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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文学豫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多年来，我刊持续关注河南作家的创作，精

心策划并推出关于河南作家的系列专题研究。新年伊始，我刊特约资深出版人、学者型编审李勇军，撰写关

于河南作家作品的版本、改编与传播史研究文章，开设专栏。李勇军先生多年来收集的大量史料，以及在网

上高价购回的珍稀版本，为研究提供了丰富且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其文学史、传播史的视野，严谨细致的考

证，均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呈现，使学术性与叙事性融为一体，具有难得的可读性。对作家作品由 “小众”到

“大众”接受史的梳理，也深刻展现了中国当代文学、文化及社会的变迁，可谓开启了一扇研究 “文学豫军”

及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窗口。

周大新《香魂女》的改编与传播

李勇军
（郑州大学出版社，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１２－０６
作者简介：李勇军（１９７０—），男，河南兰考人，郑州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编审，研究方向：新时期文学版本研究、期刊

史研究等。

摘　要：周大新是“文学豫军”的代表性作家之一，《香魂女》是他的代表性作品。１９９０年，这部
原题为《香魂塘畔的香油坊》的中篇小说首次发表时，主流文学选刊也未予以关注。三年后，根据该

小说改编的电影《香魂女》获得第４３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使得小说原作名声大振；十
年后，据此改编的豫剧《香魂女》又获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大奖”，这次“窑变”式的改编又使其焕发出

新的艺术光彩。电影、豫剧的两次成功改编，使该作品从“小众化”阅读走向“大众化”阅读。受改编

的正向影响，小说文本也在一次次“改编”：题目从《香魂塘畔的香油坊》到《香魂塘畔香魂女》再到

《香魂女》，从而在读者中达到“同频共振”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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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大新的中篇小说《香魂塘畔的香油坊》在河
北的大型文学刊物《长城》发表后，经历了从“冷遇”

到“热捧”这一不同寻常的过程，特别是根据这部小

说改编的电影《香魂女》于１９９３年２月获第４３届柏
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数年之后，２０００年豫剧
《香魂女》又获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大奖”。而这部

小说的文本也不断“被改编”，例如：１９９３年７月由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收有该作品的周大新小说

集，便改名为《香魂塘畔香魂女》并用作书名。在此

之前，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周大新小说选将该

作品改名为《香魂女》并用作书名；后来，该小说还

被收入孟繁华主编的《百年百部中篇经典》（春风文

艺出版社，２０１８）、白烨主编的《中国当代乡土小说
大系》（农村读物出版社，２０１０）以及吉林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６）、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先后出版的两种
“周大新文集”等多种选本，均题名为《香魂女》。

考察从小说《香魂塘畔的香油坊》到电影《香魂

女》再到豫剧《香魂女》的改编过程，既是对当代文

学“跨文体传播”的个案研究，也是从一个特定的视

角对周大新文学创作进行全新解读。

一、小说《香魂塘畔的香油坊》

据《周大新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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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３日至１０月１１日，（周
大新）回南阳探亲，某日在街上溜达时闻

到家乡小磨油的奇香，尘封的记忆扑面而

来，灵感闪现，几天后一气呵成写出《香魂

塘畔的香油坊》。［１］８５

事实上，除了小说中的“香油坊”，“香魂塘”也

有其创作原型。周大新写过一篇散文《村边水

塘》［２］，文中写到，他们村周围有许多天然的水塘，

岸上植有柳树、杨树，塘里有苇有荷有菱角，还有鲢

鱼、鲤鱼等，鸭子在塘里游泳，牛羊在这里饮水，村里

的女人在这里洗衣，孩子们在水里嬉戏……这些塘

都不大，“大的，水面面积有 １０００余平方米；小的，
只有几丈见方”。至于电影《香魂女》中，可以开船

打鱼、行驶航班的，已不是“塘”而是经过二度创作

的“香魂淀”了。

小说完稿后，周大新将它寄给恰好约稿的《长

城》杂志。很快，责编赵玉彬来信称，将在该刊１９９０
年第２期发表。

小说的主线是郜二嫂（后来电影中的“香二

嫂”、豫剧中的“香香”）与环环两代农村女性的爱情

与婚姻。郜二嫂的大名叫银娥，但这个名字几乎不

曾被人提及，连她的合伙人、日本女商人新洋贞子也

称她“二嫂”。她已记不得是在几岁（“是一个春荒

的头晌”）被卖到郜家当童养媳的，但她记得十三岁

时被迫与二十岁的独腿二东“圆房”。斗转星移，改

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她的聪明能干被派上了用场，她

开的香魂油坊声名远播，产品不仅销往京、津、沪等

大城市，还出口日、美等国。日本女商人新洋贞子亲

自带人考察后，主动要求投资，自此“油坊”成了一

家中外合资企业。

再说郜家。他们家有一种“遗传病”，每辈都有

一个得怪病的人：祖父辈的三爷生下来两耳无耳廓，

他大伯生下来右胳膊只有半截，郜二东生下来左腿先

天残疾，只能单腿走路；郜二东的儿子墩子则是癫痫、

智障，女儿芝儿倒是聪明伶俐，但她的生父却是本村

的任实忠———当然这是郜二嫂他俩密不告人的隐私。

墩子已经二十二岁，郜二嫂动了给儿子娶亲的

念头。媒人先后介绍了两个姑娘，她都没有看上，她

看上的是油坊的环环姑娘，想不到却遭婉拒。“自

从二嫂办起香魂油坊，尤其是新洋贞子投资以来，她

办事已很少遭人拒绝。”于是她不动声色地以高出

许多的工资，把环环的恋人金海安排在城里的香魂

油坊的零售店，条件是“两年内不能谈对象结婚”

（理由是：生意上的事讲究经验，不想三天两头换

人）；接着，她又指使侯信贷员上门催要环环父亲因

种烟欠下的六千元贷款。最终，郜家以一万二千五

百元的彩礼，将环环娶进家门。谁想平静的日子没

过多久，墩子犯病，环环回娘家，矛盾即将激化，但迫

于婆婆的压力只得忍气吞声。郜二嫂与任实忠偷情

被环环撞见，出乎郜二嫂意料，环环竟以德报怨。两

代女性面对面，环环道出心声，“你这辈子心里也

苦”。郜二嫂如大梦初醒，主动提出让环环与墩子

离婚。她意味深长地说，“一辈子太长了”“娘给你

准备嫁妆”，水中的月亮望着“水边抱在一起的两个

女人”……

这部中篇小说无论是题材选择、思想内蕴还是

人物形象塑造，都值得认真解读。首先，从作品的副

题（似乎一直被研究者忽略）“古都凡人之二”可知，

这是周大新当时创作的该系列作品中的一篇。此

前，评论家冯牧注意到周大新的作品“大都标以《豫

西南有个小盆地》这样的副标题”［３］。换句话说，周

大新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南阳盆地）内选取题材，

由此塑造这一区域内的人物。其次，小说既反映了

改革开放的农村经济发展现实（民间作坊开始“中

外合资”、走出国门），也揭示了伴随着经济发展，农

村人（特别是女性）精神世界的变化与觉醒。再次，

作品写出了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与历史的纵深感，

如：据说发现这里的塘水可做香油是在宋朝———就

像现代企业做啤酒离不开好水一样，“香魂塘”之名

源于乾隆年间；当然也包括“香油坊”本身，以及郜

二东在村中的祥凤酒馆里泡着“听坠子书”等。

笔者注意到，１９８０年代，“青年作家”周大新与
河北的大型文学刊物《长城》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

１９８４年７月，他的短篇小说《街路一里长》发表在该
刊１９８４年第４期，后被《小说选刊》１９８４年第９期
转载；１９８５年１月，中篇小说《军界谋士》发表在该
刊１９８５年第１期，并获“《长城》优秀作品奖”；１９８５
年１１月，中篇小说《人间》发表在该刊１９８５年第６
期；１９８７年 ５月，中篇小说《滨河地》发表在该刊
１９８７年第３期。《香魂塘畔的香油坊》（１９９０年第２
期），也是该刊编辑“恰好约稿”。

但是《香魂塘畔的香油坊》发表后，并未引起太

大反响。一方面，其时恰逢全国文化艺术工作会议

开始强调文学艺术意识形态“把关”的重要性，在此

大背景下，当期刊物的头题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

艺建设的理论导向》的文章，二题是河北当地作家

何申的中篇小说《燕河之秋》，原拟作为该期头题发

表的周大新的这篇作品只能“屈居”三题。另一方

面，当时颇具盛名的“选刊”，包括《小说月报》《小说

选刊》《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等，均未关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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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这也直接关涉着这篇作品未能在全国更大范围

内传播。

正如人的命运一样，每一篇文学作品也都有自己

的“命运”。由该作品改编的电影《香魂女》大获成

功，不但获得“金熊奖”，而且获得广电部１９９２年度故
事片“特别荣誉奖”、中国香港电影金像奖“十大华语

优秀影片奖”、美国第２９届芝加哥国际电影节“最佳
女演员奖”等。电影的极度“高光”反过来带动小说

作品的高关注度。如前文所述，１９９３年５月由中国文
学出版社出版的周大新小说选直接取名《香魂女》，并

在封面上标注“获４３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影片
原著”字样。《周大新年谱》这样描述：

《香魂塘畔的香油坊》随着电影改编、

豫剧改编的获奖，在国内引起热烈的反响，

仅在１９９３年，就有六十多篇来自多家新闻
媒体及刊物发表的有关小说原作和电影改

编、豫剧改编方面的作家专访、影视剧改编

评论等，例如：《电影评介》《大众电影》《电

影文学》《电影世界》《中国广播影视》《中

国新闻》《文艺通讯》《文学与人生》《中国

妇女》《文艺研究》《现代妇女》《电影》《文

汇电影时报》《人生与伴侣》等媒体，都刊

发了与作者、作品相关的文章，有人戏称之

为“周大新年”。［１］８９－９０

二、电影《香魂女》

由谢飞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香魂女》发表在

《电影文学》１９９２年第３期。当然，虽然由他本人担
任导演，最终拍竣的影片与剧作之间还是存在明显

的差异。下面我们对这部电影的解读，是以最终的

电影“成片”为准。

据《周大新年谱》：

长春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尹江春翻

阅到周大新的《香魂塘畔的香油坊》，向文

学部主任推荐该作品，他们一致认为是“改

编剧本的好蓝本”，以一千元向《长城》杂志

和作者周大新购得改编电影的版权。［１］８８

由此可知，与文学圈内的“冷遇”不同，《香魂塘

畔的香油坊》发表后，其改编权很快被长影买下。

但是，由于当时资金、发行市场等诸多方面的原因，

从改编到拍摄，进展并不顺利。由该厂与天津电影

制片厂联合摄制这部影片，直到夺得“金熊奖”时，

尚未在国内较大范围内上映。

后来的评论家、研究者谈论电影《香魂女》时，

观点往往集中在“表现人性的扭曲与复归”“世界性

的悲剧意蕴”“国际化的视野”等话题，但笔者认为

这主要得之于编剧兼导演谢飞对“电影”这一艺术

表现形式谙熟于心。他在《香魂女（导演工作台

本）》中这样阐释：“塑造出一个真实、复杂、独特的

中国当代农村妇女的形象。”“独特的身世造就了二

嫂泼辣、极有心计的个性；传统中国妇女的地位又使

其有着懦弱、逆来顺受的一面。善良与狠毒、精明与

愚昧、美好与粗俗等矛盾的东西都有机地杂存在她

的身上。”［４］

对于郜二嫂（“香二嫂”）这一形象，无论是小说

还是电影，都是把人物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加以刻

画。她身上有《呼兰河传》等作品中“小团圆媳妇”

的影子，但与她们又是截然不同的两代女性。她因

为赶上改革开放这么一个“前无古人”的时代变革

而实现“翻身”，虽然没有完全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

小说中还写到她此前的一次命运改变：新中国成立

后，夫家被划为富农，这样一来她的地位骤然上升，郜

家怕再对她打骂，她会像其他童养媳一样跑回娘

家———尽管已经“圆过房”。同时，电影中“香二嫂”

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很大程度上得之于新洋贞

子和任忠实（小说中的“任实忠”）两个人物的重塑。

在小说原作中，第一次写到新洋贞子并不是真

正意义的出场。“两年前日本经营粮油的女商人新

洋贞子来油坊参观后，自愿提出投资扩建。”接下来

通过“补叙”，我们才略略知道那次考察的经过：那

天她仔细品尝了香魂小磨油之后，特意舀了一勺塘

水尝尝，又让随行人员带了一壶回去化验，“化验后

立即拍来电报，愿投资四十万美元扩建香魂油坊”。

后面还有几处，也仅仅“叙及”其人而已———

“上次连新洋贞子摸着墩子的头叹了一口气，

二嫂就一天对她待理不理！”她对儿子的病讳莫如

深。“自从二嫂办起香魂油坊，尤其是新洋贞子投

资以来，她办事已很少遭人拒绝。”在儿子的婚礼

上，二嫂“让人把新洋贞子带来的两辆轿车都开上，

绕村一周把环环娶进了屋”。

但在电影中，改编者对贞子这一形象做了焕然

一新的“重塑”，使其不仅丰满生动，竟至于大放光

彩。影片简单的“序幕”之后，贞子正式登场。要知

道，１９９０年代初，对于河南农村而言，正处于改革开
放的“初级阶段”，小乡镇来了个“东洋人”，而且还

是个打扮洋气、带着翻译的“东洋”女人，其在当地

产生的“轰动效应”（应该说是对观众的视觉冲击

力）可想而知。她与小镇人物的强烈反差颇具戏剧

效果：当香二嫂向她介绍自己的丈夫这是“俺外头

人”，贞子施礼，瘸二叔慌忙后躲差点摔倒，于是“众

人哄笑”。当香二嫂介绍说，乾隆年间镇上大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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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千金和穷铁匠的女儿双双投水自尽，贞子惊问：她

们的尸体一直在水里？（就像带回水样化验一样，

展现出的是一种科学精神）而香二嫂的回答透着这

位乡村女性的机智：不！有人看见她们化成两只漂

亮的鸟儿，从水里飞上云天去了！

此次贞子前来参观，是经城里一位任先生介绍，

即常来镇上的运输专业户任忠实（小说中叫“任实

忠”）。这样的情节安排不但比小说更趋合理，而且

三人的命运也开始真正交织在一起。

按照导演的阐释：以上这些，表面上看是外国商

人的到来，暗中却道出二嫂的心病———傻儿子的婚

事。接下来一场便是“相亲”。遇到儿子找对象这

样的大事，她只能找身边最重要的人物商量，一个是

她的丈夫，另一个就是任忠实，他俩的关系以“幽

会”的形式含蓄而又真切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第三场“逼亲”是在暗中推进，一切在不动声色

中却又包藏心机。信贷所王所长转来一封电报，同

时“老任也来了电话”，催促香二嫂马上动身。陪同

香二嫂去省城商谈投资事宜的是小伙子金海———环

环姑娘此前的恋人，现已成为香二嫂忠诚的下属

（只有这样才能拆散他俩）。此次香二嫂大开眼界，

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参观现代化的

炼油厂，吃日本料理，住高级宾馆，而真正的“高潮”

是在客房里只剩下两位身份迥异、语言几乎不通的

女性面对面的时候。贞子将几件包装考究的礼物

（女性内衣、丝袜、头巾等）送给香二嫂，香二嫂试戴

头巾后喜极而泣，“这辈子还没人送俺这样好的东

西”，接着她以“自白”的形式诉说自己悲苦难言的身

世……让人恍然生出“天上人间”的命运落差。这时

翻译进来，说贞子有一个紧急约会。那位叫山口的合

作者，也是她的情人———原来贞子为了事业始终没有

成家。香二嫂若有所失，不由自主打电话给车队找值

夜班的任忠实，却得知他回家给儿子过生日了。

在小说原作中，“二嫂”对“实忠”是“俯视”，在

电影中则一变而为“仰视”———于她而言，他是神通

广大的城里人，她则始终是个乡下人（即便事业取

得成功，受到当地人的尊重）；他在城里有自己的事

业，有个幸福的家庭；两人的关系也是他占主导，包

括为她引来外商投资，后来分手也是他主动提出

的———“都不年轻了”“都有家”。

笔者认为，电影《香魂女》的改编，还有两点值

得一提。一是将“香魂塘”改为“香魂淀”。就视觉

冲击力而言，这是读者（观众）阅读小说与观看电影

所感受到的最大不同。相比较而言，“淀”比“塘”要

广阔得多、“内蕴”丰厚得多。塘，可以用来洗涮，可

以种荷、种芦苇；淀，可以开船打鱼，甚至于通航（香

二嫂带着金海去省城，坐渡船出发），它直接通向给

人无穷想象的外面的世界。环环、金海、墩子三人

“同框”起渔网，看到孩子们玩娶新娘的游戏，墩子

傻笑，环环指给金海看，她绝没有想到结局是“无情

人却成眷属”，让人感到命运的安排会如此无常。而

他们的婚礼，也是在船上举行的———包括香二嫂与任

忠实在这样的环境中幽会，也变得更加隐秘、更难以

被人发觉。二是电影开放式的结局。影片的最后，环

环迈向新的人生，美好的未来在召唤着她，同时也让

人担心她能不能重新找回本应属于自己的幸福。

三、豫剧《香魂女》

剧作家姚金成起意改编《香魂塘畔的香油坊》

应是在１９９８年底。此前，因为办刊物的关系（主持
《东方艺术》），他与作家周大新一直是“未见面的朋

友”。１９９９年国庆节期间，初稿完成；２０００年３月，
豫剧《香魂塘畔的女人》由河南省豫剧三团首演。

２０００年８月，《香魂塘畔的女人》（大型现代豫剧，作
者：姚金成）发表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剧本》

杂志第８期。２０００年９月，该剧参加在南京举行的
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并一举获得“中国艺术节大

奖”，此时剧名已改为《香魂女》。

笔者还注意到，由该剧拍成的戏曲电影名为

《香魂塘畔的香魂女》。为叙述方便，以下统称为

《香魂女》。

《香魂女》获得“中国艺术节大奖”，在河南省内

外产生的轰动效应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第六届中国

艺术节举办的时间节点在于它“是在人类社会跨入

新千年、迈向新世纪这一历史时刻举行的一次中国艺

术盛典”。另一方面，此前河南戏剧界在全国赛事中

还从未拿过最高奖项，因此被视为“零的突破”［５］。

对于原小说的改编，豫剧《香魂女》编剧姚金成

用了“改造”一词。这种“改造”包括故事背景、人物

身份（包括姓名）以及主要情节和矛盾冲突。改编

之后，小说中的“香魂油坊”变成了“沈家钧窑”，女

主人公也从一个开香油坊的农村妇女变成了靠烧制

瓷器发家致富并受到政府表彰的“领头人”。这是

此次改编的重大突破，也是展现作者艺术灵感和创

造力的“二度创作”。

学者刘成纪曾讲，瓷器“弥漫着神秘而温润的

气息，似乎和东方女性的纯洁温柔、细腻内敛有着隐

秘的联系”，“瓷器质脆、宁静，具有一种脱俗的气

质，这不禁又使人想到需要时时精心呵护的爱情”。

从形式意义上讲，《香魂女》“叙述的正是这种由瓷

器和爱情组成的两代农村女性的情感故事”［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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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想到剧作中反复使用的一个极富象征意味

和审美想象空间的情节———“窑变”。作者说：

其实我们的时代也在经历着一个复杂

而伟大的“窑变”过程，我们每一个人的命

运和心灵也都处在这个“窑变”中。在多

年的创作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我们这个

变革中的时代和“转型”中的人物———尤

其是农村妇女的形象。她们的悲欢歌哭往

往在最普通的乡村生活场景中演绎着我们

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心灵史。［７］

不言而喻，这种故事场景和人物职业及身份的

转换也更加有利于舞台艺术形式的表现，钧瓷“神

窑”相较于香油作坊也更有戏剧的韵味和魅力：一

开场，香魂塘畔“钧窑火光中，象征钧窑的舞女从钧

窑中鱼贯跃出”“伴唱声中，钧瓷精灵化成了如梦如

幻的仙女翩翩起舞”。

小说中的郜二嫂（大名“银娥”），在豫剧中“改

名”为“香香”（大名“刘香香”），她七岁那年随父母

逃荒，被以一斗麦的价格卖到沈家营，十六岁那年被

逼与身有残疾的沈二东圆房（上述情节与小说原作

不尽相同），“现如今改革开放过上了好光景”。丈

夫喝酒赌钱不务正业，“夫权”思想严重，多年来他

对她加以“统治”，除了传统的“夫权”思想之外，还

有那先天的“资源优势”———沈家钧窑是其祖传家

业，“神窑挂我沈家牌，没有我，你这老板从哪里

来！”而她迫于这样的家庭现实和世俗压力，只能委

曲求全极力在外面维护着贤妻良母的形象。她真正

的心上人是任实忠（同小说中的名字）———小说中

“正是由于和任实忠的这份恋情，才使她对生活还

怀着希望，才使她有了去开油坊挣钱的兴趣”；而在

戏剧中，任实忠由个体运输户“变身”为钧窑最重要

的工匠，对香香而言，无论在情感方面还是事业方

面，其分量都更显得举足轻重。设身处地，香香作为

土生土长的农村女性，她根本没有勇气打破现存的

婚姻和家庭，尽管她和任实忠有了共同的女儿灵芝

（小说里的“芝儿”），只能在隐忍中与任实忠保持

“地下情”；而在她“出名”之后，出于维护其“公众形

象”的内心隐忧，任实忠毅然南下打工，接着就出现

了“败窑”———显然他早已不是当初的“小窑匠”，而

是这座“神窑”最重要的支撑，这种“支撑”既是技术

层面的，又是销售层面的（他第一次出场，就是参加

完“广交会”满载而归），当然同时也是香香的情感

和精神支撑。

与小说相比，豫剧《香魂女》中二东的“戏分”明

显增加，他与妻子香香的同床异梦、没有爱情的婚

姻，通过第二场的唱、念以及生动形象的表演（要不

到钱喝酒、赌博就倒地装死等），淋漓尽致地展现在

观众面前。

另外，剧作者还对其他人物进行了取舍：加进了

刘婶、疯婆（“半人半魂”）、轿夫等，删去了“一辈子

在媒场上混”的五叔、日本女商人新洋贞子等人物。

小说中，环环的恋人叫金海（“村西头老周家的二儿

子”），豫剧中，这一人物只有其姓、不见其人，他从

深圳寄给环环的回信，被二东、香香夫妇扣压。

四、《香魂女》的跨文体传播

小说《香魂塘畔的香油坊》的发表和电影《香魂

女》的上映，前后相距大约三年；再到改编为豫剧

《香魂女》），前后相距则大约十年，这一改编与传播

的过程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启示。

（一）从“小众化”阅读走向“大众化”阅读

从《香魂塘畔的香油坊》到《香魂女》，电影、豫

剧的成功改编，不但不会影响、反而会更加凸显小说

原作的阅读价值———使得它从“小众化”阅读走向

“大众化”阅读，从浅层次阅读过渡到“深度阅读”。

而且，改编后的电影文学剧本《香魂女》、豫剧现代

戏剧本《香魂塘畔的女人》，本身就是独立存在于电

影或豫剧之外的、具有阅读价值的文学作品。

作家周大新说过，他写剧本的兴趣，最初就是来

自对电影文学剧本的阅读：

我是在东去青岛的火车上读到那个名

叫《此恨绵绵》的电影文学剧本的，那个剧

本优美的语言和它讲述的凄婉故事是那样

深地打动了我，以至于我在那列奔驰在胶

东大地上的火车厢里发誓，我一定要学会

写电影剧本。［８］

他说，在剧本的可读性方面，中国的关汉卿和英

国的莎士比亚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即使看

过舞台上的《窦娥冤》和《仲夏夜之梦》的人，在读剧

本的时候，仍然会兴味无穷”。同时，影视或舞台表

演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因为再好的导演、演员和

摄影师，都不可能把剧本中含蕴丰富的汉字所要传

达的东西全部在银幕和屏幕上表现出来”［８］。

（二）多种改编形式的交互影响与彼此超越

一般而言，如果改编于同一个时期，多种改编形

式会有“交互”影响，比如张一弓的《流泪的红蜡

烛》；而如果是先后关系，则往往是“先”影响“后”。

如前所述，豫剧《香魂女》最引人注目的“改造”，是

将小说中的“香魂油坊”变成了“沈家钧窑”，但是这

里面难道没有电影中改编为“香魂淀”的启发？再

如：电影中香二嫂卧床不起，其主要原因不只是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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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任忠实幽会的秘密被儿媳妇撞见，还因为这次幽

会，任忠实向她提出分手，要留下一笔钱，远走他

乡———电影中“提出分手、（给她和女儿）留下一笔

钱”这一细节，也被改编成豫剧时所采用；甚至于剧

名也由最初的《香魂塘畔的女人》改为《香魂女》。

（三）改编也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过程

一般来说，每一次改编都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过

程。比如从剧本到演出，会有较大修改；在演出过程

中，也还会不断加工。豫剧《香魂女》从首演到参加

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其间经过了较大修改；而最初发

表在《剧本》杂志上的该剧本，后来收进《悲欣交集》

时，作者姚金成又做过较大修改。以开头为例，原

为：“梦幻音乐，彩雾中象征钧瓷的舞女组成盛开的

荷花。香香兴奋奔上，实忠从钧瓷中走出。一条几

乎横贯舞台的红绸从空中落下，实忠与香香各接红

绸一端起舞。二人渐舞渐近，实忠忽然变成了嬉笑

的二东。香香惊愕欲逃，二东紧紧拉住香香，将红盖

头蒙于香香头上。”修改后为：“钧窑火光中，象征钧

窑的舞女从钧窑中鱼贯跃出”“伴唱声中，钧瓷精灵

化成了如梦如幻的仙女翩翩起舞。”

再说电影。《香魂女》从“电影文学剧本”到“导

演工作台本”，再到最终的“完成台本”，我们能够从

中清晰地看到一次次的修改与提升。当然，也不是

所有的修改都有“提升”。

就《香魂女》而言，其电影改编上映至今已逾三

十年，而同名豫剧的公开上演也已二十余年。就新

时期文学而言，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会历久弥新，我

们相信将来还会有适应观众需求和审美旨趣、深度

融入“当下性”的再次改编，使其在不同的文体、艺

术舞台“重新绽放”———包括这部《香魂塘畔的香油

坊》，也包括作家周大新的其他作品。将来，应该还

会有更适应观众需求和审美旨趣、深度融入“当下

性”的重新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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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ｒａｇｒａｎｔＳｐｉｒｉｔＷｏ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ｏｎｅｏｆｈｉｓｉｃｏｎｉｃｗｏｒｋｓ．Ｉｎ１９９０，ｗｈｅｎｔｈｉｓｎｏｖｅｌｌ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ｔｉ
ｔｌｅｄＦｒａｇｒａｎｔＯｉ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ｂｙＴｈｅＦｒａｇｒａｎｔＳｏｕｌＰｏｎｄ，ｗａｓｆｉｒｓ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ｌｉｍｉｔｅｄ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Ｔｈｒｅｅｙｅａｒｓｌａｔｅｒ，ｔｈｅｆｉｌｍ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ｖｅｌＴｈｅＦｒａｇｒａｎｔＳｐｉｒｉｔ
ＷｏｍａｎｗｏｎｔｈｅＧｏｌｄｅｎＢｅａｒＡｗａｒｄｆｏｒＢｅｓｔＦｉｌｍａｔｔｈｅ４３ｒｄＢｅｒｌｉｎＦｉｌｍ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ｐｒｏｐｅ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ｗｏｒｋ．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ｌａｔｅｒ，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ｕｏｐｅｒａＴｈｅＦｒａｇｒａｎｔＳｐｉｒｉｔＷｏｍａｎａｎｄｗｏｎ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ｒｔ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Ａｗａｒｄ，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ａｎ“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ｉｍｂｕｅｄｔｈ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ｗｉｔｈｒｅｎｅｗｅｄ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ｃｅ．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ｉｌｍａｎｄＹｕＯｐｅｒａｗｏ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ｆｒｏｍｎｉｃｈｅｒ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ｔｏｍａｓ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ｏｖｅｌｔｅｘｔ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ｉｓａｌｓｏ“ａｄａｐｔｅｄ”ａｇａｉｎａｎｄａｇａｉｎ：
ｔｈｅｔｉｔｌ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ｆｒｏｍＦｒａｇｒａｎｔＯｉ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ｂｙｔｈｅＦｒａｇｒａｎｔＳｏｕｌＰｏｎｄｔｏＦｒａｇｒａｎｔＳｏｕｌＷｏｍａｎｂｙｔｈｅＦｒａｇｒａｎｔ
ＳｏｕｌＰｏ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ｏＴｈｅＦｒａｇｒａｎｔＳｐｉｒｉｔＷｏｍａｎ，ｔｈｕｓ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ａｍ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ａｍｏｎｇｒｅａｄｅ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ＺｈｏｕＤａｘｉｎ；ＴｈｅＦｒａｇｒａｎｔＳｐｉｒｉｔＷｏｍａｎ；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６·



第４２卷　第１期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１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５年２月

Ｆｅｂ．２０２５　

“匪祸”的创伤性记忆书写
———对徐玉诺文学特质的解读

潘　磊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１０－１５
作者简介：潘磊（１９７８—），女，河南平顶山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摘　要：研究徐玉诺，必须正视他童年时所经历的匪祸，匪祸带来的恐惧与漂泊的情感震荡，成
为萦绕他人生的创伤性记忆，这既成就了他独特的文学世界，也制约着他的文学走向和思考深度。

徐玉诺过分拘泥于自身的创伤性经验，某种程度上对当时的社会结构缺乏更为宏观的认知，这限制

了他的作品可能达到的深度和力度。徐玉诺游侠式的“疯魔”人生，在中原文化中属特异存在，也是

被逼到生存极限之后的一种反击和自我保护。徐玉诺的创伤性记忆写作作为一种地方文化记忆，对

其后的作家如阎连科、李佩甫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徐玉诺；创伤性记忆；“匪祸”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５．０１．００２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５）０１－０００７－０６

　　徐玉诺童年时代生活在河南省鲁山县，这里群
山环绕，地势险要，由于战争频发、民风彪悍，民国时

期这一地区的匪祸严重。童年是一个人成长的起

点，童年的经历会对后来的人生产生重要的影响。

而童年的创伤也会一直留在作家的记忆中，成为其

创作的母题与原型。因此，对徐玉诺的研究，必须正

视他童年所经历的匪祸带来的恐惧与漂泊的情感震

荡。对于徐玉诺来说，少时经历的“匪祸”成为萦绕

他人生的创伤性记忆，既成就了他独特的文学世界，

也制约着他的文学走向和思考深度。

徐玉诺曾告诉叶圣陶：“我们那里是土匪的产

地。人家以为土匪的唯一欲望是钱财，是粮食，谁知

那些只能居于副贰的地位，主要的还在猎取一种剧

烈的刺激。他们掮着枪在路上走，看见农民在田里

种麦，忽然高兴，便一枪把农人打死。他们走过一个

寨集，忽然高兴，便放起火来……我也喜欢放枪；不

为别的，只为放枪能引起强度的兴奋。我告诉你，生

活在兴奋之中的人实在与疯子无异。前年我住在省

城里，就得了这个绰号，非常确当。我可以作一个譬

喻：一个人受了猛烈的火烙，在身体上留下个可怕的

疤痕；以后只消抚摸或者看到这个疤痕，当时一切被

烙的惨状就完全涌现在心目中了。这怎能叫人不要

成为疯子！怎能叫人不要在只求在兴奋之中生

活！”［１］的确，兵匪肆虐的生活不仅改变了人们生活

的物质形态，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在很大程

度上塑造了徐玉诺作为作家的独特精神世界和生活

哲学。

一、创伤性记忆的文学再现

创伤性记忆是指由创伤性事件造成的，能够引

起心理、情绪甚至生理的不正常状态的记忆。这些

事件可能是战争、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等严重事件，

也可能是家人离世、亲密关系的结束、疾病等个人经

历。

徐玉诺的小说展现的是豫西这片土地上频繁的

匪祸给民众所留下的创伤性记忆。他的代表作《一

只破鞋》，曾入选茅盾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二

集，虽然是小说，但实际上是作家生命中的血与泪化

成的文字。叔叔海是三十一二岁的农夫，“赤着足，

仅穿两只已破旧不堪而补着皮头的鞋子；他和蔼而

喜祥的尖尖下颚的面孔上，还披散着不能辫住的黄

色的乱发”。他虽然不识字，但对“我”这个大侄子

·７·



唯有深深的关爱，“我们虽说爱你读书，但是爱你更

甚！”淳朴的话语反映出他质朴、善良的性格。但

是，就是这样一个亲人，竟然在兵匪交战中死去了。

小说中的“我”，是个正在读书的青年学生，少不更

事，带着年轻人的狂妄与漠然，盼望着更刺激、更丰

富的人生。面对战火，甚或还有一点小小的兴奋，

“有时一只开花弹，从城垛上拭着过，或者一个老人

不听响的中了一弹，向后倒下来；我便很失望的恶憎

那子弹，他与我太不生关系了”。海叔失去音信后，

小说在“父亲”的焦灼痛苦与“我”的漫不经心的对

照中推进，有点复调的色彩。“他（父亲）苦苦的寻

思着，便没精打采坐在从城上塌下的石块上”，而

“那战事的高兴，和纸牌的沉醉，如梭一般缴绕我的

思想里”。对于父亲失去兄弟的痛苦，年轻的“我”

很难去体会。失去亲人的痛苦，通过文学的方式得

以宣泄，但是创伤又很难通过写作平复，痛苦的记忆

并不能随着写作而淹没，因此作者在小说结尾写道：

“我一点也不能向下写，自此以后我一点不能记忆

了……”徐玉诺从人道主义的平民视角书写了兵匪

之祸，或许平民不能区分兵与匪的不同，无须追究亲

人海叔是死于兵之手还是匪之手，他是在兵匪争斗

中失去了生命，所以徐玉诺曾写道：“兵就是匪，匪

就是兵。”客观来说，其时兵与匪的界限也并不清

晰，如社会学家林耀华所说：“那个年代，土匪和军

队的差异实在不大。军队实际上是从土匪之中招募

的，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后者明显不合法，而前者则是

暗中搜刮人民。”［２］黎元洪 １９２２年也曾形象地说：
“遣之则兵散为匪，招之则匪聚首为兵。”［３］８７

在频繁的战火中，“我”失去亲人，而“我”自己

也如草芥一样活着，没有尊严，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

可能。徐玉诺的“在摇篮里”系列小说并未如《一只

破鞋》那样引起学界的太多关注，它们记述的都是

童年的经历，叙事也大多是童年视角。儿童不谙世

事的天真与人生世事的残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天

真无忧的童年之梦随时都会被兵匪打断。《在摇篮

里》（其一）中，“我”八岁，弟弟五岁，一个寒冷的冬

夜，“大约二更打过一点的时候，那冰冷的风从西北

角屋顶的空隙中呼呼的刮了进来，雪屑冷森森的在

屋里飞散着，显得非常寒冷”，“我们”在寒冷中入

睡，“母亲怕我们受着冷，持干草将泥砖烧热，放进

被窝去……”在作者细腻的描写中，我们可以感受

到即使是在被兵匪侵扰的艰难日常中，“母亲”依然

带着女性特有的温暖，用烧热的伴着干草的砖放进

被窝怕孩子受冻，乡村的贫瘠也可见一斑。然而，面

对“匪祸”，这温暖是如此脆弱，“乓啦啦……乓啦

啦……爷爷老白狼！爷爷秦椒红！”的声响还是打

破了“我”和弟弟的美梦。“我”在慌乱中被母亲推

到墙头，在极大的恐惧中一头埋在草堆中，身子还露

在外面。听到子弹被推进膛中的声音，“我”感到必

死无疑，但一个土匪的善念救了“我”一命：“老红！

那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不要管他。”《到何处去（在摇

篮里之三）》，写的仍是童年时代“我”在土匪惊扰下

的生活：“那时我们寨子果真住着两杆子匪（一杆子

是萧老八驾着的一百八十匹马，荷的都是钢套筒；一

杆子是叶县的县队，一共有八九十人，荷的是土枪。

都是穿得很褴褛，不知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我

们寨里所有还活着的，虽说不是匪，却都是匪的奴

隶。我们的房子都让他们住着，小孩子们给他们放

马，男人们给他们搬运东西，女人白天黑夜给他们煮

饭缝衣……”“成为匪的奴隶”，形象地反映出土匪

驻扎后村庄的现实。出于安全的考虑，父母将“我”

送到距离家乡较远的另一所村庄里暂住。“我”和

另一个孩童小须常常在田间采摘野菜，因为在土匪

的惊扰下村子里已经破败不堪，亲戚老人泥水匠的

职业已经很难维持家庭的生计。小说中，儿童的天

真与世事的沧桑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虽说我们每

天只有两次菜汤喝，我们并不觉得饿，在田间纵横的

跑着”，如此艰苦的日子，儿童不以为意，仍是娱乐、

游戏。惟其如此，才更映衬出岁月的艰难、时事的残

酷。然而，“我”和小须难得的快乐还是被打断了，

“渐渐有大土枪的声浪从远远的西方传来”。“我

们”还以为是结婚的炮声，其实是土匪来了。懵懂

的“我”跟着小须的爷爷开始逃离村庄，路途上孤

独、恐惧、焦灼。晚上，“就在一所墓道上白杨林中

睡下。这夜天上没有月光，只有繁星闪闪着；地上微

微的闻着蚯蚓声，风刮得清冷清冷；我们互相紧靠

着，在疲乏而且悲哀的心里，我渐渐的失了知觉，走

进梦乡里去了。”在孩童的世界里，惊恐的同时仍然

观察着月光、繁星、蚯蚓声，徐玉诺从儿童视角去写

土匪带来的恐惧，给残酷的世界蒙上一层温馨的薄

纱，然而也更见其在儿童纯真心灵上留下的创伤。

父亲趁乱逃出城与“我”重逢，在父亲———一个成年

人的叙述中，匪祸是如此恐怖，又如此真实，和儿童

朦胧的感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到了一个村落，

本以为是一个平安的地方，小孩子们还在街上玩耍，

然而“在夜间不知是兵或是匪，在村头上放了一阵

枪，便燃起火来了。那夜还刮着西北风，一时火势很

烈；火焰缭绕在黑暗的夜里，仿佛全村都燃着了。一

时各家男女老少都惊慌着跑到街上，却都死在街上

了。”小说最后的呼喊是让人心碎的，在土匪肆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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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上，弱小的我们已经无处可逃，“我同父亲又跑

了，只在荒野上挣扎着———呵，我们到那里去？”《最

后的记忆》则是对童年创伤的抽象摹写。所谓“最

后的记忆”，就是在兵匪灾祸中“我”成为不再有灵

魂、有生命的物化的“票子”，这成为作家一生不断

浮现的梦魇。

《在摇篮里》（其一）中的人物“老白狼”（白

朗），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白朗是河南宝丰大刘村

人。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白朗组织农民武装，转
战鄂豫皖陕甘五省，先后同北洋军队展开战斗。７
月１０日，袁世凯以“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名义，悬赏
１０万元购拿白朗首级。７月２６日，白朗和剩余的力
量，困守于宝丰、汝州交界之虎狼爬岭三山寨，与北

洋军激战两昼夜，被流弹击中。历史学家陈志让曾

指出白朗所率领的农民势力的强大：“这个帮（白狼

帮）于１９１３年秋在袁世凯的家乡省份河南开始活
动，为了应对段祺瑞个人指挥的北洋军，白狼帮在河

南、安徽、湖北、山西和甘肃发动一场打了就跑的战

争，最终回到河南，并最终在这里于１９１４年秋季被
将近十镇的政府军消灭……白狼帮首领及其部队让

北洋军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４］除白朗外，在

当地还有张庆的武装力量。张庆是宝丰县赵庄乡魔

冢营村人，绰号“老洋人”。白朗死后，张庆在豫西

成立农民武装“河南自治军”，队伍逐渐扩大至两万

多人。曹锟曾亲自任命北洋政府陆军第十四师师长

靳云鹗为豫省剿匪总司令，使其统一指挥河南省各

军围剿 “老洋人”。最终，靳云鹗与 “老洋人”达成

协议，“老洋人”的匪队被官府改编为河南游击第一

支队和第二支队，由 “老洋人”和张得胜分任支队

长，驻扎宝丰、郏县一带。１９２４年１月，吴佩孚调集
驻鄂豫两省军队五个混成旅，对张庆的队伍进行前

堵后截……后张庆被北洋直系军队层层包围，最终

被杀害。从白朗、张庆的活动踪迹中，我们也可以感

知到当时徐玉诺及家乡民众的生存环境。从宏观的

角度看，白朗、张庆的武装配合了当时革命军的力

量，冲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但若从人道主义视角来

看，两方频繁的冲突、交战，又造成了当地民不聊生

的现实，普通民众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徐玉诺的

小说从人道主义的视角，以文学的形式，让我们感受

到了普通百姓的生之艰难。

身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徐玉诺，在极力展现

兵匪灾祸下百姓凄苦的同时，也继承了鲁迅乡土小

说的精神，着重揭示他们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精神

的扭曲，借用胡风的概念就是“精神奴役的创伤”。

《锅腰老公》中的老人，面对激烈动荡的时事，渐渐

变得麻木起来，只求苟活。这是中国近现代频繁的

战乱、灾难下社会底层民众朴素的生存哲学———只

能活着，顽强地活着，但失去了活着的精神向度。在

《行路》中，徐玉诺给我们勾勒出被“趟将”改变的人

们的生存处境，人的生命已不再是生命，而成为“趟

将”的“票子”———“凡票子当日不赎的，下入地洞。

过两天不赎的，就要刮露蹄———刮去脚掌上的肌肉，

并将三棱瓦片刺入软肉内。要是过三天呢？那不用

说，就是撕票了。”在摇篮中的“我”，因一个土匪的

善念，活了下来，但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有这样的幸

运，东乡太平庄黎老头家的孩子被“趟将”拉去，要

八百两银子，黎老头遍乡哀告，才照数收集好，“及

把银子交上，去领票的时候，看见已经成一堆肉片在

那黑暗的地洞里了”。如果是女子被绑票，就面临

更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华北人最讲究女子贞操，破

坏贞操的兴趣很高，保护贞操也格外紧要，就是拿全

家生命去换也不惜”。在土匪的眼中，人成为诈取

钱财的工具。小说中的“我”本是一个教书匠，为了

自己的安全，假扮成“趟将”，穿上他们的服装。起

初，“我”总害怕身份被识破，并且对那些被土匪盘

剥的行人生出无限的同情。但同行的土匪说出他们

的思维逻辑：“‘一个行人一千钱，搜集起来，一百行

人就是一百千！’他这样说着，就不觉得那远方之人

是人类；正同渔夫捉鱼是一样神气。”客串了一次土

匪后，“我”的心理竟然也发生了变化。小说最后，

一群小孩子正在用瓦片建桥玩，完全无视“我”这个

“土匪”的存在，“犯了我的威气，我恨之踢他两脚，

骂他：‘混账东西！混蛋！’”已经有了土匪的神气

了。小说以戏谑、幽默的口吻，挖掘出“趟将”横行

之处民众心理的变化，在恃强凌弱成为社会常态时，

即使是被欺凌的弱者也产生了变为“强者”从而可

以欺辱更弱者的心理。徐玉诺继承了鲁迅对国民性

的批判，揭示出民众阿 Ｑ式的心理，见了狼变得像
羊一样软弱，见了羊变得像狼一样凶狠。

在小说中，徐玉诺多是直观地呈现兵匪灾祸中

底层百姓的生死挣扎。在诗歌中，他更加注重从形

而上的层面去探究在极度压迫下生命的感悟与哲

思。如《命运》：“前面是黑暗的；／无论怎么聪明的
人，连他眼前一分钟也不敢断定没有什么不好的事

情出来；／立在黑暗中的是命运———／他挥着死的病
的大斧，截断了一切人的生活和希望。”在动荡不安

的生活中，这种绝望感是徐玉诺最真切的感受，这首

诗与鲁迅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有几分

相似。再如《生命》：“当恶魔重重围住我／把我的气
和血全部抽出的时候，／亲近的人都说我已经死

·９·



了。／但我记得，／医生用针刺入我心房的时候，／我
的灵魂是平安的，／在另一个地方，／得到极浓厚极甜
蜜的安慰。”由于在童年时就常常遭受死亡的威胁，

所以在徐玉诺的诗作中有许多对死亡的思考。在这

首诗歌中，“我”被恶魔死死缠住，失去了生命的温

度，没有了气与血，但“我”的灵魂是平安的，并且得

到“极甜蜜极浓厚”的安慰，能够坦然面对死亡。在

《人生之秘密》［５］这首诗中，儿童无忧无虑的童年随

时都有被死神造访的可能：

死神是什么味道？

谁知道！

因为她将走近我，并且

我觉得她快要到我身边的时候，

我早已不嗅了。

她有仙鹤一般

美丽而且洁白的两翼么？

我们只觉得她的沉静，寂寞，

一般轻松而且热浊的空气压着；

并未看见她的美丽，

听得她的飞声。

小孩子还在那里，

他的身体依然全备；

可是他只是沉静静地睡在那里，

再不提着两条小腿到草地上跑了。

樱桃一般而荡漾着微笑的小面颊

变成蜡纸一般白；

可爱的明珠一般的眼睛，

也再不流动和睁开了。

“我”想象死神的样子，她或许有着如仙鹤洁白

两翼般的美，然而“我”只是感受到它的压迫，它的

到来使天真的孩子也失去了之前的神采，“可爱的

明珠一般的眼睛，也再不流动和睁开了”。死神并未

放过天真的孩童———他们本是沉重的现实世界的一

抹暖色，然而也被一并带走了。诗人在战争导致的

颠沛流离的生活中，难免会遭到死亡的威胁，因此不

得不去思考死亡，以死来观照生。

二、创伤性记忆对作家创作和人格的影响

徐玉诺过分拘泥于自身的创伤性经验，某种程

度上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缺乏更为宏观的认知，这也

限制了他的作品可能达到的深度和力度。历史学家

陈志让认为，１８９５至１９４９年之间中国是军绅政权，
各地军阀互相争夺地盘，政治黑暗，经济衰退，过度

的军费开支都转嫁到民众头上，民不聊生。从上层

来说，军阀之间的派系特征非常突出，“结成派系常

以私人关系为基础，有的人把这些关系叫‘感情’，

其中包括家族、亲戚、师生、僚属、结拜兄弟、同学、同

乡等传统的私人关系。这些私人关系都不是平等关

系，把这些传统关系带进中国的政治生活里来……

变成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东西”［３］１０１－１０２。由此可

见，当时上层政治生态的恶劣，上级政府依靠外债内

债，地方政府则通过军绅政权向民众剥取各种收入，

以此来维持政府的运转。而“趟将”来源于农民群

体，他们不同于安分守己的传统农民，他们见多识

广，有较强的反抗性，也有相当的破坏性。客观上来

说，他们的行为对当时黑暗的军绅政权有着激烈的

反抗意义。鲁山一带白朗和张庆的武装力量在不同

程度上冲击了军阀统治，从侧面辅助了革命党人的

革命斗争。但囿于自身的创伤性记忆，徐玉诺对

“趟将”的刻画是较为单一的，诸如萧军对东北地区

土匪豪气、侠义的描写，沈从文对湘西地区兵匪野

蛮、残酷而又洒脱任性的生命力的描摹，艾芜以自由

生命意识挖掘出西部边陲一群强盗（可视为“匪”）

在野兽一般的外壳下温暖的人性内核，这些复杂多

元的书写在徐玉诺的作品中是很难找到的。

在创伤性记忆集中书写后，徐玉诺于１９２０年后
淡出文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情感爆发式地书

写自己沉重的人生记忆，给他带来极大的精神痛苦。

或许这样的回忆性写作，使他不仅没有遗忘反而加

深了痛苦记忆，甚至在情感上压垮了他。如他在诗

中所写：

你好比一只

奋勇而且驯良的小牛，

在这无穷无尽

黑暗而又满着泥泞的路上

把一辆满载

生活问题的小车，

拽了又拽；

那小灵魂燃烧着你所有的心血……

止不住一阵一阵的向前冲，

感得全世界的泥泞，

都起了神秘不可测的波纹！

可怜吆！

小车

被泥泞黏胶着，

分寸也不向前移动；

你那满身血汗的心灵，

竟活活的死在栋下了！

———《杂诗》（１６．１７）
诗人自己就是这样一辆被窘迫的生活和爆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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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写作所压垮的“小车”，因此他离开了文学。

１９２３年，鲁迅让《晨报》编辑孙伏园带信给徐玉诺，
让他把发表的小说结集出版，并愿为之作序，徐玉诺

却以整理新作为由婉拒了鲁迅。学者李丹梦将徐玉

诺婉拒鲁迅的原因归结为：“长情沟通的缺弦”和

“对长情规则的隔膜”［６］。事实上，由于徐玉诺在童

年时代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可能，或者说这命就是

捡来的，所以他对现实人生有种超脱的态度，对常人

所期盼的功名利禄报之以不屑，童年的经历使他最

能体悟人生如寄的感觉吧！与之相反，四川年轻作

家周文、东北作家萧军、萧红在１９３０年代到上海后，
得到鲁迅的诸多提携与帮助，因此成为其时文坛比

较重要的左翼作家。

放弃了写作的徐玉诺以教书为生，常常有“特

异”的言行，以游侠的方式存在于世间。事实上，

“特异”的言行既是对童年创伤性记忆的情感宣泄，

也是在自我和社会之间筑起了一道心理的防护之

墙。１９２８年，徐玉诺在淮阳师范学校任教，当时的
淮阳师范学校分东西两部分，徐玉诺买了一匹马驰

骋于东西校园之间：“或竟策马出城而去，常常误了

上课时间。有时策马过急，致马性发作，或怒做人立

状，或后腿向上直踢，父子二人被翻下马，引得满街

大哗。住家妇女，也探身墙头上笑得发颤。有时玉

诺君在教室授课，而他的马也在窗外萧萧而鸣。在

这当儿，是徐玉诺君精神大放射的时候，更讲得手舞

足蹈，忘乎所以。”［７］徐玉诺上课就像舞台表演，讲

到高兴处便手舞足蹈。有一次，徐玉诺从福建回家

路过上海，他将身上的八百元散给难民，自己则冲进

头等车。检票员检查他的票时，他厉声喊道：“你还

不认识我徐玉诺？”他游侠式的做人风格一直延续

到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５０年４月河南省召开第一届人
民代表会议，徐玉诺头戴瓦灰色瓜皮毡帽，身穿黑平

布夹袄夹裤，外面套着黑棉布开襟背心，脚蹬黑布

鞋，满口土话。言行怪诞的徐玉诺，在中原地区的确

是一个特异的存在。由于历史上中原地区长期被贫

穷、战乱所侵扰，形成了普通民众生存至上的人生哲

学，他们有着较强的官本位意识，顺从克己，不敢超

越。徐玉诺游侠式的“疯魔”一生，既是中原文化的

一个特异存在，也是他被逼到生存极限之后的一种

反击和自我保护。

三、创伤性记忆书写的象征意义

徐玉诺的创伤性文学写作，作为一种地方文化

记忆，对其后的作家如阎连科、李佩甫等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徐玉诺有首诗《哇哇开刀———自己的诗歌

之五》，写一个叫花子在街头做骇人的表演：用刀砍

向自己的头颅，向路人讨钱。李丹梦指出：“徐玉诺

发现，自己在写作中竟不自觉地成了一个专职表演、

兜售底层苦难与鲜血的乞丐或戏子！而且这个乞丐

又跟他内心的创伤、阴影———野蛮愚昧的故乡土匪

形象叠合一处，这是多么难堪的事实！”［６］当代河南

作家大多擅长凸显生存苦难的写作，如刘庆邦写以

煤矿工人为题材的小说，在《神木》里，人成为向煤

矿主索取赔偿金的“点子”，使读者触目惊心。李佩

甫的《败节草》《生命册》《城的灯》，将匍匐在中原

大地上的民众忍耐、卑微、狡黠的生存哲学刻画得入

木三分。阎连科的《年月日》《日光流年》《受活》，

对乡土苦难的极致化书写，给文坛带来沉重、苦涩的

气息。但事实上，河南作家笔下的苦难毋宁说是中

国苦难的象征化表达，正如学者所言：“中国是文明

古国，河南是炎黄故里……河南在中国被丑化，中国

在世界上被妖魔化，处境同样尴尬。如果说北京、上

海是中国的面子，河南则是中国的里子。在世界上，

中国是一个扩大化了的河南……”［８］所以，苦难书

写也绝不仅是河南作家的专利。

这里以四川为例。在现代中国，四川的地域文

化由于相对封闭，带有更多的历史积淀和民间特色。

在对蜀地生活的表达中，沙汀的小说和徐玉诺的小

说有几分相似，都擅长书写兵匪统治下民众的生存

苦难。在沙汀的《兽道》中，那个魏老婆子，为刚生

完孩子的儿媳妇免遭兵匪们的侮辱，而喊着“我跟

你们来哩！”……后来媳妇受侮辱而死，她变疯了。

这家庭惨剧，如在读者心上扎了一把尖刀，使人无法

忘却。《在祠堂里》中，努力追求个人爱情的连长太

太，被巴蜀封闭落后的文化扼杀了年轻的生命。她

的母亲是一个洗衣婆，身份卑微，连长将她们母女掳

来，自居为她们的恩人。连长发现她的不忠，残暴地

毒打她，其他军官不仅没有丝毫同情，还以“婆娘

家，洗脚水，洗了一盆又一盆”为由，怂恿连长划破

她的脸，将她配给叫花子，或者将她拖到城外让士兵

轮奸———兵匪的残暴可见一斑。那些街坊邻居则嘲

笑这个女人是“贱皮子”，要吃有吃，要穿有穿，“拿

着福享不来”。他们如冷漠的看客，“鉴赏”着连长

如何将这个可怜的女性钉进棺材中。兵匪的残暴与

看客的冷漠，映衬出封闭的蜀地灰色病态的社会氛

围。沙汀所写的城镇，其封闭、灰暗似乎超出了徐玉

诺笔下的中原山区。但沙汀并未如徐玉诺那样难以

走出自身的创伤性记忆，而是从自己的人生体验出

发，在创作中对兵匪肆虐所造成的人性扭曲和病态

社会进行沉痛批判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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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致沙汀、艾芜《关于小说题
材的通信》中指出：“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

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

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

作丰富自乐。”［９］鲁迅指出了文学创作的路径———

“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否则便流于新闻报道、社会

学材料一路。因此徐玉诺后来放弃写作，未尝不是

一种明智的选择。

结 语

徐玉诺对“匪祸”创伤性记忆的描写，使他在其

时的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并引起了鲁迅、茅盾、叶圣

陶等著名作家的关注，但执着于反复书写自身创伤

性记忆又使徐玉诺的创作存在一定局限，难以向更

深处开拓。不仅是徐玉诺，充满创伤性记忆的苦难

书写是中原文化烙在豫籍作家身上的共同标识。但

豫籍作家如李佩甫、阎连科等对苦难的反复书写，很

难形成历史的纵深感，正如李丹梦所言，西方文学中

的苦难叙事倾向于存在论意义上的苦难，而“中原

突破”的苦难书写更多表现为生存苦难，“物质生活

上的匮乏、窘迫，系苦难的重要依据与砝码。由贫穷

与苦难一体化而来的压抑、仇恨及人性之恶，成为其

叙述的核心动力”［１０］。弗洛伊德曾说，具有创伤性

的事件，是未完成的事件，是一种“尚未被处理的紧

急任务”。文学对于创伤性记忆的叙述，其核心在

于“创伤性自我”向“可能性自我”的转化。如何从

一己的悲欢升华至与全人类共命运的情感与责任，

这是所有作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在这个意义上，徐

玉诺及当下河南作家的写作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这是徐玉诺的文学之路和当代河南作家的创作留给

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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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阐释学之于生产性批评理论建构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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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１世纪以来，“生产性批评”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中
国当下的生产性批评研究多集中于对西方生产性批评思想进行梳理与汇总，忽视了对本土资源的挖

掘。而中国当代阐释学对于生产性批评理论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理论资源，具体而言，大致

有以下三点：其一，为生产性批评理论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反思的维度；其二，为生产性批评理论确立

了一种“公共性”的评价标准；其三，有利于生产性批评理论中国话语的建构。

关键词：生产性批评；中国当代阐释学；中国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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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
论研究展开了新的问题域，即艺术生产论研究的批

评转向。以姚文放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学者，对生

产性文学批评理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探

索［１］。生产性批评研究热潮的兴起，与走出当下文

艺批评的困境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批评理论

之诉求有关。将批评作为艺术生产，强调发挥批评

的生产性功能是生产性批评理论的核心。而批评的

生产性问题与阐释学之间具有密切的理论关联，阐

释学作为文艺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的阅读方法，成

为生产性批评理论建构中值得关注的理论资源。有

学者已经注意到西方阐释学对生产性批评理论建构

具有的理论参考价值［２］，但对中国当代阐释学研究

关注不够。

事实上，中国当代阐释学，尤其是张江的“强制

阐释论”与“公共阐释论”对中国生产性批评理论的

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强制阐释的“强制”与

公共阐释的“公共”都具有生产性批评理论之“生产

性”的特征，都可以作为生产性批评的“生产性”之

体现。只不过，“强制”是“生产性”的消极面，而“公

共”可以作为“生产性”特征的积极面，以保证批评

的生产性功能的实现。而如何在批评的生产性发挥

创造力的同时，还保持对文本阐释的有效性，是批评

的生产性功能发挥和范围设定的一个重要问题。具

体说来，中国当代阐释学之于生产性批评理论建构

的意义在于：首先，强制阐释论的提出为生产性批评

理论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反思的维度，对西方生产性

批评思想的弊端进行了“破局”，提出了文本第一位

的基本原则；其次，公共阐释论的提出为生产性批评

的有效性问题提供了一种建设性的方案，为中国生

产性批评理论确立了一种“公共性”的评价标准；最

后，中国当代阐释学作为本土文化资源，立足于中国

立场，更有助于生产性批评理论中国话语的建构。

一、为生产性批评理论提供一种反思的维度

马克思艺术生产论是生产性批评理论建构的理

论原点所在。马克思艺术生产论强调艺术生产同时

具有精神性与物质性。将批评作为艺术生产意味着

生产性批评也同时兼具精神性与物质性特征。

从生产性批评的精神性特征来看，生产性批评

具有超越现实与创造性特征，而这种精神创造性的

发挥是由批评者来实现的。批评者作为精神生产者

不能满足于对文本进行平面的、赏析式的、拘泥于文

本表层意义的解读，而是应该充分发挥批评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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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性，对文本意义进行充分的挖掘，并通过有意识

的价值引导实现批评生产介入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

功能。而这也是我们建构生产性批评理论的初衷所

在。

可以发现，西方学者的生产性批评理论也更多

是从精神性与超越性方面来探讨批评的生产性功

能，无论是本雅明从技术角度对批评的生产性功能

的发掘，还是接受美学对读者地位的推崇，以及马舍

雷等从无意识角度对文本意义的挖掘等，西方学者

的生产性批评理论从各个维度拓展了批评的生产性

功能。当下中国学者对生产性批评理论的研究也大

致遵循这种理论建构思路而展开，即充分挖掘批评

的价值增殖意义。当然，这也是生产性批评理论区

别于其他批评理论的特色与精髓所在。总之，目前

学者对生产性批评理论的建构更侧重于展现该理论

富有积极性与建设性的一面。

但是，生产性批评同时具有物质性特征。马克

思艺术生产论最具贡献的理论价值在于揭示了艺术

生产受物质生产规律的制约，而这种物质生产规律

的规定性是从两个维度产生的，即“一定的社会结

构”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３］。把批评作为艺术

生产，意味着批评生产也具有艺术生产的这种一般

规定性。因此，批评的生产性功能的发挥也是在这

两个维度的制约中展开的。生产性批评理论不能忽

视这一关键点：批评作为生产既有超越性的一面，又

有受制约的一面。具体说来，批评生产具有物质性，

作为主观阐释的批评是有限度的，会受到批评物质

性的限制，例如：批评语言的限制、批评技术和手段

的限制、时代条件对于批评话语的限定等。也就是

说，批评作用的发挥不是没有边界的，而是会受到物

质手段的制约和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

相比之下，外国学者有关生产性批评的理论，忽

视了批评生产性功能受物质生产制约的一面。这样

做的后果，就是生产性批评理论在具体的文本实践

中出现了“强制阐释”的现象。这尤其体现在一些

西方批评理论家在解读文本的时候，往往夸大文本

中潜藏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力量，从而导致文本的意

识形态泛化。由此，文学批评“成为对意义无限延

展的生产行为”，从而失去了阐释的有效性。有学

者已经意识到批评的生产性功能不加约束可能产生

的两种后果：泛文本化与意识形态批评的泛化。因

此，生产性文学批评应该在文学的审美性和意识形

态性之间保持适度张力，寻求最大公约数，以避免批

评走向极端化。［４］这种思考显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

义。而张江的“强制阐释论”更进一步，他将西方生

产性批评理论不加限制后的“强制阐释”现象上升

到一定的哲学高度进行评价。

张江指出“强制阐释”的特征，即“背离文本话

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

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５］。也就是

说，以论者主观意图剪裁文本是强制阐释的主要特

征。在某种程度上讲，“强制阐释”也是对生产性功

能如何发挥的一种思考，这种思考落在了其可能产

生的消极影响上。“强制阐释论”告诉我们生产性

功能的发挥也隐含“强制阐释”的破坏效果。这种

破坏的后果，恰恰是批评的生产性功能的丧失。这

种丧失主要表现为生产性批评的根基即文本意义的

缺失与偏离。由此，张江的“强制阐释论”就为中国

学者的生产性批评建构树立了一个反思的维度。

以此理论观照当代西方文论中的生产性批评，

发现其中确实表露出一些“强制阐释”的理论倾向，

如后结构主义者罗兰·巴特等人对作者地位的贬

低，以及接受美学等对读者地位的过分强调；阿尔都

塞学派等批评家对于无意识、空缺的过度联想；女性

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等对文本分析的政治企

图等等。这些批评理论都以阐释者的主观立场为

主，脱离了文本自身的意义，表现出逻辑混乱、认识

与实践的脱离等特征。可以说，西方文论中批评的

生产性走向极端化的表现就是“强制阐释”。西方

学者的这种“强制阐释”现象，究其原因，就是漠视

了批评生产的物质性限制，忽视了批评作为生产要

受到生产一般规律制约这一基本规定性。

当然，在中国的文艺理论实践中也存在过这种

“强制阐释”现象。如以政治标准裁定一切文本的

过度阐释，将文本作为理论演绎的训练场等现象。

总之，忽略文本、歪曲文本等，都是强制阐释的表现，

是批评生产性功能丧失的表现。因此，中国学者在

建构生产性批评理论时必须立足于文本，警惕以论

者个人的主观意图和先在立场对文本做出“强制阐

释”的行为。

那么，如何规避这种“强制阐释”现象呢？在

《再论强制阐释》中，张江再次指出强制阐释的表现

在于“借文本之名，阐本己之意”［６］５。也就是说，批

评者的地位凌驾于文本之上，从而丧失了阐释的合

法性基础。他还从生产论视角对阐释活动作了如下

描述，“作者是文本的生产者，文本是意义的承载

者，开放的阐释由此而出发”，作者是阐释活动的出

发点与起始点，“与文本的自在性及文本意义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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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相比，阐释者的生产是第二位的”［６］１７。在此，

他明确指出文本第一位、阐释第二位的主次划分。

从生产论视角来看，阐释或者批评行为作为艺术生

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理应遵循艺术生产内部机制

的运行规律。马克思强调，在艺术生产过程中，生产

环节对其他环节具有主导作用。批评作为艺术生产

的最后一环，显然要受制于这一运行规律。在艺术

生产中，艺术生产者对艺术批评者具有一定的决定

性。只有明确了批评与阐释在艺术生产环节中的主

次顺序，坚持生产对其他环节的决定作用，才能避免

批评生产中“强制阐释”现象的出现。

总之，强制阐释论的提出，为我们建构生产性批

评理论提供了一种反思的维度。我们在理论建构过

程中，不仅要重视批评生产的精神超越性与物质制

约性之间的辩证法，更要始终坚持文本、作者作为生

产环节第一位的主导作用。这是生产性批评理论的

基本原则所在。

二、为生产性批评理论确立“公共性”的评价标准

强制阐释论告诉我们，批评的生产性功能的发

挥是要有边界和底线的。文本的确定意义是生产性

批评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如何在保持对文

本阐释的有效性的同时充分发挥生产性批评的创造

力呢？批评的生产性功能的发挥是否可以有一个具

体的标准来衡量呢？我们虽然反对“强制阐释”，但

是我们不是要“抛弃”阐释。否则，就是从一个极端

走向另一个极端。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做到不去

“阐释”，我们在面对文本时的先见与主观立场一定

在所难免，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思索如何做到

“有效阐释”。有学者指出，“强制阐释论”在约束

“过分主观随意”的阐释行为时，“设置了两个边界：

一个是阐释对象的确定性，一个是公共理性”。也

就是说，除“阐释对象的确定性”这一个方面，阐释

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维度，即阐释的“公共性”问题。

而“公共理性”是阐释有效性的“前提与保障”，“参

与公共理性的建构”是“阐释活动存在的价值”［７］。

正是在此意义上，“公共阐释论”的提出为我们建构

生产性批评理论提供了一种建设性方案。

“公共阐释”指“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

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为边界约

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８］２。也就是说，阐释的限

度在于历史前提、文本的自在意义与公共理性等几

个方面，且阐释结果可以实现一定的共识性，是具有

确定含义的“有效阐释”。在此，“公共阐释论”的提

出给阐释的有效性设了一个限度，为生产性批评理

论的建构确立了一种辩证性与公正性的理论基调。

由此，批评的生产性功能的发挥也获得了一个衡量

标准，批评可以且应当以生产出具有共识的公共理

解为目的，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对社会的公共性价

值。

（一）生产性批评与“公共阐释”的目标指向性

一致

将批评作为生产，显示出批评的生产性功能在

整个艺术生产机制及其与外部社会生产等相互联系

中得以发挥。一方面，将批评作为艺术生产意味着

批评环节与艺术生产整个运行机制的关联性。因

此，文艺批评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作为对整个艺术生

产活动有重要影响的一个关键环节，从而发挥其强

大的生产性功能；另一方面，批评生产作为艺术生产

与社会生产的其他部门也有呼应关系。因此，批评

生产肩负着价值重建的社会责任，应充分发挥其对

社会生产的生产性功用。这种在关系中进行的批评

生产与“公共阐释”具有一致的目标。张江指出“公

共阐释”具有六个特征：理性阐释、澄明性阐释、公

度性阐释、建构性阐释、超越性阐释、反思性阐释。

这些特征可以充分地保证批评的生产性功能的实

现。

具体说来，批评的生产性功能的发挥主要表现

为三个方面：一是促进文本意义增值；二是促进艺术

生产内部机制的良性循环；三是对社会生产领域产

生价值引领作用。而将“公共阐释”作为生产性批

评的评价标准，更有利于保证这几方面功能的有效

实现。从文本角度来看，“理性”“澄明性”“公度

性”的阐释，有助于保证文本获得大众的理解，而这

种过程就是文本获得“公共性”价值与意义增值的

过程；从艺术生产过程来看，生产性批评对整个艺术

生产过程具有“建构性”功能，即对艺术生产环节具

有引导与策划功能、对艺术传播环节具有监督与调

节作用，对大众具有宣传与推广作用；从社会生产领

域来看，生产性批评的“公共性”指向体现在它具有

一种“超越性”与“反思性”的阐释功能，即它不满足

于一般的赏析性和娱乐性，而是追求一种对社会有

增进认知和形成良好价值观的建设性功用。因此，

“公共阐释”之“公共性”特征与“生产性批评”之

“生产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是契合的。可以说，批

评的生产性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发挥，取决于其

“公共性”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因此，

“公共阐释论”可以作为批评的生产性功能发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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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效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

可以发现，西方的生产性批评理论更多强调一

种“个体阐释”，即批评的目的是服务于批评者个

人。西方学者通过贬低作者与文本，提高读者与批

评的地位，因而为阐释的个人性与主观性奠定了理

论基础。这种追求“个体阐释”的目标指向与中国

学者追求“公共阐释”的目标指向正好相反。“公共

阐释”强调“超越并升华个体理解与视域”，强调“实

现个体阐释的公共性转换”，具有鲜明的“教化与实

践意义”［８］３。因此，强调批评的“公共性”特征就意

味着批评不只是批评家个人的演绎，批评是向外敞

开的，是为人民大众和整个社会现实服务的。不同

的目标指向会产生不同的批评效果。“个体阐释”

的追求最终容易走向“强制阐释”的困局，而“公共

阐释”的追求则有利于保证批评有效性的实现。

（二）公共阐释论呼应了中国生产性批评理论

建构的现实诉求

我们判断一种理论主张的适用性与有效性，必

须充分结合当下中国语境来思考。从中国当下的文

艺批评现状来看，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许多文艺批评

缺乏对现实的关怀。强调生产性批评的“公共性”

维度，有助于扭转当下中国文艺批评脱离现实的困

境。

文艺批评逐渐丧失对现实的阐释效力及其对社

会的价值引领功能，许多批评沦为无效批评，是文艺

批评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批评

家，将文艺批评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推动了文艺

批评的理论化，却也使文艺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与实

践脱节；二是借助互联网平台获得批评话语权的大

众批评，呈现出碎片化与娱乐化倾向，更多关注的是

日常生活琐事，价值意识单薄，批评对于社会的价值

引领作用被遮蔽。无论是学院派批评还是大众批

评，都出现了批评的“数据化”与“圈子化”倾向。信

息技术与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文艺批评领域对数字

技术的依赖变强，评价标准与评价体系越发以数据

为基础对文本进行价值判断。学院派以引用率和影

响因子等作为批评的衡量标准；而市场上则以点击

率和网站评分等作为文艺批评的重要指标。批评本

来是一种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文艺评论工作，现在逐

渐趋于基于数据库分析与汇总以及关键词搜索等缺

乏创造性的批评模式，丧失了对现实应有的关怀。

另外，围绕新兴媒介创造的互联网平台，微博、微信、

博客等社交媒体形成了一定的粉丝效应，一些文学

批评活动演变成为一种部落式的、虚拟的行为，而这

种小圈子的形成进一步导致群体内部对外界意见的

排斥，这种“圈子化”效应使其批评行为变得更加封

闭化。

因此，对批评介入现实之阐释功能的呼唤，成为

当下文艺批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诉求。我们的

生产性批评既要立足文本，又要有现实的人文关怀。

我们在规避“强制阐释”的同时，不能仅满足于没有

任何生产性的“表面阅读”，更不能忽视批评对社会

的意识形态生产功能。而强调生产性批评的“公共

性”特征，既有利于扭转中国当下一些文艺批评的

封闭化倾向，又有利于增强批评的当下性与现实性

功能。

总之，对生产性批评“公共性”的强调，十分切

合当今中国语境和文艺批评的现状。为生产性批评

理论确立一个“公共性”的边界，有利于保证批评活

动的有效展开，有助于充分发挥批评对现实的介入

功能，进而有利于发挥生产性批评理论在艺术生产

中的价值导向与引领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批

评的意图就在于寻找“公共性”，通过这种“公共

性”，“为人类的精神家园提供一份丰富的精神食

粮”［９］。可以说，文学批评只有在寻求公共性的过

程中，才是其生产性功能发挥的时候。这种关于文

学批评的“生产性”与“公共性”之间关系的思考，对

于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产性批评理论具有一

定的理论价值。

三、有助于生产性批评理论中国话语的建构

长期以来，中国文艺批评话语处于“失语”状

态，无论是面对当下文艺批评现状，还是在与世界文

艺批评理论的对话过程中，均显示出无力感与自卑

感。这种“失语症”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盲目崇拜

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缺少对其理论生发语境的辩证

思考，因而难以诊断出其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不足；

另一方面，缺少中国立场及其对中国语境的分析，缺

乏有意识的中国话语的提炼与思考。目前来看，中

国的生产性批评理论研究也依然存在这样的问题。

生产性批评理论作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

文艺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中国学者

在生产性批评理论的研究与建构方面抱着一定的雄

心。与２０世纪蔚为大观的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相比，
中国原创意义上的文艺批评理论一直处于缺失状

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文学批评的新颖程度”取

决于外国“理论旅行的频次与速度”［１］１５８。如何建

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并能与世界对话的批评理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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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是国内学者面临的艰巨任务。如今中国学者已经

初步提炼出了“生产性文学批评”这一崭新的概念，

并“以建成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批评理论体系为最

高目标”［１０］。那么，如何进一步建构起这座理论大

厦呢？有三种研究路径值得关注：一是立足马克思

原理，探讨生产性批评的基本原理，以期为理论建构

提供合法性基础；二是强调西方视野，在理论建构的

具体问题展开过程中，借鉴西方生产性批评的有益

资源；三是回归中国语境，注重对本土理论资源的挖

掘。目前来看，中国学者在前两方面都做出了一定

的努力与尝试，相比之下，对中国语境的思考较为匮

乏。

有学者从马克思艺术生产论出发对生产性批评

的基础原理进行深入探讨，试图从理论合法性上证

明生产性批评理论建构的可能性［１１］；有学者将马克

思艺术生产论作为贯穿西方生产性文学批评理论发

展史的“一条主线”，并对这条线上的每一个关键节

点如转机、雏形、凝练、深化、后现代转折以及政治视

域的形成等重要阶段分别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与梳

理①；有学者从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理论视域出发

拓展艺术生产论研究的释义场域［１２］；有学者将西方

文论的“症候解读”法作为生产性批评的阅读方

法［１３］；还有学者从西方学者的理论资源中梳理出一

条生产性批评的符号批判路径，将生产性批评理论

延伸到当今视觉艺术时代，使得生产性批评理论获

得了一些当下视野［１４］，等等。这些理论工作为生产

性批评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总的来说，目前中国学者的研究重心多集中

于对生产性批评基本原理的探讨，以及对西方生产

性批评思想进行梳理与汇总，而中国本土资源的生

产性批评思想被忽视了。由于生产性批评的理论源

头在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而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艺

术生产论有更多的继承和发展，因此，中国学者在对

生产性批评理论进行研究时也多从西方学者那里寻

求理论资源。但是，中国文艺批评话语要想摆脱一

直以来的“失语”困境，就必须找到能够立足中国并

与世界对话的理论话语形态，以此重振理论自信。

如果缺乏对中国语境与中国话语的建构与思考，那

么生产性批评理论的建构将会失去“中国特色”。

中国语境应成为我们建构自己的生产性批评理论的

出发点。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的生产性批

评理论与西方生产性批评思想有何不同？中国生产

性批评理论有何特色？在生产性批评理论的建构过

程中，中国本土资源有没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可以发现，以张江为代表的中国当代阐释学，为

生产性批评理论之“中国话语”的建构提供了一定

的理论借鉴。无论“强制阐释论”还是“公共阐释

论”，都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提炼。一方面，

“强制阐释论”的提出，指出了西方生产性批评理论

的缺陷与不足，即对文本意义无止境地追求，最终丧

失了批评生产性功能的有效性。这为我们建构生产

性批评理论提供了一种反思的维度，有助于破除我

们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崇拜与追踪模仿的心理；另一

方面，“公共阐释论”的提出为生产性批评理论赋予

了一种伦理价值的维度，它是基于中国语境的思考

而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在于“人

民性”，而如何在批评领域体现这种“人民性”特征

呢？生产性批评理论的“公共性”特征有助于保证

文艺“人民性”的实现。“公共阐释”为建构具有中

国特色的生产性批评理论确立了一种“公共性”的

标准，有利于重塑批评对现实应有的价值批判与超

越性维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破一立”保

证了生产性批评建构的限度及其有效性，形成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辩证的生产性批评理论。

此外，我们发现中国当代阐释学对于中国传统

文化资源也进行了充分的挖掘，包括张江在内的许

多学者立足于中国传统，从中国古代阐释学资源中

寻找理论根基。他们有的对中国训诂学与阐释学的

理论关联进行了考察②；有的对中国儒学的阐释学

思想进行了分析［１５］，这对于生产性批评理论的建构

也具有一定的方法论借鉴意义。那么，中国传统的

文艺批评理论中有没有生产性批评的理论线索呢？

有少数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李春

青主要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生产性批评理论入手，

对古代《诗经》阐释和古代文人趣味阐释中的生产

性批评资源进行了挖掘③，显现出生产性批评理论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当然，

这只是一个开始。

总之，无论从理论维度还是从实践维度上看，中

国当代阐释学立足于中国语境，更有助于生产性批

评理论中国话语的建构。为了避免中国文艺批评理

论建构中“失语症”再次出现，我们在建构生产性批

评理论时，必须要有中国当代阐释学立足于中国立场

的理论建构精神，只有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才可以

真正建构起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批评理论。

注释：

①相关文章有：姚文放：《经典文学批评：生产性文学批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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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形》，《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６期；姚文放：《重审接
受美学：生产性批评范式的凝练》，《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
年第５期；姚文放：《生产性文学批评的深化：马舍雷的
“文学生产理论”》，《文艺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０期；姚文放：
《生产性文学批评的解构性生成与后现代转折：罗兰·巴

特批评理论的一条伏脉》，《文学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２期；姚
文放：《审美与政治之间回环往复的“韵律”：弗·詹姆逊

的生产性文学批评》，《学术月刊》，２０１８年第 ９期；姚文
放：《在精神领域进行的意义生产：伊格尔顿的生产性文

学批评理论》，《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②参见张江：《“训诂阐释学”构想》，《学术研究》２０２２年第
１２期；张跣：《阐释、训诂与文本的规定性》，《社会科学战
线》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③参见李春青：《论中国古代文学阐释的生产性问题》，《社
会科学辑刊》，２０１９年第２期；李春青：《论趣味阐释：兼谈
中国古代诗文评的生产性问题》，《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
年第５期。

参考文献：

［１］姚文放．生产性文学批评读本［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２０．

［２］姚文放．诗学模式／阐释学模式：生产性文学批评的解读
方法［Ｊ］．学术月刊，２０２２（９）．

［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一册）［Ｍ］．北京．人民

出版社，１９７２：２９６．
［４］蒋继华．建构“生产性”的艺术批评：基于布莱希特、阿尔
都塞艺术理论的考察［Ｊ］．学术论坛，２０１５（８）．

［５］张江．强制阐释论［Ｊ］．文学评论，２０１４（６）．
［６］张江．再论强制阐释［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２）．
［７］泓峻．“强制阐释论”的基本立场、理论建树与学术关怀
［Ｊ］．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２１（３）．

［８］张江．公共阐释论纲［Ｊ］．学术研究，２０１７（６）．
［９］丁国旗．寻找公共性：文学批评的意图［Ｊ］．山东社会科
学，２０１８（１０）．

［１０］姚文放．生产性文学批评论纲［Ｊ］．扬州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１）．

［１１］高楠．论文学批评的生产属性［Ｊ］．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９
（３）．

［１２］孙文宪．“艺术生产”视域中的文学批评：释意场域的构
建与批评的生产性［Ｊ］．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１９（５）．

［１３］姚文放．症候解读：文学批评作为艺术生产［Ｊ］．文学批
评，２０１６（３）．

［１４］方弘毅，甘锋．从“语言学转向”到“图像转向”：生产性
批评演进的再考察［Ｊ］．艺术百家，２０２１（２）．

［１５］郑伟．古典学术何以成为阐释学的资源：以儒学阐释意
识和阐释行为为中心［Ｊ］．学术研究，２０２２（９）．

（责任编辑　刘海燕）

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ＬＩＵＦａｎｇｂ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４５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ｎｅｗ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ｋｅｙｗｏｒｄｉｎｔｈ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Ｍａｒｘｉｓｔａ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ｓｏｒｔ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ｍｍａｒｉ
ｚｉｎｇ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ｉｄｅａｓ，ｎｅｇｌ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ｎｉｎｇｏｆｌｏ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ｍｅｎｅｕ
ｔｉｃ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ｔｈｒｅｅｍａｉｎｗａｙｓ：Ｆｉｒｓｔ，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Ｓｅｃｏｎｄ，ｉｔ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ａ“ｐｕｂｌ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ｉｒｄ，ｉｔ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８１·



第４２卷　第１期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１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５年２月

Ｆｅｂ．２０２５　

亲子关系与儿童成长的深度思考
———论孙惠芬的儿童小说《多年蚁后》

郝　璐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１２７）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１１－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１９ＺＤＡ２７３）
作者简介：郝璐（１９９７—），女，山西太原人，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摘　要：孙惠芬的儿童小说《多年蚁后》，以一个儿童的幻想世界为写作对象，揭示了成人规训
对儿童世界的颠覆，并由此造成了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心灵相悖；呈现了父母缺席是儿童难以愈合的

成长之伤，“多年蚁后”的故事也隐喻了作者对亲子关系的深入思考。小说以童话的形式、意象的使

用，以及多重叙述视角的转换，描绘了绚烂多彩的童心世界。从这部作品可以看出孙惠芬创作路径

的转向———由“城乡之间”的叙事转向对青少年成长问题的关注。

关键词：孙惠芬；《多年蚁后》；亲子关系；儿童成长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５．０１．００４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５）０１－００１９－０５

　　自１９８２年发表处女作《静坐喜床》以来，孙惠
芬已持续创作四十余载，在乡土文学领域构建了

“上塘村”与“歇马山庄”两个标志性的文学地理空

间。其实，孙惠芬并未局限于“城乡之间”的创作框

架，而是持续探索与寻求突破。在她的长篇小说

《寻找张展》（《人民文学》，２０１６年第７期）中，她将
关注焦点转向了城市青少年的精神世界，预示了其

创作路径的转向。２０２１年，由接力出版社出版的孙
惠芬长篇小说《多年蚁后》，进一步延续了她对青少

年成长问题的关注，并将视角延伸至儿童的奇妙幻

想世界，通过童话这一艺术形式，实现了思想与艺术

的双重创新与突破。

《多年蚁后》作为孙惠芬的首部儿童文学力作，

其创作灵感源自她２０００年在乡村故居的一次亲身
体验。彼时，她每日亲近自然，观察庄稼、树木、河

流、河中石块及各式昆虫……孙惠芬曾言：“当你有

了孩童一样的目光，当你长时间把人类之外的生灵

当成朋友，让自己像蝉和蚂蚁一样在黑暗的洞里体

会周边的世界，你会发现关于爱、关于善、关于勇敢，

这些人类最基本最朴素的情感，统统有了别样的生

动……而此刻，你无须思考如何写作，你只需要与各

种生灵心心相印、惺惺相惜。”［１］《多年蚁后》叙述了

一个因父母离异而与祖父母共居的男孩童童，与一

只名为“多年蚁后”的大蚂蚁偶然相遇并走进对方

世界的故事。童童四岁便遭遇家庭破裂，母亲离家，

父亲远行，由祖父母陪伴成长。直至遇见“多年蚁

后”，每晚来访，并讲述关于老爷爷、蝉蛹、老牛及海

棠树相互关联的故事，这些看似独立的角色在“多

年蚁后”的叙述下交织成网，释放出爱的力量。在

与“多年蚁后”的交往中，童童对亲情的本质与生命

的意义有了独到的感悟。作品通过一系列紧密相连

的故事，不仅描绘了绚烂多彩的童心世界，更深刻探

讨了亲子关系与儿童成长中的复杂问题。

一、规训与自由：成人与儿童的心灵相悖

“规训”是“指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

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

造知识的手段”［２］，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人的多样性

进行规则化和秩序化的手段。儿童在走向社会和集

体的过程中，会逐渐产生属于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行

为习惯，而这些观念和习惯很可能和成人的价值观

发生抵牾，遂使两代人无法互相认同。鉴于家庭地

位及社会经验的差异，成年人往往自认为拥有对儿

童进行支配的正当性，他们倾向于利用身份与年龄

的权威来否定儿童的想法，并将自身的价值观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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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于儿童之上。这种长期的“不自由”状态，不仅束

缚了儿童的身心发展，而且导致他们逐渐丧失了感

知美好事物的能力。成人与儿童之间的这种冲突与

不兼容，进一步加剧了彼此间的隔阂，使得双方难以

真正实现相互理解和接纳。

在童童的认知世界中，蚂蚁、蝉蛹、老牛等自然

生物均被赋予了生命与言语能力，它们能够体验情

绪，与人类一样经历快乐与悲伤。这一观察与皮亚

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相吻合，皮亚杰指出：“儿童最早

的活动既显示出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完全没有分化，

也显示出一种根本的自身中心化。”［３］在此阶段，儿

童尚未能清晰区分自我与外界客体，倾向于将自然

界视为与自身具有同等生命特性的存在。儿童这种

直观且稚嫩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模式，促使他们

自然而然地将“一切都等同于有生命的‘我’，不能

区分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现象，而把整个世界都作

为有生命的和有情感的对象来加以对待”［４］。维柯

亦有类似观点，他认为儿童常“把无生命的事物拿

到手里，与它们交谈，仿佛它们就是些有生命的

人”［５］。因此，在儿童这种主客体未分化、自我中心

化的思维框架下，自然界的万物皆被赋予了生命、言

语与灵性，他们可能会认为树木因落叶而哀伤，风儿

能够翩翩起舞，白云亦能潸然泪下。

儿童与大自然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与生俱来的

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儿童特有

的“泛灵论”心理倾向，使得他们与自然的互动相较

于成年人更为亲密无间。“他们的思维像一张相互

交织密不可分的网，对外在物理世界的把握与原始

人一样处于模糊的混沌状态，分不清物理世界与心

理世界，分不清思维的主体与思维的对象，所以也分

不清现实的东西与想象的东西。”［６］此外，具备“泛

灵论”观念的儿童往往展现出一种远超成年人的

“通感”能力，他们对事物的感知更为简单纯粹，能

够敏锐地捕捉到自然界生命的微妙变化。通过与动

植物的对话与交流，儿童搭建起了幻想世界与现实

世界之间的桥梁。在此角度，敏感且内向的童童能

够更加沉静地体验与聆听大自然的声音：他知道蚂

蚁的声音不是吱吱吱的细声，而是嗡嗡嗡的粗声；蚂

蚁和蝉也不一定相处不好，它们也会互相帮助；月光

下的种子就像是舞动着耀眼身姿的小精灵，充满了

生命的活力。自然界的生命都成了童童想象世界中

的主角，而“多年蚁后”就是打开这世界的一把钥

匙。正如童童所言：“大人们愿意看孩子们长大，他

们却不知道，为我长大开门的，是一只蚂蚁。”［７］３９

相比之下，成年人在功利性的现实生活中逐渐

钝化了对自然界的感知能力，出于自我防护，成年人

之间也倾向于不袒露内心世界。在童童的现实生活

中，成年人的管制与如同“警卫”般的奶奶成为其孤

独感的来源。奶奶对“多年蚁后”的故事持怀疑态

度，正如老黄牛的主人不会相信其吐出的食物具有

治病救人的神奇功效一样，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戒备，

不愿承认世界上仍存在着许多纯粹的美好。奶奶告

诫童童远离红盖植物，认为它们是毒蘑菇，而“多年

蚁后”却将红盖植物描述为海棠树下的“小精灵”，

是拯救生命的使者，既救治了老爷爷的母亲，也挽救

了患病的老牛。

童童的世界充满了纯真与简单，然而成年人却

在无情地侵蚀这一片天真烂漫的小天地。“大人太

可怕了，他们才疯了。”奶奶不希望童童整日蹲在蚂

蚁洞旁，她甚至试图用保温杯中的沸水浇灌蚂蚁洞；

当童童想要种树时，奶奶却将他视为“病人”，与其

他成年人相互使眼色，“配合”成为童童种树的见证

者。孩童代表着人生的起点，而童心则是人心的本

真状态。然而，成年人往往对儿童缺乏信任、理解与

沟通，他们站在权威的制高点上，为下一代规划设定

成长路径；他们似乎未能意识到，唯有通过心贴心的

交流与沟通，才能真正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

实际上，不同的感受方式、思维习惯、文化积淀

和社会阅历是导致成人与儿童互相不理解的原因。

与成人相比，儿童的地位是边缘的，但他们的眼光是

“去蔽”的，较少受人类文化或世俗积习的浸染。蒙

台梭利在《童年的秘密》中讲道：“成人与儿童的冲

突是由于成人没有真正理解儿童导致的。”［８］童童

成长于一个受到严格规训的家庭环境中，而这种规

训并非来自父母，而是来自隔代的爷爷奶奶。在成

长的过程中，父母角色的缺失以及爷爷奶奶的不理

解，使得童童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寄托在同样孤独的

“多年蚁后”身上。正是“多年蚁后”引领童童步入

一个充满爱与美好的世界，并通过讲述老爷爷与海

棠树的故事，向童童揭示了世界的真谛：“你的心向世

界敞开，你真诚善良，你有爱，你的心灵就跟世界上的

生命是相通的。世界上所有的生命就都是一家人。”

普列汉诺夫曾说过：“万物有灵论的各种概念

的产生都是由于人的天性。”［９］儿童的世界不同于

成年人的世界，他们的目光建立在平等与爱的基础

上，童童深信吸引力法则是宇宙中最为强大的法则，

爱是宇宙间最伟大的力量，他坚信只要用心去爱，就

能感知到爱，以善良对待整个世界，世界亦将以善意

回馈。然而，成年人通过自身的行为向童童展示了

现实世界充满了虚假与猜疑，他们既不理解童童的

感受，又迫切希望童童能够远离“蚂蚁”的世界，尽

早融入他们所定义的“正常”轨道。因此，成人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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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之间视野的融合，关键在于成人需要真正且全面

地理解儿童。

随着现代都市的快速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日

益紧张。城市的大规模开发导致许多动物失去了栖

息地，蚂蚁们也不得不频繁搬家，海棠树的种子仅剩

一颗，而童童也再未见到过“多年蚁后”……

二、父母缺席与儿童成长之伤

文化和环境对于人格的塑造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儿童人格塑造的过程中，来自父母的影响是持久

且深远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儿童成长

发育的第一场所。父母在此过程中承担着至关重要

的角色，他们不仅是儿童学习社会规范、形成规则意

识的主要引导者，而且其参与儿童社会化进程的程

度直接体现在与儿童的互动交流中。

儿童在幼儿时期通过自我感知与看护者建立联

系，随着儿童感知、记忆、表象等心理功能的发展，依

恋逐渐出现并固化。一旦父母在婴幼儿时期与其子

女分离，子女便很难通过这种感知与父母建立初期

的联系，后续也难以发展成稳固的依恋关系。四岁

的童童被迫接受单亲生活，随后因父亲外出而成为

与爷爷奶奶共同生活的留守儿童。双亲缺席的童年

经历给童童带来了深刻的孤独感与无力感。爷爷和

奶奶扮演着本该父母演绎的角色，但他们始终无法

完全替代父亲和母亲的角色。童童的爷爷奶奶年迈

且思想保守，他们对童童的呵护有足而关注不够，他

们更关心童童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而很少真正

走进他幼小的内心世界，也不会注意到童童性格内

向，朋友不多，常常会一个人在窗前发呆思考。对年

幼的童童来说，他或许并不明白痛苦具体的定义，他

只觉得痛苦就是心脏的地方疼，就是“奶奶买菜上

楼，累得直喘，自己又没有力气帮她的时候”［７］１７，就

是好奇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要他的时候。童童有着超

越同龄人的早熟，他经历着成长的孤独，也清楚地明

白“长大只是一个人的事”。每次想到妈妈，童童的

眼里就会有洪水一样的东西涌出来，淹没了一切。他

把对妈妈的思念寄托在小夹被上，他拼命嗅这里面的

“妈妈味儿”，尽管这味道早已经被时间带走了……

一直以来，童童都不理解妈妈为什么要离开这

个家，不明白妈妈突然为什么不要他了，也不知道他

和妈妈以后还能不能再相见。“多年蚁后”的出现

使童童渐渐走出了痛苦和阴霾，她用自己的故事向

童童述说了“妈妈”这一角色的艰辛与无奈。“多年

蚁后”在还没有接受离开妈妈的时候，就已经成为

很多孩子的妈妈，她也想念自己的妈妈，可在蚂蚁的

世界里，只要做了妈妈，就意味着永远离开自己的妈

妈，再也回不了家了。经历无数次“婚飞”的“多年

蚁后”，不想做一辈子的生育机器，她想看看外面的

世界，可她的家需要她，她的孩子们也需要她。孙惠

芬借“多年蚁后”之口，道出了母亲这一角色的两难

与不易，母亲既要承担守护家庭的责任，同时又有着

自己的理想与憧憬，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便是

“多年蚁后”所面临的困境。小时候，童童妈妈给他

讲故事的时候，动不动就说“多年以后”，因此，童童

对“多年蚁后”产生的亲切感与信任，实际上源于其

对母亲的深切思念。童童的母亲同样可能面临着与

“多年蚁后”相似的困惑与抉择，只是最终做出了不

同的决定。当童童以责备的口吻询问“多年蚁后”

为何未能保护好她的孩子时，这实际上也是他对母

亲行为的一种追问与不解，内心的埋怨与困惑在这

一刻得到了释放。然而，随着童童逐渐深入了解

“多年蚁后”的世界与故事，他开始尝试理解母亲的

不易，对母亲的态度也变得更加理解与宽容。“多

年蚁后”教导童童：“要想念妈妈，就去祝福她，不要

掉眼泪。”可以说，“多年蚁后”是童童在儿童“泛灵

论”意识下，基于对母亲的思念与理解，主动建构的

一个想象世界的产物。这一形象不仅帮助童童缓解

了内心的痛苦与困惑，而且促进了他对母亲角色的

深层次认识与情感共鸣。

当下家庭亲子关系一个显在的问题就是很多家

长缺乏对子女的陪伴与沟通，也因此往往忽略了他

们精神层面的需要。究其原因，当下社会快节奏的

生活，单一的家庭结构，导致了父母与孩子缺少交

流。小说中的童童是一个敏感而自卑的孩子，父母

缺席给他童年带来了孤独的特质，他小心翼翼地生

活在爷爷奶奶身边，过早地感受与经历着生活的不

幸与痛苦，他爱着身边所有的人，包括一只小小的蚂

蚁，这份善良与童真背后实际上是无尽的孤独与落

寞。在本应享受幸福美好童年、与父母在草地上自

由奔跑、展现淘气好动的天性之时，童童却展现出了

一种超乎寻常的谨慎与早熟。他常常因无法为奶奶

搬运重物、无法为爷爷分担家务而感到内疚与痛苦。

这种过早的独立以及对父爱与母爱缺失的体验，促

使他迅速成长为一个“小大人”。然而，这不是值得

惊喜和庆幸的事情，而是童童的成长之殇，亦是每一

个家庭值得思考的问题。

自１９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很
多父母出于生计，抛下孩子外出务工。城乡大量留

守儿童的出现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孩子失去了与父

母最直接的交流。而家庭教育和陪伴的缺失，让留

守儿童已经演化成当下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家庭

作为儿童成长的首个社会环境，其教育功能的发挥

至关重要。然而，在单亲或留守的背景下，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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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往往受到挑战，这就更加凸显了

社会性抚育的重要性。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谈到了两大抚育系统，

即生理性抚育与社会性抚育，强调了人类特有的社

会抚育的长期性及重要性，婴儿在断乳之后，“生理

上虽则可以说已经长成独立的个体，但是还需要一

个更长的时期去学习在社会中生活所需的一套行为

方式。这是人类所特具的需要”［１０］。单亲家庭或留

守儿童所面临的成长问题并非孤立存在的个案，而

是社会层面一个深刻且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

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不仅依赖于良好的家庭教育环

境，更离不开来自社会各界的合力支持与帮助。

《多年蚁后》关注到儿童的成长与心理问题，童童是留

守儿童的群体性缩影，而童童与“多年蚁后”的奇妙经

历透视了我国单亲留守儿童的成长教育现状及问题。

三、意象叙事与儿童视角

“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

中，“意”指抽象的内在心意，“象”指具体的外在物

象。可以说，“意”借由“象”来表达，“象”是“意”的

载体。换言之，意象就是客观物象融入了主观精神

而带有了情致的艺术形象，是富有意义的审美载体，

承载着独特的人文精神，任何物象与意义的对应与

融合都可以构成意象。《多年蚁后》选取了众多的

意象，而这些意象也共同组成了童童的幻想世界。

首先是“西瓜”的意象。“世界是一个大大的西

瓜，我们都是一个个西瓜籽”，这是作品中重复出现

的一句话。“西瓜”在小说中是童童眼中的整个世

界。世界就是一个大西瓜，每个人都是里面的西瓜

籽，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都是有联系的生命个

体。因此，在童童看来，爸爸妈妈虽然分开了，但仍

然和他一起生活在同一个大西瓜里，这样就相当于

他们还在一起，也还是一家人。“大西瓜”是童童主

观世界的产物，正如“多年蚁后”故事中的树、蝉、蚂

蚁、种子、人，是一个分不开的整体，万物都生活在同

一个“大西瓜”里，世界上的生命都是相通的，所有

的生命都是一家人。

其次是“小天使”意象。它们是一丛丛金黄色

身体的植物，它们“长着红色的盖子，但腰身细瘦挺

拔，腰间束着花瓣一样的小裙子”［７］８６它们具有治病

救人的神奇功效，救了老爷爷的母亲，又治好了患病

的老黄牛，也带给了童童美好的希望。“小天使”是

善良与美好的化身，善良的愿望需要用善良的念头

来守护。“海棠树”是“多年蚁后”生活的地方，也是

“小天使”经常出现的地方，老爷爷把它叫作“树

神”，是因为它“替天行道”，给了年轻时意外犯错的

老爷爷赎罪的机会。“海棠树”代表着一种理想与

准则，时刻提醒着人应当如何成长，如何做一个善良

真诚的好人。“那一刻，我感觉，我种下的不是海棠

树，是一个大西瓜。”［７］１６６童童最后种下的那棵海棠

树，是他的理想，也是他的整个童年，再次，“蝉蛹”

也是小说中一个重要的意象。他们是“多年蚁后”

的好朋友，用身上的针感受水分，而蚂蚁们则是用对

朋友真诚的爱感受水分。蝉蛹也是“小天使”的搬

运工，将小精灵送去有需要帮助的人那里。他们是

最善良、最忠诚的昆虫，从不侵犯别人，对朋友也忠

贞不渝。蝉蛹帮助了老黄牛回到主人那里，老黄牛

也会帮助他找到海棠树。蝉蛹的生命有周期的限

制，但生命本就是不可预测的，不同的生命都有不同

的限制，他们的死亡是一种圆满与幸福。蝉蛹的故

事使童童对死亡也有了新的理解与感悟。老黄牛是

忠诚与勇敢的象征，吃了神奇植物病好后一路狂奔

往主人家赶，为了尽快救治它瘦弱瘫痪的主人，“它

滴水不进，寸草不沾，载着星光，载着月光，载着湿漉

漉的露水，载着又一天的早霞”［７］１１２，它一刻不停地

奔跑，刚回到主人家，便把胃里藏着的“小天使”吐

了出来。老牛爱它的主人，感同身受着他的痛苦。

老牛亦真诚而善良，把“小天使”带到了更多需要帮

助的人那里。小说中的动植物皆为善良与爱的化

身，它们无私而真诚，勇敢而热烈，在童童的世界里

播撒下希望和爱的种子。

此外，作品在叙述方面亦颇具特色。孙惠芬是

以童童的视角来讲述他对世界的感知。儿童视角是

“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

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

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

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这样一种有意味的叙事策

略”［１１］。小说以童童的眼睛为窗口，透视其丰富多

彩的内心世界。读者在童童的引领下，走进了“多

年蚁后”、蝉蛹、老牛……的故事，在一步步探索中

获得了阅读的审美愉悦。但是，在实际创作中，要让

作者完全将自己从叙述者的身份中剥离出来，以一

种纯粹的儿童眼光去检视与体察成人的世界，这似

乎也是不可能的。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讲：“就

小说本性而言，它是作家创造的产物，纯粹的不介入

只是一种奢望，根本做不到。”［１２］小说开始和结尾作

为童童“老姑奶奶”的成年叙述者的评论声音使读

者对童童所展示的世界作进一步的思考，同时也将

作品的主题引向更深刻的层面。

《多年蚁后》以童童充当生活的见证人、审视者

与叙述人，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并存，成人话语与

儿童话语的复合。小说主要由“我”“童童”“多年蚁

后”“多年蚁后的转述”这几个不同的叙述主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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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我”作为写作者，是童童的老姑奶奶，童童把

自己和“多年蚁后”的故事写在横格笔记本上，并把

它作为礼物送给“我”，而“我”将童童的礼物“包

装”成了这部作品。“童童”是叙事的主体，他讲述

了自己和“多年蚁后”从相遇到彼此熟悉的故事，并

把故事写下来送给老姑奶奶。“多年蚁后”又是童

童叙事中的另一个主体，她通过和童童的对话，以第

一人称的方式讲述她的故事，同时，她也会转述

“蝉”的独白，讲述蝉蛹的故事。这样，小说在多重

叙事视角的转换中，将不同的主体联系起来，讲述了

一个海棠树下蚂蚁、蝉和人的生命咏叹曲。此外，儿

童话语与成人话语共存于文本之中，相互补充，形成

了叙述上的复调。复调结构突破了单一的线性结构

或一元视角，在儿童的懵懂、稚拙与成人的睿智、功

利两套话语、两种认知维度下，世界的呈现与意义的

表达趋向多元化，从而拓宽了作品的艺术空间。

《多年蚁后》以童童为叙述者，聚焦于儿童视角

下所观察到的自然世界，细腻描绘了一个由蚂蚁、蝉

蛹、老牛等多种生物共同构成的丰富多彩的生命体

系。作者巧妙地借助这些充满生命活力且心地善良

的角色，向读者传达了一个关于爱的深刻哲理———

爱，其实一直都在，可是有些人就是感受不到它，好东

西也不是谁都能得到的，他得是一个善良有爱的人。

四、结语

在这个碎片化阅读盛行的网络时代，孙惠芬的

《多年蚁后》可谓是一股清流般的存在。作品关注

单亲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以童话的形式，通过讲述

童童与“多年蚁后”的故事，以及“多年蚁后”与蝉、

海棠树、老爷爷的故事，探索着儿童的幻想世界。这

是继《寻找张展》之后，孙惠芬的第二本关注青少年

成长的作品，不同的是，这部作品更加温和，细语涓

涓，充满童真童趣，带我们走进一个绚烂而美好的童

心世界。通过书写留守儿童的孤独体验和成长之

痛，孙惠芬道出了当下中国家庭教育中存在的诸多

问题，同时也揭示了生命的真相与人性的复杂。对

此，她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守护至真童心，

注重家庭教育，走进孤独少年的内心世界，从而使更

多的孩子生活在健康、快乐的环境中。孙惠芬创作

的转向昭示着她创作的“当下性”，这也实现了一个

成熟作家的自我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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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结构评价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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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艳（１９６６—），女，河南遂平人，正高级会计师，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副校长，研究方向：国民经济学。

摘　要：致力于深入分析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结构体系影响的学术探讨，选取河南省作为案例，构
建一个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涵盖生产资料、生产效率及绿色农业三个核心维度。利用主成分分析

法（ＰＣＡ）对２０１３至２０２１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深入量化分析，本研究揭示新质生产力在提升农业
生产效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促进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积极影响。研究结果不仅为政策制

定者提供基于数据的决策支持，而且对于深化理解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及其对农业现代化

进程的推动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关注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应

用，并探讨其对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绿色农业；指标体系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５．０１．００５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５）０１－００２４－０６

　　在全球化与科技创新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
兴起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特别是

在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融入预示着生产方式的

深刻变革与升级，这不仅关乎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

和成本效益的优化，也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和农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本研究基于国内外文献

综述和河南省的农业实践，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系统

地探讨新质生产力如何促进农业结构的变革，并分

析其理论基础与影响权重。

河南省农业发展面临多重挑战，包括自然资源

限制、生产效率不足、劳动力流失等，这些因素共同

制约着农业结构的转型和现代化进程。此外，智慧

农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掌握先进知识的高素质人才，

而农村教育环境与城市存在差距，农民对智慧农业

的适应能力有限，且农村空心化现象加剧了农业人

才的流失。本研究探讨农业结构调整中人才培养的

定向化调整策略，以应对农业现代化的挑战，并为河

南省乃至全国的农业农村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

指导。

一、河南省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转型需求

（一）农业多样化发展的局限性与现代化进程

的滞后

河南省若干地区的农业发展显示出较为明显的

单一化特征，这主要源于自然资源的限制或开发不

充分，导致农产品产业结构的单一化。这种现象在

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基础设施尚需完善的地区尤为突

出。由于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的双重约束，地方财政

难以通过大规模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先进技术引

进来显著提升农业发展水平，而只能将有限的财政资

源用于推动适合当地条件的农业机械化，从而小幅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这些地区长期以来沿袭着传统的

农业生产方式，难以实现向现代农业的快速转型。

（二）农业生产效率的不足与智能化建设的配

套挑战

河南省作为中国重要的农业省份，尽管在农业

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农业生产效率不高和资

源产出效益不均衡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这一现象

的成因较为直接，主要是地方财政资源有限，难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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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农业现代化所需的资本投入，导致农业科技和机

械化水平提升不足。财政资源的不足限制了农业现

代化所需的资本投入，包括农业科技的研发和农业

机械化的普及，这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具体而言，河南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６３．３％，主要粮食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９８％以上，
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８５％以上。
与发达国家相比，农业科技贡献率和机械化水平仍

有提升空间。特别是在畜牧养殖、水产养殖、农产品

初加工、设施农业等产业的机械化水平相对较低，成

为制约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薄弱环节。在引入智能

化建设后，农业从业者的教育水平和综合素质成为

影响智能化生产设备使用和维护的关键因素。提升

农业从业者的科技应用能力和操作技能，是实现智

能化生产设备有效运用的前提。

（三）农村劳动力流失对农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河南省的农业结构作为一个多维度的体系，其

演变和发展受到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显著影

响，同时，农村劳动力的变化也对其转型的速度和质

量产生重要作用。当前，河南省面临农村劳动力向

城市转移、老龄化人口比例上升、适龄农业劳动力人

口减少的挑战。随着劳动力分工的细化和协作规模

的扩大，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凸显，限制了农业结构

的多样化和协调发展。

（四）智慧农业人才短缺与农业结构调整的技

术支撑需求

河南省农村教育环境虽有所提升，但与城市相

比，教育资源和环境仍有较大差距。农民的整体素

质和知识水平相对较低，对智慧农业的接受和适应

能力有限。同时，一些潜在的新型农民由于农村经

济发展的局限性而选择进城务工，加剧了农村的空

心化现象。智慧农业的发展需要既掌握先进农业知

识又能熟练运用农艺技术的高素质人才。农村基础

教育的不均衡发展加剧了农业人才的短缺，这对于

农业结构调整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未来，

随着务农人口的减少，对农业领域的专业人才需求

将持续增长，特别是在农业机械化和电子商务等领

域。因此，如何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进行人才培养的

定向化调整，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结构体系

（一）农业结构体系构建原则

１．综合性原则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结构指标体系的构建，应

遵循全面性原则，以实现对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

全面评价。该体系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并融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确保其理论指导性。体

系设计紧扣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发展趋势，选取

具有战略性、关键性和导向性的指标，以评估和监测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２．科学性原则
在构建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结构的指标体系

时，要从实际发展情况出发结合理论研究的导向。

在此过程中需确保指标来源的合理性与结果的动态

稳定性。本研究的指标数据主要源自河南省官方统

计资料，并采用 Ｓｔａｔａ１８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确保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３．可行性原则
确保研究程序的可操作性是构建新质生产力赋

能农业结构的指标体系时的关键，这涉及数据搜集

与整理的标准化操作，以及选取那些能够在公开发

表的资料中获得的指标。不同指标应能够精确反映

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关键维度。此外，指标体

系的构建必须紧密结合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确

保测算结果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指导农

业结构的优化，并有效解决实际问题。

（二）指标选取

基于河南省的发展特点和农业生产的特殊性

质，本文结合王丽双，傅新红，蒋浩，杨锦秀等学者的

研究，最终选择生产资料、生产效率、绿色农业作为

一级指标，并进一步将一级指标细分为１０个二级指
标，涵盖了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如科技投入和机械

动力；衡量生产效率的关键指标，如单位面积产量和

劳动生产率；以及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农业

指标。具体如表１所示。
三、评价对象及方法

（一）评价对象

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形成要素，构建了一个包

含生产资料、生产效率、绿色农业三个维度的指标体

系，旨在评价２０１３至２０２１年间河南省１６个地级市
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鉴于《河南统计年鉴》中

２０２２年数据的不完整性，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科
学性，本研究选择排除该年份数据。

（二）评价方法

在对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结构发展的文献综述

中发现，综合性评价指标测算方法拥有多种类别，每

种方法均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优势。权重法适用

于那些不能简单均分确定权重的贸易便利化指标，

其中较为常见的权重确定方法包括层次分析法

（ＡＨＰ）、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等八种。层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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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ＡＨＰ）适用于专家意见较为重要的情况，主成分
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则适用于数据量较大且需要降

维的情况，熵值法（熵权法）适用于数据的离散程度

较大的情况。ＣＲＩＴＩＣ法和独立性权重法等则是基于
数据的波动性或者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情况进行权

重计算。

表１　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指标构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单位 属性

生产资料 农业科技经费 Ｉ１ Ｒ＆Ｄ经费内部支出×（地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地区生产总值） 元 ＋
农业科技人员 Ｉ２ Ｒ＆Ｄ人员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地区生产总 值） 人 ＋
农业专利数量 Ｉ３ 直接获取 个 ＋
农业机械总动力 Ｉ４ 直接获取 千瓦 ＋

生产效率 单位面积作物产量 Ｐ１ 粮食总产值／粮食播种面积 吨／公顷 ＋
农业劳动生产率 Ｐ２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数 元／人 ＋
农业产业结构占比 Ｐ３ 农业产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１００％ ％ ＋

绿色农业 灌溉面积 Ｒ１ 直接获取 公顷 ＋
范围化肥使用量 Ｒ２ 直接获取 吨 ＋

农业塑料薄膜使用量 Ｒ３ 直接获取 吨 ＋

表２　综合性评价指标对比

评价方法 主观赋权／客观赋权 相关性要求 数据信息量处理要求 原理

ＡＨＰ层次分析法 主观 无 小 专家打分

优序图法 主观 无 小 专家排序

主成分分析法 客观 有 大 降维＋信息浓缩
因子分析法 客观 有 大 降维＋旋转
熵值法 客观 无 大 数据熵值信息量大小

ＣＲＩＴＩＣ权重 客观 有 大 对比强度指标和冲突性指标

独立性权系数法 客观 有 大 共线性强弱

信息量权重法 客观 无 大 数据波动程序

　　本研究在本次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结构发展的
分析中，选择主成分分析法（ＰＣＡ）的原因在于其能
够有效地处理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通过降维技

术将原始变量的信息浓缩到较少的主成分中，同时

保留大部分原始数据的信息。这种方法不仅减少了

评估指标之间的相关影响，而且通过基于数据方差

贡献率的客观赋权，提高了分析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此外，主成分分析法适用于处理大量数据，并且能够

适应由于数据的波动性，因此主成分分析法成为本

次分析的理想选择。

四、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结构发展水平测算

（一）数据处理

为确保量化分析的准确性和数据稳定性，对于

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特定年份，例如２０２２年，采取
了剔除的策略以避免不完整数据对研究结果造成影

响。本研究对于呈现线性特征的数据缺失，采用了

线性插值法，通过已知数据点之间的线性关系来估

算缺失值，该方法适用于数据变化趋势平稳的情况。

而对于非线性特征的数据以及时间序列的端点年

份，如２０１３年和 ２０２１年，本研究采用了五年均值
法，通过计算缺失数据点前后各两年的数据平均值

来补填，这种方法考虑了时间序列的平滑性，为非线

性变化的数据和端点数据提供了稳健的估计。

（二）标准化处理

在本研究中，鉴于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结构发

展的评价涉及多源数据和多样评价方法，为解决量

纲不一致和极端值问题，采取了数据标准化处理策

略。鉴于所有评价指标均为正向，即指标值的增加

均被视为正面发展，本研究专注于无量纲化处理，特

别采用了最大最小值标准化方法。该方法通过将数

据缩放至［０，１］区间，有效消除了量纲差异和极端
值的影响，确保了不同指标间的可比性，公式如下：

Ｘｉ＝
Ｘｉ－Ｘ（ｍｉｎ）

Ｘ（ｍａｘ）－Ｘ（ｍｉｎ）
（三）权重确定

为了验证二级指标是否符合主成分分析的前提条

件，本研究对所涉及的变量进行了 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
Ｏｌｋｉｎ（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球形度检验。具体的检验
数据和标准呈现在表３、表４中。

表３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和 ＫＭＯ检验结果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ｔｅｓｔｏｆｓｐｈｅｒｉｃｉｔｙ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 １４１９．３１８

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 ４５
ｐ－ｖａｌｕｅ ＝ ０

Ｈ０：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ａｒｅｎｏｔ
ｉｎｔｅｒ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ＫＭＯ ＝ ０．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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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ＫＭＯ度量标准

ＫＭＯ范围 适用程度

ＫＭＯ≥０．９ 极其适用

０．８≤ＫＭＯ＜０．９ 非常适用

０．７≤ＫＭＯ＜０．８ 一般适用

０．６≤ＫＭＯ＜０．７ 一般不适用

ＫＭＯ＜０．６ 不适用

　　本研究对二级指标进行了 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
Ｏｌｋｉｎ（ＫＭＯ）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度检验两项统计检验。
所得ＫＭＯ统计量值为０．７７１，依据Ｋａｉｓｅｒ关于ＫＭＯ
值的解释框架，该数值表明变量间存在适中的共线

性，满足进行主成分分析的基本条件。ＫＭＯ值接近
０．８，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足以支持通过主成分分
析实现数据降维，同时有效规避了共线性过高可能

引起的分析失真。此外，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度检验的 Ｐ值
结果为０．０００，表明拒绝原假设，即各变量间的相关
系数矩阵为单位矩阵。

借助Ｓｔａｔａ１８软件对所有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主
成分分析，主成分提取结果如表５所示，方差检验见
表６。

表５　主成分分析提取结果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ｏｂｓ ＝ １４４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ｍｐ． ＝ １０

ｔｒａｃｅ ＝ １０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ｕｎｒｏｔａｔｅ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Ｒｈｏ ＝ １

表６　方差解释率

Ｆａｃｔｏｒ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１ ４．９０２ ０．４９０ ０．４９０

Ｆａｃｔｏｒ２ １．９７７ ０．１９８ ０．６８８

Ｆａｃｔｏｒ３ １．５２７ ０．１５３ ０．８４１

Ｆａｃｔｏｒ４ ０．５９２ ０．０５９ ０．９００

Ｆａｃｔｏｒ５ ０．３６７ ０．０３７ ０．９３７

Ｆａｃｔｏｒ６ ０．２７４ ０．０２７ ０．９６４

Ｆａｃｔｏｒ７ ０．１５２ ０．０１５ ０．９７９

Ｆａｃｔｏｒ８ ０．０９９ ０．０１０ ０．９８９

Ｆａｃｔｏｒ９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７ ０．９９６

Ｆａｃｔｏｒ１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４ １

　　在进行ＰＣＡ分析的过程中，本研究采用特征值
大于１，这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主成分的提取。确
保每个主成分在解释数据变异性方面优于原始单一

指标；单一主成分至少解释５％—１０％的数据差异，
以保证每个主成分具有实质性的解释力；以及累计

方差贡献率至少达到６０％，更严格的标准则要求超
过８０％，以确保分析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在本研究中，对１０个变量进行了主成分分析，
得到了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分析

结果显示，前三个主要成分的特征值均超过了１，并

且前三个主要成分的累积方差解释率达到了

８４．０６％。意味着每个单独的主要成分都至少解释
了总变异的５％以上。因此，通过仅保留这三个主
要成分，不仅能够减少数据的维度，还能保留原有

１０个变量中８４．０６％的关键信息。
表７　提取主成分荷载系数矩阵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１ Ｆａｃｔｏｒ２ Ｆａｃｔｏｒ３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
农业科技经费 Ｉ１ ０．４６６ ０．８０７ ０．０７３ ０．１２６

农业科技人员 Ｉ２ ０．６３８ ０．６７５ －０．２０６ ０．０９５

农业专利数量 Ｉ３ ０．１７２ ０．４４２ ０．７９２ ０．１４８

农业机械总动力 Ｉ４ ０．９１７ ０．０２８ －０．２３２ ０．１０５

单位面积作物产量 Ｐ１ ０．２６５ －０．６４５ ０．３７２ ０．３７６

农业劳动生产率 Ｐ２ ０．６０８ －０．０２２ ０．７０３ ０．１３５

农业产业结构占比 Ｐ３ ０．７８６ －０．４３２ ０．１５７ ０．１７１

灌溉面积 Ｒ１ ０．９３８ －０．２１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７３

范围化肥使用量 Ｒ２ ０．９１９ －０．１３８ －０．２５１ ０．０７３

农业塑料薄膜使用量 Ｒ３ ０．７９２ －０．０６９ －０．２７７ ０．２９２

　　由成分矩阵的结果（见表７），可以得出所选４
个主成分的表达式如下：

Ｆａｃｔｏｒ１＝０．４６６Ｉ１＋０．６３８２Ｉ２＋０．１７２１Ｉ３＋
０．９１７Ｉ４＋０．２６４８Ｐ１＋０．６０７７Ｐ２＋０．７８５８Ｐ３＋

０．９３７５Ｒ１＋０．９１９２Ｒ２＋０．７９１７Ｒ３
Ｆａｃｔｏｒ２＝０．８０７３Ｉ１＋０．６６７４９Ｉ２＋０．４４１９Ｉ３＋
０．０２８１Ｉ４－０．６４４５Ｐ１－０．０２１６Ｐ２－０．４３２３Ｐ３－

０．２１８１Ｒ１－０．１３７６Ｒ２－０．０６８６Ｒ３
Ｆａｃｔｏｒ３＝０．０７２５Ｉ１－０．２０６２Ｉ２＋０．７９２２Ｉ３－
０．２３１９Ｉ４＋０．３７１５Ｐ１＋０．７０３４Ｐ２＋０．１５６６Ｐ３－

０．０２７３Ｒ１－０．２５０５Ｒ２－０．２７６６Ｒ３
本研究基于三个主成分的表达式，提取了各个

主成分的系数，并将其与各自的方差贡献率相乘。

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将得到的乘积与四个主成分

累积的方差贡献率（达到８４．０６％）进行对比，从而
确定每个变量的相对重要性，以农业科技经费为例：

Ｆａｃｔｏｒ１＝０．４６６０．４９０÷０．８０６＝０．２７２
Ｆａｃｔｏｒ２＝０．８０７０．１９８÷０．８０６＝０．１９０
Ｆａｃｔｏｒ３＝０．０７３０．１５３÷０．８０６＝０．０１３
在完成主成分分析并获取了各主成分在特定变

量上的值后，本文对这些值进行了整合。以农业科

技经费（Ｉ１）为例，将 Ｃｏｍｐ１＿Ｉ１、Ｃｏｍｐ２＿Ｉ１、Ｃｏｍｐ３＿
Ｉ１和 Ｃｏｍｐ４＿Ｉ１的值相加，计算出 Ｉ１的总得分为
０．４７４７８８４３７。为了使这一得分具有可比性，我们进
一步通过将其除以所有 １０个指标总得分之和
（４．０９２），进行了归一化处理。这样，我们得到了 Ｉ１
的归一化权重为０．１１６０２８０５２。以此类推，可以求
出其他９项指标的权重，具体见表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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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分析结构推断出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结构评

价指标体系综合指数如下所示：

Ｙ＝０．１１６Ｉ１＋０．１２１Ｉ２＋０．０８５Ｉ３＋０．１２２Ｉ４＋０．０１７Ｐ１＋
０．０１７Ｐ２＋０．０９４Ｐ３＋０．１２０Ｒ１＋０．１１２Ｒ２＋０．０９７Ｒ３

表８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结构各指标权重汇总表

变量 Ｆａｃｔｏｒ１ Ｆａｃｔｏｒ２ Ｆａｃｔｏｒ３ Ｃｏｍｐ 二级权重 一级权重

Ｉ１ ０．２７２ ０．１９０ ０．０１３ ０．４７５ ０．１１６ ０．４４４

Ｉ２ ０．３７２ ０．１５９ －０．０３７ ０．４９３ ０．１２１

Ｉ３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４ ０．１４４ ０．３４８ ０．０８５

Ｉ４ ０．５３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２ ０．４９９ ０．１２２

Ｐ１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２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０ ０．０１７ ０．２２８

Ｐ２ ０．３５４ －０．００５ ０．１２８ ０．４７７ ０．１１７

Ｐ３ ０．４５８ －０．１０２ ０．０２８ ０．３８５ ０．０９４

Ｒ１ ０．５４７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５ ０．４９０ ０．１２０ ０．３２８

Ｒ２ ０．５３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６ ０．４５８ ０．１１２

Ｒ３ ０．４６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５０ ０．３９５ ０．０９７

　　五、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理论，针对农业结构体系

的优化进行系统性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ＰＣＡ）
对２０１３至２０２１年间的数据进行了量化分析，有效
地解决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通过降维技术

提取出关键信息。立足于河南省农业结构体系的深

入剖析，并结合新质生产力的评估，提出以下政策建

议，以促进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的智慧化升级，推动农

业现代化进程，并激发农业结构的多样化发展。

（一）新质生产力建设与农业现代化的协同进

步

鉴于农业农村发展问题的多元性，经济基础对

农业农村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本研究建议通过智

能化改造基础设施，注入经济发展活力，同时创造就

业并提高农民收入，通过财政补贴完善农业发展基

础设施。新质生产力的建立将加速农业现代化进

程，提高欠发达地区农业的发展水平。本研究提议

财政支持智慧农业发展试点项目，结合社会资本与

国家补贴，解决初期资金问题，并在试点区域探索农

业产业多元化与产业融合，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

副产品价值，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深层次发展。

在智慧化建设的过程中，需要重视技术创新与

人才培养的双重驱动。技术创新可以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降低成本，而人才培养则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必

要的智力支持。通过建立智慧农业平台，可以实现

农业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和管理，提高对自然灾害

和市场变化的应对能力。同时，通过智慧农业教育

和培训，提升农民的科技素养，培养一批懂技术、善

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二）生产力水平导向的农业结构优化

农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动态演化过程，其优化随

着农业生产要素的变化而变化。本研究通过数据分

析，量化各组分的权重，客观反映不同地区农业生产

力发展水平与农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智能化建设的

完善将解决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缓解农业现

代化需求与传统经营方式之间的矛盾，提升农业生

产效率。社会多方应通过产学研合作，增强协同发

展的效果和协调性。

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应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通

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激励，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

升级，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此外，应加强农业科技创

新，推动农业向绿色、高效、智能化方向发展，实现农

业可持续发展。通过优化农业结构，可以提高农业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三）乡村振兴战略与新质生产力的深度开发

针对乡村人口老龄化和高素质人才短缺的问

题，本研究提出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系统性解决方

案，以应对乡村面临的挑战。首先，从教育层面出

发，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是提升农村人力资本质量的

关键。通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育质量，为农

村儿童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从而为乡村发展培养

具备现代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其次，加大人才引进

力度，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部高素质人才流入

乡村，包括提供住房补贴、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同

时，完善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为高素质人才提供广

阔的发展空间，包括重视人才的综合素质培养，加强

乡村的人才培养，满足新型农业耕种技能、农业发展

经营技能等需求。

进一步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是解决劳动力短缺和

人才流失问题的有效途径。河南省可以通过发展特

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来创造优质就业机

会，以此吸引和留住青壮年劳动力，应对劳动力总量

下降的问题，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通过提供奖学

金、助学金等财政支持来减轻农村学生的经济负担，

鼓励他们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同时为乡村创业的

人才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创业指导和政策咨询，以

营造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以上举措能够

提高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和就业质量，促进农业科

技创新和产学研用企的深度融合，推动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提高农

业质量效益，最终实现劳动力总量的平衡和乡村振

兴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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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约束与突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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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题中之义，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途径，是促进河
南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当前河南数字乡村建设的目标、发展逻辑与全局战略相适应，但基础

设施滞后、城乡数字鸿沟依然存在，建设主体数字低能、数字人才短缺矛盾突出，产业发展受阻、乡村

产业数字化尚未成型，治理环节薄弱、乡村数字治理尚未成熟。这急需河南省在国家政策战略的引

领下立足省情农情，不断夯实基础设施，为数字乡村建设打造动力引擎；布局人才队伍，为数字乡村

建设提供内在支撑；发展数字经济，为数字乡村建设构造产业路径；强化数字治理，为数字乡村建设

创新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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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乡村是现代乡村建设的重要趋势，是乡村
振兴的战略方向。当前，我国围绕数字乡村建设的

顶层设计与政策框架已初步形成，数字乡村建设在

国家战略和地域实践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河南

省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和数字乡村建

设的实施意见》，对数字乡村建设提出了明确目标

和要求，制定了具体的保障措施，并在全国率先制定

出台《“一村九园”数字化建设规范（试行）》，旨在

以数字化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打造数字乡村建设

的“河南样板”。当前，河南数字乡村建设的目标、

发展逻辑与全局战略相适应，但在将信息技术应用

于农村基础设施、智慧农业、农村经济、数字治理等

领域还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在重点内容与具体实

践上依然存在不相匹配的地方，亟需我们深入研究

并探索合适的对策。

一、河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时代意蕴

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有机融合实现乡村发展的数

字赋能，必将为乡村建设添“智”提“质”，整体带动

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一）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题中之

义

广大乡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场

域，“农业强国”被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并成为强国

建设的目标之一。数字乡村建设作为数字中国建设

的重要内容，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

发展，成为铸就农业强国的新引擎。所以，智慧农业

发展的广度、深度决定了农业现代化的后劲、速度，

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战略的实施离不开数字乡村建

设。河南省耕地面积６８７．１万公顷，居全国第二位，
要扛稳中原粮仓的责任，更需要紧跟数字技术步伐。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现代化建设将在补齐数字中国建

设的短板、筑牢数字乡村的发展基础、提升农民的数

字素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实现乡村振兴和数

字中国提供有力支撑。

（二）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途径

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１］。从经济角度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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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产业兴旺，与发展乡村数字经济一致；从政治角度

要实现治理有效，与推动乡村数字治理一致；从文化

角度要实现乡风文明，与繁荣乡村数字文化一致；从

社会角度要实现生活富裕，与打造乡村数字生活一

致；从生态文明角度要实现生态宜居，与建设智慧绿

色乡村一致。所以，河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可为乡村振

兴提供全新的思路和有效的途径，助推乡村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领域的数字化建设。

（三）数字乡村建设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

手

城乡融合发展强调城乡资源双向良性互动，旨

在实现城乡共建、共享、共荣。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元

经济结构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城乡分割的

户籍制度等影响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经济、社会的

双重分化限制了农村居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数字鸿沟、经济鸿沟、技术鸿沟普遍存在。缩小这些

鸿沟有赖于将数字技术运用到农民的生产生活，强

基础、畅流通、促共享，以信息化激发乡村经济发展

活力，实现城乡均衡化发展。数字乡村建设打破城

乡融合发展现实壁垒，以信息流带动物流、商流、资

金流、技术流，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平等交换，对城乡

之间的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优

化配置，实现城乡优质资源共享，为乡村发展注入新

动力。

二、河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约束

调研结果表明，河南省近年来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农村生产信息化趋势不断加强、绿色智慧农村建

设不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重

点内容与具体实践仍然存在不相匹配的地方。

（一）基础设施滞后，城乡数字鸿沟依然存在

１．数字基建发展失范
乡村数字基建缺失统一规划，存在重复建设、承

载力低、覆盖深度有限等资源浪费问题；不少现有基

建存在难以支撑今后扩建与发展的技术设计困境；

物联网、５Ｇ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和智慧农业设施难
以满足乡村发展的实际需要；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

设备和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步履艰难；现代

物流、智能仓储布局失衡，不利于乡村振兴和区域协

调发展。

２．数字技术供给失衡
乡村的空心化、乡民对数字基础建设认识不足、

信息管理混乱等导致数字信息化设备资金消耗量

大、回收成本高，乡村数字技术难以普及；针对农业

农村的大数据创新性应用不足，智能装备研发滞后，

农业专用传感器尚未普及；乡村信息服务软件区域

差异性明显，发达城市周边与欠发达远郊的乡村地

区数字覆盖不均衡。

３．数字信息采集失序
硬件不足导致软件落后，数据资源尚未实现有

效归集和有序汇集，业务系统缺乏统一建设标准，大

数据综合利用能力未能充分发挥；起主导性作用的

生产端数据采集不完备，农产品和物联网、大数据等

联结还没有达到高标准，网络信息与农业农产品脱

离；数据共享、数据协同等方面存在条块分割、各自

为政、数据量不足的现象，进而影响大数据的分析、

加工和利用。

４．数字应用场景有待拓展
虽然数字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势头良好，农

旅商协同发展方面成绩显著，但“互联网 ＋”数字模
式还未在农村地区全面铺开，数字应用场景尚未从

生活场景全面延伸至生产经营场景，数字技术和实

体经济未完全深度融合，特别是远程教育、远程医

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智慧化衔接有待增强，急需催

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二）建设主体数字低能，数字人才短缺矛盾突

出

１．乡村数字化人才匮乏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全国各地数字乡村建设处

于起步阶段，数字化人才的供给端与需求端不匹配，

缺口将近１１００万人，河南也存在乡村人口呈下降趋
势且数字化人才匮乏的现象。城市的虹吸效应，致

使大量能熟练应用互联网技术的中青年劳动力流入

城市，技术性人才外流，乡村空心化、老龄化严重。

现有基层农技队伍知识严重老化，音视频制作、大数

据、区块链、云计算等相关从业人员严重匮乏。农民

自身数字素养不高，存在数字认知的困顿与迷茫；专

业程度高、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新型职业农民

仍较少。留守乡村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获取、识别和

运用数字信息素养较低，互联网使用呈现泛娱乐化

趋势。

２．数字化干部队伍不强
具有数字化思维的基层干部缺乏，部分基层干

部自身对数字乡村认识水平有限，对农村社会走向

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缺乏正确判断和把握。年龄结

构、专业结构、梯次结构不合理，缺乏专职的管理机

构和人才队伍，相关职能部门如网信办、农业农村局

信息化部门人员编制较少且缺乏信息化专业专职人

员。部分年轻驻村干部掌握信息化能力较强，但驻

村工作的阶段性等现实问题导致数字化工作的持续

性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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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
个别地方政府在科技创新体系、财政投入配比、

数字人才培养等方面缺乏系统周密的内在机制。高

等院校及职业院校涉农专业学科配备不全，数字化

人才培养数量较少，科研机构技术性人才培养机制

不完善等问题满足不了数字乡村建设整体需求。专

业型人才政策有待完善，急需制定合理的人才引进

培育政策、建立数字化人才培养基地、进一步增设数

字化岗位、加强综合数字化人才储备。

（三）治理环节薄弱，乡村数字治理尚未成熟

１．治理主体能力有待提高
个别地方政府存在注重“数字”形式、忽视数字

实效的现象，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简单追求更大比例

的财政投入和多种类型治理平台的搭建。部分基层

干部的工作前瞻性和科学性欠佳，对数字乡村治理

实践的规律性认识不深，能动性发挥不足，数字治理

观念淡薄。部分社会组织难以与政府形成有效信息

交流闭环机制，尚未达成平衡的协作关系，多元化协

同治理结构及一体化数字治理体系尚未形成。部分

村“两委”与乡镇政府权责边界模糊、村委会和村主

任职能分工不清，叠加数字化治理对技术能力和制

度规范的新要求，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数字治理的复

杂性。数字技术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

解了“面对面”解决问题的人情关怀，部分乡民数字

意识和能力参差不齐，数字治理在乡村群体中形成

了难以跨越的壁垒。

２．乡村治理过程整合不够
乡村数字治理全过程包括前期规划与准备阶

段、基础设施建设阶段、数字平台搭建阶段、数据收

集与管理阶段、应用与服务阶段、监督与评估阶段

等。如在前期规划与准备阶段，乡村数字化需求调

研不足，相关软硬件基础等资源整合不够；在数字平

台搭建阶段，政务平台、农业服务平台、电商平台之

间尚未有效互联互通，从而导致具体应用与服务阶

段，政务服务应用、农业生产应用、电商应用尚未有

效融合；在数据收集与管理阶段和应用与服务阶段，

出现了数字化与质量冲突、数据与实质脱节、技术与

应用失衡、虚拟与现实分离等数字供给难以满足乡

民需求的“数质”悬浮化困境；在监督与评估阶段，

缺乏广大群众的监督及对各责任主体的考评制度，

缺乏对数字治理应用效果的实时监控和数字治理项

目的定期综合评估，没有形成全面的数字乡村建设

评价指标体系和相应的反馈回应机制。

（四）产业发展受阻，乡村产业数字化未成型

近几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展，河南省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农产品加工业相对发达，农

村电商成效显著以及“豫”字号农业品牌建设发展

迅速。在看到这些成绩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关注乡

村产业发展的薄弱地带。

１．农业产业化发展受阻
《２０２３河南省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指出，２０２２

年，河南省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

为６．２％、１９．４％和３７．９％，同比分别提升０．６个、
１．５个和３．４个百分点［２］。数据表明，河南省数字

经济对农业渗透率较低且增长速度较慢，数字经济

与乡村产业还未实现深度且广泛的融合。土地流转

的规模化农业尚未全面形成，长期延续的小农经济

生产模式小且分散，农产品的竞争力不强、特色不明

显，数字化农业产业投资乏力、要素不足。科技兴

农、信息技术富农的有效手段还不够灵活，智慧农业

的普及度还不够高。

２．农业生产流通相对滞后
从生产上看，农业装备智能化水平不高，农业数

据采集设备灵敏度差、稳定性低，农业机械设备创新

能力不足，低水平竞争现象严重。从流通上看，农产

品批发市场和零售企业两大传统渠道信息不对称，

急需进行数字化变革。销售端的电商化相对容易实

现，如各地电商发展打造出了许多“淘宝村”，但是生

产端由于农业生产难以预测、农户分散等特性导致数

字化无法实现，农民更是无法参与数据化链条中。

３．信息化企业难以进入农村
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弱，部分农村地区缺乏有实

力的龙头企业，现有的企业规模较小、市场竞争力不

强，在技术创新、品牌建设、市场开拓等方面难以发

挥有效带动作用。现有农村电商销售内容同质化、

附加值低，未能深入挖掘其农产品的价值，产品知名

度低下。

三、河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突破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的本质是通过挖掘与释放数据要

素价值来弥补城乡间在基础设施、资金、人才等方面

的差距，改革优化原有的乡村治理、经济发展、文化

传播、公共服务的模式，从而助力乡村振兴，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

（一）夯实基础设施，为河南数字乡村建设打造

动力引擎

１．持续推进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弥合城乡
数字鸿沟

根据河南省通信管理局发布的数据，２０２４年一
季度河南省４．５万个行政村５Ｇ通达率１００％［３］，提

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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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通信网络“村村通”向“户户用”延伸，搭建起数

字乡村的硬件平台。在规划上，要在前期调研摸排

的基础上，整体规划设计、超前科学合理安排数字乡

村基础设施建设硬件配套布局，避免重复建设、资源

浪费，确保城乡新型基础设施适配。在具体操作上，

加快数字网络基站建设，完善光纤网络、配套机房、

农业数据中心等硬件设施，打通智能终端接入梗阻，

逐步补齐适老化、适农化的农村智能终端短板，逐渐

形成“广覆盖、高速率、重普及、智能化”的数字乡村

基础设施体系。在研发上，加强面向农业生产的５Ｇ
网络、遥感卫星、农机智能装备、物联网等领域的研

发与应用。在服务上，加强与移动、联通等通信运营

商合作“提速降费”，为农村信息化建设提供更加有

针对性的资费套餐；定期对网络状况及网络安全等

进行评估和维护。

２．不断融合乡村数字技术运用场域，全面释放
数字红利

推动数字技术全方位渗透到农村养殖、教育、基

层党建等多场域，打造智慧政务系统、智慧养殖项

目、智慧教育系统、智慧物流系统、智能水利系统、智

能供电系统等，实现数字技术的乘数效应和倍增效

益。建立“政府 ＋互联网”模式，广泛搜集三农信
息，建立数据库，挖掘数据价值，精准助农；建立“政

府＋金融机构”模式，运用数字技术推动乡村普惠
金融发展，为农民解决小额融资和理财问题；建立

“政府＋电商平台”模式，帮助农民发展具有当地特
色的农村电子商务，优化电子商务产业布局。

３．加快构建乡村基础设施支持机制，匹配数字
技术平台

从“公共数据平台”和“应用支撑平台”两方面

统筹考虑，既要聚焦于农业农村数据的采集、应用与

共享的问题，又要提供全面的乡村公共事务服务与

涉农应用服务，以推进乡村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

一是构建农业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打造涵盖党

建服务功能、政务服务功能、村务财务公开功能、自

然灾害应急服务功能、公共卫生安全防控功能等于

一体的乡村一体化治理平台，解决农业信息服务

“最后一公里”问题，实现基层综合治理信息化。二

是构建基础数据资源体系，打造“乡村数据大脑”。

从农业自然资源大数据、农村集体资产大数据、农村

宅基地大数据等方面着手，构建经济、产业、生态、治

理等多方位、多角度、多维度的全景地图，强化区域

数据的对接，加强信息数据的互联互通，实现信息全

面共享、流程全面贯通、管理全面展示，真正做到以

数据技术引领乡村公共服务创新发展。三是加大财

政投入力度。设立数字乡村产业发展专项扶持资

金；发挥好财政资金与国家级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

吸引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建设

农业农村大数据普惠金融服务平台、农村金融超市，

形成“政、企、银、农、科”五位一体合作体系。

（二）布局人才队伍，为河南数字乡村建设提供

内在支撑

乡村人才是指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具备较

高的知识素养和业务能力，具有较强的使命担当和

责任意识，志愿为乡村振兴作出贡献的人［４］。河南

省要采用多方聚才的方式，培养造就适应当前数字

乡村建设的专业人才队伍。

１．准确定位，奏响揽才乐章
一是明确乡村人才的内在属性。乡村人才具有

较强的本土性意蕴，根植于乡村社会，具有较强的内

在属性，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关联性，主要

指人才的职业、知识、技术、生活及社会影响、资源禀

赋等与乡村有着内在关联，具有支撑乡村发展的价

值。其次是空间性，指人才位于乡村社会场域内，生

产、生活以乡村为载体，并以服务乡村振兴为己任。

再次是归属性，指人才具有较强的情怀和担当，具有

奉献乡村振兴的责任感，能够为乡村发展作出贡献。

最后是承载性，指人才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在知识

储备、思想准备、职业操守、道德积淀等方面扎实有

效，能够承载工作职能和历史使命。二是明确乡村

人才的来源结构。河南省乡村人才的来源构成主要

包括本土人才、返乡人才和下沉人才三种主要类型。

要持续培养包括本地的种田能手、文化人才、村组干

部、技术人才等在内的本土人才；不断吸引包括外出

务工经商人员、退休干部、退伍军人、返乡大学生等

在内的返乡人才；持续输送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

下沉帮扶乡村发展的下沉人才。

２．育用并举，助燃兴才引擎
一是重视加强人才培养与培训。要搭建线上培

训平台，整合农业数字化生产、农村电商运营、乡村

数字化治理等各类数字乡村课程资源，方便乡村人

才随时随地进行学习。要构建由政府相关部门、社

会团体及电商龙头企业为主体的农村电商人才培训

体系，支持协会与高校、企业相结合，组织农民、种植

大户、农业合作社等开展电子商务应用和实训操作

培训。二是重视推动产学研融合培养。鼓励高校及

科研机构共同参与数字乡村建设，支持高校及科研

机构开展数字乡村相关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鼓

励高校及科研机构与乡村地区合作建立数字乡村实

践基地，为相关专业的学生和科研人员提供实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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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实践中培养数字乡村人才的实际操作能力和

解决问题能力。三是注重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请

进来走出去，促进国内外数字乡村人才的交流与合

作。积极参与国际数字乡村建设项目，与国外企业、

科研机构合作开展数字乡村相关的研究和实践，为

河南省内数字乡村人才提供参与国际项目的机会，

拓宽其国际视野和发展空间。

３．齐抓共管，搭建聚才平台
一是建立乡村人才智能化管理平台。准确把握

乡村人才基本情况、需求特点、存量结构，实施“一

人一档”，各类人才的成长、诚信、待遇、财税、需求

等信息及时入库，搭建乡村人才成长载体，实现乡村

人才智能化管理使用。建议河南省委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或人才工作机构发挥统揽作用，推动乡村人才

信息的线上互通。二是搭建引才聚才组织化平台。

积极推动成立乡村招才工作机构，研究乡村人才支

持政策，发布乡村急需人才需求清单，设立乡村人才

工作专门资金，统筹部署乡村招才引才工作。明确

把乡村引才聚才工作纳入河南人才专项工作，制定

乡村人才工作运行、研究、联系等制度。依托人才组

织化平台，推动建立乡村振兴服务基地，设立乡村人

才服务专员，打造乡村振兴人才示范点，成立乡村引

才聚才联盟等，把分散在人社、科技、农委、组织、文

化、社科等部门的乡村人才工作进行整合，切实解决

资源分散、职能交叉、力度不足的问题，全面提升乡

村人才工作效率和水平。三是创新乡村人才成长化

平台。建议设立有助于推进乡村人才成长的三个支

撑平台：①智产融合平台。以农业科技创新平台、星
创天地、农业科技园区、研发机构为基础，打造研发

能力强、转化能力突出、经济效益好的智产融合平

台，让乡村人才有“地”可为。②项目化平台。结合
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谋划一批重点项目、重点工程，

着力建设产学研用结合、层次结构合理、高层次人才

汇聚的项目化平台，使乡村人才有“机”可为。③公
共服务平台。以乡村发展规划为引领，以自然资源

为基础，着力完善乡村公共设施，优化生态环境，健

全社会保障体系，设立人才引进绿色通道，打造宜居

宜业的公共服务平台，让乡村人才有“利”可为。

４．软硬共抓，厚植留才热土
一是支持创业创新。为数字乡村领域的创业创

新人才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鼓励他们在农村

地区开展数字农业、农村电商、数字文旅等项目。例

如，对在乡村地区创办数字企业的人才，给予税收优

惠、创业贷款贴息、创业补贴等政策支持，降低创业

成本和风险，吸引更多人才投身数字乡村创业。二

是完善贴心式生活服务。将引进数字经济领域紧缺

人才纳入政府人才支持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乡村人

才培养、认定、激励、保障、管理机制，在就业、住房、

社保、配偶就业、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支持，创新性

开展新型职业农民、互联网培训师、互联网营销师等

新兴职业的认定、培训工作，延伸服务范围，拓宽服

务广度和深度，为数字乡村人才解决来豫发展的后

顾之忧，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到河南省数字乡村

建设中。

（三）发展数字经济，为河南数字乡村建设构造

产业路径

数字经济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

要驱动力量，为乡村产业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机与活

力。

１．推动数字技术贯穿农业产业全过程
推动乡村产业全产业链的发展，提高数字技术

对农业领域的渗透程度，让数字化贯穿于乡村产业

全过程，农业产业数字化和农业数字产业化双向互

动，实现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融合。产前，利用大数

据和现代评估技术对土壤、气候、地貌等生产条件进

行分析评估。产中，通过“智慧农业”体系推动生产

和管理的智能化，扩展农业生产可能性边界。如通

过部署各类传感器和监测设备，实时采集农田中的

土壤湿度、肥力、温度以及农作物的生长状态等信

息。这些数据被传输到中央控制系统，经过大数据

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的处理，为农民提供精准的种

植建议。同时，智能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如无人驾

驶拖拉机、自动播种机和收割机等，大大提高了生产

效率，降低了劳动强度，助力实现农业生产的标准化

和规模化。产后，畅通农产品供给销售的渠道，充分

利用数字经济平台、网络销售平台、农产品电商、乡

村主播等为产品销售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降低传统

销售中人工、运输、广告等多方面的成本。

２．培育数字农业产业新业态
数字经济使跨界融合成为常态，产业边界日益

模糊，农业与旅游业、文化业、教育业等产业相互交

织融合。数字经济使上游原料投入环节、中游种植

生产环节和下游销售流通环节的关联度更加紧密，

从供给端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结构与布局方式。产品

生产者和销售者不断创新转变生产方式，农产品电

商平台、乡村直播带货、科技农业观光园区和沉浸式

项目体验等乡村新业态和新模式也应运而生。要发

展智慧畜牧业，建立养殖动物的数字化档案，实现智

能化养殖管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促进农业

产业化发展。要利用数字技术挖掘河南乡村丰富的

·４３·



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景观，如开发乡村古建筑的虚

拟游览项目、民俗文化的数字体验产品等。通过线

上宣传吸引游客，线下体验提升旅游品质，推动乡村

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完

善农村电商物流配送体系，整合物流资源，在乡村建

设电商物流服务站，降低物流成本。鼓励农民开展

直播带货等新电商模式，将农产品推向全国乃至国

际市场，让电商成为河南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３．稳步推动乡村产业升级
紧跟国家宏观产业层面的发展战略，围绕区域

性经济圈建设，联合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稳步推

进乡村产业升级，保障数字经济持续推动乡村产业

振兴。一要把简单的机械租赁、农资推荐等传统模

式逐步转变为托管运营、全生命周期管理、全流程管

理等新型模式。二要通过充分挖掘乡村产业优势资

源，培育地方特色产业，推动农副产品质量标准化、

分级化，实现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与转型升级。三

要持续推进科技园区、农村创新创业平台的建设，提

高地区研发创新水平。四要推动本土特色产品品牌

化、衍生品多样化，塑造本土品牌形象，学习更新营

销手段，打造特色 ＩＰ，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利润率。
五要引导和支持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产业集群，通

过产业集群的发展，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高

农业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四）强化数字治理，为河南数字乡村建设创新

治理模式

乡村数字治理是在数字中国顶层设计指导下乡

村具体治理场域的有效实践。２０２４年３月，河南省
委省政府《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中

明确指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数

治‘四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５］。

１．学习先进治理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伴随着“数治”的强势崛

起，不少地方都在尝试建设“四治融合”乡村治理体

系，形成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数治模式和经验（见表

１），可以为河南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借鉴。
表１　乡村数字治理的典型模式和路径

典型模式 具体措施

广西恭城县“三心三治一守”乡村治理
模式

“数字化＋网格化”，传承“忠孝仁义”传统文化，发挥数据信息应用在网格管理中的核心作用。

陕西省何村“中国大棚第一村”
农业科技研发，以电商销售为主；聚焦数字党建，构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等多功能的数
字管理平台。

浙江省德清县“数字乡村一张图模式”
建立“一图一端一中心”的三模块应用支撑体系；在乡村规划、经营、服务、环境和治理五大方面实现
数字化发展。

宁波市周巷镇“两防三提升” 实现工作数据化、数据可视化、可视应用化。

上海市宝山区“社区通” 问题分类分层处置机制、“四治一体”工作机制、线上线下联动机制。

浙江省“乌镇管家” 以社会服务和社会治安为中心；搭建多元主体合作平台；形成治理舆情分布图。

四川省邛崃市“为村”模式 涵盖“党建、服务、治理、产业”四大领域；问题逐级回应机制；网络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设备制度。

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龙游通” 建立村情通、社情通和企情通三大板块；形成“龙游通＋全民网格”的基层智慧治理新模式。

湖南省油溪桥村“村级事务积分考评管
理系统”

以乡民自治为基础，制定详细的村级事务积分制；乡民根据积分参与村集体收入分红；根据积分管
理考核党员干部。

　　２．统一规范治理机制
一要统一平台运营标准。通过对河南省现阶段

数字乡村试点地区进行调研发现，在宏观层面上主

要以国家出台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数字乡村建设，在

微观层面上缺失针对数字平台建设、运营机制、主要

功能、人员权责等的相关文件，运营中仍以 Ａｐｐ和
公众号两种传统的数字平台模式为主。建议相关文

件及时跟进，对数据共享、数据安全问题进行统一规

范，对技术架构、算法处理、界面交互、平台运行等内

容实现标准化管理。二要制定合理评价体系。建议

在遵循简易性、科学性、情感性的基础上，制定合理

的评价体系，解决乡村数字治理的“形式主义”、数

字悬浮等问题。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数字技术赋

能的价值回归，既重视数字本身的重要性，又避免把

“数字”成绩作为评定绩效的唯一标准。要紧扣乡

民实际需求，既要重视治理内容的真实性、治理活动

的价值性，又要考虑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的社会认

可度和群众接受度，还要保护乡村数字治理的“情

感性”，将柔性治理与数字治理结合起来，实现工具

性和价值性的平衡。三要健全持续运营机制。首

先，要确保技术的持续更新与优化。不断引入先进

的信息技术，提升平台的稳定性、安全性和功能性。

加强对数据的采集、管理和保护，建立严格的数据安

全机制，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为实现乡村长远发展

和数字治理长效运营提供可靠的数字环境。其次，

建立健全评估和反馈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定期对

数据平台的运营情况进行评估，收集用户的意见和

建议，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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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完善多元治理格局
在乡村数字治理中，为避免出现数字的悬浮化、

政府主体的“一头热”现象，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

织和农民等建构多元治理主体参与格局，从而激发

乡村数字治理的最大潜力。政府在数字乡村建设中

要发挥引领者作用。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法

规，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加大

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确保乡村地区网络覆盖

全面、信息流通顺畅。同时，政府要积极引导产业

发展，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服务业等深度融

合，为乡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企业作为数字乡

村建设的有力推动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创新

的理念。如科技企业要致力于研发适合乡村场景

的数字产品和解决方案；通信企业要不断完善乡

村网络基础设施，提升网络服务质量，为数字乡村

的发展奠定基础。社会组织在数字乡村建设中也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如公益组织积极开展数

字教育普及活动，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文化组织

利用数字技术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挖掘乡村特

色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行业协会则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企业与乡村之间的合作

交流，共同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农民和乡村干部

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力量，不断提升数字素

养至关重要。要积极鼓励乡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

的实践，让乡民做治理的主人，在数字治理实践中

广纳民意、广思民需、广建民心。通过基础培训、

提升培训、拔高培训等方式对基层干部队伍进行

数字化培训，定期更新最新的经验和技术课程，紧

跟发展步伐，使乡村干部时时有收获。

四、结束语

随着新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大数据时代的到

来，传统乡村迎来了历史发展的契机。当前，我国已

经构建了数字乡村建设的顶层设计架构和基本政策

支撑体系，地方探索实践也陆续展开。河南省也在

国家政策战略的引领下立足省情农情，坚持改革创

新，数字乡村建设取得很多成绩，但仍需清醒认识面

临的诸多挑战：数字乡村建设整体还处于探索阶段，

乡村数字治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未来，需要进一

步解放和发展数字化生产力，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坚

持求真务实，坚持聚焦发力、提质增效、规范引领、多

元共建，不断探索河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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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旨在全面提升农村的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发展水平，绿色物流作为发展绿
色经济的关键一环，对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村绿色物流发展目前处于较低水平，增

长空间巨大。利用ＡＨＰ层次分析法发现我国农村绿色物流发展存在专业技术人才缺失、绿色发展
意识不足、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绿色物流基础设施薄弱、农村绿色物流法律体系和绿色物流体

系不够完善等问题。我国农村绿色物流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大绿色物流的投资力度、提高绿色物流意

识、进一步关注农村经济发展、完善农村绿色物流体系和法律体系等。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绿色物流；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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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

推进‘双碳’工作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是顺应技术进步趋势、推

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是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迫切需要。”［１］农村绿色物流的高质量发展

能够延缓农村空心化趋势、提高农产品质量，进一步

提升农业安全性和发展可持续性。近年来，我国农

村物流业快速发展能够帮助解决农村地区就业、农

民增收及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问题。但物流产业快

速发展，同时也给当地的环境带来了一些问题［２］。

党的二十大以来，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与发展仍然是

当下的重要任务。高效的交通物流体系是连接农村

与外部市场的桥梁，它为农村提供了将独特优势转

化为经济价值的窗口［３］。

乡村振兴旨在全面提升农村的经济、社会、生态

和文化发展水平，绿色物流作为发展绿色经济的关

键一环，对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农村绿色

物流不仅是实现农产品有效流通、提升农业竞争力

的手段，更是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电

子商务的发展，农村经济水平逐步提高，农民消费观

念渐渐改变，对物流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因此，发展

农村物流以推动乡村振兴势在必行［４］。

二、乡村振兴与农村绿色物流高质量发展

（一）乡村振兴对农村绿色物流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性

农业不仅关乎国计民生，而且也是带动乡村振

兴的一个重要力量。目前农村面临着人口流失、经

济产出值较低、农民增收困难、经济作物价值潜力有

待开发、土壤保护、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生态

环境改善等问题。农村目前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作物

收益或者是当地旅游业发展等。农产品高效流通，

需要高效率的物流系统。但由于目前的农村基础设

施以及物流网点建设仍处于一个不完善的阶段，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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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物流业的发展会受到制约。发展农村物流并助推

农产品走出农村实现农作物价值，是目前实现乡村

振兴的重要举措。同时，农村绿色物流也是我国绿

色物流发展的一个缩影，农村绿色物流业的发展所

需成本相较于其他产业较低，可在农村发展完善后

运用于其他产业。

（二）农村绿色物流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

完善我国农村绿色物流体系可以推动农产品贸

易和农村市场发展，有效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在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和促进农

民增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农村建立完备的绿

色物流体系能够减少农产品损耗以及冗余成本损

耗，实现充分利用资源并减少浪费。通过绿色物流

将农产品流向市场，发挥农产品的价值，提高农民收

入，带动乡村发展，提高乡村知名度，进而能够借助

当地生态环境发展旅游业，增加额外收入、吸引人口

回流并进一步助力乡村发展。绿色物流的环保理念

也能够给农民科普现代绿色环保知识，提高农民的

绿色意识水平，强化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切实保护好

土壤生态与环境生态，建立起兼绿色环保与经济繁

荣为一体的富饶农村。

（三）乡村振兴与农村绿色物流的经济关系

乡村振兴与农村绿色物流的经济关系相辅相

成。物流讲究时效性，保证效率会导致增加额外损

耗，相应地也会增加额外成本。农村绿色物流能够

减少损耗降低成本，同时是以减轻对环境的破坏为

出发点，对传统物流方式进行优化与改进。乡村振

兴则需要通过物流引进经济资源，农村绿色物流能

够为乡村振兴减少成本投入。二者的结合也是循环

经济的体现：循环经济的实质就是生态经济，出发点

是尽量减少经济发展中造成的资源消耗，加强对生

态环境的保护，促进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之间实现

协调统一［５］。对于农村绿色物流的发展来讲，主要

是基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理论、环保理论，旨在促进物

流功能要素实现节能、低碳、减排有效的信息管理集

成与技术集成［６］。乡村振兴推动农村绿色物流进

一步实现低成本，农村绿色物流推动乡村振兴经济

收入最大化。

三、我国农村绿色物流发展程度分析

农村绿色物流发展程度评价指标的选取严格按

照指标构建的系统性原则、可行性原则、科学性原

则，指标体系的构建也遵照实际适合我国农村绿色

物流的发展现状。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确
定评价指标体系中各级指标的权重，采用模糊综合评

价法对目前我国农村绿色物流现状进行评价与分析。

（一）农村绿色物流发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根据发展绿色物流的一些必要条件且借鉴相关

专家学者的指标选取成果，选择从农村绿色物流发

展基础、发展潜力、发展质量３个维度作为一级指
标，进而对一级指标进行细致划分为１２个指标，如
表１所示。

表１　农村绿色物流发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表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值

农村
绿色
物流
发展
程度

发展基础
Ａ１（０．６０）

乡村人数（万人）Ａ１１ ０．３０
粮食货物周转量（百万吨公里）Ａ１２ ０．１０

耕地面积（千公顷）Ａ１３ ０．３０
农村道路里程（万公里）Ａ１４ ０．３０

发展潜力
Ａ２（０．２０）

农村宽带接入用户（万户）Ａ２１ ０．０９
农村建设投资额（万元）Ａ２２ ０．４１
邮递线路（公里）Ａ２３ ０．３６

绿色食品销售额（亿元）Ａ２４ ０．１４

发展质量
Ａ３（０．２０）

农村恩格尔系数（％）Ａ３１ ０．３０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Ａ３２ ０．１０
农产品合格率（％）Ａ３３ ０．２５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Ａ３４ ０．３５

　　（二）利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确定各项指标权
重

层次分析法（ＡＨＰ）步骤如下：
（１）建立评估指标集合：评估指标集合分为 ３

个层次，具体结构为目标层 Ｕ（Ａ）、要素层 Ｃ（Ａｎ）、
指标层Ａｎｉ；

（２）建立判断矩阵集合：根据 Ｕ＝［ｕｉｊ］ｍｎ构造
判断矩阵，ｕｉｊ表示对于 ｕ来说，Ａｉ相对于 Ａｊ的重要
程度，并用数值进行体现。

（３）一致性检验：ＣＲ＝ＣＩ／ＲＩ（ＣＲ：一致性比率；
ＣＩ：一致性指标；ＲＩ：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其中
ＣＩ＝（最大特征根 －ｎ）（ｎ－１）（ｎ为评价指标的个
数，最大特征根即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若

ＣＩ＜０．１，则表示一致性检验通过。
根据上述农村绿色物流发展程度指标体系，并

结合各级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１—９级），计算
得出一级指标以及二级指标的各项权重占比，同时

得出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见表２）。
通过计算可得，所有 ＣＲ值均小于０．１，则可知

权重分配均为合理。

（三）基于ＡＨＰ的模糊综合评价
为了使评价更加准确并降低偶然性与误差，结

合《中国统计年鉴》、农业农村大数据等资源，搜集

了近五年来的相关数据指标，并且结合相关问卷调

查计算出了各个指标的权重。

对于已经建立的指标体系模型，通过模糊综合

评价法确定评价集，评价集的选取通过数据统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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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隶属度计算，从而建立单因素评价矩阵，进而计算

指标层评价指标的模糊得分，然后运用去模糊化计

算出一级指标及二级指标的具体得分。

表２　农村绿色物流发展程度判断矩阵计算以及一致性判断

一级指标 Ａ１ Ａ２ Ａ３ ω λｍａｘ＝３．００
ＣＩ＝０．００
ＲＩ＝０．５２

ＣＲ＝０．００＜０．１

Ａ１ １ ３ ３ ０．６０
Ａ２ １／３ １ １ ０．２０
Ａ３ １／３ １ １ ０．２０

二级指标 Ａ１１ Ａ１２ Ａ１３ Ａ１４ ω λｍａｘ＝４．０００
ＣＩ＝０．０００
ＲＩ＝０．８９０

ＣＲ＝０．０００＜０．１

Ａ１１ １ ３ １ １ ０．３０
Ａ１２ １／３ １ １／３ １／３ ０．１０
Ａ１３ １ ３ １ １ ０．３０
Ａ１４ １ ３ １ １ ０．３０

二级指标 Ａ２１ Ａ２２ Ａ２３ Ａ２４ ω λｍａｘ＝４．２６０
ＣＩ＝０．０８７
ＲＩ＝０．８９０

ＣＲ＝０．０９８＜０．１

Ａ２１ １ １／３ １／３ １／３ ０．０９
Ａ２２ ３ １ １ ５ ０．４１
Ａ２３ ３ １ １ ３ ０．３６
Ａ２４ ３ １／５ １／３ １ ０．１４

二级指标 Ａ２１ Ａ２２ Ａ２３ Ａ２４ ω λｍａｘ＝４．０６０
ＣＩ＝０．０２０
ＲＩ＝０．８９０

ＣＲ＝０．０２３＜０．１

Ａ３１ １ ３ １ １ ０．３０
Ａ３２ １／３ １ １／３ １／３ ０．１０
Ａ３３ １ ３ １ １／２ ０．２５
Ａ３４ １ ３ ２ １ ０．３５

　　Ｘ＝（０．２７０５０．２７１４０．２１６３０．２４１８）×

１００
７５
５０











２５

＝６４．２７

（１）

ＸＡ１＝（０．２０４５０．２９６８０．２５０６０．２４８１）×

１００
７５
５０











２５

＝６１．４４

（２）

ＸＡ２＝（０．１３６７０．３４９６０．３０２４０．２１１３）×

１００
７５
５０











２５

＝６０．２９

（３）

ＸＡ３＝（０．１４９３０．２５４７０．１６０２０．４３５８）×

１００
７５
５０











２５

＝５２．９４

（４）
经计算，农村绿色物流发展程度为６４．２７分，位

于５０—７５分区间内，表明当前农村绿色物流发展程
度一般，还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需要提高农村地区

的物流基础设施水平，推广绿色物流理念，同时加强

政策支持和宣传推广等。具体结论如下：

一是农村绿色物流发展基础得分为６１．４４分，
该得分属于合格水平，但仍需发展。目前可以满足

一些基本的农业与物流业发展需求，但在一些基础

设施建设、道路建设、土地开垦等方面仍然需要重视

并持续发展。

二是农村绿色物流发展潜力得分为６０．２９分，
处于合格水平，但无法为农村绿色物流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支撑。可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建设更多物

流线路、推广绿色农作物销售、促进城乡经济融合等

方式为农村注入经济动力，从而为农村绿色物流发

展提供经济基础。

三是农村绿色物流发展质量得分为５２．９４分，
这说明农村绿色物流发展质量处于较差水平，存在

无法为农村带来较高收益、农民可支配收入较低、农

产品合格率不符合期望、人才资源不足导致科技贡

献率较低等问题，同时各项发展亟待提高，以让绿色

物流促进农业产业、物流业发展。

四、我国农村绿色物流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我国农村绿色物流发展面

临的重大问题不仅表现在发展质量层次上，还表现

在发展基础及发展潜力层次上。本文通过构建的指

标体系挖掘出深层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农村

绿色物流发展潜力中突出的短板表现为农产品合格

率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这两种指标大多是由绿

色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和专业技术人才短缺引起

的。农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表现不理想归根结底是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足，进而导致农村绿色物流发

展受到制约。从其他层次的突出指标分析得出农村

宽带接入用户少，从侧面体现出农民对绿色发展认

可度不高且不能快速掌握创新技术，而耕地面积和

农村建设投资额与法律体系建设相关。

（一）专业技术人才缺失

事实上，我国农村绿色物流行业的发展时间较

晚，存在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一方面，虽然我国贯

彻落实人才强国战略，但绿色物流的观念还未深入

人心，致使政策发布之后，也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导

致物流技术和物流模式的绿色化发展与专业人才的

队伍发展严重受限。另一方面，我国人才培养的内

生动力不足。拥有物流相关专业的高校数量不多，

开设的专业课程内容还保持在原有的理论知识层

面，与现代化社会存在脱节的现象。同时，相关高校

没有将绿色物流理念植入课堂教学活动中。很多高

校采用先理念灌输，再到实习单位进行实践操作的

方式。企业方面，对于绿色物流发展人才的培训力

度不够。大多企业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物流观念上且

更关注物流效率和成本控制，而忽视绿色物流人才

培养。企业缺乏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不能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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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丰富资源，不能共同开展

绿色物流人才培训和研发，从而限制了绿色物流人

才的产出。在人才本就匮乏的情况下，农村人才外

流严重，专业人才更偏向在城市就业，加大了农村绿

色物流发展的难度。农村物流从业人员并非专业人

士，未经过专业培训直接上岗，从业人员知识水平和

素质参差不齐，对于高新技术产品和信息化技术无

法迅速应对。

（二）绿色发展意识不足

绿色发展作为一种创新型的发展范式，根植于

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与革新之中，旨在促进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高效性、和谐性及持续性，已

成为当今时代不可逆转的重要发展趋势。然而，在

众多乡村地域，由于文化教育水平的相对滞后，民众

对于绿色发展的核心理念及其深远意义认知不足，

往往容易忽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部分政府决策者存在绿色物流意识相对薄弱的问

题，在促进绿色物流发展需要的有序市场环境方面

不能提供强有力的帮助，使得物流行业向绿色化发

展变得更加困难［７］。对于物流企业自身来说，各级

领导在绿色物流的认知程度上不同，不能充分理解

绿色发展，导致企业的发展规划、内生制度建设和内

部机构布局等方面不适合绿色化发展道路。

（三）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

目前，部分乡村振兴示范区农业发展水平偏低，

且存在不平衡现象。农村地区的市场建设相对滞后，

交易机制不健全，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通，农产品价

格波动大，农民收益不稳定。与此同时，道路交通、水

利设施、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道路不畅会

加大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的货差和货损频数，导

致农产品运输成本较高等，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绿色物流基础设施薄弱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主要表现在交通网

络不健全、设施现代化水平较低、信息化技术应用不

足。相较于城市，农村道路状况不佳，导致物流运输

过程中，时效较低。在传统物流的基础上，农村绿色

物流的发展受到传统物流设施的约束。首先，旧有

的物流基础设施普遍落后，高污染、高能耗问题不能

满足“双碳”背景下的绿色物流发展需要。其次，物

流基础设施之间的衔接性较差，存在设施不配套、无

法兼容的问题。除此之外，物流设施站点的数量不

足、分布不均。在农村，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是一大短

板，农村地区的物流信息系统相对滞后，缺乏统一的

信息平台和标准化的数据处理方式，妨碍了物流信

息的有效传播和共享以及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

（五）农村绿色物流法律体系和绿色物流体系

不够完善

我国农村绿色物流发展时间短，且缺乏绿色物

流的专项立法，导致绿色物流的发展不能得到系统

性的规划和指导。除此之外，现行的法律法规体系

中，绿色物流业的各个环节存在复杂的法律主体关

系，相关规定过于分散，层次和效力较低，导致绿色

物流企业及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划分不明确，各

主体之间的利益容易产生冲突。再者，法律监管机

构职权划分不明晰，监管机构职能重叠，与物流相关

的多个部门共同监督容易造成抢夺职权和相互推

诿，形成另一种降低行政监管运行效率的“非绿色

行政”，无法发挥法律法规对绿色物流的建设作用。

法律法规是绿色物流赖以发展的外部环境，对绿色

物流的实施起到约束和推动作用。而绿色物流体系

即为内部条件。内部运作正常有序高效，外部资源

才能得到充分利用。当前，我国农村绿色物流缺乏

统一的绿色包装标准和规范，产品的运输和储存过

程中使用的包装材料多样且不规范，很难对包装进

行有效的分类和回收。

五、乡村振兴下我国农村绿色物流高质量发展

路径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８］农村绿色物流并非限制点，而是促进农村资

金流动的工具，也是使得农村生活便捷化和多元化

同时还保护生态的方式之一。

（一）加大绿色物流的投资力度，提高内生驱动

力

农村绿色物流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政府、行业

协会、企业、学校、消费者的努力。政府方面不仅要

对农村绿色物流进行约束和指导，也要制定激励机

制，激发消费者对农村绿色物流的热情，增加引进农

村的专业人才数量。学校和教育机构要加大绿色物

流教学投资力度，注重农村绿色物流的相关教学内

容，拓宽教学范围和教学方式，并将教学资源进行及

时更新，鼓励学生和员工接触绿色物流。行业协会

一方面要提高研讨会、论坛等活动的质量，促进绿色

物流理念和重要性普及整个行业；另一方面还要搭

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

的合作交流，共同开展绿色物流人才培养，研发高新

科研项目，推动绿色物流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二）提高绿色物流意识，促进绿色化发展

除了资金、物质投入之外，还需要从精神层面推

动绿色发展，加强环保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农村绿

色物流的认识程度。政府及行业协会要广泛宣传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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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理念，积极引导企业及消费者，创造浓厚的社会氛

围。企业也应该提高绿色物流意识，弘扬企业内部

绿色文化，从领导层到基层培育环保意识和绿色理

念，加强相关培训，提高员工绿色理念以及专业素

养。

（三）加大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关注农村经济

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刺激

了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从而增加了大众对物流服务的

需求。因此，农村经济的发展是绿色物流的前提。首

先，强化帮扶产业分类指导。通过巩固、升级、盘活、

调整产业，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保持中

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

比例总体稳定，强化资金项目绩效管理。其次，加快

农产品销售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为了进一步提升农产品销售市场效率和物流效率，各

地区政府应尽快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造农村

地区交通网络，加强现代物流设施建设，让农产品更

加便捷地从产地输送到销地最后到客户手中。

（四）完善农村绿色物流体系和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没有专门制定绿色物流的法律法规。

完善法律体系，要先构建法律法规框架。可以通过

将各项法律进行规整分类来建立明确的框架，再对

复杂的主体对象明确精细化的权利和义务。同时，

完善绿色物流执法和监管机构，加强对绿色物流企

业的日常监管和执法检查，以确保绿色物流措施得

以有效执行。构建绿色物流体系是一个复杂烦琐的

过程，需要从多方面协同工作，而技术是推动绿色物

流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为此，在绿色物流体系

构建中，应优先考虑采用节能环保的物流设备和技

术，如智能化的运输工具和设备、高效节能的仓储设

施、清洁能源的应用等，以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环境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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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多维探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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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的重要基础，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将文化自信
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以及制度自信作为有机整体提出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文化在发

展全局中重要战略地位的总体把握与深刻认识。文化自信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其基本依据。从中

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历史、文化基因和精神特质，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建设，从道路、理论、

制度自信等方面展开论述，明确文化自信的战略地位。只有准确把握文化自信“何以可能”，才能真

正把握这一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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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

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

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

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源自党、人民

和中华民族对这种文化的深刻认同。通过对中华民

族近代以来文化自信的历史梳理，不难发现，中华民

族的文化自信经历了一个由秦汉以来对贯穿整个封

建社会的传统文化自信到近代传统文化失范的文化

自卑，经由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取得巨大历史成就的历史比较基础上

的文化自信到改革开放初期中西交往比较中一定程

度存在的不自信，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

伟大成就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文化自信的波浪式前进

的发展历程。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历史

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

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

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

独立自主。”［２］中华文化传统及其丰富的文化资源，

不仅是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生成的重要因素，而且

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孕

育出崭新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当代

中国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伟大的民族，这

个伟大的民族在历经艰难曲折、不断涅?重生的历

程中逐渐凝练出具有自身独特精神标识的文化传

统，并汇集成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资

源宝库。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培育和提升，必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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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上。从人类文明起源

的角度看，世界上四大文明发源地依次为古巴比伦

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经过数

千年的发展，这四大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绵延不绝

持续发展至今。中华文明诞生于公元前２０００多年
的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至今号称有５０００余年
的文明史，其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

虽历经天灾人祸，但却一脉相承，绵延不绝，是四大

文明中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时代的进步不断发展更新，所产生的文明成果对整

个世界作出了独特的、卓越的贡献。中华文明悠久

的历史无疑是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在数千

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不知发生了多少

次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历了多少次灾难和战乱，但中

华文明却顽强地存在下来，并不断发展。这使中华

民族的历代子孙倍加相信民族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凝聚力、同化力和绵延力，确信它具有应对任何困境

的强大能力，确信它不会被任何外来的力量所摧毁。

中华文明的发展之所以没有出现断层，原因很

多，有自然地理原因，也有各种社会历史原因，但最

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稳定的文化传承机制。首先，从文字上看，文

字是人类用表意符号记录、表达、传播信息的最基本

的方式，凝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风格，同时也是文化

传承的最基本的载体，是标志民族文化独特性的符

号。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中都

形成了自己的文字，但时至今日这些文字都已消失，

仅仅成为考古的对象。唯有中华文明的文字，即汉

字，虽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演变，有多种写法，形成

了许多字体，但其基本的构成要素没有发生根本的

变化；汉语的语法结构或句法结构虽然也经历了古

今之变，但也始终保留着最基本的结构形态，因此我

们至今读得懂２０００多年前留下来的诗文辞章。其
次，从文化传统的思想内容上看，中华文明的发展大

致经历了创生奠基、传承发展和改造变革三个大的

基本阶段。在创生奠基阶段，《易经》被公认为中国

文化最古老的经典，它包含了古代先人对自然、社会

和人事的认知，蕴含着对宇宙法则的朴素理解和丰

富的辩证法思想，对后世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

为深刻的影响，被誉为“诸经之首，大道之源”。时

至今日，中国人常用的汉语成语很多都是直接源自

《易经》。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繁荣时

期，产生了诸如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

阴阳家、纵横家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学说，形成了互

不相同又密切相关的各种学术思潮和派别，在哲学、

伦理学、文学、政治学、法学、军事学等各个思想文化

领域创立了诸如“四书五经”这样相对完整的思想

体系和理论学说，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思维方式

和话语方式，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思想主体。在传承

发展阶段，先秦文化发展的成果以不同的方式在秦

以后各代学者那里得到了发挥和发展。特别是在西

汉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策略后，

儒家思想便在中国整个封建文化的发展时期占据主

导地位，得到了历代王朝的推崇和维护，并且作为伦

理纲常深入到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和日常行为中。

在这个时期，学者们做学问的基本方式之一就是注

经解经，亦即对来自先秦的古代儒家经典进行“注

疏”，因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史上就有“六经注

我”和“我注六经”之说。然而无论是“注”还是

“疏”，无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都离不

开中国经学的原本。这虽然表现出中国传统学术的

保守性，但也自觉不自觉地维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根脉。因而，先秦以后中华民族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发
展过程经历了无数次战乱和外族的入侵，但中华文

化的传统没有因此被断送，相反最终都在文化上征

服了外族，显示出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优秀的文化基因和精

神特质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独有的文化基因，这些

基因深埋于它们的文化遗产之中，进而铸就了独特

的人文精神和与众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其与其他国

家或民族区别开来。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

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使人们

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使得各民族的历史

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传

统文化包含了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儒家教义对中国文

化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然而，将中国文化的

基本精神简化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不够准确的。事

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多种思想和学派相互交织、融

合而成的复杂整体。每个学派和观点都具有其独特

性，从不同角度贡献于这一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不

同的思想流派持有各自独特的看法，并展现出各自

的特色。因此，就形成了一种多元并存的局面。从

另一个角度看，不同的思想观点互相补足和融合，共

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精神领域。它包括儒、道、佛三

家思想。在这一文化体系里，既包含了优秀的元素，

也有不尽如人意的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经过几代人的传递，其核心价值观已融入民族的根

本，形成了民族的基本精神支撑。

·３４·



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的精神基因，既隐藏在民

族文化的核心之中，也显现在新时代的活力与光辉

里。尽管历经千年挑战，中华文化始终保持着生机

与繁荣，传承不息而不是逐渐消失或断裂。这主要

归功于中华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中华民族最核心的

精神元素，这些元素能够维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在

山东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了培养一种积

极向上和追求善良的动力的重要性，以此来促进中

华卓越传统文化的推广。他还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和培育、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一系列关键观点。他指出，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和

精神世界深植于中国卓越的传统文化之中，并随着

历史和时代的发展不断演进和更新。

其一，“自强不息”的向上精神基因。这种精神

基因展现出了一种“永不屈服”的积极态度。这种

精神特质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深层精神追求，不

仅是民族持续生存与发展的动力来源，同时也构成

了与其他民族鲜明区别的特有精神象征。“民以食

为天”“天下为公”体现了一种责任和担当的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生动地描绘了这种精神

基因的早期阶段。这既是一种理想人格形象的表

达，又是对一个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深刻警

示。它不仅是为当前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

了宝贵的思考资源，同时也在构筑和谐社会方面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传统文

化精华，“天下”与“仁”有着内在统一的联系。这种

“刚健、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在数千年的历史进

程中得到了传承和弘扬，激发了一代代中华儿女持

续努力、奋斗不止和勇往直前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

充满活力和进取心的精神支柱。从这个意义上讲，

“自强不息”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对于国

家的兴衰，每个人都承担着责任。这种责任感，加上

先为天下忧的觉悟，共同助力了民族凝聚力的建立。

这不仅是中华民族持久发展的动力，也是其保持活

力的关键。“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的警世箴言和

“知耻而后勇”的英雄主义则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进取心和革故鼎

新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明确体

现。将“天道酬勤”这一理念应用于实践，就变成了

积极进取的明确途径。

其二，“厚德载物”代表了一种向善的精神特

质。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品质显著

地体现在以民众日常生活和内在心灵为核心的道德

伦理文化中。“天人相应”的思想则进一步揭示出

道德与天地自然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并在人类社会

实践中不断得到升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不仅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思想

资源，而且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厚德

载物”的理念是从人的生活和心灵出发，强调通过

个人的修炼，使人的德行变得厚重、崇高，能够承载

万物。道德人格与社会环境共同构成一个人良好品

德形成发展的基础，而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个人因素

和家庭环境因素对其产生的重要影响。历史长河中

的经典故事，展现了中华民族始终遵循的高尚道德

准则与精神基因，即“厚德载物”。传统道德如诚

信、仁爱、包容及和谐，不仅是行为规范的核心，也清

晰反映了中华民族追求善良的精神特质。

其三，爱国主义的精神基因。中国文化遗产中

深植的爱国主义传统，不仅是各民族团结精神的基

础，也是爱国情感传递的重要纽带。爱国主义在中

国文化中始终占据核心且永恒的位置。从古代的

“天下为公”理念到“至死不渝”的奉献精神，从“忠

诚报国”的壮举到“个人有责于国家兴衰”的观念，

这些都展现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的灿烂

光辉。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深刻而永恒，已经

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牢牢扎根于人们内心深

处。这种精神不但巩固了民族的凝聚力和共识，而

且也持续激励着中华儿女一代又一代为了国家和民

族的繁荣昌盛而持续奋斗。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作为一种既定的历史条件，是其

中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民族复兴伟业

的进程中，善于以科学态度对待优秀传统文化，使之

成为中华新文化的重要源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

产党人继往开来，不断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认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给予了高

度重视，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众多独创性贡献。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华民族超过五千年

文明历史的结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从本质上讲，它属于一种先进文化。在我

国的文化进步之路上，必须坚定地维护中华文化的

立场，这不仅是文化的基石，更是精神的归宿。在这

一基础之上，还需持续致力于创新性的转化和发展，

以不断推动中华文化走向新的辉煌阶段。中华文化

立场和双创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深化

和升华，是当代中国在文化领域引领优秀传统文化

的行动指南。它既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

度尊重，又展现了对文化创新发展的坚定决心。在

新时代背景下，要坚定文化自信，主动将中华优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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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结合，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繁荣发展添砖加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现实

基础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人类的意识起源于社会

生活，它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对客观现实世界逐步

形成的主观映射。马克思和恩格斯均指出，那些从

事物质生产与交换的人，在改造自己生存方式的过

程中，也在重新塑造他们的思维和观念模式。这种

改变是以人的思想为中介进行的。不是意识塑造了

生活，而是生活塑造了意识。［３］作为属于社会意识

层面的文化自信当然也根源于社会存在，有其生成

的现实基础。中外的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人们的

文化自信与否总是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盛衰密切

相关。秦汉至宋明时期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的高度

自信，是建立在强大的综合国力基础上的。同样，近

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的文化自信以及先

进的中国人民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进程，也是建立

在西方国家发达的综合实力基础上的。自新中国成

立之日起，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之下，中国人民确立

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先进的社会体制，并在经

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等多个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进

步，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

著增强，为在新时代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

自信，建立了坚固的现实基础。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

大成就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的意识取决于人们

的存在而不是相反”［４］。社会意识的发展往往伴随

着社会存在的演变，经历着持续的变化。然而，无论

这些观念如何进化，它们始终深植于经济现实的深

层基础之中。新时代中国人民文化自信力的不断提

升也有其时代的经济根据，也是深深地埋藏于新时

代的经济事实之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实践为构建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现实基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创新发展是在改革创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找到源

泉活水的。恩格斯指出经济发展与先进文化的辩证

关系，“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

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

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

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

之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

找”［５］。社会主义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当代中

国处于和以往任何时代皆不相同的历史发展机遇期

和挑战期，中国从农业文明古国到近代的积贫积弱，

再至如今的崛起的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从旧

的社会制度迈入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发展，与此同时，全世界

都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的巨变时代，中国处

于机遇与挑战并重的新时代，民族文化的“软实力”

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竞争的关键，建设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八大这三十多

年，是社会主义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和创造经济奇迹

的历史时期。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些成果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

的增长上，更在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创新驱动的加

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等多个方面。一是经济保

持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稳步提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从２０１２年的５４万亿元增长到２０２３年的超
过１２６万亿元，年均增长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３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
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服

务业增加值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

第一大产业，撑起“半壁江山”。消费成为经济增长

的主要推动力，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

献率显著提高。新型城镇化扎实推进，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持续提高。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三

是科技创新取得重大突破，如“嫦娥”奔月、“北斗”

组网、“奋斗者”号逐梦深蓝等，Ｒ＆Ｄ经费投入强度
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突

破４００万件，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发展壮大，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显著。四是全面深化改革向纵

深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稳步推进，要素市场

化配置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形

成，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不断激发，全方位高水平开放

型经济加快形成，货物贸易规模连创新高。五是国

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 ＧＤＰ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比重显著提高，稳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平均贡献率居世界第一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始终坚守新的发展观念，在经济建设上取得

了全球瞩目的突破。在新的历史发展方位下，中国

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

为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的重大进步

马克思主义认为，特定时代人们的思想文化不

仅受该时代经济基础的规定和制约，而且也与该时

代的政治结构紧密相连。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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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更与作为

这种经济集中体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密不可

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日益完

善，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

发展道路。在新的历史发展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提升并进一步发展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同时着手于推

动国家治理架构及其管理效能的现代化，这被视为

全面加深改革的根本目标。与此同时，民主政治的

构建也获得了显著的进展。表现有三：一是始终坚

守党的全方位领导，同时党的领导结构和机制也在

不断地得到完善，党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深化党风廉政建设，此外，党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始终把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

务，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

是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持续完善和

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格局，其中社会主义

民主持续发展，党内民主更为广泛，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得到全面推进，爱国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发展，而

民族宗教工作也在不断创新和推进。同时还进一步

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各级党组织权力运

行监督约束力度。三是通过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

科学的立法方法、严格的法律执行、公正的司法程序

和全民遵守法律的原则，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６］逐渐健全，全社会对法治的认识也明

显加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党在推进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建设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已经成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基本政治保障。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

的显著成就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中国共

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等文化主体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各方面

在文化心理上的价值认同和高度肯定，“文化”上的

自信是其集中呈现和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人在新

中国成立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思想

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已然成为民族复兴

伟业的软实力，也是新的历史发展方位下文化自信

的主要依据。

在新时代的历史脉络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再次强调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发展道路的重要性，目的在于唤起全国人民对

文化创新和创造活动的热情。并致力于塑造一个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形象，就文化问题发表了系列重

要讲话，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基本指南。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指

引下，新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想宣传工作、文艺工作、新

闻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等会议上，反复强调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得

到强化。其次，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思想道德基础建设、理

想信念教育等举措，致力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深深植入人们的内

心，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同时确保大众参与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能够

稳定推进。再次，通过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

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通过不断地提高公共文化服

务质量，可以确保文学和艺术创作的持续繁荣，同时

促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最后，通过

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等举措，努力

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以及中华文化的影响力［６］。

在这个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文化建设已经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深厚自信。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战略

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制

高点，指出文化自信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

要作用，文化自信关乎文化选择、发展方向及路径，

要做到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首先需要强调的就是

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

信。文化自信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根本性问题，不能

孤立地看待文化自信，必须明确“四个自信”的联系

与发展。文化自信决定道路自信的生成逻辑，正是

因为拥有了文化自信，才能形成制度自信，而文化自

信和理论自信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总体来看，

文化自信是其他“三个自信”的基础和支撑。

（一）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的内核和源泉

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文

化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思想

指引和精神源泉。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使道路

自信拥有坚实的基础；只有以文化自信为前提，才能

保证道路自信的持续性，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发展和国家整体凝聚力的提升来说都是至关重要

的。目前的国际局势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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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保持定力、增强活力尤为重要，道路自信不是

盲目自信，而是源于实践的自信，社会主义实践证

明，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

国、振兴中国。

首先，道路自信也是文化选择。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选择的必然结果。从世界范围看，不同国家

的发展道路和本国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密切关联，但

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选择。所有的文化都来源于

实践，所以文化自信从本质上看属于实践自信，从一

定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实践，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思

想、文化认同与价值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践中，我们高度重视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选择究其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选

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力地证明了道路选择

不只是一种政治选择，从深层次看更是一种文化选

择，道路自信背后有文化自信的支撑。习近平总书

记曾经明确指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

的”［７］。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最终选择的发

展道路与其他的国家和民族不同，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做出这种选择是由中国历史传承以及中

国传统文化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道路的选择指

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方向，标志着我国文

化发展进入决定性阶段。“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

定命运。”［８］马克思主义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

在屡次碰壁后的历史性选择，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确定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发展方向。“自从中国人

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

被动转入主动。”［９］新思想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维

方式和做事方法，给苦苦探索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

了前进方向，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正是在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和抉择，

使人民有了对社会发展更高的追求，产生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

民的选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选择的必然

结果。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

确的道路，是中国人民共同选择了这条道路，这也是

由中国文化决定的。

其次，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的源头和基础。中

国共产党人的道路选择面临着复杂的形势和许多困

难，之所以能够在每一次关键抉择中找到正确的道

路，是因为道路自信的背后有文化自信的支撑。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凭借马

克思主义的指导，成功地进行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发展，释放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活力，使中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充满了生机，调动了中国人民的生产

积极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使中国经济实力

迅速提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极大地影响了冷

战以后的国际格局。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了从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坚持协调发展，既不走封

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守正创新，

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周年之际，成功完成了在现行标准下对９８９９万
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经验也伴随着“一带一

路”的推进惠及着更多的国家和民族。

具有深厚积淀的中华文化，为世界文明、也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

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

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１０］，从历史中汲取的

治国理政大智慧为道路自信提供了文化支撑，比如

“天下为公”“天人合一”“大同世界”的理想、“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担当意识和爱国情怀、

“仁者爱人”的智慧、“安不忘危”“居安思危”的忧

患意识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和现实

的交汇中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芒，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是从５０００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
所以这条道路更具有中国特色，更为中国人民所接

纳和认同，从而充满了生命力和凝聚力。

最后，文化自信为道路自信提供精神动力。国

家和民族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对于正处于民

族复兴关键节点上的中国，更加需要树立和强化文

化自信，为道路选择提供文化精神动力，文化自信助

力道路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立和发

展中发挥着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激发出中华民

族的内在活力和强大的凝聚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前行的过程中，改革是主题，不同思想观念竞

相碰撞，必然需要一种强大而具有统摄力、整合力的

文化价值观来凝聚人心，汇聚正能量，引导国人解读

矛盾，辩证地看待世界。具有深厚积淀的中华文化

体现的高度精神追求，内在地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选择和发展，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

伟大改革开放的重要起点，“两大奇迹”已经向世界

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可辩驳的时代性和

科学性，是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有力回击。在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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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探索过程中，中国人民创造了具有理想主义色

彩、敢闯敢拼、不怕牺牲的革命文化和具有中国特

色、开放包容、向上向善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一直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精神动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

前进的过程中，更加需要文化自信提供持久的精神

力量，需要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忘初

心，坚定文化自信。

（二）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相辅相成

文化自信是推动理论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坚定

文化自信的前提下，才会有理论体系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源自对马克思主义

的自信，在此基础上开启了实践探索，可以说这一理

论体系的性质和方向是由马克思主义决定的。理论

自信源自文化自信，同时理论自信又是对文化自信

进行凝练而得到的精髓，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提供

了思想基础与制度基础。

首先，文化自信是推动理论发展的前提。对马

克思主义的自信，是我们走上中国道路的文化前提，

基于这一文化前提，中国共产党人敢于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遇到发展难题和改革中的障

碍时能够不畏惧、不退缩，在面临国际社会主义低潮

时能够勇敢、坚定地继续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并在艰

难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化解危机，冲破层层阻碍，迎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阔前景。多年来，中国共产

党的几代领导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结合国

情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用先进文化引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新的历

史机遇下，研究内涵丰富的文化自信理论有利于更

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对国际国内复

杂的经济政治形势，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放眼世

界，以开放的胸怀、宽广的视野和强烈的使命感、责

任感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思想，形成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下立足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伟大理论创新，开

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其内涵十分丰富，不仅涵

盖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而且在外交、党建等方面都

有新的突破。这一深邃的思想理论体系将指导中国

发展再创辉煌，使我们越来越接近民族复兴的梦想，

同时，它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

其次，文化自信为理论自信之基石，理论自信为

文化自信之价值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是“四个自信”的基石，在文化自信的基石上逐渐构

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没有文化自信就

没有理论自信，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华民族

文化复兴具有密切关系。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来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被中国人接受，是

因为二者在精神追求上相融相通。马克思主义文化

精神的某些要素更加具有现代成分，从而为中华文

化的发展注入了更强大的时代性和活力，加速了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文化

也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与滋养，显得更加具

有时代张力。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过

程中，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

发展的要求，也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

性质，对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信念的追求和践行是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历史使命。蕴含在其中的独特

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道德资源深深地融入每个中

国人的血脉和灵魂，成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得以安

身立命的基础，这种丰富的文化滋养不仅是我们文

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也是中华文化走向未来实现更

好发展的依据。

（三）文化自信是制度自信的思想根基

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紧密的联系，文化自

信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文化领域的问题，实际上却

对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一

个国家和社会的制度设计与运行必然离不开文化的

制约和影响，只有先进、科学的文化价值体系才能产

生先进的社会制度，也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确保

真正的制度自信。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制度自信的文化支撑和理

论来源。制度自信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这种优越性首先体现在其对人民群众的深刻

关怀上，调动人民积极性、凝聚人民的磅礴力量、服

务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重要特点。马克思注重

人民群众的思想理论建设，他指出：“理论一经群众

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１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任

务是解放全人类，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共产主义的

远大理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自１９２１年成立
以来就肩负起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的使命，

关注人民发展，做人民的公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努

力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在人民取

得政权的基础上进行的，人民创立的国家代表的是

人民的利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

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文

化特征，这一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而确

立的，它从法律上确保了人民在管理国家时能够正

常行使其权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在中华

文化的滋养下产生的。文化自信是推动中国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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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和源泉，而制度是在文化指导下的实践中、根据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逐步确立起来的，是具有鲜明中

国文化内涵的表达模式，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在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自信是文化自信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制度承载着

马克思主义的崇高追求，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既有

近期目标，也有远大追求；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国情，又具有顶层设计和人文关怀的特

点，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是既具

有马克思主义特色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制度。

其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是制度自信

的内在文化基因。制度的创建和传统文化价值体系

的内在要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优秀的传统文化

能够有力地支撑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运行机制，促进

社会发展和进步；落后的传统文化则会制约制度的

制定和运行，阻碍社会的良性发展。回顾古今中外

发展的历史，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对于国家制度的

创建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站在新时代的舞台上，习近平总书记充满自豪

地指出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文化自信是根基。”［１２］

承载着悠久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巨大的

思想价值和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其富有思辨性的

宇宙观和历史观具有现代科学的特点，这些优秀传

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仍然具有

不可替代性。例如，“民本”思想和现代意义的“以

人为本”的思想只是表述不同，二者在本质上是一

致的，因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反映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中，建立了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和合”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

重要地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特质。习近平总

书记在出席中法重要外事活动时指出，中国是“一

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１３］。这表达了习近

平总书记热爱和平的思想，总结出中华民族一以贯

之的特点：崇尚和谐、以和为贵，这种思想和行为方

式在内容上源自传统文化，在时代发展中与时俱进，

呈现出现代思想特质，对涵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起

到了关键的文化支撑作用。《周易》中的“保合太

和”，是指保持宇宙中万事万物阴阳和谐的状态，这

是和谐的最高境界；《国语》中的“和实生物”，指出

实现了和谐，万物即可生长；《论语·学而篇》中的

“礼之用，和为贵”，虽然表述不同，但也是从行为方

式和价值标准相统一的角度进行的阐释，表达了孔

子的一个重要思想：对于治国、处事，应以和谐为价

值标准。这些价值理念在一定范围内广泛存在，对

中华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世界上也得到越来越

多的支持，其本质已经融入中国人的思想和灵魂，在

塑造民族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精神

中的基础基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

基因。正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之上，才有了

中国的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础，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它的出现不是

偶然的，我们要坚信导致这一制度产生的文化的先

进性和独特性，坚定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中确立和发

展的，文化自信以制度自信为保证，并成为制度确立

的强大根基，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支撑和

不竭源泉。

（四）文化自信是更深厚的自信

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中更深厚的自信，其精

神标识是在传承发展中确立的，不是在短期内形成

的，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起着深层次的潜移默化

作用。［１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中国雄厚的

软实力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也是当代民族精神和时

代精神的深刻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

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坚定文化自信

既是立足时代发展与推动社会进步审时度势的需

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血脉传承发展与创新

的战略考量。文化自信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是中华民族得以傲立于世界的丰富文化内涵与独特

精神标识，是族群归属与文化认同的共同民族记忆

和价值基础。文化自信从深厚的历史中走来，是穿

越时空依然闪烁时代魅力的精神之钙、文化之根、民

族之魂，是比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更深厚

的自信。纵观中国历史，越是在战乱纷争时期，越是

呼唤大一统，特别是面临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这种

潜意识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会自动激发起中华民

族的共同心理基础：深厚的文化自信驱动整个中华

民族不怕牺牲、敢于抗争，直至取得最终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对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

并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创新充满自信，“对文

化发展前景充满自信”［１５］。正是基于对深厚的优秀

传统文化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倡议，为人类发展问题提供了解决方

案，有利于推动世界建立平等相待、和谐共进的关

系，体现了我国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公道正义、共建

共享的发展格局，向世界发出了中国声音。面对多

极和多文明的世界，不同思想文化交流、交融甚至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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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交锋的形势将会更趋激烈，中国共产党、中华民

族、中国人民应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在

古今中外文化中汲取更多力量，坚持古为今用、推陈

出新地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提升我

们的精气神，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精神

厚度不断拓展，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汇聚十几

亿中华儿女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历史的重要节点上提出了文化

自信是更基础、更深厚的自信，为广大人民群众更好

地进行文化认同提供了基础，使文化自信具有了现

实根基，为其他“三个自信”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重

要支撑，不仅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理论的使然，更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

确方向的要求。

参考文献：

［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决定［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４－０７－２３（１）．

［２］习近平．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３－０６－０３（１）．

［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５２５．

［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５９８．

［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９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２８４．
［６］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４．

［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
述摘编［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２３．

［８］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６９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４－０９
－０４（１）．

［９］毛泽东选集（第 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５１６．

［１０］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
话［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７．

［１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４２１

［１２］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６－０７－０２（２）．

［１３］习近平．在中法建交５０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Ｎ］．人
民日报，２０１４－０３－２８（２）．

［１４］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１３－１４．

［１５］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７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５－
０９－０４（１）．

（责任编辑　谢春红）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

ＱＩＡＮＹａｎｎ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ＬＡＣｈｉｎａ，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６０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ｓｐｈｅｒｅ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ｔｈｅ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ｓａ“ｍｏｒ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ａｎｄ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ｔｈｅ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ｓ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ｗｈｏｌｅ，ＣＰＣｄｅｍｏｓｔｒａｔｅｓｉｔｓｏｖｅｒａｌｌｇｒａｓｐａｎｄ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Ｔｈｅ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ｏｅｓｎｏｔａｒｉｓｅｏｕｔｏｆｔｈｉｎａｉｒ，ｂｕｔ
ｉｔｉ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ｒｏｏｔｅｄｉ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ｎｉｑｕ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ｅｇａｃｙ，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ＮＡ，ａｎｄ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ｔ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ｓ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Ｏｎｌｙｂｙａｃ
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ｈｏｗ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ｃａｎｗｅｔｒｕｌｙｇｒａｓｐ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ｄ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ｅｗｅｒａ；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ｒｏｌｅ

·０５·



第４２卷　第１期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１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５年２月

Ｆｅｂ．２０２５　

脱敏数据侵权的法律救济规则选择
———以“卡—梅框架”为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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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数据脱敏所实现的不可识别程度是渐进的，但数据脱敏的法律效果却是断层
的，法律规定的匿名化“绝对性标准”无法实现，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匿名化数据向“去标识化”逃逸的

现象。“卡—梅框架”可作为检验现有脱敏数据侵权法律救济规则与确立未来规则的标尺。基于

“卡—梅框架”以是否承载法益和交易成本为基准，将脱敏数据划分为未承载法益的零散数据、承载

法益的模糊化数据和准匿名化数据。依据“卡—梅框架”，未承载法益的零散数据侵权无需进行规

制，模糊化数据侵权可适用财产规则保护人格权性权能，责任规则保护财产权性权能，准匿名化数据

可适用责任规则的保护方式，如此方可实现脱敏数据利用与侵权规制的帕累托改进。

关键词：脱敏数据；去标识化；匿名化；数据侵权；“卡—梅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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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缘起———数据脱敏程度的渐进性与法
律效果的断层性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７３条将个人数据根据脱
敏程度划分为原始个人数据、去标识化数据和匿名

化数据，后两者为本文所指的“脱敏数据”。依据法

律条文，“去标识化数据”和“匿名化数据”分别指

“经过处理，使其在不借助额外信息的情况下无法

识别特定自然人”的数据和“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

定自然人且不能复原”的数据。与欧盟“合理可能

的不可识别”的匿名化标准不同，我国对个人数据

匿名化的要求是“不可复原”的绝对匿名化。表面

看更加严格的标准似乎给予个人数据更大程度的保

护，但从技术层面来看，绝对匿名化是难以实现

的［１］，因为匿名数据具有动态性和场景依附性［２］，

在Ａ场合无法识别的个人数据置于 Ｂ场合也许就
可被轻易复原。例如，“一名４５岁男性”这一形象
在广场上可能无法被识别定位，但将其置于女子学

校这一场合，其被识别的风险就大大增加。在现行

“不可识别且无法复原”的绝对化法律标准难以实

现的情形下，司法实践中对匿名化数据的判断呈现

向“去标识化”逃逸的趋势，法院多以“不具有个人

信息可识别性”“不能被辨认”“不可单独识别特定

自然人”“与已识别自然人无关”等作为个人数据匿

名化的认定标准（见表 １），但均未提及“不可复
原”。即法院通常以“不具有识别信息主体可能性”

作为匿名化数据判断的实践标准，但该标准与《个

人信息保护法》第７３条规定不完全契合，往往会导
致判决逻辑难以自洽。例如，在“安徽美景科技公

司诉淘宝”案中，被告在记录、采集用户于电商平台

上进行浏览、搜索、收藏、加购、交易等活动所留下的

痕迹而形成的海量原始数据基础上进行脱敏处理和

整合加工，产生匿名数据———“生意参谋”，法院认

为“生意参谋”属于目前《个人信息保护法》意义上

的“匿名化数据”，却又同时指出商家利用“生意参

谋”在不同场景下进行决策时，原本已经过脱敏处

理的数据就产生了被重新识别的风险，甚至可能在

特定场景下还原出完整的用户画像，进而侵犯个人

隐私以及商户的经营秘密。再如，在“陈婷诉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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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尽管被告对用户画像进行了“不具有识别主

体可能性”的匿名化处理，但是一审法院认为结合

其另外抓取的浏览记录、搜索关键词、ＩＰ地址等信
息可以识别原告网络活动轨迹，被告仍构成侵权。

表１　“匿名化数据”司法实践认定标准

案号 “匿名化”标准

（２０２２）京０４民终６０１号 不可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

（２０２２）京０４９１民初２１３８号 与已识别自然人无关

（２０２１）京０４９１民初５０９４号 不可直接识别自然人特定身份

（２０２２）粤０１民终３９３７号 不可直接或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

（２０２１）粤０３民终９５８３号 不可与其他平台信息结合

识别具体特定个人

　　在学界，部分学者指出“朱烨诉百度”案中二审
法院认定相关信息为匿名信息并不妥当，至少从

Ｃｏｏｋｉｅｓ抓取的用于网络活动的信息来看，便很有可
能属于间接识别个人的信息。［３］上述案件及学者观

点均证明目前司法实践标准下的匿名化数据仍存在

不完全脱敏甚至“再识别”的风险，匿名化数据向

“去标识化”逃逸，存在侵权可能。且《中国互联网

定向广告用户信息去身份化指引》也指出“随着技

术发展及单位公布或获得的数据和信息量的增加，

再识
!

风险可能发生变化”，进一步强调了绝对化

标准难以实现，并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匿名化

数据脱敏处理，但其规范位阶偏低，对实践的指导作

用有限。

综上，虽然数据脱敏所实现的不可识别程度是

渐进的，但数据脱敏的法律效果却是断层的：《个人

信息保护法》第４条和《网络安全法》第４２条将匿
名化数据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即符合法律标准但

向“去标识化”逃逸的匿名化数据有侵权可能而无

法律规制，但去标识化数据又和原始个人数据同等

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法律针对有梯度的脱敏数

据采用“非黑即白”的断层保护，如此一定程度上会

造成司法适用混乱和权责失衡。

二、“卡—梅框架”分析脱敏数据侵权的可行性

“卡—梅框架”是由美国学者圭多·卡拉布雷

西和道格拉斯·梅拉米德提出的法经济学概念，其

从法律效果而非传统的行为模式（如公法私法、物

权债权）出发，将法律规制划分为“财产规则”“责任

规则”“禁易规则”（又称“不可让与规则”）。［４］三规

则的适用前提是“法益”（ｌｅｇａｌ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５］的存
在，当一种法益被财产规则保护时，除非法益持有者

自愿转让，否则不得强制转让，即法益持有者被赋予

法益的“定价权”；当一种法益被责任规则保护时，

非法益持有者可以不经法益持有者的同意而“使

用”其法益；当一种法益被禁易规则保护时，即使交

易双方均自愿同意，该法益也不得以特定方式私自

转让、出售，如禁止器官买卖。“卡—梅框架”“既可

以对已有的法律文本进行分析，也可以对某一社会

问题法律救济的逻辑起点、利益衡平等方面进行审

视，还能为制定有效的法律规则提供路径选择”［４］，

运用“卡—梅框架”分析脱敏数据侵权问题具有可

行性与独特优势。

首先，“卡—梅框架”引入科斯的社会交易成本

概念作为法律救济规则的选择标准，其研究对象应

当具有经济性。［６］就脱敏数据的上位概念数据而

言，其具有经济价值已经成为学界共识［７］，《个人信

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等相关立法也足以证明

数据具有“法律上应受保护的权利和利益”［８］。

其次，在“卡—梅框架”下，法律救济方式与法

律规制绑定，“法益”的存在必然伴随特定的救济，

因此对于以法律救济为重点的侵权责任来讲，其作

为逻辑分析工具具有天然的优势。故对于脱敏数

据，既可以利用该框架归类与评价脱敏数据既有侵

权规范的实践效果，也可以指导新型侵权的法律救

济模式选择，有利于实现市场最优配置和个人数据

保护的价值平衡。

三、基于“卡—梅框架”对脱敏数据法律规则的

检验与类型化分析

（一）基于“卡—梅框架”对现有规制的检视

不论是《民法典》还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均对

数据侵权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规制。因此，可以以

“卡—梅框架”为参考，评估现行法律救济模式，探

讨现有规则是否因高昂交易成本而限制大数据功能

的实现。

１．脱敏数据承载的人格权、知识产权侵权
脱敏数据集合承载了人格权的相应法益，再识

别后法益也有被侵害的可能。企业在数据匿名化处

理过程中大多会保留适当的识别因子，这是平衡数

据利用的商业价值与法律风险的必然选择，但如此

也为数据主体隐私被再识别与人格权侵权埋下隐

患。《民法典》第１０３３条和 １０１９条在隐私权和肖
像权的保护方面，均采取了“未经同意，不得使用”

和“法律另有规定除外”的类似表述。此处的“同

意”即为财产规则，强调隐私和肖像法益的移转以

数据主体的自愿让与为前提；“法律另有规定除外”

指向数据利用的责任规则，为特殊情况下数据的高

效率使用预留了空间。例如《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

息安全规范》第５、６条明确，对与国家安全、国防安
全、重大公共利益等直接相关的个人数据的收集与

使用，数据控制者无需经过数据主体的授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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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敏数据实际上是以原始数据经过去识别化处

理后形成的数据汇编，若其在数据的选择、编排上具

有独创性，就符合《著作权法》第１５条所规定的汇
编作品的判定标准，自然可以获得《著作权法》中侵

权责任的保护，即使被抓取并用于汇编的数据已被

匿名且不受《著作权法》保护。《著作权法》的核心

是法益自由转移、价格自愿协商，而为了平衡著作权

人的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又制定了以“客观补偿”

为基础的法定许可使用规则，且在侵权保护方面采

用了财产规则中的停止侵权和责任规则中的损害赔

偿。因此，我国对著作权的侵权保护选择了“卡—

梅框架”下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的混合保护模式。

２．脱敏数据承载的信息侵权
对于数据所承载的信息本身，我国《个人信息

保护法》第１３条、《民法典》第１０３５条、《网络安全
法》第２２条、《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
定》第９条等都确立了以“告知—同意”为核心的个
人数据处理规则。“同意”实为“卡—梅框架”中的

财产规则，以法益拥有者（数据主体）的自愿让与作

为该法益移转的前提条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２条及《民法典》第１０３６
条规定了在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等重大利益时，

数据主体的让渡义务。此种“让渡”本质是对法益

的强制转移，造成侵权时法律规定的客观补偿及侵

权赔偿实际上是“卡—梅框架”中责任规则的表达。

同样地，《民法典》第１０３８条第１款、《网络安全法》
第４２条也确定了已经过处理、无法辨认、无法复原
的脱敏信息未经信息主体同意也可强制交易的责任

规则。

“卡—梅框架”的核心在于对救济方式与交易

成本的经济学考量。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数据

财产规则是占据主流的规范表达，但在数据主体与

数据处理者的信息不均衡的今天，面对过载数据，同

意的作出需要极高的交易成本①，数据主体也面临

风险误判和风险规避过于谨慎的困境［９］，此时对财

产规则的过度依赖就会引发不效率与不利益。且在

数据脱敏的法律标准可操作性不强、脱敏效果与法

律规制断层的背景下，若部分数据处理者以浅层脱

敏数据冒称去标识化甚至匿名化数据，以适用责任

规则，难以保障数据安全。在复杂的数据收集和处

理环境中，侵权后估价规则的确定会消耗高于交易

成本的资源，从而使责任规则在法益流转和保护两

方面的效率和交易成本优势不复存在。再如，部分

数据处理者投入大量成本进行脱敏处理形成去标识

化数据，却仍需履行和原始个人数据相当的保护义

务，适用交易成本较高的财产规则，也会白白折损脱

敏数据价值。

（二）脱敏数据的再分类———以是否承载法益

和交易成本为基准

“法益”是适用“卡—梅框架”的充分必要条件，

因此在探索此类特殊侵权的救济规则时可以先借助

“卡—梅框架”的适用前提，即以是否承载“法益”为

基准，对匿名化数据进行类型化分析。

１．未承载法益的零散数据
在“雁过留痕”的大数据时代，每个个体都会留

下海量“痕迹”，如浏览器页面设置偏好、过期时间

较快的临时参数、浏览时长记录等。大量偶然的

“标签化”行为轨迹具有高度离散化特征，对于用户

而言并无实际价值，对于数据处理者而言其价值也

基本在于形成整体画像以改进产品提升所有用户体

验，因此不会也无需对数据个体进行重新识别，即便

重新识别也不会侵犯合法权益。如杭州铁路运输法

院指出“浏览、搜索、收藏、加购、交易等活动所留下

的痕迹而形成的零散的原始数据②，其实用价值并

不在于数据本身”。故而此类零散数据并未承载

“法律应当保护的利益”。

２．承载法益的脱敏数据集———模糊化数据和准
匿名化数据

经过收集整合的脱敏数据集有承载法益的可

能。因为数据本身具有承载财产权、隐私权、知识产

权等法益的能力，虽然高离散化数据价值微薄，但就

投入了技术成本与管理成本，经整合后的脱敏数据

集而言，无论是从法哲学“劳动财产理论”，还是从

法经济学“激励理论”出发，对其保护的正当性很容

易得到论证。且在当前绝对化匿名标准无法实现的

情况下，零散地去识别化数据就如拼图碎片，经过整

合便有拼凑关键甚至完整用户画像的能力，进而完

整地承载原始个人数据的相应法益。

“卡—梅框架”的精髓是以交易成本为基础选

择救济规则。交易成本低时，法律应优先适用财产

规则；交易成本高时，法律应优先适用责任规则。因

此可以以交易成本为基准，对承载法益的脱敏数据

集继续分类。实际上，我国已存在数据脱敏的软法

标准，即《个人信息去标识化效果分级评估规范》

（后文简称《评估规范》）。《评估规范》系技术标

准，以重标识风险大小为依据将个人信息标识度划

分为４级，分别为能直接识别主体的数据、消除直接
标识符的数据、重标识风险可接受数据和聚合数据。

其中，１级数据实际为原始个人数据，２、３级数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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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标识化数据，４级数据为基本接近绝对匿名化数
据的去标识化数据，也为如今符合法律匿名化标准

的数据（前文已说明技术上的绝对匿名化当前无法

实现）。对数据进行脱敏处理和对脱敏数据进行重

新识别的技术均需要耗费成本，上述数据脱敏技术

成本也逐级增高（见表２），因此可以结合脱敏效果，
将《评估规范》中２、３级数据划分为一类，为去标识
化且再识别成本低的数据，为了与《个人信息保护

法》规定的去标识化数据区分，笔者称其为“模糊

化”数据；４级数据为一类，即基本无法再识别或再
识别成本高昂的去标识化数据，笔者称其为“准匿

名化数据”。另外，在绝对匿名化不可能实现的今

天，笔者认为可以暂且不予适用“匿名化数据”这一

表述，因为本身“个人信息”与匿名化的“非个人信

息”二元概念区分就存在不合理性。［１０］实际上，目前

许多国家（或组织）在数据脱敏评估标准上均未使

用“匿名化数据”这一概念（见图 １）。例如，根据

《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隐私法案》（ＣＣＰＡ），美国仅
将脱敏数据分为“假名化”数据和“去识别化”数

据，并未对真正匿名化效果作出法律要求。［１１］美国

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ＮＩＳＴ）在其２０１５年发布
的《个人信息去身份化规程》（ＮＩＳＴＩＲ８０５３）中曾
强调不应使用“匿名化”这一表达方式，因为现有

脱敏技术难以实现数据绝对匿名的实际效果；同

样地，欧盟第２９条数据保护工作组（ＷＰ２９）考虑
匿名化数据的再识别风险，在其通过的《第 ０５／
２０１４号意见书：匿名化技术》（Ｏｐｉｎｉｏｎ０５／２０１４ｏｎ
Ａｎｏｎｙ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中也并未使用“匿名数
据／信息”这一概念。

表２　评估规范

图１　不同国家（组织）数据脱敏光谱

　　总之，目前针对脱敏数据侵权类型并无直接法
律规制，对于脱敏数据可能涉及的人格权侵权、商业

秘密侵权、个人信息侵权等，我国基本采取了责任规

则和财产规则的混合救济模式，但从“卡—梅框架”

以交易成本选择保护模式的角度考量均不是最优

解。针对数据脱敏法律效果的断层，可以以“卡—

梅框架”为研究视角，以是否承载法益和交易成本

为基准，对脱敏数据进行再分类，将技术标准与法律

标准相衔接以便于进一步研究利用脱敏数据侵权的

法律救济模式。

四、基于“卡—梅框架”对脱敏数据侵权救济规

则的选择

对数据进行脱敏处理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推动数

据更顺畅地交易，而禁易规则过于严苛，难以助推数

据流通，因此其适用空间极小，但并不意味着禁易规

则在脱敏数据保护中被全盘否定。笔者认为，针对

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国家秘密等政府数据，应适用禁

易规则，取缔该类数据交易市场，具体理由显而易

见，不再赘述。后文将重点讨论财产规则和责任规

则的适用情形。

（一）未承载法益的零散数据———无需规制

在法经济学的逻辑下，如果实施某一权利的成

本要高于没有赋权的状态，则该权利不应被设置，也

不存在值得保护的利益。［１２］结合前述分析，具有高

离散性的零散数据对于数据主体没有实际价值，数

据处理者或第三方也缺乏再识别动力，即便被重新

识别也不会对数据主体的人格权等权能产生侵害，

因此其不承载法益，也缺乏法律保护的正当性基础。

倘若适用财产规则进行保护，第一步确定权益拥有

方并协商定价就会花费巨大成本或者说根本无法实

现；若选择责任规则进行保护，虽然可以跳脱“知

情—同意”和“协商定价”这一框架，但事后补偿的

法律救济也会引发不利益和不效率，显然不符合

“卡—梅框架”的规则选择原理，故未承载法益的零

散数据目前没有提供法律救济的必要。

（二）模糊化数据———财产规则为主

按照法定标准脱敏成功的模糊化数据在二次利

用中又被重新识别，进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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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卡—梅框架”考虑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的成

本与效益，进而确定法律救济方式。

财产规则的关键点在于“自愿交易”，保护法益

的自由转移。权益所有方享有自主定价的权利，数

据购买者需在相对人知情、愿意的情况下方可进行

交易。首先，财产规则下模糊化数据主体的自由定

价权并非意味着需要设置数据财产权（目前数据的

财产权属性仍存在争议），而是运用财产规则保护

个人数据之上个体的自决权。其次，财产规则是寻

求数据权益保护与发挥脱敏数据潜在价值平衡的最

优选择。财产规则下，数据主体与数据购买者通过

“知情—同意”规则形成类买卖合同关系。一般来

说，购买者以对数据主体的服务作为支付的对价，同

时负担避免模糊化数据再识别、保护数据使用安全

和个人隐私不受侵犯的义务，无需另行负担数据使

用费，数据主体自愿提供个人数据作为享受数字化

服务的对价。财产规则下的模糊化数据侵权既可适

用违约救济规则，也可适用侵权规则，要求侵权方停

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害、消除危险与

惩罚性赔偿等。其与责任规则的重要区别在于财产

规则承认“停止侵害”的救济方式，若仅使用责任规

则，意味着该类数据的收集者不能阻止他人使用，也

不能在发生侵权的情况下，要求侵权人停止侵权，更

无法实现自主交易定价，一定程度上是对他人侵权

使用模糊化数据的默许。因此，模糊化数据权能束

中较为重要的信息性隐私权、被遗忘权、信用权等人

格权性权能可以适用财产规则。此外，对于模糊化

数据权能束中的利用（处理）、收益、处分等财产权

性权能，可以适用责任规则以免除“知情—同意”这

一烦琐过程。从交易成本和权益保护相平衡的角度

看，相较于人格权性权能，财产权性权能所涉及的法

益对于数据主体重要性较低，若适用财产规则会增

加数据处理者不必要的交易成本，降低效率。且目

前去标识化数据与未经处理的原始个人数据均属个

人信息，在责任承担方面完全相同，如此会导致数据

企业丧失脱敏处理的动力。通过责任规则规制数据

部分权能可以实现对模糊化数据侵权的梯度化处

理，从而避免此类情况发生。

因此，“卡—梅框架”下以财产规则为主，责任

规则为辅的救济方式方能使模糊化数据主体与数据

购买者利益达到平衡的状态，既不会因强硬的禁易

规则限制数据流通和数据市场发展，又不会因为单

独适用财产规则徒增数据处理者的交易成本，也不

会因责任规则的“强制交易性”导致模糊化数据主

体权益遭受无法停止的侵害，实现帕累托改进。

（三）准匿名化数据———责任规则

责任规则有双重作用。首先，其背后逻辑是鼓

励交易、强制交易，所谓“只要愿意支付一个客观确

定的价值，就可以消灭一个初始法益”［１３］。因为在

数据交易过程中，并非所有财产规则之下的自愿交

易都是有效率的最优选择。责任规则下准匿名化数

据主体拥有的是一项可以被他人以法定赔偿强行剥

夺的有限权利，而非财产规则保护下完整的权利。

其次，责任规则相较于财产规则更为温和。不论是

２０１８年针对英国航空公司数据泄露事件作出的
１．８３９亿英镑处罚、２０２１年《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
例》对于数据侵权最高可处５０００万元或上一年度
营业额 ５％罚款的规定，还是（２０１８）京 ０１０８民初
１３７４２号判决书中被侵权人针对微博动态数据侵权
提出千万索赔请求，均是对财产规则的运用。但对

于准匿名化数据，这并不是最好的保护。脱敏数据

中的准匿名化数据基本没有被识别的可能，此时倘

若适用财产规则要求数据处理者、使用者承担责任，

意味着被侵权人可以要求相关数据处理企业进行损

害赔偿、停止侵权（切断事实上已实现匿名化的数

据流通或删除数据，以阻止其后续使用的可能性），

并处以高额惩罚性赔偿，这对数据流通的打击也不

必多言。如此适用财产规则，不留余地地对新兴产

业进行过于直接的干预，使准匿名化数据价值难以

充分发挥，违背脱敏处理初衷之一———促进人格利

益向财产利益转化，为数据流通套上枷锁。倘若选

择“卡—梅框架”下的责任规则作为准匿名化数据

侵权的法律救济方式，则数据处理者不需要征求海

量准匿名化数据主体的同意即可利用，在此情境下，

侵权责任仅限于赔偿和停止侵权性使用，侵权人无

需完全停止数据使用或彻底销毁该数据，而是通过

事后支付相应的法定价格获得继续使用权。这种方

式既保障了准匿名化数据主体的相应法益，又激励

大数据企业和经营者妥善处理和利用数据资源，避

免因立法过于严苛而阻碍准匿名化数据的流通。

五、结语

在立法尚不明朗且绝对化匿名无法实现的情况

下，可以以“卡梅框架”作为分析工具，以是否承载

法益和交易成本为基准，将脱敏数据进行类型化考

虑，同时抛弃“匿名化数据”概念，以弥补脱敏数据

侵权法律规制的断层。对于未承载法益的零散数

据，法律无需规制；对于再识别成本较低的模糊化数

据，应选择财产规则规制人格权性权能，辅以责任规

则规制财产权性权能；对于目前基本无再识别可能

的准匿名化数据，应选择责任规则的法律救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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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数据流通和数据主体权益保护的平衡。

注释：

①“同意”的高交易成本体现在两方面：数据主体阅读大量
隐私条款的时间成本和数据处理者发出通知和收集同意

的设计、测试、邮寄等成本。

②根据（２０１７）浙８６０１民初４０３４号判决书原意，此处的“原
始数据”并非未经处理的原始个人数据，而是指进行过简

单脱敏的零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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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２２０－２３１．

［２］张建文，程海玲．“破碎的隐私承诺”之防范：匿名化处理
再识别风险法律规则研究［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３）：７６－８６．

［３］韩旭至．大数据时代下匿名信息的法律规制［Ｊ］．大连理
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３９（４）：６４－７５．

［４］凌斌．法律救济的规则选择：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卡梅
框架的法律经济学重构［Ｊ］．中国法学，２０１２（６）：５－２５．

［５］范进学．权利概念论［Ｊ］．中国法学，２００３（２）：１３－２０．

［６］凌斌．经济运行的法律影响：论法律界权在科斯框架中
的功能与成本［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２７（３）：８８－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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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展开逻辑及现实启示

张　文，陈旭辉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９－２０
基金项目：２０２０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红色精神的历史演进与传承开新研究”（２０ＢＫＳ１３８）
作者简介：张文（１９６５—），男，湖南邵阳人，法学博士，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　要：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时值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较量与抉择即将

展开之际，人民观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了《论联合政府》的始终。基于数字人文技术的分析结果，从

“人民—主体”“人民—权利”“人民—军队”“人民—国家”“人民—世界”等方面透析其展开逻辑，可

以清晰地看到《论联合政府》所蕴含的人民观拥有着穿透时空的真理力量和精神力量，启示我们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充分激发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大力弘扬拥军爱

民的光荣传统、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推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伟大理论创新、实

践创新，推动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传承开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实践注入强劲动力。

关键词：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人民观；展开逻辑；数字人文技术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５．０１．０１０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５）０１－００５７－０７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３０周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

历史主动精神。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

的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业，必

须紧紧依靠人民，汇聚蕴藏在人民中的无穷智慧和

力量，才能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１］其中“人民，

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正是引自毛

泽东１９４５年在中共七大上的政治报告———《论联
合政府》。人民观是《论联合政府》的核心观点，是

贯穿其始终的一条红线。虽然《论联合政府》的发

表距今已有整整八十年了，但是“人民”一词始终处

于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最高位置。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人民至上”概括为经过

长期实践积累的十个方面宝贵经验之一。［２］党的二

十大报告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总结为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六个方面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之一。［３］因此，重温《论联合政府》这一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程中的经典文献，采用更加与

时俱进的数字人文技术，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人民

观，对于助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量化分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开始

采用基础数据科学和数据分析的数字人文技术，对

政策文本、访谈内容、开放性问卷等进行量化分析。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亦有学者采用 ＣｉｔｅＳａｐｃｅ
知识图谱等量化分析手段，对本学科中的一些理论

与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但目前采用数字人

文技术对毛泽东原著文本展开的研究数量仍然较

少。因此，本研究筛选《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有含

有“人民”一词的语句，形成内含２８３句、合计１８３９７
字的对象文本，并采用 Ｐｙｔｈｏｎ对筛选后的原著文本
进行高频词提取及排序、ＬＤＡ主题模型聚类等量化
分析，再结合主观的文献分析，对毛泽东《论联合政

府》蕴含的人民观进行梳理与归纳，以求增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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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全面性与科学性，从而更加深入地阐释毛泽

东的人民观，发扬其当代价值，助力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高频词

分析

本研究使用当前学界较为常用的 Ｐｙｔｈｏｎ中文
分词组件“Ｊｉｅｂａ”来对筛选后的对象文本进行精准
切分，并建立停用词（ＳｔｏｐＷｏｒｄｓ）词库，以过滤代
词、数词、量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等不具有实际

意义或其他与研究主题无关的词语，提取出现超过

２次词语共计５０６个，囿于篇幅限制，仅展现排名前
３６的词语及其频次（见表１）。
表１　《论联合政府》人民观论述原文高频词（节选排名前３６）

序号 词语 频次 序号 词语 频次

１ 人民 ３６０ １９ 实行 ２２
２ 中国 ２３０ ２０ 组织 ２２
３ 国民党 ７９ ２１ 抗日战争 ２１
４ 民主 ５９ ２２ 法西斯 ２０
５ 军队 ５５ ２３ 团结 ２０
６ 日本 ５１ ２４ 力量 ２０
７ 侵略者 ４９ ２５ 经济 ２０
８ 抗日 ４３ ２６ 群众 ２０
９ 解放区 ４３ ２７ 新民主主义 ２０
１０ 政府 ４１ ２８ 建立 １９
１１ 自由 ３８ ２９ 制度 １９
１２ 国家 ３４ ３０ 全国 １８
１３ 发展 ３４ ３１ 解放 １８
１４ 中国共产党 ３１ ３２ 民族 １８
１５ 统一 ２９ ３３ 集团 １８
１６ 政策 ２８ ３４ 文化 １８
１７ 反对 ２６ ３５ 压迫 １７
１８ 工作 ２４ ３６ 联合政府 １６

　　根据高频词回溯原文，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民观
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全文，由此也可以得出毛泽东的

人民观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毛泽东的

人民观具有彻底性。报告开头第一个标题即“中国

人民的基本要求”，报告的最后也再次强调了“为着

人民的利益”［４］１０９８，“人民”一词在《论联合政府》中

随处可见。第二，毛泽东的人民观具有全面性。毛

泽东不仅高度关注人民在政治上的自由权利，而且

同时也关注着人民在经济、文化上的需要。在“我

们的一般纲领”中，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特别是其政权组织“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

动”［４］１０５７，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以及文化也都是“为

一般平民所共有”。第三，毛泽东的人民观具有科

学性。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

自由、统一的道路上的障碍物主要有两个，一是侵略

者，二是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值得注意的是，

《论联合政府》中“讲抗日的部分不太多”［５］，而关于

代表着剥削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内容

则较多，毛泽东还将其定性为“反人民集团”。这一

点在对象文本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国民党”一词出

现了７９次，“侵略者”一词出现了４９次。这主要是
因为，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一方面“捆起人民的

手足，使他们不能反对日本侵略者”［４］１０６９，另一方面

“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

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４］１０７０。

更为长远的原因是，毛泽东以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军事家、战略家的长远眼光，警醒人们：“如果国

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

么，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４］１０５１

（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 ＬＤＡ主
题聚类分析

隐含狄利克雷分布模型，即 ＬＤＡ（Ｌａｔｅｎｔ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模型，是一种非监督机器学习的
文本挖掘技术，可以用来识别自然语言中潜在的主

题信息。研究团队进行了３２组主题数量分别为３、
４、５、６、７、８、９、１０，词语数量分别为１０、１５、２０、３０的
交叉运行测试，每次运行测试的训练轮次为 ５０。
研究团队经过仔细比对，认为在主题数量为７、词
语数量为２０时的分析结果（见表２），能够较为全
面地反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的人民观的展开

逻辑。

表２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ＬＤＡ主题聚类词语

主题 １ 主题 ２ 主题 ３ 主题 ４ 主题 ５ 主题 ６ 主题 ７
人民 人民 发展 人民 人民 人民 中国

中国 政策 人民 国民党 全国 中国 人民

法西斯 中国 自由 集团 工作 日本 国民党

胜利 国民党 取消 日本 团结 组织 自由

国家 军队 经济 侵略者 知识分子 群众 侵略者

势力 抗日 惩办 民主 破坏 民主 日本

民族 政府 分子 实行 斗争 侵略者 民主

努力 发展 解放区 军队 干部 解放区 统一

外国 民主 废止 和平 解放区 力量 中国共产党

战争 实行 承认 抗日战争 政府 军队 政府

利益 作战 军队 工作 中国 抗日 抗日

人民战争 少数民族 新民主主义 解放区 希望 同盟国 国家

失败 农民 改善 世界 民族 情况 反对

地位 统一 救济 生产 国家 配合 独立

苏联 消极 生活 配合 压迫 打败 建立

反法西斯 反动 国民党 粮食 革命 制度 解放

压迫 八路军 国家 中国 发展 国民党 军队

共产党人 新四军 保障 文化 战争 困难 努力

中国共产党 参加 一党专政 原则 国民党 政府 解放区

希望 生产力 地位 作用 事业 实行 富强

　　由于ＬＤＡ主题模型无法得出文字性结论，因此
需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特别是共识性成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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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主题聚类结果进行归纳，分析出毛泽东《论联

合政府》人民观的核心内涵，提炼出贯穿其中的核

心主线（见表３），并结合文本定性分析，考察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展开逻辑及现实启示。

表３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核心主线、

核心内容及其对应主题

核心主线 核心内涵 对应主题

人民—主体 人民—利益 主题３、主题４
人民—军队 主题２
人民—国家 主题５、主题７
人民—世界 主题１、主题６

　　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展开逻辑
高频词分析呈现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

民观三个方面的主要特征，即彻底性、全面性、科学

性。主题聚类分析与文本定性分析的结合，则更为

系统、深入地呈现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

的展开逻辑，其核心主线为“人民—主体”，其核心

内涵为“人民—利益”“人民—军队”“人民—国家”

“人民—世界”这四个方面。

（一）“人民—主体”：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

人民观的核心主线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

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６］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者，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时也是社会

变革的决定力量。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４］１０３１将人民视为创造

世界历史的动力，始终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

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特别

是群众史观的坚持与运用。其一，一切为了群众，积

极维护人民群众应有的一切自由。当时压迫中国人

民的主要有两股势力，一是日本侵略者，二是国民党

内的反人民集团。毛泽东在回顾日本侵略者自九一

八事变以来侵华罪行的同时，更强调了国民党政府

的不抵抗政策、内战政策、消极抗战政策等所造成的

恶劣影响。此外，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还实行了

严酷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人民群

众深陷“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４］１０４５的苦

难之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解放区内，中国

共产党一方面积极对日作战，在敌后战场严重缺乏

武器的恶劣条件下，抗击着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和

绝大多数的伪军；另一方面积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

生活，同时充分保护人民的各项政治自由。解放区

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４］１０４８。

其二，一切依靠群众，高度肯定人民群众发挥的关键

作用。毛泽东指出，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

两条路线问题。这两条路线即“国民党政府压迫中

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

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４］１０３４。它们之间最大

的不同，就在于是否重视并发挥了人民群众的重要

作用。毛泽东不仅高度评价了人民群众在过去已经

发挥的重大作用，更进一步看到了人民群众在未来

将要发挥的新的更大作用，强调中国人民“在保障

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

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４］１０３３。此外，毛泽东既指出

了最广泛的人民取得胜利的这一天是必然到来的，

同时也强调了这一天到来的早或晚也要依靠人民的

觉悟、团结和努力的程度来决定，体现了历史发展的

规律性和人民主体的选择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二）“人民—利益”：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

人民观的价值归向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

阶级的运动之所以不同于以往任何的剥削阶级的运

动，就是因为它“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

利益的独立的运动”［７］。毛泽东曾在《为人民服务》

中化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

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典故，深刻阐述了人民的利益

高于一切、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价

值归向。这样的价值归向，在《论联合政府》中也得

到了非常充分的彰显。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内的反

人民集团提出了所谓“两阶段论”的荒唐论调，鼓吹

民主民生改革应该在抗战结束之后再进行，妄图为

其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卑劣行径掩盖上一层遮羞

布。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则坚决主张要重视民主

民生问题，强调：“不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就不能建

立抗日根据地抵抗日本的进攻。”［４］１０７６在解放区内，

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减租减息的政策，既提高了广大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减少了地主对于中国共产党

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战后还将有步骤地发展“耕

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人民的利益从来都不是抽

象的，而是十分具体的，既包括经济方面的利益，同

时也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利益。在《论联合政

府》中，毛泽东化用、延伸了孙中山在论述新三民主

义时所提出的“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

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８］，强调新民主主

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应该“为一般平民所共有”，

而不是“少数者所得而私也”。反观那个“集中了孙

中山一切不肖子孙在内的团体———国民党内的反人

民集团”［４］１０７６，则彻底沦为了剥削阶级利益的代言

人，站在了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对立面。而中国共

产党正是因为代表了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内

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不断从胜利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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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胜利，给中国带来光明的前途与命运。

（三）“人民—军队”：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

人民观的战略支撑

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

身解放的权利。”［９］１００６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军事理论，进一步强调了武装力量的重要意义。

在当时的中国，解放区内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其

他的人民武装，不仅要抗击大多数的侵华日军以及

伪军，还要时刻提防来自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明

枪暗箭。国民党政府为了破坏和消灭解放区的人民

军队，炮制出了“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这一荒

谬绝伦的“学说”，妄图以“自由”“合法地位”为饵，

诱使解放区的人民放弃自己的武装。毛泽东回顾了

过去的历史以及当下的情形，对此给予了彻底的驳

斥。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十分微

弱，但后来国民党政府非但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人以

自由，反而将昔日并肩作战的盟友视为仇敌，发动了

血腥的反革命政变，大肆施行“清党”、屠杀革命志

士。正是基于此，毛泽东彻底驳斥了国民党政府的

这一谬论，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

民的一切。”［４］１０７４人民军队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在这一宗旨的指引下，人民军队在残酷的战

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适应人民战争、为人民

战争所需要的战略战术。一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

“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特殊的表

现，并且将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新的作战方法”［１０］。

其一，人民军队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等群众武装组

织一道配合作战。解放区的一切青壮年男女都可以

自愿在不脱产的情况下加入人民自卫军。自卫军中

的精英分子既可以加入军队和游击队，也可以加入

民兵。其二，人民军队将自己划分为了主力兵团和

地方兵团两个部分。前者负责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

务，后者则负责协同民兵、自卫军保护地方和进攻当

地的敌人。其三，人民军队得到了解放区内一切抗

日人民的热烈援助。这样的援助既包括动员人民参

加军队、运输粮食、保护伤兵等对军队作战的直接帮

助，也包括积极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各项建

设工作。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这就是真正的人

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

人。”［４］１０４１

（四）“人民—国家”：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

人民观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开头就提出了“中国

人民的基本要求”，并将其概括为一句话“走团结和

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４］１０３０。毛泽

东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认为这两个

方面都为这一基本要求的实现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

件。只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加之中国人民的不断

奋斗，这一基本要求就一定会实现。在当时，要想将

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

的新国家”，除了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

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外，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废止国

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４］１０６６。毛泽

东反复强调了这一点的极端重要性，“再说一遍，一

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

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４］１０８６。

国家是国体与政体的统一，而民主又与国体、政体紧

密联系。列宁强调：“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１１］

同时又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

种。”［１２］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们的国家学说，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从经济基础与

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的视角出发，敏锐地

认识到了国家政权的重大影响。正如恩格斯在《反

杜林论》中指出的那样，“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

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

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９］５５９－５６０。国

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一党专政，不仅是阻挠团结和

统一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障碍，而且是造成了

国民党统治区民生凋敝的罪魁，在将来更是会成为

导致内战惨剧的祸胎。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终将

自绝于人民，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的忠实代

表，则终将带领人民将当时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

“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五）“人民—世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

人民观的外交原则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提及的“人

民”，不仅包括中国人民，也包括世界各国人民，其

中既有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广大人民，也有身处法西

斯国家但同样饱受本国法西斯独裁政权压迫、摧残

的广大人民。在谈及“中国沦陷区的任务”时，毛泽

东号召沦陷区的一切抗日人民，学习法国人民和意

大利人民的榜样，组织地下军，在时机成熟之时，配

合外部进攻的部队，里应外合消灭法西斯侵略者。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以长远的眼光指出，战后如果

“没有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彻底地消灭日

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便不能保证太平洋的和

平”［４］１０８６。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提及的一系

列外交原则，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中国人民

的根本利益，其所坚持的立场都是人民立场。其一，

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毛泽东看到了当时的国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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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人民实现“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基本

要求所提供的极其有利的条件，指出：“苏联人民加

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人民的努力，使打倒法西

斯成为可能。”［４］１０３１其二，在表达外交态度时，毛泽

东一方面对苏联政府及苏联人民长期以来的援助表

示感谢，另一方面告诫各同盟国政府特别是英美两

国政府不要采取任何违反中国人民意志的政策，以

免损害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其三，在追求独立

平等时，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依靠外国政府废除与中

国的不平等条约、订立平等新约并不能使中国获得

真正的独立与平等地位。只有把中国在经济、政治、

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只有依靠中

国人民自己的努力，才能得到真正的独立平等。

三、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现实启示

作为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政治报告，《论联

合政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伟大历程中的

经典之作。人民观正是贯穿其始终的一条红线，继

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集中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具有穿透时空的真理

力量与精神力量，至今仍然可以给予新时代的人们

诸多启示。

（一）充分激发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

国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是“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

大能量”［２］。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在开篇部分就强调

要“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３］。人民的历史

主动精神源于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而在马克思主

义诞生之前，哲学家们总是在具体的、现实的人之外

探寻历史主体，把诸如“上帝”“绝对精神”“自我意

识”等概念凌驾于人之上，将其视为历史主体。［１３］马

克思、恩格斯发动了哲学的革命，将这一颠倒的历史

观重新立正。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们的唯物史观理论，强调无论是打败日本侵略

者，还是建设新中国，最基本最关键的都是要放手发

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后来的实践也充分证明，

只有依靠人民的全面的战争，才能打败法西斯侵略

者、战胜民族的敌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只有

依靠人民的一致的努力，才能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

进的工业国，推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新时代新征

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充分激发人民的

历史主动精神，焕发亿万中国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的磅礴力量。要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根本观点，

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倾听人民的呼声、汲取人民

创造的经验、尊重人民拥有的权利、汇聚人民发挥的

力量，始终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夺取新的胜利。

（二）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３］。中国共产

党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不仅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而且也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

的思想观念。《管子·版法解》曰：“与天下同利者，

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１４］。人民至上，最关键的就是要以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毛泽东不仅在“我们的

一般纲领”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

都要“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绝不应该是为“少数人

所得而私”，而且在之后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中，毛

泽东也重点强调了“人民的自由”“人民的统一”“人

民的军队”等问题。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人民的利

益、要求与呼声展开的。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也因此成为中国共

产党最根本的力量源泉、最坚实的底气所在。正如

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

代言人，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

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４］１０８７

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一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中国共产

党才能团结带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百余年的奋

斗历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不断从胜利

走向胜利。

（三）大力弘扬拥军爱民的光荣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弘扬军爱民、民拥

军的光荣传统，不断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

系。”［１５］６２９拥军爱民是人民军队创立以来一以贯之

的优良传统。一如毛泽东在《杂言诗·八连颂》中

指出的那样，“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

敌”［１６］。毛泽东将人民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

的根本观点作为自己军事思想的关键基石。一方

面，在谈及“人民战争”时，毛泽东详尽说明了人民

群众对于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的战斗力的决定性意

义，侧重于阐明“拥军”；另一方面，在谈及“人民的

军队”时，毛泽东则主要论述了人民军队对于保护

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关键性作用，侧重于阐明“爱

民”；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互统一于“拥军爱

民”的光荣传统。一直以来，我们党都高度重视人

民军队建设，人民军队的战斗力也因此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越是发展壮大，遇到的风浪、受到的阻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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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越大，在这“中流击水浪更险”的关键时刻，必须

时刻紧握“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重要法宝，大力弘扬

拥军爱民的光荣传统，确保人民军队始终成为党和

人民可以完全信赖的英雄军队。

（四）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

指出：“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１７］因此，中国

共产党必须时刻保持与最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

联系，方能无往而不利。１９４５年，毛泽东在《论联合
政府》中首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其

中极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的作风”，并强调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

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４］１０９４。密切联系

群众的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必然要求。只有坚守不忘初心使命的人民性本

色，才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避

免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不仅如

此，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三大作风之中处于枢纽

地位，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

的作风是相互贯通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聚焦到

一点，就是党与人民群众的价值关系格局。”［１８］一方

面，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

风是相互贯通的。“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

民、造福人民的理论”［３］，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任何

理论只有源自人民的实践活动、符合人民的实际利

益、经过人民的实践检验，才能最终成为真理。另一

方面，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

风也是相互贯通的。毛泽东指出，“人民是最好的

鉴定人”［４］１０３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我们党

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１５］２１３，同时指

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

人。”［１９］无论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最终目的都是为

了“洗洗澡、治治病”，去除任何玷污面目、侵害肌体

的灰尘和微生物，丢弃一切不符合人民需要的错误

思想和过时办法，始终做到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不懈

奋斗。

（五）推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

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２０］毛泽东的一生既是为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不懈奋斗的一生，也是为

了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各被压迫民族不断奔走呐

喊的一生。他在《论联合政府》的开头部分就对当

前的形势作出了概括，“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

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

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

机，已经迫近了”［４］１０２９。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将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

既看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为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更看

到中国人民在对日作战中不屈不挠的努力为确保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能动

作用。这无疑是毛泽东作为一名伟大的爱国主义

者、国际主义者所作出的重要判断。如此伟大的爱

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思想，贯穿于以毛泽东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外交思想当

中。［２１］这也为战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立，乃至

新时代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打下了坚实思想

基础、提供了充足精神养分。从《共产党宣言》到党

的二十大报告，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２２］到

“必须坚持胸怀天下”［３］，国际主义思想贯穿马克思

主义特别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而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人民面对“建

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２３］这一

重大课题给出的又一时代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毛泽

东外交思想的守正与创新、坚持与发展。作为具有

全球视野、世界眼光、天下胸怀的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国际主义精神，弘扬全

人类共同价值、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

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共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稳步向前。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３０周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把自己的一

生献给党和人民，留下了永志后人的崇高精神风

范”，同时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把

他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１］时值中共七大召

开、《论联合政府》发表８０周年前夕，重温这一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经典之作，学习人民立场、人

民情怀这一毛泽东“永志后人的崇高精神风范”，并

从中汲取现实启示，对于助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

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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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对化解历史虚无主义的借鉴

陈元明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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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葛兰西围绕“在哪里实施”“谁来实施”“怎样实施”等问题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文化领导
权思想。他认为文化领导权在现代国家领导权中占有重要地位，文化领导权的主要作用场域是市民

社会，文化领导权的实践主体是有机知识分子，“阵地战”“运动战”和“包围战”是获得和巩固文化领

导权的重要策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为化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坚持

“三位一体”，加强对市民社会的引导；“三管齐下”，造就强大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多面夹击”，综

合运用“阵地战”“运动战”和“包围战”。以上措施能有效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挑战，进一步坚

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不断巩固我国的文化领导权。

关键词：文化领导权；历史虚无主义；市民社会；有机知识分子；阵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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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定历史自信，建设具
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牢

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但多年来，历史

虚无主义盛行，削弱了人们的历史自信，否定了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进而削弱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

导权。文化领导权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领导权，

这种影响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企图争

夺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葛

兰西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文化领导权相关问题，为我

们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但学

界较少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和历史虚无主义结

合起来进行研究，鉴于此，借鉴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

想，探索化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有效策略，对坚定

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进而巩固文化领导权大有

裨益。

一、三位一体，加强对市民社会的引导

葛兰西结合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中西欧国家的

实际，提出“国家＝政治社会 ＋市民社会”［１］２１７。他
进一步解释：“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

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

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１］７

这里，葛兰西所说的市民社会“是指非正式的、非暴

力的、民间的种种组织结构系统和精神力量，以及间

接影响政治的各种辅助力量”［２］，如教会、行会、社

区、学校等不受国家直接支配的相对自主的社会团

体等。他认为现代社会的统治阶级主要依靠文化领

导权对市民社会进行统治。统治阶级往往通过工

会、媒体、教会等社会团体，将自身的意识形态向被

统治阶级传播，使其自觉认同统治阶级的合法性，自

愿服从其统治。如此一来，市民社会成为文化领导

权的主要作用场域。

基于对市民社会的深入分析，葛兰西不仅主张

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要与统治阶级在市民社会中争

夺文化领导权，而且预见无产阶级“即使牢牢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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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为行使有

效的领导权，就不应单单指望政权所赋予的物质力

量”［１］３８－３９。这是因为即使革命成功，瓦解了资本主

义的政治社会，但被瓦解的旧势力还有相当大的力

量存在于市民社会这个堡垒中。要夺取这个堡垒，

仅靠暴力无济于事，原因在于历史文化存在很大的

惯性。葛兰西的这些论断为分析我国市民社会的文

化领导权问题提供了启迪。

（一）我国加强对市民社会引导的原因

那么我国是否存在类似葛兰西论述的“市民社

会”呢？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政治

社会和市民社会高度合一，“政治国家做了市民社

会要做的几乎一切事情，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

几乎任何问题如从就业到家庭矛盾事无巨细都需要

由国家及各级政府解决”［３］，几乎不存在类似葛兰

西所述的市民社会。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成

分由单一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转轨到

市场经济，政府也逐渐从对经济社会的全方位控制

转向宏观调控为主、直接控制为辅。同时，我国城镇

化水平迅速提高，城镇化率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７．９２％跃
升至２０２３年的６６．１６％［４］，这些变化导致非国家因

素在社会上的自主活动空间得到较大拓展，私人领

域不断扩大，各类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大众传媒尤

其是网络自媒体的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多，其中不少

组织、团体或媒体不受国家直接控制，具有相对的自

主性。因此，我国正在逐渐形成类似葛兰西所述的

市民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我国对

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受到形形色色社会思潮的影

响，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影响较大的一种。从

国内来看，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推

翻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等旧势力

的拥趸不甘心失败，趁着改革开放后比较宽松的舆

论环境兴风作浪，散布否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种种历

史虚无主义观点。从国外来看，冷战结束后，世界社

会主义运动总体上长期处于低潮，一些西方国家加

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反向运用”葛兰西的文化

领导权思想，在我国市民社会领域大搞文化渗透。

历史虚无主义是他们惯用的工具，他们通过一些非

政府组织和民间媒体在市民社会中大肆散布历史虚

无主义信息，同我国争夺文化领导权。近年来，许

多历史虚无主义现象主要来自网络自媒体、民间

组织、境外机构等，这就是明证。这就提醒我们，

必须加强对市民社会的引导，有力应对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对我国文化领导权的挑战，不能有一丝

一毫的懈怠。

（二）加强对市民社会引导的策略

加强对市民社会引导的策略方面，应做到“面”

“线”“点”有机结合，三位一体，协同发力。

１．在“面”上推进唯物史观和历史知识社会化
加强对市民社会的引导，必须在“面”上做足功

课。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再泛滥，至今死而

不僵，其直接原因是大众缺乏科学历史观的指导以

及相关历史知识。唯物史观是已被无数实践证明了

的科学历史观，不少人也知晓这个概念，但不善于灵

活运用，遇到历史虚无主义者散布的鱼龙混杂的信

息，就容易被错误观点“带节奏”。历史知识的匮乏

也严重影响大众的历史辨析能力，一些人直觉上感

到某些历史虚无主义信息有问题，但由于缺乏相关

历史知识而无法辩驳，久而久之也容易被错误观点

所迷惑。概言之，唯物史观和历史知识社会化程度

不高的现状给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可乘之机。

基于此，我们必须在“面”上大力推进唯物史观

和历史知识社会化进程。具体而言，一是广大学者

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尽力将“学术话语”转换为“大

众话语”，运用百家讲坛、口述历史、短视频、辩论

赛、动漫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多种媒体及时

向大众传播正能量的研究成果，并对大众关于唯物

史观和历史知识的疑惑作出及时回应。二是相关部

门大力加强对网络、电视、书籍、报纸、杂志、自媒体

等各类媒体及学校、培养机构等组织从业人员的唯

物史观和历史知识教育，因为他们是社会舆论的

“把关人”，其唯物史观和历史知识水平直接影响着

唯物史观和历史知识的社会化程度。总之，“理不

辩不明，事不说不清”，在“面”上推动唯物史观和历

史知识的社会化意义重大。抓住了这些“面”就如

同抓住了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攻击的“躯体”，唯物

史观和历史知识社会化就是市民社会大众“强身健

体”的妙方良药，能有效提高大众的历史认知和历

史辨析能力，增强自身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免疫

力。

２．在“线”上加强“五史”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

要害在于“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

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５］。长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主要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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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新中国、否定改革开放、否定

社会主义、否定中华文明等核心观点展开。这是因

为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马

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至关重要的指导思想，否定

党的领导就意味着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

否定新中国、美化旧中国也是为了否定党的领导、否

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改革开放意在否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否定中华文明，推崇西方文明，旨在

把我国引导到全盘西化的邪路上去。相应的，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

发展史等“五史”就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重点攻

击的五条“主线”。

鉴于此，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紧紧抓住这五条

“主线”，坚定捍卫这五条“主线”，在市民社会中大

力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等“五史”教育，并以“五史”为

主线，顺藤摸瓜，对“五史”中的种种历史虚无主义

观点进行条分缕析，逐步祛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

这些领域散布的烟雾弹，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概言

之，抓住这五条主线就如同抓住了被历史虚无主义

思潮攻击的“经络”，加强“五史”教育就像疏通经

络，经络通则身体强，从而不断筑牢抵制历史虚无主

义思潮的多道防线。

３．在“点”上实施重点突破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可能

也没有必要对中国历史的所有方面都进行“虚无”，

而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往往选择有利于否定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若干关键点，

围绕中国历史的重点、难点、疑点、易混点问题进行

虚无。如对中华文明的评价、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评

价、革命与改良的关系、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大跃

进”、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前后

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及对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等

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企图通

过歪曲或颠倒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经过严肃的研究得

出的既有历史评价，趁机在这些重要问题上散播相

关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因此，我们要紧紧围绕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攻

击的这些关键点进行重点突破，将涉及这些关键点

的相关问题向人民群众讲清楚，尽力压缩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在这些关键点上的生存空间。抓住了这些

关键点就如同抓住了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攻击的

“命门”。只有在这些方面实施重点突破，做好防守

反击，才能打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七寸”，有效

减少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攻击的漏洞，以点带线、以

点带面，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市民社会进行“面”“线”

“点”三位一体的引导和教育中，三者必须密切配

合，互相支撑，形成强大的“合力”，切忌孤军奋战，

更不能相互矛盾。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耐心

细致地做好说理和说服工作，使人们心悦诚服，而

不能动辄强迫人们服从，在自主性较强的市民社

会面前，任何强灌硬输都只会适得其反。这里的

关键不在于强迫大众违背自己的意愿和良知、屈

从统治阶级的权力压迫，而是让个人心甘情愿，积

极参与，被同化到统治集团的霸权中来。［６］在现代

国家，文化领导权不仅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本条

件，而且是一种保障以广泛认同为基础的政权稳定

性的方法。［７］一个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意味着该阶级

成功地说服其他阶级自愿接受自己的道德、政治和

文化价值标准并予以自觉认同和服从。正如葛兰西

所言，“如果统治阶级不再发挥‘领导’作用，只能

‘统治’，实施强权，这就意味着广大群众已经脱离

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失去了从前的信仰”［１］２２９。如

此一来，在市民社会中已获得的文化领导权也可

能得而复失。

二、三管齐下，造就强大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

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在争取和巩固文化领导

权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

都是文化领导权的实践主体。他将知识分子分为

“传统的”和“有机的”两大类，传统知识分子代表落

伍的生产方式，有机知识分子则是伴随现代生产方

式而产生的，与所代表的新阶级联系密切。“有机

知识分子”是指能明确表达所属阶级在政治、社会

和经济领域的集体意识，批判旧的意识形态，构建本

阶级的意识形态，并把这些意识形态通过书籍、杂

志、讲坛等大众易于接受的文化方式在整个社会予

以传播，［８］从而为本阶级争取或巩固文化领导权，

并觉悟到自己必须同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知识分

子。在葛兰西看来，只有有机知识分子才是文化领

导权的实践主体。

当今我国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也深谙此道，他们

借助知识分子的身份，利用其掌握的各种媒体，不断

向研究人员、教师、学生等群体传播历史虚无主义思

潮的相关信息，以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他们的

队伍，弱化我国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一步步削弱我

国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

潮的蔓延与我国有机知识分子队伍比较单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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涣散密切相关。而缺乏强大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

无产阶级就难以巩固已经获得的文化领导权。因

此，我们必须“三管齐下”，灵活运用多种策略，造就

强大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才能有效应对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的挑战。

（一）巩固现有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

早在１９５６年１月，我国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部
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种判断在当时无疑

是符合实际的。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阶级

阶层的迅速分化，知识分子队伍也发生了一定的分

化。因此，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当代知识分子。

近年来，虽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流行一时，不少

知识分子受其裹挟，但仍有许多专家、学者、教师等

在勇敢地反击这股思潮，大力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

主流意识形态。这些知识分子是我国现有的有机知

识分子，主要存在于宣传部门、社科院所、党校、高校

和官方媒体等组织或机构中。这些有机知识分子是

国家的宝贵财富，国家相关部门和媒体应该鼓励和

支持这些知识分子多出驳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精

品力作，为其相关活动提供便利。

（二）培养新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

在新时代，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挑战，维护

我国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仅靠现有官方、半官方的

有机知识分子是不够的。近年来，各类民间组织、自

媒体和网络大Ｖ等不断涌现，深刻影响着社会公众
的思想。鉴于此，我们要善于在各类民间组织、自媒

体和网络大Ｖ中挖掘正能量的组织和个人，用以发
现和培养新的有机知识分子，为我国的有机知识分

子队伍不断带来新生力量。“要不断提高人民中越

来越广泛的阶层的智识水平。这意味着要努力培养

出一种新型的直接从群众中产生出来，而还同群众

保持联系的知识分子精英。”［１］２５２但培养新的有机知

识分子队伍并非一蹴而就，往往“需要一个长期的

过程，其中包括行动和反行动，结合和分裂以及纷繁

复杂的新组织的建立”［１］３０８。这就需要国家不断加

大对正能量的民间组织、自媒体和网络名人等的支

持力度，将其整合到有机知识分子队伍中，与现有的

有机知识分子队伍密切结合，形成官方与民间的良

性互动。

（三）转化部分传统知识分子

根据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逻辑，在社会主

义国家，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机知识分子，受封

建的、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影响较深的是传统知识

分子。那么，传统知识分子有可能转化为有机知识

分子吗？葛兰西提出，“任何在争取统治地位的集

团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

‘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在作斗争，该集

团越是同时成功地构造其有机的知识分子，这种同

化和征服便越快捷、越有效”［１］４－５。转化传统知识

分子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大有裨益的，既能彰显有机

知识分子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也可减少资产阶级的

喉舌和意识形态宣传工具，有助于无产阶级夺取文

化领导权。［９］

散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知识分子无论把自己

包装得多么新颖，其实仍未脱离传统知识分子的窠

臼。但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的传统知识分子并

非铁板一块，也是分层次的，有些受深层次的影响，

有些受浅层次的影响。“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这种策略也可反其道而用之，尽力促使部分传统知

识分子转化为有机知识分子，从而扩大社会主义的

有机知识分子队伍，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

的。对此，我们要对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的传

统知识分子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仔细分辨出他

们受影响的层次，对受深层次影响的知识分子进行

转化的难度较大，而对受浅层次影响的知识分子进

行转化相对容易。我们可重点转化受浅层次影响的

传统知识分子，逐步用正能量影响他们或让部分有

机知识分子伪装成历史虚无主义者，深入其内部，逐

步瓦解历史虚无主义的队伍，对其实施“地下战”

等，尽可能多地将其转化成有机知识分子，从而进一

步扩大社会主义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缩小传播历

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统知识分子群体。

此外，值得重视的是，有机知识分子不能依靠

“散兵式”的孤军作战，那样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往往难以承担巩固文化领导权的重任。这是因为历

史虚无主义者往往是团体作战的，所以单个的或某

一类有机知识分子是难以有效应对的。鉴于此，要

尽快把各类有机知识分子组织起来，进行整合，聚沙

成塔，结成文化组织或文化团体，在相关历史问题上

统一思想，形成集体意志，最后形成“没有内部矛盾

的同质的政治经济历史集团”［１］１３２，进行集体行动，

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协同作战。同时，有机知识分

子只有深入群众，深入市民社会之中，从中汲取养

分，才能不断获得成长和进步。这是因为“向着知

识阶层的每一步跃进，都是和‘普通人’群众方面的

类似运动相联系的———群众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文

化水平，同时向专门化的知识阶层扩大他们的影响

范围，产生出具有或大或小的重要性的、杰出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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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集团”［１］２４４。

总之，通过巩固现有的、培养新的有机知识分子

和转化“旧的”（部分传统知识分子）“三管齐下”，

并且形成合力，深入群众，才能不断造就强大的有机

知识分子队伍，从而更好地巩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

权。

三、三面夹击，综合运用“阵地战”“运动战”“包

围战”策略

关于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策略，许多学者只强调

葛兰西的“阵地战”，其实他提出了多种策略，主要

包括“阵地战”“运动战”和“包围战”。“阵地战”是

指统治阶级已经取得了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革

命者无法直接摧毁统治阶级的政权，只能首先通过

建立自己的文化组织，在人民群众中开展宣传和教

育，逐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文化阵地，最后待时机成

熟，夺取国家政权。“运动战”是指直接向资产阶级

发起正面进攻，迅速制敌，夺取政权，以速战速决、正

面进攻和暴力革命为特征。“包围战”是指集中优

势兵力，夺取处于危急中的决定性的阵地，在实施过

程中“要求付出极大的耐心和聪明才智”［１］１９４。

葛兰西所说的“阵地战”“运动战”“包围战”本

来是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争取文化领

导权的策略。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早

已获得文化领导权，还需要运用这些策略吗？葛兰

西强调文化领导权需要持续维护，即便赢得了政权，

也要继续运用这些策略巩固文化领导权；否则，就会

导致认同危机，形成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的对立，

可能导致文化领导权的丧失。因此，在无产阶级已

获得文化领导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需要运用这

些策略。

值得警惕的是，葛兰西提出的这些策略也可能

被国内外反社会主义势力用于争夺社会主义国家的

文化领导权。苏联解体就是前车之鉴，在苏联解体

过程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发挥了重要的“助推器”

作用。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从否定斯大林开始，

发展到否定斯大林领导下的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

再到丑化马特洛索夫、卓娅等著名苏联英雄，否定苏

联卫国战争，否定列宁，直至否定整个苏联历史。从

中可以看出一条比较清晰的脉络：历史虚无主义者

以“阵地战”开始，逐步夺取一个个文化阵地，直至

用“运动战”和“包围战”夺取核心阵地，最后夺取文

化领导权。

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国家加紧了对社会主义

国家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企图像对付苏联那样，用这

些策略对付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作为当今最大

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当其冲。多年来，国内外反华势

力频频利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

开展“阵地战”。他们奉行“宁可一月不将军，不可

一日不拱卒”的策略，逐步“从底层破坏历史”，诱导

大众怀疑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和文化，与我国争夺

文化领导权。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告别革命”、２１世
纪初的“重评历史”、戏谑英雄，以及近年来的“精

日”、毒教材、毒教辅现象等，都是明证。在这种复

杂的形势下，如果应对失当，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领

导权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幸运的是，在历史虚无主

义思潮对我国即将由“阵地战”转向“运动战”和“包

围战”的关键时刻，党和国家果断出击，组织部分有

机知识分子驳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谬误，并出

台《英雄烈士保护法》，立法严惩丑化英雄烈士的行

为，初步遏制了这股思潮的泛滥。但历史虚无主义

思潮仍然死而不僵，不断地改头换面，继续以软性历

史虚无主义、隐性历史虚无主义等形式影响社会，争

夺文化领导权。

（一）灵活运用“阵地战”

鉴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日常的“阵地战”攻击，

我们必须灵活运用“阵地战”策略，“以彼之道还施

彼身”。

首先，要派大批有机知识分子深入人民群众，认

真做好针对性的调研。一要调研人民群众的实际需

要，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这是因为文化领导权的

“本质目标在于取得人民群众的自觉‘同意’，绝不

能是一种不顾后果的单向传输，而必须结合人民群

众的需要来建构这种自觉的‘同意’”［１０］。二要调

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具体情况，了解敌情。正如

葛兰西所说，“在阵地战中要先‘侦查’地形，分析资

产阶级是以哪些‘战壕和堡垒’成分捍卫其政权的

……只有这样，无产阶级的新道德、新理想、新生活

方式等才能彻底攻克一座又一座资产阶级的‘暗

堡’”［１］２７。如此，就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其次，有机知识分子要注意思想理论的大众化。

在宣传中，有机知识分子要把批驳历史虚无主义思

潮的理论性较强的学术语言及时转化为普通群众容

易理解的通俗化的大众语言，逐一驳斥和澄清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制造的种种谎言和迷雾，采取短视频、

动漫、影视、海报、宣传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并

通过各种大众媒体和自媒体把正能量的相关历史研

究成果传播出去，进行有效的文化引导，将被这股思

潮影响的普通人的“微小思想”一一纠正过来，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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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地提高其思想觉悟和历史辨析能力，逐步“从底

层修复历史”。

最后，有机知识分子要多关注微观层面的民众

日常生活。有机知识分子要在细微的日常生活中逐

步改变人民群众的心理倾向和思想观点，这需要树

立持久作战的思想，不可操之过急，因为这是一个漫

长的“分子过程”，其中可能会有反复，需要足够的

耐心。在实施“阵地战”过程中，要“永不懈怠地重

申自己的论据（虽然要提供花样翻新的表达形式）：

重复是影响群众思想的最好的教导手段”，因为这

是“某种特定的、为任何旨在取代常识和旧世界观

的文化运动所必须满足的要求”［１］２５２。但要特别注

意绝不能只是机械地、简单地重复，那样只会让人产

生反感，而要灵活多样地采用不同形式从不同角度

不断强调类似论断，以使人们对这些论断习以为常，

自觉认同，从而逐步收复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夺走

的各个文化阵地。

（二）适时采取“运动战”

“阵地战”固然重要，但“运动战”也不可或缺。

葛兰西虽然对“阵地战”倍加重视，认为“运动战更

多地被阵地战所取代”［１］１９８，但并未说完全取代。他

进而提出“阵地战到一定的时机又转化为运动

战”［１］１８５，可见他对“运动战”还是比较重视的。关

于夺取和巩固文化领导权的具体策略，不能拘泥于

一时一地，而一定要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灵活运用。

毕竟，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与

葛兰西所处的时代、地域和环境有很大差异，中国共

产党已连续执政七十多年，早已取得了文化领导权，

只是受到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一定的威胁，并

未丧失文化领导权。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党既要高

度重视“阵地战”，也要充分利用自身的执政地位、

不失时机地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发起正面的进攻，

开展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如近年来开展的“四

史”学习教育，就是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种

“运动战”。在前期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阵地

战”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通过这种大规模的历

史主题教育，往往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向人民群众普

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

相关历史知识，从而压缩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人

民群众的空间。在实施“运动战”过程中，党和政府

相关部门还可以抽调精兵强将适时组织“突击队”

（其成员不必为固定工作所羁绊），给予充足的活动

经费，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渲染的一些突出问题

（如否定革命、“精日”现象、丑化英烈等）进行重点

进攻，组织精心选择的人员进行突袭，“可以不分昼

夜出其不意地发动决定性攻势”［１］１８８，这样能较快地

解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相关的一些棘手问题。此

外，开展“运动战”也要注意对历史虚无主义者进行

分类处理。虽然同为历史虚无主义者，但根据其散

布的错误观点的不同，也有不同的类型，有些属于思

想认识问题，有些则属于法律问题。对属于思想认

识问题的历史虚无主义者，要以说服教育为主，指出

其错误所在，促使其改过自新；对属于法律问题的历

史虚无主义者，要依法处置，如果法律在这方面存在

漏洞，应及时立法。

（三）精准开展“包围战”

除“阵地战”和“运动战”外，夺取和巩固文化领

导权的策略还有“包围战”。葛兰西提出“如果由于

种种原因，某些阵地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只有决定性

的阵地处于危急当中，人们就会转向包围战”，也即

调动各种力量对决定性的阵地进行长期围困，迫使

敌方逐渐丧失抵抗意志，停止抵抗，最终我方获得胜

利。就当前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而言，其决定性的

阵地是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和方法论上的形而上

学，表现在贬低革命、贬低社会主义、贬低中国共产

党、贬低中华文明等方面。夺取这些阵地不是一蹴

而就的事情，不可操之过急，在开展“阵地战”和“运

动战”的同时也需要开展长期的“包围战”。实施

“包围战”首先要选准对象，抓住主要矛盾，进行重

点突破，这是因为“在意识形态战线，辅助部队和较

为次要的附庸者的失败，连最微不足道的重要性也

不具 备。在 这 里，必 须 同 最 杰 出 的 敌 手 交

锋”［１］３４５－３４６；其次要集中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为

长期围困决定性的阵地做好充分准备，使被围的历

史虚无主义者在较大的力量差距面前逐渐丧失斗

志；最后要付出极大的耐心和聪明才智，使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的“被围营盘抵抗得越久，士气就会越低

落，随之产生痛苦、疲倦、困乏、疾病，继续发生不断

破坏的慢性危险”［１］１９４，直至获得最后的胜利。

总之，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挑战，巩固社会

主义文化领导权，不仅要重视“阵地战”，而且要重

视“运动战”和“包围战”，三者密切结合，适时转换，

灵活应用，努力实现“１＋１＋１＞３”的良好效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为我们今

天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领导

权的挑战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当前，有效应对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对我国文化领导权的严峻挑战，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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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面”“线”“点”有机结合，加强对市民社会的

引导；三管齐下，造就强有力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

多面夹击，灵活实施“阵地战”“运动战”“包围战”

等策略，逐步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坚定历史自信，增强

历史主动，自觉认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壮大奋

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逐步巩固党和国家的社

会主义文化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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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规则的历史演进与启示

江　虹
（湖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２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５－０１－０４
基金项目：２０２４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自贸协定对接高标准ＳＰＳ规则研究”（２４ＺＤＢ０１７）
作者简介：江虹（１９８１—），女，内蒙古包头人，博士，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法

制史研究。

摘　要：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规则即ＳＰＳ规则的制定、发展和完善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为应对异化的 ＳＰＳ措施给自由贸易带来的障碍，ＳＰＳ规则开始产生；２０世纪末，
ＷＴＯ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下ＳＰＳ规则逐步完善，ＳＰＳ规则的制定目的也是发展变化的，其适用实效随
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２１世纪上半叶，ＳＰＳ规则先呈现出鲜明的区域主义特征，后又呈现出实体性、
程序性要求高标准发展趋势。ＳＰＳ规则的历史演进对中国的启示主要有：ＳＰＳ规则的理念应与时俱
进、中国自贸协定应引入高标准ＳＰＳ规则、中国农产品安全标准应加强对外输出。

关键词：ＳＰＳ措施及规则；高标准发展；制度型开放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５．０１．０１２
中图分类号：Ｒ１８５．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５）０１－００７１－０５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以下简称 ＳＰＳ措施）是
各国为保护农食产品安全与人类健康而采取的动植

物检疫检验法律法规、标准和程序的总称。卫生与

植物卫生措施规则（以下简称 ＳＰＳ规则）旨在规制
各国ＳＰＳ措施，防止其异化为非关税壁垒，从而实现
农食产品安全与自由贸易间的平衡。在当今逆全球

化、贸易保护主义的大背景下，成员国以农食产品安

全为由重新筑起技术性贸易壁垒，这给 ＳＰＳ规则带
来了新挑战。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ＳＰＳ规则已
实施了 ３０余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梳理 ＳＰＳ
规则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脉络，阐述 ＣＰＴＰＰ协定超
越 ＷＴＯ／ＳＰＳ协定的新发展，对中国双边及多边经
贸谈判具有较好的示范与借鉴作用。同时，基于

中国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新需求，梳理中国高标准

ＳＰＳ规则“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历程，对消除技
术性贸易壁垒、推进中国高水平开放、对接高标准

ＳＰＳ规则、提高中国在 ＳＰ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具
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ＳＰＳ规则产生的历史背景
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ＳＰＳ规则的产生与农产品自由贸易的发展关系密
切。自由贸易极大改变了农食产品生产、加工、分配

和消费模式，也使污染物、毒素、致病有机体等安全

风险种类增多、跨境传播概率增加。［１］不采取任何

控制或限制措施的农食产品自由贸易，显然违背国

际社会维护公共健康的职责，也违背各国开展自由

贸易的本意。这些为保障本国农食产品安全与公共

健康而采取的安全措施被称为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简称 ＳＰＳ措施）。因此，对自由贸易的限制也是
ＳＰＳ措施的应有之义，而这也为贸易保护提供一定
的空间。［２］各国在满足对农食产品安全与公共健康

要求的同时，极易倾向于不断扩大政府监管自由裁

量权，强调国家公共政策的自主性，尤其在一些敏感

领域，从而使ＳＰＳ措施逐渐偏离其保护人类、动植物
生命与健康的初衷而异化成为贸易保护手段。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除了关

税、配额、进口许可证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外，异化

的ＳＰＳ措施因其隐蔽性、多样性与差异性而成为更
复杂的技术性非关税贸易壁垒。［３］１９８５年联合国贸
易与发展会议指出，国际贸易的非关税壁垒已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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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比关税更重要，特别是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异化

的ＳＰＳ措施构成自由贸易的主要障碍，对 ＳＰＳ措施
进行必要的国际规制尤为重要，故而 ＳＰＳ规则的产
生成为历史必然。

二、ＳＰＳ规则的历史演进与发展
（一）２０世纪末：多边自由贸易体制（ＷＴＯ）下

ＳＰＳ规则的演进
１．ＳＰＳ规则的生成
ＳＰＳ规则的生成经历了一个由初创到完善的历

史过程。ＷＴＯ成立前，１９４７年２３个国家共同签署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 ＧＡＴＴ１９４７），开始涉及
自由贸易与公共健康领域的规制，这是 ＳＰＳ规则的
萌芽阶段。１９７３年９月，ＧＡＴＴ缔约方在东京回合
谈判时通过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规范各成员

实施的与食品安全、人类生命与动植物健康保护有

关的技术法规。该协定仅对３２个缔约国有效，缔约
国有限加之争端解决机制不完善等原因限制了协定

的应有作用和实际约束力。至此，ＳＰＳ规则已初见
端倪。为顺应国际贸易的发展，乌拉圭回合谈判于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签署《农业协定》（包含１３个部分２１
个条款），基于第八部分第１４条“卫生与植物卫生
措施”而产生《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即

《ＳＰＳ协定》，期望农产品国际贸易不会被变相异化
的壁垒措施所侵害。

２．ＳＰＳ规则的目的
ＳＰＳ规则的目的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历史过

程。ＳＰＳ规则产生之初仅作为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下
保障公共健康的例外条款，随着《ＳＰＳ协定》的实施，
规则的目的已经超越“例外条款”的定位。《ＳＰＳ协
定》既明确各成员有权采取ＳＰＳ措施保护本国公民、
动植物生命健康与安全，又要求各成员所实施的ＳＰＳ
措施必须符合其自由贸易的义务。协定核心规则即

科学证据、国际协调及风险评估与适当保护水平，规

则旨在确保各国基于科学理由而采取ＳＰＳ措施，没有
充分科学依据不得实施，以便实现贸易自由化与农食

产品安全之间的协调。［４］一成员采取必要的 ＳＰＳ措
施，既是主权权利的体现，也是国际贸易正常开展的

条件。“促进贸易自由化”与“保护农食产品安全与

公共健康”这两种价值目标之间存在着冲突，然而，虽

有冲突但无法舍弃其一，必须加以兼顾才可维系与增

进国际社会的基本秩序、自由、效率及福利。［５］

３．ＳＰＳ规则的适用实效
ＳＰＳ规则的适用实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世贸组织成员因采取ＳＰＳ措施而发生贸易纠纷可提
请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处理，从而，ＷＴＯ争端解决机

构诉讼案件反映了 ＳＰＳ措施贸易争议状况，也反映
了《ＳＰＳ协定》的实施实效。《ＳＰＳ协定》自１９９５年
生效至２０２５年初，提交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的 ＳＰＳ
案件共有５４起，这些案件呈现如下特点：

一方面，发达国家在２０世纪末及２１世纪第一
个１０年利用争端解决机构解决纠纷较为积极。在
５４起ＳＰＳ措施贸易争端案件中，起诉方是发达国家
的案件为３３起，占案件总数的６１．１％，起诉方是发
展中和不发达国家的案件为 ２１起，占案件总数的
３８．９％。美国、加拿大利用争端解决机构较积极。
发展中国家提起交涉的案件不占多数，但这并不等

于发展中国家受到贸易限制也少。ＳＰＳ措施贸易争
端涉及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既对交涉人才要求较

高，也对安全检疫检测手段要求较高，这些都是制约

发展中国家提起贸易争端案件的重要原因。２１世
纪第二个１０年，全球化遭遇逆流，ＷＴＯ多哈回合步
履维艰，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２０１８年因美国的
阻碍，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陷入停摆状态，各成员无
法正常利用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解决纠纷。

另一方面，协定实施３０余年间，争端案件审结
或解决的比率不高，许多案件仍悬而未决。５４起争
端案件中，经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程序审结案件仅１４
起，占案件总数的２５．９％；双方达成解决方案审结
的案件１１起，占案件总数的２０．４％，其余案件仍处
于磋商阶段或专家组组建阶段。这表明自由贸易与

农食产品安全、公共健康问题属于各成员较为敏感

的事务，涉及不同成员诸多利益冲突，同时也在一定

程度上折射出《ＳＰＳ协定》本身存在模糊或不明确等
问题，使争端各方及争端解决机构对规则适用争议

较大，不容易得出结论。

（二）２１世纪初：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下ＳＰＳ规则
的历史发展及评析

二战以后，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使区域一体化

与全球一体化同步发展；２０世纪下半叶，多边贸易
议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２１世纪上半叶，区域
一体化进程呈现出鲜明的区域主义特征。ＷＴＯ多
哈回合谈判由于各不同成员利益冲突而陷入僵局，

各成员纷纷向区域合作与自由贸易区寻求突破，自由

贸易协定因成员较少、形式灵活而迅速发展。因此，

自由贸易协定以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专章形式纳入

ＳＰＳ规则越来越成为一种发展趋势，ＳＰＳ规则也从
ＷＴＯ框架下的《ＳＰＳ协定》逐渐向双边、区域自由贸
易协定中的ＳＰＳ章节发展。
１．ＳＰＳ规则的历史发展
ＣＰＴＰＰ协定是晚近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的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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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协定全称《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于２０１８年生效，旨在通过消除关税和非关税
壁垒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致力于实现更高

水平的市场准入和贸易便利。ＣＰＴＰＰ协定第七章
为ＳＰＳ规则，其发展理念在于超越 ＷＴＯ／ＳＰＳ规范
体制，包含诸多 ＳＰＳ－ｂｅｙｏｎｄ规则和 ＳＰＳ－ｐｌｕｓ义
务，代表未来国际规制 ＳＰＳ措施的发展方向，日益
成为塑造ＳＰＳ规则的重要力量。鉴于ＳＰＳ规则内容
繁杂，本文选取直接规制ＳＰＳ措施的科学证据、风险
评估、国际协调、预防原则等核心实体规则，以及间

接协调ＳＰＳ措施的等效性、适应地区条件及透明度
等程序性规则加以分析。

（１）实体性规则
科学证据与风险评估规则发展变化较大，ＣＰＴ

ＰＰ协定纳入严格的科学证据规则与完整的风险分
析规则。该协定第７．９条规定的成员确保其ＳＰＳ措
施遵循科学原则，成员采取的ＳＰＳ措施应“符合”相
关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否则应保证这些措施以相

关的“记录在案的客观科学证据”为根据。ＣＰＴＰＰ
协定引入“风险分析”规则，区分风险评估与风险管

理两个不同概念与过程，且纳入风险沟通环节，形成

完整的风险防控机制。ＣＰＴＰＰ未明确提及预防原
则，仅在第７．１４条规定了“紧急措施”条款，该条款
允许成员采取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或健康必需

的紧急措施。

（２）程序性规则
等效承认与区域化规则在２０世纪末多边贸易

体制下的规定简单化，很难被成员援引适用，ＣＰＴＰＰ
协定对规则予以细化、提高了其可执行性。ＣＰＴＰＰ
协定第７．８条要求成员在可行且适当的限度内“应
当”对一组措施等效互认或在全体系基础上等效互

认，且对进口方承认出口方 ＳＰＳ措施等效性的具体
要求做出规定。有关区域化条件的规定，ＣＰＴＰＰ协
定第７．７条要求进口方应在合理期限内启动评估并
确定流程，如未能做出承认则应提供理由。与

ＷＴＯ／ＳＰＳ协定相比，ＣＰＴＰＰ协定增强了区域化认定
过程中进口方的证明责任，进口方不认可地区条件

时须承担相应证明责任。ＣＰＴＰＰ协定第７．１３条规
定了ＳＰＳ透明度规则，在 ＳＰＳ措施公布、信息交换、
及时通知等方面，比 ＷＴＯ／ＳＰＳ协定要求更加详细、
具体。ＣＰＴＰＰ协定第 ７．１１条进口检查规则和第
７．１０条审核规则，体现了 ＣＰＴＰＰ协定对 ＷＴＯ／ＳＰＳ
协定的发展和突破。进口检查规则明确规定进口检

查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和进出口方的权利义务，重在

强化进口方义务。审核规则规定了审核的参考因

素、内容和完整程序，且强调以体系为基础进行审

核。

２．ＳＰＳ规则评析
２１世纪初，ＣＰＴＰＰ协定对２０世纪末多边自由

贸易体制下ＷＴＯ／ＳＰＳ协定的增进与发展主要体现
为程序性ＳＰＳ监管合作的规定，而实体性规则既有
ＳＰＳ－ｐｌｕｓ要素，也有对ＷＴＯ／ＳＰＳ协定的偏离。

（１）实质性规制：有突破、有不足
ＣＰＴＰＰ协定中纳入风险分析规则，为风险评估

与风险管理的区分提供了文本基础，该规则不仅强

调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是两个不同过程，而且提高

了对风险交流义务的要求。ＣＰＴＰＰ协定引入“记录
在案的客观科学证据”规则，试图提高各成员实施

ＳＰＳ措施的门槛，增加ＳＰＳ措施滥用的难度，但也存
在对科学理解的局限性，该条规定看似提高 ＳＰＳ措
施规制要求，促进贸易自由化，实质上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成员的ＳＰＳ监管主权。
ＳＰＳ规则通过援引国际标准，协调各成员 ＳＰＳ

措施，旨在限制成员利用自身科学技术优势，任意提

高市场准入的技术与标准门槛。ＷＴＯ／ＳＰＳ协定使
用了“ｂａｓｅｄｏｎ”（根据）国际标准与“ｃｏｎｆｏｒｍｔｏ”（符
合）国际标准两个不同词语，但对其含义没有明确

界定，从而对发达国家实施比国际标准保护水平更

高、更严格措施的做法缺乏实质性的约束力。因此

“根据”与“符合”国际标准的含义以及与此相关的

举证责任认定问题一直处于争议之中。然而ＣＰＴＰＰ
协定对此没有专门规定，笼统沿用 ＷＴＯ／ＳＰＳ协定
规定，维持ＳＰＳ－ｅｑｕａｌ水平。

ＣＰＴＰＰ协定紧急措施规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
借鉴了ＷＴＯ／ＳＰＳ协定第５．７条规定，但并不能取代
预防原则，因为紧急措施规则与预防原则存在本质

区别。紧急措施规则表明其为紧急情况而设计，这

意味着紧急措施只能涵盖部分预防原则的适用范

围，因此一定程度上紧急措施规则是对预防原则的

偏离，呈现出 ＳＰＳ－ｍｉｎｕｓ倾向。此外值得注意的
是，ＣＰＴＰＰ协定将生物技术产品（包括转基因农食
产品）置于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章节予以规制，这

种规定实质上是对生物技术产品的一种软化或弱化

规制。

（２）程序性规则：ＳＰＳ监管合作呈ＳＰＳ－ｐｌｕｓ特点
ＣＰＴＰＰ协定关于对等效性、适应地区条件、透

明度、审核等程序性规则进行完善，扩展延伸出诸多

ＳＰＳ－ｐｌｕｓ义务，旨在促进监管合作、提升监管效率、
消除不必要的监管壁垒。ＷＴＯ／ＳＰＳ协定对 ＳＰＳ措
施等效承认、区域化条件以及透明度等规定，相对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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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ＣＰＴＰＰ协定对上述规则进行细化完善，以提高
规则的可操作性与可执行性，增强监管环境透明度。

值得注意的是，ＣＰＴＰＰ协定不仅在 ＳＰＳ章节对
监管合作做出规定，而且专章规定监管一致性，代表

了高标准自贸协定发展新趋势。监管一致性是自贸

协定深化发展的重要议题，虽是一个横向议题，但可

渗透到任何一个具体领域。监管一致性议题是在从

传统关税贸易壁垒向非关税、“边境后”措施壁垒转

变的背景下出现的。监管一致性被视为消除监管壁

垒、促进市场更加开放、推进经济一体化深化发展的

重要手段。

三、对中国的启示

探讨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规则的演进历史，对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中

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接高标准 ＳＰＳ规则具有重要
的历史启示：

（一）高水平开放背景下 ＳＰＳ规则理念应与时
俱进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主要从事商品、生
产要素和服务进出口贸易，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

经阶段，这种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顺应了当时经

济全球化发展大势，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当今国

际社会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浪潮

下，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受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负

面影响，与此同时，对外贸易中的土地、劳动力等低

成本要素逐渐丧失竞争优势，亟须寻找新的发展红

利，中国需要从要素比较优势驱动转变为制度竞争

优势驱动。［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高水

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

型开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完善高水

平对外开放机制体制，以开放促改革，深化外贸体制

改革。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在于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

规则与制度趋于“一致”：一是规则与制度的“进

口”，即在国内形成与国际经贸领域高标准要求高

度衔接的规则制度体系；二是规则与制度的“出

口”，即将国内已经正式制度化的规则体系转变为

国际通行的制度体系。［７］

新时代，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是中国扩大对外开

放与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中国

的身份和利益双重性开始凸显，中国不应固守“发

展中国家 ＳＰＳ规则”的理念。国家身份二分法总体
符合国际社会现状，但是关于“发达”或“发展中”的

判断说到底是程度问题，不可绝对化。对待二分法，

我们应用辩证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中国

实力快速增长，国家利益和身份定位也在变迁，不宜

使用统一不变的标准将自己的身份僵化。因而，中

国应从过去处处强调“防守需要”的发展中国家立

场，转向逐渐展示主动性、进取性的态势，不囿于

“发展中国家ＳＰＳ规则”的传统定位，实现“攻守结
合”，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

改革的独特利益点，争取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８］

（二）中国自贸协定应引入高标准ＳＰＳ规则
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的重

要平台。中国自贸协定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

段：第一阶段即起步阶段（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２年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正式开启

自贸区合作框架。第二阶段即快速发展阶段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２００７年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
略，双边、多边经贸合作快速发展。第三阶段即新发

展阶段（２０１０年至今）：国际经贸新格局下中国积极
参与高标准自贸协定谈判，引入“２１世纪议题”。截
至２０２５年初，中国已与３０个国家和地区签署２３个
自由贸易协定，除个别开放程度较高的自贸协定如

ＲＣＥＰ以外，中国多数自贸协定 ＳＰＳ规则以 ＷＴＯ／
ＳＰＳ协定为基础，基本移植 ＷＴＯ／ＳＰＳ协定内容。
ＷＴＯ／ＳＰＳ协定核心规则的模糊性，使其对ＳＰＳ措施
规制水平不高，已然无法有效规制 ＳＰＳ措施的滥用
和异化，协定原有设定与规则体系面临重塑。因此，

中国自贸协定ＳＰＳ规则，应立足国际经贸规则重构
与制度型开放新要求，对接高标准ＳＰＳ规则，使规则
范围与内容不断拓展 ＳＰＳ－ｂｅｙｏｎｄ和 ＳＰＳ－ｐｌｕｓ义
务。

１．纳入风险分析与预防原则
中国自贸协定 ＳＰＳ规则应纳入风险分析规则，

从而提高ＳＰＳ措施规制水平。风险分析包含风险评
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三部分，其中包含的 ＳＰＳ－
ｐｌｕｓ义务既可防范农产品安全风险，又可避免 ＳＰＳ
监管措施的变相滥用。中国自贸协定ＳＰＳ规则应纳
入预防原则，预防原则与风险确定情况下所采取的

意图防险的风险政策有所不同，预防原则适用于科

学证据不确定的情形。

２．细化ＳＰＳ监管合作规则
中国自贸协定 ＳＰＳ规则应强化 ＳＰＳ－ｐｌｕｓ义

务，从而推进深层次 ＳＰＳ监管合作。当前中国自贸
协定ＳＰＳ规则侧重于有关主管机构间技术合作与交
流，这种合作属体制性监管合作，合作形式较为松

散，且合作的范围与深度有限，对ＳＰＳ措施并无直接
规制作用。因此，中国自贸协定 ＳＰＳ规则应重在通
过补充、细化或深化等效性、适用地区条件、审核及

透明度等规则，来推进深层次 ＳＰＳ监管合作。监管
·４７·



一致性是中国有效参与全球经贸治理无法回避的议

题，对中国的重要性日趋上升。监管一致性移植于

美国国内行政法，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且涉及国家监

管主权让渡，触及各国监管体制，在具体操作上尚存

诸多权衡因素，中国自贸协定不可盲目推进，软性推

进ＳＰＳ监管一致性是适合中国的务实做法。
３．强化ＳＰＳ规则约束力
部分中国自贸协定规定 ＳＰＳ章节（也即卫生与

植物卫生措施章）不适用或暂不适用争端解决机

制，这种规定使ＳＰＳ规则陷入软法困境。强化自贸
协定ＳＰＳ规则约束力，需将自贸协定争端解决适用
范围扩大至ＳＰＳ规则，以增强争端解决机制的硬性
约束保障。

（三）中国农产品安全标准应加强对外输出

为适应高标准ＳＰＳ规则，应加强国内农产品安
全标准建设，防止农产品安全标准与高标准 ＳＰＳ规
则脱节。ＳＰＳ规则３０余年演进历史表明：国际标准
是协调各国ＳＰＳ措施的重要手段，ＳＰＳ措施与国际
标准的相符性越高，其合法性越容易被证明。对中

国而言，采纳国际标准不仅能有效保障农产品安全，

也是证明ＳＰＳ措施正当化最简便的方式。如果将中
国国家标准融入国际标准，则既可减少被动接受带

来的遵从成本，又可减轻贸易争端中的举证责任。

中国融入国际标准的进程包含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为移植国际标准，即参考国际标准建立国家标

准框架；第二阶段为深度参与国际标准体系的制定；

第三阶段为在国际标准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即从国

家标准参照国际标准转变为通过国际标准推广国家

标准。中国农产品安全标准建设目前处于第二阶

段，并致力于向第三阶段过渡。中国应强化与国际

标准化机构的深度合作，将国内农产品安全标准体

系置于国际环境并且开放可塑，才能在标准化领域

作为引领者而非追随者，实现规则、标准的“走出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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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以来电视剧中妇女主任形象的
呈现形态与建构策略

梁园园１，金守波２

（１．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新疆 库尔勒 ８４１０００；２．信阳学院，河南 信阳 ４６４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１１－０６
作者简介：梁园园（１９８６—），女，河南偃师人，文学硕士，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

传播、语文教育。金守波（１９８３—），男，河南濮阳人，文学硕士，信阳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影视美学、文学批评。

摘　要：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农村题材电视剧拍摄在数量和质量层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其中
以表现妇女主任形象为主要特征的剧情片得到了众多国人的肯定。究其原因，不仅得益于演员的精

湛演出，更体现在妇女形象的形态呈现与建构策略的科学性和新颖性，其一反传统人物塑造中的

“扁平化”创作手法，取而代之的是“圆形人物”的形象勾勒，进而使新时代农村妇女主任形象以朴实

而真挚、平凡而伟大的荧屏形象进入国人的视野。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新时代农村电

视剧妇女主任形象虽然颠覆了传统电视剧叙事中一味强调的“半农半官”女性特质，但在艺术审美

效果与现实意义表征等方面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以“艺术的真实”创作理念来贯穿整个情节

叙事，从而为中国农村电视剧的健康发展提供方法与策略借鉴。

关键词：新时代；农村电视剧；妇女主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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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当下的文学艺术创作形式来看，电视剧欣赏
依然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审美途径；通过对

电视剧人物形象以及情节叙事的现代呈现，电视观

众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高质量的艺术欣赏。“进入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农村电视剧在荧屏热播，并几度

创下了可观的收视率。农村电视剧作品中的‘新农

村人物形象’，已逐渐成为当下电视观众喜闻乐见

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１］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更

好地助推新农村建设，以塑造妇女主任形象的农村

电视剧逐渐流行开来，这些电视剧多是讲述妇女主

任在乡村一线践行党的扶贫政策的故事。由于农村

电视剧表现的是农民、农村、农业等问题，人民群众

在观看的过程中比较容易产生心灵共鸣，进而实现

高质量的电视剧艺术审美体验。“在诸多的电视剧

中，电视剧的文本作者直面人生，多视角表现各种个

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诠释多彩的生活和人的生命现

象。这样的作品用时代的精神和人物的心灵感动着

受众。”［２］因此，将农村题材的电视剧搬上荧屏，可

以让人民群众在内心层面产生身份认同感，也可以

通过各色人物的精彩演绎，更好地将新农村建设中

的巨大变化呈现给观众。总的来看，以农村妇女主

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农村电视剧有助于人民大众在

情感层面获得一定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而对女

性角色的深入挖掘，将会使电视观众对基于女性视

角的价值理念产生认同。

一、新时代妇女主任形象与农村电视剧艺术叙事

妇女主任是由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基层妇

女干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９４９年３
月２４日至４月３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在
这次由近５００位妇女代表出席的盛会上，中华全国
民主妇女联合会正式成立。“国家对农村社会进行

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直游离于政权统治之外

的农村妇女被纳入现代国家的控制之下，在妇女解

放的话语下完成了从‘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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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３］此后，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女性开始步入

有意识地争取属于自己的公民权利的阶段。“中国

农村妇女参政方式主要通过村民委员会中女性委员

和村民代表大会中女性代表‘专职专选’制度来实

现的。该制度是对男性与女性在参政领域不平等地

位的现实承认，打破了女性在既有政治格局中的从

属地位和结构性障碍。”［４］妇女主任作为农村基层

妇女干部，对于提高农村妇女自身的政治地位具有

积极的促进作用。

妇女主任这一身份包含着女性意识觉醒与传统

男权思想的对抗，也交织着国家权力的执行与群众

利益的代言，其承载着多重天然的矛盾。矛盾冲突

历来是戏剧的灵魂，而妇女主任角色被搬上荧屏亦

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农村社会中的妇女主任往往是

众多农村妇女的“形象代言人”，她们是维护农村妇

女权益的现实执行者，在农村基层社会的扶贫工作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扶贫叙事的现实关怀特性延

续了农村电视剧与现实同步的创作传统，反映了精

准扶贫的现实要求，并继承了‘入世’的中国传统艺

术观。”［５］对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妇女主任形象的形

态呈现与建构策略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作为带领广

大人民群众一起感知新时代农村改革发展时代背景

下广大农民心路嬗变的一把金钥匙，同时也为我国

新时代农村电视剧的角色塑造和整体发展提供价值

参照。

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国家对农村扶贫政策的

大力实施，在电视剧创作领域也取得了新成就。

“近年来农村题材电视剧在备案、发行数量上呈现

出快速增长趋势，也出现了多部精品力作，显示出这

一题材良好的创作势头。”［６］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发布的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公示的数据统

计，２０１９年全国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的剧目共
９０５部，当代农村题材７７部，占比８．５％。２０２０年
全国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的剧目共６７０部，当
代农村题材８２部，占比１２．２％。２０２１年全国电视
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的剧目共４９８部，当代农村题
材６０部，占比１２．０５％。可以看出近年来农村题材
电视剧拍摄制作的比重有所上升且相对稳定，而涉

及妇女主任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的电视剧主要有

《兰桐花开》（２０１９年）、《最美的乡村》（２０２０年）、
《好雨知时节》（２０２１年）、《温暖的味道》（２０２１
年）、《功勋》（２０２１年）、《大山的女儿》（２０２２年）
等。这些电视剧中的农村妇女形象“主要类型有：

生产经营型、政治引领型、文化传承型、社会建设型

和生态治理型。她们的典范事迹丰富多彩，体现出

爱国爱党、心系农村，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艰苦奋

斗、勤劳俭朴，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与时俱进、开拓

创新等精神特质。”［７］总体来看，农村电视剧中的妇

女主任形象有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发展，并将

以正能量的形态构建来推动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发

展。

二、新时代妇女主任形象在电视荧屏中的多样

化呈现

（一）作为配角的妇女主任形象：脱贫攻坚交响

乐中的最强和声

许多农村电视剧中的妇女主任形象多是一些小

角色，但却突显出她们尽职尽责的质朴品质与责任

担当。《最美的乡村》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

重点剧目，于２０２０年６月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
金档首播。“该剧在人物塑造、叙事结构和内涵开

掘等方面都进行了创新性尝试，与此前相同类型的

电视剧相比表现出一些新的美学特质：‘高矮结合’

的人物塑造方式、类三部曲和复合序列的叙事结构，

以及精准扶贫和个人价值相结合的内涵开掘。”［８］

人们常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在现实生活中亦

得到了印证，此种情况被称为“超半效应”。“新时

代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城市化进程的

快速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大力推进、科学种养技术的

广泛推广，为农村妇女进一步发挥‘超半效应’提供

了文化基因、时空条件和科学支撑。”［９］在《最美的

乡村》中，妇女主任牛姐的衣着具有天然的农民气

质，她身着藏蓝色宽松衬衣，愈发显得皮肤黝黑，而

爽朗的语言特点与大方的肢体行为，彰显出牛姐要

强的妇女主任风范。当牛姐与叶冰见面问好时，她

并没有局限于对个人生活现状的描述，而是直接告

诉叶冰村里最为红火的当数高端旅游合作社以及养

蜂合作社，其目的就是突出此行来意。其次，当叶冰

询问绣品的创作者是谁时，妇女主任牛姐则能够凭

借线头的颜色和长短快速认出３９位绣娘的作品，以
至于叶冰都发自内心地夸赞牛姐担任妇女主任最为

称职。在这一简短的场景演绎中，导演与编剧试图

通过较为细致的言语和行为描述，来体现这些描述

对故事情节的联结与支撑作用，从侧面亦体现了小

角色表现出来的大担当。

一般而言，农村电视剧的情节勾勒往往蕴含了

对现实社会的艺术反映，而妇女主任角色的设置亦

蕴含了具体而深刻的人生成长感悟。“作为以影像

艺术反映和呈现乡土文化、书写乡土民众生活、还原

乡土人文形态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既是我国电视剧

重要类别之一，也为我国电视剧发展做出了具有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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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地域特色的艺术贡献。”［１０］电视剧《温暖的味道》

中的刘海棠既是石沟村妇女主任，又是煎饼合作社

的负责人；她虽然不是整部电视剧的主角，但从电视

剧的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来看显得尤为成功。从作

为石沟村妇女代表迎接新书记孙光明开始，妇女主

任刘海棠的形象架构便逐渐铺陈开来，例如她从徐

唯一手里抢花并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的”，然后再

送给孙光明表示欢迎的情节，彰显出刘海棠热情泼

辣的性格。后来，当煎饼合作社的煎饼被退回后，刘

海棠将事件的原因归咎于孙光明，一气之下将被退

回的煎饼全部搬到孙光明住的谷仓而使其无处下

脚。除此之外，当孙光明反对将煎饼卖给张子灏时，

刘海棠选择联络村委会其他成员试图罢免孙光明。

以上情节反映出刘海棠遇事慌张、心直口快、只顾眼

前利益。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刘海棠在孙光明的

影响和带领下，最终成长为一个有思路、有规划、有

担当的妇女主任。

（二）作为主角的妇女主任形象：乡村振兴主题

曲中的最美主唱

电视剧本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历来是考验编

剧水平的关键所在，正如古希腊戏剧创作中的“二

分法”原则一样：好人从头至尾一直善良，坏人则与

之相反。按此类艺术手法创作易导致艺术创作脱离

了现实生活，带给观众的是一味地说教。基于以上

原因，把妇女主任这一角色塑造为“圆形人物”，不

仅可以使观众感到亲切，还能推动生动曲折的情节

叙事。被称为“时代报告剧”的《石头开花》，是于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首播的以脱贫攻坚为题材的电视剧，
该剧通过十个单元分别介绍了十个不同区域的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的故事。在该剧的《信任》篇章中，晓

起村的妇女主任陈玉霞担任着村妇女主任，还兼任

村会计，并经营着一家家具厂，闲暇之余还要兼顾辅

导女儿的作业、带女儿看病等生活琐事，是一个事业

与家庭都要兼顾的女强人。陈玉霞的工作能力毋庸

置疑，但在村里的口碑却很差，原因是三年前的一则

新闻报道。陈玉霞带着时任记者的李爱民对晓起村

的垃圾污染状况进行调查采访后，报道在社会上产

生了广泛影响，断了村里部分人的“生计”，因此全

村人都将陈玉霞视为“叛徒”。随着剧情的进一步

发展，当陈玉霞得知李爱民被任命为晓起村对口扶

贫第一书记后，竟然在村支两委会上直接称呼李爱

民为“骗子”，由此陈玉霞泼辣、敢爱敢恨的性格跃

然纸上。当然，村妇女主任与第一书记的矛盾也推

动了剧情的发展，通过之后的交流和沟通，陈玉霞与

李爱民逐渐消除了误会，齐心协力带动全村人治理

排污，并通过电商直播的形式将晓起村从“垃圾村”

变成了“淘宝村”，而对口扶贫第一书记李爱民也获

得了全村人发自内心的信任。

农村题材电视剧是表现新农村建设风貌的便捷

路径，其侧重的是内在的心灵冲击。一部优秀的农

村题材电视剧，不仅生动呈现了农村生活的点滴细

节，更深刻彰显了时代精神和民族风貌。从人物角

色的成长历程来看，电视剧中人物所经历的日常琐

事常来自观众的现实生活，在谈及拍摄感受时，晓起

村妇女主任陈玉霞的扮演者黄小蕾表示，整个制片

团队都感慨万分，大家纷纷说道，他们原本没想到扶

贫工作的进展会如此迅速，成效会如此显著，以至于

想要找一个相对破旧、贫穷的地方作为拍摄场景，都

不得不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演员黄小蕾除了在

《石头开花》中饰演过妇女主任这一角色，在电视剧

《好雨知时节》中同样出演了苹果村的妇女主任倪

小燕。这部剧是为数不多的以妇女主任为女主角的

电视剧，全剧围绕苹果村的未来发展之路生发开来，

讲述了苹果村村民如何实现农副产品的全方位发

展，并推动和实施全民创业与乡村振兴的故事。全

剧开篇是苹果村村民张灯结彩拆迁搬家的场景，妇

女主任倪小燕和书记冯久旺正张罗着迎接上级领导

视察，但此时接二连三的插曲瞬间打破了村里的祥

和氛围：大宝和春生闹着要换房，老栓叔家的羊丢

了，马二虎偷了素婶家的苹果……以上插曲的出现

一方面引起观众的兴趣，另一方面推动了剧情的发

展，使村里的人际关系充满了叙事张力。农村事本

就是平凡事，而在平凡的故事讲述中如何突显出不

平凡的情感认知，进一步考验着编剧与导演对人物

与事件的加工与塑造能力。

赋予更多农村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将会使

新时代农村建设呈现新气象。提升农村妇女在乡村

振兴中的自我效能感，是激发她们积极参与乡村振

兴的关键所在。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鼓励她们

亲身投入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在实践过程中，她们

的自我效能感会逐渐得到增强，而这种增强又会进

一步激励她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各项工

作中来。《好雨知时节》中的倪小燕身兼数职，不仅

是村妇女主任，更创建了民宿“燕鸣山庄”，同时兼

任老人幸福院的院长。在协助村支书工作方面，倪

小燕通过为村里６０岁以上的老人准备重阳宴的形
式缓解村民们的焦虑。此外，她还只身面对因果树

受灾而围堵村委会的果农，通过组织村里的妇女集

体学习英语的方式来拓展对外交流，真可谓有勇有

谋。在组织开展妇女工作方面，倪小燕组织村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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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编排了苹果艺术节旗袍走秀节目，带领她们筹

办了胶东民俗展，让她们化身“篮球宝贝”为农村举

办的篮球比赛鼓劲加油。在商业运营操作方面，倪

小燕借助网络媒介售卖从村里收购的土鸡蛋，通过

撰写村落共享项目书拉拢陈总投资，其灵活的商业

头脑可见一斑。从处理情感关系层面上看，倪小燕

通过为有情人牵线搭桥，真正做到了“成人之美”。

在家庭关系方面，倪小燕一改在工作上的雷厉风行，

体现出对儿子的关爱与呵护。例如，面对儿子对自

己的误解，她通过给儿子讲述村里的果农因受灾影

响收入的现状，向孩子传达了“无论是财富还是知

识，都是一点一滴积累”的道理。

（三）英勇且矢志不渝的致富领路人：巾帼不让

须眉

２０２１年首播的电视剧《功勋》是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理想照耀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
周年”展播活动剧目之一，以单元剧的形式展现了

八位首批“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真实事迹。该剧

是在新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时，为英雄

们书写的传奇篇章；也是在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新征程的起点，为中华优秀儿女献上的一曲明德

颂歌。该剧的第五个单元《申纪兰的提案》主要以

现实生活中的共产党员申纪兰为创作原型，讲述了

其从１９４７年出嫁到１９５４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
表期间的故事。申纪兰于１９５３年４月被选为全国
妇女代表，并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

１９７３至１９８３年期间，她还担任了山西省妇联主任。
在《申纪兰的提案》单元剧中，申纪兰被推选为西沟

村妇救会主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相当于“妇女

主任”，而申纪兰的一生始终都在为争取妇女的劳

动权益而奋斗，这也成就了“大兰子”这一角色的经

典人生演绎。电视剧开篇呈现的是１９４６年秋，在巍
峨的太行山脚下，婉转缭绕的山歌回响之中，主角申

纪兰乘坐着毛驴车“亮相”，她随身携带的纺车足以

说明彼时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环境。从申纪兰向二姐

“显摆”自己与丈夫的脚一样大，可见其并没有旧社

会“女人脚大应该害臊”的世俗观念。

在驴车的绳子断了的情况下，申纪兰使出全身

力气拉了三里远，她的一句“我能受”把自己不拘小

节、韧性十足的性格鲜明地展现了出来。即使这样，

她依然与从军打仗的丈夫错过了见面时间，但在其

一路追赶下，在部队领导的主持与出征打仗战士们

的见证下，隔着山沟，申纪兰用红绸子系上新纳的鞋

子，扔向了自己的新婚丈夫大海。此种情愫凝结而

成的新婚送别场景，成了申纪兰在以后艰难岁月中

值得回忆和守望的温馨画面，而送夫出征也成了申

纪兰觉悟高的最佳诠释。嫁到西沟村的申纪兰改变

了全村妇女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正如秀芝爹所言，

“自从申纪兰来了，西沟村妇女都不安生了”。当申

纪兰依靠完成纺花任务换回来满满的一车小米时，

亦狠狠地帮村里纺花组的妇女们争了口气，用事实

向那些批评她“带头闹腾”的人作出了最好的回应。

靠纺花“挣”回来实实在在的小米后，纺花组的队伍

逐渐发展壮大，直到村里一位名叫歪歪的小伙子加

入，正如他所说，“解放区男女都一样，男人干的女

人也能干，反过来女人干的活男人也能干！”此种信

念道出了申纪兰及所有妇女的心声，使纺花组在村

里站稳了脚跟，也使“大兰子”在村里树立了威信。

当申纪兰看到初步的成功后，便想更进一步，于是成

立了妇女互助组，号召大家“晚上纺花，白天下地”，

但在村口集合的却只有秀芝一人；由此可见，西沟村

“好男走到县，好女不出院”的老思想不会轻易被破

除。县里派来调查的李队长的到来，为申纪兰打开

了另一扇窗，她不但与申纪兰同吃同住，教申纪兰识

字，还召集西沟村全体村民宣布正式成立了妇救会，

并支持申纪兰担任主任。从此之后，申纪兰终于拥

有了自己的舞台，她不断追逐着“与大海一同进步”

的方向和目标。

生活的真实之处在于人们在顺风顺水的过程

中，往往伴随着些许戏剧性的偶然事件；曾第一个全

力支持申纪兰的秀芝因难产而死，秀芝的死使申纪

兰陷入了思想困境和舆论的漩涡：她不仅失去了自

己最好的朋友，更被秀芝父母将秀芝的死归咎于自

己。平时乐观豁达、坚韧不拔的申纪兰陷于深深的

自责之中。这一情节的设计使剧情更加跌宕起伏，

也使申纪兰这一人物形象塑造得倍感真实且血肉饱

满。新中国成立后，申纪兰带着西沟村妇女一路从

旧社会走到了西沟村合作社成立。为了证明“男人

干的活，女人也可以干”，同时为了争取同工同酬，

申纪兰与村民石头比赛犁地；这一情节的设置既切

合人物内心的真实想法，又将劳动的乐趣以及劳动

者的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后，申纪兰替老师为

扫盲班上课、在县农业工作汇报上发言、接受《人民

日报》记者采访、开山修路炸石头以及当选人大代

表赴北京开会等情节环环相扣，将申纪兰一路的成

长轨迹串联起来。主人公申纪兰也有情感脆弱的时

候，那就是与丈夫大海的书信对话；电视剧通过以第

一视角的口吻再现了申纪兰对丈夫的思念、期盼和

担忧，此处亦是编剧赋予主人公“圆形人物”性格特

点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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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时代妇女主任形象在农村电视剧中的建

构策略探究

（一）妇女主任形象在新时代农村电视剧创作

中的表现困境

妇女主任是中国农村广大妇女最支持和信任的

权益“代言人”，是连接农村社会和家庭生活的纽

带，其进行的每一个思想引导和政策推广都能牵动

每一户家庭的“神经”。当说到电视剧里的“农村题

材”，有人觉得它就是“三农”题材，讲的是农村、农

业和农民的故事；也有人提出是“四农”题材，在农

村、农业、农民的基础上，还加上了农民工。其实，不

管是“三农”还是“四农”，都是紧紧围绕着“农”这

个字眼展开的题材。”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通过发

生在妇女主任身上的故事，亦可以审视中国乡村振

兴不断推进和深化的改革历程，串联出整个新中国

农村建设发展的整体脉络。妇女主任形象作为中国

农村电视剧艺术创作中的重要环节在人物形象塑造

与思想探源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实现艺

术审美与现实意义的双重目标。

首先，人物设定的同质化掩盖了人物本身应该

具有的个性。在表现农村土地改革、脱贫攻坚主题

时，无论是《女人当官２》中的杨桂花，还是《石头开
花》中的陈玉霞，抑或是《好雨知时节》中的倪小燕，

她们除了具有妇女主任热情泼辣、精明能干等共同

特征之外，缺少的是作为独立个体而需要呈现的个

性特征。通常情况下，电视剧编剧与导演往往会将

妇女主任这一角色的性格进行普适化套用，即将妇

女主任的形象塑造向“传声筒”式的机械化生产靠

拢，进而忽略了现实生活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

物”。在以时间为脉络、反映农村时代变迁以及个

体人生经历的电视剧情节叙事中，如《麦香》中的麦

香、《兰桐花开》中的孙桐花以及《山海情》中的李水

花，都是经历了岁月的种种磨难之后，才当上了村妇

女主任。可见，这种同质化的故事情节与性格设置

忽略了人物角色的个性化特征，容易使观众产生审

美疲劳之感，亦需要电视剧编剧在创作剧本的过程

中追求更多的独创性和新颖的叙事方式。

其次，电视剧故事情节设计的相似特征亦弱化

了观众与主人公的情感共鸣，进而导致剧情的吸引

力与新鲜度呈下降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

府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

之重；在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许多电视剧编剧们也开

始将目光投向农村基层，并将剧本中的情节叙事与

农村扶贫、环境保护、土地流转、脱贫攻坚等政策导

向相关联。在肯定编剧紧跟时代步伐进行创作的同

时，亦应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一些编剧因缺乏必要的

农村生活体验，在创作剧情的过程中过多地主观臆

想，很容易导致故事情节严重脱离农村实际，进而被

当作农村“浪漫喜剧”看待。此外，一些编剧对于农

村妇女主任的工作实际缺乏深入认识，有时只通过

典型人物的新闻报道就进行千篇一律的仿写与照搬，

这导致农村电视剧在表现妇女主任形象的情节设定

上存在诸多的相似性；如《女人进城》的开篇就讲述了

村妇女主任王红艳如何组织和带领全村妇女张灯结

彩迎接丈夫们回家，这与《大村官》中的妇女主任吕金

凤为迎接村主任的到来，组织村民跳广场舞的情形有

相似之处，而《乡村爱情１２》中的谢大脚当上妇女主
任后，也通过组织村里的众多妇女跳广场舞的形式来

进行烘托和渲染。总体来看，这种相似的情景呈现不

仅会削弱妇女主任形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会在情

节安排上给观众带来千篇一律之感。

最后，新时代以来的电视剧剧本创作虽然取得

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因过度追求新奇故事情节，

而忽略了从现实出发的创作根基。近两年来，农村

题材电视剧的整体艺术水准不断提升，并涌现出了

一大批农村电视剧编剧和导演，他们在塑造生动的

“新农村，新农民”形象的同时，也着力在荧屏中展

现新时代中国农村的新气象。例如在《温暖的味

道》一剧中，电视剧主创把与剧情有密切联系的５２
道美食制作过程拍摄了下来，而在《最美的乡村》

《石头开花》《好雨知时节》等脱贫攻坚为主题的电

视剧中，尽管故事的主人公的经历有所不同，但都融

入了直播带货以及网络助农等情节。毋庸置疑的

是，网络主播与新兴媒体人在农村电视剧的融入是

为了追求观念上的与时俱进，但其在过度依赖互联

网作用的同时，往往会出现与农村传统意义上的辛

勤劳作形成冲突，即很容易使人错误地认为振兴农

村经济的路径就是依靠直播带货。当然，这种追求

新奇的故事情节讲述以及“标新立异”创作理念或

许是为了突显艺术表达效果，但为了打破观众对于

传统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刻板印象而进行的“艺术创

新”，实在难以在观众的心底引发情感共鸣。在剧

本创作中，应当紧密贴合当前农村妇女的实际需求。

有研究表明，农村妇女目前最需要的政策支持，按照

需求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是：小额贷款项目、创业与就

业信息的提供，以及实用技术的培训。而影响她们

对这些政策需求的主要因素，则包括自然资本、人力

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等多方面因

素。艺术创作中的情感共鸣应来源于故事情节与现

实生活的无限贴近，来源于观众在审美过程中的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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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相识，更来源于强烈的时代切入感；所以说，以上

层面无法依赖电视剧的某种表现手法来实现。

（二）妇女主任形象在新时代农村电视剧创作

中的建构策略

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妇女主任是广大基层妇女同

志的代表，她的所思所想代表了新时代农村妇女对

现实生活的期盼，这就决定了新时代农村电视剧在

塑造妇女主任的形象时，要时刻做到“来源于生活，

又要高于生活”，力争在电视荧屏上呈现新时代农

村女性的精神面貌。电视剧不但要紧跟时代步伐、

传达社会心声、映照民众生活，还承担着弘扬主流价

值和充盈人民精神世界的重要使命。所以说，妇女

主任形象的成功塑造和构建，可从侧面展现新农村

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此外，由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

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和观念转变，又时刻牵动着观众

的内心，而妇女主任所肩负的女儿、妻子、母亲、干部

等多重身份的纵横交织，又容易使人透过现实迷雾

与历史烟云，审视个人身心所经受的内在冲击，进而

通过个体成长感悟人性之美。

妇女主任形象塑造应从现实生活出发，紧密围

绕其本职工作重点展开，切忌出现“摆架子”“喊口

号”等脱离群众的负面典型。妇女主任在农村电视

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关键情节的叙事中起支撑

作用。编剧无须对其职务的重要性进行过多阐释，

而是通过朴实顺畅的情感表现以及多维赋权的形式

彰显其核心作用。通过多维度赋予权力，增强少数

民族农村妇女的性别意识，使社会性别观念成为村

级治理的主流思想，促进她们从“女能人”成长为

“治理精英”。这一过程将激发她们的内生动力，并

吸引外部资源的支持，从而实现她们在村级治理中

从旁观到参与的转变，同时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申纪兰的提案》中的“大兰子”，始终没有将自己是

“妇救会主任”“合作社副社长”等名号挂在嘴上，但

她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妇女争取平等的劳动权利

和“男女同工同酬”的权益，此种务实的工作作风与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仅感染了剧中人，还感动着现

实生活中的电视观众。《温暖的味道》中的妇女主

任刘海棠有自私、目光短浅等与“妇女主任”身份严

重不符的个体特征，但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村妇

女，其最终能从利益交织与亲情牵绊中摆脱出来，尤

其在关键时刻保持了头脑清醒，凸显了人物战胜了

“旧我”并获得新生的成长轨迹；因此，贴近现实生

活的形象塑造，更能使观众对妇女主任形象塑造充

满期待。

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对于创作者而言，试图感动

观众的前提是感动自己。农村电视剧作为服务于大

众艺术审美需要的艺术类型，其创作决定了剧中的

妇女主任形象塑造应与真情实感紧密相连。在《申

纪兰的提案》一剧的拍摄过程中，剧组为了还原西

沟村的旧时风貌，采用新房子上糊黄泥、水泥路上铺

黄土等手法，试图从视觉角度带给人们真情实感。

此外，为了还原彼时村民的生活与内心感受，拍摄团

队与演员们深入群众生活，通过交谈走访了解真实

的塔沟村历史，并同村民一起吃烤土豆，以此形式忆

苦思甜。演员在开机拍摄后的日子里穿戏服生活，

同时还要学着去干所有的农活，长期的生活实践使

观众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演员与农民之间情感的

联结。在与现代社会的交融与碰撞中，农村影像空

间的构建展现出了其独特面貌，不仅在文艺创作上

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和导向作用，而且为人们理解

中国农村问题及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新颖、积极且动

态的视角和切入点。申纪兰在深夜迷茫、困惑、伤心

时，通过与丈夫的书信交流，展现了“大兰子”坚强

的外表下蕴含的温柔女人心，将一个英雄形象下的

“平凡”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进而使其更具烟火

气、更贴近实际。《好雨知时节》中的妇女主任倪小

燕在面对儿子的任性时，从暴怒、克制再到富含温情

的情感衍变，把现实生活中真实而生动的母亲形象

搬上了荧屏。由此可见，真挚的情感融入是衡量电

视剧剧本出彩与否的重要元素。

电视剧中妇女主任的形象建构取决于对细节的

取舍，主要来自对女主人公的言谈举止等细节描述

进行完美演绎。剧本叙事过程中，除了演员的精彩

演绎外，还需要民间音乐文化的融入。发掘并推广

具有浓郁农村地方特色的民间音乐文化，既能够为

民间音乐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又能借助电视剧的

广泛传播，促进该地区的文化与经济双重繁荣，实现

传播学意义上的双赢局面。此外，由于农村妇女主

任的职位特点，其需要扎根农村，并通过与父老乡亲

“打成一片”，用以体味人民群众的苦辣酸甜咸，这

就需要编剧和导演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要扩大

表现视野，同时还要掌握生活中的多处细节，因为细

节往往是支撑宏大叙事的关键。需要指出的是，这

里所强调的“细节”不仅指《大山的女儿》中妇女主

任罗梦兰说服丈夫韦平力争当致富带头人的“软磨硬

泡”，还包括《申纪兰的提案》中那句独具方言特色的

“我能受”，甚至包括第一个要求加入纺花组的男性成

员歪歪：一边把小米往嘴里塞，一边因想起离世的母

亲而边吃边哭。正是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才使观

众从电视剧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叙事中捕捉到似曾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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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情感体验，这种强烈的情感互通是演员与观众产

生共情的密钥。

四、结语

妇女主任身兼“半农半官”的身份特质，是众多

女性角色中尤为特别的类型人物。妇女主任坚强的

外表下隐藏着温柔细腻的“女人心”，角色设置通过

融入时代大环境和回归职能本身来实现，并通过电

视媒介进行时空传递和艺术传播，深深打动和感染

了观众。新时代以来，电视剧中的妇女主任形象塑

造通过“管中窥豹”的形式彰显其尽职尽责，通过历

史性时空对比展现其成长脉络，通过动人的细节描

绘来刻画其丰满人设，进而彰显其平凡中的伟大。

如果说农村题材电视剧谱写了一曲讴歌中国农村与

中国农民波澜壮阔的“山乡巨变”之歌，那么妇女主

任就是这首歌曲中的特殊吟唱者，其形象已成为中

国农村电视剧女性形象的标志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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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实践、叙事快感与文化症候
———论近期国产悬疑影视中的孤勇者形象

董　鑫
（中国传媒大学 戏剧影视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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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董鑫（１９９７—），贵州遵义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２０２３级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

向：影视叙事、中国电影史。

摘　要：近期国产悬疑影视中广泛出现的孤勇者形象，因应了悬疑影视的本土化创作与探索，反
映了国产影视剧的核心特质与价值诉求。此形象一方面凭借创伤、暴力等元素成为这些影视剧叙事

快感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它又揭
!

当下与历史的对话关系，尝试反抗“当下”的文化工业幻景，进

而展现大众面对１９９０年代这一“历史起点”时复杂的文化心态。考察国产悬疑影视中的孤勇者形
象，在阐明国产影视创作特色与价值诉求的同时，可为我们捕捉当代中国大众的隐匿心态提供一个

切入点，进而展现影视文本与大众意识形态症候的精巧对接。

关键词：国产悬疑影视；孤勇者；本土实践；叙事快感；文化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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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你看，下雪了”
“这雪爸见过，这是从，过去来的”①

这是电视剧《漫长的季节》（２０２３）最后一集中
王响与继子的对话，他经年累月查案终于知晓了儿

子失踪的真相，面对天空下起的白雪，他突然感慨地

说道，电视剧的画面也配合他的思绪不断叠映过去

的画面。台词与画面精准地展现了他始终如一的追

凶姿态，其间不乏怀旧、哀怨情绪，令人动容。近年

来，悬疑影视逐渐成为最受观众喜爱的国产影视类

型之一，在生产数量与质量上均有显著提升。在爱

奇艺“迷雾剧场”、腾讯“Ｘ剧场”、优酷“白夜剧场”
的推动下，这一剧种得到广泛传播，受到青年观众的

青睐。细致考察这类影视，发现它们较多地出现王

响这样的孤勇者形象（观众戏称之为“执着／固执／
偏执的主角”）。其出现与国产悬疑剧的新近实践

探索、核心特质、价值诉求有着紧密的关系，呈现出

具备本土特色的悬疑风景。不过，若单纯以艺术逻

辑来阐述这一形象，似乎并不能切中肯綮。事实上，

它还深刻嵌入国产悬疑剧的创伤叙事、暴力叙事，成

为剧集快感的重要来源，进而吸引了青年观众。此

外，它还表征着当代中国社会的隐性症候，通过对孤

勇者形象中男权、父权问题的揭示，国产悬疑剧集隐

蔽而公开地完成了对大众意识形态的表达。那么，

这种艺术逻辑与文化逻辑是如何交织的？孤勇者形

象究竟体现出怎样的时代症候，并在剧集的叙事中

呈现出来？这些问题指向了孤勇者形象生产背后的

研究旨趣，值得深入探究。

一、孤勇者形象与国产悬疑影视的本土实践

近期不少悬疑影视中均出现孤勇者形象，以

《三大队》（２０２３，包含剧版和电影版）中的程兵、《漫
长的季节》（２０２３）中的王响、《沉默的真相》（２０２０）
中的江阳、《狂飙》（２０２３）中的安欣、《平原上的摩
西》（２０２３）中的庄树、《尘封十三载》（２０２３）中的卫
峥嵘等为代表。他们有着执着（有的则是偏执）、坚

毅、隐忍、勇敢，数十年不更其志的典型特征，内含一

种仁学思想，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格形象。这是悬疑

文艺本土化创作与探索的重要成果，反映了国产悬

疑文艺的核心特质、实践探索与价值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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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影视史来看，本土悬疑剧与公安剧、刑侦剧常

常指向同一类剧集，原因是它们的主角无一例外都

有警察身份，都显示出一定的政治理念，创作者几乎

被限定在特定的叙述框架内，并不能做更多的形式

实验，也无法进行超越人伦纲常的剧情设定。然而，

对于近年来的青年观众来说，这样的塑造方式显然

没有吸引力，影视势必要通过一些新探索，来贴合他

们的价值诉求。这正是孤勇者形象的出现契机。观

众对这一形象的喜爱，表明这种探索取得了成功。

整体来看，以孤勇者形象塑造为中心，这些探索包括

三个方面：

第一，剧集对这些孤勇者形象的塑造通常采用

“寓谐于庄”的方法。作为正义之士，他们秉持为人

民服务的理念。同时，他们又有着鲜明的平民特性，

诙谐、平易近人，其擒凶之举也夹杂着私人因素。这

增强了人物形象的可看性、真实感与可爱之处。譬

如《狂飙》中的安欣，正直而勇敢，数十年如一日追

凶，除了为民除害，也是为解除自己的道德困扰。一

方面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影视剧的总体要求，

另一方面也契合了青年观众的审美需要，较为精准

地把握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法则，即塑造典型环境中

的典型人物，增强了观众对人物的共情。

第二，以孤勇者的故事为中心构建多线情节，丰

富剧集的叙事。早期悬疑剧常用单元剧的模式展开

剧情，以单线叙事为主，不同案子间鲜少关联。而新

近这些悬疑剧则以孤勇者的故事为中心，打通了案

子之间的联系，不同案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那些已经破获的案件在之后的叙述中还会以闪回、

主人公的回忆等方式，再次对叙事进程产生作用。

这些剧虽然仍存在多起案件，但本质上都是一个

“元案件”的延伸。并且这个“元案件”常常是主人

公创伤的直接来源，构成他持续破案的源动力。譬

如，《沉默的真相》使用严良、江阳、侯贵平三位人物

的故事进行平行蒙太奇叙事，运用通感手法将三个

时空接续在一起，指向同一个凶案。而这正是剧集

在对江阳、张超等孤勇者人物故事的缝合、观众对这

些人物的期待中完成的。此外，有些悬疑影视还融

入各种类型元素，提升了观赏效果，如《开端》对“时

间穿越”这一玄幻元素的运用。

第三，作为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推动者，孤勇者

形象精准地反映了国产影视剧的价值诉求。正如前

文所说，本土的悬疑剧、刑侦剧、公安剧常常指向同

一类剧种，且都富有正剧特征，旨在宣扬正向的社会

价值观。孤勇者形象或者出于心中道义，或者被周

围人的误会，甚至被误会为案件的“凶手”，或者因

为亲人不知所终，义无反顾走上追凶之路，数年如一

日收集线索，最终让“陈年旧案”沉冤得雪。在《狂

飙》中，如果不是安欣对案件真相的一心求索，可能

不会有人记得这个案子，更不用说破案，他总是向社

会（同时也是向观众）提醒这桩陈年旧案的存在，最

终才迎来案情的告破。这些剧集倾向于把警察塑造

为一种理想化的人格象征，打造成银屏道德楷模。

舍生取义，始终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的

警察，成为观众审美理想的寄托，这最为精准地反映

了国产影视剧的核心特质与价值诉求。

除了反映国产影视的价值诉求，这一形象还因

应了世界悬疑文艺从推理派到社会派的艺术规律的

变化。作为一种类型元素的“悬疑”，早以侦探小说

的形式广为人知。这类小说大都以推理为核心看

点，暴风雪山庄、孤岛模式、乡间别墅派等诸多流派

均试图规避现实，建构一个单纯的推理空间。怪诞

的犯罪手法是这些文本引人入胜的秘诀之一。在柯

南道尔所写的以福尔摩斯与华生为主角的侦探小说

中，杀人手法的异想天开、解谜时的环环相扣，让悬

疑小说成为精巧到极致的解谜游戏。本格推理固然

有趣，不过“杀人诡计”的设计极耗精力，且容易流

于模式，很快就产生观众让审美疲劳。二战后侦探

小说已经不再执迷于展现精巧的悬念设计，而是致

力于构建复杂人物、融入社会议题，承担着揭露人

性、批判世情的使命。譬如日本推理小说家东野圭

吾所著《嫌疑人Ｘ的献身》，尽管读者对作案细节与
犯罪动机了然于心，但仍被故事中散发的人性光辉

吸引。

国产悬疑影视从“狄仁杰”系列、“重案六组”系

列，到《隐秘的角落》《漫长的季节》等，也符合这一

艺术规律。与之前相比，近期的悬疑剧突破了模式

化的人物塑造，呈现了具有丰富故事线、引发观众共

情的人物。这在孤勇者形象中体现得比较明显，他

们的内心世界在剧集中得到呈现。譬如《三大队》

中程兵即使面临生活的种种不如意，仍然拒绝了同

事的挽留，坚定走上擒凶之路，剧集清晰地呈现他做

出这一决定的缘由。不同于过去国产悬疑剧中扁平

化、功能化的人物塑造，孤勇者立体、复杂的人物内

核，增强了形象的审美厚度，提升了剧集的审美品

格。角色不再沦为剧情的附庸，悬疑剧不再仅以案

件的奇观化以及公安与凶手之间的身份冲突来推动

剧情，孤勇者形象中的性格冲突、意志冲突成为剧集

重要看点。此外，这些剧集通过全面展现孤勇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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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生活环境，以及与敌人的残酷斗争，有效融入社

会议题，增强了剧集的现实意义。

二、孤勇者形象与国产悬疑影视的叙事快感

仔细考察这些孤勇者形象，会发现他们几乎都

深受来自案件的创伤记忆的侵扰。这种创伤元素的

植入，一方面契合了如上所言的艺术逻辑，让剧集的

人物塑造、情节构建、审美力量都得到丰富，深化了

主题意涵。另一方面，它也嵌入剧集的叙事机制，参

与缔造剧集的快感效果。笔者在《论国产悬疑剧的

“创伤”叙事》一文中曾指出，国产悬疑剧中几乎到

处弥漫着“创伤”元素，显示了当代民众在城市化进

程中的现代化焦虑。［１］在这些孤勇者身上能够非常

鲜明地看到创伤对他们的影响，他们性格执拗，家庭

破碎，从病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正是一种创伤应激症

状。

在创伤应激下，孤勇者通常一意孤行，偏执地、

不顾周围人劝阻地寻求案件的真相，并与凶手发生

冲突。而这正好符合悬疑剧的叙事要求。由于悬疑

剧总是伴随着暴力，因此它们几乎是完全顺畅地把

暴力元素融入孤勇者形象上。暴力元素，一方面出

现在擒凶的过程中，譬如《三大队》中警察程兵正是

因为暴力殴打犯人被判入狱，其出狱后的追凶之旅

也不时出现他的暴力之举。另一方面，它也常常因

社会公平、法治环境出现问题而出现，甚至是凶手出

现的原因，譬如《漫长的季节》中沈默姐弟的父母死

于工伤，却饱受欺凌，最后走上犯罪道路。此外，悬

疑剧集还通常从侧面展现社会的暴力，譬如《漫长

的季节》中人群围在警局面前要求公道，有人还向

公安投掷硬物。在厂长宣布下岗名单时，人群骚动，

有人直接上台揍领导，其中就包括孤勇者王响。巧

妙的是，孤勇者的暴力看似在追凶过程中被迫发生，

却正好是其在创伤应激症后的心理疏通诉求。在这

个意义上，这些孤勇者反而令人讽刺地成为暴力狂、

癔症病人。

按齐泽克的说法，暴力存在主观暴力和客观暴

力之分，“客观暴力是无形的，因为它支撑着我们用

以感知某种与之相对立的主观暴力的那个零层面

（ｚｅｒｏｌｅｖｅｌ）标准……如果我们要理解那些看似主观
暴力的‘非理性’爆发的事物，我们就必须考察这种

客观暴力”。［２］换言之，所谓“客观暴力”，是指潜藏

在肉眼可见的“主观暴力”背后的东西，因为它不仅

支配了“主观暴力”的出现，而且巧妙地将自身隐藏

起来，使人难以察觉。这一观点提示我们看到支配

国产悬疑剧中暴力元素的系统性力量，即社会公平、

法治力量缺失时，孤勇者常以暴力狂、癔症病人的面

貌去撬动这一秩序。

在这种系统性力量的影响下，剧中孤勇者形象

的生活并不顺利，常常被放逐。剧集精巧地使用暴

力来阐释过去为何会被遗忘———凶手通过隐藏在人

群中，甚至变为权力主导者，用警察、司法等暴力机

构粗暴地使当事人遗忘过去。最典型的便是《狂

飙》中赵立冬、孟德海等人对案件真相的遮蔽，以及

对安欣的放逐。这套机制暗中也助长了孤勇者对暴

力的使用，他们在唤醒大众记忆时，或者需要化身匪

徒，进入敌人内部，通过暴力的方式收集证据，或者

需要更高级的暴力机构介入，才会真正把大众的目

光吸引到陈年旧案上。

这种系统性力量的另一种影响则是，不少凶手

也有孤勇者形象的特质，譬如《迷雾追踪》里的父亲

一角，在女儿死后，到处寻找真相未果，最终被逼上

梁山。即使是这样，他也只是报复伤害其女儿的凶

手而不殃及其他人。又如《漫长的季节》中的沈默

姐弟，同样具备执着、坚韧，数年不移其志的孤勇特

征，且他们几乎是在系统性力量的迫害下被逼走向

犯罪。相比正面人物，他们的故事有时也能得到观

众的共情，进而合理化他们的暴力报复行为。

以上正反两面的创伤与暴力元素，进一步印证

了国产悬疑剧的寓言性，暗示了支配它的来自历史

与社会的客观暴力，一种社会整体的暴力。正是暴

力元素的存在，以及由它们构成的极端叙事，让这些

剧集可以通过“爽剧”的外壳，完成（或部分完成，或

暂时完成）纾解大众焦虑的功能，当看到孤勇者终

于将罪犯制伏收监时，观众不免感到轻松。“国产

悬疑剧通过将主角不断贬损而后赎回其名誉的方

式，使正义再度回归人心”［３］，这是一种颇有效力的

快感叙事机制，成为近年来悬疑影视颇受欢迎的原

因。

当然，这些悬疑剧也要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如何

让这些孤勇者真正融入“当下”？最直接的方式便

是解决他们心心念念的旧案。《漫长的季节》中，与

那段激烈的社会转型相伴的，是王响儿子和老婆的

去世。关于儿子死亡的真相成为王响的死结，也成

为他始终不能原谅那段历史的原因。剧集最后，当

他找到儿子死亡的真相时，才终于释怀。所以，他才

能对着由过去的自己开过来的火车大声呼喊：“向

前看，别回头！”在侦破案件，犯罪分子对这些年逃

亡经历的讲述（电视剧《三大队》甚至专门安排一集

来实现这一目的），影视剧直白地呈现案件真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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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孤勇者才慢慢放下心中的执念，融入当下的生活。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孤勇者并没有机会融

入“当下”，他们几乎是以殉道者的身份去唤醒人们

对过去的记忆。譬如《沉默的真相》中江阳、张超等

为了激活大家的历史记忆，以身入局，通过在地铁里

制造骚乱的方式把公众的视线引到过去历史上。即

使在《漫长的季节》这样的孤勇者似乎与过去和解

的剧集中，也暴露出一些隐微的裂隙，如在王响喊完

“向前看，别回头”之后，插曲《再回首》却“不合时

宜”地响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悬疑剧集恰恰

显示出一种有些矛盾的叙事机制：看似已经完全敞

开了过去的真相，但围绕在这些孤勇者形象身边的

极端叙事，以及剧集对“过去”的暧昧态度，又表明

这种敞开是脆弱的、是随时可能崩塌的。

三、孤勇者形象与“历史天使”的辩证意象

不妨说，这些孤勇者形象看似是被过去的案件

真相束缚，实际上是被过去的生活绑定，即使周围人

已经与过去和解，他们仍然没有办法直面未来。

《漫长的季节》以怀旧、温情的面貌呈现过去的桦钢

及作为机车长的王响。在电视剧片头，火车呼啸着

穿过庄田，王响坐在火车椅上怡然自得地喝茶，微笑

着向外招手。镜头一转，回到当下，随着年华老去的

王响风光不再，正在开车载客。过去与当下的生活

境遇的落差，难免让他“怀旧”。《三大队》同样是如

此，程兵随身携带着以前“三大队”合影的照片，他

的追凶，实际上是追寻之前的生活。在剧集第 １９
集，他与刑警队长在雪地殴打时，他哭着说道：“我

把自己搞丢了，我要找回来。”

简言之，孤勇者形象本质上是一种被过去的历

史／记忆绑定的形象，他们始终致力于向当下的人唤
醒过去的记忆。他们融当下与过去双重时间于一体

的姿态，呈现出某种超时间性与文化批判性，这无疑

让我们联想到本雅明的辩证意象。这一概念是本雅

明为反抗资本主义幻象而提炼出来的一个具备革命

性内涵的概念。在他的历史哲学中，“革命”就是打

断历史被物化和神化的连续性，粉碎其史诗的虚假

光晕，把内在于历史中的断裂点，作为一个单子（即

历史真理）从资产阶级史学所构造的不断进步的历

史连续体中“爆破”出来的过程。这个“爆破”出来

的单子即被本雅明称作“辩证意象”。［４］通过对拱廊

街、世界博览会、商品等具体的“辩证意象”的并置

与呈现，本雅明指认了资本主义文明幻境，揭露资本

主义现代性的本质，使人们重新思考历史与当下的

关系。

本雅明的考察给我们批判商业文化提供了一个

视角，以他的概念与方法再回到国产悬疑影视文本

中，我们便会发现孤勇者形象恰好具备着本雅明所

谓革命性的内涵。他身居当下的美好幻景中，却总

是提醒人们回到过去那个不太光彩（或者按本雅明

的话———废墟）的时间原点。他们欢愉地生活在

“过去”，却总是忧郁地面对当下，而忧郁正是本雅

明认为的能够辨认出辩证意象的情感基础，“如果

忧郁眼中的对象成为寄喻，那么忧郁就会让这对象

中的生命流逝”［５］。在悬疑文本中，这种忧郁在创

伤、暴力等叙事元素下，更加得以强化。

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这些孤勇者携带的

“完整历史”，恰恰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历史———这
些剧集无一例外都把“过去”的背景设定在１９９０年
代至新世纪初。于是，按以下这种方式去解读这些

文本就有了可能：孤勇者携带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
“完整历史”的记忆，但是这些记忆却似乎在“当下”

不被接纳，已被遗忘。这无疑提示我们，这些形象蕴

含着较为鲜明的文化批判效力，他们在很大程度上

折射出当下涌动的新的社会文化走势与社会心理诉

求。也就是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作为改革开放政策实
施后中国内地社会发展急剧提速、社会分化迅速推

进的一个时期，正逐渐被“当下”的文艺创作者和接

受者们共同指认为某种文化史意义上的“历史起

点”———既联结着我们今天享受的成果，也决定了

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限度。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社
会涌现新自由主义思潮，维护个人自由，调解社会矛

盾，维护自由竞争，带动商业文化的发展。然而，这

在当下正受到质疑，因为它也带来了个体的原子化、

社会阶层差距的扩大及意识形态凝聚力的弱化。

于是，批判商业文化、新自由主义“原始积累的

血腥暴力、零工经济形成的现代奴隶制、住房医疗教

育市场化造成的贫困”［６］的观念，便在国产悬疑影

视中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叙事中得到展现。通过对孤
勇者过去与当下生活状况差异的描述，影视文本展

现“当下”对“过去历史”的忽视与漠视，质疑了所谓

的历史进步主张。当孤勇者及他们所携带的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美好记忆（“当下”的起点）重新出现在破
乱不堪的“当下”时间中，也对过去给人们允诺的各

种好处提出了质疑。实际上，对“商业文化自由发

展会给人们带来好处”这一观念的质疑，在近年来

的全球影视中均有体现，以底层、边缘者、流民为主

角的影视剧———如《小偷家族》（日本）、《寄生虫》

（韩国）、《小丑》与《无依之地》（美国）、《我是布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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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英国）等———均受到

这一思潮的影响。这些影视质疑了市场商业文化、

新自由主义的线性时间论、历史进步论，这正是本雅

明所言对历史连续体的“爆破”。

有意思的是，这些孤勇者形象无一例外都是男

性角色。围绕在这些形象周围的女性角色，仅仅是

其陪衬。在电视剧《三大队》里，程兵一意要追凶探

案，他的朋友也想同去，但因妻子对此不满，只得作

罢。这种叙事潜在地表明女性在这场追凶大戏中的

边缘角色（“她”不能直接参与追凶），并暗示男性不

能一起追凶，是因为女性、家庭的阻拦。剧集并没有

深刻剖析孤勇者形象舍弃家庭、执意追凶对于女性

的残酷影响。同时，这些孤勇者形象也以父辈的形

象出现，他们携带着历史的完整记忆，尝试着唤醒子

一代的孩子们，《漫长的季节》中王响把对儿子的爱

全部寄托在了收留的继子身上，也常常教育继子的

同龄人。对男权、父权的潜在推崇与怀念，也可看成

影视文化怀旧、质疑历史进步论的一种体现，因为女

性主义思潮显然随着新自由主义、市场商业文化的

发展而壮大。

在这样的叙事下，国产悬疑影视通过构筑历史

意象来拯救孤勇者，即在历史中救赎他们。在电影

《三大队》的结尾，程兵终于把凶手追拿归案，他茫

然地站在人流穿梭的十字街头，随后观众和他回到

历史时空，他与三大队一起在警局面前完成合影，故

事到此结束。又如《漫长的季节》最后一集，在红毛

衣燃烧殆尽后，王响一个人孤独地走在路上，一场大

雪缓缓降落。在这场预示“秋天”结束的大雪中，镜

头闪过主要人物一生中的重要时刻。诚如本雅明所

言：“历史会衰变为意象，而非衰变为故事。”［７］这两

幕已经不是简单的故事结尾，它们旨在构成一种颇

具张力的叙事意象，呈现出一种把现在叠加于过去

之上的双重性辩证意象，意在从历史中拯救这些孤

勇者。走出“漫长的季节”，意味着走出这类辩证意

象所指向的结构性关系，“救赎”的重点是“重生”。

有论者指出，“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救赎，他们的

救赎是从历史中救赎，在救世主的位置上，是正义和

秩序，一种带有人世间温度的朴素的信仰”［８］。

黄平等曾指出，近期东北文艺中流行的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叙事，写的不仅仅是东北人的故事，而是一
代中国人的故事，并且指向了当下。［９］这一东北叙

事如何显示中国人共有的情感结构？恰可以通过孤

勇者形象来实现，此形象贯穿了包含东北题材在内

的众多题材。可以说，影视文本通过孤勇者形象完

成了与大众意识形态症候的精巧对接。面对商业文

化带来的种种后果，大众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这一历
史起点保持游移不定的文化心态，并对仍在前进中

的“当下”存在着焦虑与紧张的心态。而这些情绪

恰巧被影视文本收编整合，塑造了孤勇者形象，他们

一心侦破陈年旧案，以建立一种“整全的历史”，对

“当下”的文化工业幻景保持质疑精神，不为其他因

素所动。在这个意义上，孤勇者一如本雅明在《历

史哲学论纲》中描述的历史天使：

克利一幅名为《新天使》的画表现一

个仿佛要从某种他正凝神审视的东西转身

离去的天使。他展开翅膀，张着嘴，目光凝

视……回头看着过去，在我们看着是一连

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整场灾难。

这场灾难不断把新的废墟堆到旧的废墟

上，然后把这一切抛在他的脚下。天使本

想留下来，唤醒死者，把碎片弥合起来。但

一阵大风从天堂吹来；大风猛烈地吹到他

的翅膀上，他再也无法把它们合拢回来。

大风势不可挡，推送他飞向他背朝着的未

来……这大风是我们称之为进步的力

量。［１０］

四、结语

近期国产悬疑剧中广泛出现的“执着的主角”，

即孤勇者形象，并非偶然。它因应悬疑影视的本土

化创作与探索，反映了国产影视剧的核心特质与价

值诉求。同时，这种形象刚好契合了国产悬疑剧中

的创伤叙事、暴力叙事、极端叙事、快感叙事，打造了

一个颇具社会寓言意义的文本，使我们可以将其与

当代中国的社会进程勾连起来。大众关于１９９０年
代的“历史起点”想象，并对其所允诺的各种好处产

生了一定质疑，最终催生了当下悬疑文本中的孤勇

者形象，彰显了大众在面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这一历
史起点时游移与捉摸不定的文化心态。

行文至此，我们也要反思一个问题：前文把孤勇

者形象作为一种文化症候进行文化批判是否切中肯

綮？它是否只是商业文化主导下的一种乌托邦幻

想？换言之，作为历史天使的孤勇者形象看似完成

了对文化的批判与反思，但它也可能是这一文化工

业幻景中的内在组成部分，其反思或许仅仅部分地

纾解了大众的焦虑，却反而进一步巩固了“当下”的

文化制度，生产出更多的文化幻景。不少影视剧都

在复刻这一人物形象，却没有《漫长的季节》《狂飙》

《三大队》等文本的思想深度，便印证了这一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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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一些意象所具备的文化批判效力在刚出世的

时候，可能具有先锋性和批判性，能够获得大众的青

睐，但它也很有可能因此被商业文化收编，进而削弱

其批判力度，以温和化、扁平化的意象嵌入并巩固了

商业文化编织的文化幻景，沦为一般的文化消费产

品，不再具备思想批判效力，而这一点显然值得我们

深思。

注释：

①电视剧《漫长的季节》台词，辛爽导演，２０２３年出品，上海
腾讯企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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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探究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为例

张　培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１１－２６
基金项目：２０２３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研究生教育类）“新建本科高校学士学位授予质量保障

体系研究”（２０２３ＳＪＧＬＸ１００Ｙ）；２０２４年度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研究”（ＳＫＬ２０２４９１３）
作者简介：张培（１９８０—），女，河南许昌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　要：将“两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使党的思想理论在大
学生中走深走实的必然要求，也是丰富思政课教学内容，推动高校思政课教学守正创新的现实需求，

更是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内在要求。加大“两个结合”科

研转化力度，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提供丰富的理论素材；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师理论素养，发挥其在教学

中的主导作用；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媒介，通过多种方式实现教学目标；开展实践教学，构建思

政课协同育人机制，加快实现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关键词：“两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探究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５．０１．０１５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５）０１－００８９－０６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两个结合”重要论述：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

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１］１０党的二十大报告
又重申了“两个结合”重要意义，深刻总结并阐述了

“两个结合”科学内涵。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

的重要载体，是宣传党的科学理论的主阵地。讲好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以下简称“原理”课

程），需要不断融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两个结合”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揭示

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发展规律，是推进党的

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和原则。我们需要将“两个结

合”重要论述融入“原理”课程教学中，不断丰富“原

理”课程教学内容，实现让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发挥

铸魂育人作用。

一、“两个结合”融入“原理”课程的时代意义

（一）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我们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擘画了宏伟蓝图，是指

导我们行动的纲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就为什么推进“两个结合”、如何推进“两个结

合”作了深刻阐述。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

能够战胜其他各种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就在于

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并在实践中推动马

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是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

新的科学方法和原则，是永葆党的思想生机和活力

的法宝，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宣传好、利用好“两个结

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理论动力。

在“原理”课程中融入“两个结合”重要内容，不

仅有助于丰富“原理”课程教学内容，提升大学生理

论素养，而且有助于学习、宣传和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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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宣传好党的理论精神，使党的思想理论在大学生

中入脑入心，走深走实。

（二）推动高校思政课守正创新的现实需求

把“两个结合”融入“原理”课程教学，是推动高

校思政课守正创新的现实需求。中国共产党从事的

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犯颠覆性错误，

创新才能把握和引领时代。守正创新体现了一种辩

证法思维，我们不仅要坚守正道，坚守马克思主义理

论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不动摇，而且要不断

发展真理，实现党的理论创新发展。“两个结合”坚

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动摇，并不断推动马克思主

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有效推

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２］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是坚持

守正创新的光辉典范。

守正不等于守旧，创新才能发展。“原理”课程

旨在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

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

基本方法，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和

分析问题，逐步养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

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自觉。在教

学内容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紧跟时代步伐，不

断实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创新发展。

“原理”课程教学内容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

进，将“两个结合”精神及时融入“原理”课程教学，

不断丰富和优化“原理”课程教学内容，既体现了

“原理”课程的与时俱进性，也是大学生学习贯彻党

的最新理论思想的体现。

（三）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内在要求

青年大学生富有朝气和活力，敢于担当，自信有

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但是，当代大

学生出生在和平年代，社会阅历不足，缺乏远大抱

负，尤其在国家、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时，意志

力不够坚定。我们要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大学生，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

想、有目标、胸怀祖国、吃苦耐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国家的永续发展提供不竭人才

支撑。中华五千年文明为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基础，是我们的精神之基和民族之魂，唯有不忘

本来才能开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重申了“两个结合”科学内涵，并突出强调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

性，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摆在重要

位置，在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相互融合，推动了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中华文明的道德品

质、思想观念和经验智慧，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原理”课程教学中融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润物无声的文

化熏陶，不仅有助于大学生汲取传统文化精华，自觉

将文化中蕴含的优秀道德品质、价值理念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更加坚定他们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而

且有助于引导大学生在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中抵制

不良诱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３］

二、“两个结合”融入“原理”课程教学的理论依

据

（一）“两个结合”与“原理”课程主题内容的契

合性

“第一个结合”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

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实践经验的总结，体现了

党的创新理论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体现中国国情。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国内革命接连失败的

问题，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右倾投降路线

和“左”倾冒险路线都无法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

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才能挽救中国。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

人总结苏联改革失败的教训，深入分析社会主义本

质，从实际出发，提出改革开放政策。江泽民同志将

中国具体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提出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化的同时还要大众化和时代化，进一步丰富

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

源于西方，要在中国落地生根，被中国人民所接受，

就需要融入中国元素，不断进行中国化。

“原理”课程２０２３版教材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哲学
部分讲到，矛盾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

关系。这一原理是我们坚持“第一个结合”，即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依据。中国

共产党正是坚持了这一哲学基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实践中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使马克思主义具备了强

大的实践指导能力，更加符合中国实际。

“第二个结合”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历

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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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长盛不衰的精神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

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国家观、历史观

和天下观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总结出的

经验智慧，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了理论指引，

我们要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精华的相互融通。在二者结合过程中，马克

思主义因吸收了中国元素而更具中国特色，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因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跨越地域界

限，更具时代性。

“原理”课程２０２３版教材第三章唯物史观中讲
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社会意识对社

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推动社会发展，

而落后的社会意识阻碍社会发展，这一原理是我们

发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理论基础。第三章第二节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中讲到文化对社会发展起到了思想指引、精神动力

和凝聚力量的作用，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这与“第

二个结合”中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两个结合”与“原理”课程立场观点的吻

合性

“两个结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广大人民群

众，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这与“原理”

课程导论部分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描述是相吻合

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人民群众既是历

史主体、创造主体、实践主体，也是价值主体、评判主

体。”［４］“两个结合”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在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不论是“第一个结合”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还是

“第二个结合”强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都

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深入扎根中国，指导中国

实践，服务中国人民。比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过程中，对当下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问题的把握，指出

当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精

准扶贫，打造“五个一批”脱贫路径等，都体现了以

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汲取其中的养分和精华，比如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

公、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等思想就是人民性的体现。

“原理”课程２０２３版教材的导论部分，详细阐述了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的创

立者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开始就站稳人民立场，指引

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维护无产阶级利益，马克思

主义更是无产阶级的学说，代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所以，从人民性这一立场来看，二者是相吻合的。

“两个结合”体现了发展的、整体的和实践的观

点，这与“原理”课程２０２３版教材第一章联系发展
的观点及第二章实践论和守正创新的观点是相互吻

合的。“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

根本途径，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的提

出，体现了党的理论成果的动态性和发展性。“两

个结合”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精神命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不

能脱离中国实际，更不能失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滋养，离开了文化基因，理论的发展就是无根之草、

无本之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只有注入中华文化

的血脉，才会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两个结合”是

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实践经验

的科学总结。“原理”课程第一章讲到联系和发展

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联系具有普遍性，我

们要运用整体的观点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事物之

间的相互联系又构成了运动、变化和发展，发展的实

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第二章认识论

中讲到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中首要的和基本的问

题，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和检验标准。所

以说，从发展性、整体性和实践性来看，“两个结合”

与“原理”课程相关观点是相吻合的。

（三）“两个结合”与“原理”课程价值追求的一

致性

“两个结合”与“原理”课程在社会价值追求方

面具有一致性。“两个结合”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引导人们不断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发挥其思想引领作用，为社会成员提供共同的价值

追求。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了马克思

主义的价值导向，又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精髓，有利于凝聚社会力量，维护国家稳定和民族团

结。“两个结合”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

化素质，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亲仁善邻、和

谐、友善等思想，有助于培养良好的社会风尚。“两

个结合”通过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向

人们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有助于增进不

同地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增强人们的历史自信

和文化自信。

“原理”课程引导大学生树立唯物、辩证的观

点，知道世界的本原是物质，世界统一于物质；让大

学生掌握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并重视实践在认

识中的决定作用；让大学生知道人类社会历史发展

遵循一定规律，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是历史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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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让大学生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增

强大学生的价值认同感，引导大学生爱党爱国爱人

民，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投身社会实践，通过努力实

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原理”课程为大学生提供认

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例如：学习了唯物辩证

法，能够熟练运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处理问题；学习

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能够运用矛盾分析法，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两个结合”融入“原理”课程教学的实践路

径

（一）加快“两个结合”科研成果转化，丰富“原

理”课程教学内容

我们要加强对青年大学生进行“三观”教育，引

导大学生追求远大理想，实现人生价值。思政课肩

负着立德树人的使命，是青年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

及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自然而然有责任和义务将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递给大学生。“两个结合”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党的

实践经验的总结，“两个结合”提出之后，思政界关

于“两个结合”的理论研究呈现出火热态势，科研工

作者要加大对“两个结合”研究成果的转化力度，择

优选出具有时代意义、适合高校“原理”课程教学的

科研素材，将“两个结合”研究成果最快最有效地传

递给在校大学生，使他们能够不断领会到党的最新

理论成果，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学术界关于“两个结合”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多，

如何将其转化为行之有效的教学内容，是“两个结

合”融入“原理”课程教学的关键。关于“两个结合”

的理论研究，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视角去分析。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

果，可以结合“原理”课程２０２３版教材导论中的第
二个内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去展开讲解。

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了“两个结合”科学内涵、提出

“六个必须坚持”等理论创新原则，这本身就体现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可以作为很鲜活的案例

讲给同学们。二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入手分析研

究“两个结合”。文化这方面可以结合“原理”课程

２０２３版教材第一章第一节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来进行讲解。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具

有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在这里可以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名句来进行讲解。例如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为邦本”等观点不仅是过

去朝代治理的方法，对于当下我们党在治国理政方

面仍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今天提出

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至上”等观

点，其实就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原理”课程第

三章第一节中讲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

系原理，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推动作用，

落后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阻碍作用。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同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真

正成为大众文化，为我们所利用。［５］针对这些理论

部分的讲解，我们可以把“两个结合”内容很好地融

入进去。第二节当中也提出了文化在社会历史发展

中的动力作用。足以说明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这与“第二个结合”的内涵是相吻合的。“两

个结合”理论深邃，立意高远，思政课要结合课程特

点，讲深讲透其中的逻辑和意境，彰显“两个结合”

的科学性、学理性和权威性。

实践的脚步没有停滞，理论创新就不会停滞。

思政课教学要紧随时代步伐，不断将党的最新理论

成果融入课堂教学中，尤其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后，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如在２０２４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的讲话，这些鲜活的素材都可以很好地融入思政课

尤其是“原理”课程教学中，不断丰富“原理”课程教

学内容，增强“原理”课程教学实效性。

（二）提升理论素养，发挥教师在融入过程中的

主导作用

２０１９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座谈会上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

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６］１０“原理”课程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的主课堂，尤其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后，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原

理”课程教师的重要政治任务。“两个结合”是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重要内容，“原理”课程教师完成这一

使命，需要不断与时俱进，率先成为“两个结合”的

学习者、宣传者、笃行者和示范者，发挥好自身在

“原理”课程教学中的榜样和引导作用。具体可尝

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第一，“原理”课程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理论素

养。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要给学生一

杯水，自己就要有一桶水，思政课教师要讲好思政

课，充当学生的心灵导师，需要不断充实自我、提升

自我，不断学习、与时俱进，通过学习阅读经典文献、

使用学习强国平台、专题培训等途径学习党的理论

知识，深化对“两个结合”的内涵理解，提升自身理

论素养，把最新、最前沿的思想理论源源不断输送给

学生，不断丰富学生的理论认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２９·



第二，“原理”课程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教学水

平。教学是专业技术性较强的行业，思政课教学更

具特殊性。思政课教师要具备政治的敏锐性和知识

的学理性，把政治性、学术性、建设性和批判性统一

起来，开展专题教学和学术教学。［７］思政课教师通

过观摩、讲示范课、同行听课等方式，磨炼内功，学习

借鉴别人优秀的教学方法，提升讲授、解读“两个结

合”的教学能力，重视学情分析，针对不同年级、不

同专业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提升思政课教

学效果，使党的理论精神在大学生中入脑、入心。

如：专题导入法，以“两个结合”作为教学导入来讲

解“原理”课程导论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内容；问题讲授融入法，从某种程度来讲，是否具备

问题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课堂教学的成败，通过

设置什么是“两个结合”、为什么要提出“两个结合”

以及“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关

系等问题帮助学生理解“两个结合”的内涵。

第三，加强“原理”课程教师的业务培训和同行

之间的经验交流。除了不断学习理论知识、增强自

身教学能力之外，同行之间、不同学校之间思政课教

师的经验交流，也是提升思政课教师自身业务能力

的一项重要途径。例如：聘请校外优秀专家学者进

行专题辅导，与全国、全省重点马院进行学习与交

流，进行集体备课，线上学习等。

（三）借助多媒体技术，融入丰富的教学媒介

１．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传统“原
理”课程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以教师讲授为主，这种

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积极性的发挥。在互联网技术

尤其是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今天，思政课教师要改

变传统教学方式，采用体现时代特色的现代化教学

手段才能不断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发挥学生的主体

作用，增强思政课的教学效果。我们可以采用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利用好互

联网这个平台，借助雨课堂、智慧树、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抓好课前、课中和课后环
节。［８］例如：课前通过雨课堂发布“两个结合”学习

资料，引导学生思考“两个结合”的内涵、“两个结

合”为什么是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等问题，让

学生通过课前预期自己寻找问题答案，加深对“两

个结合”的理解；课中借助雨课堂发送相关问题，了

解学生对“两个结合”的掌握程度；课后利用雨课堂

发布作业及阅读材料，如：阅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论述的相关材料，观看

视频，进一步巩固所学内容。鼓励学生借助人民网、

学习强国、学校公众号等网络资源，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使学生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尤其是

利用ＡＩ技术工作学习的软件也出现在学生视野中，
作为“原理”课程教师，就需要引导学生正确看待新

生事物，尤其是利用 ＡＩ技术为自己的学习生活服
务，使它们发挥正面积极作用。

２．利用网络媒体等社交平台，多渠道与学生互
动，发挥“生活思政”的作用。网络信息时代，思政

课教师要利用好互联网这个平台，在课堂之外借助

企业微信、ＱＱ、微博、腾讯会议等网络工具，与学生
线上交流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心得体会、生活感悟，

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也利于学生在轻松愉悦的环

境中敞开心扉，把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生活感悟与

老师进行交流，这样不仅巩固了教学效果，也激发了

学生学习党的思想理论的兴趣。

（四）开展实践教学，共创“原理”课程协同育人

机制

１．开展课堂实践教学活动。“原理”课程教师
要向学生宣讲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引导大

学生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学习、生活中遇

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除此之外，“原理”课程教师

要进行学情分析，针对不同专业、不同能力学生采用

不同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高深的理论会使学生

感到枯燥，失去学习兴趣，教师在讲授原理时，可以

结合学生所学专业知识、学科背景，以及学生感兴趣

的现实问题，如情感、恋爱、就业等话题，把这些内容

融入理论课教学中，使学生能够感受到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自己是有帮助的，是科学的理论。

２．开展校园实践教学活动。校园实践教学是对
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课堂教学无法实现的部分可

以通过校园文化活动进一步开展，巩固学生对党的

思想理论的掌握。比如：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知识

竞赛、演讲比赛等，鼓励学生参与其中，使学生在准

备材料、记忆背诵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将“两个结

合”思想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近一些高校

选拔优秀大学生进入宣讲团，让大学生充当思政课

老师，抽调到各个院系、学校、社区开展党的二十大

精神宣讲活动。这些实践活动的开展非常有教育意

义，不仅在各个地方掀起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热潮，使党的理论精神深入人心，而且锻炼了大

学生，使他们更加深刻领悟到“两个结合”“六个必

须坚持”等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内涵，激发了大学生

学习党的思想理论兴趣，增强了他们学习的动力。

一些高校成立了以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要

目的的学生社团，如青马社团。学生加入这些社团，

利用重要节假日组织社团活动，走上街头社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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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精神，或者利用网络平台在学生中宣传

党的思想理论。

３．开展社会实践教学活动。学校要主动与企
业、博物馆、文化馆等单位开展对接，建立校外实践

基地、爱国主义基地、党员教育基地等开展校外教学

活动。帮助学生从现实的体验中深化对所学思政课

理论的认同和内化。一些高校与当地博物馆联合建

立实践基地，定期组织学生到这些场馆参观走访，感

受历史文化的魅力，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这也是宣

传党的思想理论的很好途径。除了校外实习基地，

各个学校的校史馆也是思政课教师开展实践教学的

有利资源，校史馆具有路途近、参观方便、便于组织

的优势，思政课教师要利用好这一资源，在校庆日，

新学期开学等关键节点，组织学生参观校史馆，开展

课堂之外的实践教学，使学生了解学校的建校与发

展历史，感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

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实践教学，使学生学到书

本之外的知识，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变化，激发学生

学习党的理论的热情，为党的理论在大学生中入脑

入心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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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的
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

王　鹏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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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２３年度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新媒体视域下湖湘红色文化赋能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与实践探析”

（２３Ｃ００３６）；２０２４年度湘潭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数智时代湖湘红色文化资源与研究生思政课实践教学
协同创新研究”（ＹＪＧＹＢ２０２４０００９）；２０２４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数据时代湖湘文化数智化创新研究”（２４ＹＢＡ００９）；
２０２５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全媒体时代数字教育中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应对策略研究”
（ＸＳＰ２５ＹＢＣ０３６）

作者简介：王鹏（１９８７—），男，山东烟台人，博士，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后，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红色文化相关问题研究。

摘　要：在高校“大思政课”的实践推进进程中，有机融入红色文化资源是高校承继红色基因的
内在要求，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践指向，以此推进高校“大思政课”的提质增效。当前，

红色文化资源在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实践过程中存在与学生距离之“远”、与高校“大思政课”距离

之“远”、与融入机制距离之“远”等诸多现实困境。摆脱这些困境，需要从方法、融合、机制与内容等

多元维度共同发力，持续推动红色文化资源赋能高校“大思政课”建设。

关键词：红色文化资源；大思政课；价值意蕴；现实困境；实践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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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
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

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进程中，红色资源

内涵得以不断延展，并呈现出红色物态资源、红色精

神资源等多元样态。在高校“大思政课”建设过程

中有效融入红色文化资源是新时代场域之下稳步推

进高校思政教育进程的重要路径，是把握学生意识

形态工作领导权的主要举措。因此，我们要从理论

维度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这一时

代课题进行深入探究。

一、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的价值

阐释

文化问题在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过程中自始至

终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红色文化内蕴

着崇高的革命精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

挥着关键性作用。在高校“大思政课”中融入红色

文化资源，有利于红色文化资源社会价值功能的有

效发挥，扎实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进

程。

红色文化资源内涵丰富、意义重大，是一种积极

向上的革命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中国特色文化

资源的重要构成部分，其自身呈现出不可复制性、历

史传承性等重要特征。为充分发挥我国在国际竞争

中的显著优势，集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

我们要始终传承与弘扬红色传统、红色精神，以其为

教育方式、方法，不断强化对大学生的思政教育。红

色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精神宝库，

与高校“大思政课”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进

一步加深广大学生对红色文化资源的认知程度，有

助于积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

值观。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大思政课”高度契合，

既可保障高校“大思政课”的发展方向，也可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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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其自身的审美熏陶功能。作为中华民族独有的

民族精神，红色文化资源本身就是传统精神与时代

精神融合的集中呈现。依托多元方式、方法，红色文

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具备一定的现实可操

作性。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国家的进程中，红色文

化作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法宝，其地位与作

用不可替代。

二、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的现实

困境

（一）红色文化资源与学生距离之“远”

一方面，从时间维度来看，部分红色文化资源主

要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与其他红色文化资源之间

的时间跨度较大，这使红色文化资源整体上时间分

布不均。对于广大在校学生而言，他们往往是将其

作为一种固定不动的历史资源，而不是视为与自身

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资源，这些因素的共同存

在导致部分学生对红色文化资源相关的历史事件等

内容研究兴趣并不高，从而难以产生积极的影响效

应。另一方面，从空间维度出发，红色文化资源空间

分布大多集中于农村地区、革命老区，导致城市红色

文化资源较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广大学生

对红色文化资源的认知程度。此外，红色文化资源

中的有机构成要素，如人、事、物等，因其本身所呈现

出的崇高性特征而导致与学生易于接受的草根文

化、快餐文化等存在一定的心理距离。

（二）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大思政课”距离之

“远”

在全面推进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

课”建设进程中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为：首先，

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内容与思政课教学结合的程度较

低，在思政课具体教学过程中，往往只注重红色资源

的宣讲性，而忽视了从理论维度对红色故事内在精

神的阐释，从而导致思政课教学的系统性、有效性较

低，形式往往大于内容，难以真正实现红色文化精神

与思政课教学的深度融合；其次，基于红色文化资源

的特殊性与具体性，应因地制宜采取多元方式来开

展红色教育具体活动，但目前高校往往采取主题征

文、校外参观与寒暑假实践活动等传统方式，亟需根

据学生实际特点来不断创新融入方式，进一步提升

思政课教学的有效性、针对性；再次，针对目前思政

课教学所取得实践效果，对于红色文化资源而言，其

本身所具有的育人精神并未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

红色教育也只是片面停留在单一宣讲等固有学习模

式，学生并不能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在精神进行系

统性认知，而宣讲活动的结束也预示着红色文化资

源育人进程的停滞，红色教育最终育人效果差强人

意，得不到切实有效的反馈、评估；最后，在重视红色

文化资源党性教育、政治引导等功能的基础上，还有

待进一步挖掘其人文素质教育、审美教育的功能。

（三）红色文化资源与融入机制距离之“远”

一方面，从育人主体维度来看，高校“大思政

课”建设育人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思政课教师、党

政干部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存在及其合力可形成一支

结构合理且功能优化的人才培养队伍。但在高校思

政育人的具体过程中，多元主体切实运用红色文化

资源的合力并不突出，缺乏一定的长效机制。另一

方面，基于高校育人目标，结合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在

优势，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需要不同课程、不同活动

之间的分工与配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

会选取革命英雄事迹、革命故事等案例，以视频图片

等形式来讲授红色知识，在借助理论讲授的同时在

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实践教学，不同思政课之间、思政

课程与课程思政之间所建立的链接较为薄弱，存在

一定的提升空间。另外，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

“大思政课”过程中缺乏一定的施教体系与有力的

保障体系，红色文化资源与思政课教学之间未能充

分建立有效的联系，二者融合的运行机制、评估机制

等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的优化

路径

（一）方法维度：坚持守正创新方法论，扎实推

进红色文化资源有机融入思政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立足于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全面客观看问题，就

不用担心在政治上出问题。”［２］首先，要始终坚持用

学术讲政治，凸显红色文化资源的政治性。在高校

“大思政课”实践进程中，红色文化资源的应用要始

终突出教育引导功能，坚决不走形式主义、拿来主义

的老路，杜绝思政课形式化，要将红色文化资源内在

价值与知识传授相融合，始终确保红色文化资源利

用的政治方向，以用学术讲政治为方法，避免资源利

用的片面化，在扎实探究红色文化资源史料的基础

上，通过由浅入深的学理分析，有效开展对学生的精

准说服与引导。其次，不同地区与学校要结合自身

实际情况，切实做好实物、口述史等原有资源的保

护、利用与研究，科学研发与其相配套的红色课程体

系，以此凸显出主题的鲜明性、逻辑的严谨性，便于

推动红色文化资源的搜集整理、实地调查等工作。

对于高校思政课教师而言，要采取多元方式来积极

创新与研发红色文化教育课程，以此再次激活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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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的强大生命力，不断深入挖掘其内在价值，

全面打造红色主题特征鲜明的思政课教学体系。再

次，要始终坚持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凸显红色文化

资源的在场性。在数智时代场域之下，要以提升红

色文化资源的课程表现力为抓手，实现红色文化资

源的数智化发展，借助多元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合理

构建智慧课堂，再生部分已消失的红色文化资源，突

破时间、空间与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客观限制，实现红

色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应用、创造性发展，让红色文化

历史真正活起来、传下去。最后，要始终营造感染

力，凸显红色文化资源的一体性。要以切实推进红

色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为目标，以学校整体环境

为实践场域，全力营造联结历史的文化氛围，实现

红色文化资源的去他者化，深化学生的身份与历

史认同，推动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融合发展，在

学生日常生活中形成较为稳固的情感结构、群体

记忆。

（二）融合维度：创新思政教育融合论，建立红

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保障机制

红色文化资源内蕴着伟大的民族奋斗精神以及

崇高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奋斗的重

大成果，红色文化的发展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红色

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将为大学生理想信

念的正确树立奠定坚实基础。对此，我们要不断创

新二者相融的教学方式、方法，积极开发高校思政教

育载体，以此为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提

供牢固的保障机制。首先，要不断深入挖掘红色文

化资源，以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政教育结合为发

力点，全面建构红色文化资源思政教育长效机制，依

托学校主导力量，采取一系列实践措施来不断加强

校园红色文化建设，借助数智技术优势来重点开辟

红色文化建设平台阵地。其次，要结合高校思政理

论课的教学要求，在深入研究红色文化资源的基础

上，深度激发大学生自觉接受红色文化熏陶的爱国

情怀，将爱国情感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全面提升自

身素质。最后，要始终坚持多样性与针对性相结合

的重要方针，推动红色文化资源与课堂教材的融合

发展，积极创办红色文化教育实践基地，重点打造红

色文化资源产品体系，以此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教

育，巩固其自身理想信念。此外，对于红色文化融入

思政教育教学而言，要更多地采取讨论式教学方式，

以讲授＋案例的教学方法来促使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被再次激发，从而不断提升课堂教学的自主性、直观

性，借助社会资源的内在优势来积极搭建大学生社

会实践平台，进而促使红色文化资源的有效渠道被

进一步拓宽。

（三）机制维度：构建红色文化资源机制论，夯

实高校思政课教师红色文化资源知识储备

在切实运用红色文化资源不断提升高校“大思

政课”实效性的实践过程中，结合本地区学校实际

情况，以解决学生需求为出发点，对于部分有条件的

马克思主义学院而言，要以红色文化资源为重要抓

手，积极研发本地区红色资源校本课程，以此为红色

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助力，从而不断提升

高校“大思政课”的有效性。首先，对于马克思主义

学院而言，要积极推动教师学习红色文化资源长效

机制的构建，不断夯实高校思政课教师的红色资源

知识储备。全面打造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平台，为

思政课教师提供思政课教学数智化红色资源，全力

营造良好的红色文化学习氛围。通过广泛采取“线

上＋线下”等多种学习模式，在开展红色传统教育
的过程中不断巩固思政课教师的理想信念。其次，

要以红色文化为重点，持续推动红色网络资源、红色

视频资源与红色文本资源的深度融合，从而不断提

升思政课教师的备课效率，减轻思政课教师备课负

担。以高校智慧课堂建设的积极推进来逐步提高高

校“大思政课”的吸引力，增强“大思政课”教学的有

效性。对于马克思主义学院而言，要逐步探索课堂

教学模式的创新性发展，并推动这种创新性发展的

真正落地，为不断提升高校“大思政课”的实效性提

供切实保障。最后，要最大程度凝聚高校、政府与社

会等多元主体的合力，在全面统筹与协调校内外红

色文化资源的基础之上，切实发挥马克思主义学院

的主导作用，夯实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着力打造多

元化智慧课堂、红色资源学习平台等重要平台。同

时，还要积极争取其他社会力量的积极加入，与之建

立全面且长期的合作关系，形成开放且多元的教学

服务机制，切实推动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

政课”教学的实践进程。

（四）内容维度：聚焦思政课内涵论，推动红色

文化资源在思政课中的内涵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

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３］在红色文化资源具体运用过程中，

学校要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严格落实教

学大纲统一性要求，采取体验式教学、探究式教学、

互动式教学等多种课堂形式，凸显红色文化资源的

内涵式教育，这也是知识进一步转化为价值认同的

关键所在。在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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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进程中，重点在于如何讲史，而难点则在于如

何讲得好。首先，要学会讲好历史，借助历史的固定

性与教师的灵活性，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门极

具说服力的课程。在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的过程中，

要深入挖掘细节、情节，准确把握好红色故事与当前

生活的内在联结，在课程实践教学过程中不断提升

红色故事的生命力、针对性。要避免红色历史宣讲

的简单化处理，充分重视高校“大思政课”中红色数

据的支撑作用，使其产生持续的影响力、感染力。要

重视教学环节设计，在讲述红色故事的同时还要注

重场景还原，营造出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其次，要学

会讲清逻辑，塑造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学党史讲党史不能停留在讲故事、听

故事层面，而要通过讲故事引导广大党员加深对党

的历史理解和把握，加深对党的理论理解和认

识。”［４］在高校“大思政课”教学过程中，要切实推动

红色文化资源的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以逻辑性

的内在魅力来吸引与引导广大学生融入直至转化与

应用过程之中，使其更为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更为坚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认同且深刻认识其

重要作用，更为坚持红色文化资源中的优良传统，从

而彰显新时代场域之下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品格。最

后，要学会讲明道理，始终用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与方法，培养学生看清问题、看清本质的本领，

以红色文化资源为支点，将大道理进行由浅入深的

集中化表达，从而讲清楚高校“大思政课”。同时，

还要积极主动回应学生关注的现实问题，以红色文

化资源中的重要人物为原型，以红色文化精神为支

柱来积极应对新时代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在现实问

题解决过程中加深学生对红色文化资源的认识，引

导他们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应对方式，从红色文

化中汲取自身所需的重要力量，从而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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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高校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无法全面满足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应当从红色文
化内核特征及其政治社会化功能的角度，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的意义。在

融入的过程中，着力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提升高校政治社会化过程的可控性，

营造良好的思政育人环境，发挥第一课堂教学优势等措施，将高校政治社会化教育过程中的挑战化解

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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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
“政治社会化对于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合法

化和政治稳定有着重要意义。”［１］红色文化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鲜明政治标识，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

儿女为理想和信仰拼搏奋斗。它作为重要而宝贵的

精神文化资源，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亦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选择。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强调：“我
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

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２］党的二十大报告

强调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

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然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受到西方

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红色文化的发展也遇到了一

定的困境，一方面是出现了社会大众对红色文化的

片面理解现象，另外一方面是在发展传播的过程中

因缺乏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而未能有效发挥其应

有的引导和教育作用。

一、红色文化的内核特征与其政治社会化功能

（一）红色文化的内核特征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

反映，红色文化是对革命精神的高度概括和凝练。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历经艰苦卓

绝的革命战争，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征程中锻造的宝

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社

会主义建设的奋斗进程中凝聚而成的神圣精神力

量，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纽带。“凝聚在红

色血脉中的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

命、不懈奋进的精神力量源泉。”［３］

红色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独特的时代特

点。红色文化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感染力。

红色文化的基本特征即“党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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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性与阶级性的统一、科学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民族

性与开放性的统一”［４］。红色文化有利于构建核心

价值观，有利于推进优秀文化的保护传承，有利于引

领社会风尚，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免疫力。

（二）红色文化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政治社会化的目的在于“政治体系通过对其成

员进行观念和技能的教育，培养其对政体的认同和

支持，最小化其治理成本”［５］。红色文化在个体的

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具有思想教育功能，主要体现为

意识形态价值引领、道德实践规范、实现精神富有

等。

１．坚定意识形态价值引领的政治功能
在人生历程的不同阶段，随着人格的不断发展

和完善，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

中生成并不断演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历史再次

验证了政治文化和制度的变化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具

有重要的影响。显然，政治社会化对于政治意识形

态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面

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个体面临着多元化思

潮的影响，主导性的价值观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

击。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文化作为政

治社会化的核心内容，发挥着坚定意识形态价值引领

的政治功能。红色文化倡导的是崇高思想境界和革

命道德情操，个体在政治观念内化过程中更加坚定理

想信念，在多元思潮中胸怀“国之大者”。

２．提供道德实践优秀案例的规范功能
政治社会化在传播政治知识，培养公民政治意

识，促使个体积极参与政治，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中，还需要通过政治实践加以巩固。政治知识反复

灌输比较枯燥，很难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为行的境界。

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产

生的一系列物质和精神成果，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

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实践案例，启迪个体通过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和理论，在实践中不断

坚定政治理想。红色文化彰显了革命道德精神，所

蕴含的精神内涵提供了价值标杆，其感召力是书本

理论不可比拟的，对个体政治社会化有着充分的说

服力。此外，红色文化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各个

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致，具有“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

３．实现精神富有提升综合素质的塑造功能
政治社会化是培养个体获得适应社会政治人格

的过程。马克思追求的未来理想社会的终极目标是

“人真正的充分的自由”，这意味着社会主义要同时

实现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协调发展。习近平强调：

“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

的。”［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

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精神富有成为中

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归宿

是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红船

启航到踏上伟大复兴之路，百年风雨历程证明，共同

富裕不仅是人民过上富足的物质生活，更要使人民

享有富足的精神生活。运用红色文化特有的精神价

值和文化内涵去塑造个体健全的人格，培养受教育

者健康的心理素质和高尚的精神境界，进而可以更

好地培养个体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个体在

积极投身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中锤炼意志

品质，磨炼责任担当，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和能力，实

现人格的健全，最终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二、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的意

义

（一）高校红色文化传承的历史回顾

红色文化传承是高校的历史使命。传承红色文

化，赓续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和精

神力量源泉，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和牢固信

仰。红色文化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诞

生，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壮大于改革开

放时期，升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诞生于

延安时期的陕北公学和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

色高校，流淌着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

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

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

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

地位。”［７］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交通大学师生听党指挥跟党走，铸就了光

荣的“西迁精神”［８］。新时代高校肩负着传承红色

文化，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使

命担当。

（二）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政治社会化教育的现

实意义

１．红色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
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色基因是新时代大学生

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红色文化作为一种宝贵

的思想文化资源，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９］政治社会化教育是高校相关职能部门和

教师通过理论授课、社会实践活动等途径和方法，让

青年学生坚定政治信仰，不断提升政治参与的意愿

和能力，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的过程。要用红色精神武装头脑，浸润青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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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田，种上红色文化的种子。要让学生在潜移默

化中接受红色文化教育，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教

育效果，必然要将红色文化元素融入学生喜闻乐

见的校园文化活动中，融入高校的育人全过程。

２．弘扬革命精神提升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红色文化归根结底是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需要而服务的。革命年代虽然已经远去，但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

要铭记心上，凝聚而成的革命精神更要发扬光大。

弘扬革命精神是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

新实践，有助于坚定新时代大学生的政治信仰。当

今青年大学生学习生活成长的环境，性格特点、精神

文化的差异化需求，给新时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治社会化教育能更好地

满足红色文化服务大学生的现实需求。思想政治教

育与红色文化传承具有内在契合性，相互促进，相辅

相成。新形势下，红色文化育人的方式方法也需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根据新时代大学生的特点和需求

进行相应创新，提高大学生文化参与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扩大大学生文化参与的覆盖面，增加大学生文

化参与的机会，提高红色文化育人成效。

３．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有效
举措

作为先进文化的红色文化对爱国主义教育、增

强民族文化自信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

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１０］加强爱

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培养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新时代高校的光荣责

任和使命担当。有效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大学

生民族文化自信，首先要从红色文化中汲取养料，通

过丰富政治社会化教育的民族特色、推进红色文化

融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不断赋予红色文化新

活力。高校通过将红色文化元素嵌入校园文化和实

践活动中，将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文化育人工作中，培

养新时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意识，传承革命精神，使

红色文化蕴含的优秀文化理念切实成为新青年提高

思想觉悟，增强文明素养和文化自信的有力武器。

三、高校政治社会化教育的挑战因素

（一）主导价值面临着个体价值多元化选择的

挑战

１．错误思潮的冲击使高校政治社会化教育面临
的挑战增大。“历史虚无主义、消费主义、泛娱乐化

思潮、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等不同程度地对我国

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冲击。”［１１］拜金主义、实用主

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或多或少存在于校园中，

这些话语体系潜藏的逻辑其实就是个人利益至上，

助推了意识形态风险的产生，违背了社会主义道德

原则，对部分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

造造成一定的影响。

２．“精致利己主义”现象的存在影响了集体凝
聚力。少数“００后”学生甚至是极少数党员学生感
恩意识欠缺，集体意识淡薄，待人情感冷漠；学习期

间参加活动的目的性、功利性强，重视眼前利益，缺

乏长远考虑；重视专业课学习，忽视大学思想政治课

学习；过于重视个人利益，大局意识弱；过于看重学

习成绩，忽略综合全面发展。这些现象无疑会加剧

个人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严重时会削弱大学生对于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认同感。

（二）高校政治社会化育人的效能面临复杂难

控的局势

１．校园文化活动中红色元素偏少，基层党团组
织红色文化功能弱化，组织力、动员力有限。据初步

统计，部分“００后”学生喜欢的是说唱、游戏类校园
文化活动，对于传统文化类活动兴趣不够。高校的

校园文化活动中娱乐元素居多，红色育人活动较少。

学生团支部、学生党支部等基层党团组织忙于统计

各种报表，完成事务性工作，组织策划红色文化实践

活动的动力严重不足，红色文化育人功能被弱化、被

虚化。

２．主题教育流于形式，内容单调缺乏吸引力。
主题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旨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促进每位大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然而，一

些主题教育活动形式更多的是会议，会上老师和同

学们讲讲话、举举手、拍个照，会后写个新闻稿。活

动缺乏计划性和整体设计，作为活动的主体，学生被

动参与。部分红色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红色旅游的

部分偏多，对红色教育的意义和主旨挖掘不够。这

些都严重影响了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大打折扣。

３．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方法亟待改进。目前思想
政治教育课堂教学出现了“重教书，轻育人；重言

传，轻身教”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出现直接弱化了大

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的有效性。例如，部分思想政

治课教师照本宣科，满堂灌，教育教学方法陈旧落

后，课堂上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不足。这些情况造成

了部分大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程重视不够，产生了

“考试通过就好”的心理，学习兴趣不高，致使课程

育人的成效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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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时代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政治社会化育人

的路径策略

（一）着力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

力和引领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

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新时代新征程，着

力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要牢

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首先要始终坚持

马克思主义在高校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中的指导

地位，这一制度具有深远的意义，有助于筑牢全体大

学生的思想基础，凝聚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为

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供坚实

的思想保障。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有效融入高校政治社会化育人过程，有助于巩固

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使中华民族的天

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与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世界

观、价值观、文明观等结合起来，成为推动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与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坚持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把握好红色文化融入的时、度、

效，增强政治社会化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让大学

生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培养大学生敢于斗争、敢于

担当的政治品格，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坚决抵制异质

话语体系的侵袭，进而使整个社会形成昂扬奋进的

精神风貌。

（二）推进多方主体协同提升高校政治社会化

过程的可控性

新时代高校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培育社会主

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培育更多的大国工

匠和应用型技能人才。政治社会化的主体机构包含

家庭、学校、社会组织等，它们在高校青年学生政治

社会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学校在思想政

治教育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家庭、社会组

织等主体对于政治社会化也产生直接而全面的影响。

高校大学生从不同政治社会化渠道获得的政治信息

越是一致，不同主体机构的合力越大，其政治社会化

效果就越能得以强化。因此，将新时代红色文化融入

高校政治社会化育人的过程中，通过建立稳定、连续

和一致的政治社会化机制，推进不同政治社会化主体

和机构之间相互协调，发挥各自作用，从而使高校大

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达到良性成效。

（三）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优势营造良好的

思政育人环境

１．充分认识红色文化在人才培养中的意义、地
位和作用。红色文化集中体现了党的奋斗历程和伟

大成就，与党的性质宗旨、行动理念具有高度的内在

契合性，为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供了

认同基础、精神引领和情感纽带。高校肩负着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红色文化、实施红色育人的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

指导思想，也是我国大学最鲜亮的底色。”［７］要将红

色教育贯彻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全过程，强化大

学生对红色文化的价值认同，在校园文化活动和社

会实践活动中，主动嵌入红色文化元素，融入红色基

因，提升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号召力、感

染力、影响力。

２．加强党团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营造学习
英雄典范的良好氛围。英雄典范人物的示范，是一

种潜移默化的政治社会化方式。“英雄品格与英雄

精神是红色基因的重要元素，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

的。”［１２］红色文化为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优秀人物

事迹，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提供了激励榜样。高校

基层党团组织是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

垒，也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和载体，在提

升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水平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高校应不断加强党团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其

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通过把握政治方向、坚持政治

原则，组织引导广大学生讲好英雄故事，学习英雄事

迹，传承英雄精神，为学习英雄典范营造良好的氛

围。

（四）加强思政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发挥第一课

堂教学优势

１．构建具有高度政治责任感和育人使命感的高
素质辅导员队伍。政治社会化也是培育符合中国发

展需要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过程。辅导员是大

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引路人，是青年学生的贴心人、引

路人，成长成才路上的指导者。辅导员在高校大学

生政治社会化教育工作的一线，围绕学生并贴着学

生的心做思想工作，这对辅导员的职业素质和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这支队伍必须具备过硬的

政治素养，保持政治先进性和纯洁性。辅导员的专

业化与职业化显得尤为重要，是增强高校大学生政

治社会化育人的实效性与针对性、吸引力与感染力

的关键。因此，建设具有崇高政治理想、严格政治纪

律的辅导员队伍，才能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时代新人。

２．发挥第一课堂教学优势，提供多种课堂选择
方式。红色文化是先进的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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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文化的源头，是高校开展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爱

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宝贵资

源，红色文化有力地推动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由

于高校不同专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对红色文化

的了解程度、理解能力和学习态度等均存在着差异，

要让新时代大学生主动内化红色精神，必须创新育

人方式，改革教学内容。课堂教学是政治社会化的

主渠道，将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优质的教学资源融

入第一课堂，将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等内容贯穿到

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必须发挥第一课堂的教学优

势。通过创新教学方式方法，结合学生的实际需要，

传授以红色文化为内核的政治知识和信息，有效推

进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大学生成长的精神养分。

拓展新时代红色文化与高校政治社会化的融合

育人路径，要将红色文化资源与大学生日常生活

“三大课堂”相融合，在发挥第一课堂教学优势的基

础上，还应充分发挥第二课堂和第三课堂的重要作

用，实现第一课堂主渠道、实践活动主阵地和网络媒

体新课堂的全面贯通。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改

变着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同样也深刻影响着教育

领域。当代大学生是随着网络信息化时代发展而成

长的，是典型的网络原住民，信息化对他们的影响深

刻而长远。教育信息化有助于推进红色文化融入大

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体系，充分发挥第一课堂、第二

课堂和第三课堂的育人作用，三者互相促进、有效互

动、深度融合，可以提供多种课堂选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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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大思政”育人体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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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艳冰（１９８１—），女，河南南阳人，硕士，郑州旅游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摘　要：新时代高校“大思政”育人体系建设取得了巨大进展。各高校“大思政”育人体系的架
构已初步完善，“大思政课”各要素之间，特别是“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度得到大幅度提高，

高校不同人才培育路径融入更多思政因素。但也存在高校育人规划相对碎片化现象，高校内各主体

间联动效用赶不上时代需要，各学科教育未达到优势互补的目标等问题。高校需要进一步用好新技

术实现跨域教学资源共享，用好时代鲜活素材拓展理论资源，用好社会实践资源丰富课程体系，推动

新时代高校“大思政”育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大思政”育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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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
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１］在新时代，

要办好中国的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就必

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坚持把人才培养与高

校“大思政课”建设紧密结合，充分发挥铸魂育人功

能，构建“大思政”育人体系。高校各育人主体要通

力合作，同向同行，立足国际大视野，把准“大思政

课”建设的战略性、全局性和时代性特征，贯彻“三

全”育人理念，善用国家大事、社会大潮、生活大剧

的鲜活素材丰富思想政治课的内容，运用好“大思

政”育人体系，引导当代大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融

会贯通中全面发展，更好地担负民族复兴大任。

一、“大思政”育人体系现状分析

所谓“大思政”，顾名思义就是从广义的思政概

念出发，在坚持“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前提下，坚

持把思想政治课贯穿于高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通

过全员参与和全方位育人的方式，达到思想政治的

教学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我们

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２］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强化思想政治课建设与改革创新力度，奏

响“三全育人”的时代强音，首先必须厘清思政育人

的现状，找准掣肘“大思政”发展的关键问题。

（一）各高校“大思政”育人体系的架构已初步

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８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
“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

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

等教育各领域，各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

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设计。”［３］所以，“大思政课”

育人体系的实质，就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

为基本要求，搭建 “三全育人”体系架构。

“大思政课”育人体系的构建必须首先抓好顶

层设计，探索适合各高校自身特色的“大思政课”育

人体系架构。在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讲话的指引

下，在党中央的整体布局下，各高校高度重视“大思

政课”育人体系建设，已取得巨大进展。多数高校

纷纷出台加强思政课建设的指导性计划，建立思政

课程、课程思政和思政教育三者相互协作、相互影

响、相互促进的育人体系。

多数高校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大思政课”建设

的领导，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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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高校都在深入研究青年学生成长规律、思想政治

教育规律和思想政治课教学规律的基础上，努力开

拓文化育人、实践育人、网络育人、社区育人的途径，

并尽力实现与课程育人的协同，将思想政治教育、思

政课教学和“五史教育”紧密结合，提升思政教育的

实效，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立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各高校积极拓展思政课

的实践育人途径，紧密结合思政课程、课程思政理论

教育，推动合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培育。

（二）高校“大思政课”各要素之间的协同度大

幅提升

“大思政课”之“大”，不仅指思政课的范围大，

更包含思政课的主体多———不仅包括思政课教师，

更包括专业课教师。这就需要思政课程、课程思政、

思政教育之间，思政课教师、思政教育工作者和各学

科教师之间的同向同行。积极引入思政课教师作为

课程思政的共建人，构建以各专业教师为主体，以思

政理论课教师为辅助，充分发挥思政课教师在政治

教育方面的经验，实现公共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之

间的资源共享、共建，是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

重要内容。

在新时代背景下，多数高校坚持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紧密结合，推动思政

课内涵的丰富和拓展。多数高校能够运用现代计算

机技术、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通过电脑、手机、

数字电视等终端，利用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钉

钉、腾讯会议等现代信息传播手段，以更加现代化、

科学化、人性化的方式，为用户提供教育服务，受到

青年学生群体的青睐。多数高校也都能理解实践教

学是理论教学的一种适当和必要的延伸，是推进素

质教育，提高教学实效性的重要方式。多数高校都

开展形式多样的、结合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各种

社会实践活动。多数高校也都鼓励和支持马克思主

义学院和各专业学院加强协调协同，注重各专业院、

系和团委、学生处等行政部门之间的同向同行。整

体上，“大思政课”各要素之间再也不是相互分割、

相互独立、互不隶属的独立单元，而是协调配合越来

越普遍，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

（三）高校“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结合度更

高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高校思想政治课建设

在实践中发展，在理论中创新。党和国家事业的决

策部署、政策方针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不断加强、

不断深化、不断创新。伴随时代发展，我国在各个领

域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政

治教育资源，将其融入思想政治课教学，可以实现最

有力度、深度、温度的思想政治教育。

把高校思政课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起来，挖

掘其他课程里思想政治教育素材，丰富思想政治课

教学内容，为实现思想政治课程的目标和任务助力，

是“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进入新时

代，特别是２０１６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和
２０１９年全国思政课教师座谈会后，各高校教师认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一系列讲话的

精神，明确课程思政建设的根本目标，用好课堂教学

主渠道，加强高校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之间的联系，

不仅让鲜活的时代素材以及党中央的新思想新理论

及时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用通俗易懂的

理论阐述，实现生活世界向科学世界的转化，更能让

学生在接受专业知识和技能教育的同时，实现思政

教育的目标。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实现

了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的改革创新，填补了传

统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与生活实际之间的鸿沟。

（四）高校不同人才培育路径更多融入大思政

因素

“大思政”是高校思想政治课改革和创新的目

标导向，是党中央对高校思想政治课建设提出的更

高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人才培养的重

要内涵。必须始终坚持把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与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紧

密结合，从根本上满足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要。

新时代党中央在治国理政上的新思想新理论，

丰富了当代高校思政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宝库，对教

育事业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为新时代高校人才

培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此同时，思政教育也面临

转型期的挑战与考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

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

题，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我国发展

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

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

发生。”［４］新时代的人才培养必须直面这些问题，大

思政建设也必须回应这些挑战。将这个宏大的时

代、这些鲜活的素材和生动的实例，融入思政教育当

中，与新时代人才培育的路径紧密结合，与新时代人

才培育的手段紧密结合，是顺应时代发展、提升育人

效果的必然选择。

当前，多数高校通过规章制度，通过奖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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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专业合理、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的教师队伍，不

断鼓励和培育各种“名师”，形成各具特色的“精品

课”“优质课”“特色课”。鼓励教师不断拓展授课形

式和方式，探索社会实践路径，并不断完善成果显

著、特色鲜明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体系，从而

实现了高校育人体系的多元化、现代化。

二、“大思政”育人体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育人规划相对碎片化

高校“大思政”教育理应是多主体、多要素的融

合，不仅包括学生，也包括各级党委领导、行政管理

人员以及各科老师，要从宏观的角度明确各个主体

的具体责任，精心设计整个教学框架。然而，目前国

内许多高校在整体规划上存在育人碎片化现象。

一方面，高校在制定教学计划的过程中，往往忽

视学科特色和院系特色，只关注育人的方式，而没有

因地制宜地将其与各个学科、院系的特色融合起来，

这种做法对整体教学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要

重新审视教学计划的设计，确保它能够充分展现各

个主体的特色和优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优化和调

整。另一方面，高校内部各部门之间分工太过僵化，

各个教学主体之间没有实现优势互补，高质量的教

学资源不能有效共享，造成了高校内部各个部门之

间的碎片化。高校在宏观设计上存在制度漏洞，导

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很难将书本上所学到的知识同

社会生活实际相结合。

（二）高校内各主体间联动效用仍然赶不上时

代需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贯穿教学全过程。教学

队伍不应该囿于思想政治课教师，需要融入更多的

教学主体，增加思政课育人力量，形成良性互动、优

势互补的局面。然而，目前实践上还没有形成有效

的协同机制。

要强化各教育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全方位注

入思想政治教育活力。一是专业课老师和辅导员之

间的协同效应有待深化。专业课老师和辅导员是高

校教育中的两个重要角色，有着各自不同的教育方

式和经验。加强专业课老师和辅导员之间的沟通与

合作，共同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行为表现，及时发

现和解决问题，将会产生更好的教育效果。二是专

业课老师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老师之间的协同效

应有待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专业课教学相结合能更好

地发挥作用。三是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协同

效应也有待加强。行政管理人员是高校教育中的重

要支持力量，与教师一起共同制定教育计划和方案，

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和服务。

除高校的支持保障之外，还需要全面落实政府、

社会团体、研究机构等育人主体，形成育人的整体协

同效应，加强各育人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探

讨如何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长，形成整体的

教育合力，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和教育，帮助他们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提高大学生思想

政治素质和综合能力。

（三）各学科教育仍未达到优势互补的目标

创新高校“大思政”教育，应注重全方位、全过

程、全员参与的融入方式，改进传统教育方法。传统

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只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忽略实

践性和学生的参与性，导致教育效果不理想。应注

重引导学生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了解思想政治教

育的重要性，更好地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

需改进传统教育方法，采用案例分析、小组讨论、角

色扮演等更加生动、有趣、互动性强的教学方法，让

学生更加容易接受和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从而

更好地掌握教学内容。

培养学生道德情感，注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发挥。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和情感

交流，让他们在情感交流中更好地学习思想政治知

识，更好地完善自己的人格塑造，从而提高思想政治

教育的实效性。

三、新时代高校如何践行“大思政”育人体系

（一）用好新技术实现跨域教学资源共享

随着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各种新兴技术进入网

络视野，对思想政治课建设带来了重大机遇，为实现

“大思政”创造了新的平台。对于传统思想政治课

教学，由于场域限制和时间限制，思想政治教育的亲

和力和感染力呈现还不够，导致思想政治课教学效

果不佳。“大思政”强调把“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

课堂”有机结合，打通两者之间的壁垒，用好时代素

材，消除场域与时间限制，让思想政治课教学不拘泥

于课堂课本学习。同时，大数据时代带动新媒体的

出现，例如微信、抖音、微博等相应传播媒体已经被

大学生普遍使用，“大思政”要回应时代之声，利用

好新媒体创新思政课教学。

思想政治课教学向各高校大学生讲好时代大

课，讲好中国故事，离不开信息技术、网络媒体等新

兴技术的应用。例如抗疫历程，将会是载入中国史

册的一场“思政大课”，特别是抗击新冠疫情取得的

重大战略成果，是“大思政”的宝贵资源。各地高校

在党中央统一领导部署下，运用网络平台，组织“全

国大学生同上一堂疫情防控思政大课”、推送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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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事迹等方式，让各高校大学生学好学懂学深这

堂“抗疫思政大课”，这是突破场域限制与时间限制

的“大思政”育人模式。“大思政”能运用相应传播

媒体做好时代素材的积累，及时把有关思想政治课

教学的资源信息推送给学生，让学生能实时掌握。

因此，高校要利用传播媒体创建自己的校园思想政

治教育平台，向社会公开共享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新时代信息技术也是搭建在高校“思政小课

堂”和“社会大课堂”之间的关键桥梁，课堂教学过

程可以使用信息技术手段，把现实社会中的生活语

言转化为课堂理论话语。开设思政 ＶＲ实验室，创
新思政课课堂教学方式，利用信息技术，把虚拟仿真

技术带入课堂教学中，让学生能破除时空的限制，通

过ＶＲ技术真切体验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生动的事
例，实现各方面资源的共享。

（二）用好时代鲜活素材拓展理论资源

“大思政”不应该是教条的、死板的，也不是乏

味的、枯燥的，应该“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

新”。既能发挥思想政治课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能

呈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既能充分挖掘教学资源，拓展

理论教学内容，又能让学生有参与度和获得感。理

论是以真实的人物和实际的事件来呈现的，“大思

政”应该用好时代鲜活生动的素材资源，以贴近学

生现实生活的、亲切可感的教育资源提升思政课理

论教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让学生能真学、真懂、真

信、真用。

“大思政”需要整合全方位资源，将党带领人民

进行的伟大实践作为最鲜活、最生动的时代素材，结

合思政课的教学内容特点，有针对性地融入，展示中

国故事，讲好思想政治课。同时，在教学中守正创

新，不断总结历史发展经验和教训，将党的创新理论

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历程及时地转化为思政课

理论教学资源，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激发学

生的情感共鸣，实现思政课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教

学效果。

“大思政”要求善于运用亿万中国人民已经书

写和正在书写的时代篇章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

资源，制定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的思想政治教育课

程，编写相关教材，与时俱进、与时代同行。思想政

治课教师首先要发挥其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增

强自身对时代发展大势的理解与认识，提升分析能

力、紧跟时代步伐的综合能力。同时，不断更新教学

内容、创新教学形式，做好时代素材的剖析和正确的

引导，让学生在思考感悟中掌握理论真理，在接受理

论真理的同时能够坚定理想信念、升华思想境界、强

化责任担当。在教育教学中，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展现“大思政”的“大用”所在。

（三）用好社会实践资源丰富课程体系

在新时代，“大思政”的根本目的是让当代大学

生能将科学真理运用在今后的实际行动中，将“思

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运用好社会

资源，利用社会实践基地开展“大思政”实践教学活

动，增强当代大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把握。同时，要呈

现“大思政”之大格局，就需要通过空间和资源的开

发利用来延伸思政课教学的渠道和阵地，融入社会

实践中，用真切的体验达到对理论的掌握与认识。

挖掘社会实践基地的思想政治课教育资源是关

键。例如，思想政治课课程体系中包含了红色教育

内容，在我国就有许多现存的红色教育基地，西柏坡

基地、红船精神基地、井冈山基地、韶山基地等。高

校应该充分运用社会资源，推进思想政治课课堂的

延伸，实现“在课堂上”讲和“在社会中”讲的紧密结

合。引导学生参与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通过社会

实践基地体验感受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精神力量。

引导学生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增强思想

政治教育。“增强对所学内容的所感所悟，更重要

的是树立大学生对中国发展事业的信念和信

心。”［５］不仅有助于加强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理论内

容的理解，更是通过切实体验，提升当代大学生对我

们伟大事业的认同与自信。社会实践基地准确来说

是展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各个方面的“大思

政”课堂。理论学习与实践体验的结合，引导当代

大学生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积极投身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所以，在时代发

展过程中要利用好这些资源，充分发挥思想政治

课实践教学基地的作用，凝聚高校与社会的合力，

实现从课上到课下的高效联动。高校应该抓住现

实社会中地方特色资源丰富思想政治课课程体

系，这也是“思政小课堂”延伸到“社会大课堂”的

创新运用。

四、结语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

统文化，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锻造

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思政课建设提

供了深厚力量。”［６］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９年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思想政治

课改革创新提供了新方向，同时也是“大思政”的应

有之义。努力把高校所在地相关的资源文化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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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想政治课课程建设中，构建高校特色思想政

治课、精品思想政治课，通过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形

式，凝聚各路师资力量协同育人。创新思想政治课

课程建设，将地方资源与高校思想政治课相结合，推

陈出新，助力思想政治课课程体系丰富拓展，用最贴

近学生生活的地方特色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

导大学生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自觉成长

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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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刊 声 明
《中州大学学报》一贯提倡并引领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原创性学术研究，始终对追求深邃的理

论思想、高端的学术品位、扎实的原创成果和严格的学术规范的广大科研工作者保持敬意。

本刊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注重学术性和理论性，服务于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

为办刊宗旨。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

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学报

编辑部上述声明，若无此意，请在来稿时注明。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和名义收取任何费用。真诚欢迎视角新颖、观点独到的高质量学术稿件。

篇幅不少于８０００字为宜，学术规范参见《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本刊以
质取文，秉持优稿优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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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在课程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李丽华１，马　媛２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１．国际教育学院；２．文化遗产与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９－３０
基金项目：２０２４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在课程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ＺＧＪＧ２０２４４５Ｂ）
作者简介：李丽华（１９８１—），女，河南濮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影视学。

摘　要：基于当前社会对创新创业型人才的迫切需求，设计艺术学科如何高质高效地进行课程
设计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从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怎样在课程设计中体现、跨学科协同育人模

式的教学方法与ＯＢＥ教育理念的关联、当代跨学科的艺术设计作品实例的分析、跨学科协同育人模
式下的评价与反馈、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在课程设计中的成效分析和未来展望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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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旨在培养学生的
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本文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文

化遗产与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人才培

养模式为依托，从育人模式、教学大纲、师资协同、产

学研融通等方面进行教育实践探索与尝试。课程设

计作为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课建设的关键环节，对于

实现跨学科协同育人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媒体艺术，即创作者利用以计算机为核心

的各类数字信息处理设备和数字摄录设备，通过构

建在数字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的创作平台，实现自

己的设计目的，最终完成基于数字技术的艺术作品。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多学科艺术教育模式”发端于美
国，后来影响到了许多国家，使美术设计具有前所未

有的广泛性。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相关理念引入中国，
同时翻译了基于多学科艺术教育的系列丛书，为中

国艺术教育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学术材料，也为美术

教育师资的培养和课堂教学模式提供了理论指导。

“多学科艺术教育模式”利用艺术创作、艺术史、艺

术批评和美学、计算机软硬件等跨学科的互动互补

联系，使数字媒体艺术成为一门交叉性的跨学科的

艺术专业。

本文研究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的内容汲取了我

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多学科艺术教育模式”的相关
理论指导。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是指在高等教育

中，打破传统学科界限，通过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

渗透与融合，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和交叉学科，并在

此基础上构建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这一模式的提

出，旨在应对现代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以解决

单一学科教育在知识体系、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的

局限性。

一、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的内涵及在课程设计

中的体现

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强调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

与融合，通过打破学科壁垒，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

补。该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创新能力

和团队协作精神，以适应社会的多元化需求。国际

新媒体艺术界的罗伊·阿斯科特（ＲｏｙＡｓｃｏｔｔ）预言
了艺术教育的发展趋势：“后数字化目标将越来越

多地涉及技术智力与融合性。”［１］数字化艺术设计

的产生和发展，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依赖现代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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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新发明。

“多学科艺术教育模式”是以学科为基础的艺

术教育。一般来讲，“以学科为基础”包含双重意

思：其一是将艺术教育定位于人文学科领域中，作为

人文学科的一种培养模式；其二，这样的艺术教育的

基础是由四个方向整合成的，即艺术创作、艺术史、

艺术批评和美学。１９８０年，在歌笛基金的资助和支
持下，歌笛艺术教育对美国各地的艺术教育教学进

行调研。这次调研一方面综合梳理了美国艺术教育

近百年的流变；另一方面系统总结了美国艺术教育

思想，最终发现其教学理念非常关注创造、批评、历

史与哲学四个学科，这四个学科的相互关联，明显优

于形式单一的艺术创作教学活动。在西方美学和艺

术理论中，多学科艺术审美走向了日常化，多学科艺

术教育需要在现实技术和传统美学中找到契合点，

获得赓续与发展。

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下的课程设计需要打破传

统学科界限，将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有机整合在

一起。通过精选课程内容，构建跨学科的知识体系，

使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跨学科的思维方式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数字绘画设计课程是以数字

化的方式绘制图像。数字绘画在操作过程中需要数

位板、数位屏、压感笔等工具和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ＳＡＩ、
Ｐａｉｎｔｅｒ、Ａｒｔｒａｇｅ、Ｌｉｖｅ２ｄ、ＡＥ、ＣｏｒｅｌＰａｉｎｔｅｒ、ｋｅｙｓｈｏｔ９．１
等软件，需要学生在计算机软件、文学、绘画、英语等

多学科全面发展，所以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的研究

迫在眉睫。再如审美分析、中国传统图案、传统艺术

与现代设计这些专业课程应该首先学习国内外的传

统图形和传统艺术———书法、剪纸、皮影、木版画等，

然后将传统艺术的表现形式应用到现代设计的包装

设计、海报设计、标识设计、书籍装帧设计上。这样

既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又运用到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ＳＡＩ等
多种软件，现代优秀的设计作品是综合跨学科的知

识而完成的，这样的设计作品会使得“既是民族的，

也是世界的”理念更形象且更典型。

二、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的教学方法与ＯＢＥ理
念的关联

１９８９年，在歌笛艺术研究中心的积极推动下，
“多学科艺术教育模式”的理论架构基本确立，其主

要成果在美国的拉尔夫·史密斯编写的《艺术感觉

与美育》这本书中。［２］历史地看，多学科艺术教育是

美国艺术教育实践和革新的产物，是在不断总结经

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教育理念。

近年来我国提倡文科和理科协同育人的“通识

教育”（也称为“博雅教育”）。为了有效实施跨学科

协同育人模式，课程设计需要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

法。如案例教学、项目驱动等，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ＯＢ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ｂａｓ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教育理念，又称为成
果导向教育、能力导向教育、目标导向教育或需求导

向教育，是一种以成果为目标导向，以学生为本，采

用逆向思维的方式进行的课程体系建设理念。

从教学大纲、教学目的上来看，跨学科艺术教育

不再像过去一样只看重学生的艺术创造力，而是要

把原创设计与艺术批评、计算机技术和审美理念有

机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与国际的ＯＢＥ理念契合。为
了进一步提升专业素养，可以引导数字媒体艺术专

业学生全面地理解和鉴赏艺术及文化背景。当然，

青年人需要通过“动态”数字媒体艺术这一生动活

泼的形式，使他们对自己的专业和传统文化与现代

设计有充分的热爱。

从学科定位和教学方法上看，跨学科艺术教育

不是把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而是将之看作一门

综合课程。美术教育的课程设计涉及原创图形设

计、艺术史、艺术批评与美学等几个领域，至此形成

一门特殊的交叉学科。教师希望学生以轻松和理智

敏锐的方式对艺术作品作出审美分析之外，多学科

综合的艺术教育要求学生观察出作品的长处及短

处、情感是否真切、是否合理以及蕴藏的人文价值。

对大学生而言，良好的趣味与审美感觉很重要，这在

他们体验艺术作品时，有助于丰富他们的情感与精

神生活，有助于学生感受到富有人情味的社会氛围，

也有助于学生赏析自然及传统文化。这样的学科定

位及其目的追求体现了当代人文教育的影响力。

从学习内容上看，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在美术

教育的课程设计中虽然侧重视觉感官，但是我们可

以研究一些诗歌和电影、音乐、杂技等艺术形式。除

此之外，西方艺术作品、非洲的木雕、中国画、日本的

“浮世绘”、土著民族的岩画都是我们需要加以研究

的内容。

从理论方法上看，跨学科协同育人代表一种艺

术教育的综合方法。这一方法不仅要应用到课程设

计、教学方案和具体展示之中，而且要适合于艺术教

育的核心要求。跨学科协同育人不仅仅是为了学习

或研究艺术创作、艺术史、艺术批评与美学四个学

科，而是综合其他学科进一步提升艺术教育的效果

与水准。而“多学科艺术教育”主要是将四个学科

有机结合起来，但是并不排斥其他学科的融入。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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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协同育人模式在课程设计中联系着一个综合的

学科群，相互之间均有交叉贯通之处，同时还会与历

史、哲学、心理学、计算机软件和硬件、自动化等学科

产生联系，并且本文的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与 ＯＢＥ
教育理念有紧密的联系。

三、当代跨学科的艺术作品设计实例分析

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时代的来临，建筑

外观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如影视媒体化、虚拟化、

智能化、非物质化和交互式等，薄薄的外观成为建筑

本身的外在表现。一方面，这样没有深度、舞台背景

样式的形式，还清晰地划分了室内或室外空间，从而

满足了远离都市的喧闹希望找到安静封闭的室内环

境需求。另一方面，与端正的现代主义建筑相比，当

代建筑的装饰感外观为欣赏者提供了商品 ｌｏｇｏ或
传统纹样，让大众倍感亲切。当代建筑设计师们需

要重视建筑物有魅力的外表，通过喜闻乐见的符号

吸引大众。装饰化外观的建筑是希望从符号学的角

度，化解现代主义和多样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图

一、图二是德国科特布斯市勃兰登堡工业大学图书

馆）

图一　德国科特布斯市勃兰登堡工业大学图书馆（正面）

图二　德国科特布斯市勃兰登堡工业大学图书馆（侧面）

当代建筑外观装饰的重点是建筑外观数字媒

体，通过新的媒体表现方式，建筑外观与信息符号实

现了一体化融合。建筑外观装饰成为信息的载体，

传统建筑的柱体、窗户上的纹样在当代建筑外观上

慢慢消失，逐渐被具有现代化数字媒体特征的外观

代替。一些传统立面如体量、分隔等需要拓展，这必

将突破建筑原有的外在装饰纹样。从视觉特征上来

说，建筑外观可以反映出历史建筑在某个时期的建

筑理念、科学技术及地域文化。城市中建筑外观的

构成，逐渐成了城市的风貌展示，展示着各个时期的

历史进程，蕴藏着人类文明的丰硕宝库。通过置换

墙体表面材质或外部装饰的方式对建筑外观的构成

在视觉和感官上进行重新安排，规划建筑的比例、肌

理、质感等，可以调整建筑的视觉外观。当代的建筑

基本上是以幕墙外观、网眼金属外观为主要的系统。

因为是在原建筑外观之外增加纯粹为了表现人们视

觉感受效果的外观，外部装饰设计和建筑主体结构

的分离使得外观的设计更为自由。

虚拟现实意味着通过某种方式或手段将不存在

的事物显现为虚拟的真实，虚拟现实不是为了模拟

真实世界的那种真实，而是更适合用来创造纯粹的

人造世界［３］。虚拟现实是对影像、声音、周边场景

等的模拟。它与传统的照相机、摄像机拍出的影像

不一样，而是用数字技术来模拟现实中的事物甚至

再创现实情景，用符号来制作图像、声音，这样的设

计称为数字化再现。目前景观设计在商业与科技方

面的发展，使得建筑外观的虚拟化已经成为城市中

建筑外表的重要设计。当代的城市环境中，常常不

是某个建筑的某个结构吸引人们，而是建筑外表的

电子灯光设计、公告牌、液晶显示器的数字媒体设计

的信息吸引了人们的感官，这样的现象在夜晚尤为

明显。建筑外观的数字化虚拟装饰为城市的夜景增

添了新的光彩，美化了城市。

如今，设计产品被纳入社会学和哲学的范畴，如

建筑的象征意义、服装的符号学等，许多著作都讨论

设计价值的提升，经过设计的空间、图形和物品使我

们的生活更合理化，设计在美学领域不只是造型和

色彩，还有其给人们带来的环保、便利及形而上的意

义等。

四、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下的评价与反馈

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下的课程设计需要建立科

学的评价与反馈机制。教师定期评估和反馈学生的

成果，及时调整教学策略，确保课程目标的实现。

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的学科建构显然是一个系

统工程。除了艺术的教育功能和其他互补性学科群

来互助之外，还需要发展心理学的相关观点予以完

善。菲尔德曼指出，跨学科艺术教育的学科发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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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关注发展心理学建立的认识原则。这些原则主要

包括：认识是逐渐建构起来的，认识是在不同阶段予

以掌握的，认识是在最大限度的差异做出反应的过

程中取得的，完成认知的过渡是分阶段进行的，认知

水平的发展是在或退或进的运动中发生［４］。认知

心理学的上述５项原则是教师与学生对课程设计进
行评分与反馈的理论根据。教学团队的师生们将之

应用到艺术教育课程设计里，要求课程设置具有系

统性的全方位构思和阶段化的设置策略，这一要求

对于跨学科艺术教育来讲同样适用。

五、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在课程设计中的成效

分析

（一）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跨学科课程设计能够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综合

运用各种技术，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应变能力。

例如学生参加中国好创意比赛、全国大学生广告艺

术节比赛、青年人文国际出版社的“亚洲青年新秀

奖赛事”，学生提交的有用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ＡＥ等软件设
计的海报、ＩＰ形象设计、书籍装帧设计、化妆品包装
盒设计、社会公益广告、文案策划、广告语等。这些

比赛使学生能够锻炼设计能力、提升文学语言水平、

促进团队合作。２０２２级数字媒体艺术系学生分别
获得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河南赛区一等奖、中国

好创意专项赛国家级二等奖的成绩。

（二）五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创新精神

１．讨论归纳法
讨论是了解学生审美认知水平、培养学生艺术

素养和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简便常用方法。讨论可

以分组，也可以班级之间互相交流。可以根据具体

艺术品列出讨论题目，以便于学生进行设计说明的

描述。分组讨论要求每组选一个代表，把要点在全

班阐述探讨，学生得到互相交流的机会。随后，教师

做总结，根据讨论阐述的情况，进行总体性的归纳，

以便引入现代设计的方案之中。

２．访谈法
访谈法实际上包括两个侧面：采访和交谈。采

访可以单独进行，也可以挑出６名左右的学生访谈，
采访学生近期的学习计划和心得等。与学生进行交

谈也是听取学生思路的重要途径。这要求计划好访

谈方向和重要问题。例如“你提出这一观点的理由

是什么？”“你能举个例子吗？”“你能用一句话概括

一下你的整个观点吗？”

３．互评辩论法
互评辩论法其实是讨论归纳法的延续。特别是

分组讨论发言之后，学生们可以对其他各组的想法

发表评论。这一方法可以使学生明确设计的观点，

也不盲目接受其他同学的设计方案，使学生的思维

更加活跃。

４．录音法
该方法主要用于学生的讨论和教师对学生的采

访。录音的目的，一是用于教师的备课，二是让学生

们根据录音来回顾自己的论述过程，纠正不足的表

述。

５．写作法
该方法与普通的作文方法有相似之处，这一方

法是通过写作分析某些艺术品的审美特点、美学观

点、美学流派等。教师在安排作业时，要向学生提出

明确的要求，如学生要评价艺术作品的美学理念、历

史地位等，然后教师批阅学生的写作，就可以从写作

中了解学生们不同的认识或设计的观点。教师们可

以与学生沟通和询问，课堂上解释和分析学生提出

的种种论点和想法。

以上五种方法都是艺术课堂教学中常见的方

法，既可以单独采用，也可以交替使用。围绕设计作

品进行全面的案例分析，其最终目的是提高学生的

审美趣味和审美鉴赏能力。

（三）培养学生计算和应用能力

新媒体，具有高速度、高水平的知识生产、流通

和传播的特点，凡是应用于计算机知识与软件之上

的学科，都可能得到快速发展。任何一门学科的深

层开发和研究，都会对计算机学科有较大的需求，这

就是计算机学科在 ＩＴ时代成为最具市场需求的一
门学科。［５］显然在 ＩＴ时代，跨学科团队大多数出现
在计算机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充分发挥计算机学

科在深化与整合专业学科的作用，是ＩＴ时代跨学科
的一个基本要求，无论文、理、医科，先进性（供给）

与手段的应用，都有助于推动本学科的深度开发。

不同专业与计算机学科结合是许多专业发展迅速的

成功经验。

六、成效与展望

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在课程设计中具有重要的

应用价值。通过优化课程设计，整合不同学科的知

识和方法，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

实践能力。未来，应进一步深入研究跨学科协同育

人模式的实施策略，完善课程设计体系，以更好地适

应人才培养的多元化需求。数字媒体艺术对中国传

统艺术审美的文学理念发起挑战，以现代化的审美

方式打破“儒释道美学”为审美特征的藩篱。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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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技术（包括装置感应技术、录像技术、虚拟现实

技术等）为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提供技术支撑。今后

艺术家通过数字化彰显自己对于世界的认知，并由

此寻求非现实审美的虚拟情感体验。

我们的教学效果在社会上得以体现，学生的就

业情况较好。从培养的过程上看，第一阶段培养学

生对本专业基础知识的了解，具备基本的软件运用

能力。第二阶段是深入学习阶段，培养学生掌握本

专业的传统文化知识和软件，能够将个人设计理念

融入所要设计的作业中去。第三阶段是培养学生的

综合运用能力，将前两个阶段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

与创意实践结合，为毕业设计做准备。第四阶段是

实习阶段，学校为学生提供在企业实习的机会，为毕

业生踏入社会奠定基础。毕业生的工作领域是通信

与信息产业、广播电视行业、网络传媒、数字娱乐、游

戏设计开发、广告营销、包装设计、动漫设计、美术设

计培训等行业。学生在公司里面就业的最多，毕业

生可以担任网页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游戏设计

师、平面设计师、广告策划设计师、动画师等职业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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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主要研究一类特殊的三对角实对称矩阵｛Ａｎ｝∞ｎ＝１。首先，给出此类矩阵的特征多项式满
足三项递推关系式的推导过程；其次，发现此类矩阵的特征多项式系数与 Ｐａｓｃａｌ三角形的对角线元
素存在特定的关系，并由此给出了特征多项式的表达式，该表达式的系数由组合数构成，然后从组合

数学的角度证明其满足三项递推关系式；最后探讨了此类型不同阶数矩阵特征值之间的关系，并给

出详细的证明过程。

关键词：特征多项式；Ｐａｓｃａｌ三角形；特征值；谱集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５．０１．０２０
中图分类号：Ｏ１５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５）０１－０１１４－０５

　　三对角矩阵出现在科学和工程中的许多领域，比如并行计算、电信系统分析、使用有限差分求解微分方
程［１－２］等领域。从１９６２年起，Ｇｏｌｕｂ等［３］学者开始对三对角对称矩阵的特征值进行广泛的研究。Ｇｕｌｌｅｒｕｄ
等［４］研究了一类主对角线元素为０，两条次对角线元素均为１的三对角矩阵，讨论了此类矩阵的特征值、特
征多项式、谱集的包含关系和与Ｐａｓｃａｌ三角形的联系。本文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下类型矩阵的特征性质，其
中ｂ是不等于１的正整数。这些矩阵，作为路径图的邻接矩阵出现，是谱图理论领域的基本研究对象。

Ａｎ ＝

０ ｂ
ｂ  
  ｂ

ｂ











０

１　Ａｎ的特征多项式
本节主要讨论矩阵族｛Ａｎ｝的特征多项式ｆｎ（λ），即对每个ｎ∈Ｎ，特征多项式ｆｎ（λ）的系数（取绝对值）

刚好是Ｐａｓｃａｌ三角形的第ｎ条对角线元素的ｂ２（ｎ－１）倍，其中ｂ是不等于１的正整数。通过这个发现，给出了
ｆｎ（λ）的表达式。在此基础上证明了这个表达式满足三项递推关系式。
１．１　ｆｎ（λ）的递推关系式

考虑ｎ×ｎ的矩阵Ａｎ－λＩｎ，其特征多项式推导如下：
ｆｎ（λ）＝ Ａｎ－λＩｎ ＝

·４１１·



－λ· Ａｎ－１－λＩｎ－１ －ｂ·

ｂ ｂ ０ … ０
０ －λ ｂ  ０
０ ｂ －λ  

    ｂ
０ ０ … ｂ －λ

＝－λ·ｆｎ－１（λ）－ｂ·

ｂ ｂ ０ … ０
０
０ Ａｎ－２－λＩｎ－２











０

＝

－λ·ｆｎ－１（λ）－ｂ
２ｆｎ－２（λ）．

１．２　ｆｎ（λ）与Ｐａｓｃａｌ三角形的联系及表达式
表１给出了ｎ＝１，…，１２时对应的特征多项式ｆｎ（λ）。仔细观察这十二个多项式的系数发现，ｆｎ（λ）的系

数与Ｐａｓｃａｌ三角形对角线列中的二项式系数密切相关，即ｆｎ（λ）的系数取绝对值后等于Ｐａｓｃａｌ三角形第ｎ条
对角线列中二项式系数的ｂ２（ｎ－１）倍。

通过仔细分析多项式ｆｎ（λ）与Ｐａｓｃａｌ三角形之间的联系，可得

ｆｎ（λ）＝∑
ｎ[ ]２

ｉ＝０
（－１）ｎ＋１ｂ２ｉ ｎ－ｉ( )ｉ λｎ－２ｉ． （１）

在实际应用中，考虑ｎ是偶数或奇数的情况可能更有用。当ｎ是偶数时，

ｆ２ｋ（λ）＝∑
ｋ

ｉ＝０
（－１）ｉｂ２ｉ２ｋ－ｉ( )ｉ

λ２ｋ－２ｉ． （２）

当ｎ是奇数时，

ｆ２ｋ＋１（λ）＝∑
ｋ

ｉ＝０
（－１）ｉ＋１ｂ２ｉ（２ｋ＋１）－ｉ( )ｉ

λ（２ｋ＋１）－２ｉ． （３）

表１　ｆｎ（λ）的前１２个特征多项式

ｎ ｆｎ（ｋ）
１ －１λ
２ １λ２ －１ｂ２

３ －１λ３ ＋２ｂ２λ
４ １λ４ －３ｂ２λ２ ＋１ｂ４

５ －１λ５ ＋４ｂ２λ３ －３ｂ４λ
６ １λ６ －５ｂ２λ４ ＋６ｂ４λ２ －１ｂ６

７ －１λ７ ＋６ｂ２λ５ －１０ｂ４λ３ ＋４ｂ６λ
８ １λ８ －７ｂ２λ６ ＋１５ｂ４λ４ －１０ｂ６λ２ ＋１ｂ８

９ －１λ９ ＋８ｂ２λ７ －２１ｂ２λ５ ＋２０ｂ６λ３ －５ｂ８λ
１０ １λ１０ －９ｂ２λ８ ＋２８ｂ４λ６ －３５ｂ６λ４ ＋１５ｂ８λ２ －１ｂ１０

１１ －λ１１ ＋１０ｂ２λ９ －３６ｂ４λ７ ＋５６ｂ６λ５ －３５ｂ８λ３ ６ｂ１０λ
１２ １λ１２ －１１ｂ２λ１０ ＋４５ｂ４λ８ －８４ｂ６λ６ ＋７０ｂ８λ４ －２１ｂ１０λ２ ＋１ｂ１２

　　由ｆｎ（λ）的表达式，可得下面的定理。
定理１　当ｎ是偶（奇）数时，ｆｎ（λ）是偶（奇）函数。
证明　因为２ｋ－２ｉ是偶数，所以（－λ）２ｋ－２ｉ＝λ２ｋ－２ｉ。由方程（２），得ｆ２ｋ（－λ）＝ｆ２ｋ（λ）。同理可得ｆ２ｋ＋１（－λ）＝

－ｆ２ｋ＋１（λ）。
１．３　证明ｆｎ（λ）的表达式满足三项递推关系式

定理２　方程（１）满足递推关系式ｆｎ（λ）＝－λｆｎ－１（λ）－ｂ
２ｆｎ－２（λ），且ｆｎ（λ）＝－λ，ｆ２（λ）＝λ

２－ｂ２。
证明　根据ｎ的奇偶性分两种不同的情况证明。
情况１：（ｎ是偶数时）
当ｎ是偶数时，设ｎ＝２ｋ，ｋ∈Ｎ。根据每个指数的奇偶性，适当选择（２）和（３）式，要证明下面的方程成

立：

ｆ２ｋ（λ）＝－λｆ２ｋ－１（λ）－ｂ
２ｆ２ｋ－２（λ）． （４）

从（４）式的右端开始证明。

－λｆ２ｋ－１（λ）－ｂ
２ｆ２ｋ－２（λ）＝－λ∑

ｋ－１

ｉ＝０
（－１）ｉ＋１ｂ２ｉ（２ｋ－１）－ｉ( )ｉ

λ（２ｋ－１）－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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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２∑
ｋ－１

ｉ＝０
（－１）ｉｂ２ｉ（２ｋ－２）－ｉ( )ｉ

λ（２ｋ－２）－２ｉ＝∑
ｋ－１

ｉ＝０
（－１）ｉｂ２ｉ（２ｋ－１）－ｉ( )ｉ

λ２ｋ－２ｉ＋

ｂ２∑
ｋ－１

ｉ＝０
（－１）ｉ＋１ｂ２ｉ（２ｋ－２）－ｉ( )ｉ

λ（２ｋ－２）－２ｉ＝
（２ｋ－１）( )ｉ

λ２ｋ＋∑
ｋ－１

ｉ＝１
（－１）ｉｂ２ｉ（２ｋ－１）－ｉ( )ｉ

λ２ｋ－２ｉ＋

ｂ２∑
ｋ－２

ｉ＝０
（－１）ｉ＋１ｂ２ｉ（２ｋ－２）－ｉ( )ｉ

λ（２ｋ－２）－２ｉ＋（－１）ｋｂ２ｋ
ｋ－１
ｋ－( )１λ０ ＝

２ｋ－１( )０
λ２ｋ＋

∑
ｋ－２

ｊ＝０
（－１）ｊ＋１ｂ２（ｊ＋１） （２ｋ－１）－（ｊ＋１）

ｊ＋( )１
λ２ｋ－２（ｊ＋１）＋∑

ｋ－２

ｊ＝０
（－１）ｊ＋１ｂ２（ｊ＋１） （２ｋ－２）－ｊ( )ｊ

λ（２ｋ－２）－２ｊ＋

（－１）ｋｂ２ｋ ｋ－１
ｋ－( )１λ０ ＝

２ｋ－１( )０
λ２ｋ＋∑

ｋ－２

ｊ＝０
（－１）ｊ＋１ｂ２（ｊ＋１） （２ｋ－１）－（ｊ＋１）

ｊ＋( )１[ ＋（２ｋ－２）－ｊ( ) ]ｊ
λ２ｋ－２（ｊ＋１）＋

（－１）ｋｂ２ｋ ｋ－１
ｋ－( )１λ０ ＝

２ｋ－１( )０
λ２ｋ＋∑

ｋ－２

ｊ＝０
（－１）ｊ＋１ｂ２（ｊ＋１） （２ｋ－２－ｊ）＋１

ｊ＋( )１
λ２ｋ－２ｊ＋２＋（－１）ｋｂ２ｋ

ｋ－１
ｋ－( )１λ０ ＝

２ｋ( )０ λ２ｋ＋∑
ｋ－１

ｉ＝１
（－１）１ｂ２ｉ２ｋ－ｉ( )ｉ

λ２ｋ－２ｉ＋（－１）ｋｂ２ｋ
２ｋ－ｋ( )ｋ

λ２ｋ－２ｋ ＝∑
ｋ－１

ｊ＝０
（－１）ｉｂ２ｉ２ｋ－ｉ( )ｉ

λ２ｋ－２ｉ＝ｆ２ｋ（λ）．

情况２：（ｎ是奇数时）
当ｎ是奇数时，设ｎ＝２ｋ＋１，ｋ∈Ｎ。根据每个指数的奇偶性，适当选择（２）和（３）式，要证明下面的方程

成立：

ｆ２ｋ＋１（λ）＝－λｆ２ｋ（λ）－ｂ
２ｆ２ｋ－１（λ）． （５）

从（５）式的右端开始证明。

－λｆ２ｋ（λ）－ｂ
２ｆ２ｋ－１（λ）＝－λ∑

ｋ

ｉ＝０
（－１）ｉｂ２ｉ２ｋ－ｉ( )ｉ

λ２ｋ－２ｉ－ｂ２∑
ｋ－１

ｉ＝０
（－１）ｉ＋１ｂ２ｉ（２ｋ－１）－ｉ( )ｉ

λ（２ｋ－１）－２ｉ＝

∑
ｋ

ｉ＝０
（－１）ｉ＋１ｂ２ｉ２ｋ－ｉ( )ｉ

λ２ｋ－２ｉ＋１＋ｂ２∑
ｋ－１

ｉ＝０
（－１）ｉｂ２ｉ（２ｋ－１）－ｉ( )ｉ

λ（２ｋ－１）－２ｉ＝－
２ｋ( )０ λ２ｋ＋１＋

∑
ｋ

ｉ＝１
（－１）ｉ＋１ｂ２ｉ２ｋ－ｉ( )ｉ

λ２ｋ－２ｉ＋１＋∑
ｋ

ｊ＝１
（－１）ｊ－１ｂ２ｊ（２ｋ－１）－（ｊ－１）

ｊ－( )１
λ（２ｋ－１）－２（ｊ－１） ＝－

２ｋ( )０ λ（２ｋ＋１）＋
∑
ｋ

ｊ＝１
（－１）ｊ＋１ｂ２ｊ２ｋ－ｊ( )ｊ

λ２ｋ－２ｊ＋１＋∑
ｋ

ｊ＝１
（－１）ｊ＋１ｂ２ｊ２ｋ－ｊ

ｊ－( )１ λ２ｋ－１２ｊ＋１ ＝－
２ｋ( )０ λ（２ｋ＋１）＋

∑
ｋ

ｊ＝１
（－１）ｊ＋１ｂ２ｊ ２ｋ－ｊ( )ｊ

＋ ２ｋ－ｊ
ｊ－( )[ ]１

λ２ｋ－２ｊ＋１ ＝－
２ｋ＋１( )０

λ２ｋ＋１＋∑
ｋ

ｊ＝１
（－１）ｊ＋１ｂ２ｊ（２ｋ＋１）－ｊ( )ｊ

λ（２ｋ＋１）－２ｊ＝

∑
ｋ

ｊ＝０
（－１）ｊ＋１ｂ２ｊ（２ｋ＋１）－ｊ( )ｊ

λ（２ｋ＋１）－２ｊ＝ｆ２ｋ＋１（λ）．

至此（５）得证，于是定理１得证。
２　Ａｎ谱集性质分析

本节主要考虑矩阵Ａｎ的谱集性质，包括特征值相关性质，ｓｐｅｃ（Ａｎ）的上下界，和与ｍ，ｎ∈Ｎ数值有关的
谱集包含关系ｓｐｅｃ（Ａｎ）ｓｐｅｃ（Ａｎ）成立的充分条件。下面先分析特征多项式ｆｎ（λ）的根（特征值）的表达式。
２．１　特征值表达式及相关性质

命题１　矩阵Ａｎ的ｎ个不同的特征值是

λｓ＝２ｂｃｏｓ
ｓπ
ｎ＋( )１，ｓ＝１，…，ｎ．

证明　设λ是Ａｎ的一个特征值，珒ｖ是对应的特征向量。于是

（Ａｎ－λＩｎ）珒ｖ＝

－λ ｂ
ｂ  

  ｂ
ｂ －











λ

ｖ１
ｖ２


ｖ













ｎ

＝

０
０












０

．

由此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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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ｖｊ－１－λｖｊ＋ｂｖｊ＋１ ＝０，ｊ＝１，…，ｎ， （６）
其中ｖ０ ＝０，ｖｎ＋１ ＝０。对任意的非零常数Ａ和ｍ，令ｖｊ＝Ａｍ

ｊ，代入（６）得
ｂｍ２－λｍ＋ｂ＝０．

上面的方程关于ｍ是一个一元二次方程，由于本文中矩阵的特殊形式，方程有两个根，设为ｍ１，ｍ２由此
方程（６）的通解是

ｖｊ＝Ｂｍ
ｊ
１＋Ｃｍ

ｊ
２，

其中Ｂ，Ｃ是非零常数。因为ｖ０＝０，ｖｎ＋１＝０，得Ｂ＋Ｃ＝０和Ｂｍ
ｎ＋１
１ ＋Ｃｍｎ＋１２ ＝０。把前面的方程代到后

面的方程中，得

ｍ１ ＝ｍ２·ｅ
２πｉｓ／（ｎ＋１）ｍ２１ ＝ｍ１ｍ２·ｅ

２πｉｓ／（ｎ＋１）．
由于ｍ１ｍ２ ＝１，得ｍ

２
１ ＝ｅ

２πｉｓ／（ｎ＋１）ｍ１ ＝ｅπ
ｉｓ／（ｎ＋１）。同理得ｍ２ ＝ｅ

－πｉｓ／（ｎ＋１）。根据ｍ１＋ｍ２ ＝λ／ｂ，得

λ＝ｂ（ｍ１＋ｍ２）＝ｂ（ｅπ
ｉｓ／（ｎ＋１）＋ｅ－πｉｓ／（ｎ＋１））＝２ｂｃｏｓ ｓπ

ｎ＋( )１．
下面给出特征值的一些性质。

命题２　设Ａ是一个ｎ×ｎ的实矩阵，当ｉ＝ｊ时，ａｉｊ＝ａｉ；当 ｉ＝ｊ＝１时，ａａｊ＝ｂｍ，其中ｍ＝ｍｉｎ（ｉ，

ｊ）；其他ａｉｊ＝０。那么区间［ａｋ－σｋ，ａｋ＋σｋ］包含至少一个特征值，这里σ
２
ｋ ＝ｂ

２
ｋ＋ｂ

２
ｋ－１。

推论　对每个矩阵Ａｎ，存在一个特征值λ使得 λ≤ｂ。

证明　因文中矩阵Ａｎ的特殊形式，即对ｉ，ａｉ＝０和ｂｉ＝ｂ．于是σｋ的数值如下：

σｋ ＝
ｂ ｉｆ ｋ＝１，

２槡ｂ ｉｆ２≤ｋ≤ｎ－１，{
ｂ ｉｆ ｋ＝ｎ．

则由命题２知，存在一个特征值λ使得 λ≤ｂ。由上面的推论，可得矩阵特征值的上界。

定理３　对每一个ｎ∈Ｎ，Ａｎ的谱半径ρ（Ａｎ）的上界为２ｂ。
２．２　ｓｐｅｃ（Ａｍ）ｓｐｅｃ（Ａｎ）的充分条件

先举例说明谱集的包含关系。比如当ｎ＝７时，ｆ７（λ）＝０有７个根

λ＝０　　λ＝±ｂ槡２　　λ＝±ｂ ２－槡槡 ２　λ＝±ｂ ２＋槡槡 ２．
令人感兴趣的是这７个不同根也是更高次幂特征方程根的一部分。例如，当ｎ＝１５时，ｆ１５（λ）＝０有１５

个根

λ＝０　　λ＝±ｂ ２－ ２－槡槡槡 ２　　λ＝±ｂ槡２　λ＝±ｂ ２＋ ２－槡槡槡 ２

λ＝±ｂ ２－槡槡 ２　λ＝±ｂ ２－ ２＋槡槡槡 ２　　λ＝±ｂ ２＋槡槡 ２　λ＝±ｂ ２＋ 槡槡槡 ２６２．
这个现象不是巧合。下面的定理将给出详细的证明过程。

定理４　设且ｍ，ｎ∈Ｎ且ｍ＜ｎ，如果ｎ≡ｍ（ｍｏｄｍ＋１），ｓｐｅｃ（Ａｍ）ｓｐｅｃ（Ａｎ）。
证明　由已知条件可令ｎ－ｍ＝（ｍ＋１）ｋ，ｋ∈Ｎ，则

ｎ＝ｍ（ｋ＋１）＋ｋ． （７）
由命题１，ｓｐｅｃ（Ａｍ）和ｓｐｅｃ（Ａｎ）定义如下：

ｓｐｅｃ（Ａｍ）＝ λｒ λｒ＝２ｂｃｏｓ
ｒπ
ｍ＋( ){ }１

ｍ

ｒ＝１
，ｓｐｅｃ（Ａｎ）＝ λｓ λｓ＝２ｂｃｏｓ

ｓπ
ｎ＋( ){ }１

ｎ

ｓ＝１
．

由方程（７），可以用ｍ和ｋ表示λｓ，即，当ｓ＝１，２，…，ｎ时，

λｓ＝２ｂｃｏｓ
ｓπ
ｎ＋( )１ ＝２ｂｃｏｓ ｓπ

ｍ（ｋ＋１）＋ｋ＋( )１ ＝２ｂｃｏｓ ｓπ
（ｍ＋１）（ｋ＋１( )） ＝２ｂｃｏｓ

ｓ
ｋ＋( )１π
ｍ＋







１
．

而λ４ ＝２ｂｃｏｓ
ｒπ
ｍ＋( )１，因此当ｒ＝

ｓ
ｋ＋１时，λｒ＝λｓ。

因为ｓ∈Ｓ＝｛１，２，…，ｍ（ｋ＋１）＋ｋ｝，集合Ｔ＝｛ｋ＋１，２（ｋ＋１），…，ｍ（ｋ＋１）｝是集合Ｓ的一个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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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对每一个ｓ∈Ｔ，存在唯一的ｒ∈｛１，２，…，ｍ｝使得等式ｒ＝ ｓ
ｋ＋１成立。于是对所有的λｒ∈ｓｐｅｃ（Ａｍ），

都存在λｓ∈ｓｐｅｃ（Ａｎ）使得λｒ＝λｓ。那么对所有的ｒ∈｛１，２，…，ｍ｝，λｒ∈ｓｐｅｃ（Ａｎ）成立，所以ｓｐｅｃ（Ａｍ）
ｓｐｅｃ（Ａｎ）。
３　结论

本文推导了特征多项式满足的三项递推关系式，揭示了特征多项式的系数与 Ｐａｓｃａｌ三角形的对角线元
素之间的美秒联系，给出了特征多项式的表达式，并从组合数学的角度证明该表达式满足三项递推关系式，

最后讨论了矩阵Ａｎ的特征值和谱集的相关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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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ｉｓ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ａｎｄ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ｐｒｏｏｆｉ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ｐａｓｃａｌ’ｓ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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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某公路大桥病害原因的调查与分析，结合实际工程，对原有结构采用５种不同的
假设损伤情况进行分析，以全面评估其承载能力。在分析完结构的受力状况后，制定出有针对性的

加固设计方案，并对加固后的结构进行综合分析和验算，对比加固前后结构的抗弯承载力、抗剪承载

力、应力、挠度，确认其加固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加固后主梁应力状况和挠度得到了较大改善，结构

刚度有所提高，跨中裂缝的发展得到了有效抑制，该研究为类似工程设计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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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交通建设的快速发展，行车密度不断
增加，车辆吨位不断增大，桥梁负荷日趋加重，不少

桥梁损坏严重，影响了桥梁的正常使用，必须重建或

加固，考虑到工程造价，多数采取在旧桥基础上进行

加固，因而旧桥加固技术在桥梁加固中被广泛应用。

１　工程概况
该桥梁的上行线总长度为５７７．７０ｍ，下行线为

５７７．３２ｍ。整个桥梁由１４个跨段组成，其长度分布
为（４×３０＋６５＋１１０＋６５＋７×３０）ｍ。在上部构造
方面，第１至第４跨以及第８至第１４跨采用的是先
简支后连续的预应力混凝土组合箱梁结构，而第５
至第７跨则是现场浇筑的连续刚构箱型梁。对于桥
梁的下部结构，引桥的桥墩使用的是柱式墩，而主桥

则采用了高３４米的空心薄壁墩。桥台方面，０号桥
台采用的是桩柱结构，而１４号桥台则采用了肋板结
构，桥面覆盖了沥青混凝土，主桥区域安装了盆式支

座，而引桥区域则配备了板式橡胶支座。工程主要

病害表现为：

（１）主桥中跨梁底横向裂缝：位于第六跨跨中
接缝处（上、下行各１条）；上行裂缝宽度０．０２ｍｍ，
裂缝长度２．８５ｍ，裂缝深度３～７．５ｃｍ；下行裂缝宽

度０．１～０．１７ｍｍ，横向通长开裂，延伸至两侧腹板
以上５５～７０ｃｍ，裂缝深度３～７．５ｃｍ。

（２）跨中最大挠度：上行５．６ｃｍ，下行６．４ｃｍ。
（３）箱梁内部顶板纵向裂缝：上、下行主桥箱梁

顶板纵向裂缝８１０余条，除墩顶附近较少，其余部位
裂缝分布较为均匀，其中大于０．１５ｍｍ的有５７条，
最大裂缝宽度０．３６ｍｍ，最长裂缝为７．６ｍ，裂缝深
度１～６ｃｍ，大部分裂缝不跨节段。

（４）腹板斜向裂缝：全桥（上、下行）共计 １２３
条，大部分位于第六跨跨中至１／４跨附近位置，裂缝
宽度０．０２～０．１１ｍｍ，最大裂缝长度１．３ｍ。

（５）混凝土表面破损或锈胀露筋、蜂窝等病害。
２　加固设计理论

根据设计文件、竣工文件及检测评估报告，利用

《桥梁博士Ｖ３．３．０》软件对原有桥梁进行了全面的
分析和校验。在进行结构计算时，采用了适用于平

面杆系结构的计算软件。计算过程遵循了《公路桥

涵设计通用规范》（ＪＴＪ０２１－８９）、《公路钢筋混凝土
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ＪＴＪ０２３－８５）、《公
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ＪＴＧＤ６０－２００４）以及《公路
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ＪＴ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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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６２－２００４）的相关标准。
２．１　纵向验算

在桥梁工程的计算分析中，必须全面评估各种

参数的潜在变化。利用包络设计法来整合这些变

量，可以确保结构在面对最坏情况时，例如预应力的

损耗、结构尺寸的缩减、荷载的上升以及车辆超载

等，桥梁依然能够维持在规定的安全界限内，满足设

计标准。鉴于该桥梁已服役超过１０年，出现了混凝
土退化和预应力衰减现象，同时部分主梁也出现了

裂缝，因此，本计算采用了六种不同的分析模型进行

比较研究。模型一：基于原始设计条件，不考虑预应

力的附加损失。模型二：超载系数为１．２，竖向预应
力损失２０％，不考虑纵向预应力的额外损失，中跨
跨中底板截面减少５％。模型三：超载系数为１．２，
竖向预应力损失２０％，纵向预应力有１０％的额外损
失，中跨跨中底板截面减少５％。模型四：超载系数
１．２，竖向预应力损失 ２０％，纵向预应力额外损失
２０％，中跨跨中底板截面减少５％。模型五：超载系

数１．２，竖向预应力损失２０％，纵向预应力额外损失
３０％，中跨跨中底板截面减少５％。模型六：不考虑
超载系数，竖向预应力损失为２０％，纵向预应力有
２０％的附加损失，同时顶板和底板截面均折减
５％［１－３］。５种假定损伤验算结果见表１、表２、表３。

表１　结构抗弯承载力验算结果对比

损伤

情况
分类

最大弯矩／（ｋＮ·ｍ）
第５跨跨中第６跨跨中第７跨跨中

最小弯矩／（ｋＮ·ｍ）
５＃墩顶 ６＃墩顶

模型一
内力 ２４０２３ ４９４５１ ２４０２３ －６０５８７５ －６０５８７５
抗力 ７０９６７ １１７０５３ ７０９６７ －６５２９４１ －６５２９４１

模型二
内力 ２７８２９ ５３４２７ ２７８２９ －６２４０６８ －６２４０６８
抗力 ７０９６７ １１５８０５ ７０９６７ －６５２９４１ －６５２９４１

模型三
内力 ３１１３３ ５７６３６ ３９０６６ －６２５２７８ －６２５２７８
抗力 ７０９６７ １１５８０５ ７０９６７ －６５２９４１ －６５２９４１

模型四
内力 ３４８３０ ６２２５８ ３４８３０ －６４０１１２ －６４０１１２
抗力 ７０９６７ １１５８０５ ７０９６７ －６５２９４１ －６５２９４１

模型五
内力 ３７６６２ ６５１７２ ４５６９０ －６５８４１３ －６４０３０１
抗力 ７０９６７ １１５８０５ ７０９６７ －６５２９４１ －６５２９４１

模型六
内力 ３４８１３ ６２３２６ ３４８１３ －６６３１８２ －６６３１８２
抗力 ７０９６７ １１５８０５ ７０９６７ －６５２９４１ －６５２９４１

表２　结构抗剪承载力验算结果对比

损伤

情况
分类

Ｌ／４～３Ｌ／４最不利位置／ｋＮ
第５跨 第６跨 第７跨

墩顶剪力／ｋＮ
４＃墩顶 ５＃墩顶 ６＃墩顶 ７＃墩顶

模型一
内力 －９００６ ９４２６ ９００６ ５５０２ ２６２７５ －２６２７５ －５５０２
抗力 －１８７３２ １９４２３ １８７３２ １４２０８ ４１９８２ －４１９８２ －１４２０８

模型二
内力 －９７２３ ９９５１ ９７２３ ５９１９ ２７１３６ －２７１３６ －５９１９
抗力 －１７８５４ １７４４５ １７８５４ １３０２９ ３７５４９ －３７５４９ －１３０２９

模型三
内力 －９７０７ １００６８ ９７０７ ６１１３ ２７１３３ －２７１３３ －６１１３
抗力 －１７８５４ １７４４５ １７８５４ １３０９２ ３７５４９ －３７５４９ －１３０９２

模型四
内力 －９７４１ １０１６６ ９７４１ ５７６４ ２５７８９ －２５７８９ －５７６４
抗力 －１７８５４ １７４４５ １７８５４ １３０９２ ３７５４９ －３７５４９ －１３０９２

模型五
内力 －９６７５ １０２９６ ９６７５ ５７９０ ２７１２４ －２７１２４ －５７９０
抗力 －１８０５６ １６９７９ １８０５６ １３１３４ ３０５３２ －３０５３２ －１３１３４

模型六
内力 －９６８９ １０２０３ ９６８９ ６３３０ ２７１３２ －２７１３２ －６３３０
抗力 －１７８５４ １７４４５ １７８５４ １３０９２ ３７５４９ －３７５４９ －１３０９２

表３　结构应力验算结果对比

假定损

伤情况

最大正

应力

／ＭＰａ

最小正

应力

／ＭＰａ

中跨跨中底板

附近最小正

应力／ＭＰａ

中跨 Ｌ／４～Ｌ／２

最大主拉

应力／ＭＰａ
模型一 １６．６１ １．１６ １．１６ －２．３２
模型二 １６．４８ ０．３０ ０．３０ －２．５０
模型三 １６．０６ －１．２３ －１．２３ －２．６６
模型四 １５．１２ －２．７８ －２．７８ －２．８７
模型五 １５．０７ －４．６０ －４．６０ －３．６６
模型六 １５．６３ －２．７９ －２．７９ －２．７９
规范限制 １７．５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２　横向验算
鉴于箱梁顶板下缘出现了多条纵向裂缝，为了

模拟桥梁在横向上的损伤情况进行了建模分析，在

模型中，考虑了竖向预应力损失达到２０％，并且对
截面进行了５％的削弱处理。计算结果见表４。

２．３　验算结果分析
在对主桥进行纵向损伤的多种假设验算后，当

超载系数增至１．２倍，竖向预应力损失和纵向预应
力附加损失均为２０％时，桥梁跨中的正应力会升高
至２．７８ＭＰａ，同时，在１／４至１／２跨径区域，主拉应
力可达到２．８７ＭＰａ，这超出了规定的２．７ＭＰａ最大
值。此外，桥梁计算模型出现了横向裂缝，位于第５
跨的底板，其位置和形状与桥梁现有的裂缝大致一

致。分析显示，主拉应力的分布与桥梁的实际损伤

状况相匹配。

表４　结构横向应力验算结果对比

假定损

伤情况

顶板上缘／ＭＰａ
最大压应力 最大拉应力

顶板下缘／ＭＰａ
最大压应力 最大拉应力

模型一 ８．０９ －１．８６ ５．９５ －２．１９
截面削弱 ８．３５ －２．８２ ５．６１ －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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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报告显示了原桥存在的若干问题，包括桥
梁跨中两个箱体连接处的底面出现横向裂缝，在１／４
至１／２跨范围内，腹板区域出现了斜裂缝，数量达
百条。此外，桥梁的挠度过大。分析计算结果显

示，在工况模型四的荷载组合下，主梁的拉应力达

到了规范允许的材料最大值，这会引起结构的开

裂。进一步分析应力结果与检测中裂缝分布图，

可以发现应力较高的区域与实际裂缝区域大致一

致。

综上所述，桥梁的实际损伤情况与工况模型四

下的理论分析结果较为一致。据此，我们认定工况

模型四反映了桥梁的实际损伤情况，并基于此模型

开展加固的验算与设计。

３　加固设计与对比分析
３．１　增设体外纵向预应力钢束

通过增设纵向体外预应力束来增强主梁的应力

储备，此方法不仅能够提升结构的耐久性，还能有效

控制主梁的下挠现象［４］。针对中跨和边跨的预应

力束设置，采取了以下方案：中跨的预应力束将在０
号块横隔板外侧进行两端锚固，总共布置 ６根
ＴＷ１５－１２型号的成品索，每块腹板分配３束，这些
预应力束将分阶段通过三个转向装置进行弯曲，以

达到所需的锚固位置，锚固时的控制应力设定为

１２０９ＭＰａ。对于边跨，预应力束同样采用 ６束
ＴＷ１５－１２型号成品索，每块腹板对应３束，分别在
０号块横隔板内侧及新增的锚固块处进行两端锚
固，这些束同样会经过三个转向装置和锚固块逐步

弯曲到位，锚固时同样将控制应力设定为 １２０９
ＭＰａ，如图１所示。通过这种布置，我们旨在确保预
应力束的有效传递和结构的整体稳定性。

图１　边跨主梁体外预应力钢束立面布置图（图中尺寸除钢束规格以毫米计外，其余均以厘米为单位）

３．２　裂缝处理
针对桥梁的具体损伤情况，我们采取了以下修

复措施：对于桥梁跨中底板下缘出现的横向和纵向

裂缝，处理方式是采用灌浆封闭。针对顶板的纵向

裂缝问题，先进行裂缝的封闭处理，接着在箱梁顶板

的下边缘粘贴钢板，以此来增强其承载力。在主跨

的腹板斜向裂缝密集区，即距离主墩 ８１．５米至
１０３．２４米处，通过粘贴钢板来增强其结构强度［５］。

通过这些针对性的修复措施，能够有效提升桥梁的

结构完整性和耐久性。

３．３　桥面铺装改造
针对桥面存在的不同问题采取了相应的修复措

施：对桥面上的坑槽进行修补，对于车辙深度超过

１０ｍｍ的区域，需进行深度处理，具体做法是铣刨掉
４厘米厚的沥青混凝土铺装层，并重新铺设同等厚
度的新沥青混凝土层［６］。

３．４　加固前后结果对比分析
加固后，采用桥梁专用软件对加固后桥梁进行

综合分析计算，并对桥梁承载能力、应力及张拉体外

预应力钢束后进行验算［７］，结果如下：

对比加固前后结构的抗弯承载力、抗剪承载力、

应力、挠度可知，加固措施显著提升了主梁的应力状

态。具体来说，加固后跨中截面下缘的正应力和主

拉应力均有所降低，较加固前正应力减少６６．２％，
拉应力减少１７．８％。此外，加固还改善了主梁的跨
中挠度，通过理论计算，加固后的主梁将向上位移约

４．３ｃｍ，这有助于防止跨中裂缝的进一步扩展。总
的来说，加固措施有效地提升了桥梁的结构性能和

耐久性。

表５　加固前后抗弯承载力验算结果

位置

加固前

截面内力／

（ｋＮ·ｍ）

截面抗力／

（ｋＮ·ｍ）

安全

系数

加固后

截面内力／

（ｋＮ·ｍ）

截面抗力／

（ｋＮ·ｍ）

安全

系数

第五跨跨中 ３４８３０ ７０９６７ ２．０４ ３７２５９ ８９０７５ ２．３９
第５＃墩顶 －６４０１１２ －６５２９４１ １．０２ －６６９３６３ －８２１３６７１．２３
第六跨跨中 ６２２５８ １１５８０５ １．８６ ６５０７３ １４７９９８ ２．２７
第６＃墩顶 －６４０１１２ －６５２９４１ １．０２ －６６９３６３ －８２１３６７１．２３
第七跨跨中 ３４８３０ ７０９６７ ２．０４ ３７２５９ ８９０７５ ２．３９

４　结论
（１）结合桥梁病害，对原有结构进行５种假定

损伤分析验算，在全面掌握结构的受力状况后，制定

出通过增设箱梁纵向体外预应力束，抑制主梁下挠

的加固方案，使主梁跨中挠度得到改善，有效提高了

结构的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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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加固前后抗剪承载力验算结果

位置

加固前

截面内

力／ｋＮ

截面抗

力／ｋＮ

安全

系数

加固后

截面内

力／ｋＮ

截面抗

力／ｋＮ

安全

系数

第４＃墩顶 ５７６４ １３０９２ ２．２７ ６１１５ １４２０８ ２．３２

第五跨 －９７４１ －１７８５４ １．８３ －９６７５ －２００２３ ２．０７

第５＃墩顶 ２５７８９ ３７５４９ １．４６ ２７６５８ ４２９１９ １．５５

第六跨 １０１６６ １７４４５ １．７２ １０１４８ １９４１５ １．９１

第６＃墩顶 －２５７８９ －３７５４９ １．４６ ２７６５８ －４２９１９ １．５５

第七跨 ９７４１ １７８５４ １．８３ ９６７５ ２００２３ ２．０７

第７＃墩顶 －５７６４ －１３０９２ ２．２７ －６１１５ －１４２０８ ２．３２

表７　加固前后应力验算结果

阶段
最大正应

力／ＭＰａ

最小正应

力／ＭＰａ

中跨跨中底板

附近最小正应

力／ＭＰａ

中跨Ｌ／４～Ｌ／２

最大主拉应

力／ＭＰａ
加固前 １５．２２ －２．７８ －２．７８ －２．８７
加固后 １３．８６ －０．９４ －０．９４ －２．３６
差值 １．３６ １．８４ １．８４ ０．５１

表８　加固前后挠度验算结果

位置 加固前最大下挠／ｍｍ 加固后最大下挠／ｍｍ
第五跨跨中 －６４．７ －４４．４
第六跨跨中 －１３６．０ －９３．０
第七跨跨中 －６４．７ －４４．４

　　（２）通过跨中及其附近增设横隔板作为转向
板，增强了主梁整体刚度，改善了主梁下挠，有效增

加了跨中的应力储备，在最不利荷载组合下，支点截

面及跨中截面的极限承载能力安全储备都有所提

高。

（３）经过加固，桥梁跨中下缘的正应力较加固
前减少 ６６．２％，而主梁的主拉应力则减少了约
１７．８％。加固效果还体现在主梁产生了向上的４．３
ｃｍ位移，这有助于防止底板裂缝的产生和扩展，同
时有利于主梁跨中底板的横向裂缝的闭合。加固措

施使结构受力得到了明显改善，为类似工程加固设

计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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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位上升对建筑安全使用的影响
———以郑州市区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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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

摘　要：地下水位的上升对城市建筑是有影响的，作为城市管理和建设的参与者，通过收集近年
来郑州市地下水位的资料和一些工程案例，从郑州地下水的类型出发，分析了郑州市地下水位上升

的原因和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城区及周边部分水井的封停等条件是地下水

位上升的主要原因，这给房屋等部分建筑的安全使用造成了一些影响。建议对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

都要增强抗浮、防渗、防潮、消除液化等措施。

关键词：地基基础工程；地下水；调查；房屋建筑；浮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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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等建筑的安全和地基基础息息相关，起承
载作用的地基基础工程对应的岩土工程和水文地质

是工程领域研究和实践的重点。地下水位的变化，

会对岩土工程质量造成一定的影响［１－２］，继而对建

筑工程的安全使用产生了影响。例如：地下水位下

降会使软土地基产生固结沉降；地下水位上升会对

抗浮、地板结构变形、防渗、防潮等造成不利影响；地

下水位上升还会对地基增湿沉降变形产生影

响［３－５］；地下水的流动也会诱发流砂、潜蚀。近年

来，郑州市因南水北调工程、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

复、治理地下水超采等综合因素影响，部分地区地下

水位不断上升，自然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但在地下

水位上升的同时，出现诸如小区地下车库地面隆起、

地库地下室涌水、渗水等现象。这个问题不仅仅出现

在郑州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城市普遍出现了此

类问题，本文以郑州为样本开展了一些调查分析。

１　郑州地下水概况
１．１　郑州区域浅层地下水赋存状态

郑州区域浅层地下水主要包括松散岩类孔隙潜

水和微承压含水层，在埋深６０ｍ范围内，郑州南部

含水层主要为第四系上更新统及中更新统的粉土、

粉质黏土，东部和北部含水层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

的粉土、细砂。其潜水赋存地层属弱透水层，主要为

大气降水补给、河流下渗、地下水侧向径流以及侧渗

补给，排泄方式主要为人工开采和地表蒸发；承压水

层的富水性较好，属强透水层，具有微承压性，与上

部潜水有一定水力联系，承压水的补给来源主要是

潜水越流补给，排泄主要为人工开采。

１．２　地下水类型
（１）根据地下水的物理力学性质可将地下水分

为气态水、结合水、毛细水、重力水、固态水以及结晶

水和结构水。其中毛细水和重力水对地下水的工程

特性有很大的作用。

当地下水位埋深变浅时，由于毛细水上升，可加

剧地基土的冰冻现象；使地下室潮湿；危害房屋基础

及公路路面；促使土的沼泽化、盐渍化。而重力水水

位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建筑抗浮能力、承载力、地基压

缩性、上部主体以及基础变形等。

（２）地下水按埋藏条件分为上层滞水、潜水、承
压水。

·３２１·



上层滞水位于包气带岩土中，处于潜水以上。

上层滞水受气候控制，季节性变化明显，会造成地基

的冻胀、翻浆等病害。

潜水埋藏在地表以下第一隔水层以上，具有自

由面的重力水。潜水受气候条件影响，季节变化明

显，水质易受污染。

承压水是位于两个稳定隔水层之间的重力水。

承压水具有一定压力，相对受气候影响较小，不易受

污染。

（３）在各类地下水类型中，潜水上升对房屋建
筑影响较大。

１．３　与水相关的岩土水理性质
（１）软化性：岩土被水浸过后，岩土本身强度降

低的性质。

（２）崩解性：岩土体内部结构在水浸入后遭到
破坏和削弱，内部胶结物发生溶解。

（３）透水性：通过抽水试验或渗透试验得到岩
土的渗透系数，用此评价其透水性的大小。岩土透

水性造成了地下水的渗透径流，同时产生水压力，影

响建筑物的安全和稳定。

（４）胀缩性：岩土有吸水膨胀、失水收缩的性
质，如果出现频繁的收缩和膨胀，会引起建筑结构开

裂等状况。

２　郑州一建筑案例
２．１　建筑概况

该既有建筑建成于２０１０年，主要功能为地下车
库，总建筑面积为１５０００ｍ２。地下三层，－１Ｆ层高
５．６ｍ，－２Ｆ层高４．０ｍ，－３Ｆ层高５．４ｍ，底层地下
室底板标高为－１６．０ｍ。结构形式为框架结构，基础
形式为钢筋混凝土柱下独立基础。结构安全等级为

二级，设计使用年限５０年，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乙级。

２．２　安全性和使用性问题的凸显
该建筑于２０１８年开始，底板和外墙陆续出现渗

水状况。２０２１年问题更为严重，原有的集水井的排
水量已小于其汇水量，且经过专业检测鉴定，部分

柱、梁柱节点、板等位置出现影响结构安全的裂缝，

最大裂缝宽度４．３ｍｍ，裂缝条数总计约２３０条。部
分柱子的侧向位移、梁的挠度也已超限，其中柱最大

侧向位移５６ｍｍ，梁最大挠度３６ｍｍ。鉴于以上问
题，该建筑于检测鉴定后立即暂停使用。

２．３　建造时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
原勘察和设计图纸显示，该建筑所在场地属于

黄河冲积平原，地面以下４５ｍ范围内：地层为第四
系全新统（Ｑ４）和上更新统（Ｑ３）的粉土、粉质黏土、
细砂，以浅棕黄色、褐黄色为主；下部为第四系中更

新统（Ｑ２）粉质黏土、细砂等，以浅棕红色为主。地
下水稳定水位埋深较深，位于基底标高下 １２．０～
１５．０ｍ，属于第四纪松散岩类潜水，年变幅约１．０～
３．０ｍ，因此，基坑开挖可不考虑地下水对地下室的
影响。

２．４　补充勘察及试验结果
在鉴定和病害处理期间，邻近该建筑物位置分

别布置了３个勘察孔，后期转做水位观测使用，钻进
深度为地面下３５．０ｍ。经测量，地下水稳定水位埋
深１３．６～１７．４ｍ，结合年变幅，水位明显会出现高
于底板的状况。

按照规范要求提取了岩土样品和水样，分别进

行试验。结合原勘察资料和最新补充勘察的试验数

据，底板附近的岩土物理参数如表１。地下水对混
凝土结构具有微腐蚀性，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

筋在长期浸水条件下具有微腐蚀性，干湿交替条件

下具有弱腐蚀性，详见表２。
表１　岩土物理力学参数统计表

土层名称 埋深 土层状态 密度／（ｇ／ｃｍ３） 黏聚力ｃ／ｋＰａ 内摩擦角Φ／度 压缩模量Ｅｓ／ＭＰａ
粉土 ８．２ 非饱和 １．９５ １３．７ ２２．０ １１．５

８．０ 非饱和 １．９４ １４．５ １７．３ １２．１
粉质黏土 １３．４ 非饱和 １．９５ １３．４ １９．２ １３．３

１４．２ 饱和 ２．００ １１ ５．５ ８．２
粉土 １７．０ 非饱和 １．９７ １４．６ ２１．４ １２．４

１６．８ 饱和 ２．０２ １３ １５．３ １１．８

表２　地下水水质分析成果

评价分项 水对混凝土结构的腐蚀性评价 水对钢筋混凝土中钢筋的腐蚀性评价

评价条件 按环境类型：Ⅱ类 按地层渗透性：Ｂ 长期浸水 干湿交替

分析项目
ＳＯ４２－

／（ｍｇ／Ｌ）
Ｍｇ２＋
／（ｍｇ／Ｌ）

总矿化度
／（ｍｇ／Ｌ） ｐＨ

侵蚀性ＣＯ２
／（ｍｇ／Ｌ）

ＨＣＯ３－

／（ｍｇ／Ｌ）
Ｃｌ－

／（ｍｇ／Ｌ）

水试样１ １２１．６５ ６２．３４ ６１２．３１ ７．７６ ０．００ ９．１２ １３８．７５

水试样２ ９７．４９ ６８．３６ ５７２．６２ ７．９０ ０．００ ８．２７ １４５．１４

结论 微 微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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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分析和延伸
（１）该建筑结构部分构件变形超限、裂缝的出

现和发育，反映出基础及上部主体结构受到了力的

作用。

（２）将最新的补充勘察和原有建设期间的勘
察、设计资料对比后，结合地下底板不断地渗水、涌

水等现象，证明了地下稳定水位上升了约１５．０ｍ，
而水位年度变幅在１．０～３．０ｍ，直接证明地下水位
不是年度变幅引起，而是区域性地下水位上升。

（３）岩土物理力学试验数据显示出，地下水位
交界处的地层岩土抗剪强度指标和压缩模量相对减

小，而该建筑为独立基础，其影响程度显而易见。

（４）地下水水质分析成果显示，地下水对混凝
土结构具微腐蚀性，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在

长期浸水条件下具微腐蚀性、干湿交替条件下具弱

腐蚀性。但裂缝处水的渗漏和钢筋的局部裸露会造

成钢筋的锈蚀，如果不做密封和防水处理，会影响建

筑的安全性和使用性。

（５）地下室出现大面积积水，严重影响了该建
筑的使用功能。

（６）该项目后期的加固设计和施工也是围绕地
下水位上升进行的，在此不做赘述。

（７）以该建筑出现的问题为例证，后文就郑州
地下水位变化原因、不利影响以及措施建议等进一

步进行阐述。

３　郑州地下水位及影响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年郑州市全面开始城中村改造，大量水井

废弃停用，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
水，丹江水成为郑州市主要供水水源，郑州市地下水

开采量大幅下降，地下水位逐年上升。根据水利部

对２０２０年全国地下水超采区水位变化情况进行通
报，第二季度郑州深层地下水位与上年同比上升

４．２５ｍ，第三季度同比上升４．６１ｍ，均名列全国第
一。与此同时，郑州市浅层地下水位也逐年上升。

地下水位持续上涨，对地下建筑、地下管线、地

下人防工程带来隐患和影响。郑州市二七区政通路

人和路附近的某商业广场地下室、勤劳街汝河路某

商业小区地下室、中原区百花路棉纺路某小区地下

室、金水区南阳路宋寨路某广场地下室、兴隆嘉园地

下室等都有地下车库地面隆起，冒水渗水等现象。

根据郑州市区轨道交通岩土报告、河南省建勘

测院勘测报告等资料，２０１２年以来市区多点位浅层
地下水位有不同程度的持续上升，部分统计结果见

表３。

表３　郑州市部分地下水位观测点数据表

观测地点 观测期 原水位标高 水位上升

桐柏路建设路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０８ ８０．５ｍ ４．０ｍ
京广南路长江中路 ２０１０．０８～２０１６．０６ ８５．０ｍ ２．５ｍ
航海路工人路 ２０１４．０５～２０１７．０２ ８４．９ｍ １２．７ｍ
大学路航海路 ２０１４．０４～２０１７．０１ ８８．８ｍ ５．８ｍ
淮河路桐柏路 ２０１４．０４～２０１８ ８４．５ｍ １１．５ｍ
连云路万泉路 ２０１０．１０～２０１６．０５ ８６．９ｍ ４．５ｍ

　　从分区来看，郑州市市域陇海西路以南，航海西
路以北，伏牛路以东、大学南路以西，２０１３年至近
年，地下水位上升８～１２ｍ。中原西路以南，丹青路
以北，南水北调干渠以东，京广铁路以西，２００６年至
近年，地下水位上升 ２～４ｍ。碧沙岗公园附近，
２００６年至近年，地下水位上升１５ｍ。棉纺西路以
南，岗坡街以北，天山路以东，工人路以西，２０１０年
至２０１６年地下水位上升５～１０ｍ。化工路以南，郑
上路以北，腊梅路以东，雪松路以西，２０１３年至近年
地下水位上升超过２０ｍ。

由于近年水温数据资料涉密，在此不予以详细

列举。郑州市区域特别是原有老城区地下水位总体

呈现上升状态［６－７］。

４　市区地下水位上升的原因分析
郑州地区位于丘陵岗地与泛滥平原相交接地

带，为华北平原一部分，由于郑州市的地形西南高，

东北低，郑州西南部东林寺高程约１６８ｍ，东北部龙
子湖高程约８４ｍ，两者高差约８４ｍ，在势能的作用
下地下水由西南向东北径流。２０１３年前，因地下水
超采，且７０％以上是深层地下水，在郑州市区浅层
水形成多个降落漏斗，其中地下水漏斗中心一个位

于大学路航海路附近。地下水从漏斗四周向中心径

流。２０１３年以后，地下水开采数量减少，深层地下
水和浅层地下水位逐年回升，特别是在降落漏斗中

心周围，浅层地下水位上升速度更快。以二七区汝

河路勤劳街区域为例，由图１可知，２０１９年地下水
位高程 ９７．１ｍ，埋深 ９．７ｍ，比 ２０１０年高了整整
１３．１ｍ，平均每年升高１．４５ｍ。郑州日报［８］依据有

关专家的分析，地下水开采数量减少，水位回升的原

因有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４．１　城市供水结构的变化促使郑州地下水水位回
升

南水北调中线自 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开始通水，至
２０２１年 １１月 ３０日，郑州市调取的总供水量为
３６．２６亿立方米。以生活供水为主，总计３１亿立方
米，生态补水为５亿立方米。目前，丹江水已经成为
郑州市主要供水水源，由于城市供水结构发生了很

·５２１·



大变化，地下水的开采的量减少程度显著，是地下水

水位回升主要原因之一。

图１　二七区汝河路勤劳街区域地下水位趋势图

４．２　市区内部分水井的封停
为了遏制超采郑州市区域内的地下水，对地下

水的开采量一直采取逐年压采的措施。“十三五”

期间，整个市区范围内共陆续封停约３２００眼水井。
４．３　城市郊区村庄改造影响

陆续对郑州近郊６００多个村庄进行改造，约１．１
万眼水井停用或报废，每年减少地下水开采量约

５０００万吨，也是地下水水位回升主要原因之一。
４．４　生态环境的变化

随着生态郑州、美丽郑州建设的不断推进，郑州

市生态水系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生态地表水系面积

的扩大使地表水持续入渗补给地下水的补给量越来

越大，是地下水水位持续回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４．５　部分企业外迁的影响
随着郑州市区部分企业的外迁，地下水的开采

量也随之降低，促使郑州市区地下水水位回升。例

如五大棉纺企业，外迁后几十眼水井报废，停止了对

地下水的开采。

５　地下水位持续上升的影响
地下水位下降到平均水位以下，再继续开采，容

易形成大面积地下水下降漏斗，导致地面塌陷、沉

降、地裂等地质灾害。但地下水位过高，同样也会给

房屋等建筑带来不利影响［９］。

５．１　地下水的浮托作用
当建筑物基础底面位于地下水位以下时，地下

水对基础底面产生静水压力，即产生浮托力。依据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７—２０１１，建筑物
基础存在浮力作用时，应按下列公式（１）进行抗浮
稳定性验算，抗浮稳定安全系数 Ｋｗ一般情况下取
１．０５。

Ｇｋ
Ｎｗ，ｋ
≥Ｋｗ （１）

式中，Ｇｋ为建筑物自重及压重之和；Ｎｗ，ｋ为浮力作用
值。

郑州市自 ２０００年以后，建设地下埋深 ７．０～
１５．０ｍ的地下结构，因设计施工时，地下水位较低，
未考虑抗浮。随着近些年水位上升，Ｎｗ，ｋ增大，部分
建筑的抗浮稳定安全系数不断减小，建筑整体安全

需重新进行评估。诸如肥槽回填不密实或砂土地

基［１０］，地下水位的上升会引起基底水压力的增加，

浮力作用在底板上，通过柱、梁等构件传递到建筑结

构的其他构件，整体产生了荷载效应。

板与梁、板与柱、板与剪力墙、剪力墙与梁、梁与

柱这些位置的节点以及地下室底板、四周侧墙等构

件受水位上升过程中浮力的影响，就有可能出现局

部隆起、开裂、漏水、失效等问题，这些底层个别构件

的功能减弱或失效对整幢建筑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５．２　地下水位上升使局部围岩参数弱化
郑州市区域５０ｍ深度范围的地基土以粉土、粉

质黏土、粉细砂为主。土的类型、地下水位与地基承

载力密切相关，新近沉积的粉土，物理力学性质与土

层含水率密切相关，粉土体湿度由稍湿（ｗ＜２０％）
随地下水位变为很湿（ｗ大于３０％）后，力学性质降
低约１０％～３０％。

对浅基础，建筑地基承载力的计算公式（２）和
（３）计算结果都与基础底面以下土的重度、基础底
面以上土的加权平均重度相关，受有无地下水的影

响，该重度会形成与水重度（１０ｋＮ／ｍ３）相关性差异
值。当地下水位上升到基础底面以上时，相应土层

需按有效重度计算，从而地基承载力降低。另外，修

正系数、抗剪强度［１１］也与基础深度范围内有无地下

水密切相关。

ｆａ＝ｆａｋ＋ηｂγ（ｂ－３）＋ηｂγｍ（ｄ－０．５） （２）
ｆａ＝Ｍｂγｂ＋Ｍｄγｍｄ＋Ｍｃｃｋ （３）

式中，ｆａ为修正后地基承载力特征值；ｆａｋ为地基承载
力特征值；γ为基础底面以下土重度；γｍ为基础底
面以上土的加权平均重度；Ｍｂ、Ｍｄ、Ｍｃ为与土内摩
擦角标准值相关的承载力系数。

对桩基础，根据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计

算公式（４），粉质黏土地层的桩侧极限阻力和桩极
限端阻力标准值取值由土的状态取值，流塑、软塑、

可塑、硬塑等土的状态不同，其对应的桩阻力标准值

不同。当地下水位上升时，土的含水率增大，土的状

态会从坚硬或硬塑状态变为可塑、软塑甚至流塑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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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相应的，桩侧极限阻力和桩极限端阻力标准值取

值将会降低，桩基承载力将会明显降低。

Ｑｕｋ＝Ｑｓｋ＋Ｑｐｋ＝ｕ∑ｑｓｉｋｌｉ＋ｑｐｋＡｐ （４）
式中，ｑｓｉｋ为桩侧第 ｉ层土的极限侧阻力标准值；ｑｐｋ
为极限端阻力标准值；ｌｉ为第ｉ层土中的桩长；Ａｐ为
桩端面积。

水位上升使桩间土体饱和度增大，发生沉降或

其强度降低，桩承担的荷载相对增加，桩土应力比增

大，桩土相对位移也增大。

此外，对于复合地基也会造成影响，特别是水位

出现循环升降时，由于受到桩周土体有效应力周期

变化、桩与桩间土体相对位移、桩侧摩阻力、桩身轴

力的变化等影响，复合地基会出现累积沉降［１２］，甚

至产生较大的附加沉降。

通过以上分析，地下水位上升，部分类型岩土的

地基承载力相对会有所降低。另外，地下水位上升

后的高程相对于建筑基地标高也与建筑整体稳定性

相关，在此不再展开赘述。

５．３　砂土液化
地下水位的上升，相对增加了饱和土层的厚度

范围，地震时，产生的孔隙水压力更容易发育至地

面。根据郑州地区的抗震设防烈度，地面下存在饱

和砂土和黏粒（粒径小于０．００５ｍｍ的颗粒）含量小
于１０％的粉土地层时，要进行液化判别。

对新建建筑，目前岩土勘察时砂土液化判别要

注意未来水位的上升的影响。部分既有建筑在设计

之初，由于地下水位较深，依据上覆非液化土层厚

度、基础埋深、液化土特征深度、地下水位埋深、原位

测试数据、黏粒含量等计算的初判和复判结果，原有

地基液化等级较低的地基持力层，其液化等级受近

年来地下水位上升影响而提高。对应要采取消除地

基液化沉陷的措施。

５．４　对建筑结构耐久性的影响
环境类别与建筑结构的耐久性密切相关，例如：

混凝土结构的环境类别从一类、二 ａ、二 ｂ至五类的
划分，与环境是否干燥、有无侵蚀性水、地下水位在

地下结构深度范围内是否频繁变动即干湿交替等有

关。

前期设计施工时，地下水位埋深远低于底板，按

照水头高度Ｈ和地下室墙体厚度ｈ计算比值，Ｐ６满
足抗渗要求。而由于目前地下水位的上升，部分建

筑地下水位上升至地下结构底面或以上，Ｐ６已不满
足使用要求。较低防渗、防腐的工程质量，会造成地

下结构的腐蚀、剥离、钢筋锈蚀，进而缩短地下结构

的使用寿命［１３］。如果伴随着地下结构渗漏水，其使

用寿命锐减，并危及上部结构安全。

６　针对地下水位持续上升问题的措施和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建议根据郑州市实际情况，对全

市地下水位进行动态监测和积极调控，使之维持在

一个合理范围内。

（１）要重视水文地质问题。由政府牵头组织水
务、气象、自规、城建、城管、住房保障等相关部门以

及有关专家，收集各方面数据，对未来郑州市分片

区、多点位的地下水位做出更准确的预测、预判，查

明全市地下水位变化规律，及其对城市房屋建筑、基

础设施造成的影响。

（２）建立全市多点位地下水动态监测体系，加
强深层地下水和浅层地下水水情监测和预报，特别

是在水位上涨趋势较大和密集老旧小区等区域，结

合建筑工程的重要程度，设置地下水位变化重点监

视区和监测点，及时准确掌握地下水位变化情况，及

时提供预警预报，为勘察设计单位提供科学的抗浮

设防水位依据。

（３）根据地下水位发展趋势，采取多种措施，控
制地下水位标高，适当开采合理利用地下水资源，将

地下水位维持在科学合理的水平，减少地下水位显

著上升区域内已建成房屋建筑地下室出现的渗漏、

抗浮风险，确保城乡生产生活及财产安全。例如：可

在二七区地下水位显著上升的区域（漏斗中心周边

区域），中原路以南，航海以北，嵩山路以东，大学路

以西，利用市政绿地均匀打井抽水（或开启之前封

闭的水井），定期抽取地下水，将此区域浅层地下水

位稳定在地面１０ｍ以下，减少此区域已建成住宅小
区地下车库出现渗漏、抗浮风险。

（４）针对地下水位上升已经带来的房屋建筑安
全问题，分类施策，消除隐患。对于既有建筑物地下

空间，可设置排水沟排水降压，打井抽水泄压、地下

室底板增加压重，增强底板抗浮能力；对于已经影响

主体结构的，应进行安全鉴定和加固处理。在资金

筹措上主要依靠地下空间产权人筹集，政府可以给

予适当补贴。对于新建项目，设计施工时应充分考

虑地下水位变化情况，提升抗浮设计和防渗［１４－１５］防

水标准，增强抗浮、防水能力，从源头进行预防。

（５）支持高校和相关企业机构，加强区域内的
岩土水理性［１６］的专项研究和工程实践。建议前期

勘察阶段对地下水对岩土的作用以及可能发生的危

害进行分析和预测，进而在地基处理、基础和上部主

体设计时进行考虑。同时，针对既有建筑受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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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变化对地下岩土水理性进行研究，可以预设风

险等级，并制定对应的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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