机关

与公众不应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应当是主体间

性关系，司法人员应当与公众建立联系，回应公众需

求。情绪是需求的出口。可以认为，认真对待当事

人的情绪便是认真对待当事人的需求。当法官知悉

当事人需求，法官便能找到与当事人共情的说理方

向，达致情理法圆融，与当事人达成公平正义的共

识，增进当事人对司法的认同。

首先，对于一个案件能否适用在线诉讼，法官应

当充分考量当事人希望以何种方式进行交流，有无

相关情绪需求［１２］。应当认识到，并非所有案件都有

情绪抒发的必要。当发生重大案件、复杂案件，当事

人具有强烈的情绪抒发需求，需要法官认真倾听其

诉求时，法院应慎重考虑是否以在线诉讼形式审理。

其次，在线庭审过程中，法官应高度重视屏幕另一端

当事人的状态，在认真倾听当事人陈述的同时加强

眼神交流，注意当事人的表情和动作。在当事人确

有需求时，法官应及时与其沟通，用当事人能够理解

的语言解释并给予其充分表达的机会。同时，未来

在线诉讼可充分利用３Ｄ技术还原司法“剧场”的布
局，给予法官及当事人“身临其境”之感，促进法官

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上述目标的达成需要法官与

当事人进行双向互动。然而，在目前的在线诉讼中，

时常出现当事人擅自关闭摄像头的现象，这不利于

法官及时捕捉当事人的情绪波动，也不利于法官掌

控庭审。对于此类行为法官应当在宣布法庭纪律时

予以明确，即当事人关闭摄像头需经过法官同意。

（三）加强当事人控制感：引导当事人有效参与

在线诉讼

帮助、引导当事人加强对司法运作的掌控，让当

事人有效参与司法过程，对司法信任的形成至关重

要。首先，当事人能够有效参与在线诉讼的前提是

其网络设备良好，网络连接顺畅。当事人选择在线

诉讼时，司法人员应提醒当事人评估自身网络情况。

其次，当事人有效参与在线诉讼需要其在庭审过程

中保持专注力。鉴于透过屏幕交流相较于面对面交

流更消耗精力，法官应当适时考虑休庭。再次，当事

人有效参与在线诉讼意味着其能够自主作出经过深

思熟虑的决定。而流程化的界面设计更倾向于促成

快速决定，使用者可能未经深思熟虑便作出选择以

推进下一步流程。因此，智慧法院建设中在线系统

的设计应当充分考虑对当事人行为可能带来的影

响，引导当事人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决定，提升其在

司法运作中的参与感和控制感。

四、结语

智慧法院并非传统法院的线上运行形态，而是

在技术塑造下的一种全新变革。技术对司法的重塑

效应同样体现在司法公信力的形成方面，技术嵌入

司法给人们心理与行为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智慧

法院视野下司法公信力的建设需要考虑公众的需求

与感受，将客观的可视正义转化为主观的感知正义，

形成数字正义的主客观统一。智慧法院的建设应当

始终尊重当事人及法官的主体性，将司法关怀倾注

于每一个案件的审理过程，让公众感受到司法公平

正义，促进司法公信力的形成。

注释：

①在自利模型（Ｔｈｅ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Ｍｏｄｅｌ）中，人们对程序的关
心出于对结果的注重，希望通过对程序的掌控进而追求自

己想要的结果。在这种模型下，提高当事人的控制感有利

于其对正义的感知。在群体价值模型（ＡＧｒｏｕｐＶａｌｕｅ
Ｍｏｄｅｌ）中，人们对程序的关心出于对群体身份及该身份被
赋予的价值的在意。当在群体中个体的表达能够被认真

考虑、个体能够获得尊严的对待，个体更能感受到公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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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干部：陕甘宁边区传染病防治的主要抓手
———以《林（伯渠）主席指示各级政府扑灭病疫为当前急务》为中心的考察

胡安徽１，杨　萍２

（１．临沂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临沂 ２７６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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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史和历史医学地理研究。

摘　要：医疗技术和干部素质是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防控传染病的主要抓手，这在
《林主席指示各级政府扑灭病疫为当前急务》中有鲜明体现，该文一方面介绍了伤寒、霍乱等传染病

发生的原因，即胡宗南部队带来的人祸和旱涝霜冻等造成的天灾，一方面介绍了防控传染病的医疗

技术，在此基础上，特别指出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是影响抗疫的重要因素。反对官僚主义的主要

举措有：表彰传染病防治中的优秀干部以树立榜样，批评传染病防治中某些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的不作为、乱作为以警示告诫，通过对比，强调干部必须扫除官僚主义的思想和作风才能真正做好防

疫工作。

关键词：传染病防治；医疗技术；干部素质；官僚主义；陕甘宁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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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甘宁边区由于经济、文化和医疗卫生相对落
后，以及自然灾害频发、封建迷信盛行、不良的卫生

习惯等原因，致使疫病肆虐，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传

染病的死亡率高达 ６０％。［１］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到达
陕北后，采取多种措施防治传染病，取得了积极成

效。学界关于陕甘宁边区传染病研究主要集中在抗

战时期边区传染病发生的内部原因和具体应对措施

等内容［２－４］，对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传染病防

治的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传染病产生的原因和防

治的技术因素，以及传染病防控中的干部素质，仍有

较大的探讨空间。在有关陕甘宁边区传染病防治史

料中，《群众日报》所刊《林主席指示各级政府扑灭

病疫为当前急务》［５］（以下简称“当前急务”）具有

重要史料价值，既介绍了传染病种类及其发生原因，

又介绍了多种医疗防控技术，同时也明确指出干部

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是传染病防控的主要危害，为此

必须提高干部素质，将反对官僚主义作为防控传染

病的重要抓手，这些信息颇值得深究，但学界对其鲜

有关注。本文以“当前急务”为中心，探讨解放战争

时期陕甘宁边区传染病防控及其相关问题，以期了

解该时期边区政府应对传染病的方法和理念，又能

丰富中共医疗卫生史及传染病史的研究内容。

一、人祸与天灾：边区传染病发生的双重因素

边区政府双管齐下，将医疗技术和干部素质作

为传染病防控主要抓手，这与边区存在多种危害严

重的传染病以及传染病发生的原因有密切关系。

“当前急务”记载边区当时传染病主要有伤寒、霍

乱、麻疹、痢疾、天花、疟疾、回归热等７种。民国政
府规定全国性传染病有伤寒或类伤寒、斑疹伤寒、赤

痢、天花、鼠疫、霍乱、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

热，另有地方性传染病如沙眼、疥疮、头癣、花柳病、

疟疾、回归热、麻风、血吸虫病、钩虫、黑热病、甲状腺

肿、重要营养缺乏症、胃肠系统传染病等［６］１６４，２７３。由

此可见，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既有全国性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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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传染病，这表明传染病在边区种类颇多且颇

为常见。如果按照现代传染病类别划分，边区既有

甲类传染病如霍乱、天花，也有乙类传染病如麻疹、

痢疾、伤寒、疟疾、回归热。这些多是烈性传染病，危

害较大，如霍乱，传播速度快、传染力强、病情剧烈，

若治疗稍有延误则极易造成死亡，在中国又被称为

“虎狼病”或“虎烈拉”，足见其危害之重；再如麻疹，

如果患者有严重基础疾病、重度营养不良和免疫力

低下，则其死亡概率特别高。这些烈性传染病不仅

给边区军民的生命健康带来严重的危害，而且给群

众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疫区内有些村

子半数以上劳动力因病不能上地生产，特别是老弱

妇婴、移难灾民，身体衰弱，死亡率更为惊人。”［７］据

当时的调查数据，甘泉县第一区发生急性流行瘟疫，

儿童死亡尤其厉害，一个小学死了 １０多名学生，学
校已无法开课［８］１１２；延川禹居区因传染病死亡人数

占人口总数的 ８．６％，蟠龙、永坪一带出生的婴儿十
有八九活不下来［９］；临镇县金盆区原有 ４千多人，
春秋两季因传染病造成各 ５百余人的病逝，死亡率
达 ２５％［１０］１６２，足见当时传染病给群众带来的危害之

惨烈。

任何一种疾病的发生都有其必然因素。“当前

急务”指出了边区传染病发生的原因：一是“胡祸天

灾对于边区人民所造成的严重饥荒”，二是“在胡匪

侵扰期间，灾民被迫转移深山旷野，饥寒交迫，风雨

侵袭，致身体衰弱，抵抗力锐减”，故而导致“春暖以

来，各种传染病疫即潜滋暗长”［５］。中医认为，疾病

的产生与“正气”和“邪气”有关，风雨寒湿容易造成

人“正气”不足、“邪气”上升。营养元素是生命活动

的基础，人只有通过从外界各种食物摄入营养元素

才得以生存和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各类营养元素符

合人的生理需求时，人体才能保持健康。边区百姓

躲藏于深山旷野，受风雨和寒湿侵袭，又没有足够的

饮食供应，营养不足，饥寒交迫，抵抗力减弱，极易患

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

所谓人祸即“胡祸”“胡匪”，指的是胡宗南及其

指挥的军队。抗战结束后，１９４７年 ２月，国民党发
动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胡宗南所属国民党军

在边区烧杀抢掠，大大加深了灾荒的严重性。资料

显示，因胡匪的烧杀抢劫，整个边区损失公私粮食

２５万石、牛驴 ６万余头、农具 ２３万件，减少耕地
３６０余万亩，青苗被践踏摧毁者 ５０余万亩，生产基
础被大量破坏，造成了 ４０万人没饭吃的大饥馑［１１］。

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５日《边区政报》发表的“生产救灾专
号”详细报道了胡宗南军队给边区带来的危害：“胡

匪盘踞了一百九十天的赵家沟，二十五孔窑洞和十

二间厂棚上的门窗木料全被烧光，果树被砍光，院中

长满蒿草，常年种的三百二十八垧地荒了三百二十

一垧，种上的几垧地亦被匪军喂了牲口，全村一百二

十只鸡吃个精光，十户人家被抢去麦子二石六斗，毁

坏家具六百九十五件。此类被匪军长期盘踞及敌大

军践踏损失惨重地区，约有三十七个区，灾民达四十

万人。一般经敌军骚扰的地区，根据四千三百个村

庄的调查（分布于延安、安塞、延长、延川、志丹、子

长、绥德、子洲、佳县、米脂、吴堡、新正、淳耀、赤水及

靖边等十五个县），三十万七千二百零六人蒙受粮

食、牲畜、农具的损失。”［９］

从上述文字看，胡宗南部队给边区的农民生活

和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灾难：粮食、鸡、猪、羊

的损失使农民无粮更无肉可食，３７个区４０万人沦
为灾民。牲畜既是农民从事养殖业的资本，又是农

民耕地种田和从事交通运输的主要工具。农具是农

民收种和管理庄稼的必备用品。它们大量被损，不

仅增加了农业生产的难度，大大降低了劳动生产效

率，严重破坏了粮食生产的基础，而且直接损害了养

殖业、纺织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商业的可持续发展，

造成农村经济恢复乏力、农民生活难以为继。另外，

胡宗南部队破坏窑洞，制造无人区，致使大量土地荒

芜，许多民众流离失所、居无定所。

由于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高原，气候干旱，雨水

稀少，特殊的自然环境和连年不断的战争使边区的

自然灾害尤为频繁严重。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边区
自然灾害呈现出多样性、普遍性、高度频发性和群发

性、损失严重性等特点［１２］。１９４７年以来，陕甘宁边
区自然灾害连续不断，普遍的春旱、秋涝、霜冻及部

分地区遭受雹灾、水灾、虫灾。这些灾害因“胡祸”

而导致更加严重。边区耕地面积减少约 ３５０万亩，
收成不及上年的一半；夏秋耕地 １１００余万亩，收获
不过 ８０万石，加上边区原存粮食和除去“胡祸”造
成的损失以及其他粮食支出，存粮约９０万石，延属、
绥属、三边 ３县 １２５万人口存粮不足 ４０万石。更
糟糕的是，灾害又导致 １９４７年的粮食质量较往年
差，以往一斗粗粮能碾 ６升米，而今只出 ４升米，往
年一斗米 ３０斤，而今只有 ２６至 ２８斤。灾害导致
生产基础与生活资料遭到严重破坏，给边区人民生

活带来很大影响：在灾民中，马上断粮的约 ４．５６万
人，能吃到年底者约１．５６万人，能吃到次年二月者
约 ６．４３万人，能吃到次年夏收者约 ２．４５万人。灾
民的食物多以杂粮或野菜为主，在重灾区如永坪，灾

民主要食物为棉蓬、灰条、罗莲、沙蓬、荞麦叶、秕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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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莠子和糠。这些杂粮和野菜含有的蛋白质、脂肪、

碳水化合物较少，营养价值有限，自然无法满足群众

身体所需的必要营养元素。在子洲石窑区，不少灾

民每天吃清水煮白菜，营养不良导致很多人面部浮

肿。在纺织发达的延川县禹居区，冬天还有人穿着

露出肉身的破烂单裤。边区不少地方百姓的门窗坏

了也只好用席片、死牛皮来堵塞门窗［７］。综上所

述，胡宗南部队的破坏和自然灾害导致边区饥荒极

为严重。

饥荒恰恰是传染病流行的重要原因。由于饥

荒，百姓抗病能力差，无暇顾及卫生，导致卫生条件

极为糟糕，加速了传染病的蔓延。１９４８年 ２月，边
区政府在给各专员和县长的指示信中指出：“边区

在胡匪骚扰厉害和灾情严重的地方，目前已发现了

流行性病疫，这是因为作战区域尸体没有掩埋好和

到处遗弃脏物所引起的；加上群众生活条件很差，抵

抗力薄弱，入春以后可能扩大蔓延。”［１３］这里明确了

边区传染病发生的原因：一是“胡匪骚扰厉害”即战

争破坏严重；二是“灾情严重”即饥荒程度深；三是

“尸体没有掩埋好和到处遗弃脏物”，意即卫生条件

差；四是“群众生活条件很差”，造成了民众抗病能

力低下。这与“当前急务”所载传染病发生原因不

谋而合，故而传染病在边区的发生成为必然。

天灾和人祸共同导致的传染病危害极大，若不

迅速控制，不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带来严重危

害，而且会影响人民群众对党和边区政府的信任、对

解放战争的支持。同时，如果不杜绝天灾人祸尤其

是胡宗南部队制造的人祸，则传染病必将继续发生

和蔓延。而要控制传染病并铲除其根源，不仅需要

行之有效的医疗技术，还必须有高素质干部去推动

医疗技术的实施，否则再好的技术也难以落实，这也

是边区政府为何特别强调在传染病防控中既要重视

医疗技术又要关注干部素质的深层次原因。

二、技术与干部：边区政府防控传染病的两个主

要抓手

为防控传染病，中共西北局于 １９４８年 ７月 １２
日发布了《扑灭时疫紧急指示》［７］（以下简称“指

示”），主要内容包括以下 ５点：
（一）做好传染病防控的动员工作

“指示”明确指出，１９４８年入春以来，边区各地
不断发生时疫，不仅已蔓延到绥德、延安等十余县，

而且死亡率很高，因此，做好传染病防控是边区党和

政府的紧急重要任务，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显而

易见，动员的目的是要让干部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

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克服麻痹思想和官

僚主义，以积极行动投入防疫工作中去。

（二）以医疗为主多措并举做好传染病防控

“指示”对成立传染病防控的组织机构相当重

视，首先要求各地各级生产救灾委员会迅速加强扩

大成为生产救灾防疫委员会，领导和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深入调查，了解本地区传染病的类型和蔓延情

况；二是组织紧急治疗，动员公立医院和私人诊所的

中西医生携带药品，深入疫区治病救人，如果在实际

治疗中被证明有特效的单方、有特效的药物及救治

成功的经验，要随时向生产救灾防疫委员会详细报

告，以便更大范围地推广采用，如果遇到疑难杂症，

也要随时详细报告，尽快研究出治疗方法；三是团结

农村民间医生，注意搜集土单方，对其加以改造和提

高，让医方为防疫工作服务；四是提倡预防工作，先

选择几项简易切要的工作去做，如不喝生水、对传染

病者隔离、掩埋死物和打扫垃圾，开展群众性防疫卫

生运动；五是区县干部必须积极帮助和领导疫区开

展防疫工作，要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防疫活动，如宣传

好的防疫经验，帮助请医生、采购必需药品和解决患

病贫苦群众的困难；六是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基础上，

教育群众破除迷信，取缔各类巫神欺骗群众的不法

有害活动。［７］中共西北局采取了综合的疫情防控举

措，既有具体的医学技术又有必要的社会变革。

（三）机关、部队和学校要做好表率

“指示”要求，“县以上党政军领导机关及部队

和学校，除了做好本单位防疫工作外，还要直接领导

驻地附近区域的疫情防控工作，派出医务人员专门

负责附近居民的疾病治疗，对已发生的病疫要采用

多种医疗手段迅速扑灭，未发生的则要切实做好预

防，对过往患病的灾民要随时予以免费治疗，树立边

区防疫的良好表率”［７］。要做好表率，就必须深入

疫区、接触患者，脚踏实地做好防疫工作，这自然要

求高素质的干部去落实相关工作。

（四）查摆问题并及时总结汇报

“指示”指出了一些地方干部防疫工作存在的

问题，如“未加重视或空喊防疫，流于形式；不作具

体工作，或遇到困难自己不主动想办法而是单纯依

靠上级解决，致使已发生的传染病未能及时扑灭，使

本来可以减少或完全可以避免的损失未能减少或避

免”［７］。为此，中共西北局特别要求边区各地党政

主要干部，“必须直接参加边区防疫工作并加强对

防疫工作的领导，要把防疫情况作为检查各地工作

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各疫病区要把最近一个月的

防疫情况认真总结，就如何进行疫情防控向上级作

详细的专门汇报”［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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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摆正思想并克服官僚主义

针对疫病造成边区军民的死亡，“指示”要求每

位党员、干部和医疗战线的同志，“发扬对人民爱

护、热忱和负责的精神，树立信心，反对向任何困难

屈服的思想，摒弃那种认为现有物资和技术不能有

效防止或扑灭疫情的消极观点”。“指示”特别明确

了当时工作中真正的缺点是官僚主义，“指示”最后

强调：“只要把我们本身存在的官僚主义这个缺点

纠正了，全党动员起来了，干部素质提高了，坚决执

行党的指示，对人民负责，积极提高医疗技术，全力

向病疫发起进攻，积极领导人民开展群众性的防疫

救护运动，我们就一定能胜利。”［７］

综上，在应对传染病过程中，防控技术的运用和

干部素质的提高并重，而提高干部素质的重点是反

对官僚主义。只有通过摒弃官僚主义以提高党政干

部素质，才能积极行动、多措并举提高传染病防控技

术，才能避免流于形式地空喊防疫，才能动员一切力

量和采用一切技术和办法开展防疫工作。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根据中共西北局 ７月 １２
日的“指示”，第一时间向记者发表了紧急谈话，《群

众日报》７月１４日即以《林主席指示各级政府扑灭
病疫为当前急务》为题刊登在该报头版头条，这不

仅表明了《群众日报》对该谈话的重视，更表明了边

区政府对群众生命安全的高度重视。就“当前急务”

所载疫情防控内容看，主要有４点：一是明确目标任
务，二是树立疫情防控工作的典型，三是力戒疫情防

控中的官僚主义，四是今后疫情防控的工作要求。

首先是明确传染病防控的目标任务。“当前急

务”指出：“各级政府要切实负责，紧急动员全体人

民，迅速阻止病疫蔓延，抢救生命，保证夏种工作顺

利进行，争取秋收后彻底消灭饥荒，此为边区当前最

紧急最重要的任务。”［５］这里明确疫情防控要由各

级政府负责，依靠对象是全体人民，最紧急最重要的

任务是抢救生命、消灭饥荒。由于饥荒是造成病疫

的重要因素，而且民众要生活下去就必须发展农业

生产，所以，在防控疫情、抢救生命的同时还要发展

农业生产。换言之，要防疫与生产两不误，而依靠的

对象是全体人民，这对反对官僚主义无疑具有积极

作用。

其次是树立传染病防控工作的典型。榜样的力

量是无穷的。“当前急务”对病疫流行期间主动采

取行之有效措施的单位和个人作了表扬，单位如延

属专署、绥德专署、米脂县府、垦区区府；个人如亲自

用药医治患病群众的华池白马区六乡指导员吕文

佐、救济患病群众粮食的米脂河岔区区长常迎吕、帮

患病群众锄草的龙镇区八乡乡长李树明、亲自护理

患病群众的十里铺区青年主任杜兴平、随时到各区

防治传染病的安塞招安保健药社医生郭连玉。［５］这

些干部的职业、职务和工作区域、工作性质不同，但

都能深入一线、深入基层为患病群众服务，边区政府

对他们均给以赞誉，称其是对人民对上级高度负责

的优秀干部，具有深入实际亲自动手、关怀与解除群

众疾苦的优良作风，不仅自己动手，还要宣传组织群

众，形成群众性的防疫治病运动。“当前急务”之所

以要表扬这些干部，一是因为他们素质高，没有官僚

主义思想，能够深入抗疫一线，俯下身子用医疗技术

和热心服务帮助患病群众渡过难关；二是要为其他

干部树立正面榜样，教育和引导他们免受官僚主义

影响，提高自身素质，组织民众打好群众性的传染病

防控战。

再次是列举干部素质低的表现并严厉批评。一

是部分地区的干部对严重威胁群众生命的传染病，

采取漠不关心和熟视无睹的态度；二是有些干部不

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去研究扑灭病疫的办法，单纯等

待上级发药品、派医生解决困难；三是有些干部不研

究上级的防疫指示，不深入农村检查，敷衍了事任其

自流；四是有些干部不将防疫工作配合救灾工作进

行，对于群众因病致死毫无感觉，认为饿死人自己有

责，病死人自己无责；五是有些干部畏惧困难，认为

在现有的物质技术条件下，不能有效地扑灭病疫，消

极应付并向困难低头；六是有些干部思想麻痹，自己

不但对病疫蔓延不管不问，而且不向上级反映报

告。［５］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部分素质低的干部

官僚主义严重，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不积极主

动作为。另从所用笔墨的多少和措辞语气看，“当

前急务”对官僚主义者的表现大写特写，字里行间

充满痛恨痛斥。由此而言，“当前急务”报道边区传

染病防控中存在的问题，实际是对有官僚主义作风

和习气的干部的严厉批评。

最后是传染病防控的工作要求。林伯渠对干部

的思想认识作了统一要求：“每个干部要在思想上

认识到目前病疫的流传是边区人民最大的灾难，要

发扬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接受救灾工作中的经

验教训，扫除估计不足、熟视无睹的麻痹现象，克服

夸夸其谈、不着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认真负责地组

织与领导群众紧急开展自救和救人活动。”［５］很明

显，边区政府是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坚决摒弃官僚主

义的思想和作风，踏踏实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为

此，“当前急务”提出了 ４点要求：第一，各级干部要
立即动员组织当地民间中医医生下乡防疫，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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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医生自动寻找病人，为病人服务，一方面减少医

生在服务期间的战勤负担，并酌情解决其家庭困难，

帮其解决后顾之忧，同时迅速审慎配制在实际治疗

中被证明有效的各种单方，无代价发给患病群众服

用，其费用如果当地政府无力负担，可呈报各专署向

边区卫生署报销，各地保健药社更应团结与说服各

私营药铺，减价或赊账向患病群众卖药，严格取缔乘

机抬高药价的不法行为；第二，联卫、边卫协同派出

救治组分赴病区进行紧急救治，各级政府卫生机关

与驻军机关医务人员组织临时防疫治病小组，在驻

地附近区乡进行防疫工作，派出医务人员专门负责

附近居民的病疫治疗；第三，机关学校与群众团体利

用集会开会、交往等各种机会，利用黑板报、标语、传

单、讲话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防疫知识，开展群众

卫生运动，耐心说服群众破除迷信，禁止巫神的骗人

活动；第四，边区干部要坚决执行中共西北局《扑灭

病疫紧急指示》，及时检查执行的经过，研究检讨经

验教训，把防疫情况及时报告上级。林伯渠还以

１９４８年春生产救灾的经验教训为例，痛批干部官僚
主义作风造成的危害：“在某些轻灾地区，开始灾情

并不严重，但后来由轻微发展到严重，主要是由于官

僚主义作风所造成的恶果。而在某些重灾地区，开

始灾情虽然严重，但由于当地干部对人民的高度负

责，坚决执行了西北局及边区政府反对官僚主义的

指示，使得灾情逐渐减轻或消灭。因此，目前防疫治

病工作成败的关键决定于每个干部反对官僚主义的

决心及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同时关怀与解除群

众的疾苦，是测量每个干部的标准尺度，谁对党忠

诚？谁对人民负责？将会从目前的防疫治病的实际

工作中得到正确的证明。因之，每个干部都应坚决

执行中共西北局、边区政府历次的防疫指示，与工作

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严密的不调和的斗争。”［５］

只有这样，才能展开群众性的防疫治病运动，才能胜

利扑灭传染病的蔓延与流行，才能保证夏种工作的

顺利进行。

边区政府既细化了防疫的技术方法，又明确了

反对官僚主义以提高干部素质。为此，边区政府通

过树立正面典型和列举官僚主义若干表现，教育和

引导干部同工作中的官僚主义进行斗争，以对党忠

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提高自身素质，积极组织和

领导广大军民开展群众性的传染病防控运动，既要

坚决扑灭传染病又要扎实推进夏种工作。为强调和

突出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当前急务”专门加了副标

题“成败关键决定于每个干部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心

及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这既表明当时官僚主义在

防疫中的危害又彰显了中共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对干

部素质的高度重视，以及旗帜鲜明的政治态度。边

区政府对官僚主义的反对是一贯的。林伯渠 １９４８
年 ２月 ２７日所作《革命战争中一年来的政府工作》
即明确了战争中还存在某些干部不负责任的渎职现

象与脱离群众的严重倾向，已对官僚主义提出了严

肃批评［１０］５３。“当前急务”则更进一步鞭挞了官僚

主义者的丑陋行径。毫无疑问，通过反对官僚主义

以提高干部素质，中共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为做好传

染病防控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组织保证。

纵观本时段陕甘宁边区政府对传染病的防治，

成效显著，既降低了疾疫发病率和死亡率，又提高了

群众卫生防疫和科学就医意识，促进了边区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还一定程度改变了边区城乡的环境卫

生面貌，促进了边区社会的进步。不仅如此，边区卫

生医疗防疫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共产党

在边区的政权，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及当下社会卫生防疫事

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１４］更重要的是，通过反

对传染病防治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边区干部素质得

到了提高，干部队伍进一步纯洁，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增强，为树立良好的党风政风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历史与启示：提高干部素质是中国共产党防

控传染病的一贯作风

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提升防控技术和提高干部

素质以做好传染病防治工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

是一贯的、持之以恒的。１９３２年初，江西富田和闽
西地区传染病流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人民委员会举行常委会，专门讨论防疫问题，决定

“举行全苏区防疫卫生运动”并“责成军委军医处拟

定办法和条例”，以便迅速扑灭疫情［１５］。为压实防

疫的领导责任，１９３３年 １０月，中革军委颁布《暂定
传染病预防条例》，对如何应对传染病作了明确规

定，其中第十条强调：“凡不依条例规定之（者），不

依该管卫生机关所指定之期限内施行应办事项者，

各级卫生机关得请各级首长以相当处罚。”［１６］为加

强对防疫工作的指导以保障工农大众的生命安全，

临时中央政府于１９３４年 ３月 １０日又成立了“中央
防疫委员会”，１６日至２３日即在疫区举行防疫运动
周，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和军民一起参加大扫除活

动，洗通沟壑，深挖水井，灭蚊灭蝇，封塞鼠洞，修建

土厕，掩埋死尸［１７］。红军到达陕北后，大力开展卫

生防疫工作，发现传染病流行时，立即采取相关措施

消灭疫情，防止蔓延。如 １９４１年，甘泉县发生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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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瘟疫，民政厅便迅速派出医务人员，携带药品前往

救治［８］１１２。中央医院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３年收住了患有
痢疾和伤寒的病人 １０１人，由于积极治疗，患者很
快返回了工作岗位［１８］。除了积极救治，１９４５年中
央军委总卫生部还组织专家克服重重困难研制伤

寒、副伤寒、牛痘等血清疫苗［１９］，为防治传染病作出

了重要贡献。党的领导躬身践行，既为防疫工作树

立榜样，又对提高干部素质起着积极的示范作用。

１９３７年３月，延安开展卫生运动周活动，毛泽东、朱
德等领导人亲自参加大扫除，毛泽东还讲了话，他指

出：“注意卫生，健康身体，就是增加国防力量”，“卫

生运动不是一个的人，要大家来做。”［２０］毛泽东关于

卫生运动的讲话和亲身实践，为抗日根据地领导干

部高度重视和积极投身卫生防疫工作既明确了卫生

的意义又提出了具体要求，还树立了讲卫生的榜样。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传染病防控同样高度重视，本

文所列“紧急指示”“当前急务”外，还有很多此类实

例，如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４日《群众日报》发表题为《肃
清官僚主义，迅速扑灭灾荒》的社论，要求各机关、

部队、学校和各级政府坚决克服官僚主义，立即投入

疫情防控工作［２１］。１９４８年 ２月，边区政府在发现
流行性病疫后立即要求各专署、县府把传染病防控

作为救灾工作的重要任务，切实组织各级卫生机关

参加各地的救灾委员会，领导各地疫病防治工作；区

县医务人员组成的防治工作组，要直接到农村去开

展防治工作；各级政府和救灾工作组、土改工作组的

同志，也要利用一切机会在群众中进行防治的宣传

和组织工作。总之，各位专员和县长就是要很好地

把群众组织起来，同灾荒瘟疫作斗争，不仅要不饿死

人，也要防止病死人［８］２８。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精神

特质被继承和弘扬。１９４９年 １０月初，察哈尔省察
北专区发生肺鼠疫并蔓延，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特

别指示周恩来连夜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迅速成立

了中央防疫委员会。察北专区地委也迅速作出反

应，要求全区党员干部要对人民生命高度负责，发扬

沉着顽强精神，动员群众战胜灾难。在各方共同努

力和苏联防疫队的协助下，疫情得以控制，１１月 ５
日即无新增病例，１２月初，察北专区鼠疫彻底绝
迹。［２２］１９５１年 ９月，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向中央报告
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工作取得的成绩和缺点时指

出：“不少省县以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把不饿死

人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对因不卫生而病死人则重视

不够，认为是难以避免的‘天灾’。”毛泽东看到报告

后，马上以中央名义指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

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

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２３］大多数传染

病是可以预防的，但为何未能预防？个中缘由应该

很多，但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是

重要原因。毛泽东的指示，正是对各级党委避免在

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卫生工作中犯官僚主义错误

而提出的明确要求。１９５８年 １１月，河北省邯郸专
区伤寒病流行，痢疾、肠胃炎等传染病时有发生，原

因主要是某些干部存在着官僚主义思想，只注意生

产，忽略了对人民生活的关心，群众吃不到热饭、睡

不上好觉，身体抵抗力下降。毛泽东看到这个消息

后批示：“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

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

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

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２４］显然是要求各级领导要

坚决杜绝官僚主义，像重视生产那样重视群众生活，

让他们吃上热饭、睡上好觉，通过增强自身抵抗力以

战胜伤寒、痢疾、肠胃炎等传染病。总而言之，党和

政府一方面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医疗措施，坚决遏

制疫情蔓延，一方面提高各级干部素质，让他们把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防控第一线，为战胜疫情提供

了重要的组织纪律保证。

总结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防治传染病

取得成功的经验，最大的亮点是既重视医疗技术又

重视干部素质，某种程度而言，后者较前者更为关

键，故而，边区政区在增进医疗技术的同时，将提高

干部素质作为传染病防控的重要抓手。为提高干部

素质，边区政府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突破口，因为官

僚主义是领导干部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同我们

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

敌、人民的大敌、干部的大敌。中国共产党在传染病

防控中与官僚主义进行的坚决斗争，彰显了作为百

年大党在千方百计提高医疗防疫技术的同时，始终

如一注意通过提高干部素质来做好传染病防控，以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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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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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共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坚持“政治坚定、人民至上”原则，以“预防为主、救死扶
伤”为指针，通过“中西结合”实现“技术优良”之追求。这些经验发源于土地革命时期，影响着新中

国医疗卫生事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医疗卫生工作的民本宗旨。在传统中医药与近代西医的关

系上，中国共产党反对厚此薄彼，努力探索中西医相结合的实现途径，把传统中医药从濒临危亡的困

境中解救出来，完成创造性转化，产生国际影响。这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乃至人类卫生健康史上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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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医疗卫生工作在中国医学发
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中国传统医学经过数

千年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随着西方近代医学传

入，传统中医学的影响力减弱，生存空间为近代西医

所挤压，以致１９２９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了废除中医
案，在中医学界引起轩然大波［１］１１５－１２１。然而，就在

传统中医学存亡绝续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已开辟

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在保卫苏区军

民生命健康过程中，将传统中医药与近代西医相结

合，开创中国医学发展新格局，为传承祖国医药、促

其创造性转化、指导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积累了实

践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医疗卫生工作始于土地革

命时期，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实战历练，经验不断

丰富。尤其抗日战争持续时间长，民族矛盾、阶级矛

盾叠加，战斗激烈，条件艰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医

疗卫生工作经验日趋成熟的关键阶段。鉴于学界围

绕抗日根据地［２］，尤其陕甘宁［３］、太岳［４］、太行［５］、

竹沟［６］、晋察冀［７］等根据地对之已研究较多，而对

其历史经验尚未全面总结分析。本文在此基础上证

以相关资料，把这一经验概括为：政治坚定，人民至

上；预防为主，救死扶伤；中西结合，技术优良。并结

合时代背景，指出这一经验对推进中国医学发展的

重要历史意义。

一、政治坚定，人民至上

抗战时期，中共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极为严重的

疫病挑战。其突出表现，一是军民营养补给困难，抗

病能力不强。中原根据地士兵平均体重才 ９０多
斤［８］１１８，伤病员只能以稀饭、水芹菜、地连皮、野菜、

酸枣、糖梨、山楂、茉荷梨、杨桃、花托板、河虾河蟹等

补充营养［９］。冀中村民常住山洞、地洞和荒郊野

外，食野菜、树皮、树叶。因频繁转移，风餐露宿，烂

脚（脚打泡）、冻伤、感冒、消化不良、急慢性胃肠炎

等很常见。传染病主要有疟疾、伤寒、副伤寒、斑疹

伤寒、回归热、痢疾、疥疮等［８］１２１－１２３。士兵常吃萝卜

干、干菜，缺乏维生素Ａ，还多发夜盲症［１０］。二是扫

荡与反扫荡战争引发疫情。在晋察冀边区，１９４２年
“五一大扫荡”后疫情严重［１１］６１７，平山民众十之八九

患病［１２］。沦陷区居民则被集中关押在窝棚、马棚、

猪圈和磨道里，苍蝇、蚊子、老鼠、臭虫、虱子活动猖

獗，疫死率极高［１３］３３６。三是日军施放细菌病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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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边区的正定、无极、深泽等地，日军释放病鼠、

疫蚤［１４］９３－９４。１９４１年，敌寇在大清河沿岸散布霍
乱、伤寒等菌，杀死不少无辜同胞［１１］１００。日军施放

芥子气、发射糜烂性毒气弹，使人打喷嚏、流泪，皮肤

生泡、破烂，气喘闷死［１５］。日军还沿平汉路廉价出

售“小洋猪”，导致平、津、保、石等地大猪发瘟［１６］。

另有繁峙、应县等地发牛瘟，病牛不吃草，气短，死后

全身血液变黑，死牛皮肉粪便都传染该病［１７］。

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条件也极其落后。起

初，奎宁、止血剂、麻醉药奇缺，酒精、镊子、橡皮膏、

骨锯、肥皂、毛巾等无法保障，仅靠战斗缴获应

急［１８］５３１。战场急救方面，起初沿用“一战”时不做初

期清创、不用石膏绷带的做法，等伤员送到后方手

术，多人已伤口感染化脓，或并发骨髓炎致残死

亡［８］１０９，１２５。在河南抗日根据地，诊断起初只有体温

计和普通听诊器，手术仅有剪、钳、镊子、注射器和一

般手术刀，纱布、脱脂棉、绑带主要靠自制。在睢杞

太根据地，医疗物资只有棉花、纱布。１９４２年前，冲
洗创口以自制盐水代替红汞，稀布代替纱布，竹签代

替镊子；还以棉花轧后用水洗、棒槌砸、漂白粉煮，代

替脱脂棉［１９］５１－５３。边区居民卫生观念也很落后。

曲阳游击区“老乡迷信很深”，因小孩多病，谣传“谁

谁家的孩子因为洗洗脸、扫扫地就死”，结果村民再

不敢洗脸扫地，“一闹病就到处拜神求医”［２０］。

面对根据地严峻的疫病形势，中国共产党加强

了对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军委总卫生部颁布《暂

行卫生法规》，要求各部队、边区仿照中央设总卫生

处，军委设总卫生部、边区政府设卫生处（科），领导

组织卫生防疫［２１］５１８。延安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要

求区、乡、村设立卫生防疫小组［２２］。在晋察冀边区，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把设立卫生专门机关写进纲领，

要求县、区、村建立大众互助的储蓄救灾组织，提倡

清洁运动，改良公共卫生，预防疾病灾害［２３］８５。１９４２
年后，山东军区还抽调卫生干部帮助鲁中、鲁南、胶

东成立行署卫生处，由各军区卫生部长兼行署卫生

处，领导建立地方各级卫生组织和医院。在华中，新

四军于１９３８年在南昌成立军医处，下设医政、保健、
材料、总务等科。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

组军部，成立军卫生部，开设黑热病专科医院为苏北

群众免费治疗［２１］５２１。

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根据地首先解决医药短缺

问题。一是因势利导，积极采购。晋察冀边区从河

北村爱卿医院购买碘酒、医疗器械、绷带、纱布，成立

永茂贸易商店联系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邢台等

城市，组织定县商人何树凯利用与北平震华、利华医

疗器械行和天津舒奚记医疗器械行的关系为边区采

购医疗物资［２４］７３６－７３７。易县每村组织扁担队，多次

从敌占区运回盐、粮、布、药［１８］６９１。二是卫生统战，

支持边区。冀中小樵镇延寿堂药房向吕正操部献出

全部药物，治疗伤员。饶阳柳枝桥、安国南关和广安

镇的开业医生王育容、刘亚夫、王道建及阜平城平民

医院院长李铁亚等人也全部贡献药品器材［２４］５９６。

胶东军区以军民合办、公私合办、中西合作等形式成

立医药合作社。在晋察冀，除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

求恩带来药品和美制小型 Ｘ线机外，尚有国外记者
在阜平城外河滩空投药品器材支援［２４］７７６。三是自

己动手，发展制药。陕甘宁边区将中草药加工成丸、

散、膏、丹和酊剂。睢杞太根据地从自制阿片酊、阿

片末、大荒末、土纱布、棉花、绷带、盐水、脱脂棉和蒸

馏水，到抗战转入反攻时已拥有医学显微镜和手术

床，不仅能用乙醚麻醉做截肢、植皮、骨折石膏固定

和铁夹子固定等较大手术，还能治疗肺结核、胃病、

肠炎、痢疾、疟疾、感冒、疥疮等病，包括注射破伤风

抗毒素、帮助地方种牛痘等［１９］５１－５３。冀中军区制药

总厂能制造福百龙、扑疟母灵、黄
!

碱等六种解热

药，像妇科药、强心剂、消化健胃药、镇咳药、泻下药、

外科用药等数十种均能生产［２５］９。抗战期间，伯华

制药厂至少能生产７种卫生敷料、２１种医疗器材、
１１９种药品和１４０余种医药器械［２４］７３５。

中国共产党还领导根据地军民因地制宜保障民

生。晋察冀边区提倡在沙地、坡地、沟沿、河滩种植

容易活、且“一百斤能榨四十多斤油”的大麻子以自

救［２６］，指示各县在不能种植五谷之滩地、高地、林

边、路边多种早种耐旱耐涝、容易栽培、不用耕锄上

粪的大蒜子和北瓜［２７］。针对夜盲症，鼓励多种蔬

菜，给部队发豆子、做豆腐、食用生豆芽以补充“维

生素Ａ”［１０］。边区儿童保育院增加医药费，减少儿
童疾病［２８］。牛是农耕重要工具，对牛瘟，边区政府

及农会不仅设法救治［１７］，还组织防治牛疫委员会，

印发《牛疫防治法》，严禁病牛区与健牛区往来。病

牛死后，深埋八尺。病牛区内，病牛与健牛隔离，用

石灰水消毒，不准病牛在河内饮水［２９］。针对日寇施

放鼠疫菌和糜烂性毒气弹，边区不仅发动群众饲猫

捕鼠灭蚤［３０］，还由军区卫生机关派防疫小组前往研

究治疗［３１］。冀中军区则自上而下建立卫生组织，开

展防疫教育和卫生运动，其《告全世界全国人士书》

说，“我们有坚强的决心击破敌寇恶毒手段，保障人

类的健康”，直到“光明的实现”［３２］。

二、预防为主，救死扶伤

中共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主要是疫病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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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医疗救治。疫病预防首先是加强卫生保健。陕甘

宁边区要求士兵到宿营地后用热水烫脚，对脚泡用

酒精消毒，引出积液。行军路上设饮水站，士兵以咸

菜补充流汗缺盐。对冻伤“以动制冻”，尤其全身寒

冷或脚部麻痛时，要求原地踏步或继续行军，经常摩

擦耳面手等最易冻伤的部位。为防感冒，要求控制

行军速度，减少出汗；途中休息时，不准睡觉；汗后不

许脱衣摘帽；天冷抵宿营地后喝热姜汤，或在面糊汤

内放姜、辣椒、葱、花椒等做成“五虎汤”用于发汗。

严防病从口入，禁吃生冷瓜果，剩饭剩菜须加热蒸煮

后食用［８］１１９。晋察冀边区还通过调查登记医生、制

定组织简章、健全区级组织，发起成立医生抗日救国

会开展卫生宣传［３３］。

其次，实行防治结合。冬季防气管炎、冻伤。生

产劳动时，防擦伤、眼病、中暑和肠胃病［８］１０６。对疟

疾，用常山、柴胡、砒石、黄芩、花椒等制成的疟疾丸

内服，或在发作前４—５小时于第一、二颈椎间进针
约０．５厘米，挤出少许血液［８］１２１。对流感，以柴胡

汤、姜汤、阿司匹林、托氏散、解热丸、止咳片［８］９１，或

双花、连翘、甘草、生姜等防治［８］１４１。对回归热，注射

有机砒制剂。对痢疾，用黄连、黄柏、黄芩、白头翁，

或采食马齿苋、铁苋菜防治，１９４５年开始用磺胺类
药物。对疥疮，以凡士林或雄黄、硫黄、苏合香、松馏

油等配成软膏，或用猪油、麻油、硫黄加米粉、水杨酸

配成水剂，涂擦外用；甚或购回少量硫化钾，制成水

溶液擦澡；冬季，先以柴火烤疥１５分钟，再以硫黄擦
剂涂之［８］１２３。对黑热病，用锑剂治疗，多数病人用三

价锑，重症用五价锑［８］１４１。

第三，接种、隔离和体检。春季接种牛痘，夏秋

注射霍乱、伤寒疫苗。晋冀鲁豫边区接种霍乱、伤

寒、副伤寒三联疫苗，１９４１年后虽因日军“大扫荡”
造成疫苗购买困难，但仍以酌减接种剂量、改皮下注

射为皮内注射维持接种。在隔离方面，要求疥疮患

者不与健康人同炕、同被，眼病患者不与人共用毛巾

脸盆。传染病人出院后对住地消毒。病人厕所专

用，用后撒生石灰，走后填土深埋。病人治愈后，必

须观察１０余天出院。要求集体烫衣，灭虱，灭疥；做
好疫情调查；不住疫病流行的村庄，不入有可疑传染

病之家。胶东军区对每批新兵进行 ７—１０天的体
检。１９４３年针对投诚士兵３５％患淋病梅毒、７０％患
疥疮、５０％患痔疮、２０％营养不良，军区专门制定了
卫生保障计划［８］１３７。新四军军医处制定《保健员三

大任务》，凡心脏病、沙眼、肺痨、下肢静脉曲张、年

久痔漏、夜盲、双侧疝气、精神失常等患者不准入

伍［８］１５５－１５６。

第四，卫生建设和个人防护。营房装纱窗门帘；

厨房厕所设暗道；剩食盖纱罩；设置垃圾坑、修建深

坑厕所、改造畜圈、用堆肥法处理粪便、改善水源、挖

排水沟。驻地５０米以内清除垃圾污物，每家每户要
水满缸、庭院净。水井由专人看管，防止敌特投毒。

反“扫荡”期间，卫生员每人携漂白粉一小瓶，对饮

用水净化消毒。炊事员要接受教育和健康检查。碗

筷洗刷干净，蒸煮消毒。米饭蔬菜用纱布盖好。中

毒后以重碳酸钠液洗鼻、漱口，以硼酸溶液洗眼，或

以大蒜液煮沸作饮料。重伤者移送医院。预防中毒

方法是：用冷水或尿浸湿毛巾掩口鼻，用冷水漱口；

服浓茶，吃大蒜；服苏打水，用硼酸洗眼；用冷水擦

背；速将中毒伤员搬离染毒区，静心休息。卫生学校

增加防毒课程［８］１１３。个人卫生强调定期理发、剪指

甲、洗衣、洗澡、晒被褥，不与人共用毛巾［８］１０６。陕甘

宁由机关、部队、学校、群团组成防疫委员会，每个居

所设一个厕所，每村挖一口水井，每天洗一次脸；不

喝生水、不吃不洁食物；勤洗衣，常晒铺盖，防寒防

湿；有病请医生，不请巫医。白塬村卫生公约说：

“碗筷锅盆勺，饭后要洗净；剩饭和剩菜，不让苍蝇

叮；若要不得病，不吃生和冷；人人手和脸，每天洗两

遍；要将脚和衣，每月洗四回；厕所经常扫，牛圈两次

垫；人人能做到，年年不生病。”［８］６９

第五，办卫生杂志，传播卫生知识。陕甘宁中央

军委总卫生处创办《国防卫生》杂志；卫生合作社选

编卫生宣传册；《解放日报》设“卫生”专刊 ５６期。
晋察冀《卫生建设》刊出卫生业务技术资料数百篇，

卫生、防疫、防毒、传染病防治和初步疗伤等题材占

三分之一［８］９７。山东创办《卫生半月刊》，印发《卫生

管理规则》《夏季卫生常识》《大练兵卫生教育参考

资料》《冬季防病常识》等资料。《晋绥抗战日报》辟

有卫生专栏，《晋绥日报》《胶东前线》《大众报》《胶

东大众》也刊登卫生专文［８］１３６。新四军编印季刊

《夏季卫生》《秋季卫生》，发行《大众卫生》１０期，宣
传个人卫生、集体卫生以及如何防治甲状腺肿、天

花、疟疾、疥疮、夏季传染病和冬季常见病等［８］１５７。

豫皖苏根据地藉《拂晓报》交流卫生常识和妇婴工

作，形成早晚刷牙、用公筷、剪指甲、不喝冷水、大便

后土掩、痰入盂等卫生习惯［３４］３５５。针对日寇散播鼠

疫，《晋察冀日报》刊文宣传鼠疫杆菌、老鼠与人群

的关系，要求隔离病人，严格消毒［３５］。

第六，多渠道卫生宣讲。晋察冀成立军民卫生

委员会，向群众讲述什么是瘟疫、怎样预防肺炎，向

小学生讲解天花预防知识［８］１００。晋冀鲁豫边区把卫

生列为连队军政训练科目定期授课。新四军军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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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不仅为军民上卫生课，还利用体检、预防接种机会

宣讲天花和肠道传染病预防常识［８］１６６－１６７。对炊事

员，讲解炊事卫生的重要性及消化系统生理解剖概

要、寄生虫与细菌、传染病常识、食物选择与烹饪方

法、厨房卫生管理等［８］１５８。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军医

处、中国医科大学多次举办卫生展览会［８］６８。山东

一一五师用图表及实物宣传防病原理、展示病人形

象，讲解疾病传播和预防办法。胶东第五旅的连队

组织战士用放大镜看苍蝇，讲解其携带细菌、传播疾

病的道理。新四军借“七七”纪念活动制作卫生统

计表、卫生宣传画，在王村、中村、土坑、云岭等地展

览，军民参观累计达１０７１９人［８］１５７。山东军区在水

井旁、宿营地和临时休息地，写上“井水虽然凉、病

菌里面藏”，“为了防中暑、休息找阴凉”，“为了防感

冒、不要随便脱衣帽”等标语，同时结合快板、对口

词、歌曲等宣传卫生知识。陕甘宁边区编演的《卫

生歌》《李大旺看病》《劝婆娘》等幽默风趣，颇受群

众欢迎［８］６７。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还分层次宣讲：

基层干部侧重于认识和贯彻卫生制度与防病的关

系；一般战士，宣传不讲卫生的害处；炊事员、司务长

和管理员，着重讲解食物烹饪对营养损失的影响，防

止发生营养缺乏和肠道传染病［８］１３６。

此外，根据地还开展卫生检查。内容包括：室内

外保持清洁；挖深坑小口厕所；门口挖痰盂；分水洗

脸，不共用盆水；实行分菜制，不乱用碗筷。每年４
月１２日至５月１２日为卫生运动月，清除杂草，排放
污水，填平沟坑。建立个人、饮食、环境卫生制度，开

展连、团、村、户不同层面卫生检查评比，表扬先进，

带动一般［８］１４５。避免人畜杂处，消灭蚊蝇、跳蚤、臭

虫、老鼠。家具炉灶保持清洁［３６］。打通阴沟，掩盖

茅坑，打扫村前村后，埋好人畜尸体。家具不粘尘

土［３７］。议定村民卫生公约，一切卫生机关及中西医

生都参与“卫生突击运动”［３８］。

在医疗救治方面，首先推广“初步疗伤”法，对

伤病员实行２４小时内清创［８］９２。晋冀鲁豫军区学

习白求恩《游击战中师医院的组织和技术》，将救护

延伸到火线，尽快输血输液清创，防感染，促自

愈［８］１２５。伤势轻、能早愈者经火线治疗后随卫生队

活动。伤势重者经处理治疗脱离危险后，转送休养

所或后方医院治疗。不能及时转运的伤病员，则安

置在地下医院、梯田医院或堡垒户的家中疗养。群

众不仅组成担架队，把伤兵“甲村送乙村，乙村送丙

村”，交替辗转送到目的地，还腾出房子做病房、手

术室、换药室、配药室和医生护士的宿舍等［３９］２１。

１９４４年秋攻打东平时，即便仅有胺苯磺胺（Ｓ．Ｎ），

也成功救治了很多伤员［４０］。

其次，收治或巡回治疗疫病患者。抗战期间，晋

察冀军区共收治病员２１６０００人［２１］５２１。其中１９４１年
秋，边区派出 １０４人共 ２０个防疫组分赴 ３８４个村
庄，治疗６３４０３人次，治愈率达７１．６％［２４］４０７。阜平

县军区派医疗队８８次，治愈疟疾、流行感冒、痢疾、
回归热、伤寒等４５２１人［４１］。１９４１—１９４６年，晋绥边
区收治１０７３２人，治愈率达８１％［８］１１１。阜平马县长

针对疟疾、痢疾、流行感冒等疫情，提出“到病灾最

为严重的阜平去”。总计８８个中心村、７０７４个病员
得到治疗，治愈４５２１人，含疟疾１９７９人，流行感冒
７８５人，痢疾 １９３人，回归热 ６人，伤寒 ５９４人［４１］。

冀北办事处平西卫生事务所不仅免费施种牛痘，注

射防疫药针；而且登记中医，成立医师组织，采制平

西土药；通过组织医疗突击队、卫生检查宣传队分赴

各地和成立门诊部为民众义务诊疗等途径，成功解

决了边区民众面临的疾病、医疗与卫生难题［４２］。

最后，提倡互助友爱，设法治疗。各地全力组织

中西医和药品，通过流动医疗队或固定医疗所，定时

为群众义务治疗；反对遇病不治或对严重的疾疫漠

不关心；有计划地将工作、学习、休息适当分开，合理

通过游戏和休息，保持身体健康［４３］；实行防疫贷款，

克服医药困难［４４］。在易涞，各级政府号召各村组织

互助小组，看护有病而无人照管的患者，医药合作社

设法搜集药品，分区司令员令分区卫生部组织医疗

队携带医药分赴银坊、管头、易县六区一带诊治病

者［４５］。平山以简单处方治疗疟疾，“收效甚大”［４６］。

综上所述，中共抗日根据地通过加强卫生保健、

实行防治结合、传播卫生知识，落实接种、隔离、体

检，以及强化个人防护、卫生建设、卫生宣讲和卫生

检查等多种途径预防疫病。同时还将收治患者与巡

回、互助治疗相结合，对伤员实行“初步疗伤”和２４
小时内清创。这样，就把传统中医学“治未病”与

“治病”的优良传统，辩证灵活地落实于抗战时期保

卫生命的伟大实践。

三、中西结合，技术优良

抗战初期，能打针、开刀、调药的西医在根据地

非常紧缺，治疗主要靠土方草药［４７］５５０。加以敌对势

力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党中央号召中西医团结合

作共渡难关。

其一，开发中药。根据地选择土单验方，结合实

际自制陈皮、苦味、辣椒酊。用曼陀萝花、阿片、樟脑

制成十滴水。对具体疾病，像疟疾，用血竭泡老醋，

或柴胡配常山与其他药配伍制成柴胡丸或柴胡散治

疗；针对关节痛，用防风、黄芩、桂枝、升麻配药；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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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咳嗽或祛痰，以桔梗、半夏做成丸剂；治小疖肿、消

炎止痛，用荆芽叶捣碎掺食盐；利尿，用车前子、瞿麦

等［９］４６。条件最艰苦时，探寻替代药物。像止血，用

木炭制成木炭末，或烧野生毛腊灰代之；发汗，用小

谷子代替阿司匹林；泻药，用硝土熬成硝盐代芒硝；

润肠通便，用蓖麻子轧成蓖麻油；冲洗创口，以自制

盐水代替红汞。类似还有：以米壳浸泡代阿片酊；用

南瓜瓤作止血药；猪油加黄蜡代替凡士林；枸树皮代

替绷带；树叶代替纱布敷料等。

其二，中西互补，土洋结合。睢杞太根据地起初

药物只有石碳酸、碘酒、依比膏、凡士林、雷夫奴尔、

苏打、大黄末、阿司匹林、十滴水、次苍粉等，不足药

品以姜汤、大葱、土黄连、土生地、车前子、公英、槐

末、椿牌、菊花、柳叶等弥补［１９］５０。还曾将纯盐酸奎

宁或纯奎宁粉制成注射剂应对疟疾［９］４７，并配以艾

烟驱蚊［９］４１。外科小手术，像割脓疮，用磨利消毒的

割脚刀；大中型手术，用木工锯、锉、屠刀。条件最苦

时，以铁丝当探针、丝线代肠线；竹片削薄，烤握成弓

形，代金属镊子。手术刀具用后生锈，经除锈、煮沸、

消毒后再用。抗战后期，医疗条件改善，中西医结合

深度发展。根据地医院已有显微镜、手术床，不仅能

自制蒸馏水、给战士注射破伤风抗毒素，而且能用乙

醚麻醉进行截肢、植皮、骨折石膏固定和铁夹子固定

大手术［１９］５０－５１。工作上，中西医团结协作。如平山

县，参加医生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的有中医、西医、

兽医，针对时疫、瘟疫、痢疾和扫荡中可能发生的疾

病研究良方，准备药物［１２］。

其三，卫生工作指导。在孤悬敌后的新四军第

四支队第八团队留守处的竹沟镇，党中央从延安派

朱直光、林士笑、李毅、钟毓、钟华、翁林、林之径、张

永远等同志，将《内科学》《外科学》《药物学》和中

药汤头歌等书籍带至竹沟，为鄂豫边、豫皖苏抗日根

据地培养输送了一批批卫生人才［６］。在晋察冀边

区，中央军委先后派来延安卫生学校毕业生和江一

真带领的延安前方医疗队［２４］３９１，３９３。在冀中军区，延

安总部和一二师选派王恩厚、谢建益、何权轩、徐

选河、方中贤、高洛良等卫生干部前来支援［２５］５。在

党中央组织领导下，通过技术人员传帮带和战争环

境历练，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不仅后备队伍充

实，而且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其四，卫生战线扩大。在第一二九师及晋冀鲁

豫根据地，１９４０年成立有模范医院（晋冀鲁豫白求
恩国际和平医院）、野战医院、附属医院、兵站医院

和残废疗养院。各旅及分区卫生处设２—３个医疗
所，收治伤病员２００—３００名。截止１９４０年１２月，

该区有旅卫生处１３个、军区卫生部４个、分区卫生
处１６个、团卫生队 ３３个、师卫生部直属医疗所 ５
个。加上该区建立的制药厂、绷带材料厂、酒精厂、

玻璃厂等，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医疗卫生体系。

虽然１９４１年入秋后医疗队伍在日寇“扫荡”下被迫
缩编，但１９４３年战略反攻后又迅速扩大，晋冀鲁豫
全区设军区卫生部、纵队卫生部各４个，军分区卫生
处２１个，旅卫生处１４个，团卫生队１１８个。军区还
设有制药厂［８］１１６－１１７。

第五，聚焦问题解决。晋察冀边区举办看护、司

药、调剂、医助、医务管理等训练班［２４］５８５，仅第三军

分区举办的看护员、卫生员、医助、司药、调剂员等训

练班，每期就有 ５０—８０人不等［２４］６０７。水东分区卫

生处培训班，学期半年一年不等，教材有《简明外科

学》《简明内科学》《战地救护》《医药手册》等，由军

区卫生处编写油印［１９］５３。１９４２年，抗大培养 ５１个
卫生干部。太行根据地针对战场救护和疫病流行，

开设药物学、救护学、生理解剖、微生物学、消毒、常

见病护理、常规伤包扎等课程，要求学会治疗疥疮、

疟疾、痢疾、伤寒、蛔虫等农村流行病，懂病理，能预

防，并且会用中药、西药，会注射疫苗、血清、六零六

等［５］。学员课一上完，就由老师带至门诊病房从事

包扎、换药、消毒、注射、护理等业务［９］４１。与此类

似，竹沟根据地成立中原卫生队，培训青年卫生人

员［９］４０。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医生训练队，后扩大为

卫生学校［８］１１６。

第六，卫生技术提高。在河南抗日前线，起初几

乎无输血输液疗法［９］４８，只规定了止血、固定、消毒、

裹伤、搬运等火线救护技术要求［８］９３－９４。但到战争

胜利后，卫生学校已开设有外伤包扎、外科学、内科

学、生理学、药物学、拉丁文等课程［４０］，根据地不仅

门诊制度、休养所制度健全，而且卫生、护理、司药专

业分工明确［９］４１。在晋察冀边区，军区卫生部副部

长杜柏华（１９０４—１９４１）以科学方法探索中医，创造
有解热、利尿、防腐、健胃、镇咳化痰、镇痛、抗疟等几

十种药方，救治伤病无数［４８］。聂荣臻还专门为此签

发《关于自制代用药品问题的训令》，指出西药购买

与输入日益困难，“边区土产原料炮制之各种药品”

虽“外观不若舶来西药之精致”，但采用原料亦多含

西药成分，或按中医验方配成，“均极有效”。他在

《科学地大量运用中药》一文中号召根据地军民自

力更生，大量采用中药，代替西药［４９］９７－９８。

四、结语

中共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历史经验主要表

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工作原则，即政治坚定、人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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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体现了医疗卫生工作的革命性、民族性和中国共

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宗旨。二是工作任

务，即预防为主、救死扶伤，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

未病”与“治病”相结合的实践探索。三是工作依

靠，即中西结合、技术优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成功

化解中西医冲突、复兴传统医学，以及治病救人、救

死扶伤的政治智慧和技术追求。这些经验源于土地

革命时期医疗卫生实践，影响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的医疗卫生工作。早在红色革命根据地时期，

毛泽东就主张用“中西两法”治疗工农兵疾病。

１９５０年８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
上，毛泽东题词要求“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

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

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５０］２１３。在题词精神指导下，

形成了全国卫生工作四原则：面向工农兵、预防为

主、团结中西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５１］５４。在对待传

统中医药与近代西医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唯

物辩证和实践的观点，既承认“新医”比“旧医”高

明，又认为仅靠“新医”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并努

力探索中西医相结合的现实途径。１９５４年７月毛
泽东提出“首先要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

的具体要求［５２］６２１－６２２。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新医学”，即：“具有现代自然科学基础，

吸收了古今中外一切医学成果的中国的新医

学”［５２］６１９、６２３。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国继承发扬传统
医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引起了世界关注。世界卫生

组织专门设立传统医学处推广中国经验［５３］７５９－７６０。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革命时期把祖国医药

从濒临危亡的困境中解救出来，而且促成其创造性

转化并产生国际影响。这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乃至人

类卫生健康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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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旧布新与治病救人：山东根据地的疫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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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多种疫病流行，给人民群众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危
害。中共把保障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工作首位，建立了多层级卫生行政机构，组建巡回医

疗队和宣传队，创建医疗救济联合会和医药合作社等群众医疗组织，集中根据地分散的医疗资源治

病救人。同时在疫情信息上报、破除迷信思想、防疫知识、健康生活方式和科学卫生观念宣传等方面

进行了有益探索，积极治病救人与移风易俗相结合的疫病防治举措，有效阻止了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

密切了党群关系，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为山东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和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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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多种传
染病呈现季节性交叉流行特点，传播范围广、病因复

杂，较高的致死率严重威胁群众生命健康，悲观、恐

惧气氛蔓延，损耗劳动力，影响生产建设和革命战争

进程。为保障群众健康，山东根据地根据传染病发

生和流行规律，开展了广泛的公共卫生运动，采取了

行之有效的疫病防治措施，包括集中有限且分散的

医疗资源治病救人、宣传科学的防疫知识和卫生观

念移风易俗双管齐下，有力推动了根据地的疫病防

治工作。学界目前对根据地疫病防治研究主要集中

在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根据地等区域，多注重对党

领导疫病防治的经验及启示的总结 ，有关山东根据

地医疗卫生史研究相对较少，且仅限于山东抗日根

据地部队防疫工作和军民疫病防治等方面，主要包

括卫生防疫面临的问题、成因、防疫举措、成效及经

验等。从医疗社会史的角度看，此课题仍有深入研

究的空间。基于此，本文主要从生活方式、文化习俗

和传统观念的更新与疫病防治手段改进入手，关注

山东根据地疫病防治的过程和经验，对深化中国共

产党百年医疗卫生史和山东根据地史研究具有重要

意义，为认识革命战争年代山东根据地的社会动员、

乡村社会变迁等提供新视角。

一、山东根据地疫病的流行与原因

山东根据地多种疫病的交叉流行和广泛传播，

既受生物学因素和地理环境的影响，也与战乱背景

下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和传统观念密切相关，

是自然因素与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山东根据地疫病的流行及危害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连年暴

发季节性疫病，主要包括麻疹、天花、回归热、脑膜

炎、伤寒、猩红热、疟疾、黑热病、痢疾、霍乱等达“四

十种之多”［１］３５２，文献对此多有记载：１９４３年春，沂
蒙根据地赣榆金山区徐埠一带脑膜炎、流行性感冒

暴发流行；春末莒中汪町区李官庄一带，猩红热流

行，小学多半停课；１９４４年春，痧子、斑疹、伤寒、回
归热、流行性感冒等多种春季传染病在滨海区大范

围流行，仅日照西朱睦一个３６０人的小村庄，从过年
到３月底就病了１９２人，死亡１２人，这个村庄的庄

·３７·



稼也因此晚种了半个多月［２］；１９４５年初，鲁中临朐
全县因疫病死亡１０５９人，占病人的１３％，米山区坦
岗庄一个患疟疾的病人，因身体过于虚弱，竟被老鼠

咬死［３］；１９４６年２月，临沂城西兰岗店子庄暴发回
归热病，传染速度快，发现时已有９人染病，６人死
亡［４］；１９４７年３月上旬，历城县发现严重的脑膜炎
传染病及麻疹、肺炎、重感冒等流行病，从柳埠区的

岱密庵村和卧龙的玉皇庙村逐渐蔓延到周边１４个
村，染病者３４９人，死者３９人，“病灾严重的村庄已
停止了支前和生产”［５］；１９４８年３月，滨海区天花、
麻疹、回归热、黑热病、伤寒等病疫流行蔓延，整个莒

南的患者不下 ２万人［６］；１９４９年的传染病报告显
示，在鲁中鲁南等区蔓延流行的疫病中黑热病最为

顽固难治，患病人数约有３８万之多，占全区总人口
数１５７０万的２．４％，且患病人数持续增加，山东全
省当时黑热病患者共约７０万人。［１］３５２，３５４，４３６季节性
疫病频繁而大范围的流行，群众焦虑恐惧，身心健康

受损，部分地区学校停课，农业生产难以按期开展，

支前和抗战事业深受影响。

（二）山东根据地疫病流行的原因

山东根据地大范围、经常性的疫病流行，主要与

战争、群众的医疗卫生观念和医疗资源匮乏等因素

密切相关。

１．战争导致疫病流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
间，随时到来的敌人扫荡，使群众时刻处于紧张状态，

加之食物匮乏和营养不良，人的免疫力下降，极易感

染疾病。战争期间，频繁的人员流动，导致某些区域

性传染病的传播范围随之扩大。国民党山东省机关

部队内曾流行疟疾，其所驻村庄的病情特别严重，探

源发现，这种华北地区少见的恶性疟疾为国民党通讯

联络人员从湖北大别山一带带来的病原虫所致。［３］

在侵华过程中，日军还丧心病狂地发动细菌战，

加剧了传染病的扩散蔓延。１９４３年９月上旬，日军
独立步兵４４大队长中佐广濑利善组织５００人在鲁
西发动霍乱战，仅在馆陶、临清等地因霍乱死亡人数

就达２５２９１人。据日军供述：“在梁水镇附近，小岛
龙男（在押７０８号）曾目睹４０名中国中年男女死于
霍乱。他还直接听到有人讲，在梁水镇附近的所有

村庄都有很多中国人患霍乱或因霍乱死去。……柿

添军医中尉说：‘这一带地区无论走到哪个村子都

在流行霍乱，连宿营的地方都找不到。’”［７］２４８，２７２这

就足以证明中国人受害人数之多了。据片桐济三郎

笔供交代，为了扩大霍乱病菌散布后的效果，日军还

将临清附近的卫河河堤扒开三处，杀害了两万多中

国人（只是第４４大队调查的数字）［８］３５。日军攻击

村庄时，患有霍乱的居民四处奔逃，致使疫病随之蔓

延。

２．落后的卫生观念。山东根据地疫病的普遍流
行，很大程度上与群众居住环境卫生条件差、不良生

活习惯和卫生观念淡薄有关。群众中普遍存在着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吃灰眼明”等错误观念，日常

生活中不注意饮食卫生，随意饮用渠水、河水等可能

含有致病细菌的生水，吃蚊蝇爬过的食物，乱扔死猫

死老鼠，不加掩埋，这些都是可能导致疫病暴发的因

素。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１日至１３日，河南区蒜庄湖同时
暴发急慢性脑膜炎、流行性感冒、热性麻症三种急性

传染病，仅三天时间，全庄就病倒２００多人，其中陈
记须９岁的女儿染上暴发性脑膜炎，在２４小时内就
死了，村民非常恐慌。调查之后得知，该村发生疫病

的主要原因是市面街道不清洁，吃水不干净，患者未

与健康的人隔离等［９］。类似群众不注意日常生活

中的饮水和饮食卫生导致疫病暴发的情况比较常

见。１９４６年临沂朱陈镇大肆流行的霍乱疫情，主要
是盛夏时节百姓贪凉饮用不卫生的渠水导致［１０］６８。

３．迷信思想盛行。受传统观念和生活习俗影
响，群众迷信思想极为严重，很多人认为疫病是瘟神

作祟所致，一旦得病，要么归于“命里该”而不做医

治，要么求神问卜，这些迷信行为极易延误治疗时

机，致使疫病大面积蔓延。像在鲁中山区，老百姓得

了疟疾，一般不去求医问药，却把一个蛤蟆放在病人

身上“挡灾”［１１］。１９４４年，莒南县山底村因水源污
染而发生伤寒病，病人数量多，甚至有全家病倒的。

有的村民到村后庙里烧香祈祷，结果导致４名僧人
染病，２人死亡［１２］１０３。１９４６年７月，临沂朱陈镇暴
发霍乱疫情，抗疫最大的阻碍就是封建迷信思想。

当疫情大肆蔓延流行时，群众中谣言四起：“镇西南

的桥是龟脖子，因为大家踩了，所以有病”“有五百

瘟鬼在南庙开会”，所以有瘟疫。大多数群众家门

上贴着纸剪的狗，上写“神狗，神狗，把着门首，瘟神

一见，回头就走”，甚至有人相信“阎王爷点了谁的

卯簿，一定活不了”，干脆坐以待毙［１０］７２。这些迷信

思想和行为，不但伤财误病，还给防疫工作带来极大

的困扰，医疗队配合着科学防疫知识宣传，破除了群

众的迷信思想，才把这场霍乱扑灭。

４．医疗资源匮乏。据１９４８年的卫生调查报告，
像拥有９００万人口的渤海区，只有三十几个医师从
业，医患供求缺口巨大［１］２０３。山东根据地的广大农

村，医疗资源匮乏和私人医生治疗成本高昂，导致群

众生病时不敢进行正规治疗。如１９３７—１９４０年，莒
南多居官庄有多人患黑热病，虽有有效治疗之药物，

·４７·



但私人诊所费用太高，每治疗一人就需要２５０—５００
公斤粮食或者２．５—５公斤生丝［１２］１０２，最少的也要

７５公斤以上的粮食，因而胶东、莱阳一带的群众称
该病为“倾家病”或“荡产病”。鲁中南地区，因群众

生活困难无力医治而使这种病的死亡率较高［１］４２８。

１９４６年３月，莒南筵宾区尹家钓鱼台村民尹至桂全
家因伤寒病倒，吃药加上埋葬父母一共花费了两万

多元，手里余钱花光，还卖了五亩地；本来日子已经

宽裕的尹文动，也因为全家得病钱尽粮光，欠下外

债，生活十分困难。［１３］高昂的治疗费用使群众对私

人诊所望而却步，普通个体难以抵御频繁的时疫疠

病的侵袭。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迷

信思想盛行，医疗资源稀缺和私人医生治疗费用高，

为传染病防治带来相当大的困难，但中国共产党千

方百计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二、山东根据地的疫病防治措施

面对疫病给群众生命和生产带来的巨大危害，

党始终把群众卫生健康事业作为工作重点。１９４０
年，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发布《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

指出：“加强健康教育，厉行卫生行政，逐渐建立保

健制度。广设平民医院，对于抗日军人家属及贫民

之伤残疾病，予以免费治疗。”［１４］１３６１９４５年 ８月 ９
日，根据地政府总结滨海区两年来的群众卫生工作，

针对战争中各类疾病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痛苦，明确指

出：“根据地群众生理的解放，已成为迫切的要

求。”［１５］为解除群众的疾病痛苦，在疫病防治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治措施。

（一）加强卫生和防疫知识宣传

疫病防治重在预防，预防的关键在于广泛宣传，

最大限度地让群众了解卫生防疫知识，提早对疫病

保持警惕性。

疫病救治的过程是科学卫生知识和健康生活观

念深入人心的过程，亦是深刻的群众卫生教育过程，

其中《大众日报》成为山东根据地宣传疫情防治信

息的主阵地。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９日，《大众日报》创办
《大众卫生》专栏，由山东军区卫生部医务杂志社主

编，是服务群众的专业性栏目，主要任务是教育群众

讲究卫生、传播卫生常识、交换民间验方和治疗经验

等，特别是在时疫流行之时介绍简便易行、行之有效

的治疗方法。１９４６年７月，临沂朱陈镇暴发的霍乱
疫情，得以迅速扑灭，报纸，尤其是《大众日报》“及

时通报信息，戳穿谣言，传播科学知识，公布救治办

法”［１０］７０，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山东根据地还创

办《山东医务杂志》《山东卫生》《战士卫生》《医务生

活》等医疗卫生期刊，专门致力于传播普及卫生知识。

其他刊物报纸也不定期刊登药方和卫生常识，如１９４５
年６月１日创刊、定位于村干部和具有一定阅读能力
的农民刊物———《滨海农村》，在第一期“卫生常识”

中就介绍了几种简单易得、行之有效的消毒消肿，治

肚痛、疥病，解毒等小药方，对于觉得生病吃药花钱太

贵的老乡来说，这是非常好的替代药方。

与专业防治知识普及宣传相配合，大众化、社会

化的防疫知识传播活动亦广泛开展。根据地政府一

般会对将要暴发流行的时疫进行预测，提前张贴标

语、发放传单告知，号召百姓提高警惕，提前注射疫

苗，增强免疫力。《山东卫生历史报刊资料选编》对

此有两处记载：１９４０年５月，山东省公署确定五月
下旬为“防疫旬”，编定标语、传单等稿分发至各县。

盛夏酷暑，正是疫病滋生蔓延之时，１９４０年７月３１
日，山东省公署印制传单，分别为“虎列拉最可怕”

３０００张和“疫病传染可怕”２０００张［１６］１６４，借此唤起

民众的特别注意以切实防范。１９４５年，山东省关于
公共卫生的指示强调，要运用报纸、戏剧、教育等各

种文化宣传方式，“共同努力，完成反掉群众脑子里

愚昧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１］６５。为此，根据地政府

用百姓喜闻乐见的秧歌、戏剧、漫画、标语等形式，宣

传卫生常识和防疫经验。１９４７年扑灭鲁中疫病的
医疗队在总结经验时指出，治病和宣传同样重要，须

同步进行，“演戏宣传，用黑板报宣传，画漫画贴标

语宣传，人人都要宣传。宣传瘟疫来源，宣传卫生常

识”［１７］。各地亦通过小学、识字班、工农青妇等各种

群众团体，灌输以科学的卫生常识。多种方式的宣

传，对于增强群众卫生意识、提高疫病警惕性极为有

益，有力地配合了医疗队的救治工作。

（二）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疫病防治体系

１．设立卫生行政机构。为及时有效地防控疫
病，山东抗日根据地专署设立卫生科，行署设立巡回

医疗队，县设卫生所，逐步建立起各级卫生行政机

构，统筹疫病防治工作。１９４２年１２月，鲁中区行政
联合办事处在沂水县设立卫生处，这是沂蒙抗日根

据地成立的第一个地方卫生行政管理机构。从１９４３
年始，山东根据地各行署、专署普遍设立了卫生科。

另外，公安机关在疫病防治宣传、公共卫生治理等方

面亦承担部分具体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

卫生行政机构进一步完善。１９４６年，山东省卫生厅建
立，政府拨出专款做群众防疫治疗之用。党的卫生行

政机构的设立是开展疫病防治工作的根本依托。

２．创建公立医院。公立医院是为群众提供低廉
甚至是免费医疗服务的载体。１９４３年７月，沂蒙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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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根据地第一家由地方政府创办的公立医院滨海平

民医院在莒南成立，之后陆续建立的公立医院有鲁

中联办地方医院、滨南医院、临沭县平民药房等，为

群众看病用药提供了极大便利，亦为日常防疫抗疫

做出了巨大贡献。山东根据地各公立医院除了常规

机构设置外，还设有巡回医疗队，由队长、医师、护

士、药剂生等人组成，巡回医疗队机动灵活，深受群

众欢迎，在疫病防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１９４４年６
月，蛟龙区一些村庄有伤寒病流行，根据县委指示，临

沭县药房立即组织医务人员全力抢救和治疗，使患者

全部痊愈，无一伤亡，同时还为患病的二三百人注射

了疫苗。同年八九月间，蛟龙区一些村庄又发生霍

乱，药房组织医疗队抢救了５００余名患者，并为５３００
多人注射了疫苗，有效阻止了霍乱的蔓延［１８］４６１。

３．整合医疗资源。山东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面
临的主要困难是医生人数少、药品短缺、疫病频发，扭

转困境的办法之一就是把社会上有限的医疗资源集

中整合起来，发挥最大效能。山东根据地已经建立的

具有现代意义的各级医疗机构和医疗行政体系，需与

当地存在的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关系网络建立起合理

联系，才能在乡村社会有效发挥作用［１９］２１。根据地政

府通过宣传、教育等动员方式把分散的社会医疗资源

组织起来，以抗击大规模流行蔓延的疫病。

建立医疗救治的社会组织———医药界抗日救国

联合会（简称“医救会”），这是医药界爱国人士自发

组织起来的群众性团体。１９３９年，郯城县医救会在
马头镇成立，主要承担宣传抗日救国、开办诊所或小

型医院、为抗日军民治病疗伤、监管乡村防疫等工

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各地医救会为保障

军民身体健康做出了积极贡献。１９４３年，莒南县成
立医救会，随之组建巡回医疗队、救护组等，对各地传

染病进行抢救治疗；同时宣传卫生知识，开展卫生清

洁运动，破除封建迷信，使群众初步建立起卫生防疫

意识。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滨海区在总结两年来群众卫
生工作中指出：医救会完成了拥军优抗的任务，抢救

了各地传染病，完成了三个春季的种痘防天花的工

作，还通过宣传推动了群众卫生清洁运动，打破了群

众的疾病迷信观念，完成了民兵战斗中的救护工作，

解决了反扫荡中群众负伤治疗和药品供给等问

题［１５］。医救会是民间医生、药店主、药材供应商等群

体组成的社会组织，本身就来源于群众，熟悉农村疾

病情况，因而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提供医疗服务。

成立医药合作社是集中医疗资源、保证药材供

应和价格公道的有效举措，亦为根据地建立卫生医

疗体系的重要一环。１９４４年，山东根据地政府协助

各医界通过聚资集股、吸收群众资金入股等方式成

立群众性的医药合作社［２］。滨海专署动员群众入

股，建议每个区办一个卫生合作社，路镇区大众卫生

合作社率先成立，之后各地积极响应。１９４５年 ３
月，广饶县第一个医疗合作社即广济医药合作社开

张，至１９４６年４月底，该县已有３６个合作社，另有
联社２８个。１９４５年１２月，沂北崖庄区成立了中医
合作社，以“群众需要什么，合作社就办什么”为宗

旨。合作社医生改变坐等病人上门被动服务的惯

例，主动下乡巡回治疗瘟疫，群众用药药价比私人药

房平均低２０％［２０］，深受群众欢迎。医药合作社在

抗疫治疗、降低药价、防疫宣传和提高医疗技术等方

面成绩突出，大大改善了根据地缺医少药、不良药商

投机取巧等现象，保证了疫病救治中的医药供给。

４．严格有效的隔离。隔离是疫病救治的第一
步，发生疫病的村庄要隔离，病人更要隔离。１９４５
年３月，日照纸房区横沟村发生疫病，医疗队在救治
的同时要求群众不要随意流动，病人家属不串门、不

赶集，“如果需要买东西托别人捎，病人吃水给他指

定一个井，……本庄不上外庄走亲戚，外庄也不到这

庄来”［２１］，隔离七天后，疫情即得到控制。《大众日

报》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９日发表《春季传染病预防要点》
指出，一经发现传染病的村庄，“应立即制一红色木

牌，上写‘当心！时疫病’，挂在庄头大路口”［２２］。

１９４６年７月，临沂朱陈镇暴发霍乱疫情为县政府知
晓后，首先即采取措施封锁疫区，“发动民兵在村庄

路口站岗，不准走亲戚，也不准赶早集”［１０］。事实证明，

及时有效的隔离是切断疫病传染渠道的首要之举。

５．建立快速反应的疫病上报情报网。为了保证
随时发现疫情、及时组织救治，１９４５年４月，鲁中区
成立卫生情报网，便于随时发现和急救［２３］。１９４６
年，在救治鲁中麻疹和流行性脑膜炎过程中，山东省

卫生总局指示，各地应设防疫通报网，当地一旦发生

疫病时，各庄医救会员或教员、卫生工作人员或其他

热心卫生工作的，都可以通过电话、电报、通信等方

式向上级卫生机关报告。各行署专署卫生机关亦应

切实组织，经常通报卫生总局［２４］。解放战争时期，

山东根据地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疫病信息上报系

统。实践证明，建立快速上报、及时反应的疫病信息

上报系统，是疫病防治的关键之举。

（三）改变落后的治疗理念，提高治疗技术水平

１．增强医生的服务意识。山东根据地各级政府
在领导疫病防治过程中，还对社会医生进行了深刻

的群众观教育，打破了普遍流行的“医不叩门”“请

医如拜相”“三年不开市，开市吃三年”“宁帮十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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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不把手艺传”等被动、保守陈旧思想。如碑廓区

址房医救会规定：“十里路内出诊，不吃病家的饭，

不坐车骑驴，不收病家礼物酬谢；穷人有病，在医药

上应多予照顾；尽可能主动下乡出诊找病人”，认为

这才是医药界的美德。医生的服务意识提高了，医

患关系融洽了。群众赞叹说：“根据地一切都变了，

治病的先生也比以前好求了，药价也和平了。”［１５］广

饶县的群众普遍反映：“现在的医生，不和过去一

样。”有的说：“医生们人没换，心换了。”［１］２０７１９４５年
年底，在扑灭临朐的病灾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舍小

家为大家、带病为村民治病的医救会员，群众异常感

激，说：“这些先生以前牵着驴都请不来，现在自己

病了，还给别人治，这是民主政府领导得好。”［２５］

１９４９年的种痘注射和治疗黑热病的号召中，胶东牟
平县医联会的一位青年医生，曾参加十多次抢救，每

次三天至两个月不等。鲁南莒县医生王安乡一人即

注射三千多人，自带煎饼，任劳任怨［１］４３３。针对于

此，政府制定了积极的团结和补偿措施，进一步调动

医生主动服务的积极性。

２．提高治疗技术水平。为保证治疗效果，山东
根据地实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针，在医疗实践中

努力实现中医科学化和西医中国化。在１９４４年１０
月３１日的文教会医药卫生座谈会上，李富春发言强
调“帮助中医整理其经验，使之科学化，能以现代科

学知识为基础，及如何丰富西医经验，使之中国化

（能吸收中国医药成果）”［２６］，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两

个问题。各地积极贯彻“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一些

制药厂采用科学的方法自行研制各类药品。在病情

诊断治疗方面，西医的诊断方式、器材和药品发挥了

重要作用，中医开始接受西医理论。１９４５年，鲁中
临朐发生疫病时，因为病情复杂，运用中医理论难以

确诊病情，西医用显微镜检查到了疟原虫，才确定了

病因和治疗方针，参加救治的十几位中医，也相信了

血球、细菌等科学道理［３］。中医科学化和西医中国

化理念在根据地疫病救治过程中初见成效，为确诊

病情、挽救生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山东根据地疫病防治的效果及意义

党和各级政府在疫病频繁暴发、病因复杂、医疗

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医治病人与移风易俗双管齐下，

迅速扑灭疫病，保障了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健康，稳定

了社会秩序，密切了党群关系，推动了革命进程。

（一）减少了染疫死亡，保障了群众的生命健康

山东根据地政府密切关注群众疾病痛苦，组建

医疗队，竭尽全力救治病人，节省了群众的治疗费

用，保障了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１９４５年３

月，鲁中区即已流行麻疹和流行性脑膜炎等传染病，

莒南筵宾区尹家钓鱼台村群众偷偷求神拜佛，结果

花钱很多，却毫无效果，“全庄老百姓都叫苦连天，

连生产都没有心肠了”［１３］。民主政府得知疫情后，

迅速抽调卫生干部赴各地抢救，山东卫生总局军区

卫生部联合组织巡回医疗队救治，在多方共同努力

下，到４月中旬，鲁中部分地区的传染病已终止传
播，挽救了大批群众的生命。治疗队高超的医疗技

术和负责任的态度，还救活了不少濒死等死的病人，

“益都嵩山区一个病人因无钱医治，已死过去三回，

送老衣裳都穿上身了，听说民主政府的医生来了，赶

忙抬来就医，经医生耐心诊治，一天看五六次，到第

三天就能说话了”。为了使这位病人更好更快地恢

复健康，医疗队的同志还把节省下的粮票送给他。

又历城县西营区十余村发现麻疹，仅西营一村即死

亡６０余人，专署抢救队到达三天内即停止死亡，十
天内治好１３５人［２７］。１９４６年，县立济民医院和西海
军区的一个医疗组到北掖吴家荼村救治猩红热和脑

膜炎等传染病，“救活了垂死病人２１人，其中吴有
顺的姐姐，送死的衣服都穿上了，全家都准备埋葬

了，吴松云之女，抬下三次，都经治活。在１３日内，
共治活２３４人”［２８］。１９４６年，山东省卫生总局医疗
队在沂源淄博等地治疗时，患大叶肺炎的翟克荣已

经被抬上灵床，穿上了送老衣裳，治疗队奇迹般地治

好了他的病。医疗队的同志秉持“哪里的人民有疾

病，我们就到哪里去”的信念，始终奔波在各个村

庄，所以在群众中流行着一句话：“咱们民主政府来

了救命，顽固派来了要命！”［２９］根据地政府还通过降

低治疗费用保障群众生命健康，治疗队按群众家庭

情况收费，家庭贫困者及抗属一律免费，大大减轻了

群众的医疗费负担。使群众倾家荡产的黑热病，山

东根据地各县区的大众诊所收费在３０斤小麦以下，
各县医药合作社的收费一般不超过４０斤小麦的市
价，各地医救会和后来的医药界联合建国会会员治

疗黑热病的收费平均不超过５０斤小麦市价，都远远
低于私人诊所。［１］２９２，２９３，２９５

（二）革除了陈风陋习，树立了科学防疫观念

根据地在疫病防治过程中破除了群众的迷信思

想，显而易见的防治效果和科学卫生健康知识的宣

传使神婆巫医骗人的鬼把戏纷纷现了原形，从而大

大提高了疫病治疗效果和进度。巫婆神汉也认为生

病要找大夫看了，如１９４５年，壮庄的一位顽固老神
婆的３个儿子因患痞病死去了２个，医救会治好了
她最后一个儿子，老神婆便坦白地说，“谁再说谁有

神，那是哄人骗人，我这个小孩若再靠神那也就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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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１５］，并主动拆除了神桌香炉。１９４６年，由山
东省卫生总局派至邳县的时疫医疗队，仅用一个月

就治好了４５０人。香水溜子的妇救会长说：“先生
真灵，俺庄治一个好一个，也无人再去烧香求神了。

民主政府真给老百姓解除痛苦。”［３０］１９４６年，临沂
城西兰岗店子庄发生回归热疫情，卫生总局巡回医

疗队边救治边宣传，由医生讲解病源及防治办法，

“同时叫老百姓看显微镜下的少汉病病菌”［４］，大家

才恍然大悟，从此不再信奉瘟神。１９４７年底，鲁中
山区流行恶性疟疾，医疗队治愈群众２万多人，群众
在感谢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同时，疾病观念发生显

著变化，南峪一个老大娘说：“这回俺可认透了，生

病带个蛤蟆不如吃丸药，请到妈妈不如请医生。”［１７］

破除迷信思想，推动群众形成科学的卫生观念，使根

据地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对疫病防治起到了极大

的配合推动作用。

（三）密切了党群关系，实现了有效的革命动员

党和根据地政府在救治时疫疾病过程中赢得了

群众的心，密切了党群关系。１９４２年冬，鲁中军区
泰山分区司令部机关的部分同志和一个连队到达临

朐、沂水、沂源、博山交界处的“无人区”，此地普遍

流行疟疾、伤寒、疥疮等传染病，人们的生命健康面

临严重威胁，连队把带来的粮食、药品都分给群众，

还帮他们挑水、做饭、治病。群众感动的流着眼泪对

机关和连队的同志说：“你们这样厚的恩情，我们怎

么报答呀？”同志们说：“救国救民是共产党、八路军

的职责，用不着报答。只要你们能过好日子，能对抗

战贡献一部分力量就行了。”［３１］７５５１９４３年春，栖霞、
莱阳、牟平、海阳一带，天花、回归热先后流行，某兵

团卫生机关分头下乡治病，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从

１３９个庄子里，抢救出１４５７个病人。老百姓感动的
颂祝八路军的同志“都活八十八岁！”［３２］朴实的语

言，表达出了群众对党和人民军队最真挚的情感。

胶东军直医生姜铁川关心群众的疾病痛苦，１９４４
年，有一次部队驻扎在栖霞某庄，一户贫农母子染上

了伤寒，病情严重，姜医生的及时救治使二人转危为

安，乡邻说他“慈悲”，他给他们说明“八路军是老百

姓自己的队伍”［３３］，很好地教育了群众。１９４６年３
月，鲁中巡回医疗队到沂源县三岔店抢救传染病，短

时间内治愈不少病人，在欢送医疗队的会上，一位窦

姓老乡说：“以前吴化文在这时，咱靠近他还嫌汗臭

味，现在民主政府听说咱有病，几百里路赶来给咱治

病，天下哪有这样好的政府啊！”［２７］根据地政府全力

救治疫病的决心和行动深深地感动感染着群众，生

理上获得解放的老百姓纷纷用实际行动支援革命，

参军参战、拥军支前的热情高涨。医救会员鲁从人

先生给张进、张升路两个青年治好了痞病不收药费，

动员他们参加了主力部队。延边医救会动员了６人
参军，大店医救会动员了２人参军。在十字路拥军
大会上，医救会向新参军战士提出对其家庭医药的

保证，给予他们实实在在的鼓励［１５］。１９４８年，山东
和平医院、白求恩医学院、华东医科大学附设卫校与

省府卫生科医疗队组建防疫队到鲁中山区治疗，防

疫队在沂水城附近的庄子给群众治病时，治好了五

里沟一个１６岁的男孩子，男孩说：“俺病好后，不当
八路也当民兵。”［１７］党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

意为群众谋利益的过程就是成功的革命动员过程。

四、结语

山东根据地疫病防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卫生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疫情暴发时，中国共产党依

靠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调动组织起最大范围的社

会医疗资源，与移风易俗、破除迷信双管齐下，迅速

扑灭疫情。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从思想观念上教育群

众改变不良的卫生观念和习惯，提高疫病防治警惕

性；进行群众观教育，改变医生被动保守发财的治疗

观念和行为。另一方面，对传统分散匮乏的社会医

疗资源进行了有效的整合动员，建立医救会、医药合

作社等群众性卫生防疫组织，最大程度地减轻了疫

病对群众健康的危害。中国共产党强调医疗卫生工

作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思路，对于密切党群关系、革新

根据地社会风气、保证大生产如期开展、动员群众拥

军支前参加革命都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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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ＢａｓｅＡｒ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ｖｉｃ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ＢａｓｅＡｒｅａ；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ｕｓｔｏｍｓ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ｕｓｔｏｍ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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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多元一体”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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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鹏昱（１９８５—），男，河南信阳人，文学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非物质文化遗

产学。

摘　要：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从“环境决定论”到“文化生态学”的发展历程。文化
生态学的研究，为明晰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对象和内容提供了思路，确立了文化生态保护的主要

内容，从而区别于常规的单项非遗项目保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

区域文化的认同往往是国族认同的基础；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从总体上激活族群的历史记忆、维

护平等互利的族群生态，通过文化资源转化、文化交流，促进我群和他群的相互理解、彼此尊重，共享

资源环境和文化，从而促进“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

关键词：文化生态保护区；族群认同；民族共同体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３．０４．０１３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８０－０６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

见》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

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本质上，“民族共同

体意识”是一种文化认同，其重要基础是共同的历

史记忆和共享的文化传统。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

各族人民创造，并世代传承、享用的活态文化，蕴含

着民族文化的基因。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

正是以非遗为中心，将非遗及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

遗产、自然环境整体保护起来，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

环境，延续活态的民族文化。自２００７年第一个国家
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至今，已有 １５年的时
间，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文化生态保护区

是一个具有地方性、文化特色鲜明、空间分散的区域

文化保护举措，而维护地方文化生态、凸显地方文化

特色的保护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如何协同？

这一问题需要从建设逻辑上辨析文化生态保护区的

保护对象和内容，也需要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架构

和研究方法上，辨析区域文化生态的生成机制，并分

析其与维护族群生态、促进国族的认同的关系。

二、文化生态的动态延续性是区域文化认同的

基础

（一）从“环境决定论”到文化生态学

人类关于文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的第一阶

段，可以回溯到古希腊时期的 “环境决定论”。这种

观点认为环境机械的“决定”了文化怎样去适应，早

期将该观点运用于人类学的理论常被称为“人类地

理学”。

第二阶段是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可能
论”。可能论源起于“历史特殊论”的博厄斯（Ｂｏａｓ），
其主要观点是环境只是一种限制或许可的因素，“环

境的重要作用在于解释一些文化特质为什么没有出

现，而不是说明它们为什么一定会产生”［１］。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出现的文化生态学是文化与环
境关系研究的第三阶段。“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

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这一概念被引入人

文学科。１９５５年，文化生态学的先驱斯图尔德发表
《文化变迁理论》，把说明不同地域的、各具特点的

·０８·



特殊文化和文化类型的起源这一领域定义为文化生

态学。

他将“生态适应”（人类以其生产技术开发环境

资源以谋社会生活的过程）引入人类学的研究，特

别注重解释环境资源、利用环境资源的工具与知识

（技术）、使技术与资源结合的社会组织等三者间的

互动关系。并提出“文化核心”的概念，指“与生产

与经济活动最有关联的各项特质之合”［２］。并将

“其他与文化核心关联较弱的文化特质，称之为次

要特质”［２］。当然，无论是核心特质还是次要特质

都是相互依赖的，只是在研究中，他将社会结构、政

治组织、思想意识等放在次要地位。

从“环境决定论”到“文化生态学”，都指出环境

的客观基础作用，只是文化生态学更精确地指出

“特殊环境”与“特殊文化”的对应关系。如梅州客

家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围龙屋建筑，客家文化（闽西）

生态保护区的土楼建筑，都是以不同的山区丘陵环

境为基础的；再如海洋渔文化（象山）保护区，以海

洋渔业资源形成了核心生计方式，与之密切相关的

则有 “开渔节”、鱼灯、渔鼓，特色饮食等非遗，与农

耕文化迥异；再如景德镇陶瓷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则以陶瓷文化为特色。

从上述的文化生态保护区看，人类对自然环境

创造性的利用，是区域文化形成的基础；斯图尔德指

出文化生态学旨在寻求“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是

如何协同共变的”［２］，这一视角为文化生态保护区

的“特色呈现”［３］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启示，而区

域内的特色文化往往是凝聚文化认同的纽带。

（二）文化生态学的研究与族群生态

如前所述，早期文化生态学关于区域文化的形

成，关注的“核心”是一定环境中资源被利用的技术

手段和过程。但由于各种文化特征是相互联系的，

因此斯图尔德所指出的“文化核心”就有与整体化

为一体的危险。“马文·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

避免了这一困难。他通过追溯各种文化特征———它

们不仅包括技术，还包括居住模式、宗教信仰和礼

仪———同环境因素的联系来论证它们适应环境的、

唯物的合理性”［４］。

事实上，即使在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族群的生计

方式和文化习俗不尽相同。如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

保护区，以苗族、侗族为主，境内还有汉、水、瑶、壮、

布依族、土家等民族。这些“临近的人群”既相互区

分又密切交流，形成不同的节日、舞蹈、音乐文化，正

是在“彼群”与“我群”的区分与交流中，产生了既彼

此区隔又相互联系的地区族群。

就全国而言，不同地区的不同族群是构成中华

民族的实体。如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

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客家文化（闽西）

生态保护实验区，三者是在粤、闽、赣三省交界处人

口的流动和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区域文化；武陵山区

（鄂西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武陵山

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则以

土家族、苗族文化为主；其他则有汉族、藏族等不同

地区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中国整体大区域的

视角上看，上述这些不同地域文化生态区的形成，是

中国南北文化交流的结果，是人口流动、汉族、各少

数民族竞争与交融的结果。这些不同文化生态保护

区的族群，实际上也是彼此互为生态环境的。

总的来说，拉帕波特、Ｒ·内亭推进了文化生态学
的研究，将“环境”的外延扩展，不再局限于自然，而是

将相邻人群的影响纳入环境要素。也即在同一区域

内，不同的族群互为彼此的“生态环境”，可以称之为

“族群生态”，族群生态也是文化生态的一个部分。

（三）文化实践与文化生态的动态延续性

虽然，文化生态学的先驱之一拉帕波特已经注

意到同一地域不同人群之间的相互影响，Ｒ·内亭
也将“邻近的人群”纳入“环境”的范畴。但是，“斯

图尔德的研究关注的重点既不是自然，也不是负载

着文化的人，而是资源被利用的过程”［５］；而拉帕波

特、马文·哈里斯等则尝试通过数据的收集，按照生

物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生态系统，这种机械唯物主义

的研究受到批评。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人类学 “结构主义”“象征
（符号）主义”“文化生态学”三个理论流派中，符号

人类学与文化生态学之间针锋相对：“文化生态学

者认为符号人类学者采取主观的阐释途径既不科

学，又无法验证；而符号人类学者则认为那些文化生

态学者都是唯科学主义者，只知道计算卡路里，测量

降雨量，就是不肯正视人类学迄今所能确立的唯一

真理，那就是：文化是人类所有行为的中介。”

而区域内的文化实践并不是被动受制于文化结

构的约束，在结构二重性的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

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循环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

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结构并不‘外在于个

人’：从某种特定的意义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

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

因而，在文化实践的角度上，特定区域内的文化

生态是不同文化和人群的交流互动中产生并发展变

迁的。现在的文化生态，是在过去文化生态变迁的

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生态是动态延续的。例如，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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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文化（象山）保护区内的渔民，自古以来就有开捕

祭海的习俗，表达了出海平安的祈愿；当地政府将该

仪式上升到一个盛大的典礼，祭海、开船等仪式传承

了中华传统的“顺时取物”［６］思想；而其中有政府、

渔民、游客、商业人士等不同人员的参与，并利用互

联网采用了“云开渔”的新形式，其仪式内涵已经集

文化、旅游、商贸为一体。新的开渔节并非简单地复

刻传统，而是不同行为主体通过自身的文化实践形

成的“传统的发明”，其组织逻辑、文化内涵、仪式形

式都已发生变迁。因此，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

中，注重人的作用，鼓励民众自觉参与建设是十分必

要的。

而从整体论的角度看，保护区内文化、经济与社

会相互依存的文化生态，又是在不同人群的文化实

践中，形成的“区域再结构与文化再创造”。而区域

文化的认同，是建立在对共同文化传统、区域文化整

体面貌的认识上的，因而，也就要求文化生态保护的

整体系统性。

三、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整体系统建设激活地域

文化认同

（一）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历程

２００４年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公布了《关于实施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文社图发

〔２００４〕１１号），其附件《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
程实施方案》提出“在民族民间文化形态保存较完

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特色鲜明的民族聚集村落和特

定区域，分级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

２００６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
要》中规定了设立１０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
目标，２００７年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建设成熟后正式

更名保护区）。

２０１０年文化部办公厅下发了《文化部关于加强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文非遗

发〔２０１０〕７号），确立了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的条件。随后，２０１１年文化部发布了《文化部办公
厅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编制工

作的通知》，在规范工作和规划编制方面做到了相

对统一。

２０１９年３月又颁布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管理办法》，指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应

坚持保护优先、整体保护、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

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保护孕育发展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实现‘遗产丰富、氛

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的目标。”至２０２２年，
我国已建立２３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其中
七个已经正式更名为保护区，如表１所示。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命名类型有以民族区

域、区域文化命名的；也有以文化类型、特色文化命

名的；有跨省区的也有不跨省的，研究者多有分析，

不再赘述。而如何整体上保护文化生态，使其区别

于对单个非遗项目的保护，则需要从文化生态学的

理论、方法上进行分析，明晰保护对象和内容，并形

成系统建设模式。

表１　文化生态保护区

名称 设立时间 地区 类型 是否更名

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２００７年６月 福建 地域 保护区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２００８年１月 安徽省、江西省 地域 保护区

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２００８年８月 青海省 区域文化 保护区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 四川省、陕西省 民族 保护区

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２０１０年５月 土家族 民族 保护区

海洋渔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实验区 ２０１０年６月 浙江省 文化类型 保护区

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护实验区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山东省 区域文化 保护区

　　（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整体系统建设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的目标，是为了延续非遗

的生命力，也即“非遗的活态传承”；而从文化生态

的系统性来看，其保护对象应是整体的文化生态。

将前述斯图尔德、马文·哈里斯、Ｒ·内亭等的研究
视角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明确文化生态保护区具体

的保护内容。

第一，是与非遗紧密相关的“有效环境”。包括：

（１）生计活动所依赖的环境资源、传统古建筑、文物古
迹周边的环境等。福建客家的土楼、梅州客家的围龙

屋，都是与山地、丘陵的自然环境相依存，聚族而居且

具有防御功能，其周边的自然环境应统一保护。

（２）与非遗直接相关的自然资源。自然物质如
石头、泥土、金属、木材、毛皮、纤维等被手艺人拿来

加工改造。饮食制作代表地方特色，与物产、水土、

气候等密切相关；而各类中药材的生长也需要特定

的水土条件。具体到文化生态保护区，如海洋渔文

化（象山）生态保护区的海盐晒制技艺、闽南的制茶

技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徽州三雕、宣纸制

作、歙砚制作、徽墨制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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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文化生态保护区内的不同族群及其生产、
生活空间。非遗产生于民俗生活中，因此族群的生

活空间、居住模式都应得到保护。如羌族文化生态

保护区内既有藏族、羌族还有回族；迪庆文化生态保

护区是多民族共存的范例，境内有藏、傈僳、纳西、

汉、白、回、彝、苗、普米等九个世居民族，对这些不同

族群的生产、生活空间都应加强保护。与非遗文化

产业相关的，则是对古镇、古街区的保护，并引导、鼓

励非遗传承人入住。

第二，保护与非遗紧密联系的文化空间。《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指

出，文化空间是“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

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

性”。这里包括传统节庆活动、民俗活动，也包括一

些信仰、仪式举行的场所，如古庙宇、祠堂等。

第三，保护民间信仰。在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中，

信仰与仪式具有调节社会关系、调节资源利用的功

能。而作为象征的秩序，信仰与仪式更多的是具有

一种凝聚人群或族群，激活集体记忆，调节社会关系

的作用。其意义往往通过非遗的展演呈现出来。

第四，鼓励民众参与，保护与非遗相关的社会组

织。文化是由人来传承和创新的，除常规的传承人

保护制度外，还需要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一是恢复

或支持传统的行业组织、民俗活动组织，二是引导建

立新的文化保护组织。

以上几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综合在一起构成非

遗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因此，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工作

不再是针对特定非遗项目的保护措施，而是综合运

用积极的和消极的文化政策，形成系统的建设，在对

“自然———文化———人”三位一体的整体保护中，激

活文化认同和地域认同，如图１所示。

图１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内容

四、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地域文化认同是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基础

“地域认同是一种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又

往往是族群认同乃至国家认同的基础。”［７］不同的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立是中国文化多样性的表现，

在多样的地域文化生态保护中，如何促进统一的民

族共同体认同，还需进一步探究。

（一）激活族群的历史记忆

一个区域的文化生态是在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

形成的，其文化传统、民俗风貌，也会受到外来文化、

全国性文化制度的影响。

以客家梅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例，在清康熙以

前，在粤东梅州地区的三类人群区别明显：一类是定

居农耕的土民，也即王朝治内的编户齐民，占据着适

合农耕的山谷盆地；一类是以游耕、狩猎采集为生计

方式的?、畲人群，占据着山区林地；一类是以捕鱼

为业的水上居民（文献称之为
"

民或
"

户），以舟为

家，占据着河流。

上述三类人群，分别占据着不同的“生态位”，

彼此交流竞争。从明代开始，政府就已经开始对?

人、
"

民进行“编户齐民”的过程，至清雍正时推行

“摊丁入亩”，发布上谕令
"

民上岸，削去
"

民的贱

籍。成为编户齐民，获得合法的地位，就要追溯祖先

的历史，编纂族谱。

随着明清时期对闽赣粤交界处的进一步开发，

儒家文化和国家礼制的影响，明清庶民化宗族建设

的进程也扩散到梅州地区；在这一过程中，该区域内

的人群已经在风俗习惯、语言等方面形成了某些同

质性。当１８世纪以后，粤东梅州的“客人”向珠江
三角洲一带发展，与“广府”人竞争生存资源，矛盾

积累激化，引起了１９世纪的“土客械斗”，反向促成
了客家人族群自觉意识。强调祖先的迁徙史和“中

原正统”成为客家人的普遍认同。

而建立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后，粤东梅州的以

围龙屋为代表的传统民居、祠堂、名人故居、书院得

以修复，与之相关的宗族祭祀、丧葬礼俗中“香花佛

事”仪式，祠堂修复时“安龙转火”的民俗仪式通过

非遗保护获得合法途径。民间艺术如客家山歌等，

也成为地域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兴建的客家博物

馆、非遗展示馆都是透过“地方的生产”建构记忆。

而无形的非遗通过对器物、物质空间的激活，使物质

遗产与仪式产生联结，最终成为仪式意义的一部分。

也使得祖先、宗族的历史，村落以至区域的整个历史

记忆被激活。

一个地域文化的空间，具有空间性、社会性、历

·３８·



史性，通过文化生态的综合保护，不同时代、社会下

产生的空间遗迹与活态的非遗一起，再现了村落、区

域、族群的历史，伴随着客家宗族活动、民俗仪式形

成新的社会互动和空间的再生产，从而凝聚了客家

作为汉族一个民系的族群认同。

（二）维护平等互利的族群生态

在２３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中，少数民族居
住地区有１４个，这些区域内是多族群共生的，不同
族群形成了各有特色又相互交流的历史、文化。文

化生态学家拉帕波特曾提出“地区人群”的概念，认

为“尽管通过借用动物生态学的标准来指定一个地

方群体所在的地域是一个生态系统是可能的，但千

万别忘了任何地方人群的环境都可能不止包括紧邻

的地方实体……我们应该认识到当地人同样可能参

与地区系统……这些系统包括他们最重要的要素中

在常规地区中占据独特地区的几个地方人群。这些

独特的当地人的总和可称为‘地区人群’”。

在同一区域内，不同的族群占据不同的资源环

境，同时这些处于“当地”的不同族群也彼此互为社

会生态环境，相互交流文化、互换资源产品。例如羌

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中，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的茂县、汶川、理县，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是羌族

的主要聚居区。汶川、理县都是汉、羌、藏、回四族混

居的地方；茂县羌族人口比例最高，北川则汉化程度

较高。羌族生活的生态环境是在高山间的深谷中，

称之为“沟”，羌族的村寨建在沟两边的半山坡。他

们农牧兼营，也与其他族群货物交易。

在这种多民族共处的族群生态中，羌族在文化

上形成汉与藏之间的过渡形态；在文化认同上，邻近

汉族的羌族认同汉族，邻近藏族的羌族则更认同藏

族。羌族也通过追溯同姓的祖先、迁徙历史，或在传

说中将远祖追溯到炎帝、大禹，来获得对等的族群地

位。［８］７４

在全球化、市场经济、外来文化的影响下，羌族

的村寨逐渐空心化，民族语言、文化受到冲击。特别

是震后，很多羌族村寨坍塌、废弃，居住环境和文化

受到严重破坏。而其震后的家园重建“融入了以保

护非遗为核心的文化生态建设，羌族民众的居住空

间、文化空间、精神空间得以重建”［９］。典型的传统

村寨如理县桃坪羌寨、茂县黑虎寨等得到修复；北川

新县城的建设融入了羌族传统文化元素；建设传习

所丰富了非遗的传承空间；发展文化产业，羌绣、羌

族草编技艺等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些措施都起到提

升族群文化自信的作用，既维护了羌族的文化传统，

又实现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从而维护了平等互利

的族群生态。

（三）文化资源转化与资源环境共享

现代化、都市化的过程已经以一种新的、陌生的

方式将全球和地方区域联系起来，区域内的城镇、乡

村都不能避免这一趋势。国家、资本和技术科学引

导的全球化策略，导致日益明显的“去地域化”效

应，也即全球化忽略了地方的、区域文化的特殊性。

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的“文化多样性”旨

在重申地方特色的重要性。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是

重视地方文化生态系统的独特性，接合地方市场而

非全球资本的需要。“而矛盾的是，依赖地域、文

化、生态的在地化策略，在遇到经济发展的问题时，

依然需要将自己投射到资本与现代化的全球尺度

上。”这就要求文化生态保护区中的非遗的产业化、

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必须以地方的真实性为基础，

充分认识到“以地方为基础的文化、生态和经济实

践，是重构地方与区域世界的另类视野和策略”。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第二十八

条、第二十九条明确了传统工艺振兴应以传统技能

为基础，地方文化旅游业的开发必须依赖地域特色。

将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和乡村振兴、扶贫脱困、地

方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基于文化本真性和

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化资源转化。

从生态人类学“族群生态”的角度看，不同的族

群占据着不同的“生态位”，也即占有不同的生态资

源、空间，因而形成地域特色文化。费孝通先生曾指

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

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作为一个自在的

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历史过程中形成的。”［９］１而不

同地域、族群的区分和认同之生态背景是“人类的

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
不平衡，这一时期的政策主要是对少数民族居住地

区、经济落后区域的政策扶助，如“西部大开发”等。

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则是在全国范围内各区

域族群共享资源环境的一种新的举措。通过生态修

复和文化再造，不同区域族群的文化传统、价值观

念、生活方式、地方特色为“他者”所理解、共享；而

反观“他者”的文化，也使自身的文化自觉得以明

晰。如此一来，使得“我群”和“他群”对彼此的文

化、生活方式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形成彼此尊重、

彼此欣赏的格局。

五、结语

将“人类的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作为不同族

群的形成和族群认同的生态背景，是历史人类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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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观点。文化生态学关于“族群生态”和“地区族

群”的研究，也指出不同的族群占据着不同的“人类

生态位”，在族群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彼此互为社

会生态环境，产生交流与竞争。也就是说，在区域文

化的形成和族群认同上，历史人类学和文化生态学

的视角是一致的。全国性文化制度在不同层面、不

同历史时期对不同区域形成整合的力量，也使不同

区域的历史进程嵌合在国家发展历程中。中国文化

生态保护区的建设，是通过对区域文化生态环境的

修复和文化传统“再造”，充分维护区域的地方特

色，在面对现代化、全球化的影响时，激发区域自身

的文化自信和创造力，形成不同民族、不同区域文

化、资源环境共享的良好格局。在这一过程中，国家

与地方也是双向互动的：在国家层面，为维护文化生

态平衡，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

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保护区政策，与地方政府

开发利用文化资源、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目的结合

起来，形成了影响地方社会的合力。最终，通过对区

域文化传统的发掘、文化生态整体的保护，激活了区

域的历史记忆，在传承中创新文化，促进区域文化自

信的同时也促进了“多元一体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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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新闻标题制作中成语运用的量化与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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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成语在新闻标题制作中的运用情况和运用方略，可以为新闻工作者在标题制作中
更好地运用成语提供参考借鉴。但通过文献调查、统计分析和逻辑分析发现，新闻工作者在报纸标

题制作中运用成语的意识有待提高；新闻工作者在报纸标题制作中提高成语运用意识和能力的途径

是，在阅读中储备，平日经常温习，在智力游戏中提取，在模拟训练中活学，在实战中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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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成语源于文学经典、历史故事、寓言故事、生活

实践等方面，脍炙人口，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妇孺皆

知。它简洁凝练，文采斐然，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习

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的二十大报

告等重要文件，对成语给予了广泛运用，既严肃又生

动、既严谨又简约、既有力又自然。中央电视台科教

频道“成语大会”节目当年的高收视率，也有力地展

现了成语的魅力。

由于成语和标题同样追求简短、生动，它天然地

适用于多种文章的标题中。研究发现，在标题中恰

如其分地运用成语，能达到提纲挈领、化繁为简、引

人注目、意趣兼得、感人至深的效果。

为了解成语在新闻标题制作中的运用情况，笔

者在中国知网进行了一系列检索。结果表明，近十

年来专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针对标题制作中的成语

运用的研究数量很少。

十年来，数以千万计的报纸文章陆续刊发，信息

检索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检索速度成倍提高，

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极大的便利。

因此，有必要开展新一轮的研究，为新闻工作者在标

题制作中更好地运用成语提供参考借鉴。

（二）研究对象和目的

限于精力和研究手段，本研究聚焦于中国知网

收录的纸质报纸，考察其标题制作中的成语运用现

状，报纸标题制作运用成语的方法。同时，探索和开

发新闻工作者扩大成语词汇量，在标题制作中提升

成语运用意识和能力的策略。

（三）文献综述

１．新闻作品标题的价值
新闻作品的标题需要具备导向正确、用词精炼、

旗帜鲜明、有语言张力、有情绪感染力特征，因为新

闻传播是媒体向社会发布新闻以及受众通过传媒获

取信息的双向选择过程。新闻作品不像教材那样是

学生必须学的作品，也不像小说那样具有消遣性，能

令人爱不释手。要想受到读者喜爱，新闻作品必须

在真实、严密、独特之外另有其吸引人的特质。党报

党刊和行业报刊以党政工作、专业领域的业务文章

为主，其从业者更是常常面临与各路媒体争夺注意

力的挑战，唯有通过提升标题和正文的文采，才能吸

引本系统更多的党员干部和职工来阅读业务文章。

在信息社会，如果新闻标题制作得当，容易被检索和

关注到，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２．新闻标题的具体特点
在构成上，新闻通讯和新闻消息的标题往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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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交代新闻事实，也就是常说的“６Ｗ”中的ｗｈｏ（什
么人）、ｗｈｅｎ（在何时）、ｗｈｅｒｅ（在哪里）等要素。在规
格上，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新闻作品的标题

都应该简短，如果字数太多，既浪费版面、难以排版，

也令人眼晕。

在事实概括上，新闻标题既可以求实，也可以虚

化。例如，《漫天飞蛾原系江淮黏虫南来北往只是“过

路借宿”》。在意向传达上，新闻标题既可以金刚怒目

般表达态度和感情，也可以提醒、暗示，点到为止。例

如，《“梁山伯”新婚燕尔　“祝英台”快做母亲》。在
修辞手法上，可以采用省略、提炼、比拟、借代、引用、

对比等方式。例如，《多米尼加独裁者黔驴技穷》。

在功能方面，新闻标题可以在叙述新闻事实的

时候通过不同词语进行评价，还可以通过对新闻事

实直接发表评论进行评价。楚军和周军表示，报纸

新闻标题是语义、语用和美学功能的完美结合。彭

化义认为，消息标题的功能包括标出事实、标出导

向、标出主题、标出焦点、标出状态、标出结果、标出

动感、标出悬念、标出数字八大类。

（四）标题制作在新闻学研究中的地位

从标题的维度看，新闻作品尤其是报纸新闻的

传播效果如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标题思想是

否重要鲜明、标题语言是否生动、标题内容是否吸引

人、标题大小是否醒目等。彭化义认为，一篇好的消

息标题未必能面面俱到，但起码应当回答读者关心

的一个或者几个问题。所以，标题制作应该成为新

闻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彭朝

丞也深感开展标题研究意义重大，对此给予倾情投

入，不但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闻标题的文章，还先后

出版了著作《标题的艺术》《新闻标题学》《标题的制

作理念与艺术技巧》等专著。彭朝丞的文章和著作

主要探讨了新闻标题学的研究任务、标题的内涵和

历史沿革、标题的作用、标题的种类与特色、标题制

作的原则和技巧、标题的辞格艺术等。

（五）新闻标题制作的实际价值

新闻标题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它的实际价值。历

任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第十

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务的胡乔木同志指出：

“有时候想一个好标题，等于写一篇文章所用精力

的三分之一。”新闻界知名人士徐铸成曾说：“一个

好标题，可以代替一篇评论。”人民日报原社长兼总

编辑邓拓生前曾诙谐地说过：“谁要给我出一个好

标题，我给他磕三个响头。”可见，标题制作在新闻

工作中具有战略性地位，也极具挑战性，新闻工作者

必须迎难而上。

几十年前，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在《总编

辑手记》一书中的多篇文章里论及新闻标题。例如

１９９７年１月７日，他在手记《理论宣传是人民日报
的优势》里写道：“今天理论版刊登的刘国光等同志

写的《论“软着陆”》是一篇好文章。朱基同志看

了这篇文章的送审样后批示：‘这是迄今为止论述

软着陆文章中最好的一篇。’”范敬宜紧接着又写

道：“该文的好处在于：（一）题目好。抓住了国内国

际都十分关心的经济问题…… ”

二、成语的特点及其在新闻标题制作中的功能

价值

（一）成语具有极强的张力

成语的简洁、精炼常常无法超越，如成败得失、

唇亡齿寒、庖丁解牛等，除了代之以同义的成语，再

也无法用更少的词给予形象描述。成语在生动形象

方面一骑绝尘，比如画蛇添足、海市蜃楼、扬汤止沸；

成语的绝妙使其过目难忘，比如入木三分、晴天霹

雳；成语的语言张力使其胜过千言，比如似水流年、

寸草春晖、碧血丹心、白驹过隙、白云苍狗。

在标题制作实践中，成语的张力可以大到成语

即标题。例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业精于勤”

“欲速则不达”“解铃还需系铃人”都曾作过新闻作品

的标题，其中前两例为通讯标题，后两例为言论标题。

（二）成语的文化魅力巨大

成语来源于武术、军事、农业生产、寓言故事、社

会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人类生活的各个层

面，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客观的规律、奇妙的灵

感及深厚的文化思想，是汉语词汇中最富魅力的部

分之一。如刻舟求剑、买椟还珠、叶公好龙等源自寓

言的成语；牛刀小试、蛛丝马迹等和动物有关的成

语，唇亡齿寒、燃眉之急等与人体有关的成语；一鼓

作气、背水一战等与军事有关的成语；拳不离手、左

右开弓等与武术有关的成语。

此外，十二生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意义在成

语中有着鲜明的体现，有来自儒家、道家、法家等诸

子百家学说的成语，还有有关书法、国画、中华传统

艺术的很多谚语等也由后人凝练为成语。

文化气息浓厚的成语用于新闻标题制作，能丰

富标题内涵、提升标题价值、助力文化传承。

（三）成语的语用功能强劲

如上所述，消息的标题应该有标出状态、标出结

果、标出动感等八种功能，而具备这八种功能的成语

比比皆是。例如，“悲痛欲绝”可以标出状态，“背井

离乡”可以标出结果，“卑躬屈膝”可以标出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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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道而驰”可以标出导向。而这四则成语，都在

《多功能成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

版）的同一页。成语的强大功能，由此可见一斑。

综合新闻标题的特点、成语的特点和新闻工作

者在标题中使用成语的范例，可以明确，新闻工作者

在新闻标题制作中应当注重运用成语。

三、对新闻标题制作中成语运用的量化研究

（一）新闻工作者在标题制作中运用成语的状况

１．经济类新闻标题中成语严重缺位
我国经济学家薛兆丰教授曾说过，经济学是

“一门专门研究事与愿违规则的学问”。从概率上

讲，从２０００多个县级行政区到４０００多家 Ａ股上市
企业，谁在经济活动中都难以杜绝“事与愿违”问题

的产生。然而，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上进行查询发
现，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日到２０２２年９月３０日（注：
本文随后列举的中国知网检索结果，均限制在这个

时间范围），仅有８篇经济方面的报纸文章标题中
包含“事与愿违”，平均每年０．８篇。查询同期发表
的标题包含“适得其反”“南辕北辙”“事倍功半”和

“缘木求鱼”（事与愿违的近义词）的经济类报纸文

章，分别查到１１篇、９篇、２篇和５篇。
经济领域最基本的关系是供求关系，“供不应

求”“供过于求”和“供大于求”是最常见的现象。检

索结果表明，报纸文章题目中包含这三个词的文章

依次有７０篇、２１篇和３１篇，平均每年分别约有 ７
篇、２．１篇和３．１篇。

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研究主题是均衡，“冷热

不均”是最常见的现象之一，以为标题检索关键词

在报纸文章中查询，共查到经济领域的文章５８篇，
平均每年５．８篇。

市场竞争的诸多乱象中，“以次充好”“坐地起

价”屡见不鲜，这理应是新闻工作者关注的焦点。

但在知网检索的结果显示，标题中包含的报纸文章

分别只有１０篇和４篇。
通过以上检索发现，一些与重要经济现象相关

的成语在新闻标题中出现频次较低。

２．政治类新闻标题善用成语
和一些与重要经济现象相关的成语在新闻标题

中很少使用相反，新闻工作者在标题中对一些时政

类成语的使用频率高数倍到数十倍、上百倍。例如，

知网检索发现，同一时期标题中包含“真抓实干”和

“攻坚克难”的报纸文章分别有１２４１篇和８５８篇，
包含“实事求是”和“脚踏实地”的报纸文章分别有

１７８篇和１９７篇。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新闻工作者要么是对“事

与愿违”“供不应求”等经济现象关注不足，要么是

在制作此类文章标题时缺乏使用成语的意识。为了

弥补短板，撰写和编辑经济类文章的新闻工作者应

该多关注相关的重要成语。

为了进一步调研和了解现状，本研究选取知网

收录的《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到２０１９年６月
３０日所有文章的主标题，《解放日报》《湖北日报》
《新华日报》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到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所有文章的主标题作为考察对象。

研究发现，２０１９年上半年，中国知网收录《人民
日报》３７１篇文章，主标题中出现成语的频次为２０
次，包括为“登高望远”“矢志不移”“上下同心”等。

２０１９年全年收录《解放日报》２３６篇文章，主标题中
出现成语的频次为１４次，分别为“前途未卜”“口腹
之欲”“精益求精”等；收录《湖北日报》３９６篇文章，
主标题中出现成语的频次为２２次，有“不折不扣”
（出现２次），“无中生有”“熠熠生辉”等；收录《新
华日报》２１６篇文章，主标题中出现成语的频次为６
次，包括“腾笼换鸟”“一成不变”“姗姗来迟”等。

虽然这项对比在严格的统计学意义上有失严

谨，但透过巨大的差异仍然可以明确，《人民日报》

《解放日报》《湖北日报》在标题制作中运用成语的

频次远高于《新华日报》。

综观此例和前例不难发现，在标题制作中使用

成语和修辞格的能力可以通过锻炼得到提升。

３．具备“标出”功能的成语使用率下降
如前所述，消息稿件的标题应该具备标出事实、

标出导向、标出主题等功能。但通过在知网的检索

发现，以成语“稳操胜券”标出导向的文章只有 ２
篇，以成语“论功行赏”标出主题的文章为０篇，以
成语“十拿九稳”标出概率的报纸文章为０篇，以成
语“十万火急”标出状态的文章只有 １篇，以成语
“十万八千里”标出差距的文章为０篇，以“万众瞩
目”标出焦点的文章只有５篇。

但如果在中国知网查询所有时间段的报纸文

章，以“万众瞩目”标出焦点的文章有５１篇，以成语
“十万火急”标出状态的文章有２７篇，以成语“稳操
胜券”标出导向的文章有１５篇，以成语“论功行赏”
标出主题的文章只有１１篇。而且，各个成语都在全
国性报纸的标题中得到使用，无一例外。

可见，不是成语不合用，而是近年来记者和编辑

的运用意识不够强。

（二）新闻工作者在标题制作中巧用成语的常

见技法

在新闻标题中运用成语的主要目标是，增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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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信息量，丰富标题的内涵，提升标题的吸引力、

震撼力或新奇性、趣味性，引发丰富联想，给读者留

下深刻印象。文献检索和逻辑分析的结果表明，基

于这些目标，在报纸新闻标题中活用成语的主要技

法有直接引用法、单字替换法、成分替换法、中间嵌

字法。此外，还有谐音翻新法、易位法等。

１．直接引用法
直接引用法，即成语本身就是标题。新闻标题

制作中，采用这种方法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八

仙过海 各显神通》《绝处逢生》《海枯石烂》，等等。

其中，标题包含成语“八仙过海”的报纸文章有 １３
篇，涵盖金融、参赛、参展、招商、营销、继续教育、电

视节目制作等多个领域的报道，其中不乏中央媒体

和省级党报。标题包含“绝处逢生”的有１１篇，涵
盖军事、金融、民营书店、戏剧等多个领域的报道。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在《总编辑手记》一

书中著有《把“题眼”拎出来》这个章节，其中的１０
篇手记中就两次提到了成语在标题中的运用———他

在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１６日的手记中，表扬了《昔日势不
两立 今朝共享殊荣》这篇文章的标题；在１９９５年１１
月８日的手记中，表扬了一篇短评的标题《山高水
长五十年》。

２．单字替换法
单字替换法，即在成语中巧换一字，形成近义、

反义或新义，以表达新内容。其作用主要在于吸引

读者、设置悬疑、启迪思考。例如，从成语“相见恨

晚”申发出的“知情恨晚”“合作恨晚”“悟道恨晚”

等词语；从“利令智昏”申发出的“情令智昏”“赌令

智昏”“酒令智昏”等词语；基于成语“见义勇为”，申

发出的“见义智为”“见义巧为”等词语。

再如，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４日，中国政府网的微信公
众号刊发了一篇《成语新解，你的 ２０１９上半年有
“新意”～》的文章，以“一（医）心一意”“事（时）半
功倍”“助（住）人为乐”“一帆（车）风顺”为子标题，

分别介绍了医保医改、简政放权、住房改革、公共服

务、车辆管理等方面的新政和成效。

由此可见，在适当的地方对成语略加改造，使之

更贴合文章主旨，为文章画龙点睛，是让文章更出彩

的好办法。

３．成分替换法
成分替换法，指的是用新内容替换成语的某一

语法成分，如《吴孟超“窥豹”》《管中窥豹 举一反

三》《管中窥豹 时见一斑》。对于介宾或动宾结构

的成语，替换动词或宾语是常见用法。例如，《梧桐

引凤———兰州市党政代表团从福建引资 １３８亿元》

（其原型成语为“筑巢引凤”）；《与金融风险“谋皮”

者众》《与“狼”谋皮》（其原型成语均为“与虎谋

皮”）。

而对于后两个字是中补关系的成语，拆解使用

或替换中心词也是一种常见做法。检索结果表明，

包含“水涨船高”的报纸文章标题共有３６则。从这
个成语引申出来的标题有《资金池“水涨”Ａ股重心
有望“船高”》《人气“水涨”股指“船高”》《航道管

理 “智”涨船高》《水不涨船难高》等。

４．中间嵌字法
中间嵌字法，指的是在成语前两个字和后两个

字中间填充新成分，例如《扬善必须惩恶》。标题制

作中经常嵌入成语中间的词，多是“何必”“何妨”

“不”等疑问词或表示肯定、否定的词，比如《忠言何

必逆耳》《“班门”何妨弄“斧”》《良药不苦口》，等

等。

５．翻造使用
即通过更换一个语素，使翻造的成语跟原成语

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比如《近水楼台不得月》

（原成语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提倡“精官简

政”》（原成语为“精兵简政”）；《人走茶不凉》（原成

语为“人走茶凉”）。

（三）标题制作中提升成语运用能力的策略

１．阅读名作储备成语
毛泽东主席、习近平总书记等国家领导人的著

作和讲话中有很多经典范例，值得深入学习。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在《毛泽东怎样写文

章》一书中说，毛泽东是既多读书又长期生活在人

民群众中的人，所以他的文章中修辞手法运用极多

且很自然。梁衡在该书中援引的毛泽东《复李济深

等五十六人电》一文中，正文仅 ３１２字，就运用了
“前仆后继、锦绣山河、同德同心、再接再厉”四个成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时，大量地运用成语典故阐释现行的方针政策

等，例如：古为今用、恰如其分、不拘一格、深入浅出、

余音绕梁，展现了非凡的思辨能力和成语典故运用

能力，为活学活用成语树立了榜样。鉴于此，人民日

报社特别组织编写了《习近平用典》一书，于 ２０１８
年正式出版，该书由敬民篇、为政篇、立德篇等１３个
篇章组成，是宝贵的“活教材”。

２．学习同行运用成语的经典范例
学习历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人民日报社和

新华社等主流媒体评奖评优中获奖作品的标题。例

如，《风雨无阻向前进 ———写在中国人民抗击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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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情之际》《美在南海的军事挑衅注定徒劳无

功》《资溪“两山银行”：存储“绿水青山”收益“金山

银山”》。

３．在模拟训练中活学善用成语
由于经常受截稿日期限制，新闻工作永远是门

遗憾的“艺术”，难以像精英射击运动员那样追求完

美。但乒乓球、羽毛球精英运动员通过模拟训练消

灭运动能力短板的做法，新闻工作者可以模仿。其

中之一就是在阅读同行撰写的文章时，通过模拟训

练进行“二次加工”，把最有价值的成语变成“活跃

词汇”，做到活学善用。

４．循着关键词查词典学成语
普通成语词典收录的成语约４６００个，可以从头

到尾浏览。此外，新闻工作者可以循着兴趣或职业

领域的关键词去查阅词典。例如关注经济学的人，

可以查阅包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百、千、万、亿”的成语有哪些，包含“倍、半、得、失”

的成语有哪些，与禀赋、盈亏、供给和需求有关的成

语有哪些。

四、讨论与建议

通过本文援引的例子和在日常阅读中见到的范

例不难发现，成语能为报纸新闻标题增容、添彩、

“瘦身”“提味”，使标题更加凝练、传神、活泼、难忘，

其作用弥足珍贵，有时甚至是无可替代。

国内媒体新闻作品标题中成语使用得多不多、

好不好，值得进一步研究。但从本研究抽样统计分

析的结果来看，标题制作中成语运用的情况不尽如

人意，新闻工作者亟须熟读精思、日积月累，扩大成

语储备；时常温习、模拟运用，降低成语提取难度；在

工作中有意识地强化训练和应用，为文章添彩。

绝大部分记者和编辑都受过具备相当水准的高

等教育，之所以统计结果显示有些记者和编辑在标

题制作中运用成语的意识相对较差，一方面可能是

由于时间压力，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缺乏强烈意识和

实用的方法。新闻工作者应当提升探究意识。首先

是要通过阅读专门的著作和文章，学习策略、举一反

三。其次是通过更广泛的阅读，翻阅成语词典，熟

读、牢记成语，并体悟其精妙之处。再次是要联想哪

些成语揭示了哪些重要现象和规律，并形成便于查

询的资料库。最后是在阅读新闻作品时以其标题为

“对手”，适当做一些模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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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及其影响

李　优
（沈阳音乐学院 民族声乐系，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８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４－１４
作者简介：李优（１９８４—），女，辽宁沈阳人，沈阳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声乐演唱表演。

摘　要：在中国古代，文学与音乐演唱往往融为一体同步发展。将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
展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阐述其表现和形成原因，总结其中所蕴含的文学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相关的

理论和规律，挖掘古典文学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传播的意义价值，也可为今天流行歌曲的创作和演

唱提供参考和启发。

关键词：唐诗宋词；音乐演唱；融合发展；流行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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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文学与音乐演唱往往融为一体同步
发展。这种情况从先秦时代“诗三百”即已开始。发

展到唐诗宋词时代，文学与音乐融合发展的情况仍突

出地存在。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唐代是古代诗

这一文学体裁的高峰期，宋代是古代词这一文学体裁

的鼎盛期，而唐宋时期也是音乐演唱艺术发展的辉煌

时期。因此，无论从文学史还是从文学与音乐演唱融

合发展史的角度看，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都

是一个值得重视、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将唐诗

宋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表现

和形成原因，总结其中所蕴含的文学与音乐演唱融合

发展相关的理论和规律，以便为当今音乐演唱汲取古

典文学精华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唐诗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

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本

文基于对诗歌体裁表达方式的考察，探讨唐诗与音

乐演唱的融合发展。时至唐朝，文学领域的诗仍有

很大一部分是要通过音乐演唱的方式实现表达和传

播的［１］。显而易见，此时的诗通过音乐演唱予以表

达是对此前诗歌表达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从先秦时

代的“诗三百”，到汉魏六朝乐府诗和南北朝乐府诗

都是配乐演唱的。但是与此同时，诗的表达也在另

一条发展道路上谋求发展，即逐渐脱离音乐演唱向

格律诗方向推进。这条发展道路起始也较早，从汉

朝起，我国就产生了五言诗和七言古体诗，发展到两

晋南北朝时期，在诗歌创作上又出现了“声律说”等

关于诗格律方面的创新与改革，并因此逐渐形成了

近体诗。近体诗在表达方式上与其前诗歌的最大区

别是，诗不必通过演唱加以表达。律诗发展迅速，到

了唐朝就成为当时文学的主要体裁，甚至唐朝诗人

通过拟乐府古题与新乐府题所创作的诗，也都不再

通过演唱加以表达［２］。然而这种情况并不等于说

唐朝的诗已经完全与音乐演唱分道扬镳，事实上，仍

有很大一部分采用音乐演唱的方式进行表达，尤其

是唐诗中的很多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它们不仅大

都可以配乐演唱，甚至其中很多作品是特意为音乐

演唱而创作的。这种特意为演唱而写作的唐诗，即

“唐人乐府”。另外，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唐诗用于

音乐演唱的那些名为《阳关曲》或《杨柳枝》的五言、

七言绝句，其名称还大多作为词的调名而流传下来，

刘禹锡的《杨柳枝》即是此种情况的典型例证。另

外，学界许多学者为了证明唐朝时期还有很多诗是

通过音乐演唱表达，他们更愿意举出唐代文人薛用

弱《集异记》所记载的“旗亭画壁”故事。这则故事

很好地说明，在诗风日盛的唐朝开元年间，不分朝野

无论官民，人们都喜欢吟诗唱诗，而当时很多名气颇

大的诗人如王之涣、高适以及王昌龄所创作的诗，也

大多是供人歌唱的歌词。易言之，唐诗有一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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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歌词创作并通过音乐演唱加以表达的。

唐诗与音乐的融合发展还体现在唐朝文人所创

作的词。因为在唐朝人观念中，词是“诗余”。词作

为一种新文体肇始于隋朝，起源于俗世民间，并逐渐

形成模式，引得许多文人创作，便逐渐演化为诗歌中

的一个种类或者一个分支。词因为是伴随着音乐的

歌词，所以又有很多其他的别名，如曲子词、乐府、乐

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３］。词到唐朝以后逐渐走

向定型化，许多文人也热衷创作词。其中颇具代表

性的是中唐大历十才子中的韩罖，据说他在怀念失

散的小妾柳氏时曾写过一首《章台柳》，这首词的词

牌原本叫《潇湘神》，然而韩罖依照这个词牌填写的

《章台柳》感情深沉、意境婉丽，因此后人反倒将原

来词牌《潇湘神》弃之不用，而把《章台柳》作为词牌

名。尽管这是个故事，也能说明当时依照乐曲格式

的词牌写词的风气已然在诗人中兴起。而且根据相

关的文献记载，其时张志和、韦应物和戴叔伦等诗

人，在填写歌词方面都是佼佼者。尽管中唐以来文

人按词的曲调进行词创作的文学活动比较普遍，但

当时他们填词所使用的曲调，亦即后来的词牌数量，

却极其有限。根据相关统计大概只有《一七令》《忆

长安》《调笑》《三台》等十几个。唐朝文人的这种热

衷填词的活动，造就了当时文学与音乐的融合发展，

并且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晚唐温庭筠这样卓有成效的

词人［４］。温庭筠的词成就巨大，即便从现存的近７０
首词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出类拔萃。他填写过１９种词
牌曲调，而且其创作的词大都脍炙人口，广泛传唱，他

在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方面成就不俗。

唐诗与音乐融合发展的成就，以及涌现出像张

志和、温庭筠这样一些推动词与音乐融合发展并卓

有成效的文人，这除了表明其时文学与音乐演唱融

合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外，也使得宋朝的词乘势而上，

创造出中国文化史上又一个文学与音乐演唱融合发

展的繁荣期。

二、宋词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

词发展到唐朝的中后期以后，势头劲健，到宋朝

时便发展到最高的程度。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继唐

诗之后的又一种达到发展顶峰的文学体裁。宋代文

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写词，叫做“填词”或“依声”。

词的原形态实际是诗，从这个角度看，词其实是为了配

合音乐而形成的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既然是

诗的一个种类，创作词自然也要讲求意境、韵律和对仗

词采等。但是词与诗更主要的区别在于它是一种通俗

的大众文学艺术形式，而诗则是一种高雅的文人阶层

的文学艺术形式。正因为这样的区别，宋词与音乐演

唱的融合发展首先表现在把词这种文体，推广到社会

的下层，并在那里得到广泛传唱。

由雅入俗，把高深典雅的作品转化成能够被大

众接受的艺术，是很值得称颂的文化功绩。在宋朝，

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文人

需要把文学转化成文化商品以换取生活资源，宋词

就成为当时许多像柳永一类文人的选择。如前所

述，词出身低微，起于民间，再加上这一文体在晚唐、

五代、宋初的时候，主要被当做酒席宴前娱宾遣兴之

文学佐料，所以在传统的观念中词是“小道”，属于

“艳科”，“诗庄词媚”烙印深深，尽管词在后来的发

展中，经过欧阳修、苏轼等人在题材和意境方面做出

提升，又被辛弃疾等一些杰出作家提升到表达爱国

情怀等同传统“诗言志”的高度，成为与诗歌地位完

全等同的文学体裁，但是词与生俱来的低俗特征，以

及可以被俗世大众接受的品质，却始终没有得到根

本的改变。因此，在宋代，柳永等词作家便把词普及

向俗世大众，并在与音乐融合发展方面作出了极大

贡献。柳永是宋代将词进行通俗化并传播到大众层

面的最典型作家。他因为钟情追求华丽辞藻和对细

腻情感的抒发，写了许多缠绵婉约的爱情词而被宋

仁宗所知，所以在参加科举考试时直接被皇帝取消

了录取资格。这也使得他从此便把大部分人生流连

在歌坊青楼之间，把给歌妓们写词唱词作为谋生的

核心工作，全力以赴地进行创作，写出了很多情真意

切、感人肺腑的词。他不仅靠着给底层歌妓写词支

撑自己的生活，还把词与音乐演唱融合予以通俗化

努力，他的词普及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的程度。他的词被广大的市民阶层所接纳，实现了

世俗文学与音乐演唱的完美融合。

在宋代比柳永还早一点、创造婉约词并卓有成

效的是晏殊。他的词也影响到自己的儿子晏几道，

父子俩的词也大都在民间广泛传唱，做到了词与音

乐演唱的高度融合。除此之外，南北宋之交的李清

照更是在“词别是一家”理论支持下，创作了一大批

婉约词，其作品也广为传唱，使她成为当时广为人知

的女词人。这样，自柳永以来到李清照的一批词人，

所创作的那些既含有深刻意境，又带有深情厚谊的

词，因为与音乐演唱完美融合，体现出高度艺术性，

并为大众喜闻乐见。这对于当时文学与音乐演唱的

融合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因为宋词艺术家的努力，雅致的词作品又能够

进行通俗化的艺术处理，尤其是与音乐演唱融合发

展，遂被底层大众所接受。如柳永的《雨霖铃》“执

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等词句，不仅婉转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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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情并茂，而且感情率真，语言质朴自然，意境雅致

细腻，这样的辞章，配上悠扬婉转凄清悠长的曲调演

唱，必定为广大的俗众所喜爱；与此相近，他那首

《八声甘州》，语浅而情深，融写景、抒情为一体，通

过描写羁旅行役之苦，表达了强烈的思归情绪，写尽

了古代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感受，同时也仍能够与

普通大众的思想情感产生共鸣，成为传诵千古的名

篇，在配乐演唱之后，成为千古绝唱。李清照的《一

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写清秋时节的新婚小别，

为排遣愁怀独上兰舟，西楼望月而恨雁来无书，然后

用“花自飘零、水向东流”比喻无由消除的两地相思，

呈现出婉约清新的格调、优美的意境和工致精巧的艺

术性。尽管这首词出自上流社会知识女性，但其词却

不加雕饰，明白如话，在配乐演唱之后，也能够为广大

受众所接受。

宋词和音乐演唱关系更为密切，宋词是与音乐

演唱融合发展更具典型意义的文学体裁。这一点在

有宋一代婉约派的词上有充分的体现。柳永之后，

有秦观、周邦彦等在词创作的作风和主题体裁等方

面，继承了婉约派［５］。其中，周邦彦的词格律精严、

风致醇雅。其规范化的格律表现与技巧的纯熟，使得

时人无出其右。他不仅是当之无愧“词林正宗”，还成

为集婉约派之大成的作家，同时他的词在与音乐演唱

融合方面更臻于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宋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并不

止于婉约派词人，在豪放派词人那里，也有同样的表

现。在宋代，因为苏轼的出现，打破了宋词领域婉约

派一派独尊的格局，他以《东坡乐府》突破了“词为

艳科”的窠臼，写出了一系列黄钟大吕瓦釜雷鸣般

的词，开辟出词动人心魄的另一空间，拓展出宋词的

另一流派“豪放派”［６］。该流派的词大多不再抒发

离愁别恨儿女情长，也抛弃了卿卿我我缠绵悱恻的

风格基调。尤其是在主题题材方面，凡怀古咏史、说

理谈玄、议论时事均可入词。苏轼以及当时追随者

对词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获得了许多词人的积极

追随，如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苏门四学士为

代表的响应者。这些人在此领域的创作成就，开辟

出宋词的另一条战线。到了南宋，词风又发生了一

个大的变化，李纲、张元干等写出了一大批爱国词，

稍后则有辛弃疾，他以踔厉风发的积极心态，写了大

量激情荡漾、气吞万里的爱国词。步其后尘的则有

张孝祥、陈亮、刘过等辛派词人，而陆游作为一个同

时代的爱国诗人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宋词发展

过程中，词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一直若影随形且更

为密切。词本来就是歌曲的一种，是合乐演唱的歌

词，词被称为曲子词、乐府、乐章、琴趣等别名，也凸显

着它跟音乐演唱的天然关系。这决定着词与音乐演

唱的融合发展有着天然的基础和优势。

宋人作词，词必依照词牌填写，词牌就是词调，

词牌名称决定着词的格式和演唱曲调。如《雨霖

铃》和《水调歌头》，因为词牌不同，其演唱曲调自然

也就不同。所有的词都是按照具体词牌规定的曲调

进行演唱的。

三、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的影响

唐诗宋词作为古代文人抒发感情的方式，其美

感效果不仅在于表达自己的志向情怀，同时，还能引

发别人的共鸣，诗词的用典对偶等修辞形式和韵脚

平仄变化，也能使感情的表达变得更丰富细腻或动

人心魄，在此基础上，诗词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

更因为音乐节奏和乐器的配合，以及演员演唱声调

和技巧等艺术因素的参与，使得诗词作品动人心扉，

其传播效果也更加突出。音乐演唱推助了诗词表达

和传播方式，也正是由于音乐演唱的融入，古典文学

中的唐诗宋词，不但在当时获得广泛传播并造成深

刻影响，同时也得以流传后世，传唱不绝［７］。直到

今天，这种影响还方兴未艾。当代的音乐演唱也特

别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吸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表现，

就是当今音乐演唱领域对于唐诗宋词的借鉴和萃

取，这种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当下许

多歌曲创作和音乐演唱特别注重借用和借鉴唐诗宋

词的内容和意境，往往取材于唐诗宋词，或者将整首

诗词纳入歌曲中，或者截取其中的名段佳句，或者在

诗词的启发下加以创作。台湾的琼瑶和大陆的陈小

奇就是采取这类歌曲创作形式的代表者。琼瑶的歌

词创作惯于将唐诗宋词入歌，作为其歌词的核心内

容，如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临江

仙·庭院深深深几许》等。李清照那些描述少女情

愁的词非常适合琼瑶塑造的古典型婉约淑女形象，

歌词演唱所形成的氛围也有助于作品人物的情感表

达；陈小奇是当下流行歌曲创作阵营中岭南一派的

领军人物，也是颇有影响的歌手，他所创作并由毛宁

演唱的《涛声依旧》、廖百威演唱的《白云深处》和李

进演唱的《巴山夜雨》，都是以唐诗作为核心内容和

歌曲境界的，仅从歌曲的名称就可看出它们对唐诗

思想意境的继承与创新。第一首歌词是以唐人张继

《枫桥夜泊》为基础的拓展和创新，第二首则是对杜

牧《山行》一诗的演绎和展开。陈小奇的贡献在于

把唐诗的语句世情化、感情化和烦琐化，而《巴山夜

雨》的歌词则是摘取李商隐《夜雨寄北》第二句，然

后予以化用，借助诗歌两地相思的意境来表达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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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题。此外，陈小奇还曾创作了由吴涤清演唱的

《烟花三月》《朝云暮雨》，以及由毛宁演唱的《大浪

淘沙》，其中也明显有着对唐诗宋词思想境界的继

承与创新，并以此表现当下人们的悲欢离合和人情

冷暖，由此形成唐诗宋词进入流行歌曲的创作模式，

形成作者独特的风格，为唐诗宋词融入当今流行歌

曲创造了很好的样板。其次，当今音乐演唱领域的

歌词创作中盛行以唐诗宋词名句或诗词作为流行歌

曲名称的热潮，比如内地校园歌手刘海波所演唱的

《人面桃花》，就是从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

“人面桃花相映红”中化出的歌曲名称；白雪的《声

声慢》则是从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中采取的

歌名；而ＡＧＩＮ乐队的《烽火扬州路》的歌名，则是从
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摘取，陈明演

唱的《回首灯火阑珊处有你》、唐朝乐队演唱的《梦

回唐朝》《月梦》等歌曲名也都基于唐诗宋词，尽管

这些歌曲的名字不一定完全是唐诗宋词的原句，但

其中的思想和境界情怀却毫无疑问源自唐诗宋词。

最后，央视综合频道重点打造的大型音乐文化季播

节目《经典咏流传》，进一步凸显了唐诗宋词与音乐

演唱融合发展对今天音乐演唱领域的影响。该节目

从２０１８年的第一季到２０２２年的第五季，历时四年，
其中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每一季都取

得了不俗的成就，并在央视文化综艺扎堆的情况下，

同一档节目仍然能持续保持高热度。这也进一步说

明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的影响力。节目中

谭咏麟演唱的《定风波》、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知

否知否》，以及汪苏泷演唱的《少年狂》等歌曲，它们

都体现了宋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的影响。总之，

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不但在当时创造

了文学结合音乐演唱艺术的辉煌，而且对今天流行

歌曲创作和演唱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通过继承和创新，很好地服务于新时代的音乐演唱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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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谱写新时代高校育人工作绚丽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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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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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甘勇（１９６５—），男 ，广西兴安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主要研究党建思政和计算机应用。

摘　要：党的二十大精神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新要求，谋划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
史时期的使命任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机构，高校需要深入学习

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原理指导学校高质量建设，

在实践中贯彻会议精神要求，谱写新时代高校育人工作绚丽华章。

关键词：党的二十大；新时代；高校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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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初步实现了满足人民
对高等教育的基本需求，但距离对更高质量的高等

教育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要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等教育院校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

十大精神，以会议精神为指引，在实践中坚持守正创

新，多途径结合谱写新时代高校育人工作绚丽华章。

一、深刻理解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主题要求，坚定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理想信念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５个层面阐释了大会的主
题，突出强调了要团结奋斗，形成共创强国业、共圆

中国梦强大合力的目标要求，提出“三个务必”的要

求。“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中国共产党在百

年奋斗历程无一不揭示出“团结才能胜利，不团结

就会一事无成”的深刻哲理。新时代，我们党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

重任，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历史重任，

更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宣传、认真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之际，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栋梁之材重任的高等教育，更需要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为契机，通过多样的学习方

式，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走深走实、入脑入心，在高

校师生员工中落地生根，指导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

需要学校上下坚定理想信念、明确奋斗目标、上下一

心，团结奋斗，学用结合，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

实到学校改革发展、教学管理的全方面、全过程，踔

厉奋发、奋楫笃行，共同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更好

地为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智力及人才支撑。

二、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为

指导，扛牢“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两化两结合”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

发展的内在机理，是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根本要求，也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指明了方

向。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高等教育的发展，把握

好、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一）坚持学生至上的育人理念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人民立场是

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根本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从

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密码。学生是高等教育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对象，也是高质量教育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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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高校坚持以生为本的育人理念，要面向全体学

生，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成长，发展学生个性，全面把

握学生的愿望，尊重学生的主体作用，努力营造有利

于学生全面发展的育人环境。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的

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的显著特征。

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性质和办学宗旨决定要对青年

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树立马克思主义坚

定信仰，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有坚定信仰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坚持守正创新

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守正才能鉴往知来。社

会主义高校必须要守正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对高

等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牢固树立党对高校

的领导地位，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创

新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根源，是顺应时代

潮流、适应时代需求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原理与高

校育人实际的有机融合需要强化创新理念，紧跟时

代步伐，顺应高等教育发展方向，不断深化对高校育

人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新高

校“立德树人”工作理念、优化育人方式方法，以新

的理论指导新时代高校育人实践，解决新问题、探索

新路径，进一步完善高校育人工作。

三、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指导我国高等教育现

代化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建成

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跨越了精英教育，

正逐步实现大众教育的阶段，在校生人数稳居世界

第一，人口素养得到较大提升。但与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所确定的高等教育质量愿景仍存在

不小差距，与人民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求还存在

矛盾。而解决这些矛盾、实现目标愿景的正确方式

就在于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现代

化。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共

产党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实践上总结出来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既

有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同样，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必须要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最大特色，坚持“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根本要求，时刻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使命。立足于中华民族优秀教育思想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同时积极吸收其他国家优秀教育理

念与创新科技，不断提升完善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

培养出大批具有世界眼光、中国意识和强烈文化自信，

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才。

（一）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稳步推进高等教育发

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

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同样，我国高等教育人口

规模同样巨大，截至２０２１年底，我国各种形式的高
等教育院校共有３０１２所。在学总规模达到４４３０万
人［１］。而且学历层次上看，我国高等教育既有研究

生、普通本科生，也有职业本科、高职高专，还有成人

本专科及网络本专科。同时，国内的高等教育还存

在着区域差异、办学水平差异、生源质量差异等问

题。面对多层级、多形式的复杂现状，新时代高等教

育发展需要立足国情，各院校也要立足自己的实际

情况，坚持中国国情这个逻辑起点，从实际出发想问

题、作决策，绝不能简单照搬国外其他院校的办学经

验，要结合自身特点，坚持稳中求进，按照高等教育

发展规律，制定符合学校实际需要的教育管理制度，

循序渐进地推进学校的发展。

（二）坚持均衡原则促进高等教育全面发展

共同富裕是五千年中华民族伟大理想，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鲜明标志。党的二十大

报告提出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

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

极分化”。高等教育同样要遵循这一要求，经过７０
多年发展，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

２０２２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４６５５万人，
毛入学率达到５９．６％。［２］基本上满足人民对高等教
育的需求，但同样面临着一些迫在眉睫的矛盾，主要

体现在人民对于更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要和当前高

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同时，我国

高等教育还存在着优质资源供给总量不足，而且布

局不均衡的现状。当前，从地域上看，我国的优质教

育资源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则成为

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洼地，严重影响了教育资源均衡

发展。为满足人民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促进教

育的公平发展，需要将更多教育资源投入薄弱地区，

提升该地区的教育质量，不断缩小高等教育的区域

差距，实现高等教育均衡发展，使更多人可以享受优

质高等教育。

（三）坚持协调发展原则，实现高等教育物质与

精神文化协调发展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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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成果，两者互为条件、互为目的，共同推动社会

发展进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

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只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

和精神生活都得到极大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３］。高等教育作为可以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及人才支持的专业机

构，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高质量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需要从物质与精神文化

两个层面提升高等教育环境，共同推动教育质量提

升。物质形态的文化“具有直观可视性强、历史价

值与文化价值兼具、艺术价值与教育价值并重的优

点，成为高校校园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载

体”［４］。

需要各高校划拨专项经费，在学校物质形态文

化建设中加大投入，通过建设相关的专题展馆、文化

雕塑、文化墙、校园景观，构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

实习实训设备，完善学校教育基础设施等，构建符合

学校教育文化体系的器物文化，不断提高学校“教

育文化硬实力”。把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

浓缩于这些物化载体之中，进一步提升学校的文化

特色和品位，潜移默化中提升学校的育人质量。同

时，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强化目标引导，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

德育的根本任务，通过开展系列思想文化教育活动，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教育文化发展的引领，

树立积极向上的教育核心价值观念。

（四）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教育原则，提升受

教育者“和合”意识

“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以“和平、和谐、合作”

为核心的“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贯穿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的始终，成为中华民族统

一、长盛不衰的精神力量，也是新时代中国为世界和

平发展贡献的智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

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

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等论断，和谐、和平的论断揭

示出我国现代化的精神内涵，就是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统一的自然观、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社会观。人与

自然和谐统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源远流长并传承有序的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

一”的生态自然观，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

生态文化，并成为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的生态文化基因［５］。中华民族一贯坚持睦邻友好、

和平共处，在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上，历来崇

尚和平，主张天下为公、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协和万

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当今世界，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就是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继承发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内在要求，“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历

史发展规律及其大势的科学认识和自觉顺应”［６］。

作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机构，需要在教育教学中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和平意识融入教育教学活动

中，通过理论学习、实践教学、社会活动等方式培养

学生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现代化人

才。在生态文明教育中需要从培养目标、培养体系、

学科建设、教学内容等方面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教

学中，“从生态责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生态安全

教育、生态法制教育等方面全视角建设生态文明教

育的知识体系”［７］。在教育中融入“和平、发展、公

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强化维护

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理念，致力于推动和而不

同、求同存异的价值观，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

四、以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强化高校

党建工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中国高等

教育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同样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

的要求。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以全面从严治

党提升高校党建工作来实现新时代高等教育的高质

量发展。

（一）强化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确保高等教育

的社会主义方向

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必须要坚持中国共

产党领导，这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原则，

也是确保教育方向的必然要求。我国高等教育从少

到多，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转变，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

需求变化都显示出在党的领导下我国高等教育取得

的巨大成就。而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高

等教育的需求，更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管

教育、党管人才的工作原则，把牢高等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政治方向，确保党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领

导地位，动员、组织和协调各方力量，强化高校党的

组织、政治、制度建设，提高高等教育治理能力，坚持

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共同推进高等教

育现代化事业。

（二）强化党的理论学习，提升党性修养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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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需要深刻领会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等

相关理论，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加强理想信念教

育，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

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凝心铸

魂，确保高校全体师生员工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强“四个意

识”，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实

践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奠定坚实理论基础。

（三）加强成果转化，落实主体责任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强化高

校党建工作需要自觉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思想自觉，

落实到具体工作，不仅要强化相关责任人的主体责

任，明确领导责任，还要做好执纪监督，确保学校各

项工作在公开公正公平下开展，并以常态化的监督

检查，促使各级领导干部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形成自

上而下、层层负责全面从严治党的局面，为高校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筑牢组织堡垒

党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在群众中的形象，

也是党建设的组织血脉与战斗堡垒，做好基层党建

工作有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高等教育基层党支

部需要发挥高校党建工作主阵地作用，严格执行

“三会一课”、主题教育等制度，开展支部专题学习、

主题活动，起到凝聚的作用，最大限度发挥好党支部

的带头作用，夯实党的组织基础，发挥坚定有力的全

面从严治党作用，组织引领全校党员、群众，听党话、

跟党走，成为党员、群众的主心骨，促使学校党建取

得良好成效。

五、妥善应对风险挑战，谱写高等教育更加绚丽

的华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

化。从国内看，在基本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需求的

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风险挑战，经

济问题、民生问题、安全稳定问题日益凸显，各领域

都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有不少风险隐

患。国际上同样存在敌对势力的打压、围堵、渗透、

制裁、断供、脱钩、抹黑等各种挑战。面对风险挑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丢掉一切幻想，增强斗

争本领，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高等教育院校，我国高

等教育发展道路上同样面临着学科专业建设质量不

能有效满足人民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要，“自由

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文化倾向的负面影响仍然

存在，“四个自信”的有效落实也遇到挑战，影响了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高质量实现。为加快建设

教育强国，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满足人们对高质量高

等教育的需求，实现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必须以党

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同时要增强

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谋而后定。同时，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坚定理想信念、坚持锐意进

取，主动防范化解风险，从供给侧加快建设高质量的

高等教育体系。

（一）加强思政教育，树立牢固的政治方向

青年大学生正处于“三观”逐步成熟期，在这一

时期必须要加强思政教育，占领高校意识形态战场，

帮助他们铸就坚定的理想信念、锤炼高尚品格，为今

后成长成才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不仅要筑牢思政

理论课这个主阵地，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立

场、观点、方法入脑入心，指导行动。还要让各类专

业课程、公共课程、实践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

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各自“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

田”。增强青年学生“四个自信”，培养堪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加强优秀文化教育，补足精神之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

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

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

化。高校在育人工作中，要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坚持守正创新，创新育人载体与方法，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

融合到教学、管理、服务与社会实践中去，引导学生

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社会主

义文化自信心与自豪感，正心明德、正本清源，将文

化自信贯通于实践行动中，自觉抵制不良文化的侵

蚀。

（三）加强教育教学改革，提高育人质量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高校提高育人质量，必须要顺应历史发展需要，从教

育教学改革入手，不断调整专业结构与人才质量，进

而更好地担负起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

首先要优化教师队伍，提升育人能力。高质量

大学首先要有高质量的师资队伍。高校需要通过引

进高层次人才充实师资队伍力量；选派骨干教师赴

高水平大学访学提升教育教学能力；深入企业实践

提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能力；创立名师工作室，发挥

优秀教师的传帮带作用等方式优化教师的专业素

养，为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奠定基础。

其次要深化高校专业改革。专业建设是高等教

·８９·



育育人的主要途径，也是高等教育支持经济社会发

展的主要方式。为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高

校需要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深化专业改革，构建

以需求为导向，自主、灵活的专业建设模式，建立健

全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人才需求预警以及学生

就业状况，及时调整专业设置，打造特色优势专业，

淘汰与经济社会需求脱节专业。

（四）强化社会实践锻炼，深化育人成果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社会实践锻炼是提升

大学生综合素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

要求，也是高等教育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环节，也

是知行合一，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重要载体。

首先要强化制度，加大资源与组织建设，为社会

实践提供有力支持。高校应当建立完善的社会实践

制度，将社会实践纳入学生评价体系，切实将实践表

现优异的学生作为评优评先、推优入党的重要参考，

将指导教师在指导学生社会实践情况纳入业绩评

价、职务晋升、职称评聘等方面的重要依据。同时，

要不断开发新的社会实践基地，将红色教育基地、劳

动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等多类型的教育

场所纳入实践范围，并创新技术支持，利用网络、多

媒体技术全面记录实践活动并扩大活动的影响力。

其次要聚焦主题，树立大局意识。参加社会实

践锻炼的根本目的在于知行合一，提升大学生的思

想政治素养，促使大学生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重要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在全国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之际，高校的社会实践活动需要聚焦主题，

采用丰富多样的活动深化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理

解，进一步筑牢思想基础，不仅要利用好红色资源、

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开展实践活动，还要聚焦主题，强

化宣传作用，利用各种媒介资源将党的科学理论武

装青年头脑，使广大青年学生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

百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自觉树立大局意识，以积极的态

度投入学习生活、社会服务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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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教学与产业发展结合不够紧密、专业特色与地方产业难以实现对接等问题，提出以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抓手、人才培养定位为核心、教学定位为举措，研究了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

培养体系的设计原则、标准、目标；制定了５项课程体系的构建措施，形成了基于产教融合的智能科
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结构构建模式，为促进地方应用型高校人工智能类专业建设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产教融合；应用型；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３．０４．０１７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ＴＰ１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３）０４－０１００－０５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引导部
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指

出，地方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不同于高职教育，高职

教育侧重的是针对具体工作岗位的应用，例如成熟

的操作方法、技能应用、操作步骤的应用等。随着新

方法、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涌现，解决这些新问题，

不但需要既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而且需要一定的专

业理论知识，这样的应用型人才能够将所学的新理

论、新知识进行综合运用［１－４］。

近年来，地方高校非常重视学生就业率，更多关

注“是否就业、如何就业”等问题，而对专业特色与

地方产业如何实现对接、培养模式如何满足地方经

济发展等问题研究不多。高巍巍指出地方应用型本

科高校信息技术类专业如何在工程教育认证与产教

融合协同育人机制的共同驱动下实施以学生为中

心、面向产教融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设计，培

养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并提出了基于产教融合的应用型人

才培养创新策略［５］。目前从产教融合角度构建人

才培养体系结构研究深度不够，对于专业特色与地

方产业难以实现对接、培养模式难于满足地方经济

发展要求等问题缺乏研究；对如何适应地方产业经

济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较少，将产教融合、学生

动手能力和高素质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创

新相结合的研究尤为缺乏。

一、拟解决问题

（一）专业特色与地方产业难以实现对接

我国地方本科高校的教育供给与地方产业需求

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人才培养结构不完整、专

业设置不协调，难以满足地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为了更好服务地方产业

经济，我们采取的措施有：（１）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核
心，通过招聘和培育等多渠道引进急需人才；学院扶

持和激励课程教学团队建设；专业教师每人每年到

企业学习２—４周。（２）以改革授课方式为抓手，在
课堂教学中融入创新元素，构建线上线下混合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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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充分利用国内优质慕课资源，全方位促进专业

知识的有效传承和学生的创新能力。（３）进一步聘
请企业工程师给学生上实践创新课程。（４）校企合
作编写教材，编写融入企业真实项目的教材，把企业

项目按模块分布到教材的章节中，有机地将知识与

技能结合在一起，并且在组织结构上以实践为主线，

强调要想学好编程就要多实战。

（二）培养模式难于满足地方经济发展要求

当前许多应用型院校的培养模式过于陈旧，且

校企合作、产教研融合程度较浅，毕业生的专业能力

和素质与市场需求相差甚远。基于此，我们主要从

以下几方面着手：（１）为了适应信息社会和行业的
快速发展，通过邀请学科专家、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参

与修订人才培养方案。（２）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
学科竞赛、项目需求相关课程为抓手，基于两个方面

做好课程体系的设计，培养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人

才，在这两类课程基础上适当开设专业方向课程，比

如机器学习、模式识别等。（３）通过与企业基于“互
惠互利，合作共赢”原则进行深度产教融合。智能

科学与技术是跨学科的专业，需要学生综合运用计

算机、电子信息、自动化等学科的知识，更侧重于应

用型研究和实践，需要为地方培养有一定综合能力

的应用型人才。所以，在课程设置上，采用阶梯式实

践教学体系，把纵横科研项目、企业的项目分模块穿

插进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二、基于产教融合的课程体系构建模式

通过对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内涵的深入剖析和

国内行业人才需求的全面分析，明确学生应当具备

的专业核心技能，形成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理念（如

图１）：为满足产业对信息技术应用型创新人才“厚
基础、强实践”的需求，基于产业需求优化理论课程

体系，基于企业项目重构实践教学体系，在学科竞赛

和企业真实项目训练的基础上，让学生重点掌握大

数据处理、智能控制、图像识别、计算机视觉等技术

的实践实训内容。

图１　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理念

（一）以产业需求为抓手，确定专业定位

人才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新工科人才，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创新

精神，掌握较扎实的科学基础理论知识。坚持立德

树人，培养爱国进取、创新思辨，厚基础、强实践，具

备扎实的人工智能基础知识、专业技能和优良的综

合素质，掌握数学、统计、计算机和控制等多学科交

叉知识，能够无人机技术、健康与医疗数据处理、智

能交通和智能控制等技术领域从事智能信息处理与

智能感知相关工作，培养具有计算思维的人工智能

应用型人才。专业定位：立足郑州面向河南，培养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应用型本

科人才。

我们坚持教学工作中心地位，以教学研究和教

学改革为先导，坚持长效机制，着力内涵建设。日常

教学中注重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创新教学模式，确保

教学质量的提高，２０２２年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获批
河南省（与百度）共建人工智能专业。结合行业相

关技术日新月异的现状，对一些专业课程，更新教学

内容，突出学科前沿性、实用性和针对性。

针对教学与产业发展结合不够紧密、专业特色

与地方产业难以实现对接等问题，我们通过改进课

程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产教深度融合等方

式，设计理论课程体系（如图２）。

图２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理论课程体系

（二）以持续提升为核心，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主动适应时代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不断探

索，实行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并建立了一种

全程、全链条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遵循１２３４的设
计理念：一个主线：厚基础、强实践；二个基础：数学

基础和程序设计基础；三个支柱：计算机、电子和智

能；四类实践：图像识别技术、大数据处理技术、计算

机视觉技术和智能控制技术实训。

建立兴趣激发、实践创新和助研提升为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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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全链条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如图３）。第１
学年，兴趣激发、夯实基础：以“趣味编程”为切入

点，引发兴趣，打牢学科专业基础；第２学年，提升理
论，培养能力：以课程设计为依托，培养系统开发能

力；第３学年，灵活运用，深入学习：深入学习机器学
习以及统计原理等算法基础；第４学年，实弹演习，
持续提升：通过企业实际项目实训，全面提升就业能

力。

图３　全程全链条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图

日常教学中注重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创新教学

模式，确保教学质量的提高。为了适应信息社会和

行业的快速发展，要求行业人士和学科专家参与人

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在２０２２版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过程中，百度等行业、企业的专

家全程参加了该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在传统教

学的基础上，采用案例分析、任务驱动、小组讨论等

多种教学方式；采用真实的企业项目、行业经典案

例，依项目功能划分模块、依据模块组织知识，面向

工作过程依据企业真实组织分配角色、依据项目实

际开发流程实施教学。采用形成性评价（期末考

核、实践报告等）与过程性评价（案例实施过程中的

具体表现）的考核方式，并通过鼓励学生参加学科

竞赛、项目开发和参与教师科研等将职业与创新能

力纳入考核体系，培养学生的组织管理、团队协作和

自主学习能力。

推进教学方法改革，引导学生主动、有效学习。

在“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理念下，注重培养

学生自学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引导学生主动学习，

通过教学方法的改进带动学习方式的改变，要求学

生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动手实践等方式完成课后作

业，提高对关键知识点的理解与掌握，学生从被动式

的接受逐渐向主动参与转变。

（三）以强化应用为举措，重构实践教学体系

梳理整合实践教学各环节要素，构建了实践教

学目标、教学环节、学科基础、专业技能、创新教育相

互衔接的多元化实践教学体系，并与理论教学体系

相辅相成，成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桥

梁。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需要学生综合运用计算

机、电子信息、自动化等学科的知识，更侧重于应用

型研究和实践，需要为地方培养有一定综合能力的

应用型人才。所以，在课程设置上，采用阶梯式实践

教学体系（如图４），把科研项目、企业项目分模块巧
妙地穿插进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动手实

践能力、解决实际应用场景中问题的能力。比如，引

入实际生活生产中配置药品的情景，结合配置药品

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带领学生分析如何高效配置药

品，利用该专业课程中所学的知识点或技能如何有

效地规避问题、如何减少差错率、如何提高配置药品

的智能化程度。通过举一反三，促进学生发散思维、

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图４　阶梯式实践教学体系图

（四）以实际（生产）项目为教学案例，产教融合

强能力

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由教师进行引导，让学生

参与企业的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与企业共同研发的

项目“医用智能配药机”，该项目经河南省人民医院

等多家三甲以上医院应用，效果良好。与北京来驾

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共享电动汽车运营管理

平台”，为郑州市城管局开发的“基于生物电子标识

的城市养犬管理数据平台”、为国家体育总局开发

的“自行车运动员机能状态数据采集及分析平台”

等，这些项目的成功运行不仅丰富了实际教学案

例，也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了学生

的参与度，铺设了产教深度融合、专业特色发展之

路。目前，由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牵头，与中原鲲

鹏生态创新中心合作，成立了郑州工程技术学

院———鲲鹏产业学院，期待在大数据与云计算、鲲

鹏移植应用等方面开展合作，校企共建专业、共担

课程、共享师资。一直遵循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接轨的原则，深度开展产教融合，对接产业需

求，培养能可持续发展的、高质量就业的、具有一

定学习能力的学生。

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以提

高学生的达成度。在设计任务时结合教师参与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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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项目让学生进行拓展训练，项目选取的是课程组

设计的一款智能化产品———医用智能配药机。目前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主要靠配药人员使用注射器配

液，劳动强度大，效率低，急需一种可以缓解劳动强

度，提升工作效率的机器。基于 ＳＴＣ１５Ｆ２Ｋ６０Ｓ２单
片机配合上位机系统做出的一套新型医用蠕动泵配

液机。该医用智能配药机是依据“药品集中配置理

论”模型和“静脉用药配置工艺标准化”概念研发而

成，能够通过无线模块多机联合使用，具有快速、精

准、安全、轻松配药的优点。可以把项目的软件部分

提取过来让学生进行创新训练。

与东方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云和数据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河南数字经济产业创新研究院

有限公司等１５家公司签订实习合作协议，在实习、
实践的教学任务中展开合作。除此之外，邀请企业

专家进校园，作报告、兼职授课、实行预签式培养、顶

岗实习等，培养更贴近企业需求人才。智能科学与

技术系２０２０年和河南云和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联合申报并获批河南省云和数据校外大学生实践实

训基地，２０２１年与东方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申报并获批河南省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河南省

新工科（智能科学与技术）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

地。进一步促进了教学与产业发展的紧密结合，使

专业优势逐步得到进一步发挥。

（五）以ＯＢＥ理念为指导，改进课程教学
以提高学生的达成度为目标，提供的设计任

务结合教师所参与的实际项目，遵循学生的自身

特点，同时注重提升学生思维创新能力，充分挖掘

学生的创新创业潜力。根据“一主线、二基础、三

支柱、四实践”的课程体系规划，把智能配药机控

制系统和空中机器人等的实训案例进行任务划

分，每个任务对应课程相关的知识点，使学生很容

易理解课程中学习的知识点与实际中的应用对

接，在加深对知识的理解的同时增强实践动手能

力，并能利用已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最后根

据学生的反馈再反哺专业课程体系，使课程教学

得到持续改进。

坚持成果导向教育的教学理念，以智能科学

与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为达成度，并创设具

体的生产生活情境对教学内容进行设计，提高学

生分析、提出假设、解决问题的能力，初步具备创

造性思维的能力。因此，基于此情景设计了智能

配药机控制系统和空中机器人等作为实训项目案

例，根据专业课程体系规划，把相关课程中的知识

点于与项目进行有效的融合，让学生边学边做，在

实践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综合利用已学的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在深入研究和综合分析智能配药

机控制系统和空中机器人需要实现的相关功能所

对应的知识结构后，融合了 ８个子模块于综合项
目中，涵盖了对应的８门课程的知识点，如表１所
示。

表１　课程模块化教学任务表

项目任务模块 对应课程

模块一、界面设计 Ａｎｄｒｉｏｄ开发基础

模块二、网络通信 计算机网络

模块三、指令管理 Ｃ语言程序设计

模块四、系统模块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模块五、压力测试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模块六、主板系统 电子电路基础

模块七、数据处理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模块八、电机模块 信号与信号处理

　　三、结合课程思政开展产教融合
（一）以产教融合为基础，进行课程内容重构

在产教融合的背景下，构建全面系统的课程

思政体系，首先需要将产业项目融入课程内容中，

对课程内容进行重构。例如，在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和课程标准的基础上，课程“计算机视觉”通过

导入产教融合、企业真实项目“基于深度学习的无

人机风电叶片巡检技术”项目，将该项目与图形图

像处理相关技术内容相结合，重构课程内容，使产

业项目与课程教学内容灵活对接并融为一体。重

构后的课程内容包括五大模块，即图形图像采集

模块、数据预处理模块、模型训练模块、模型部署

模块和缺陷检测模块，学生可以全面了解计算机

视觉的各个方面，并将其应用到实际的产业项目

中。此外，根据重构后的课程内容，将企业真实项

目分模块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并在重构内容中融

入思政元素，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推进“三

全育人”。

为了充分利用企业资源，可以邀请企业专家参与

课程设计和教学，注重教学内容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可以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增

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此外，企业专家的参与还可以为学生提供职业规划建

议，提升学生的职业竞争力。

（二）以团队协作为途径，融入实践教育理念

在开展“产教融合”教学的过程中，要以学生为

施教主体，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充分发挥产教融合

的优势，保证育人效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对

学生的实践过程进行指导，也可以让学生相互协作、

相互配合、相互借鉴，及时分享实践感悟。通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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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提升学习效

率，并且培养自己的团队协作能力。此外，教师还可

以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

新能力。

（三）以项目实践为契机，增进师生交流互动

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实践时，应将结果与过程

统筹结合完成对学生的评价，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

职业观、价值观。教师开展现代产教融合教学时要

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充分把握学生的心理状态，积极

与学生进行交流和互动，可以依据学生能力、素质、

喜好、优缺点的不同，让学生进行的分组合作，分配

不同的教学任务，在提升学生学习效率的同时保证

学习效果。通过应用实践活动，学生可以更好地将

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此外，教师

还可以通过应用实践活动，增进师生之间的交流互

动，促进学生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提升。

在产教融合过程中，引入新的教学方法和技术

手段，如在线课程和虚拟实验室等，以提高课程质量

和教学效果。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新的

教学方法和技术手段逐渐被应用到高校教学中。利

用这些新的教学手段，可以提高课程的吸引力和趣

味性，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进而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果和成绩。

四、教学效果

（一）贴近产业一线实施专业教学，学生学习兴

趣浓郁

为了让学生能够“动起来”，智能科学与技术专

业对接人工智能、软件开发等核心岗位要求和任务

特点，重构６门专业核心课程，将教学任务项目化。
校企共建校内项目工作室和校外生产性实训基地，

遴选开发２０多个生产性项目，有效解决真实项目教
学资源短缺问题。

通过对智能配药机控制系统和空中机器人的分

析，引导学生注重身边存在的实际需求，培养学生的

创新性思维，通过程序调试，测试机器的功能等过

程，让学生有满满的成就感，也会极大的激发他们自

主学习的兴趣和对专业知识领域的探索欲望。利用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中授课，有效解决了学生的疑问，

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从而提升课

程的高阶性。与此同时，增加课程的创新性、实践

性、趣味性、挑战度，让学生从自己动手完成实验的

过程中对知识与技能融会贯通［７］。实验教学通过

形象直观的实验过程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

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也培养了学生的实践动

手能力和创新思维。

（二）实践创新能力增强，国家级、省级竞赛频

获奖

学校师生实践创新能力均得到显著提升，获得

各类教育教学比赛奖励，取得的成绩得到省市媒体

报道。学生在各级各类学科竞赛中表现优秀，在近

两届“机器人”“挑战杯”“互联网 ＋”等大赛中，学
校连创佳绩，多项作品入围并获奖；三年累计获得各

级各类国家级学科竞赛一等奖６０余项，二等奖８５
项，三等奖近百项，充分显示了学校的实力和水平，

实践创新能力逐年提升，如图５所示。

图５　学生竞赛获奖变化图
五、结语

为满足产业对信息技术应用型创新人才“厚

基础、强实践”的需求，基于产业需求优化理论课

程体系的思路，构建了基于产教融合的智能科学

与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本文基于地方产业经济

需求，设计了５项课程体系的构建措施，探索了基
于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特点的产教融合人才模

式。从而有效解决了教学与产业发展结合不够紧

密、专业特色与地方产业难以实现对接的途径等

问题，为更好地开展产教融合工作，培养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应用型本

科人才提供借鉴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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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商新生态已然成为我国经济的新动能。电商
新生态有几个工程，第一是电商示范平台、第二是拳

头产品上线、第三是转型打造、第四是电商跨境升

级、第五是电商惠农。

２０２０年上半年起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官方政策
《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

〔２０２０〕１６号），并多次指出要充分发挥直播带货的
精准对接消费需求的特点，鼓励外贸企业充分利用

的网上销售以及电商直播带货和场景线上体验等各

种新业态及模式，大力发展促进线上与线下的融合

与发展。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中国电子商务直播用户达
到３．８８亿互联网用户，对比２０２０年初增长３９％。
疫情三年以来，伴随全球市场脚步，大陆国内市场中

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交媒体

与跨境贸易展开合作推出跨境电商的相关直播业

务。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有望突破１０００亿元。作为
新型消费模式，直播电商体量全面爆发增长，同时直

播助农也开始成为主流，随着直播领域政府全面入

场，直播涉及领域越来越广泛。

一、产教融合背景下新型电商人才现状

（一）电商新模式导致电商人才缺乏

跨境电商人才缺乏的重要原因与行业转变有

关。传统电商模式是Ｂ２Ｂ，属于批量采购，跨境电商
属于新型贸易模式是 Ｂ２Ｃ，属于零售行为模式。由
于消费对象在习惯行为和整体流程上的改变，要求

消费技能也发生较大改变。随着跨境电商的迅速发

展，网络平台商品展示上国内外要求的差异，加上语

种与语言习惯的限制，电商行业的门槛进一步提高。

电商平台、模式和流程的迅速更新与变化的同时，学

校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却未能及时更新，使得

人才与市场的需求相互脱节，最终导致了人才的缺

乏与错位。

（二）现有电商人才类型与市场需求不匹配

首先，在保持对传统电子商务人才需求的基础

上也产生了大量新需求。易观国际发表于２０２１年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报告指出：当前新形势下出迫切

需要新的商务趋势，其中４６．９４％的企业承认需要
借助网络或电子商务平台来丰富自己的社区零售。

其次，电子商务、智能物流等也在寻求新型商务模式

的快速发展，并面临由于缺乏新型电商产业等因素

的影响面临诸多困难。其中新职位和旧职位的变动

加速了对知识和能力的需求。当下诸多企业面试通

常要求求职者具备短片拍摄制作能力，并在规划或

拍摄完成后编写脚本。最后，更多公司也着重强调

电子商务或电商整体的有效运作及综合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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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者在掌握新技术新设备的同时，不仅需要熟悉

平台操作，还要具备后台抓取智能大数据的能力，并

持有国际视野及娴熟的英语表达能力。任何行业人

才都需要经历初级、中级与高级这三个阶段，然而对

照一下招聘的内容要求，当下更多企业需要的人才

是已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且有经验的中、高级人才。

这就出现了以下的悖论：中高级人才需要一定的时

间和经验去磨炼，无法速成；而用人单位招聘时却常

常直接跳过初级直接锚定中高级人才。国内的新型

电商兴起将近５年左右，与电商的从业人员或人才
的培养需要一定周期形成错位，造成现有人才类型

与市场之间需求不匹配。

（三）人才培养体系与电商行业发展速度不一致

随着移动技术的不断升级，一方面是当前市场

上新型电商行业呈现爆发式增长，另一方面有经验

的电商从业人员缺口明显。人才培养体系与市场需

求难以相适应，尤其是二者的发展速度不一致导致

的人才缺口问题尤为突出，导致高薪也难求电商人

才的尴尬境地。

（四）缺乏准确有效的校企联合人才培养

由于新型电商行业与电商市场的长期共生性，

即使电商渠道、媒介、行业规则等会渐渐变化，但电

商自身本质属性并不会改变。这同时也意味着，新

型电商所需的人才是电商市场长期的重要“元素”，

并且不可替代。各地新型电商虽然有加紧人才引进

到培养的自觉行为，但由于电商发展和高校人才培

养目标不完全一致，校企人才培养的周期相对较长；

相对企业来说，时间与金钱成本较高，也导致很多中

小企业不愿参与其中。另外，电商人才的培养需要

各地政府或行业的引导，政府要从多方政策入手，行

业也要牵头有能力的企业与高校对接，使电商行业

和高校能从资源到资金甚至宣传能得到更有力的保

障，真正推动专业与人才链和产业链的同频共振。

（五）人才培养体系不够完善

电商是跨专业的学科，尤其是跨境电商和新媒

体专业，至少要掌握电商、外语、贸易等多学科领域

的基本知识与技能。跨境电商专业和新媒体等都是

近几年新增设的专业，相关的人才培养方案处在不

断完善阶段，因而会出现人才培养方案目标定位不

够清晰、师资的定位和整合有待加强、实用权威教材

的到位等相关问题，直接影响校企合作开展的深度

与广度，不利于对于产教融合背景下电商人才的培

养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二、产教融合背景下的新型电商人才培养问题

目前，我国电商行业处于迅速增长阶段，跨境电

商和电商直播等虽只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但无论

是商品的交易额还是活跃的主播数量，无论是网络

平台开直播的场次、上架的商品数，还是观看的人次

都在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国内各大院校尤其是综

合性高校也关注到网上商务平台及整体趋势，从教

育部公布的２０２２年本科专业招生成绩来看，跨境电
商、新媒体已成为高校招生的热点，自然新型电商人

才培养也面临诸多问题。［１］

（一）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

根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２０２１年度中国
电子商务人才状况调查报告》，人才问题持续８年
作为电商企业首要问题稳居榜首，中国服务贸易协

会调研中看到企业发展压力的主要因素人才问题占

６５．３５％，远抛市场竞争和供应链诸多其他因素。
如何将各相关专业的课程资源有效整合和充分

利用，推进电商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一直是困扰人才

培养的大问题。虽然中国传统电商的发展历史比较

久远，但人才培养机制却不够完善，多数电子商务人

才培养模式特别是新型跨境电商教学仍停留在教

学＋平台操作阶段，对交易技能和技术知识的跨学
科综合培训非常有限。

（二）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定位不准确

在人才培养中，现有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缺乏

明确的地域性，再加上网络交易平台更新速度快，书

本知识更新和迭代相对滞后；多数高校人才培养方

案中缺乏专业课程的规划和组织，实际教学中认识

不到位，教育资源的不足等都限制了商务平台整体

的基本应用。跨境电商和直播电商人才培养方案急

需按照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及时完善改进，并尽早

投入使用。

（三）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缺乏有效融合机制

实践教学体系中，校企合作期望以提高学生运

营岗位技能和提升创业能力为核心目标，打造真实

电商实践生态圈，通过将电商的多种形态整合为直

播专创工作室，开展全闭环实训教学，助推高校在产

教融合创新也包括在人才培养模式、专业教学、就创

业等方面进行创新和融合。在电商实践教学基地，

为培养实战型的电商创新创业人才，企业或搭建完

整直播实训基地，需要多方联动，各方均需提供强有

力的保证。产教融合本质上是政府支持，企业与高

校或培训机构共同完成的培养新模式。但在实际操

作中存在双方诉求和着力点不一致的情况，也是需

要平衡和解决的问题。

（四）电商师资队伍亟须加强校企深度融合

电商人才缺口较大，但依靠高校教育出来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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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与技能是远远不能满足企业与市场需求的。当下

的高校，教师和引进的人才都是博士，学历高科研能

力较强，但实战经验比较薄弱，尤其是在电商运营平

台或实际操作能力上。虽然一些高校会选派教师去

企业进行实际锻炼，但由于评价系统不够完善，导致

脱岗的实际效果和行业知名企业的选择和把控上有

待检验。其次，校企开放办学，面向社会企业聘请行

业导师，借助政校行企各方力量协同育人，不断探索

新形势下产教双方师资的融合培训体系，同时在评

价体系方面建立相应的标准与机制，进一步保证和

推进产教的深度融合。

（五）电商人才专项技能培训标准化有待加强

传统电商绩效性强，高校学校课堂上只能为学生

提供电子商务的模拟环境，缺乏真正的实战性。结合

新时期发展，校企合作需要调整优化专业结构和人才

培养结构，高校跨境平台无法产生真正的订单，没有

实际的第三方。目前产学结合中，校企合作对所有或

大部分直播电商及相关电子商务工作能力培养的深

度和广度不够。在深入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容易引发

许多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和管理问题。如何规范化

推进技能培训，需要有相关的考核与制度相配套。

（六）电商专业人才培养路径及办学评价体系

更需多元化

直播电商或电商合作主要以联合专业课程或研

究性课程形式出现在课程教学计划中，无法贯穿于

电商或直播等商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现有的校企

合作模式包括企业培训课程、导师工作室和资源共

享院校实习订单，资源整合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

成双赢的模式。新形势下，培养真正的电商或直播

类电商人才尤其是跨境商务人才都只能依托学校作

为第一教育的主要出发点。创设真正的工作环境加

强校企合作，实现电子商务产学研结合，使理论教学

融入实际是当下面需要面对的问题。由于电商的独

特性和时代性，全国针对电商尤其是直播职业扶持

政策也相继出台。以往一线城市的引才模式中，大

城市大都紧盯高学历、专家人才、学术学者、专业技

能人才，卖力开出条件以期人才引进。新形势下，电

商直播人才也成为各地方争追捧的对象，也显示了

时代发展下人才观念的多元，相应的，电商专业人才

培养及办学评价体系更需多元化。

三、产教融合背景下新型电商人才培养路径

当下发展中跨境电商中人才培养模式当然是以

共赢为基本标准。学校与用人单位首先要有双向信

息与资源的有效沟通：学校必备匹配的师资和本地

生源，用人单位输出相应的电商技术或项目建设必

备的场、景、物等，建立标准的培养机制和动态的校

企机制，将校方的信息和教育资源整合，并针对教育

的实际需求和发展计划，对实际开设的电商人才培

养课程的应用评估体系进行合理化改造。［２］

（一）探索学院改革模式，实现资源整合，构建

产教融合下的电商人才培养体系

２０２０年起，直播电商的全面上位，使得直播电
商产业及企业的融合更加深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和足够的基础环境。直播助农开始成为电商主流，

直播领域政府全面入场。后疫情时代的消散，大众

消费习惯的改变也加速了更多的企业选择电商模式

的进程，生产与新型商业模式的突变，造成供给侧与

需求侧链接更紧密和快捷，并产生多方位黏合性。

有权威研究机构预计，伴随５Ｇ时代的呼啸而来，电
商直播效益将会在突破万亿元级市场规模后不断飙

升。

站在培育人才的教育机构等视角，建立区域经

济及其结构调整与产业快速发展整体趋势，跨境人

才培养的新需求，加大专业技术人才和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力度，以创业学院为主导，联合其他学院共同

培育数字创业新风。通过职业技能数据分析建立一

套职业技能标准。

表１　电商人才职业能力一览表

类型 主要技能

语言表达能力

良好语言（包括多语种）理解表达、准确描述产品、

熟悉掌握当地惯用表达及时在线沟通、正确理解问

题应对自如

电商运营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协调能力、规划能力、产品策划能

力、市场推广、数据分析、成本意识与监控

市场分析能力 掌握电商规则、市场调研、竞品分析、用户画像

电商营销能力
产品布局、网络销售、整体策划执行、商品推广、商

品运营、数据分析、网络编辑前端及后台设计

　　从表１可以看出电商人才培养与教学必须是以
行业需求为导向，结合实际，开展实践教学的新形

势，实现学生的角色转变。针对电商企业新趋势，邀

请业内知名导师进行指导教学，设立专门的企业实

践基金，为学生提供有效支持，同时尝试与业内专家

合作完成媒体行业大数据行业的研究报告和分析。

利用网络平台，开展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培训是产教

融合的大趋势。

总之，产教融合背景下的电商人才培养体系，首

先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注意电商课程体系与新形

势课程思政相结合，强化新态势下课程思政和三观

教育；其次要以能力增进为主线，推进工学结合、知

行合一，实施分层次和精细化人才培养，实现人才培

养质量的全面提高；最后还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优

化完善课程体系，将职业道德、核心素养、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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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融入课程体系，改革教学组织形式、加快信息

化课程资源建设，在专业核心课程中全面推行线上

线下混合教学模式，进一步突出实战性。

（二）完善人才培养体系，衔接职业教育“１＋
Ｘ”证书政策，开发校企“课＋赛＋证”合作课程体系

高校可以依据行业、企业技术标准及国际通行

的职业资格标准，结合本地地域经济发展需求，深度

进行产教融合，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以项

目为引领，以工作室为平台，实施“底层互选、中层

共享、顶层融合”的课程体系，体现分层次和精细化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高。

推动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以创新能力引导电商

特别是跨境电子商务实践和文理结合课程，添加跨

境电子商务政策和电子商务团队运营新规管理电子

商务业务策划课程，校企合作开发跨境电子商务专

业课程和评估方法，构建培养人、理念、创业等跨境

电子商务应用要素的综合课程体系，构建新型教学

体系。

建立校内外培训职业化模式，建立跨院校跨专

业的专业培训，提高学生专业能力，把控从商品介绍

到与消费者的互动规范化，尽可能从专业视角对产

品或商品进行全面、系统化讲解与介绍。职业院校

应将１＋Ｘ认证研究标准与人力资源需求相结合，
在课程设置上采用信息教学资源进行模块化混合教

学改革，以符合教师与学生逻辑能力的新课程与教

学服务等资源相结合；教学内容基于跨境电子商务

认证，以及认证１＋Ｘ增强发展能力对于学生能力
的培养。事实证明，仅依靠传统的课程规划，已经不

能满足电子商务人才的多样化培养需求。课程需要

有效结合新的技术岗位信息、能力和素质三个维度

的要求，这也要求高校教师要与业界专家合作共同，

针对未来工作的实际情况，能从研究开发相应的项

目教学内容到实施项目教学方法；实施项目教学设

计，确保学生与专业需求；并在指导学生参与相关的

系列竞赛，如国际创业技能竞赛及网上的竞赛，让学

生在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类

比赛适时参与竞争和磨炼。

（三）加快专项工作室建设，完备实训融合体

系，增强电商的实战化模式

依据国内领先的规范培训体系ＩＶＩＳＩＯＮ和跨境
电子商务平台创建创新运营中心，旨在建立电子商

务与教育整合的新模式，逐步完善学校培养体系，让

学生直接连接到移动互联网和新的模型平台。同时

再还可以充分利用与企业需求直接相关的各种教学

和网络资源，开展常规化与数字化相结合教学改革，

构建校内课程与校外特别是企业课程相结合的专项

工作室等实训教学体系。通过教学过程与实践过程

相结合，实现市场实践与商务实践、基本功培训与专

项技能培训等产学研真正相结合，最终形成仿真的

环境和项目运作。

我们以电商中直播电商的产教融合创新来看教

学变革。直播电商在２０２０年迎来井喷式销售，由于
２０２１年疫情催生出“网上云经济”让直播带货火爆，
直播人才一时间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随之也催化

出相关高校一些人才培养和产教融合的新思路。有

高校实时组建了直播电商相关学院，有高校也尝试

在相关专业增加了直播电商的课程，还有资深高校

播音与主持专业和行业结合，直接线上与直播行业

讨论专业趋势与发展，以及相关人才培养新思路。

电商直播带货已步入鼎盛期，据专业咨询公司

数据显示，在２０２１年的中国电商直播业整体规模已
经达 ４３３８亿元，当时专家就预测 ２０２２年后突破
９０００亿元。在后疫情的背景下，由于实体经济所受
到的震荡，电商直播对实体经济将起到至关重要的

推进作用。另外，高校联合直播带货在扶贫各公益

类型中的出色表现，其对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的作用

不容小觑。

应该说所有新兴行业的发展，都是时代发展的

必然选择，都会经历先“自发”然后“自觉”的一个过

程。自觉阶段通常依赖于各行业自身的人才培养，

例如，像曾经的头部主播李佳琦、薇娅这些顶级网

红，很多所谓的头部主播或关键意见领袖并非学校

培养而来，但行业和个人若要取得更大发展，走得更

长远，即：若要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达到规范与规

模化，必然离不开高校的加持，这就是其背后偶然中

的必然。

对于新型电商交易平台，大家的关注点都在台

前的主播身上，而直播一次完整的带货是一个强大

团队在发挥作用；一个成功主播的背后往往有完整

的流程及各部门统筹协作。电商直播行业缺人才，

不仅仅缺优秀的带货主播，更缺少大量各部门的专

业人才，例如广告行业的文案策划、新媒体和营销行

业的运营人才等。有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传统行

业招聘需求持续低迷，而直播行业的招聘需求却逆

势增长呈现之前的近两倍，平均招聘薪酬月薪一万

元，市场的需求度也可见一斑。服务社会一直是地

方高校的核心职能，积极了解和应对这种市场需求

的存在是高校不可回避的责任。

产教融合是政府政策支持，校企联合培养的新

模式。由于实际执行中存在多方诉求和着力点不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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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情况，行业中企业追求短平快、投入产出比高，

人才一专多能等，而高校严格按照人才培养计划、注

重教学，注重学生自身发展规律。可由双方委托第

三方专业机构整合完善各方资源，形成文字协议，形

成服务的购买方式，出具解决方案或共同建设专业

教学公共服务平台，探索新的产教融合模式。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总结出“政行学用”多方参

与方式值得借鉴：以行业人才标准委员会制定的行

业标准为“参照”，以教学质量委员会开发教学内

容、教学平台、认证的教学师资为依托，协调协会与

跨境电商会员企业开放内部测试或真实平台技能实

操，以及与地方政府综试区共建校外教学与产业孵

化基地，形成电商人才培养闭环新模式。免费向高

校放开教学资源，重点解决高校双师型师资建设、教

学内容与产业同步解决高校教材课程老化问题，学

生实操仿真平台体验感差和学生实习实训和就业等

问题。

（四）打造产教融合的电商双师型教学团队，探

索新模式下的师资培训体系

产教融合就是要打破专业界限，优化师资队伍，

融合构建师资共同体互补机制。在学院与企业合开

始，学校教师联合业界专家可以形成交流互助教学

团队，在常态化教学、实践教学、技能大赛、创新创业

项目教学、顶岗实习等不同层次和内容，分工协作，

积极联动，建立导师制等个性化教学。［３］

新兴行业的发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基础

性的工作往往是高校承担完成的。高校内在吸引具

有电商经验的一线高素质人才培训现有教师的同

时，实施教师招聘全日制培训计划；另一方面，促进

学校教师与企业高技能人才的双向沟通；符合校企

合作，把握学校产业发展的新形势，学习新的企业标

准；符合校企合作，专业教师，通过轮岗换岗，分批回

归企业；继续组织教师，培养具有行业技术开发和企

业资质的留学等国际化视野教师，培养两支不同的

队伍。坚持两手抓，一方面为电商龙头企业建立兼

职教师队伍，提高兼职教师的就业能力；另一方面建

立兼职教师队伍，教师队伍建设技术建设、教材建

设，提高学生技术能力，教学质量培训，就业服务评

估，教师业务能力培养，充分明确学生专业水平及配

套能力，提前预判与衔接社会就业对毕业生的需求，

真正达到校企有效互动与共建。

（五）推进电商技能培训的规范化，建立新型教

学质量考核和保障机制

根据各自不同发展定位与自身实际，结合现代

教育信息化技术，打造互联网＋教学质量平台，把教

学的完整过程与重点环节以及相关资源和主体有机

整合在一起，形成教学过程和结果完整的监督评价

体系，构建形成一个分工明确、教学环节环环相扣、

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闭环，达到教学管理整体

过程的可视化与实时化、现代化、有效化的线上线下

新交互。尤其在专业核心课方面，优先使用筛选推

荐教材，严格按照专业课程标准教学，利用互联网平

台进行统一考试，实现教考分离的过程化、信息化考

核，保障教学效果的真实有效性。

（六）研究直播电商生态与专业人才培养的耦

合路径，推进多元化人才培养的办学评价体系

国新办针对新形势下电子商务人才尤其是跨境

商务人才培养的要求，建立以企业教师为考核主体，

结合“专业技术素质提升１＋Ｘ”能力认证等方面的
考核体系，将跨境电子商务考试与企业专业考试和

教师考试相结合，构建立体化考试体系，利用网络课

程平台及当下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网络后台数据分

析调整教学过程，对教学效果进行分析适时调整，构

建课前和课后考核体系。［４］

基于对电商或直播等电子商务运营的重视，建

立新的运营课程绩效评估体系，设计详细的运营要

求和评价标准，对每个课程的运营绩效进行必要的

解答，在实现最终评估的同时兼顾流程。同时需要

了解行业和企业对于这些毕业生的评估，内容包括：

应届毕业生的资格评估和就业情况、年度毕业生跟

踪计划、毕业五年后的情况分析，并基于这些跟踪研

究分析出相应的成果。

电商各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真正有实力的人才，

刻板印象中大家都认为职业化教育很难造就行业顶

流，但现实恰恰证明这样的观念已过时。在新型电

商行业中的佼佼者，为数不多的领军人物往往都是

懂得顺势而为的普通人。新形势下电商众多行业所

需要的是大量专业基础性人才，这些部门的大多数

普通员工恰恰都是当下高校大批量培养出来的，或

者可以说是定制培养出来的，这也正是电商新生态

背景下产教融合创新与改革的意义所在，也值得我

们继续不断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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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视域下黄河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策略探析

陈勤香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传媒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２－１５
基金项目：２０２２年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河南省黄河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２０２２－

ＺＺＪＨ－３６５）
作者简介：陈勤香（１９７７—），女，河南正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及文化研究。

摘　要：要解决当前黄河文化产业的体量小、创新能力弱、产品低端化、整体发展滞后问题，需要
开展产教融合，充分发挥政府、行业、企业及高校在文化产业化人才培养、资源开发、创新发展中的优

势，构建四位一体的产教融合育人模式。以产教融合实现黄河文化产业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实

现产业与教育协同发展、互利共赢。进而扩大黄河文化影响力、辐射力，发挥好黄河文化产业在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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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背景下，黄河文化必须要坚定走高质量、
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多

角度呈现中展现出黄河文化的魅力，带动黄河流域

的经济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顺利实现［１］。当前，黄河文化产

业的发展必须要以产教融合为载体，发挥优秀社会、

企业和高校的优势，实现黄河文化的高质量发展，为

黄河文化产业发展培智赋能。当前，与东部地区市

场化程度较高、以创意型为主的文化产业模式相比，

黄河文化产业仍处于起步状态［２］。

一、产教融合在黄河文化产业发展的价值

产教融合是推动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的有效举措，使高校及产业行业实现转型发展、可持

续发展的必经之路［３］。

（一）有助于为黄河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培养

高技能人才

文化产业属于产品生产应用型产业，交叉性强，

涉及生产、文旅、文创以及各类传统产业。因此，文

化产业的发展更需要大量高技能、复合型人才来支

撑。在产教融合育人模式下，文化企业可以借助高

校专业人才优势，突破企业发展的人才缺乏瓶颈。

一方面可以利用学生已有的专业知识储备，加快高

技能人才培养的速度，最大限度地扩大产业人才队

伍储备量，摆脱传统文化产业发展中无法大规模培

养高质量人才的局限。另一方面，通过校内的专业

训练，大量高质量人才进入黄河文化产业队伍，可以

促使黄河文化扩大产业规模，也可以在发展合作中

激发创新意识，提高产品的质量。

（二）有助于为黄河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智力支持

文化产业属于资本与技术双重密集型行业，其

长远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离不开高技能人才的支

持。当前，高校特别是艺术类应用型高校拥有大量

受过长期专业训练，熟悉产业发展方向、具有丰富文

化产品鉴赏、制作经验，创新意识较强的师资力量。

在产教融合过程中，借助这些优秀教育资源，可以为

黄河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提质赋能，激发创新活力，实

现文化产品从单纯量变到质、量共变的飞跃。

（三）有助于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产教融合模式下，由企业提供软、硬件设备或平

台，高校提供厂房、实验室等条件，双方建设联合实

验室、实践基地等的模式可以实现教育发展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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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旺的共赢。一方面，企业将部分生产资源转移校

园，利用学校提供的厂房、水电等资源及优惠政策开

展教学与生产，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生产及经营性成

本，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借助高校内丰富的学

生资源，指导学生在实习实训中创造有价值的产品，

将其作为商品进行商业运作，降低人工成本，进而提

高企业利润。

（四）有助于为黄河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广阔市场

由于历史原因，当前的黄河文化企业大多偏居

一隅、影响力偏弱，缺乏有效的发展空间。开展产教

融合，可以使文化产业借助学校的师资力量、创新传

播平台、学校的积极正面形象进行产品宣传推广，扩

大产品影响力，树立高质量的黄河文化产品形象，推

动相关文化产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使黄河文化精

神得到发扬，实现黄河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二、黄河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一）产业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

人才是第一资源要素，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产

业发展的根基。当前，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跨

越发展关键时期的黄河流域文化产业，面临着文化

产业市场不够完善，高技能人才资源不足，甚至原有

高技能文化产业类人才“孔雀东南飞”现象。人才

储备不足、高技能人才缺失导致黄河文化产业成为

人才洼地，阻碍了黄河文化产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

展。笔者在对黄河流域某产业发展标准草案进行审

议中发现，虽然该草案对相关工艺流程有比较全面

的规定，但从产业发展宏观层面看，仍存在产业发展

系统性不足、发展站位不高的问题，显示出黄河文化

产业发展急需高质量人才支撑的现实。

同时，黄河流域一些高校的教育教学尚未完全

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办学理念，存在着与社会脱节

现象。人才培养理念不能很好适应新时期人才需

求，学科专业布局不够完善，人才培养对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的支撑度不足，与市场结合度不高，导

致人才培养质量不高，无法企业成长提供坚实的智

力支撑，助推产业的发展，成为产业发展的发动机和

助推剂，适应当前社会对人才的能力要求。

（二）能够引领行业发展的企业不足

从整体上看，当前黄河文化产业体系中多呈现

出家庭作坊小规模运作的经营形式，规模以上文化

企业数量不足。根据对２０１９年新三板文化企业数
量统计，符合《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２０１８）》的文化
企业共１１８４家，而黄河流域９省区全部上市文化企
业仅有１３９家，仅仅多于上海一市的１３４家，远远少

于广东省的１９９家［４］。显示出黄河文化产业缺乏足

够数量的龙头文化企业带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规

模以上文化企业数量不足，一方面是由于经济条件

有限，限制了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与黄河文化产业

人才短缺、无法有力支持产业发展有密切关系。

（三）企业产业发展创新氛围不强

虽然国家和地方都对文化产业发展出台了不少

的优惠政策，着力激发文化产业发展的活力。但从

目前看，黄河文化企业仍存在发展与市场脱轨，与需

求脱节现象；文化产品处于低附加值、高成本率的矛

盾状态，严重制约了黄河文化产业健康发展，限制了

黄河文化影响力的传播。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创新

意识不强，无法满足社会对黄河文化产品的高质量

需求。多数黄河文化企业属于资金少、规模小、人才

少的“三小（少）”型企业，无法提供富有竞争力的条

件吸引到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员工。同时，不少

企业现有技术工人普遍年龄较大、文化水平不高、自

主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缺乏。

（四）企业人才培养动力不足

文化资源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对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

动作用［５］。黄河流域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为黄河

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当前，黄

河文化产业发展滞后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产业人才培

养方面，黄河流域众多文化类企业，特别是小微企

业，经营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足够的人才。由

于企业规模小、融资困难，导致不少文化企业抵御风

险的能力较弱，产品更新、规模扩大、人员培训等方

面也受到掣肘，发展步履维艰。整体上看，当前传统

的黄河文化经营者多未接受过系统的专业及文化艺

术教育，自身阅历、认识水平及发展思路往往不能很

好地适应社会需求。造成生产出来的相关产品缺乏

竞争力、企业举步维艰，产品滞销，经营困难，对企业

的高质量长远发展形成明显制约，也制约了黄河文

化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但同时，由于人才培养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

资金，对于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来说，过大的

投入会影响企业集中力量生产与销售。因此，他们

对自主培养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后备人才缺乏主动

性，培养过程也多遵循传统师徒制模式，缺乏创新

性。培养出来的人才数量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

需要，也缺乏足够助推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创新意

识、能力水平。同时，一些规模以上企业因为自己培

养人才时间长、成本较高，积极性不高，再加上自身

经济实力较强，更热衷于拿来主义，引进外来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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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品市场拓展能力不足

在市场经济时代，任何行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必须要有市场支撑。当前，黄河流域的文化产品除

了少数与旅游产业结合，走文旅融合发展路线发展

较快外，大多数黄河文化企业都存在产品覆盖面窄、

影响力小等问题。如在对地处黄河流域的 Ｈ省黄
河文化产业中的某特色产业发展的调研中发现，其

产品在省内颇有声誉，广受消费者的欢迎。但在地

方政府组织企业扩大规模，向外拓展过程中，这些在

当地有一定影响、但省内、国内市场占有率不足的特

色文化企业，虽然有向外拓展市场的需求，但由于缺

乏相关人才支撑，对走出去、向外扩展产品的不确定

性产生恐惧心理，导致产品发展后劲不足、辐射面受

限。

三、产教融合推动黄河文化产业发展的实现策

略

当前，黄河文化各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做得

比较好的是与旅游业融合的文旅产业，通过与旅游

业的有机融合，使黄河文化相关产业得到了极大的

关注，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打造了嵩山文化产

业、河洛盛唐文化产业、关中秦汉文化产业等一批在

全国知名度高的文化产业品牌，成为黄河文化产业

发展的标杆。但更多的黄河文化产业仍然面临着人

才短缺，技术更新不足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需

要走产教融合的道路，依托教育资源，实现产业链、

创新链、教育链、人才链“四链联动”，助力黄河文化

产业量质并进。

（一）打破思维惯性，创新产教融合教育理念

当前，不少黄河文化产业产教融合处于一种尴

尬的局面，个别规模较大、发展势头较好的企业自身

技术、产品结构优势明显，不愿意与高校开展产教融

合。而更多的规模较小、有产教融合需求的黄河文

化企业则受限于企业体量、纳税额等较低，达不到产

教融合企业的认定标准，从制度上无法顺畅和学校

进行融合。因此，应当对黄河文化产业校企融合标

准进行创新，打破原来的仅以企业规模、产值等作为

选择标准。将企业的比较优势、文化价值、社会效益

放在评价体系中，使更多的规模小、发展潜力大、社

会效益好的黄河文化企业以“大师工作室”“专家工

作站”等形式引进校园，有条件的高校甚至可以提

供更多优惠的政策，吸引相关产业协会进驻校园，便

利开展产教融合教育，借助学校的发展平台及人力、

智力资源与协会的统筹发展提高企业及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同时，还应当积极依

托黄河文化产业协会、产业联盟等，与有产教融合教

育需求的不同类别高校进行合作，构建教育与产业

统筹融合发展新格局。此外，不断完善人才管理机

制，创新校内外融合育人模式，促进校内外文化产业

人才合理流动。［６］

（二）制定符合发展实际的不同层次的产教融

合企业认定

产教融合是当前企业高质量发展、高校育人质

量提升的重要路径。国家及地方对产教融合都制定

了相应的政策，比如发改委等部门从国家层面制定

了《国家发改委 教育部关于印发建设产教融合型企

业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发改社会［２０１９］５９０
号），山西、河南等黄河流域省市也制定了《山西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促进产教融合实施

方案的通知》（晋政办发〔２０１８〕３８号）、《河南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豫

政办〔２０１８〕４７号）等省级层面的政策。这些政策的
出台为黄河文化产教融合企业的认定提供了发展依

据，有利于不同层级制定相应的产教融合标准。黄

河文化产业协会可以与教育机构进行对接，基于产

业发展实际，制定符合黄河文化产业不同发展阶段

的产教融合标准，全方位促进产教深度融合。

（三）发挥产业协会优势，创新产教融合模式

产教融合中要破除教育教学评价及激励机制中

的阻碍融合的因素，打破传统校企合作中以企业和

学校单个对接融合的模式，建立以产业协会与教育

部门对接的融合模式，发挥集团作战优势。针对大

多数黄河文化企业多为中小微企业的现状，灵活采

用“Ｎ＋Ｎ”“１＋Ｎ”“Ｎ＋１”等模式，行业协会聚集
规模相当、产品类似的企业组成企业合作单位，与相

关院校开展产教融合合作。不同的企业根据自己的

特色优势在产教融合实践中发挥相应的作用。以协

同创新平台建设带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

务的融合发展［７］。

（四）明确责权，理顺各方职能

产教融合涉及的范围不仅有学校及企业，还有

政府、行业等。各方面在产教融合中有着不同的价

值与作用，有不同的诉求，需要履行的职责也各不相

同，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也错综交织。在开展产教融

合中需要明确各方责权，理顺各自职能。黄河流域

各地方政府要从宏观层面对产教融合的政策方面落

实责任，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工具，为产教融合注

入信心，助推产教融合持续发展。各黄河文化产业

行业应利用自身资源丰富、行业整体发展方向明确

的优势，发挥产教融合的指导作用。企业及学校作

为产教融合直接参与者，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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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活动中各方的职责与要求，制定完善的融合规

章制度。同时，企业需要利用设备完备、技术熟练与

行业发展前景明确优势，对学生开展专业培训，学校

需要组织学生积极参与产教融合，为融合活动提供

足够的教学场地、人员保证，做好融合活动的安全保

障，并对融合活动的过程与质量进行监督检查，保障

融合教育符合产业发展需要、符合党的教育方针政

策，确保产业融合教育高质量开展。

产教融合是当前高等教育特别是应用型高等教

育服务社会需求，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

式。黄河文化产业拥有丰富的文化产业资源，但发

展时间较短、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突出。为了实现

黄河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展，必须开展产教融合。通过社会、行业、企业及高

校的密切合作，各司其职，黄河文化类企业不仅能够

获得更适合自身发展需求的技术人才，获得大量先

进技术和市场信息，更能促进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和长期持续健康发展［８］。

共同为黄河文化产业发展培养大量的后备人

才、注入创新发展活力，实现黄河文化创新性转化、

创造性发展，使黄河文化产业更好地担负起传承黄

河文化的使命，彰显黄河文化在中华文化的根魂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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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面优化绿豆玉米面烧饼的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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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升烧饼的营养品质，在单因素试验基础上，以绿豆玉米面烧饼产品的气味、口感和
结构等作为评价指标，并应用响应面法对原始配方进行工艺优化，得到绿豆玉米面烧饼最佳工艺参

数为：面粉１５０ｇ，玉米面３６ｇ，绿豆面１２ｇ，水添加量７７．５ｇ，水温３２．１℃，发酵温度３３．２℃，发酵时
间４２．６ｍｉｎ，在此条件下制作烧饼的感官评价得分为９５．６分，与预测值（９５．８分）基本一致。

关键词：烧饼；玉米面；绿豆面；单因素试验；响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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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饼是我国北方的特色面点食品之一，不同地
区烧饼的制作工艺也有一定的区别，有缙云烧饼、油

酥肉火烧、武大郎烧饼、芝麻饼、黄桥烧饼等１００多
个花样［１－３］，深受消费者欢迎。近些年杂粮类食品

脱颖而出，尤其是面点类和糕点类食品，如全麦面包

等，受到消费者的青睐［４］。例如玉米面蕴含丰富的

多类亚油酸，能够有效预防一些心脑血管疾病［５］；

绿豆具有抗肿瘤、抗氧化、预防糖尿病、降糖降脂、促

进人体血液循环等保健功效［６－９］，绿豆与谷物结合

可实现氨基酸平衡［１０］，提高产品的营养和功能特

性［１１］。本实验以面粉为主要原料，在其中添加适量

的绿豆玉米面制成烧饼，提升其营养价值，得出绿豆

玉米面烧饼的最佳配比，使烧饼成品达到最佳状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小麦粉：郑州金苑面业有限公司；绿豆面、玉米

面：市售；干酵母：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食用油：

中粮福临门食品营销有限公司；膨松剂、调味料：平

顶山市李大厨食品有限公司。

１．２　主要仪器设备
和面机、醒发箱、电烤箱：新麦（无锡）机械有限

公司；电子天平：福州华志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烧饼制作工艺

烧饼配方：面粉１５０ｇ，酵母２ｇ，食用油４ｇ，食
盐３ｇ，膨松剂３ｇ，水８０ｇ。

制作工艺［１２］：称料→面团调制→发酵→切割擀
制整形→醒发→烘烤→冷却→成品。

操作要点：准确称取上述原材料，混合均匀，和

面时先低速搅拌１．５ｍｉｎ，改为中速搅拌３ｍｉｎ（搅拌
１ｍｉｎ后倒入称好的食用油），置于发酵箱发酵 ４５
ｍｉｎ；取出擀制整形，室温下醒发２０ｍｉｎ，放入烤箱
（上火２２０℃，底火２１０℃）烘烤１０ｍｉｎ，取出室温
至冷却，得到成品。

１．３．２　感官评价标准
选择１０名感官评价人员（５男５女），根据表１

的标准对相应成品的结构、弹性、色泽、气味等进行

感官评价，评价总分为１００分，最后结果取平均值。
１．３．３　杂粮粉配比

以１．３．１中的配方保持不变，控制杂粮粉质量
分别占配方总质量的１０％，１５％，２０％和２５％，其中
绿豆面与玉米面的比例为 １１不变，依次进行试
验。当杂粮粉比例为 １０％时，烧饼面团柔软性降
低，成品中香气不足；当杂粮粉比例为２５％时，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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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柔软度极低，弹性较差，难以整形，烘烤后成品虽

然杂粮香气充足，但是蓬松度较差；当杂粮粉比例为

１５％和２０％时，面团的柔软度虽然不高，但是能够
进行基础整形，烘烤后的成品香气和杂粮香气明显，

蓬松度良好。为了提升成品的营养价值，最终选择

杂粮粉占比为２０％，据此设定玉米面和绿豆面的比
例分别为２１，３１和４１，成品感官评价得分见
表２。综合以上实验，最终选择玉米面和绿豆面比
例为３１。

表１　绿豆玉米面烧饼感官评分表

项目 评价标准 分值

结构

（１５分）

组织细腻，不变形，气孔小且均匀

状态一般，稍有变形，气孔分布均匀

组织粗糙，变形严重，表面黏手，孔洞不均匀

１０～１５
５～９
０～４

弹性

（１５分）

柔软且富有弹性，按下能快速复原

比较柔软，有一定弹性，按下后基本能复原

过于柔软，弹性差，按下后难以复原

１０～１５
５～９
０～４

色泽

（２０分）

金黄色或黄棕色，颜色均匀

泛白或偏棕色，颜色较均匀

发黑，发暗，颜色不均匀

１４～２０
７～１３
０～６

气味

（１０分）

有烧饼香气，杂粮香气，无多余异味

烧饼香气，杂粮香气较少

烧饼香气，杂粮香气难以闻到

７～１０
４～６
０～３

口感

（２０分）

有正常烧饼、杂粮口感

杂粮味较淡，甜度适中

杂粮味寡淡，甜度过高或者过低

１４～２０
７～１３
０～６

外观

（１０分）

蓬松度优良，偏厚偏圆

蓬松度一般，厚度不均匀

蓬松度较差，过于扁平

７～１０
４～６
０～３

接受度

（１０分）

容易接受

基本接受

难以接受

８～１０
４～７
０～３

表２　玉米面绿豆面不同比例得分

比例 结构 弹性 色泽 气味 口感 外观 接受度 得分

２１ １３ １４ １８ ８ １７ ９ ９ ８８
３１ １４ １４ １９ ８ １８．５ ８．５ ９ ９１
４１１３．５ １４ １８ ８ １８ ９ ９．５ ８９

１．４　单因素实验设计
在优化绿豆玉米面烧饼传统工艺的试验中，分

别选取水添加量、水温、发酵时间和发酵温度４个因
素来测试其对绿豆玉米面烧饼的品质影响。

１．４．１　水添加量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按照基础配方不变，控制水温为３１℃，发酵时

间为４５ｍｉｎ，发酵温度为３４℃，在此基础上设置水
添加量（７０，７５，８０，８５，９０ｇ），研究水的不同添加量对
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确定适宜的水添加量。

１．４．２　水温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设置加水量８０ｇ，发酵时间４５ｍｉｎ，发酵温度

３４℃，其他配方保持不变，研究不同水温（２７，２９，
３１，３３，３５℃）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确定
适宜的水温。

１．４．３　发酵时间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按照基础配方不变，控制加水量为８０ｇ，水温为

３１℃，发酵温度为３４℃，研究不同发酵时间（３５，
４０，４５，５０，５５ｍｉｎ）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确定适宜的发酵时间。

１．４．４　发酵温度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按照基础配方不变，控制加水量为８０ｇ，水温为

３１℃，发酵时间为４５ｍｉｎ，研究不同发酵温度（３０，
３２，３４，３６，３８℃）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确
定适宜的发酵温度。

１．５　响应面优化设计
在单因素实验的基础上，以水添加量、水温、发

酵时间、发酵温度为响应变量，以感官评分为响应

值，在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６上采用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试
验设计（ＢＢＤ）进行响应面分析。响应面试验因素
与水平设计如表３所示。

表３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因素与水平

水平
因 素

水添加量／ｇ 水温／℃ 发酵时间／ｍｉｎ 发酵温度／℃
１ ８５ ３３ ５０ ３６
０ ７５ ３１ ４５ ３４
－１ ７０ ２９ ４０ ３２

１．６　数据处理
利用ＳＰＳＳ２６．０进行数据分析与统计，进行单因素

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采用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
０．６对试验数据进行响应面分析，绘制３Ｄ曲面图。
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单因素实验结果分析
２．１．１　水添加量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由图１得知，绿豆玉米面烧饼随着水添加量的
增加品质出现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当加水量为

７０ｇ时，和面后面团硬度较高，夹带有生粉，发酵４５
ｍｉｎ后，面团硬度没有改善，烘烤后成品较为粗糙；
当加水量为７５ｇ时，和面后面团偏硬，发酵后，整形
时可以明显感到面团柔软度的下降，但烘烤过后成

品口感良好；当加水量为８０ｇ时，面团柔软度较好，
接近纯面粉面团，发酵后整形时柔软度变化不大，烘

烤过后成品口感良好，有明显的烧饼香气，所得到的

感官评分最高；当加水量为８５ｇ时，面团柔软度较
高，但稍微黏手，发酵后仍未改善，柔软度过高直接

影响了整形阶段，烘烤过后成品口感良好，但是烧饼

香气略有逊色。

２．１．２　水温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由图２得知，当水温为２７℃时，面团稍微变软，

发酵４５ｍｉｎ后柔软度增加，但弹性还是较差；当水温
为２９℃时，面团柔软度适中，发酵后柔软度良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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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水添加量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弹性一般，烘烤过后成品蓬松度一般，口感良好；当水

温为３１℃时，面团柔软度良好，发酵后整形弹性保持
不变，可拉伸性较高，烘烤过后成品蓬松度好，口感

好，所得到的感官评分最高；当水温为３３℃时，面团
柔软度下降，烘烤后成品蓬松度、口感均有一定程度

的下降；当水温为３５℃时，面团柔软度进一步下降，
面团发黏，无法整形，烘烤后成品蓬松度、口感较差。

图２　水温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２．１．３　发酵时间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由图３得知，当发酵时间为３５ｍｉｎ时，面团发硬，

烘烤后成品蓬松度、口感较差；当发酵时间为４０ｍｉｎ
时，面团微软，烘烤后成品蓬松度、口感一般；当发酵时

间为４５ｍｉｎ时，面团柔软度好，按下后能复原，烘烤过
后成品蓬松度、口感均好，感官评分最高；当发酵时间

为５０ｍｉｎ时，面团柔软度过高，按下后无法复原，难以
整形，烘烤后成品蓬松度一般，口感一般。

图３　发酵时间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２．１．４　发酵温度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由图４得知，当发酵温度为３０℃时，面团没有

完全发酵，烘烤后成品蓬松度、口感较差；当发酵温

度为３２℃时，面团柔软度较好，面团按下无法完全
复原，烘烤后成品蓬松度良好，口感一般；当发酵温

度为３４℃时，面团柔软度、发酵程度均好，烘烤后成
品蓬松度、口感达到最佳值，感官评分最高；随着发

酵温度上升，面团开始进一步变软，有些塌陷，烘烤

后成品蓬松度、口感均开始下降。

图４　发酵温度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２．２　响应面分析优化结果
根据单因素试验结果，确定较优水平，利用Ｂｏｘ－

Ｂｅｎｈｎｋｅｎ中心组合试验设计，将绿豆玉米面烧饼的
感官评分作为响应值进行响应面测试，见表４。

表４　响应面实验设计及结果

实验号
水添

加量／ｇ
水温／℃

发酵时

间／ｍｉｎ
发酵温

度／℃
感官评

价得分

１ ０ ０ ０ ０ ９６．３
２ １ ０ １ ０ ８７．５
３ －１ ０ ０ －１ ８１
４ －１ ０ －１ ０ ８６
５ －１ １ ０ ０ ８９．５
６ ０ １ ０ １ ８７
７ １ ０ －１ ０ ８２．５
８ ０ ０ １ －１ ７９．５
９ ０ －１ －１ ０ ８６．５
１０ １ －１ ０ ０ ８６
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９５．４
１２ －１ ０ ０ １ ８３
１３ ０ １ －１ ０ ８６
１４ ０ ０ －１ －１ ８０．５
１５ １ ０ ０ １ ８０．５
１６ １ １ ０ ０ ８８
１７ ０ ０ －１ １ ７９
１８ ０ １ ０ －１ ７７．５
１９ ０ ０ ０ ０ ９６．２
２０ １ ０ ０ －１ ８２．５
２１ ０ ０ ０ ０ ９４．５
２２ －１ ０ １ ０ ８１
２３ ０ １ １ ０ ８６
２４ ０ ０ １ １ ８２．５
２５ ０ －１ ０ －１ ８４
２６ －１ －１ ０ ０ ８６．５
２７ ０ －１ ０ １ ８５
２８ ０ ０ ０ ０ ９６．５
２９ ０ －１ １ ０ ８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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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水添加量（Ａ），水温（Ｂ），发酵时间（Ｃ），发酵
温度（Ｄ）为响应变量，最终以成品的感官评价得分
为响应值，对四种影响因素进行模型拟合，通过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６进行分析可以得到模拟回归方
程为Ｙ＝９５．７８＋０．０４２Ｂ＋０．１２Ｃ＋Ｄ－０．２５ＡＢ＋
２．５０ＡＣ－１．００ＡＤ＋０．２５ＢＣ＋２．１３ＢＤ＋１．１２ＣＤ－
５．０１Ａ２－３．３３Ｂ２－６．４５Ｃ２－９．０１Ｄ２，结果见表５。

表５　感官评分响应面方差分析结果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值 Ｐ值
模型 ７９０．４９ １４ ５６．４６ ２２．３６ ＜０．０００１ 
Ａ ０ １ ０ ０ １
Ｂ ０．０２１ １ ０．０２１８．２５Ｅ－０３ ０．９２８９
Ｃ ０．１９ １ ０．１９ ０．０７４ ０．７８９２
Ｄ １２ １ １２ ４．７５ ０．０４６８ 
ＡＢ ０．２５ １ ０．２５ ０．０９９ ０．７５７７
ＡＣ ２５ １ ２５ ９．９ ０．００７１ 
ＡＤ ４ １ ４ １．５８ ０．２２８８
ＢＣ ０．２５ １ ０．２５ ０．０９９ ０．７５７７
ＢＤ １８．０６ １ １８．０６ ７．１５ ０．０１８１ 
ＣＤ ５．０６ １ ５．０６ ２ ０．１７８７
Ａ２ １６３．１４ １ １６３．１４ ６４．６ ＜０．０００１ 
Ｂ２ ７１．８２ １ ７１．８２ ２８．４４ ０．０００１ 
Ｃ２ ２７０．０６ １ ２７０．０６ １０６．９５ ＜０．０００１ 
Ｄ２ ５２７．１６ １ ５２７．１６ ２０８．７６ ＜０．０００１ 
残差 ３５．３５ １４ ２．５３
失拟项 ３２．６ １０ ３．２６ ４．７５ ０．０７３４
纯误差 ２．７５ ４ ０．６９
总和 ８２５．８４ ２８

Ｒ２＝０．９５７２，Ｒ２ａｄｊ＝０．９１４４

　　注：表示极显著（Ｐ＜０．０１）；表示显著（Ｐ＜０．０５）。

由表５可知，模型 Ｐ＜０．０００１，模型达到极显
著，说 明 模 型 设 计 合 理；失 拟 Ｐ＝０．０７３４４
（＞０．０５），说明此模型拟合度较好。通过显著性分
析可知，回归模型的一次项 Ｄ为显著（Ｐ＜０．０５），
交互项ＡＣ表现为极显著（Ｐ＜０．０１），ＢＤ表现为显
著（Ｐ＜０．０５）。二次项 Ａ２、Ｂ２、Ｃ２、Ｄ２均表现为极显
著（Ｐ＜０．０１）。４个因素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加工工
艺的影响程度大小的顺序为发酵温度（Ｄ）＞发酵时
间（Ｃ）＞水温（Ｂ）＞水添加量（Ａ）。
２．３　响应面交互作用分析

各因素交互作用对绿豆玉米面烧饼感官评分的

影响如图５所示。响应曲面的曲线斜率愈大，对响
应值的影响程度就愈大［１３］。在图５中，响应值即感
官评分随着各因素添加量的增大均出现先增后降的

变化，发酵时间和水添加量交互作用极为显著，发酵

温度和水温交互作用比较显著。

２．４　最佳配方的确定与验证实验
采用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６软件优化了本试验项

目，结果表明绿豆玉米面烧饼的最佳工艺参数为：水

添加量７７．５ｇ、水温３２．１℃、发酵温度３３．２℃和发
酵时间４２．６ｍｉｎ，在此条件下制作烧饼的感官评价
得分为９５．６分，与预测值（９５．８分）基本一致，这说
明本试验项目较为可靠，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图５　各交互作用对绿豆玉米面烧饼感官评分影响的响应面图

３　结论
本实验在普通烧饼的制作工艺基础上，通过添

加绿豆面和玉米面两种杂粮，制作杂粮烧饼，进行工

艺改良，以水添加量、水温、发酵时间和发酵温度为

·８１１·



改变量，进行单因素实验和响应面分析对制作工艺

进行优化，以感官评价为依据，研究结果显示，４个
因素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加工工艺的影响程度大小的

顺序为发酵温度（Ｄ）＞发酵时间（Ｃ）＞水温（Ｂ）＞
水添加量（Ａ），绿豆玉米面烧饼的最佳工艺参数为
水添加量７７．５ｇ、水温３２．１℃、发酵温度３３．２℃和
发酵时间４２．６ｍｉｎ时，在此条件下制作烧饼的感官
评价得分为分９５．６分，与预测值（９５．８分）基本一
致，这说明本试验项目较为可靠，具有一定的应用价

值，使用此参数进行产品制作，得到的成品色泽金

黄，口感优良，营养价值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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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Ｊｉａｎｘｉｎ，ＣＨＥＮＳｈｕｊｉｎｇ，ＭＩＮＹｕｔａｏ，ＳＵＮＹｕｑ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ｙｕ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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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ｓａｍｅｃａｋｅ，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ｄｏｒ，ｔａｓｔｅ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ｍｕｎｇｂｅａｎｃｏｒｎｆｌｏｕｒｓｅｓａｍｅｃａｋｅ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ａ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ｕ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ｍｕｎｇ
ｂｅａｎｃｏｒｎｆｌｏｕｒｓｅｓａｍｅｃａｋｅｗｅ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ｆｌｏｕｒ１５０ｇ，ｃｏｒｎｆｌｏｕｒ３６ｇ，ｍｕｎｇｂｅａｎｆｌｏｕｒ１２ｇ，ｗａｔｅｒ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７７．
５ｇ，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３２．１℃，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３３．２℃，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４２．６ｍｉ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ｅｎｓｏｒ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ｏｆｓｅｓａｍｅｃａｋｅｗａｓ９５．６ｐｏｉｎｔｓ，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
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９５．８ｐｏｉ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ｓａｍｅｃａｋｅ；ｃｏｒｎｆｌｏｕｒ；ｇｒｅｅｎｂｅａｎｆｌｏｕｒ；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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槲皮素／β－环糊精包合物的制备及水溶性研究

赵春梅，仝照岭，王保玉，李玉玲，张玲丽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６－１５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２２Ｂ１５００２１）；郑州市科技局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项目（ｚｋｚ２０２１１３）；郑州

工程技术学院校科研启动项目（２０１９００３９）
作者简介：赵春梅（１９８２—），女，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无机纳米材料及有机－无

机复合纳米材料的制备及性能。

摘　要：为了改善槲皮素的水溶性，提高其生物利用度，采用溶液搅拌法制备了槲皮素／β－环糊
精包合物。通过对包合前后样品的红外光谱、Ｘ－射线衍射谱和核磁共振氢谱进行分析，证实了包
合物的成功形成。考察了投料摩尔比、反应时间和反应温度对包合率的影响规律，在此基础上采用

正交实验法对包合物的制备工艺进行了优化。实验结果表明，最佳工艺为投料摩尔比１１、反应时
间２．５ｈ、反应温度７０℃，在此条件下所得的包合率最高，达到６０．１％。极差分析表明，３个因素中
的反应时间和反应温度的影响大于投料摩尔比。溶解度测试结果表明槲皮素／β－环糊精包合物在
水中的溶解度为３９２．４μｇ／ｍＬ，与纯槲皮素相比提高了约８１倍。

关键词：槲皮素；β－环糊精；包合物；制备工艺；水溶性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３．０４．０２１
中图分类号：ＴＳ２０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３）０４－０１２０－０５

　　槲皮素具有抗菌、抗炎、抗癌、抗氧化、抗风湿
和神经保护等多种特性［１－７］，具有优异的抗氧化

性，且广泛存在于各种植物中，常用做食品添加

剂，不仅能延长食品的货架期，还能改善液态食品

的稳定性［８］。槲皮素与其他抗氧化剂联合使用，

可表现出更高的抗氧化活性［９］。槲皮素在水中的

溶解度很小，且稳定性差，通过引入亲水基团，对

槲皮素本身的分子结构进行修饰，可改善其水溶

性［９］，但制备方法复杂，成本较高，不利于推广应

用。

环糊精具有内部疏水、外部亲水的空腔结构，常

作为主体分子与疏水性的客体分子结合，用于化学

催化、药物缓／控释、分析检测、手性分离、食品、污染
物吸附、分子识别等领域［１０－１２］。由于环糊精表面有

大量的羟基，因此具有较好的自组装［１３］和吸附性

能［１４］。以环糊精为主体、槲皮素为客体制备槲皮

素／环糊精包合物，有望改善槲皮素的水溶性，提高
其生物利用度。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槲皮素、β－环糊精、无水乙醇，均为分析纯。
１．２　主要仪器与设备

ＴＧ１６台式离心机：上海卢湘仪离心机仪器有限
公司；ＴＵ－１８１０紫外 －可见吸收光谱仪：北京普析
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Ｄ８ＡＤＶＡＮＣＥＸ射线衍射
仪：德国Ｂｒｕｋｅｒ公司；ＡｖａｎｃｅｄⅢ核磁共振谱仪（４００
ＭＨｚ）：德国 Ｂｒｕｋｅｒ公司；ＳＤＴＱ６００同步热分析仪：
美国ＴＡ公司；７６９ＹＰ－１５Ａ红外专用压片机：天津
科器高新技术公司；ＡｌｐｈａⅡ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仪：德国Ｂｒｕｋｅｒ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槲皮素／β－环糊精包合物的制备

准确称取一定量的槲皮素于三颈烧瓶中，加入

无水乙醇１０ｍＬ，搅拌、加热，使固体溶解完全。称
取一定量的β－环糊精于烧杯中，加入６０％的乙醇
５０ｍＬ，加热搅拌，使其完全溶解。将该溶液加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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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槲皮素溶液中，继续搅拌一定时间。反应结束后，

用旋转蒸发仪除去溶剂，得到浅黄色固体。用无水

乙醇洗涤、离心（７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５ｍｉｎ）多次，直至上
清液变为无色。将固体放入５０℃的烘箱中干燥 ３
ｈ，即可得到槲皮素／β－环糊精包合物。将上清液
合并，用于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测定。
１．３．２　表征方法

核磁共振氢谱测试：分别取适量的槲皮素、β－
环糊精和槲皮素／β－环糊精包合物，溶解于氘代二
甲基亚砜中，用４００ＭＨｚ的核磁共振谱仪测试，得
到槲皮素、β－环糊精和槲皮素／β－环糊精包合物
的核磁共振氢谱。

Ｘ－射线衍射测试：分别取适量的槲皮素、β－
环糊精、槲皮素与 β－环糊精的物理混合物和槲皮
素／β－环糊精包合物，用Ｘ射线衍射仪在５～９０进
行扫描，得到槲皮素、β－环糊精和槲皮素／β－环糊
精包合物的Ｘ－射线衍射光谱图。

红外光谱测试：分别取适量的槲皮素、β－环糊
精、槲皮素与 β－环糊精的物理混合物和槲皮素／
β－环糊精包合物，加入适量的ＫＢｒ，研细，再用红外
专用压片机压片，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在４００～
４０００ｃｍ－１范围内进行扫描，得到槲皮素、β－环糊精
和槲皮素／β－环糊精包合物的红外光谱图。
１．３．３　标准曲线的绘制

用分析天平称取槲皮素０．０２１０ｇ于１０ｍＬ容
量瓶中，加入无水乙醇溶解、定容，得到浓度为２．１
ｍｇ／ｍＬ的母液。用移液管吸取１ｍＬ母液至５０ｍＬ
的容量瓶中，用无水乙醇定容，即得到浓度为 ４２
μｇ／ｍＬ的槲皮素溶液。再分别取１．５，２．５，３．５，４，
４．５ｍＬ浓度为４２μｇ／ｍＬ的槲皮素溶液于１０ｍＬ容
量瓶中，用无水乙醇定容。得到浓度分别为 ６．３，
１０．５，１４．７，１６．８，１８．９μｇ／ｍＬ的标准溶液。用紫外－
可见吸收光谱仪在２００～６００ｎｍ范围内对以上５个
样品进行扫描，得到紫外 －可见吸收光谱。以槲皮
素的浓度为横坐标、２５６ｎｍ处的吸光度为纵坐标作
图，并进行线性拟合，得到回归方程。

１．３．４　包合率的计算
包合物中槲皮素的包合率 Ｙ＝［１－（ｃ·Ｖ）／

（ｍ０×１０
６）］×１００％。其中 ｃ为根据回归方程计算

的上清液中槲皮素的浓度，μｇ／ｍＬ；Ｖ为上清液的体
积，ｍＬ；ｍ０为实验时投入的槲皮素的质量，ｇ。
１．３．５　单因素实验

投料比对包合率的影响：保持其他条件不变，

β－环糊精与槲皮素的摩尔比分别为１１，２１和
３１，按照１．３．１的方法制备包合物，计算包合率。

反应时间对包合率的影响：保持其他条件不变，

反应时间分别为２，２．５和３ｈ，按照１．３．１的方法制
备包合物，计算包合率。

反应温度对包合率的影响：保持其它条件不变，

反应温度分别为６０，７０和８０℃时，按照１．３．１中的
方法制备包合物，计算包合率。

１．３．６　正交实验
在单因素实验的基础上设计正交实验，并分析

各因素对包合率的影响能力的大小，从中选出制备

包合物的最优条件。

１．３．７　溶解度测定
准确称取槲皮素０．００２４ｇ于烧杯中，室温下分

批多次向其中加入一定量的水，摇匀，直至槲皮素完

全溶解，记录所用水的总体积。准确称取槲皮素／
β－环糊精包合物０．００７２ｇ，用同样方法测定包合物
在水中的溶解度。为了便于比较，对于槲皮素／β－
环糊精包合物，以溶解的包合物中槲皮素的含量为

基准计算其溶解度。

包合物中槲皮素含量的计算式：ｍ＝ｍ０·ｍ１Ｙ／
ｍ２，单位：ｇ。其中ｍ１为溶解的包合物质量，ｇ；ｍ０为
制备包合物时投入的槲皮素的质量，Ｙ为包合率，ｍ２
为当次实验包合物的产量，ｇ。

纯槲皮素在水中溶解度的计算式：Ｉｑ＝ｍｑ／Ｖｑ，
单位：μｇ／ｍＬ。其中 Ｉｑ为槲皮素在水中的溶解度，
ｍｑ为槲皮素的质量，μｇ；Ｖｑ为溶解槲皮素所用水的
体积，ｍＬ。

包合物中槲皮素在水中溶解度的计算式：Ｉｃ＝
ｍｃ／Ｖｃ，单位：μｇ／ｍＬ。其中 Ｉｃ为包合物中槲皮素在
水中的溶解度，ｍｃ为溶解的包合物中槲皮素的含
量，μｇ；Ｖｃ为溶解包合物所用水的体积，ｍ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槲皮素／β－环糊精包合物的制备

由于溶液搅拌法操作简单，包合率高，且槲皮素

和环糊精在无水乙醇中都有一定的溶解度。所以，

本文以无水乙醇为溶剂，用溶液搅拌法制备槲皮素／
β－环糊精包合物。投料比、反应时间和反应温度对
产物的包合率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首先在投

料比为１１、反应温度为６０℃的条件下反应２ｈ，制
备槲皮素／β－环糊精包合物，在此基础上考察实验
条件对产物包合率的影响。

２．２　槲皮素／β－环糊精包合物的表征
为了鉴定槲皮素／环糊精包合物的结构，分别用核

磁共振氢谱、红外光谱和Ｘ射线衍射谱对其进行表征。
２．２．１　核磁共振氢谱分析

槲皮素、β－环糊精和槲皮素／β－环糊精包合
·１２１·



物的核磁共振氢谱如图１所示。由图可以看出，包
合后槲皮素在低场的峰消失了，这是因为槲皮素作

为客体分子进入β－环糊精的空腔后产生了屏蔽效
应，由此可以证明槲皮素进入了 β－环糊精的空腔
内，即槲皮素与β－环糊精形成了包合物［１５］。

图１　槲皮素、β－环糊精和槲皮素／β－环糊精包合物

在ＤＭＳＯ－ｄ６中的核磁共振图谱

２．２．２　Ｘ－射线衍射分析
槲皮素、β－环糊精、槲皮素与 β－环糊精的物

理混合物和槲皮素／β－环糊精包合物的Ｘ－射线衍
射光谱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以清晰地看出，物理
混合物的Ｘ－衍射光谱仅仅是槲皮素与 β－环糊精
峰的简单叠加，而包合物在２６．７４、２７．５０处归属于
槲皮素的衍射峰消失了，这说明槲皮素和 β－环糊
精物理混合时没有发生包合作用，而在槲皮素／β－
环糊精包合物中，槲皮素已经进入 β－环糊精的空
腔中，即表明成功制备出了槲皮素／β－环糊精包合
物［１６］。

图２　槲皮素、β－环糊精、物理混合物和

包合物的Ｘ－衍射图谱

２．２．３　红外光谱分析
槲皮素、β－环糊精、槲皮素与 β－环糊精的物

理混合物和槲皮素／β－环糊精包合物的红外光谱如
图３所示。由图３可以看出，物理混合物表现出槲
皮素和 β－环糊精图谱的叠加。包合物在１１５２～
１６４０ｃｍ－１范围的峰形与槲皮素的峰形完全不同，与
β－环糊精相似［１６］。这说明槲皮素进入环糊精的空

腔内，即形成了槲皮素／β－环糊精包合物。这与核
磁共振氢谱、Ｘ射线衍射谱结果一致。

图３　槲皮素、β－环糊精、物理混合物和包合物的红外光谱图

２．３　槲皮素／β－环糊精标准曲线的绘制
浓度分别为６．３，１０．５，１４．７，１６．８，１８．９μｇ／ｍＬ

的槲皮素溶液的紫外 －可见吸收光谱如图 ４Ａ所
示。由图４Ａ可得知，在２５６ｎｍ和３７３ｎｍ处出现了
最大吸收峰，在２５６ｎｍ处的峰位重复性较好，因此
选择２５６ｎｍ处对应的吸光度作为纵坐标、槲皮素浓
度为横坐标作图（图４Ｂ）。通过线性拟合可得回归
方程为。这说明槲皮素的吸光度在６．３～１８．９μｇ／
ｍＬ范围内与溶液浓度有良好的相关性，可用于计算
槲皮素溶液的浓度。

２．４　影响槲皮素包合率的因素
２．４．１　投料摩尔比对包合率的影响

β－环糊精与槲皮素的摩尔比分别为１１，２１，
３１，由结果可知，随着投料摩尔比的增加，槲皮素
的包合率逐渐降低，当槲皮素与 β－环糊精的摩尔
比为１１时包合率最高。这说明槲皮素／β－环糊
精包合物可能是以１１的摩尔比形成的。
２．４．２　反应时间对包合率的影响

反应时间分别为２，２．５和３ｈ，随着时间的增
加，槲皮素的包合率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其

中反应时间为２．５ｈ时的包合率最高。
２．４．３　反应温度对包合率的影响

反应温度分别为６０，７０和８０℃，随着温度的升
高，槲皮素的包合率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其

中反应温度为７０℃时包合率最高。
·２２１·



图４　槲皮素溶液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Ａ）和标准曲线（Ｂ）（溶剂：无水乙醇）

２．５　槲皮素／环糊精包合物的制备工艺优化
２．５．１　反应温度对包合率的影响

根据单因素实验结果，选取包合率最高的摩尔

比、制备时间及反应温度设计 Ｌ９（３
３）正交实验，正

交因素水平和实验结果分别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槲皮素／β－环糊精包合物制备条件优化正交实验因素水平

水平
因素

Ａ摩尔比 Ｂ反应时间／ｈ Ｃ反应温度／℃
１ １１ ２ ６０
２ ２１ ２．５ ７０
３ ３１ ３ ８０

表２　槲皮素／β－环糊精包合物制备条件优化正交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编号
因素

Ａ Ｂ Ｃ
包合率／％

１ １ １ １ ３６．５
２ １ ２ ２ ５８．４
３ １ ３ ３ ２７．７
４ ２ １ ２ ４０．５
５ ２ ２ ３ ３３．７
６ ２ ３ １ ３４．６
７ ３ １ ３ ３９．２
８ ３ ２ １ ４０．４
９ ３ ３ ２ ２８．４
ｋ１ ４０．８ ３８．７ ３７．２
ｋ２ ３６．３ ４４．２ ４２．４
ｋ３ ３６．０ ３０．２ ３３．４
Ｒ ４．８ １４ ９

优方案 Ａ１Ｂ２Ｃ２

　　由表５的极差分析可知，投料摩尔比、反应温度
和反应时间３个因素对包合率的影响大小顺序为：
反应时间＞反应温度＞投料摩尔比。由正交实验结
果可知，制备槲皮素／β－环糊精包合物的最优工艺
条件为Ａ１Ｂ２Ｃ２，即投料摩尔比为１１，制备时间为
２．５ｈ，制备温度为７０℃。
２．５．２　验证实验结果分析

在最佳工艺条件下，即投料摩尔比为１１、反
应时间为２．５ｈ、反应温度为７０℃，制备槲皮素／β－
环糊精包合物，包合率为６０．１％，是本文所有工艺

条件中最高的。

２．６　 槲皮素／β－环糊精包合物的水溶性
根据１．２．７中的方法测得，纯槲皮素与包合物

在水中的溶解度分别为 ４．８μｇ／ｍＬ和 ３９２．４μｇ／
ｍＬ。与纯槲皮素相比，包合物的溶解度提高了约８１
倍。表明槲皮素在水中的溶解度得到了明显改善，

有望提高其生物利用度。

３　结论
通过溶液搅拌法制备了槲皮素／β－环糊精包合

物，并通过红外光谱分析、Ｘ－射线衍射光谱分析和
核磁共振氢谱分析，对槲皮素／β－环糊精包合物进
行表征。结果表明，成功制备出了槲皮素／β－环糊
精包合物。通过正交实验法优化了制备工艺，最佳

条件为槲皮素与环糊精的摩尔比为１１，包合时间
为２．５ｈ，温度为７０℃。溶液度测试结果表明，槲皮
素／β－环糊精包合物在水中的溶液度比纯槲皮素提
高了约８１倍。

本文制备槲皮素包合物的方法简单易行，对实验

设备要求较低，且包合产物的水溶性得到了较大改善，

有利于提高槲皮素的生物利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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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鸭脯肉作为原料，以感官评分和ｐＨ值为指标，通过单因素和正交试验确定最佳菌株
及发酵条件。结果表明，最佳条件为红曲霉菌和酿酒酵母菌的质量配比１１、接种量０．０６％、发酵
时间８ｈ、发酵温度２８℃。通过质构分析可知，鸭肉发酵产品比未发酵产品具有硬度低、胶着性高，
咀嚼性稍高，黏性高、弹性低等特点，口感品质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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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酵鸭肉是一种经过腌制和发酵而成的产品，
通过发酵，鸭肉的品质明显改善，更容易被人体消化

吸收 ［１－２］。国外主要通过自然发酵和成熟干燥制

成产品［３］，我国多采用天然发酵法，但由于其生产

周期较长、卫生状况较差、成本较高、产量较低，且缺

乏明确的品质衡量指标，人工接种技术逐步替代了

早期的天然发酵。我国鸭肉加工尚处在从分割到深

加工的过渡阶段，加工企业少，规模小，产品单一，加

工水平尚不高［４－６］。虽然熏鸭、盐水鸭和北京烤鸭

制作前期需要腌制发酵，但多数是靠传统秘方和厨

师经验来检验发酵的成熟与否，有无杂菌污染和菌

群过量也是未知的［７－８］。目前有关鸭肉发酵剂的研

究报道较少，筛选适合鸭肉发酵的发酵剂迫在眉睫。

优良的菌种不但可以产生良好的风味、色泽和抗菌

素，还可以降解生物胺，减少亚硝酸盐的残留，同时

还具备抗氧化、降胆固醇等功效［９－１０］。本文通过筛

选优良鸭肉发酵菌株并优化其发酵工艺条件，以期

获得优质的发酵鸭肉预制品，为鸭肉的系列深加工

提供技术支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鸭脯肉：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红曲

霉菌：福建屏湖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酿酒干酵母：

Ｌｅｓａｆｆｒｅ公司；乳酸菌：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根霉
菌：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仪器与设备
ＬＲＨ－１５０生化培养箱：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

限公司；ＣＴ３质构仪：美国 Ｂｒｏｏｋｆｉｅｌｄ公司；ＬＣＤ－
Ａ２００电子天平：福州华志科学仪器有限公司；ＩＳ１２８
手持 ｐＨ计：上海仪迈仪器科技有限公司；立式压
力蒸汽灭菌锅：上海博讯医疗生物仪器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工艺流程

鸭脯肉→漂洗→腌制→添加发酵剂→发酵→烤
制→冷却→检测→成品
１．３．２　ｐＨ值的测定

参照李超 ［１１］等的方法，略加修改。取１０ｇ样
品，加入９０ｍＬ无菌水，破碎１ｍｉｎ，过滤后用手持
ｐＨ计测定滤液的ｐＨ值。
１．３．３　质构的测定

测试类型为 ＴＰＡ质构分析，对样品的硬度、形
变量、粘力、黏性、弹性等参数指标［１２］进行分析。探

头ＮＯＮＥ，夹具 ＴＡ－ＳＢＡ，测试距离目标１３ｍｍ，测
试速度 ２ｍｍ／ｓ，返回速度 ２ｍｍ／ｓ，预测试速度 １
ｍｍ／ｓ，负载单元１００００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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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　感官评定
用空气油炸锅把发酵好的鸭肉加工成成品，参

考ＧＢ５００９．４４—２００３《肉与肉制品卫生标准分析方
法》，对鸭肉发酵产品的色泽、气味、硬度、弹性、滋

味、口感等进行感官评定。参与感官评定的人员为１０
位不同年龄的人员和专家，评分标准见表１。

表１　发酵鸭肉感官评价评分标准

项目 评分标准 偏好 分值

气味 鸭肉香味强 好 １６～２０
鸭肉香味较浓 较好 １２～１５

鸭肉香味较弱，并伴有异味 一般 ６～１１
酸腥味特强，甚至恶臭 差 ０～５

色泽 肉质鲜红，色泽均匀有光泽，颜色诱人 好 １６～２０
肉质较红，色泽较均匀有光泽 较好 １２～１５
肉质暗红，色泽较均匀 一般 ６～１１

暗红转褐色，无光泽，色泽不均 差 ０～５
组织形态 均匀完整，接受性好 好 １６～２０

均匀完整，接受性较好 较好 １２～１５
较均匀完整，接受性一般 一般 ６～１１
不均匀，接受性差 差 ０～５

口感 口感好，很嫩，咀嚼性好 好 １６～２０
口感较好，较嫩，咀嚼性较好 较好 １２～１５

偏烂或偏硬 一般 ６～１１
无嚼劲或过硬 差 ０～５

滋味 肉味醇厚，鲜美 好 １６～２０
肉味较正，鲜味不足 较好 １２～１５
清淡，无特殊异味 一般 ６～１１
无鲜味，有异味 差 ０～５

１．３．５　正交试验设计
以感官评分、ｐＨ值为评价指标，以单因素试验结

果为依据，按照 Ｍｉｎｉｔａｂ１７．０处理系统Ｌ９（３
４）的正交

试验设计方法，选取３种不同的水平进行试验并对其
结果进行极差分析，以接种量（Ａ）、菌种配比（Ｂ）、发
酵温度（Ｃ）、发酵时间（Ｄ）作为４个考察因素进行研
究，确定最优发酵工艺条件。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设计

见表２，使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２１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表２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

水平
因素

Ａ接种量／％ Ｂ菌种配比 Ｃ发酵温度／℃ Ｄ发酵时间／ｈ
１ ０．０５ １１ ２６ ４
２ ０．０６ ２３ ２８ ６
３ ０．０７ ３２ ３０ 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最佳发酵剂的选择

分别向鸭肉料中加入质量百分比为０．０５％的
红曲霉菌、根霉菌、乳酸菌、酿酒酵母菌，在２８℃下
进行发酵，发酵时间为６ｈ，对成品进行感官评分和
ｐＨ测定，结果见图１。

由图１可看出，相比对照组，发酵鸭肉均可提高
鸭肉口感质量，其中用红曲霉菌和酿酒酵母菌发酵

鸭肉感官评分值最高为８４分，其 ｐＨ值分别为６．５

图１　不同菌种对发酵鸭肉品质的影响

和６．１，红曲霉菌发酵 ｐＨ升高，酵母菌发酵 ｐＨ稍
降低。乳酸菌发酵鸭肉ｐＨ最低值为５．７，其感官评
分为８０分。
２．２　菌种配比对发酵鸭肉品质的影响

根据２．１优化结果，采用红曲霉菌和酿酒酵母菌
的混合发酵，将红曲霉菌与酿酒酵母菌的质量百分比

设为２１，３２，１１，２３，１２，混合均匀接种到鸭
肉中，发酵温度２８℃，发酵时间６ｈ，结果见图２。

图２　菌种配比对发酵鸭肉品质的影响

由图２可以看出，随着比例的增大，感官评分明
显下降，ｐＨ值也随之下降。当菌种比例为１１时，
感官评分最高为８３分，ｐＨ值为６．３，当菌种比例为
１２时，感官评分显著降低，大概是酵母菌比例过
大，发酵产生二氧化碳过多，使 ｐＨ降低，影响鸭肉
的口感。因此，选用１１的菌种配比是最优的。
２．３　接种量对发酵鸭肉品质的影响

根据２．２优化结果，采用红曲霉菌和酿酒酵母
菌的混合发酵，将质量百分比设为１１，混合均匀
加入鸭胸肉中，接种量分别为 ０．０４％，０．０５％，
０．０６％，０．０７％，０．０８％，发酵温度２８℃，发酵时间
６ｈ，结果见图３。

图３　接种量对发酵鸭肉品质的影响

由图３可以看出，随接种量的增大感官评分和
ｐＨ值先上升后下降，当接种数量为０．０６％时，得分
最高为８６分。可能是由于发酵过程中随接种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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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产生的风味物质也在增加，从而提高了发酵鸭

肉的口感和质量。当接种量过大时，酵母菌发酵产

生的二氧化碳过量，从而导致了 ｐＨ偏低。综合感
官评分和ｐＨ值，以０．０６％的接种量为最佳。
２．４　发酵温度对发酵鸭肉品质的影响

根据上述优化结果，采用接种量０．０６％，红曲
霉菌与酿酒酵母菌的比例１１，分别在２２，２４，２６，
２８和３０℃的温度下，发酵６ｈ，结果如图４。

图４　发酵温度对发酵鸭肉品质的影响

从图４可以看出，感官评分随发酵温度的增加
而增加，ｐＨ也在上升，因为温度越高，发酵越快，产
生的发酵产物也就越多，所以发酵鸭肉的口感品质

就更好。因此选取发酵温度３０℃为最适条件。
２．５　发酵时间对发酵鸭肉品质的影响

选取上述最优条件，接种量０．０６％、红曲霉菌
－酿酒酵母菌菌种配比１１、发酵温度２８℃，分别
发酵２，４，６，８和１０ｈ，结果如图５。

图５　发酵时间对发酵鸭肉品质的影响

由图５可看出，随着发酵时间的不断延长，感官
评分逐渐增大，发酵６ｈ后，感官评分最高为８３分，
此时的ｐＨ也是最高为６．４。在２～４ｈ内 ｐＨ值差
异不大，可能是由于发酵初期发酵时间过短，发酵未

完全进行，未形成较好的香味，之后发酵的时间的增

加，红曲霉菌和酿酒酵母菌相互作用，从而得到了良

好的风味物质。６ｈ后，发酵的时间逐渐增加，感官
评分却逐渐降低，这可能是由于发酵时间太长，产生

的二氧化碳等物质积累使其味道变差。因此选择发

酵时间６ｈ是最佳的。
２．６　正交试验结果

以感官评分、ｐＨ为评价指标，以单因素试验结
果为依据，以鸭肉为原料，采用正交设计的方法进行

试验研究。正交试验结果见表３，感官评分方差分
析见表４，验证试验结果见表５。

表３　正交试验结果

试验

号

Ａ接菌
量／％

Ｂ菌种
配比

Ｃ发酵
温度／℃

Ｄ发酵
时间／ｈ

感官

评分
ｐＨ

１ １（０．０５） １（１１） １（２６） １（４） ７６．２ ６．２
２ １ ２（２３） ２（２８） ２（６） ８０．３ ６．４
３ １ ３（３２） ３（３０） ３（８） ８１．６ ６．２
４ ２（０．０６） １ ２ ３ ８５．１ ６．３
５ ２ ２ ３ １ ７６．６ ６．４
６ ２ ３ １ ２ ８０．８ ６．５
７ ３（０．０７） １ ３ ２ ８３．４ ６．２
８ ３ ２ １ ３ ８４．５ ６．２
９ ３ ３ ２ １ ８２．１ ６．５

感

官

评

分

ｋ１ ７９．３７ ８１．５７ ８０．５０ ７８．３０
ｋ２ ８０．８３ ８０．４７ ８２．５０ ８１．５０
ｋ３ ８３．３３ ８１．５０ ８０．５３ ８３．７３
Ｒ ３．９６ １．１０ ２．００ ５．４３ Ｄ＞Ａ＞Ｃ＞Ｂ

ｐＨ

ｋ１ ６．２７ ６．２３ ６．３０ ６．３７
ｋ２ ６．４０ ６．３３ ６．４０ ６．３７
ｋ３ ６．３０ ６．４０ ６．２７ ６．２３
Ｒ ０．１３ ０．１７ ０．１３ ０．１４ Ｂ＞Ｄ＞Ａ，Ｃ

表４　感官评分的方差分析

来源 自由度 ＡｄｊＳＳ ＡｄｊＭＳ Ｆ值
Ａ接菌量／％ ２ ２４．１４ １２．０７ １．２２
Ｂ菌种配比 ２ ２．２８ １．１４ ０．１２
Ｃ发酵温度／℃ ２ ７．８７ ３．９３ ０．４０
Ｄ发酵时间／ｈ ２ ４４．７５ ２２．３７ ２．２７

误差 ０  
合计 ８ ７９．０３６

表５　验证试验结果

指标 Ａ２Ｂ１Ｃ２Ｄ３ Ａ３Ｂ１Ｃ２Ｄ３ Ａ１Ｂ１Ｃ３Ｄ３
感官评分 ８３．２±２ ８２．８±２ ７９．８±２
ｐＨ ６．２±０．２ ６．３±０．２ ５．８±０．２

　　由极差分析可知各因素对发酵鸭肉感官评分影
响程度为Ｄ＞Ａ＞Ｃ＞Ｂ，结果表明，影响最大的是发
酵时间，接种量、发酵温度次之，菌种配比的影响最

小，最优因素组合为 Ａ３Ｂ１Ｃ２Ｄ３。极差分析各因素
对发酵鸭肉 ｐＨ影响结果表明，菌种配比及发酵时
间对产品的影响较大，为了得到较低 ｐＨ，选取最优
因素 组 合 为 Ａ１Ｂ１Ｃ３Ｄ３。对 上 述 Ａ３Ｂ１Ｃ２Ｄ３ 和
Ａ１Ｂ１Ｃ３Ｄ３与表４中感官评分最高和 ｐＨ值较小的
Ａ２Ｂ１Ｃ２Ｄ３进行验证试验，结果如表５所示。由表５
可知，Ａ２Ｂ１Ｃ２Ｄ３组的感官评分最高，另外，Ａ２Ｂ１Ｃ２Ｄ３
组的ｐＨ值介于 Ａ３Ｂ１Ｃ２Ｄ３组和 Ａ１Ｂ１Ｃ３Ｄ３组之间，
其发酵产品不仅有利于保存，而且也不会因为过酸

影响口感。因此最后确定 Ａ２Ｂ１Ｃ２Ｄ３为最优工艺方
案，即红曲霉菌和酿酒酵母菌的菌种配比１１，发
酵温度２８℃，接种量０．０６％，发酵时间８ｈ。
２．７　发酵鸭肉质构测定结果

发酵鸭肉质构测定结果见图６。由图６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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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肉经过发酵后可明显降低第一循环硬度，第一循

环硬度越低，鸭肉纤维较细，肉质嫩，更易消化吸收。

经发酵后胶着性明显升高，可能是因为发酵过程中

大分子有机物质被分解成小分子，发酵后咀嚼性有

所提高，可提高鸭肉口感，同时也有利于消化吸收。

图６　发酵剂对鸭肉质构数据的影响

３　结果与讨论
通过单因素和正交试验确定鸭脯肉的最佳发酵

菌株及发酵工艺条件。（１）最佳菌株：红曲霉菌和
酿酒酵母菌混合配比为１１。（２）最佳发酵工艺条
件：接种量０．０６％，发酵时间８ｈ，发酵温度 ２８℃。
（３）通过质构分析得出：鸭肉发酵产品比未发酵产
品具有硬度低、胶着性高、咀嚼性稍高、黏性高、弹性

低等特点，品质更好。

菌种在混合发酵过程中产酶量、产酸量、亚硝酸

盐和有毒物质的检测，以及在发酵过程中鸭肉各营

养成分的变化、香气成分的变化等有待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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