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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黑暗七年”时期，俄国文学依然保持着应有的张力与活跃，围绕几份重要刊物《现代
人》《莫斯科人》《祖国纪事》《读者文库》，特别是在《现代人》与《莫斯科人》之间，进行美学与文学论

争。论争涉及“自然派”内部的争论，“小品体”与“概观体”之争，“主—客观”之争，“普希金倾向”与

“果戈理倾向”之争等。这些论争决定了当时俄国文学的多元生态与面貌，也决定了俄国文学未来

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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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涅克拉索夫开始主编《现代人》之后，别林斯
基迅速成为杂志的精神领袖，但很快随着别林斯

基的去世，《现代人》进入了“德鲁日宁时期”（正

是史称的１８４９—１８５５“黑暗七年”）。传统研究对
这一阶段相对忽视，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

激进派认为，这一时期整个俄国文学毫无建树，没

有结出任何“果实”，当然也包括《现代人》的文学

批评与创作。这是从“车氏标准”或“车氏真理”出

发得出的结论。事实上，正如笔者在文章《俄国文

学的多元生态———〈现代人〉的“德鲁日宁时期”观

察》中呈现的那样，不仅《现代人》进入了一个新的

美学时代，同时《莫斯科人》也迎来自己的新生。

在两份杂志周围分别聚集了以德鲁日宁和阿·格

里戈里耶夫为首的批评家和文学创作力量，各自

秉持自己的美学原则与批评理念，在诸多问题上

形成论争。同时，论争涉及《祖国纪事》和《读者文

库》，甚至波及一些文学报纸，遂成“后别林斯基时

代”新的文学与批评力量的角逐，带来俄国文学多

元的自然生态与驳杂面貌。

这“七年”中，在《现代人》与《莫斯科人》真正

成为激烈对手之前（１８５０年之前），《现代人》的主
要论争对手是《祖国纪事》。安年科夫在《１８４８年
俄国文学札记》中写道：“也许人们会问，为什么我

们仅局限于出现在两份彼得堡杂志上的作品，而

置其他期刊上的作品于不顾。回答这个问题并不

难。因为只有我们提到的那两份刊物（指《现代

人》和《祖国纪事》———笔者），其文学作品虽具有

不同特质，却各自具有某种明显的思想的统一性

和严肃的理想的渴望，无论它们是什么理想。”［１］

也就是说，唯有它们是思想上可以匹敌的力量。

这里指的是，１８４６年 ４月别林斯基离开《祖国纪
事》主笔《现代人》（１８４６年４月），随即瓦·迈科
夫接手《祖国纪事》批评栏目任首席批评家（１８４６
年４月），两杂志构成短暂的对峙。随着他们前后
去世，《祖国纪事》失去力量，《现代人》进入德鲁

日宁时代，１８５０年《莫斯科人》“青年一代编辑”真
正崛起，构成《现代人》的另一对手。因此，我们

说，若以《现代人》为坐标来观察，从倾向上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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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是《现代人》与《祖国纪事》的争论，外部是《现

代人》与《莫斯科人》的争论。

一、自然派内部的分裂与争论：

《现代人》ＶＳ《祖国纪事》

　　别林斯基在 １８４７年给鲍特金的信中曾说：
“《祖国纪事》与《现代人》是同一倾向。”［２］一般研

究者也许据此总是有一个粗略的且相当稳定的看

法：《祖国纪事》与《现代人》是志同道合的。实际

上，这既是别林斯基没有充分评价“自然派”内部不

断发展的矛盾，也是后来研究者没有区分不同时段

两杂志的不同特点，忽略了它们的内在分歧。首先，

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冲突（１８４７），使他摘去了果戈
理“文学领袖”的桂冠。其次，别林斯基１８４６年推
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之后，很快，他及未来

他的《现代人》圈子就对陀氏冷淡下来：别林斯基否

定了陀氏“不同寻常的天才”①；别林斯基去世后不

久，安年科夫在１８４９年第１期《现代人》发表《１８４８
年俄国文学札记》，宣布整体上不接受围绕《祖国纪

事》的一批青年作家的文学流派（以陀氏的创作风

格为代表，还有布特科夫等），这与别林斯基一脉相

承。再者，别林斯基入主《现代人》，迈科夫入主《祖

国纪事》，俩人在各自的话语权力空间与对方展开

思想争论。最后，别林斯基加入《现代人》之后，在

他和涅克拉索夫、巴纳耶夫、德鲁日宁、鲍特金等人

之间，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后别林斯基去世，德鲁

日宁为首的《现代人》也不再遵循别林斯基的批评

纲领。凡此种种都意味着在 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间，以
《现代人》和《祖国纪事》为平台的“自然派”内部的

裂口越来越大，最终各自离散，或者正确地说，本就

是别林斯基捏合到一起的“自然派”彻底瓦解，文学

回归到自然生态。这个短暂阶段“自然派”内部的

论争，可以说是我们本文所探讨的《现代人》“德鲁

日宁时期”所处的“黑暗七年”阶段更激烈论争的前

奏，具有代表性的即两份杂志主编别林斯基与迈科

夫之争。

早在１８４６年初《祖国纪事》出版人兼主编克拉
耶夫斯基就与其首席批评家别林斯基因美学、思想

以及经济等问题，合作关系开始破裂。４月经屠格
涅夫推荐，克拉耶夫斯基吸收立场相对一致的瓦·

迈科夫主持《祖国纪事》批评栏目。在主持杂志后

的第一篇文章《阿·瓦·科利佐夫②的诗歌》中，迈

科夫就与别林斯基展开争论。阿·乌·波列茨基③

曾撰文《１８４７年８月的〈祖国纪事〉》指出：迈科夫

的文章准确界定和评价了别林斯基作为批评家的功

绩，但“他在自己前任的批评中发现了无根据性，

‘无意识的与严格的逻辑要求相矛盾的东西’，并指

出了其批评方法的有害后果：绝大部分读者轻信了

别林斯基的判断，并作为一种时髦的新东西无意识

地吸收它们，也正因此它们对智性的影响只能是表

面的。”［３］ＸＸＸＩＶ迈科夫在别林斯基“无根据性”的方

法中看出了对待读者的“专横、独裁、霸道”，他在文

章中指出：“他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却不用根据

去证明它们，让你自己去发现它们是确定无疑的，这

已经意味着对自由见解表达的不尊重和独裁的意

图。”［３］１０在别林斯基的批评中，迈科夫感到缺乏整

体的科学的见解。别林斯基的批评源于黑格尔的美

学学说，但对于迈科夫来说，纯粹思辨的体系并不是

科学最终的话语［３］ＸＸＸＶ。迈科夫的公开指责引来别

林斯基的愤怒。

在当时各界热议的话题“民族性”问题上，迈科

夫也与别林斯基针锋相对。迈科夫关于“民族性”

的看法虽然前后有变，但后期基本确定的观点是将

“民族性”作为一种与文明相敌对的力量表述的。

他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理想的人类及其相应的“理想

的文明”，认为，“越是人，其生活越是包含独特性，

即越是偏离理性，那么就越是低水平的人，其生活也

就越是非理性……在一个民族的文明中越是较少独

特性，这个民族就越是文明”［３］３８９。在评价作为“社

会综合体基础”的民族性时，迈科夫承认它在社会

经济福祉、道德和政治方面的价值［３］５８７－５８９；而当作

为人类共同体的一份子时他发现了民族性的片面

性，民族独特性在他眼里就成了弱点，甚至是毛

病［３］６３－６９。他试图证明“全人类的价值”高于“民族

价值”。不过，他也暗示了关于此问题的各种可能

的观点。其实这是迈科夫对过分强调独特性而导致

极端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唯我独尊和排他性的严重

后果的警觉。

别林斯基关于“民族性”的论说为我们所熟知，

他以主持《现代人》批评栏目的第一篇文章《１８４６年
俄国文学观察》回答迈科夫，称其立场是“虚幻的世

界主义”。文中不提名地说“一种人陷入虚幻的民

族性里，另一种人为了人类的名义，陷入虚幻的世界

主义”［４］５１４，指的就是瓦·迈科夫的《阿·瓦·科

利佐夫的诗歌》中的观点。他说：“把民族的与人类

的分成两个完全陌生的、甚至是敌对的原则，这就是

陷在最抽象、最书呆子气的二元论里。”［４］５１５“民族

性乃是人类个性的本质。没有民族性，人类将是僵

·２·



死的逻辑的抽象物，没有内容的言辞，没有意义的声

音。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我与其站在人文主义的世

界主义一边，还不如转到斯拉夫派一边……然而我

还是指望留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必转到随便那一边

……”［４］５１９“人只有在社会中才是坚强和安全的，而

反过来，要使社会变得坚强和安全，它也必须有内在

的直接的有机的联系———民族性。”［４］５２０“所谓人类

同民族性的斗争，这不过是一种修辞格，在现实中这

种斗争是没有的。”［４］５２０在反驳迈科夫的“虚幻的世

界主义”时，他自己是一位具体的相对的历史主义

者。他说：“世界上的一切只是相对的重要或不重

要，伟大或渺小，老或新。有人会对我们说，‘怎么，

连真理、善行都是相对的概念吗？’———不，作为概

念，作为思想，它们是无条件的、永恒的。但是作为

体现，作为事实，它们却是相对的。真和善的概念得

到了所有民族、所有世纪的承认。但是，对一个民族

或者一个世纪是善的，对于另一个民族在另一个世

纪往往却是虚伪和恶。”［４］５１１他重视和推崇的是具体

的民族的价值，而非普遍的人类的概念。在文章起

始他就直截了当地称此文将是他主持下的《现代

人》的纲领，该文是为了让读者知晓《现代人》对俄

国文学的看法，以及杂志的精神和倾向。这样，在当

时他及其《现代人》圈子与《祖国纪事》关系紧张的

背景下，与其论争的色彩不言而喻。

在《祖国纪事》与《现代人》之间争论的另一个

焦点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别林斯基在上述

文章中，对陀氏截至此时发表的三篇作品《穷人》

《双重人格》《普罗哈尔钦先生》给予评述，承认在

《穷人》中“陀氏才能的力量、深度和独创性”［５］４０，但

认为小说令读者厌倦，没有节制地拖沓冗长；如果这

作为试笔之作还可以原谅的话，在《双重人格》中就

是“像怪物般可怕的缺点了”［５］４０，暴露了陀氏不善

驾驭过分充沛的天分能量，也就是不善于“确定理

性的尺度和他的理念之艺术发展的边界”［５］４０；“在

《双重人格》中还有另一个最根本的缺点：这就是它

的幻想基调。幻想在我们的今天只有在疯人院里可

以有它的位置，而不是在文学中；是处于医生的管控

下，而不是诗人。”［５］４１《普罗哈尔钦先生》就更“像是

一种真实的、但却古怪的和乱七八糟的事件，而不是

诗的创作”［５］４２。

别林斯基去世后，由安年科夫撰写年度观察

《１８４８年俄国文学札记》，该文同样显示着《现代
人》与《祖国纪事》之间关于陀氏的论争。他开篇就

指出：“让我们从《祖国纪事》（１８４８年）开始。那里

形成了一个青年作家的圈子。已经相当久了，他们

创造了一种幻想的多愁善感的叙事类型，当然在文

学史上它并不新鲜，但至少现在以新的形式让它得

以复兴。”［１］安年科夫称这种“幻想的多愁善感的叙

事类型”的代表人物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断然

否定这一创作方法，认为这是在表现主人公“精神

错乱的心理故事”，是彻底的“反艺术性”。安年科

夫追随别林斯基，以黑格尔的美学思想理解“艺术

性”：艺术中的美与自然中的美是尖锐对立的。按

照黑格尔的思想，“艺术克服自然”，经由精神，对自

然进行加工和重塑。据此，安年科夫在陀氏作品中

找到太多的“反艺术”倾向。这与别林斯基对待《双

重人格》的幻想风格的态度相一致。作为《现代人》

主创成员的涅克拉索夫同样对陀氏的这一风格持负

面评价。而且，安年科夫对陀氏的负面态度也受到

涅克拉索夫的煽动。别林斯基亦然。因为虽然别林

斯基对《双重人格》和《普罗哈尔钦先生》的态度激

烈，但在１８４６年底他还没有彻底放弃陀氏具有“非
凡天才”的看法，只是在涅克拉索夫的纠正下才使

他熄灭了这种热情。安年科夫不仅将陀氏的风格认

定为“多愁善感”的，还将它推广至《祖国纪事》的所

有撰稿人（特别是布特科夫），他称这种手法是“伪

现实主义”或“局限地理解的现实主义”。他把“现

实主义”理解为反映“日常现实”，“敏锐观察我们社

会的各种现象、性格的心理发展”［１］。安年科夫称

别林斯基从来没有号召过“伪现实主义”，《祖国纪

事》歪曲了“导师”的遗产。这样，在什么是现实主

义的内涵上出现了分歧。

１８４７年第１期《祖国纪事》发表瓦·迈科夫的
《论１８４６年的俄国文学》，该文成为俄国批评史上
评述陀氏的经典文章。与别林斯基及安年科夫相

反，他高度评价陀氏的独创性。该文系最早将陀氏

评述为“主要是心理诗人”，并将果戈理作为“主要

是社会诗人”与陀氏相对照。他指出他们作为忠实

于现实的作家的相似之处，同时仔细分辨出他们的

不同：“果戈理主要是社会诗人，而陀氏主要是心理

诗人。对于前者，个体之所以重要是作为某个社会

或某个圈子的代表；对于后者，社会本身受到关注是

因为其对个体的个性的影响。”［６］８４迈科夫强调陀氏

对于俄国文学的重要性，认为缘于他整个当代人转

向了人类心灵的解剖。

迈科夫承认陀氏的作品确实只在小众那里获得

成功，但舆论和大众除了说他冗长就再没有别的，看

不到他的独创性。“我们认为，大部分读者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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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氏作品的原因，应该在不习惯他独特地表现现实

的方法中寻找。而这一方法也许正是陀氏作品的价

值所在。说新东西总应该使多数人感到愉快是无稽

之谈，因为，首先，‘多数人’也总是各不相同、众口

难调；其次，众所周知，在任何多数人那里总是墨守

成规。各个时代各个地方有多少例子，他们真正的

艺术作品遭受冷遇，结果随着时间他们被承认为一

流经典作家而被捧到天上！如果果戈理早年的文学

活动因与我们当时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浪漫主义相

对立而不被理解和认可，那么陀氏的广泛接受受阻

于他的方法与果戈理方法相矛盾也就没有什么费解

的了”［６］８３－８４。实际上，“陀氏的作品恰恰巩固了果

戈理带给我们艺术的那些美学因素的统治地位，证

明了巨大的天才走的道路不是别的，只能是打破艺

术性定律。同时，陀氏的方法是更高意义上的独创，

他比任何人更少模仿果戈理”［６］８４。“果戈理的文集

可以毫无例外地被称为学，而在陀氏那里也可以找

到惊人的社会的艺术图景，但它们只构成图景的背

景，更多的是用细节显露，而充盈的是大量的心理兴

趣。即便是《穷人》……越读，就越会发现更多的令

人震惊的深度的心理分析。我们确信，陀氏的任何

一部作品，如果读第二遍、第三遍……就会得到太多

太多东西。这只能解释为其中到处弥散着非同寻常

的心理特点的细节和深度。”［６］８４－８５“第一遍读非常

容易错过所举出的那一特点（意识的细节———笔

者），完全可以说，有许多甚至是多余的和不自然

的。但花费些时间去评价所有这些意识的细节，之

后，您再读《穷人》———就会发现它深渊般无尽的价

值———您、我，任何一位读者、评论者第一眼看起来

是缺陷的东西，正是这无尽的价值所在。”［６］８５－８６

瓦·迈科夫也对《双重人格》进行评说。他指

出：“按照我们通常的观点，《双重人格》比起《穷人》

来就更少成就，更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新荣誉。但在

《双重人格》中，陀氏的方法和对心理分析的痴迷表

现得更充分更独创。在这部作品中，他是如此穿透

人的心灵，如此坚定和狂热地窥视人类情感、思想、

行为的内在隐秘的把戏。阅读《双重人格》所产生

的印象，只有酷爱搞透物质化学成分的人给人的印

象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奇怪的是，似乎更正面的、以

化学般眼光看待的现实，被这一眼光照亮的世界图

景却总是蒙上了某种神秘之光。……在心理特写

中，有的正是那神秘的反光，那正是以深刻地分析现

实所得的影像所固有的。《双重人格》在你们面前

展开的是灵魂的解剖，这一灵魂已经死于构建完善

的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导致的意识的散乱。”［６］８６迈科

夫的这些评说即便在今天无比丰富的陀氏研究成果

中依然不失价值。他与别林斯基截然对立地肯定陀

氏的独创性，如若得以坚持，该是俄国文学乃至世界

文学的大幸。只遗憾瓦·迈科夫的早逝和陀氏创作

的被中断。

二、“体裁”（“小品体”与“概观体”）作为美学

原则／批评理念的载体：《现代人》ＶＳ《莫斯科人》

　　 在“黑暗七年”阶段之前别林斯基主笔的《现
代人》就与《莫斯科人》有了论战。他在《现代人》

１８４７年第 １１期上发表的著名的《答〈莫斯科
人〉》④，就是回答１８４７年第２期《莫斯科人》上尤·
萨马林⑤的文章《论〈现代人〉的历史和文学见解》。

萨马林的文章主要针对的是同时发表在１８４７年第
１期《现代人》上的三篇文章，即我们前述别林斯基
的《１８４６年的俄国文学观察》，以及卡维林的《古代
俄罗斯法律风尚一瞥》和尼基坚科的《当代俄国文

学的倾向》。别林斯基认为该文“涉及的不光是《现

代人》，同时也是当代整个俄国文学的基本原则的

问题，这样争论就不是个人的意义，而转变为一场思

想论争，因而……自己有责任驳斥《莫斯科人》

……”［５］２２１萨马林在文章中指出，别林斯基开始主持

的《现代人》“有三个重要之处可以驳斥：第一，缺乏

统一的倾向以及内部的协调；第二，其思想方式的片

面性和狭隘；第三，歪曲论敌的思想方式”［５］２２３。别

林斯基认为，萨马林的真意在第三点，因而他重点回

应了与这位宿敌的思想分歧。《答〈莫斯科人〉》是

别林斯基最重要的文章之一，也是４０年代色彩鲜明
的思想论争文献，围绕它又引来了一系列别林斯基

与斯拉夫派间的唇枪舌剑。它是“黑暗七年”间两

杂志论争的引子。

如果说这是思想论争，那么在“黑暗七年”间两

杂志的对峙则是另一种性质。在已有的研究中，对

别林斯基去世后“德鲁日宁时期”的《现代人》形成

了基本固定的看法，认为其失去了鲜明的文学、美学

立场。其实，这是相对于别林斯基以批判现实为宗

旨拣选符合自己标准的作家作品的激烈风格而言

的。“黑暗七年”间，《现代人》确实是合作者、撰稿

人成分驳杂，审美观点也并非统一，但这并不意味着

新一代《现代人》失去了取向，恰恰在这种不统一中

表明着自己的美学原则和批评理念。

在“黑暗七年”间，《现代人》的主要批评家有德

鲁日宁、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１８４９—１８５４年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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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小品文作者主要是德鲁日宁，他的专栏《“外省

订户”关于俄国刊物的来信》⑤在杂志批评中的地位

举足轻重。他以自由的“小品体”品论当前的文学

状况，坚持评述对象的片段性和非系统性，不以任何

理由拒绝对任何作品予以评论。涅克拉索夫这一时

期除了发表大量诗作，还发表各种短文和书评。他

在１８５０年第１期上发表了《俄国二流诗人：Ｉ．丘特
切夫》，引领了杂志，由此开辟了一个方向性话题

“俄国二流诗人”，以后各期又相继有鲍特金的《俄

国二流诗人：ＩＩ．奥卡廖夫》、库德里亚夫采夫的《俄
国二流诗人：ＩＩＩ．费特》、阿·列的《俄国二流诗人：
ＩＶ维涅维季诺夫》。巴纳耶夫则从１８５２年底起接
替出走《读者文库》的德鲁日宁，开辟了类似德鲁日

宁的专栏《“新诗人”关于俄国杂志的随笔》⑥，成为

小品文的固定作者，以“新诗人”之名写各种短评和

讽刺小品。

《现代人》经常性的评论作者还有安年科夫、鲍

特金、屠格涅夫。安年科夫的《１８４８年俄国文学札
记》对于杂志来说是关键性的文章，其 １８５４年和
１８５５年的《写老百姓生活的长篇与短篇》和《论高雅
文学作品中的思想》也具有纲领性。鲍特金的《俄

国二流诗人：ＩＩ．奥加廖夫》是《现代人》标志性文章；
到了１８５５年他与涅克拉索夫一起主笔《杂志随
笔》。屠格涅夫的三篇短评（评叶·图尔的《外甥

女》、奥特罗夫斯基的《贫非罪》、谢·阿克萨科夫的

《带枪猎人的笔记》）对于阐明杂志的美学方针都不

可或缺。

我们感到陌生却重要的维·巴·加耶夫斯基

１８５０年曾暂时替代德鲁日宁，发表系列《“外省订
户”关于俄国刊物的来信》（第１６—１９封）；１８５１年
同样有连载文章《１８５０年俄国文学观察》，文章理性
地总结了４０年代末 ５０年代初俄国文学的重大变
化；他还有多篇单独文章和评论。这几年，亚·尼·

阿法纳西耶夫也为《现代人》撰写了大量文章，参与

写作《１８４９年俄国文学观察》《１８５０年俄国文学观
察》⑦。康·德·乌申斯基 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经常在
《批评》栏目发表文章，直到车氏１８５４年到来，《批
评》栏目开始了新阶段。

纵观１８４９—１８５５年间《现代人》这些作者的文
章，除了每期在《批评》栏目的一两篇长文外，上述

大部分文章是《杂俎》栏目的短文，其次是《图书》栏

目的书评。因此，我们认为“小品文”成为其批评的

主要体裁，而且批评对象不分伯仲叔季。正是这些

来信、随笔、短评的小品文确定了杂志的面貌。总体

上看，上述作者及文章使这一时期《现代人》的批评

风格大体体现了德鲁日宁的“小品文理论”和美学

原则，同时也体现着作者各自的“诗学个性”。

波戈金的《莫斯科人》传统的评述对象是书籍，

但由于“最近图书出版得很少，杂志成了所有文学

的堆放处”，所以从１８５０年起杂志改变了策略，“编
辑部委托青年文学工作者评述杂志”［７］２１３，这就是

“青年编辑部”的产生———以阿·格里戈里耶夫为

首，还有我们完全不熟悉的叶·尼·埃德尔松、鲍·

尼·巴尔马佐夫、捷·伊·菲利波夫等为主要批评

力量。他们转向“评述杂志”拯救了《莫斯科人》的

颓势。其成员在每期《莫斯科人》中都有文章评论

某一新出的杂志。要么每位作者持续地观察一、两

种刊物，如埃德尔松评论《祖国纪事》持续了四年；

要么几位作者共同追踪一份杂志，如格里戈里耶夫

有《１８５０年的〈现代人〉：论自１８４７年巴纳耶夫和涅
克拉索夫出版的文学杂志》，阿尔马佐夫有《论〈现

代人〉第８、９期杂志》等。他们每个人的评判都是
对自己先前评判引起争议的回应；同样他们之间也

相互回应，从而建立了一种整体的持续不断的对当

前俄国文学观察。他们以一种统一的、内在不矛盾

的、逻辑上站得住脚的观点进行写作。这种连贯性

与《现代人》“小品体”的随机性批评形成对照。

我们发现，《莫斯科人》原则上回归了“概观体”

批评体裁，如格里戈里耶夫的《１８５１年的俄国文学》
和《１８５２年的俄国雅文学》，埃德尔松的《论我们美
学批评当前的状况及其意义》等。这些“概观体”文

章对当前杂志的争论作出总结，对文学和批评发展

的总体特征予以描述（但不同于别林斯基的遴选

“文学领袖”式的文学概观）。当然，正如我们前述，

此时在《现代人》的《批评》栏目也刊登此类“严肃”

的“文学观察”，但是在其以小品文为主要批评风格

的背景中，这种文章更多是其批评体裁之一，似乎更

是“诗学个性”的一种体现。而且，在《现代人》那些

“小品体”文章中，同样的作家可以被评论得完全面

目不同，例如在巴纳耶夫那里，费特就是一位蹩脚的

诗人，“可是《莫斯科人》现在还在那里继续刊登他

那些低劣的小诗———当然，是因为现在没有刊物宽

容这些蹩脚的诗人了”［８］８１２－８１３；而德鲁日宁则论断

费特说：“我毫不动摇地确信，费特属于我们时代杰

出的诗人之列，如果问诗人这一最富含义的修饰语

最适合于我们时代的哪位诗人，那么非费特莫

属。”［９］８０８这种截然相反的体现“诗学个性”的论断

在《现代人》上并行不悖。相反，“青年编辑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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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总是相互间一致。《莫斯科人》批评风格的

连贯性、内在一致性、严肃“概观体”，与《现代人》的

片段性、内在个性化、戏谑“小品体”形成一种对峙。

《现代人》与《莫斯科人》的体裁取向其实是美

学原则之争。正如我们在“《现代人》的‘德鲁日宁

时期’研究”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德鲁日宁和安年科

夫宣称厌倦了批评的概念化和哲学味，厌倦了累赘

冗长的俄国文学年度观察，德鲁日宁甚至创造了独

特的“小品文理论”。他们摒弃别林斯基“概观体”

的教条式批评，有偏见的哲学式的理论，严格的美学

体系及其包罗万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

人》“德鲁日宁时期”的面貌。

可是《莫斯科人》青年批评家表现出对德国经

典哲学的热切追随，埃德尔松主攻康德，格里戈里耶

夫主攻谢林。他们深信德国哲学思想对于当前俄国

文学的有效性，力图在当时哲学缺失的空间里重回

文学批评的严肃感厚重感。他们推崇德国思想关于

文学的崇高理念，“坚持艺术的崇高价值和意义高

于任何个人的思想体系”［１０］１５２，是最高真理的表

达，它能带给生活新的形式和思想，并培养人更合乎

道德的精神。因而“青年编辑部”抨击那些在其中

看不到努力创作“真正的”“真理的”艺术的作品，认

为连载于《现代人》（１８５１年第１—１０期）的涅克拉
索夫和巴纳耶夫的小说《死亡之湖》以及德鲁日宁、

巴纳耶夫的文学批评的小品文皆属此类。在这里他

们看到了艺术真正的敌人———以“不严肃的”“嘲笑

的”“讽刺的”态度对待那些最严肃、最值得尊敬的

作家作品。巴纳耶夫和德鲁日宁成了“小品体”轻

慢态度对待批评事业的罪魁祸首，许多作家，从涅克

拉索夫到拉·米·佐多夫⑧都是大众低下趣味的姑

息者，而那些令人尊敬的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

或叶·图尔都是俄国文学被破坏了的“风气”———

“自然派”的牺牲品。他们认为“自然派”的整个活

动偏离了真正艺术的原则。他们把陀思妥耶夫斯

基、屠格涅夫等都归于“自然派”的代表（我们前述

的“自然派”内部的分歧在他们这里被忽略），认为

他们所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虚假的艺术概念

的致命影响。对于《莫斯科人》的指责，《现代人》同

样作出回应。除了德鲁日宁建构的“小品文理论”

及其“小品体”创作，巴纳耶夫的小品文系列《“新诗

人”关于俄国杂志的随笔》，以不妥协的强硬立场对

待“青年编辑部”，指他们重复人所共知的真理，按

照过时的标准评判当代文学；德国美学理论现在完

全不适宜了。另外，针对《莫斯科人》指责他们“姑

息低下趣味”，他则创作《露馅包子》并搬上舞台，戏

仿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意外事件》，讽刺他给《莫斯

科人》圈子唱赞歌。这样，“小品体”与“概观体”不

同体裁的使用成为一场美学原则的激烈争论：是要

“严肃”还是要“戏谑”，是要“崇高”还是要“低下”。

三、另一个争论：“主—客观”问题 ：

《现代人》ＶＳ《莫斯科人》

　　主—客观问题，看似一个老掉牙的问题，不值得
再提。但是这一最终指向作者———创作对象———批

评家———普通读者的关系，即便是当代文艺学也绕

不开的问题，同样是区分这一时期不同艺术原则与

倾向的标志性问题。

相对于《现代人》“绝对主观”的小品文批评，对

于《莫斯科人》“青年编辑部”来说，界定“什么是真

正的艺术”的标准就是“客观性”。其内涵是，艺术

家应该有能力表达理想的、任何观察者都理解的形

象，作者个人的东西应该是隐蔽的。这里，艺术的

“客观性”与对“个性”问题的论述联系在一起。埃

德尔松在评述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时写道：

“我们认识了一种相当饱满而简洁的希格雷县的哈

姆雷特这种主人公类型……正是在此，当作者显然

试图努力唤起对主人公的同情时，我们不无沉重和

不快地看到的不只是一个鲜活的人，而是在许多人

身上都可发现的当代缺陷的极端化身。因此我们所

讲的就不只是针对屠格涅夫一人了，更针对‘不再

是彻底的艺术’的那种倾向———集某种发展到极致

的特点于一个形象。”［１１］６５埃德尔松认为，人物这种

畸形发展的个性实际上是一种信号———“文学不再

是彻底的艺术了”，这时作者对待人物的态度不再

是客观的了。

个性问题在“青年编辑部”批评家那里不只是

在作品人物层面来谈的问题，还指向作者。《莫斯

科人》指责以《现代人》为代表的“西方派”个性过于

膨胀，滥用个性，这在自然派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

显。这种滥用导致许多“偶然”事件，也就是缺少

（或不足）所描写事件的根据（我们知道，陀氏那里

有多少偶然性）。格里戈里耶夫写道：“自然派方法

在于描写个别的偶然的现实的细节”，那些病态的

作品“同样缺乏普遍性，更多特殊性和偶然性”，“所

有这些品质都源于主观性的无节制发展。”［１２］３１９－３２０

“青年编辑部”批评家曾将当时的文学倾向分类：一

类是照相式直接反映现实的“自然派”，一类是“虚

伪的有教养派”。格里戈里耶夫称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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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直接反映式“自然派”的鲜明代表，屠格涅夫属于

“虚伪的有教养派”；但无论看起来多么怪异，陀思

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深入底层“小人物”的精神世

界，与屠格涅夫的后浪漫主义小说中表现高层的

“有教养人物”的敏感心理，却具有同类的性质，即

这种完全相反的现象恰恰都是作者对待人物不负责

任的态度的结果，更准确地说，是作者对人物的过分

同情，或绝对的抒情态度，破坏了艺术整体的客观

性，代之以病态的主观的人物。造成这种态度的原

因是作者个性的滥用，是作者的不负责任，以带有偏

见的思想的名义背叛了艺术性。作者正确的态度应

该是与人物保持距离。在“青年编辑部”那里，作者

的个性问题还与创作目的相关，最终与读者个性的

正确发展相关。读者的个性是与批评家的作用联系

在一起的，并且批评家起相当的作用。“他（批评

家）应当真正将读者放到与艺术作品的关系中，告

诉读者自己对它的观点。他要做的事是———排除一

切偶然的、个人的观念，引导他们走向一个他也属于

其中的、作品本身也要求的共同的东西……他有责

任给他们以真正的观点，这个观点使得艺术之为艺

术，使得摆脱一切足以制约读者个性却非作品本身

所需的谎言的东西。”［１３］２２７－２２８

因此，主—客观问题的争论不是思想之争，而是

艺术的最高原则之争。《现代人》坚持艺术及批评

的“个性化”，《莫斯科人》主张排除任何个人的、有

局限的偏好。“青年编辑部”批评家认为艺术“客观

性”的最高形式是莎士比亚，他是具有全人类意义

的作家的典范，他能够代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主

人公说话而具有同等的说服力；俄国客观艺术的代

表是普希金。不过他们也认为，理论上主观艺术家

客观艺术家都具有同等价值，但现在更需要客观艺

术家。《现代人》则不满这一“客观性”原则，不希望

把莎士比亚和普希金作为评判当代作家的标准，试

图选择更有弹性的观点体系看待文学，以便恰当地

评价当代俄国作家的价值，避免在抽象论断艺术的

属性时无休止地打转转。这与《现代人》文学栏目

当时主要支柱是屠格涅夫有关，其《罗亭》（１８５５）之
前的后浪漫主义作品，无论如何不能以“客观性”标

准论断，《现代人》不可能自己打自己的脸。

纵观上述争论，一方主要有德鲁日宁、巴纳耶

夫、涅克拉索夫、安年科夫、鲍特金等，另一方则有格

里戈里耶夫、埃德尔松、阿尔马佐夫、奥斯特洛夫斯

基等，批评力量上基本形成了势均力敌的争论双方。

两者中，前者更有开放性，后者更有原则性。如德鲁

日宁的立场就显得更灵活、更有弹性。他不止一次

赞赏地回应“青年编辑部”的文章，甚至阿尔马佐夫

（以埃拉斯特·布拉贡拉沃夫的笔名）那些讽刺他

本人小品文的文章，他也均宽容对待。他推崇他们

对文学的酷爱和忠诚，但同时认为这些品质可以而

且应当与轻松的举重若轻的戏谑的态度结合来对待

当代作家。他说：“你们尽管去写戏谑诗、讽刺文

吧；想借用哪位大诗人的思想就借用吧；只是要尽可

能地犀利和快乐，而不要介意什么普希金和莱蒙托

夫———因为他们的荣誉是如此牢固，不会因为成千

上万最欢乐最轻松的讽刺文而黯淡。”［１４］２１０－２１１实质

上，这种态度与《莫斯科人》更不相容。《现代人》另

一位游移的批评家是鲍特金。他虽有代表《现代

人》的重要文章，但１８５０年代初期更接近莫斯科圈
子，他的多篇论莎士比亚的立场就与《莫斯科人》接

近。他们这种批评立场的弹性和游移是否有另一种

深意？意味着更多的开放性和可能性？无论怎样，

在我们观察各方争论的同时，同样应注意到内在的

复杂性，它们绝非是可以整齐划一的现象。

除却上述论争外，在《读者文库》内部也曾有

阿·伊·雷若夫⑨与德鲁日宁关于果戈理问题的争

论⑩，在《莫斯科人》与《现代人》之间关于奥斯特洛

夫斯基、皮谢姆斯基等莫斯科圈子作家创作价值的

争论，以及波及甚广的“普希金倾向”与“果戈理倾

向”之争等，尤其是后者，争论时间之长，涉及人之

多，对俄国文学未来走向影响之大，都显示了问题的

复杂性，将另辟文探讨。

四、结语

如果以“德鲁日宁时期”的《现代人》为坐标观

察俄国“黑暗七年”间的文学与批评，发现“后别林

斯基时代”文坛告别了因“狂暴的萨维利昂”而生的

不无激烈的氛围，进入没有“文学领袖”的自然生

态，但也不意味着别林斯基的影响踪迹全无。《莫

斯科人》沿袭的“概观体”，虽然有别于别林斯基，但

也强调文学的“严肃性”与“教育性”。针对当时文

学人在某种程度上被大众口味所胁迫，《莫斯科人》

希望“培养”大众，“塑造”读者，提高读者的审美趣

味，而不是像《现代人》编辑和作者那样在某种程度

上把自己的批评与创作迎合、姑息大众口味。埃德

尔松的重要文章《说几句我们当前美学批评的现状

和意义》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莫斯科人》将自己的

文学批评立场与后期普希金相比拟，标明自己希望

对抗服务大众的杂志瑏瑡。《现代人》则斥责《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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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尊重读者：“读者走在了前面，而你们给他们

重复那些早已令人疲惫的东西，给他们说着孩童的

语言———你们是想让他们严肃地听你们、读你

们！”［１５］这里回响着瓦·迈科夫对别林斯基对待读

者的“专横、独裁、霸道”态度的指责声。这些创作

原则与批评理念之争，似乎依然是当今文学及批评

所面临的问题。

尽管《现代人》的“德鲁日宁时期”处在“黑暗七

年”之中，但总以历史的“黑暗”否定或掩盖其间各

种文学力量内在的张力和活力而称其“无果实”，实

为价值一元论的偏激。以《现代人》与《莫斯科人》

为主，涉及《祖国纪事》《读者文库》，甚至波及一些

文学报纸的文学论争，像３０—４０年代一样，使得诸
如 “民族性”“艺术性”“自然派”“现实主义”“主—

客观性”、对待读者的态度等美学原则和批评理念，

重又成为讨论的对象，最重要的是重新思考别林斯

基将文学分出层阶、遴选“文学领袖”、粗暴对待读

者甚至作者（如果戈理、如陀氏）的“文学霸权”。

《现代人》的“德鲁日宁时期”最重要的贡献，甚至不

是什么“纯文学”或“唯美主义”（且对其思想与批评

的“唯美”论定亦可商榷），而是以“小品体”的戏谑，

抵抗一种话语霸权（亦或与巴赫金的“狂欢体”有异

曲同工），以没有原则的原则瑏瑢对抗单一的原则。虽

然当时并没有形成“话语权力”之类的理论阐述，但

直接使用“霸权”来指责别林斯基或指向这种企图

则是另一派力量清醒的意识（亦或福柯之论可与之

呼应）。同样，《莫斯科人》“青年一代”批评家的出

现，其真正意义在于与《现代人》形成对话（其具体

的文学批评论述也应当给予充分重视）。可以肯定

地说，正是《莫斯科人》与《现代人》之间的争论构成

了１８５０年代上半期俄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它引
发的各种严肃论争所形成的力量的辐射，也许终会

穿透“黑暗七年”这一历史的“黑洞”，以自己的姿态

弥补这一历史研究的缝隙。

注释：

①１８４０年代陀氏的全部作品１２部，除了《九封信的故事》发

表在《现代人》１８４７年第１期上；《穷人》（１８４６）和《波尔

宗科夫》（１８４８）分别发表在巴纳耶夫和涅克拉索夫出版

的《彼得堡文集》和《配图文集》中，其他全部发表在《祖国

纪事》上，也就是恰好是别林斯基离开《祖国纪事》接任

《现代人》，迈科夫接任《祖国纪事》时段。陀氏的这种选

择也不是偶然的。陀氏１８４６—１８４８年在《祖国纪事》上的

作品有：１８４６年《同貌人》（２期），《普罗哈尔钦先生》（１０

期）；１８４７年《女房东》（１０期、１２期）；１８４８年《别人的妻
子和床下的丈夫》（１期和 １２期），《脆弱的心》（２期），
《诚实的小偷》（４期），《枞树晚会和婚礼》（９期），《白夜》
（１２期）。

②АлексейВасильевичКольцов（１８０９—１８４２），俄国诗人。
亦译：柯里佐夫，柯尔卓夫。

③АлександрУстиновичПорецкий（１８１９—１８７９），作家，
《祖国纪事》的法语翻译家，《星期日闲暇》杂志创办人和

主编。在《时代》（Время）和《时报》（Эпоха）上曾发表文
章，捍卫托尔斯泰的民众教育。一度是陀氏《时报》的编

辑和《公民》（Гражданин）的合作人，与陀氏两兄弟、斯特
拉霍夫，阿·迈科夫关系友好。

④ 首次发表在《现代人》１８４７年第６卷第１１期，第３部分。
第２９－７５页。没有署名。

⑤ 《“外省订户”关于俄国刊物的来信》共有３７封，发表时
间为１８４８．１２—１８５４．３。前２５封发表在《现代人》上，其
中第１６－１９封由维·巴·加耶夫斯基替代德鲁日宁写。
２６－３３封发表在《祖国纪事》上（即１８５２年他短暂与之合
作时），３４－３７封又发在《现代人》上。

⑥ 巴纳耶夫的《“新诗人”关于俄国刊物随笔》共４１篇，发
于１８５１—１８６５年间的《现代人》上。

⑦ 《１８４９年俄国文学观察》共两篇（１８５０年第１、２期），第一
篇署名亚·尼·阿法纳西耶夫，第二篇署名不详。《１８５０
年俄国文学观察》共３篇（１８５１年第１、２、３期），第一篇署
名亚·尼·阿法纳西耶夫，第二篇署名维·巴·加耶夫斯

基，第三篇署名不详。

⑧ РафаилМихайловичЗотов（１７９５—１８７１），俄国浪漫主义
者，剧评家，作家，翻译家，回忆录作者。《现代人》仅在

１８５２年第３期《图书》栏目推介过他的作品《两兄弟。或
１８１２年的莫斯科》（１８５１）。

⑨АлексейИвановичРыжов（１８２６—１８７２），俄国文学家，莫
大法律系毕业，被认为是米留金的得力助手。曾受格拉诺

夫斯基的影响。为《祖国纪事》和《读者文库》写有系列评

论文章。

⑩见：ЕгоровБ．Ф．КритическаядеятельностьА．И．

Рыжова［Ｍ］／／Труды по русской и славянской
филологии．Тарту，１９５８．Вып．Ｉ．С．８０．

瑏瑡这一点与笔者对普希金创办《现代人》的初衷的判断一
致：在此前研究普希金的《现代人》立场和原则时笔者强

调，普希金欲以《现代人》的严肃立场和对重大问题的关

注对抗当时刊物的大众化和商业化倾向。

瑏瑢正因此论定它没有鲜明的文学美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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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ПанаевИ．И．ЗаметкиНовогоПоэтаорусск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е．Июль１８５１［Ｊ］．Современник，１８５１（８）．

（责任编辑　刘海燕）

Ｓｅｖｅｒ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ｏｎＲｕｓｓｉ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ｕｚｈｉｎｉｎ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ＧＥＮＧＨａｉｙ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ＬｉｂｅｒａｌＡｒｔ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４４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ＳｅｖｅｎＹｅａｒｓｏｆＤａｒｋｎｅｓｓ”，Ｒｕｓｓｉ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ｔｉｌｌ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ｉｔｓｄｕｅ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ｄｅｂａｔｅｓｈａｄｂｅｅｎ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ａｒｏｕｎｄｓｅｖｅｒａｌ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Ｍｕｓｃｏｖｉｔ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ｄｅｂ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ｄｉｓ
ｐｕ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ｅｕｉｌｌｅｔｏｎ”ａｎｄ“ｏｕｔｌｉｎｅ”，ｔｈｅｄｅｂａ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ｕｓｈｋｉｎ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Ｇｏｇｏｌ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ｅｔｃ．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Ｒｕｓｓｉ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ｔｈａｔｔｉｍｅａｎｄｄｅｃｉｄｅ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Ｒｕｓｓｉ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ｖｅｎＹｅａｒｓｏｆＤａｒｋｎｅｓｓ”；Ｒｕｓｓｉ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ｏｖｅｒ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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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宋朝故事》是小说家张晓林计划写作的１０卷本系列笔记体小说的总称，现已出版两部：《宋朝
故事·宋真宗的朝野》和《宋朝故事·书法菩提》；《书法菩提》系列已出版两部：《书法菩提·金明池洗砚》

和《书法菩提·民国河南书法人物志》，第三部《书法菩提·蔡襄帝京翰墨逸事》已在“中国书法第一报”之

称的《书法报》连载结束，即将出版。其中多篇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曾获河南省“第二届杜

甫文学奖”“全国第八届书学论文奖”等。基于张晓林在文学创作和书法艺术方面呈现出的特色、潜力及影

响力，我刊特推出专辑，选发一组国内实力派作家、评论家对他的推介和评论。

宋朝书家那些有意思的事儿
———序《书法菩提·金明池洗砚》

何　弘
（河南省文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５－１０
作者简介：何弘（１９６７—），男，河南新野人，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文学院院长，现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长

期从事文艺评论及跨文体写作。

摘　要：张晓林用笔记体小说的方式来写《宋朝故事》，上至帝王将相、中到名人雅士、下及五行
八作小人物的大事小情、趣闻逸事、掌故传说、民风民俗等，其叙事潇洒捭阖、张驰有致、妙不可言。

但他的《宋朝故事》和六朝志怪、《聊斋志异》之类的笔记体小说不同，其事都有籍可考，绝不虚构戏

说。《宋朝故事》带着深层历史乡愁，同时又具有现代生动气息，是盎然纸上的历史文化小说。《书

法菩提》亦是用此笔法。

关键词：张晓林；《宋朝故事》《书法菩提》；笔记体小说；文人精神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２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１０－１１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河南省文学院迁到现址办公，为
期一年的首届高研班同时开班。当前河南活跃的中

青年作家，出身该班者众。其中不光文章写得好，还

能写得一笔好字、深得中国传统文人情趣者，非冯杰

和张晓林二位莫属了。

尽管如此，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与晓林的

交往并不多，他在我脑子里最早留下的是小说家的

形象。大约２０１１年前后，晓林和孔羽、孙玉亮三个
开封籍的小说家准备联手举办名为“夷门三友”的

研讨会，找我协商相关事宜。为此，我系统阅读了他

们的相关作品，由此对晓林和他的小说创作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不过，后来会议因故未能开成，但由此

开始，我与晓林的来往也多了起来。后来，晓林接手

了《东京文学》杂志，一门心思想把杂志的品位搞上

去，把开封文学搞上去，希望我能帮助做些工作。从

此，由参与杂志社主办的“蔡文姬文学奖”“东京文

学奖”开始，我和晓林有了较多的合作，对他的为人

做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去年，杂志社正式更名为

“大观杂志社”，向文学、书法、收藏等多个领域拓

展，并期望能够和文学院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基于

对晓林的信任，河南省文学院决定与大观杂志社联

办《大观》杂志的上旬刊《大观·东京文学》，由我担

任编委会主任。于是，和晓林成了经常见面的密切

合作者。大观杂志社能和河南省文学院合作，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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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和晓林能够合作，首先缘于把河南文学事业搞

好这一共同的使命感，同时也缘于共同的文人情怀。

晓林是杞县圉镇人。杞县是开封下面的一个

县，“杞人忧天”说的就是这里的事。圉镇是晓林的

老家，也是蔡邕、蔡文姬父女的老家。晓林是很以他

的这两位老乡为骄傲的，特意把他张罗的文学奖命

名为“蔡文姬文学奖”，一为表达敬意，二为激励来

者。蔡邕、蔡文姬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书法

家。传说“飞白书”就是蔡邕的发明，唐代张怀馞就

非常赞赏“飞白书”，其《书断》称“飞白妙有绝伦，动

合神功”。晓林志于文学，又潜心书法，成为中国作

协、中国书协的双料会员，大约是从两位古代乡贤那

里得到了启示，甚或晓林文学、书法双双精进是蔡氏

父女暗中护佑加持之故，也未可知。

晓林的文学创作是从小小说开始的，大约缘于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熟悉，他选择笔记体小说

为主要创作形式，多年来在全国各专业文学期刊发

表笔记体小说 ４００余篇，１００余篇先后被《小说选
刊》《小说月报》《小小说选刊》等转载。晓林的写作

虽然中短篇兼及，总体还是以小小说为主，但写小小

说不意味着不能干“大事”。几年前，晓林决定在创

作方面干点“大事”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宋朝故

事”。这也难怪，虽然过去了近千年，开封人心中始

终褪不去的就是大宋情结。

《宋朝故事》是晓林计划写作的１０卷本系列笔
记体小说的总称，他立志要把它写成一部有文化、有

内涵、有故事、有趣味的好书。不过，如果想看正统

的军国大事，应该读《宋史》；想看包公断案、杨家将

之类的故事，应该去看戏看电视剧；如果想看上至帝

王将相、中到名人雅士、下及五行八作小人物的大事

小情、趣闻逸事、掌故传说、民风民俗等，看晓林的

《宋朝故事》就是最好的选择。晓林用笔记体小说

的方式来写宋朝故事，说是故事，其实这些人物、事

件在历史典籍里都有确切记载，和六朝志怪、《聊斋

志异》之类的笔记小说大大不同，其事都有籍可考，

绝不虚构戏说；因为是故事，自然还要生动有趣。我

以为，这部书写成之后，我们就又有一部宋代百科全

书式的作品可读了，读来会让人受益而且还好玩有

趣。

《书法菩提》是《宋朝故事》中晓林最先完成的

一卷。之所以先从书法家入手，当然和晓林本身也

是书家有关。晓林号称自己的书法是师法“二王”

的。其实，书法家公开场合都这么讲，但私下他们都

认为“学王者死”，所以都拿学“二王”骗别人，而自

己则否。我觉得晓林说自己学“二王”也是这个道

理，他学的其实是米芾。米芾是一个很有个性、很有

故事的人，他周围的那帮书法家朋友或对手，也都各

有性情、各有故事，晓林对此当然再熟悉不过，他写

宋朝故事从这里入手，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晓林尽管写了多年的小说，作品被转载过、选载

过，也得过奖，但在好手如林的河南小说界，还算不

上出类拔萃的一线高手。但是，有了《书法菩提》情

况就大不一样了，晓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

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符号，他由此就在芸芸众

人中立了起来，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对于一

个作家来说，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不容

易的。

《书法菩提》这部书，好就好在打破了文体的藩

篱，为作者的尽情表达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有“中

国书法第一报”之称的《书法报》特辟专版连载，并

结集出版。

《书法菩提》可以作为小小说来读，每个人物的

每则故事都独立成章，别有意趣；这些故事连在一

起，相对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或数个人物，自然成为很

好的中短篇小说；整部书则是对宋代书法家群体的

全面描写，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来读也未尝不可。之

所以称之为小说，当然是因为这部作品具备了小说

的各种元素，最重要的是它有故事，而且讲述得非常

生动；其次它有人物，像米芾、黄庭坚、苏轼、蔡襄等

人物都写得非常鲜活，而且人物的性格不是扁平的，

而是立体的，成长的；再次就是它在还原宋代历史场

景的同时，揭示了至今不变而又复杂微妙的人性。

因此，从小说的意义上来讲，《书法菩提》尽管借鉴

了中国传统笔记小说的表现形式，而现代小说的特

征和属性其实也完全蕴含在其中。

《书法菩提》也可以作为散文或随笔来读。这

些年，文化大散文盛极一时，但多数文章无非是用小

说化的叙事手段讲一些历史典故和常识，有深度、有

个人见解者少。《书法菩提》写的是宋代的书法家，

晓林因本身就是书法家，也是书法理论家，曾获全国

第八届书学讨论会论文二等奖等奖项，因而对宋代

的这些书法大家不仅有理论上的认识和概括，同时

有切身的体验和感悟。如此一来，他的文章自然就

有了文化的厚度和韵味。散文化的书写使其多了些

表达的自由和畅快，作品因而具有了历史文化散文

的优秀品质。

《书法菩提》继承了中国笔记小说的精神气质，

让笔记小说在现代背景下重新表现出巨大的活力。

《世说新语》以来，中国代代都有优秀的笔记流传下

来，其中很多都具有叙事性或散文性特征，而可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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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小说来读的，志异志怪的多，典型的就是《聊斋志

异》。中国新小说发端以来，在汪曾祺等人的推动

下，笔记体小说一度相当受关注。比较而言，《书法

菩提》的最大特点在于，既吸收了现代小说的表现

特征，同时又接续了古典笔记的文人精神、文人情

怀。某种意义上讲，《书法菩提》是对《世说新语》精

神直接的最好的继承。笔记体从诞生之日起，就是

一种非常文人化的文学样式，寓文化性于趣味性之

中，是《世说新语》开创的一个优秀传统，这些在《书

法菩提》中都有很好的体现。片段化是笔记体的一

个典型特征，《书法菩提》保留了这一传统。而碎片

化阅读在移动终端普及的今天，已成为阅读的普遍

形态。笔记体作品的片段化特征与读屏时代的阅读

特点正相吻合。

《书法菩提》的这些特点，使它在当下品种繁

杂、数量众多的文字中跳脱出来，有了不一样的风貌

和品格，不一样的精神和气质。它的表现特征，它的

内在意蕴，决定它有理由受到读者的喜爱———首先，

我这个读者是喜爱的，我也因此对晓林的整部《宋

朝故事》充满期待。

论《书法菩提·金明池洗砚》的叙事艺术

墨　白
（河南省文学院，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５－１０
作者简介：墨白（１９５６—），男，河南淮阳人，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长期从事小说及影视文学创作。

　　《书法菩提》里的大多篇章，最初发表在《莽原》
《作品》《西部》《小说林》等各种文学期刊上，又被

《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刊选载或收入

不同的选本，有的篇章同时被《散文选刊》选载或收

入散文年选，接着，《书法菩提·金明池洗砚》又陆

续在《书法报》上连载。一个文本，能给读者带来不

同的阅读感受，或小说、或散文、或有关书法的话题，

这是一个有趣且有意味的事件。现在，当晓林君把

这些单独的篇章放在一起组成《书法菩提》（北宋

卷）出版时，我们会突然发现，《书法菩提·金明池

洗砚》又是一部以新笔记叙事形式———由骨骼、血

肉、经络、精气构造的浑然天成如人体一样结构精美

的长篇小说。

我们首先看这部小说的骨骼框架。《书法菩

提·金明池洗砚》总共八章５１篇，第一章和第八章
分别是《北宋宣纸上的墨痕》的上篇和下篇。上篇

《灯影下的篆书》写的是南唐后主李煜和他的旧臣

徐铉在开宝八年（９７５年）宋军攻破金陵后被俘至汴
京后的凄凉，在后面的几篇里分别写到了林逋、王

著、石延年、范仲淹、富弼、尹洙、石苍舒、文彦博、狄

青、宋太宗等等这些生活在北宋初年的著名人物；第

八章的几篇里写到的王安石、司马光、沈括、章、秦

观，则都生活在北宋末年。而中间六章分别以蔡襄、

苏轼、黄庭坚、米芾、宋徽宗和蔡京为主体，同时涉及

的韩琦、欧阳修、梅圣愈、钱穆父、范纯仁、吕夷简、苏

辙、陈师道、陈襄、文同、张方平、范镇、李公麟、韩忠

彦等等这些人物，大都生活在北宋王朝的中后期。

在物理时间上，小说自然地跨越了从北宋初年到北

宋末年的近１６７年或者更为长远的历史，并通过这
些几乎是决定了他们所处那个时代的政治、军事、经

济、文学艺术走向与人类命运的著名人物所造就的

整个北宋王朝的历史，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整体

骨架。

单独成章，或放在一起又构成长篇的艺术手法

在小说叙事学上并不鲜见，像维·阿斯塔菲耶夫的

《鱼王》、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镇畸人》、奈保尔的

《米格尔街》等等。但是《书法菩提》的意义在于散

落在各个章节里的人物生活的片段，比如苏轼，在第

一章里写他和石延年的关系，第二章里写他和钱穆

父、黄庭坚、米芾的交往，到了最后一章里写他和章

莫名的恩怨，他的身影几乎遍布了整部小说；还有

米芾、黄庭坚、蔡襄、王安石、欧阳修、蔡京、宋徽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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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如果没有全面的阅读，那么你看到的这个人物可

能就不是完整的，也很难真正领会到作者的用意。

出现在小说里的这些对北宋王朝的兴衰大都起着关

键作用的人物，均都来自史书典籍，或者人文笔记，

这就给这部小说的叙事构成了难度。而晓林君的高

明之处是把这些大多已有定论的在庙堂中个个正襟

危坐的人物既归还于人间烟火，又把从史书中得来

的琐闻杂录、传说轶事转换成粘满油盐酱醋气息的

生活素材置放在他们大起大落的人生命运转折的关

键事件上，并以人性的目光由生动的细节来呈现人

物性格的多面性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比如苏轼这

个人物，既写他的天性、洒脱与豪迈的一面，也写他

在逆境中精神所受到的煎熬与悲观；比如徐铉，既写

他的铮铮傲骨与气节，也写因他的耿直给人带来的

灾难；比如欧阳修，既写他的文学胸怀又写他在生活

细节上的偏执；比如米芾，既写他生活中的洁癖，也

写他因艺术而生的人性弱点；比如蔡京，既写他做人

的阴冷险恶的一面，也写他内心觉醒善良的一面。

小说使这些历史人物复活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使

用鲜活的生活细节：比如写徐铉的气节，用的是他那

身即便是到了寒冷的北方也不肯脱下的来自江南故

国的服饰；写蔡京生活的奢靡，只用包厨里一个专门

用来切葱的厨娘；写章晚年被贬谪到偏远的雷州

仍然无法释解对苏轼才华的敌意，随手扔掉苏轼特

意为他开的药方，等等。这些使人物血肉丰满的细

节就像毛细血管一样自然地遍布在文字里，和鲜活

的人物一起生长在历史的骨骼上，构成这部小说的

血肉。

其次，我把这部小说的叙事手法与语言风格看

作是遍布文体的经络。《书法菩提》在继承传统笔

记小说的叙事手法的同时，又被作者的现代叙事理

念所浸染。《书法菩提》讲述的是距今九百年前的

北宋王朝的历史，而整个故事却是由当下的叙事视

角来统领：“先前，我很少涉及篆书……”“……以致

研究北宋书法的理论家们……”“他（蔡襄）著有《茶

录》一文，有兴趣的读者可去网上搜索下载……”

“改天专门做篇文章，来详细叙述这些饮法……”

由于这些融合了传统说唱艺术的现代叙事句式

的出现，作者时常把读者从历史的故事里拉回当下，

并对现实社会构成隐喻关系。比如，写宋真宗到泰

山封禅，当朝的那帮高官文人纷纷吟诗献谀；比如沈

括这个人物，作为北宋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梦

溪笔谈》的作者，却是以苏轼为首的著名的文字狱

“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无论是苏轼、黄庭坚、章

、蔡京等等这些人物的命运和他们所经历的变幻

莫测的政治风云，还是李煜、宋徽宗这两个精书画、

通音律具有艺术天赋的天子和他们所代表的南唐与

北宋两个王朝所有的惊人相似的终结过程，对于我

们来说，都具有警世的意义。而这些，都应归功于作

者开放的叙事理念，比如第七章《西风凋碧树》中的

第六节，以蔡京的口气写就的蔡京在弥留之际充满

忏悔意识的人生幻想，完全是现代文学中意识流的

叙事手法。

《书法菩提》叙事语言的诙谐与幽默所蕴含的

趣味性、从容与自然的语调里所呈现的对世事的淡

定与宽恕，在像经络一样四通八达布满整个小说文

体的同时，也形成了这部小说的叙事风格。而小说

叙事风格的形成，正是一个优秀小说家最重要的标

志。

在《书法菩提》里，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作为贯

通小说的精气，传达出了北宋书法的人文精神之所

在。北宋初期的重神论和反“法”思潮，正是北宋书

法重视个人主观性情特征的体现，这和《书法菩提》

里所表达的人文精神十分吻合。就“苏黄米蔡”四

大家来说，无论是苏东坡的禅风，还是黄山谷的无法

之法、米芾批判的彻底性，都是个人的主观性情在他

们的书法或者理论里得到了具体表现的见证。就蔡

襄来说，他所主张的“神”可贵、但“法”也不轻易否

定的艺术观点看似有些保守，而正是这种选择的过

程里多维的思想方式，才体现了中国人处理事务的

基本原则。

隋唐五代的尚法是求“工”，而到了北宋，无论

是蔡襄充满温雅的对“晋唐法度”的恪守、苏东坡因

“我书造意本无法”而得到的丰腴跌宕、黄庭坚在对

传统继承上的“纵横拗崛”，还是米芾将一切价值归

于“本心”的意志，其实都是一种张扬个体的姿态，

是重风格、重意境的表现，北宋书法在具备了“工

夫”与“天然”的两个层次之后，更强调“书卷气”。

正是这种“书卷气”，才使那个时代的书法家在摆脱

别人之后又逐渐呈现出各自的艺术风格。所有这

些，都是符合艺术规律的，无论哪门艺术，其目的都

是在标新立异的同时，给人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方

法，并通过这个方法，把人带入一种新的审美意境；

而通往这种境界的路途，又和对人生的感悟有着直

接的关联：苏轼因屡经坎坷，他的书法风格才显现出

跌宕；黄庭坚以禅悟书，才有草书上的新境界；米芾

早年行为疯癫，到了晚年书法才给人以“有冰寒于

水之奇”；还有蔡襄书法的“有风云变幻之势”，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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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因丰富的人生经验并通过艺术形式表达出了深刻

的人生哲理。这恰恰是《书法菩提》的叙事观念。

在《书法菩提》里，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与我们这

个民族的命运变得息息相通，并被作者赋予丰满的

人文精神通篇灌注在小说的叙事语言里，使这部小

说充满了鲜活的生命气息。

我们之所以从西医解剖学的方法来分析《书法

菩提》，是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到这部小说崭新的叙

事结构：在北宋历史的构筑下，人物的血肉，叙事语

言所呈现的经络，与书法艺术构成的精气，在《书法

菩提》里得以理想的体现。其实，《书法菩提》（北宋

卷）是晓林君对自己文学王国构造的一部分，整个

《书法菩提》将有接下来的“先秦卷”“南宋卷”“明

清卷”和“民国卷”构成。从２００２我认识晓林君以
来，就知道他在为创作《书法菩提》做着扎实的案头

工作。十多年过去，在人生经历了艰难的历练之后，

我们终于看到了晓林君这部大气的《书法菩提》。

因为这部《书法菩提》，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整部书

稿完成之后，将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论及新笔记小

说时一部无法避开的杰作。

论《书法菩提·金明池洗砚》的境界
———以小说《莲荷图》为例

刘　恪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５－１０
作者简介：刘恪（１９５３—），男，湖南岳阳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一级作家，评论家，多年来从事小说、散文和文艺评论创

作。

　　我以《书法菩提》系列小说中的《莲荷图》为例，
对张晓林的写作做一个基本分析。我觉得这样能把

对他的判断落到实处。

《莲荷图》这篇有比较典型的意义。先说这一

篇的结构，我称它为锁链式的循环结构，是以情节方

式构成的。这么一个篇幅很短的小说，它有四次伏

笔，一是开头的黄庭坚“偿债而来”；二是智珠禅师

捡起一片瓦砾，拂去灰尘，装进口袋；三是遇见秦观

的儿子；四是向禅师求画。有了这四次伏笔，在情节

上来讲形成了一个回环的逻辑锁链。四个伏笔就会

有四次照应，这些照应有时会写得很隐晦。这样不

停地伏笔不停地照应，形成一个锁链式的循环结构，

这是这篇《莲荷图》的结构关系。

为什么我看到了这篇作品有兴奋点呢？因为他

是从文化、宗教、哲学的境界来营造这篇小说的。以

前我读过他的另一篇小说《木钗》，那是一篇很好的

小说，写的是一个生命的故事，用生命把一个钟给补

起来了，表述了一种生命意识。而《莲荷图》这篇小

说，选择的是一个宗教题材，因此，我们从宗教说起

是很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如果他只是简单写一个宗

教故事的话，就没有意思了。他是从宗教里面突出

来写哲学的。我们知道西方哲学有一个很大特点：

哲学是从宗教中来的。哲学从宗教中来，宗教比哲

学要早。这也是为何在中国特别到理学以后、民国

以后，如果说懂哲学的人不懂宗教，大家肯定会对他

嗤之以鼻。哲学有一个特点就是悟，它要从宗教中

悟出某种东西。只悟到哲学仅仅是一种理念还不

够，还要悟到一种境界。所以中国的禅宗和西方哲

学特别不一样，既有宗教的东西，又有哲学的东西。

我们如果写一个长的小说，有宗教和哲学的东西在

里面，拿到西方肯定是第一的，因为西方没有这个东

西。我评判一个东西，经常从内到外把它全面进行

比较。说好，就一定要找到一个在同类作品里别人

所没有的东西。

张晓林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宗教故事，在这个

主题上，开篇就提出了文化与佛教，又是一个文化的

故事。到了小说的中间，又从佛的缘分转移到人的

情分、人的情缘上来了。这个情感写的是男人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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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而不是女人的情感，这就是很好的意味了。再往

下，他把题蜻蜓点水地点了一下，你根本不知道他的

目的所在，他接下来开始写那个佛塔，看似闲笔，其

实佛塔在这篇小说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在晓林的小

说内部，常常有一种悠闲荡漾的东西，往往不直奔所

写的最终目的，这就往高处写了。我在外面跟你玩

玩，玩几个结构之后最后还到这儿来，我用的评价词

就是“浮空闭影”。这样舒缓的闲笔把语境营造足

了，笔锋才开始往深处去。小说的境界和人生的境

界有时候是非常一致的。

老禅师和黄庭坚两个人就像我们平时喝酒说家

常话一样，老禅师就对黄庭坚说：“我把浮屠都造起

来了，这是一个很难的事，下面有个很小的事要你来

摆平。”老禅师嘴里的这个很小的事就是写一篇塔

的赋文。其实，为承天寺七级浮屠作赋文是一件很

难的事，不然，不会专等黄庭坚来做了。这样一来黄

庭坚就被将了一军，整篇小说在这种复合照应的循

环锁链中间不停地荡来荡去，这么荡了几个回合以

后，小说于是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写悟，再发展到建

筑，是一个文化象征符号，再下面是一篇赋文，就是

文化产品中间的眼睛，最后上升到精神。这个精神

从哪来呢？下面就来了。有一个花钱买官的人陈

举，他希望黄庭坚给他写一笔字，在赋文中留下名

字，不仅可以附庸风雅一下，还可以传诸后世，这是

历代官僚的心态。而黄庭坚就故意给陈举悬了一

空，跌了一下，好像是忘记了，没有把他写进赋文。

这下把陈举给得罪了，结下了梁子。当官的你不给

他面子，他就把你记恨在心里了，瞅机会往死里整

你。这就从写文事，再到宗教来写佛缘，写文化，写

人情，到后来写到政客，这就不一般了。就是这么简

单的一笔，把文化、宗教、哲学等抽开一笔提高到写

政客。过去政客的心态，和现在政客的心态是一样

的，千古不变。下面就写了这个政客是怎样报复黄

庭坚的，黄庭坚以后人生中的一切坎坷，大都因这个

政客而起，文人情怀让黄庭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里就凸显了作者的新历史主义的态度。什么

叫“新历史主义”？就是我写的是历史故事，但我在

隐喻当今世事中的某种东西。以当时的细节来展示

今天的人情方式，这就有新历史主义的意味在里面。

他在后面又补出一个细节，就是秦观的儿子护送秦

观灵柩回乡。这个细节是一个完全可以删掉的细

节，但是他就补在这儿。这样又有另外的好处。黄

庭坚给了秦观儿子二十两纹银，来表现黄庭坚这个

人在政治和平民、文人和政客之间的一种隐晦的态

度。细想一下，在这里他是突出黄庭坚，如果没有这

个事例的话，后面《莲荷图》的丰富性就不够了，有

了这个事例，他后面的故事就有意思了。文章的最

高峰是在黄庭坚要禅师的一幅画的时候，禅师画了

一幅画，画完这幅画以后，这个禅师就死了。这在手

法上叫“斗转”。西方也好，中国也好，几千年到今

天，唯一一个在文学理论中间没变化的就是情节理

论中的斗转。美国小说、欧洲小说、我们中国的《三

言》《二拍》等，都特别强调斗转。这个斗转理论是

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斗转有几种方式：反转，跳跃

式，等等。

《莲荷图》采取的是跳跃式斗转，而且一跳就跳

到你想都想不到的地方，然而又是符合情理的。而

这里一直跳跃一直斗转，从佛事跳跃到文化，从个体

的还愿跳到生命的偿还，由给一个宗教的浮塔写一

篇文章，还一个文债，到用生命还一个精神之债，从

而上升到一种人生哲学和生命哲学的高度。小说在

这个地方，第四次照应了以上的伏笔，揭示了老禅师

以个人生命的结束为代价完成了一幅《莲荷图》，这

个短篇小说的内部关节就比较完善了。这个《莲荷

图》与荷花已经没有关系了，画的是那个老禅师，画

的是黄庭坚的品格，画的是佛、文、人之缘，从一个普

通的宗教故事和文化故事上升到一个人生哲学的故

事。这个《莲荷图》，你之前不会想到它有这么复杂

的内涵在里面。它是通过几次折转以后产生出来

的，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莲荷图》是一个生命之图、

佛教之图、文化之图、哲学之图。其实这里面还有很

多可谈的，比如山和高洁，生命之沉浮，及禅师的生

命境界，这个文本里面还有很多可以阐释的东西。

在小小说里面，它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我们的

阐释也到了一个高度。我们还可以进取一下，把它

本质的东西和更高的东西说一下。第一点就是这个

小小说中还有个弱项。因为他写的是文化意识，文

化意识如果完全作为一个符号来讲，我们在写文化

意识的时候应该站在另一个角度。我们要抓住每一

篇小说表现力最根本的地方，或者说它更应该着重

的地方。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谈到，这个世

界上有几个民族和国家的建国基准和人的精神基

准，是不一样的。比如不带偏见地说，日本人是以法

为他的建国基准和精神基准构成的；中亚是以人力

和宗教为基准的，用别的方式轻易是不能撼动它的；

中国的建国基准和历史发展是以民俗为基准发展起

来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我们写文化小说，

要写出民俗的心理实质和状态，要写以民俗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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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文化方式。晓林的小小说我看了很多篇，写

了官场、文化轶事和风俗，但是他的民俗中间的细节

构成还少一点。

还有一点，我觉得晓林小小说中表现的就是詹

姆逊所说的“政治无意识”，散文也好，诗歌也好，小

说也好，无一例外地都突出一种强大的“政治无意

识”的态度。“政治无意识”是好的，用詹姆逊的原

话说就是“文学是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这里

就有两个细小的点，我觉得他把文学的“政治无意

识”写得稍微明了一点。比如说，他说禅师佛法高

深，当他做好准备画那幅画的时候，他说他喜欢画

莲，画莲的时候画出莲花的魂，高洁而脱俗，夏天能

闻到幽香。我认为，这段只要三五个字就可以了，通

过这么一大段话其实就把莲花的精神和要投注的那

种“政治无意识”所表达的人格说得太明显了，只要

是有读小说习惯的、搞评论的读到这儿一下就明白

了。最后还有一个，小说里写到“这幅《莲荷图》才

展开到一半，他的泪水已经双眼模糊”，其实这一段

完全可以用另外的话来说。不要把你的底牌给明确

地亮出来，而应该产生别的余味，这样是不是就能更

好一些。

还有一个短篇我提一下，不做过多分析了，就是

《江南落雪无》，是讲王安石和司马光他们两个在政

治上对立，在文学上交流，在学术上沟通。这个东西

看起来好看，也很好懂。但是它的主旨，它的深度我

觉得要找起来可能比较麻烦。我举一个例子给这篇

作品提供一个参照，美国有个诗人叫华莱士·史蒂

文斯，他写了一首全世界有名的诗叫《坛子轶事》，

他就写山顶上一个坛子，中国很多诗人在讲的时候

都讲不清楚这个坛子是个什么玩意儿。我举这个例

子的意思是什么呢？这篇小说骨子里最核心的东西

是讲学术可以超越一切，这是一个新的说法。

参考文献：

［１］张晓林．书法菩提·金明池洗砚［Ｍ］．武汉：长江出版
社，２０１５．

［２］张晓林．宋朝故事·宋真宗的朝野［Ｍ］．北京：现代出版
社，２０１６．

［３］张晓林．书法菩提·民国河南书法人物志［Ｍ］．武汉：长
江出版社，２０１７．

《宋真宗的朝野》序言

艾　云
（广东省作协，广东广州 ５１０６３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５－１０
作者简介：艾云（１９５７—），女，河南开封人，广东省作协一级作家，从事散文、文学评论及思想类随笔的创作。

　　我的乡谊张晓林志向高远，赳赳雄心，他立志为
汴梁古城开封钩沉出历史歌哭传唱的神韵。《宋真

宗的朝野》一书，是他关于“宋朝故事”十卷本中的

其中一本。

２０１６年１月的广州，遭遇到罕见的寒潮，温度
竟然下降到零度。１月２４日上午白云山和市内的
一些地方竟然飘起了雪花。虽然这雪花薄薄一层细

霰如絮，却让在自己的地盘几乎未见过下雪的广州

人惊讶不止，惊喜不止。他们争相拍摄，传发照片，

处在少见的亢奋之中。

我跺着双脚在依旧寒冷的屋子里看张晓林的这

部书，一入情境就放不下，完全被书中的人物与故事

吸引住。张晓林的笔下，真宗时期朝野上下，各色人

等无不鲜活跃动，性格灿然，栩栩如生。他深谙中国

传统笔记小说之精髓，一篇文章往往两三千字，不

长，却写得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叙事结构张驰有致，

布局完整有条不紊。他将风物人情、历史沿革、潇洒

捭阖一路写来，妙不可言，妙趣生辉。唯有文化知识

渊博，对中国历史研读颇深，同时又老道传神的写作

者，才能写出如此带着深层历史乡愁，同时又具有现

代生动气息、盎然纸上的文化历史小说。

每次回到我的家乡开封，我都会在这座城市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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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我不是偏爱，但是我必须得说，这座城市与中国

其他的城市都全然不同，它就像是一个梦境，一个由

穿越时空的幻觉和真切构筑的美轮美奂的实景构成

的一个梦。比起北京、西安以及洛阳等古城，开封它

显得更为旖旎婉丽，在某种慵懒而惬意的淡然中，透

出天然的、无以言说的风流自在。那是汴河沿畔的

垂柳兀自袅袅婷婷，那是相国寺的千手千眼佛的安

详静谧，那是潘杨二湖的涟漪微波荡漾，那又是舟桥

明月的清晖疏朗。我漫步在古城的大街小巷，时而

清晰时而朦胧地感受到这里的民俗风情与千年之前

的北宋遗韵有着剪不断的传承。这座城市的人们侠

气洒脱，豪爽不羁；同时又有着丰富敏感地对艺术诸

多事宜熟谙而又把玩着的独特生态与心态。

因此我读张晓林的这部书稿，没有任何时空的

障碍，就好像自然而然地回到北宋年间的开封。书

中主要写宋真宗时期的事情，无论庙堂之高还是江

湖之远，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引车贩卒，他都写得形象

生动，人物言谈举止仿佛可以触摸，呼吸吐纳如在目

前。宋真宗这个皇帝很有意思，他是宋太祖宋太宗

之后的第三个皇帝，他本人虽然没有前两个开辟江

山者的强梁霸气；却也勤于政事，治国有方。他在朝

二十五年，北宋经济日益发展繁荣，少于战事，民众

安居乐业，传诸后世的有《文武七条》的廉政理念和

规则，史称“咸平之治”。

我明白张晓林之所以选择真宗朝野来写，并且

写得笔致摇曳，时而诙谐时而沉重，正是因为这一时

期人们的脸上不再是蹙眉皱眉，愁云满布。

上卷“庙堂之上”，张晓林将笔墨更多的用在赵

恒赵真宗的身上，赵真宗的性格就如同我们现在的

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着自己的长处和

缺点。他派曹利用与萧太后议和，曹伸出三根手指，

真宗先是惊恐然后释然的微妙心理活动，真宗当朝

讨论封禅之事时对诸臣态度的悉心观察揣摩，他与

老臣邢籨下棋时的心酸与体恤，他听信王钦若谗言

时的糊涂昏聩，都让人看到一个有着普通人性格特

征与局限的君王的真实一面。

下卷“江湖之远”诸篇，他写的则是更为普通的

民众，这里有个性桀骜不驯的画家柳白藤，有开着面

食店却又担心无后的刘好手，也有救人的茶肆肆主

方二郎，还有悬壶济世的神医王竹楼，当然还有坐怀

不乱的任侠叶如裳。

我读着张晓林的这部书稿，仿佛听到千年老树

茂密的枝丫之上斑鸠的啁啾声，华美的绛红色木门

在推开之时发出的沉闷回音；我又仿佛看到槐花树

隙间流年摇曳的玄想，菊花与黄河水新鲜的香气簇

拥而来，墙壁和屋檐的暗影嬗变着虚无的净空。宋

代开封有着太多的故事、演义与传奇，它的每个砖石

檐角、勾栏瓦肆都带着它隽永的吟唱与词赋，歌尽菊

花，花在陌上，陌上千年。

关于开封，它现在几乎成了一个显学。回望而

去，人们惊诧不已的是北宋年间它竟是世界第一大

都会。它的繁华煊盛，早早领先于西方现代文明。

人们简直无法弄清楚开封那时为什么会有如此美不

胜收的魅力。关于开封，研究者和史学家都在进行

发现和琢磨，现在已经有不少的论者有文字问世。

而作为文学家的张晓林，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将开封

古城的历史作一形象生动的摹状。他研读《全宋笔

记》经年，饶有心得。他写开封的往昔，努力贴着人

物的命运和性格来写，将情怀汇入笔端，浑然天成便

是上乘佳作。

我初识张晓林也是因为文字。２００７年春，我在
《作品》杂志当编辑时，他给了我《汴门三柳》的小

说，是写开封的，写得漂亮传神。我们刊物马上发

表。接着他又给了我另外的小说也都终审通过。从

此我记住了我有一个写小说的开封老乡张晓林。后

来回家，我们见面。晓林身上虽有文人气质，书卷雅

度；但也秉持着原则、操守与风骨，这使我与他一下

子有了一种亲近感。晓林禀赋逸群，不仅专攻小说，

在书法篆刻等其他艺术门类均有较高造诣。他工作

非常繁忙，却有如此雄心写出绵绵长卷，这让我心生

敬佩。对，我认为晓林写的是绵绵长卷；我没有用浩

浩长卷来形容，正是因为他平实而素朴的个性，以及

他这种个性对北宋故事的辨析解读。北宋的确没有

汉代鼎盛的威仪，没有盛唐磅礴的气象；但宋代它却

是一个有着浓郁人文意味的、多姿多彩的朝代。那

是青花瓷上薄如蝉翼的讲究，是字画间墨宝生香的

氤氲，是一声梆子敲在午夜子时的悠长，是文人骚客

秋色连波寒烟碧翠独登高楼的惆怅。

现在，知识的贫瘠化以及弱化阅读，似乎成为无

可奈何的一件事。但是总有为民族文化传播承递而

有所担当的人，他们在默默做事，这样的人会带动更

多的人。文学的力量，就在默默阅读中你所感受到

知识的丰富和历史眼光的宽远。张晓林就是一个默

默做事的人，一个默默为人们贡献精神琼浆的人。

我对他只能用这么直白的语言来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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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学家的态度写小说

张晓林
（《大观》杂志社，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５－１０
作者简介：张晓林（１９６４—），男，河南杞县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大观》杂志社社长、主编，从事小说创

作及书法艺术创作和研究。

　　一、以史学家的态度写小说
写笔记小说，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设想，就是写两

个大的系列，《宋朝故事》系列和《书法菩提》系列。

仅从题目上看，就明白这两个系列都是历史题材的

小说，但又和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不同，因为我的

设想是：这些小说既要有广阔的民族文化背景，还要

有深刻的现代意识，我姑且称之为文化历史小说吧。

目前，《书法菩提》系列的“北宋卷”已经完成，除了

在文学期刊上发表外，中国最权威的书法类专业报

纸《书法报》正在连载；《宋朝故事》系列的第一卷

《宋真宗的朝野》明年上半年可杀青。

对于这两个系列的创作，我的构想是这样的：

《书法菩提》系列从７５００年前的贾湖刻符也即中国
文字的起源开始，一直写到民国，以笔记小说的形

式，再现中国书法这一民族精粹文化的演变史；《宋

朝故事》系列也从文化的视角，不写皇帝，写文化与

民间，写永恒的东西。

我很清楚，我的这种写作，是不入主流创作之列

的。就河南文坛看，主流创作应该是农村题材的小

说创作，这一阵营曾经涌现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作家。

只是眼下的新农村变化太快了，让年轻一茬从事农

村题材的文学创作者有点眼花缭乱了。姑且不论。

我的小说创作，也不同于姚雪垠、二月河们的历史小

说创作。我要独立于农村小说创作与历史小说创作

之外，再开辟出一条小说创作的路子，也就是前面说

的新历史文化小说。放到河南文学创作的背景下，

这尚属于一个新的领域，我要尝试着去碰一碰。

因为写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表达手法上，自

然要用最传统、最民族的表现形式，我选择了笔记小

说。笔记小说篇幅短小，表达灵活，又具有小说的一

切特性，更重要的是笔记小说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而且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中国人喜欢阅读短

小而精粹的诗文。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从六朝志

怪到明清笔记小说，都很短小，但现在人们记住的，

还是这些。眼下那些名噪一时的长篇巨著，老百姓

记得住的有几本！文学作品失去了传播功能，真不

知道它还有何种意义？

毫无疑问，笔记小说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华民族

几千年文化的精髓。直至今日，笔记小说的文学意

义和价值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挖掘。在写作的

过程中，我深深地体味到，一个小说家，至少要具有

两种目光：一种目光投向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另一

种目光投向世界最前沿、最先进的优秀文学成果。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管是儒家文化或

是道家文化，或是其他，拿来作为我们小说创作的根

基，会增加我们作品的厚度。现在提倡民族文化自

信力，其实是在说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上出了问题，对

一个小说家来说，这是致命的。外国作家倒是对中

国的古典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譬如英国作家尤

瑟纳尔，从中国神话及民间传说中汲取了大量营养；

意大利作家布扎蒂，写过一部《人间地狱漫游》，简

直就是《聊斋志异》的翻版；还有著名的博尔赫斯，

把道家文化很成功地运用到了他的小说创作中。因

此，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

掘。另一方面，现在我们进入了全球化信息化时代，

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碰撞和融合已成必然趋势，这

给小说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在小说创作的形

式上，外国的小说家开拓了我的视野。这之间，我读

到过一些外国作家的作品，譬如曼加内利的《荒诞

世界》，马利亚什·贝拉的《垃圾日》，科塔萨尔的

《动物寓言集》等等，我感到，这些小说家在形式的

探索上，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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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创作的灵魂应该是民族的，而驱壳却应该

是世界的。

笔记小说应该可称为中国小说中的“国说”，因

为它在中国的土地上经过了漫长的演变。笔记小说

萌芽于夏周，魏晋时演变为志怪，一路走来，在北宋

被发扬光大，“笔记”这一文体被北宋文人墨客所青

睐，欧阳修、米芾、苏轼等等都有不止一部的笔记专

著传世。由“笔记”到“笔记小说”，直到清代才成熟

起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纪晓岚的《阅微草堂

笔记》，是笔记小说的高峰。可以说，笔记小说又是

一种晚熟的文体，这一文体大有作为。

但是，我绝不会在前人开辟的道路上裹足不前，

继承笔记小说这一文体，其根本还在于发展它。如

何发展笔记小说，是我近二十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

首先是定位问题，笔记小说篇幅短小，符合中国

人的阅读习惯，试看中国文学几千年，从《诗经》到

唐诗宋词，诗歌超过百字的很少，多为十几数十个

字，但中国人喜欢读，时至今日，古典诗歌的读者依

然是最多的。现代诗写得长了，一长却没人读了。

中国的散文也是如此。中国古典小说倒是有长篇小

说，但也是章回的，化长于短，所以它没有失去读者。

由此看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单从形式上看，

“短和小”两个字就可以涵盖了。这无疑得继承。

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重续笔记小说这一中

华民族的文脉。实践证明，系列笔记小说可以说是继

往开来，是最符合国人阅读的，紧跟时代步伐的，而且

是与中国文化精神一脉相承的文学表现形式。

其次，中国文学的“小”只是一种形式，如何以

“小”的形式写出厚重的文学作品来，这就是一个发

展的问题了。在这方面我曾做过一些尝试，也引起

过一点小小的影响，但还不够成熟，于此不做赘述。

我写文化历史笔记体小说，是像历史学家那样

对待历史的。在我的行文里，你看不到演绎的成分，

更没有荒唐的戏说。我是在尽最大努力还原历史的

真实。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通读中国正史，还要去

阅读大量的野史和笔记来佐证它。我要做的，仅仅

是从人性的空间来开掘历史人物，使他们从历史沉

寂的故纸堆里重新活泛起来。

文学创作和书法创作道理是相似的。学习书

法，并想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那你一定得通读中国

书法史，读书法美学，试想一下，你连中国书法的演

变过程都不清楚，你怎样能写好书法呢？我的理解

是：写笔记小说比写书法更难，你得通读中国历史、

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等等，然后融会贯通，才能

写好这种文化历史笔记体小说。

二、我写蔡襄不得不说的话

（一）想去揭开一个谜

我写《书法菩提·蔡襄帝京翰墨逸事》，是想去

揭开一个萦绕在我心头多年的谜。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书法界对“宋四家”有

了疑惑，认为“苏黄米蔡”之“蔡”本不是蔡襄 ，而是

蔡京，因为蔡襄的排名不应该是最后一个，他的年龄

最大。让蔡襄取代蔡京，是蔡京人品有问题，做了奸

臣。中国历来有论艺品先论人品之说，所以，蔡襄捡

了个大便宜，得以流芳百世。

持有这种观点，也不能说完全是臆造和空穴来

风。蔡襄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几乎是两个时代的

人，蔡襄无疑是他们的前辈。蔡襄与苏轼，因为欧阳

修的关系，也许见过几面，但历史上或者笔记中没有

记载，与黄庭坚、米芾铁定是没有任何的交往。苏轼

称蔡襄“书法本朝第一”，也是继承了他老师欧阳修

的观点，欧阳修就曾说蔡襄书法是“本朝第一”，应

该主盟天下书坛。而蔡京，却与“苏黄米”是同时代

的人，把同时代的几个人归入一个团体，是再合理不

过了，譬如“江淮八艳”之类。

但是，我读了《全宋笔记》之后，认为这种逻辑

放在“宋四家”身上行不通。一种书风的形成是需

要一个过程的，萌芽、发展及成熟，有倡导者、推动

者、响应者。北宋尚意书风的萌芽应该从宋绶、欧阳

修、蔡襄开始 。欧阳修是尚意书风理论的奠基者，

蔡襄则是书法实践的先行者。苏轼来到帝京，成了

其中的关键人物，他兼具欧阳修、蔡襄二者之长，又

影响了黄庭坚、米芾等人的书法，书法尚意之风才愈

刮愈大。

至此，我想揭开的谜底也就有了答案。

（二）回到宋朝写蔡襄

写蔡襄，得回到宋朝。

我对宋朝情有独钟。对我来说，最恐惧的事情

无过于打球，好像我从来没有摸过球，尤其是足球、

篮球，却给自己取了一个网名叫“在宋朝蹴鞠”。就

像齐白石作诗不行，却说自己诗是第一一样。

回到宋朝，看蔡襄在１０００年前是如何生活的，
对宋朝的生活方式力图了然于胸，这可以说是在追

求生活的真实，不能简单地拿今天的生活方式去套

在宋人的身上。写哪个朝代的小说，就要把那个朝

代生活的真实写出来。

很自然，宋朝的生活无法亲身去体验了。怎么

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间接地去体验，多读宋人的著

述。在写蔡襄的这一年里，我每天都要读《全宋笔

记》，《全宋笔记》就是一部宋朝的生活史。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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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风俗习惯，这套书里全有。譬如，欧阳修

来东京赶考，喜欢住澡堂，宋朝的时候把澡堂叫作浴

室，门口都要挂一把大铁壶。就好像２０世纪七八十
年代开封的修车铺前都要挂一个破轮胎一样，算是

一个幌子。这些，《全宋笔记》都有，宋人记录的自

然是宋人的生活了。

当然，要读得进去，还要读得出来，不能食古不

化。所以说，回到宋朝去写蔡襄，蔡襄自然就是宋朝

的蔡襄了，宋朝的蔡襄，才是真实的蔡襄。

（三）用宋代笔记的笔法来叙述

诗人秋水在飞驰的火车上读了《书法菩提·蔡

襄帝京翰墨逸事》的部分章节，即发来微信，说有宋

人笔记的味道。我颇为吃惊，秋水可谓是善读书者。

秋水还说，这样的笔法文化气息浓郁，别开生

面，拍成电视剧也一定与北宋尚文的精神一致。这

段话使我很受鼓励，增加了几许自信。

当下的小说，我以一个编辑的眼光去看，西化得

厉害，毫无节制，任意挥洒和浪费，浪费纸张，浪费别

人的时间，等等。其实，中国古典著述中的语言很

美，譬如元散曲，倘若一个人认真读读关汉卿、王实

甫的作品，肯定会深感羞愧。

我是读了范成大的笔记后，才决定用宋笔记的

笔法去写这部小说的。范成大笔记的语言平白、简

朴、惜墨如金，白开水一般，却又令人回味无穷。我

曾尝试更换他文中的某个字词，立刻感到意味全无，

真的是一个字都动不得，这是何等的语言功夫！

宋代笔记的叙述方式，天马行空却又不离主旨，

不枝不蔓却又信息量奇大，这种叙述我认为当今已

经失传，读当代的作品，已经读不到这种叙述的影子

和味道，为什么这种优秀的传统叙事方式被完全抛

弃了呢？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用宋笔记的笔法去写这部小说，只是初步的尝

试，自然会显得幼稚和不成熟，但我会继续下去。

（四）说明几种关系

写《书法菩提·蔡襄帝京翰墨逸事》，因有一个

“帝京”在，自然离不开北宋政坛。蔡襄大半生宦海

沉浮。如果只写蔡襄的书法，显然无所附丽，亦无法

着笔，何况在那个时代，书法只是小技末节，是仕途

的寄生物。同时，它也是在蔡襄仕途的升降中成熟起

来的。在蔡襄这里，书法与仕途是融为一体的，把二

者割裂开来去写，显然违背时代，违背生活的真实。

当然，还有一种现象不能忽略，北宋时期礼教是

仕途的符号。当礼教与书法产生矛盾时，蔡襄选择

的是礼教而不是书法，故有蔡襄拒绝为温成皇后书

写墓志铭一节。

客观地说，蔡襄初到帝京时，对于书法是颇下过一

番功夫的，从而完成了书法“技”的积累，这为他进入书

法“道”的层面奠定了基础，最终使他认识到，在人的生

存乃至生命面前，书法是苍白的，是无力的。

中年后的蔡襄，思考最多的是生命的价值和意

义，而不是书法了。他著《荔枝谱》是他这一思考的

结晶，也正是蔡襄的人生境界达到了这一高度，他的

书法才有了更宽博的价值，才为尚意书风作了最好

的注脚。蔡襄还告诉我们，母亲是永恒的，亲情是永

恒的，艺术和仕途都不能以牺牲他们为代价。这也

是书法的道，蔡襄参透了这一点。

最后，我真诚地希望，《书法菩提·蔡襄帝京翰

墨逸事》只是一部小说，不要把它当作历史去读，更

不要把它等同于学术。它是一本小说，关注的只是

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

（责任编辑　刘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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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世界中的一线希望
———评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

李　欣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人文社科部，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５－１６
作者简介：李欣（１９７９—），女，河南唐河人，文学博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人文社科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早期中国电

影、当代中国电影等。

摘　要：作为一部时长近四小时的电影处女作，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绝对是２０１８年华语电
影的一个重要收获。影片通过四个社会边缘人物一天中的经历，呈现出一幅灰暗压抑而荒诞的人生

画卷，其间曲折可见当下盛行于年轻人中的青年丧文化的影子，影片将对生命的富有存在主义哲学

意味的思考寓于长镜头美学风格之中，以充满隐喻的影像诗意地表达出了对人生的独特理解。

关键词：丧文化；荒诞；长镜头；隐喻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３
中图分类号：Ｊ９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２１－０４

　　作为一部时长近四小时的电影处女作，《大象
席地而坐》绝对是２０１８年华语电影的一个重要收
获。影片通过四个社会边缘人物一天中的经历，呈

现出一幅灰暗压抑的人生画卷，它将对生命的哲学

思考寓于长镜头美学风格之中，其细腻尖锐的表达

深深地触动了诸多观众的心灵。

一、《大象席地而坐》与丧文化

丧文化在当下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青年亚文

化，从葛优躺、流泪的咸鱼等一系列丧文化的流行符

号中不难感受到 ８０、９０后青年一代面临的社会境
遇，价值观念的多元和虚无，靠自身努力难以改变命

运的无助，这些现实的困境最终便体现为流行丧文

化中面对现实的无力与无助感。影片中人物的生存

状态和弥漫的情绪，无不透出一种“丧”的意味，在

胡波看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痛苦，这一代人的痛

苦是肤浅和庸俗融入血液”，“你很难在当代社会找

到任何问题的答案。当你试图去了解这世界的各个

层面，会发现早已有整套的定论摆在那儿，一切早就

有了解释，连质疑这些解释的解释都有了。自身面

对周遭，会有一种无力感”。《大象席地而坐》中的

每个人都面对着生存的困境，每个人都在困惑于自

己该怎么办。中学生韦布想帮被校园小混混欺负的

朋友出头，却无意中导致对方摔下楼梯死亡，踏上了

逃亡之路；韦布的同学黄玲来自单亲家庭，她在教导

主任那里寻到了难得的温情，却因与主任的视频曝

光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愤激之下她拿起球棍击倒

了教导主任和他的妻子；于城睡了朋友的老婆，发现

真相的朋友选择了自杀，为了自保，于城将责任推给

情人和前女友，试图躲避良心的谴责。影片中的事

件和人物，的确很容易让人想到很多残酷青春类型

的电影，但是对胡波来说，他并不认为这是专属于青

年阶段的人生困惑，“不该把习惯了某种方式当作

跨过了某个阶段”，在《大象席地而坐》中，“世界是

一片荒原”，“活着就是很烦”，“我的生活就是一堆

破烂，每天堆到我跟前，清理了一块，就有新的堆过

来”，“这世界太恶心了”，“人活着呀，是不会好的，

会一直痛苦，一直痛苦……”这些颓丧的感叹从不

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物口中一再说出，这似乎代表

了胡波对人生的理解，正如《这个杀手不太冷》中的

一句经典对白所言：人生是只有童年才这么苦吗？

不，总是如此。

事实上，《大象席地而坐》中成年人的世界同样

艰辛。黄玲的母亲是个医药代表，要陪人喝酒甚至

付出更屈辱的代价才能换来订购合同。退休的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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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女儿一家住在狭小的房子里，他只能睡在阳台，而

女儿女婿为给下一代买学区房，谋划着把王金赶到

敬老院去住，小狗是老人生活中所剩不多的一个寄

托，却不幸被大狗咬死。于城虽然看似是个威名在

外的混混，却被喜欢的女孩一再拒绝，在父母面前他

只能唯唯诺诺，不敢违抗。副教导主任婚姻不睦，盼

着能顺利调到另一个学校去，却因与黄玲的绯闻视

频曝光，一切都完了。影片中的众生形象大都迷茫

孤独，一切行动最终似乎都毫无意义和价值。他们

的内心冷漠而绝望。

其实，这种具有颓废色彩的人物形象在每一代

人的文学和电影作品中都有出现，例如谢飞《本命

年》（１９９０）中的主人公泉子、贾樟柯《小武》（１９９８）
中的小武等，然而，那些影片中人物的悲剧与主流观

念格格不入，影片还是同情并肯定了主人公所追寻

的某些价值：人与人之间难得的温情、道义，以及逐

渐逝去的传统价值观念等，同时，影片也通过对特定

社会历史环境的呈现，试图追问人物悲剧命运的深

层原因。与之相比，《大象席地而坐》呈现的却是一

个前所未有的荒凉人间，影片也无意去揭示人物命

运背后的社会历史深层背景。在胡波看来，“人本

身自带所有阶段的人性”，“比起‘增加’生活的重

量，我更认同深入当下的觉知，生活本身就是无底

洞，不用再添砖加瓦了”［１］。影片中所呈现的人生

世相，便因而具有了一种抽象而普遍的意味。

二、荒诞人生与自我追寻

亲情、爱情、友情……，这些温情都是人生的重要

支撑，然而，《大象席地而坐》中的人物关系却都被自

私和冷漠所充斥。父亲对韦布充满恨意和不满，韦布

的大伯与奶奶虽相邻而居，奶奶死了大伯却一无所

知。退休的王金被混混缠上，女婿却生怕惹上麻烦急

忙关上房门。黄玲的母亲是位单身妈妈，每天忙于生

计，深夜方归，婚姻的不幸和生存的艰难使她对女儿

缺乏关心，母女之间更多充斥的是戾气怨气而不是温

情脉脉。副教导主任和黄玲之间发展了一段暧昧的

情意，他告诉黄玲他夫妻不和，要离婚，然而当事情败

露，他却气急败坏地把一切都怪罪在黄玲头上，将她

赶出门。影片中的人物关系充斥着欺骗、暴力和冷

漠，其中并无绝对意义上的好人，身为受害者，也许转

身就成了施暴者。例如小说中的于帅，他既是校园霸

凌的制造者，也是受害者。韦布的同学李凯一开始是

校园霸凌的受害者，但他却利用韦布的信任欺骗了

他，最终失手击中于城，并选择自杀。

影片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而隔绝，主要人物

的行为消解了一切意义和目标。韦布为李凯出头，但

却并不为兄弟情义，也不为正义，他听了于帅嘲笑他

爸的话就选择动手，也并非因为自尊受辱，这一切在

他心目中都不觉得有什么，他动手只是因为他觉得这

就是个流程，他按流程来的。于城与朋友之妻偷情，

目睹朋友在眼前跳楼自杀，他并不爱朋友之妻，也并

不觉得朋友多爱他的妻子，因而，他并不为此事过多

地愧疚自责，事发之后他更多在想如何逃避责任，因

此他选择外出躲避一段，并对朋友之母隐瞒了事情的

真相。于城为弟追踪韦布，只是因为父母的压力，他

弟弟身亡的消息传来，对他似乎也并无撼动，在他眼

中，弟弟也只不过是个他并不喜欢的废物。一切都显

得无意义，而到满洲里看大象这个目标却变成他们人

生中最关心的事，这使得影片中人物的生活显得荒谬

而讽刺。

影片中所呈现的，是类似于加谬笔下的荒诞人生

图景，人物的选择和行动看似丧到极致，但其间也体

现出了一种在荒谬人生中直面现实、追寻自我的挣

扎。影片将荒谬的真相撕给观众，将美好希望消解。

韦布、黄玲、王金和于城都想要逃离自己所处的困境，

但最终影片借王金之口指出，在哪都一样，最好的就

是在这里，面对该面对的。无论是面对现实，还是面

对自我，影片中这几个人物都为此付出了自己最大的

努力。影片中两个本应是敌对关系的人物，韦布和于

城却最终达成了最为默契的理解，于城主动放韦布离

开，因为他们俩才是同类，同样孤独，同样试图反抗这

外在的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各种流程，当于城通过韦布

看清这一切，他选择了面对现实，对好友的母亲说出

自己在场的真相。而李凯，作为一个对照的人物，其

实仍然活在他人眼光的幻象中，他的行为的动机，全

都是为了不让别人小瞧自己。为了向他人证明自己

的勇敢，他的选择因而导致了影片中最荒诞的一幕，

在于城已经打算放韦布走时，他却来上演了一出枪击

于城救韦布的戏码。这是我们在各种影视剧中习以

为常地体现兄弟情义的煽情桥段，在这里却成了最荒

谬的情境。影片中一共发生了五次死亡，奶奶的死让

韦布失去了最后一缕家庭的温情，小狗之死让王金的

生活再没了支撑。于城朋友、于帅、李凯三个人都死

了，似乎暗示着，他们各自凭着不同的稻草来支撑自

己，然而被他们认为是救命稻草的东西，一旦破灭便

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长镜头的电影美学

胡波深受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等前辈的影

响，并将长镜头的美学追求贯彻在这部作品中，这也

导致其时长达到近四小时，远超常规电影，然而，影

片丝毫不显沉闷，胡波的精心设计使长镜头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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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独特而适宜的美学风格。贝拉·塔尔认为，“在

一个长镜头内，场景、演员在场面调度中经常发生空

间位置变化，因而，长镜头内必然包含着剪辑的因

素”，“拍摄长镜头一定要注意创造节奏”。贝拉·

塔尔的作品“关心人本身及其丰富的心理活动”，［２］

形成了一种节奏舒缓，远离戏剧性的独特电影美学。

与之类似，《大象席地而坐》的镜头语言克制而简

洁，对白较少，音乐也呈现出一种极简的风格。影片

运用了大量跟拍长镜头，很多是跟随在人物身后仰

拍，这导致影片中出现大量背影的画面，这里面也有

制作经费和场地条件限制的原因，也是为了避免平

拍时路人看镜头而穿帮。以２小时４９分０３秒开始
的一个长镜头为例。镜头开始，中景镜头中韦布走

过泥泞的路面，穿过桥洞来到桥下，近景镜头从背后

拍摄他在河边静静伫立，吉他伴奏的单调而忧伤的

旋律响起，韦布终于忍不住对着垃圾遍布的干涸河

道破口大骂，将心中的压抑、愤怒和恐惧一并宣泄出

来，一直到他骂完，摄影机才缓缓转至侧面，特写镜

头中韦布在流泪，但摄影机却极为克制，无意以正面

特写营造煽情效果，２小时５１分１２秒，随着音乐节
奏的加快，忧伤哀怨的提琴声加入，韦布擦掉眼泪，

扭头离开。幽怨的提琴声还在继续，镜头切至茫茫

雪地的近景，这一空镜头承接上一镜头，传递出无尽

忧伤。再如２小时３７分４４秒至２小时４２分４３秒
的长镜头中，王金走进敬老院，镜头缓慢地依次扫过

６位老人的房间，他们有的坐在椅子上，佝偻着身子
垂着头，有的半坐半躺在床上，有的站在窗前一动不

动地望着窗外，有的拿着饭碗和勺子，在房间里机械

地来回踱步，这段镜头中人物多处于静态，镜头贴着

墙壁缓缓前行，大多数时候画面中是黑乎乎一片的

墙壁，镜头摇回到王金的近景，他若有所思地拿着球

杆往外走，昏暗的走廊里看不清他的表情。这一镜

头的确有向贝拉·塔尔《鲸鱼马戏团》中医院暴乱

一幕致敬之嫌，然而镜头的缓慢移动营造出一种十

分压抑的效果，画面中狭小、昏暗的房间、一动不动

的老人一再重复出现，让人一眼便可感受到养老院

生活的沉闷无望。影片中有大量的长镜头，最长的

一个甚至长达近２０分钟，但通过精心的场面调度、
景物变换和镜头运动，并不令人感到乏味。镜头耐

心地一次次跟随韦布、王金、黄玲游走于大街小巷，

以最大的克制旁观着人物的遭遇和内心波澜。影片

中这一以贯之的默然静观的姿态，传递出对人物最

大的尊重和悲悯。

胡波认为：“戏剧性的叙事节奏有着清晰的节

拍……，节拍和信息量的设计产生了阅读和观影快

感，但我排斥这种设计和设计带来的引导。我觉得

最有魅力的是事件和事件中间那漫长的空隙，回忆

与当下的留白，情节发生后深不见底的空洞，这些对

我的吸引力远大于只是叙述情节。有时候连续的跳

跃更好，有时停滞下来更好，有时干脆略过那些戏剧

点。”［１］影片中的故事本可以以更富戏剧性的方式

来呈现，但胡波却有意弱化那些本可煽情的场面，例

如影片中于城朋友的母亲来到儿子自杀的楼下，演

员最初的表演是撕心裂肺式的，但胡波却要求对方

平静，最终呈现在影片中的只是一句语气平淡的台

词：太高了。故事将近尾声时，韦布在火车站等候于

城发落，于城却出乎意料地要放他去满洲里，混乱中

李凯枪击于城后自杀，这一段落胡波用了一个将近

２０分钟的长镜头来呈现，虽然情节几度翻转，但长
镜头舒缓的节奏、演员内敛的表演却弱化了戏剧性

高潮，其中可见胡波的美学追求。

四、环境、意象与隐喻

环境是《大象席地而坐》中的一个重要表意元

素。影片擅于通过环境元素塑造人物、烘托情绪并

表达关于人生的哲学思考。

与人物灰暗情绪相一致的是，影片中的环境也

大多是灰蒙蒙的。影片取景自河北井陉县，镜头中

的井陉是个寒意笼罩下的萧瑟的北方小城，拍摄期

间天公不作美，天气晴朗而且雾霾也不见了，为了达

到导演心目中理想的灰暗的效果，剧组只能选择在

清晨和下午阳光较弱的时候拍摄。影片中人物所生

活和出没的环境，如破败的单元楼、凌乱的室内、漏

水的厕所、逼仄的房间、狭小的阳台、灰蒙蒙的街道、

天空、冷清的小巷、破旧的墙壁、昏暗的隧道、干涸的

河道、清冷的风、火车隆隆驶过的轨道、车辆行驶的

单调的噪音……既营造出非常真实自然的生活感，

又如同人物内心的外化，暗示着人物的生存处境和

心理感受。影片中雪地、风雪中迷的街道等空镜头

反复出现在不同人物的人生故事中，既实现了不同线

索间的转场，又串联起不同人物殊途同归的人生命

运，更重要的是，这些空镜头是人物情绪的一种延伸

和隐喻，如王国维所言，“一切景语皆情语”，无论是韦

布在桥下痛骂之后出现的雪地镜头，还是王金看完敬

老院黯然离去之后的风雪中道路的镜头，都似乎在寓

意着人生之路的艰辛难行和人物内心的绝望荒凉。

《大象席地而坐》表达了胡波对人生富有哲学

意味的思考，虽然影片使用大量长镜头，呈现出非常

写实化的风格，然而归根结底它又是一个关于生存

的寓言。很多镜头中对对话的另一方有意采用虚焦

形式处理，构成了影片令人无法忽略的一种美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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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这一处理似乎也暗示出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影

片有意设置了一些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例如影片

中，一只走失的大白狗在街头游荡，主人到处寻找，

询问正和朋友聊天的王金，也询问过逃离学校的韦

布。黄玲走出家门时，也曾在门口遇到过这只大白

狗低声咆哮着，她从楼洞内堆积的杂物中抽出一根

棒子握在手中，大白狗转身跑掉了，大白狗这一意象

一方面串联起几个人物各自独立的生活轨迹，也给

后面小狗被大白狗咬死，王金和韦布意外地卷入对

方的生活，而黄玲则拿起球棒打倒主任夫雪等情节

埋下了伏笔。出现在影片中的这只大白狗充满了暴

力、非理性的意味，似乎是命运不祥的象征。类似的

还有韦布得罪了于帅，当他来到教室准备坐下时，椅

子却突然塌了，把他摔倒在地，这一幕似乎也暗示着

命运的陷阱正在等待着他。

另一个富于象征意味的意象便是大象了。影片

中的人物都面临着生存的困境，而在这时能够给他

们一点希望和慰藉的，竟是远方的一头席地而坐的

大象，因为这一点共同的希冀，于城决定放韦布离

开，让他去实现自己未能了结的心愿。虽然王金反

驳韦布说大象与你有什么关系，即便王金明白，“你

能去任何地方，可以去，到了就发现，没什么不一

样”，他仍然不能拒绝韦布的坚持：“去看看！”无论

是自杀者如李凯，还是施暴者如于帅，还是其他挣扎

着活下来的人们，生命对他们而言似乎并无本质的

不同，如同落水狗一般，他们只是试图抓住不同的稻

草。“我还能怎么办啊”，如同命运的叩门，存在的

残酷追问最终使每个人逃无可逃，不得不面对存在

的真相，面对自我，但即便如此，当父子情、父女情、

母女情、师生情、朋友情、爱情一一褪去温情的面纱，

如寒冬般冷气逼人之时，命运却奇妙地将四个人的

人生勾连起来，这些被侮辱被损害被抛弃的边缘人

物，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同类之感，不同的人生之旅因

此有了不期而遇的温情慰藉。尽管这点点温情在如

冰天雪地一般荒凉的人生路途中如此微不足道、短

暂易逝，但却使影片闪烁着难得的希望的光辉。

“去看看”虽如同刹那即逝的火花，却足以燃亮一成

不变的平淡生活，而最终在车灯照射的光晕中，人们

逐渐加入踢毽子的行列，而在这一刻，大象的嘶鸣声

从黑夜里破空而来。这是虚无的象征，还是希望的

召唤，影片就在这超现实的一幕中划上句点。和小

说中于城想去拥抱大象却被踩死的残酷结局相比，

电影要显得更为含蓄而温情。胡迁（胡波写作时的

笔名）在《大裂》中写道：“我一直在思考自己为什么

会在此处，并在荒原里寻找可以通向那里的通路，并

坚信所有的一切都不止是对当下的失望透顶。”［３］

也许，去满洲里的道路，就是这样一条西西弗斯式的

道路？

当然，影片也存在不少不足之处，例如，长镜头所

营造的客观真实感与文艺化的对白间的反差，令部分

场景有出戏之嫌。人物设定同样也有可以推敲的地

方，影片中于城的身份设定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出戏，

因为按照生活的逻辑，这么一个觉得什么都无意义的

人物，不可能成为一个能够使唤一帮小混混的大混

混，他的某些言语，更像是导演人生哲学的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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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ＤＥＡ模型的海南省高等教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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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耦合关系具有正向协同效应与反向制约效应。对海南省高等教育
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度进行 ＤＥＡ模型实证分析，发现：高等教育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度先抑后
扬，逐步呈现相对有效状态；区域经济对于高等教育的协调度总体呈现“相对有效—回撤”的交替状

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度长期处于低度协调状态。建议：开展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完善高

校现代化治理体系，显著提升高等教育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与贡献度；区域经济在既定产业

政策引领下扩大经济发展规模、提高经济发展效益；面向高校实施区域经济发展专项课题招标，促进

高等教育产业融入区域经济；通过税收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与高校实现合作共赢；在海南省委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专项小组”，建立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长

效耦合机制。

关键词：海南省；高等教育；区域经济；ＤＥ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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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互联网＋”知识经济时代，教育与经济的有
机融合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范式。我国已经全

面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并向普及化阶段逐步

过渡，高等教育在区域经济活动中的渗透融入程度

日益加强，与区域经济相互影响、彼此互动、共同演

进。学术界对此予以广泛认同与积极关注，从全国

范围［１－２］、城市经济带［３－４］、省级行政区域［５－６］等不

同区域视角开展研究，也有学者从财政要素［７］、人

才要素［８］等投入视角分析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

协同关系。本研究拟在定性分析高等教育与区域经

济发展的耦合关系基础上进行ＤＥＡ模型定量分析，
探索改善路径。

一、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分析

如图１所示，总体而言，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
展的耦合关系包括两个性质相悖的基本效应。

图１　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耦合关系示意图

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具有正向协同效应。一般

来说，高等教育具有以下三大基础功能。一是人才

培养功能，为区域经济社会提供高素质人力资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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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业人口整体层次提升，奠定经济高质量发展所

必需的重要人力资源基础；二是科学研究功能，为区

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无论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是其他类型的科学研究都是

区域经济生产力的潜在动力源，通过成果转化有可

能实现特定经济领域、产业升级方面的重大突破；三

是社会服务功能，属于高等教育持续服务区域经济

的显性功能，通常表现为技术指导与培训、联合技术

攻关、政策调研咨询以及有关政策性工作（如扶贫、

公益志愿者服务等），在一定意义上直接形成了区

域经济生产力。可以说，高等教育是区域经济发展

的动力与引领元素。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无疑

为高等院校办学条件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教

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科学研究活动、国际合作与交流

等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与经费支持。区域高等教育

对于区域经济客观存在着发展依赖性，优质高等教

育资源需要高质量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撑，深圳

大学、苏州大学、宁波大学等地方高校异军突起与其

所在区域经济的迅猛发展、丰盈充沛的地方财政收

入密切关联。区域经济产业政策对于高等教育的学

科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规格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区域高等院校应当根据国家与地区产业政策制定实

施相应的学科专业建设规划。就业市场是高等教育

人力资本实现的重要途径，就业市场对于高职专科、

本科、研究生学历等不同层次以及不同岗位要求的

人才需求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高等院校层次结构

与学科结构调整，进而促进高校完善人才培养模式，

提高毕业生的社会竞争力。同时，高等教育相关的

基础设施建设、物资采购、师生消费支出、培训服务、

后勤医疗服务等均是区域经济的组成部分。如果将

高等教育视为产业的话，高等教育产业则构成了区

域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

毋庸讳言，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客观上存在着

一定程度的反向制约效应。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定

阶段，社会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耗资巨大的高等

教育投入将在很大程度上挤压其他民生事业投入

（特别是基础教育经费投入），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

后的地区而言，将是沉重的财政负担。如果高等教

育发展显著超前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就业市

场对于高层次人才的接纳程度较低，可能形成“过

度教育”或“教育陷阱”情形，即高等教育资本（包括

公共财政、企业、个人投入）的投入产出效益低下甚

至趋近于零，无疑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高等

教育学科专业体系、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具有

继承性与稳定性，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周期比较长，人

力资本转化具有滞后期。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进

步、瞬息万变的区域经济发展要求，无论是人才培养

还是高校科学研究都会存在一定的差距，无法迅速

回应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落后的

区域经济对于高等教育同样具有迟滞作用。欠发达

的区域经济将直接导致高等教育投入不足，教学科

研条件建设长期不能满足教育教学基本需求，难以

支持高水平区域高等教育建设。人才是高等教育发

展的第一要素，如果缺乏高水平教学科研平台和令

人满意的薪酬就无法引进学科专业高层次领军人才

（团队），而且，高校现有教学科研队伍的稳定性也

将面临挑战。另外，区域经济如果过于依赖某一产

业而出现畸形发展，将不利于高校学科专业改革与

发展，削弱区域高等教育的适应性与前瞻性。

二、耦合关系实证分析

（一）海南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概述

建省前，海南高等教育已有初步基础。例如，

１９８６年已建有 ４所普通高等院校，分别是海南大
学、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海南师范学院和通什师范专

科学校，同时还有广播电视大学、海口市业余大学等

６所成人高等学校。建省以后，海南省高等教育历
经解构、重构、新建、升格，总体规模有所扩大。截至

２０１７年，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增至１９所，其中７所
本科高校，１２所高职专科院校；普通本专科在校生
１８．５万人；研究生培养主要集中在海南大学、海南
师范大学与海南医学院，在校生合计近６０００人。目
前，海南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３９％，接近
全国平均水平（４２．７％）。

经济特区创建初期，海南经济发展起步强劲，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 ＧＤＰ增幅保持在１０％以上，并且远
超全国ＧＤＰ增长率，１９９２年海南省 ＧＤＰ增长率甚
至达到惊人的４１．５％。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人均 ＧＤＰ连
续三年高于全国人均 ＧＤＰ。由于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国
家实行严厉的宏观调控政策，作为海南经济核心支

柱产业的房地产业泡沫迅速崩塌，１９９５年海南省
ＧＤＰ增长率猛跌至３．８％，海南人均 ＧＤＰ拐点由此
形成。１９９５年以来，海南人均 ＧＤＰ长期低于全国
人均 ＧＤＰ，并且差距持续扩大。不过，海南省 ＧＤＰ
增长率除２００６年略低外，均超过全国ＧＤＰ增长率１
个百分点，２０１０年达到阶段性峰值后持续回落。
２０１７年海南省ＧＤＰ增长率为７．０％，仍然略高于全
国水平（６．８％）。海南省产业结构经历了“Ｉ、ＩＩＩ、ＩＩ”
阶段（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ＩＩＩ、Ｉ、ＩＩ”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０９
年）和“ＩＩＩ、ＩＩ、Ｉ”阶段（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的演进过程。
２０１７年海南三次产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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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依次为２２．０２２．３５５．７。
（二）ＤＥＡ模型指标体系与数据处理
数据包络分析 （Ｄａｔａ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ＥＡ）源自１９７８年美国学者 Ｃｈａｒｎｅｓ等发表的《决
策单元效率测量》［９］，基于“相对效率评价”理念，针

对特定考察项目的决策单元集（ＤＭＵｓ），由数学模
型运算系统赋予指标权重，通过数学模型求解“生

产效率最优前沿面”，作为效率参照面进行距离测

度以判断特定ＤＭＵ是否有效。典型ＤＥＡ模型包括
ＣＣＲ模型（不变规模报酬）和 ＢＣＣ模型（可变规模
报酬），基于投入角度（Ｉｎｐｕｔ）或产出角度（Ｏｕｔｐｕｔ）
进行测量。其中，投入角度是指保证输出值不变的

前提下通过减少输入以提升效率，产出角度则是在

输入值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增加输出以实现最有

效。［１０］

借鉴崔玉平、张弘的区域高等教育系统评价指

标体系［１１］，结合海南省相关数据的可采性、客观性

与可靠性，拟定如表１所示的本研究指标体系。考
虑到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从１９９４年起按税制改
革新口径统计，将研究期间确定为１９９５—２０１６年。
参考全国高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的填报要求，在

校生折合数计算时，本专科生、硕士生与博士生的权

重分别为１、１．５和２。涉及产值、经费的指标数据
均以１９９５年为基期（１９９５年＝１００），将名义变量转
化为实际变量。其中，海南地区生产总值（ＧＤＰ）通
过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予以换算，

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支出、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等指标均使用

ＣＰＩ平减，剔除物价变化因素。原始数据描述性统
计见表２。为了消除原始数据量纲以及数量级对于
ＤＥＡ模型分析结果的影响，通过 Ｍｉｎ－Ｍａｘ标准化
处理方法将原始数据全部转换为无量纲化数值。

表１　海南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耦合关系测量指标体系

研究领域 评价指标 数据来源

高等教育 Ｘ１ 规模：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折合数（人） 海南统计年鉴

Ｘ２ 人力：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数（人） 海南统计年鉴

Ｘ３ 经费：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支出（亿元） 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Ｘ４ 质量：科研项目、论文数（个） 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

区域经济 Ｙ１ 规模：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海南统计年鉴

Ｙ２ 结构：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海南统计年鉴

Ｙ３ 效益：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亿元） 海南统计年鉴

Ｙ４ 质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元） 海南统计年鉴

表２　原始数据描述性统计

变量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Ｙ１ Ｙ２ Ｙ３ Ｙ４
均值 ９２６６６．４ ８３６９．７ １３．４ １９５３．５ １１６１．４ ４５．３ １４７．７ ９９３５．８
中值 ８２１０１．０ ８１６８．０ ９．９ １８０６．０ ８９８．２ ４３．７ ７０．６ ８２２２．５
最大值 １９２３９２．０ １４６５１．０ ３６．８ ４２００．０ ２６６５．３ ５４．３ ４３０．３ １８９７４．０
最小值 １２１０８．０ ３４５６．０ ０．９ ２２８．０ ３６３．３ ４１．２ ２８．５ ４７７０．０
标准差 ７０４１３．５ ４３４９．７ １２．０ １３８５．１ ７４８．８ ４．１ １４２．０ ４７３０．１
峰度 ０．２ ０．１ ０．５ ０．２ ０．７ １．１ ０．９ ０．６
偏度 １．４ １．４ １．８ １．６ ２．１ ２．８ ２．３ ２．０
观察数 ２２ ２２ ２２ ２２ ２２ ２２ ２２ ２２

　　（三）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传统ＤＥＡ模型理论，ＣＣＲ模型提供 ＤＭＵｓ

不变规模报酬假设下的技术效率（ＴＥ），ＢＣＣ模型则
为可变规模报酬假设下的纯技术效率（ＰＴＥ），二者
相除就得到规模效率（ＳＥ）。于是，ＴＥ被分解为
ＰＴＥ与ＳＥ两个部分，即：ＴＥ＝ＰＴＥＳＥ。就指标解
释意义而言，ＰＴＥ是指管理和技术等因素影响的生
产效率，ＳＥ是指规模因素影响的生产效率，而ＴＥ则
反映了整体治理结构与绩效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符合

程度。因此，ＴＥ也可称为综合效率或总体效率。［１２］

本研究基于产出角度的 ＢＣＣ－０模型，使用
ＤＥＡＰ２．１软件对海南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耦合
关系进行ＤＥＡ模型效率评价，将效率值作为协调度

进行考察。首先，以高等教育数据（Ｘ）为投入变量，
以区域经济数据（Ｙ）为产出变量，计算高等教育对
于区域经济的状态协调度：ＴＥ（Ｘ→Ｙ）、ＰＴＥ（Ｘ→Ｙ）
和ＳＥ（Ｘ→Ｙ），计算结果如图２所示；然后，以区域
经济数据（Ｙ）为投入变量，以高等教育数据（Ｘ）为
产出变量，计算区域经济对于高等教育的状态协调

度：ＴＥ（Ｙ→Ｘ）、ＰＴＥ（Ｙ→Ｘ）和ＳＥ（Ｙ→Ｘ），计算结果
如图３所示；最后，借鉴文启湘、梁爽［１３］、刘东皇

等［１４］的计算方法，按照公式 ＴＥ（Ｘ－Ｙ）＝ｍｉｎ（ＴＥ
（Ｘ→Ｙ），ＴＥ（Ｙ→Ｘ））／ｍａｘ（ＴＥ（Ｘ→Ｙ），ＴＥ（Ｙ→
Ｘ））、ＰＴＥ（Ｘ－Ｙ）＝ｍｉｎ（ＰＴＥ（Ｘ→Ｙ），ＰＴＥ（Ｙ→
Ｘ））／ｍａｘ（ＰＴＥ（Ｘ→Ｙ），ＰＴＥ（Ｙ→Ｘ））、ＳＥ（Ｘ－Ｙ）＝
ｍｉｎ（ＳＥ（Ｘ→Ｙ），ＳＥ（Ｙ→Ｘ））／ｍａｘ（ＳＥ（Ｘ→Ｙ），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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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Ｘ）），分别计算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彼此耦 合度，计算结果如图４所示。相关数据分析如下：

图２　高等教育对于区域经济的状态协调度

图３　区域经济对于高等教育的状态协调度

图４　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彼此耦合度

　　１．海南省高等教育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度先抑
后扬，近年来逐步呈现相对有效的状态。随着１９９９
年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高等教育规模显著扩大，高

校基础设施、师资队伍、办学条件等均出现了较大的

缺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质量。并且，扩

招政策出台比较紧急，高校主要增设对于教学条件

要求不高、师资相对充裕的文科类学科专业，导致人

才培养口径重复严重，与区域经济发展契合度不高，

因此，２０００年开始高等教育对于区域经济的规模效
率与综合效率均急速下降，分别在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
出现最低值０．３１７、０．２９８。２００６年以后，海南省高
等教育投入显著增加、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有４所
高职院校先后升格为本科院校，分别更名为琼州学

院（２０１５年更名为热带海洋学院）、海口经济学院
（民办）、琼台师范学院和海口科技学院（民办）。特

别是，２００７年原华南热带农业大学与原海南大学合
并组建新海南大学，成为海南省唯一的“２１１工程”
建设高校。海南省高等教育办学效率逐年持续回

升，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处于相对有效的状态，基本符合
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

２．海南省区域经济对于高等教育的协调度总体
呈现“相对有效—回撤”的交替状态。其中，２００３—
２０１０年的综合效率、２０１０年前的规模效率、２００３年
以后的纯技术效率均处于或接近相对有效状态。效

率回撤主要出现在两个时期：一是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
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出现骤降，１９９８年爆发的亚
洲金融危机对于在东南亚经济圈的海南省经济建设

造成较大冲击，进而波及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二是

２０１０年以后，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出现持续走低的
趋势，区域经济投入并没有实现高等教育高效率产

·８２·



出。众所周知，２０１０年１月国务院决定推进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海南省面临自１９８８年经济特区建设
以来的第二次历史性发展机遇。然而，之后数年的

建设成效与“世界一流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的

预期目标还相距甚远，省内高校与省外知名高校联

合设立的国际旅游岛研究机构也没有形成具有较高

社会影响力的研究报告。２０１７年海南省 ＧＤＰ全国
排名倒数第４（仅高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西
藏自治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对高等教育的

推动作用亟待提升。

３．海南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度长期处
于低度协调状态，近年来略有改善。其中，纯技术效

率基本维持在０．８水平左右波动，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处
于相对有效状态；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总体呈现 Ｗ
型趋势，分别有２个年度、３个年度相对有效，最低
值分别出现在２００５年（０．３１７）与２００４年（０．２９８），
２０１２年回升至高点后再次回撤，年平均值仅为
０．６１３和０．６９８。如前所述，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具
有较高的耦合度是发挥彼此促进作用的重要前提，

海南省政府应予以高度关注。２０１５年海南省明确
重点建设１２个重点产业，提出了《海南省十二大重
点产业人才培养五年行动计划》，部分高校牵头成

立了若干省重点产业创新人才培养联盟，区域经济

对高等教育的促进作用有所加强，２０１６年的综合效
率与规模效率略有反弹至０．７７５水平。

三、若干政策建议

１．就高等教育而言，应当根据“三区一中心”战
略定位、“三大领域”“五大平台”和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互联网产业、医疗健康产业等 １２个重点产
业［１５］，进行硕博学位点、学科专业动态调整，优化高

校布局结构，通过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和高校现代

化治理体系构建，显著提升高等教育对于经济社会

发展的匹配度与贡献度，同时避免出现过度教育的

情形。建议：为弥补海南省农科类高校建制空白，海

南农垦独立建设或合作建设“海南热带高效农业职

业技术学院”；坚持“以本为本”战略，适度扩大本科

院校规模，全面加强本科院校建设，适度控制学术学

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显著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

规模；在现有高校分设校区的基础上，考虑在海口、

三亚以外的地区，地方ＧＤＰ超过２００亿或者与自贸
区（港）建设直接相关的市县（包括儋州、澄迈、琼

海、文昌、万宁以及陵水）新建高等院校；出台税收、

人事管理、人才津补贴等鼓励政策，积极引进国内外

优质教育教学、科研资源，在海南省建立分校或校区

（例如，中央民族大学海南校区已落户陵水）、研发

分支机构，与省内高校协同育人、科学研究、资源共

享等全方位合作。

２．就区域经济而言，当务之急就是在既定产业
政策的引领下，显著扩大经济发展规模、提高经济发

展效益，实现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有力支持，特别是增

加教育经费投入力度。建议：结合１２个重点产业协
调发展要求，逐步摆脱海南房地产业“一业独大、畸

形发展”的困境，持续调整优化经济产业结构，进一

步巩固并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例，改造升级农牧

渔业的生产结构，扩大资本密集型、生态友好型高科

技制造业企业规模，有效改变海南第二产业产值比

例长期偏低的情况，显著提升新型工业对于海南

ＧＤＰ的贡献度；实施区域经济发展专项课题招标，
为高等院校深度参与区域经济产业政策制定提供平

台；产业发展过程主动融合高等教育的积极成果，推

动高等教育产业形态日趋成熟，成为海南省区域经

济的重要内容；加强高校人才就业市场网络化建设，

及时将各行业就业岗位需求以及变化趋势反馈于高

校，搭建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重要联结桥梁，通过

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高等教育提供比较充沛的高端就

业市场；通过税收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与高校开展

人才培养、技术攻关，实现合作共赢。

３．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的历史机遇背景下，切实提高高等教育与区

域经济的耦合度、实现经济社会进步繁荣，已是当下

最为紧迫的事情。优化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与区域经

济结构，实施规模扩张与内涵建设并重策略，加强内

部治理体系建设，提高办学效益与管理效益，实现高

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高质量特色发展，成为提高彼

此耦合度的关键路径。实现上述目标，就需要强有

力的机构与机制保障，因此建议：在海南省委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专项小组”，从省一级高度予以统筹、规划、协调，

有助于实质性推进海南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多

维互动、彼此促进、全面发展，以期建立高等教育与

区域经济的长效耦合机制。

参考文献：

［１］姜华，王晶，吴晓林．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实
证研究［Ｊ］．现代教育管理，２０１６（１２）：７－１２．

［２］王永杰，黄政，王振辉．我国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
协调性研究［Ｊ］．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２）：１１１－１１５．

［３］何丹，程伟，龚鹏．中部地区长江沿线城市群高等教育与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Ｊ］．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１７（９）：

·９２·



３０－３５．
［４］王黎恺．高等教育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中国
长三角地区为例的实证分析［Ｊ］．江苏高教，２０１４（６）：
５８－５９．

［５］李静，谢树青．基于网络 ＤＥＡ模型的新疆高等教育系统
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分析［Ｊ］．新疆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３）：１３２－１３８．

［６］韦文华．国发二号文件背景下贵州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研究［Ｊ］．贵州民族研究，２０１３（５）：１９９－２０２．

［７］陶元磊，李强．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
的协同效应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因果性分析

［Ｊ］．复旦教育论坛，２０１５（１）：７４－８１．
［８］刘林，郭莉，李建波，等．高等教育和人才集聚投入对区
域经济增长的共轭驱动研究：以江苏、浙江两省为例

［Ｊ］．经济地理，２０１３（１１）：１５－２０．
［９］ＣｈａｒｎｅｓＡ，ＣｏｏｐｅｒＷＷ，Ｒｈｏｄｅｓ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ｕｎｉｔｓ［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７８（２）：４２９－４４４．
［１０］李光金，阎洪．测算具有松驰技术效率的 ＤＥＡ方法
［Ｊ］．系统工程理论与实际，２００２（２）：６７－７３．

［１１］崔玉平，张弘．我国省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水平的量化
评价［Ｊ］．现代大学教育，２０１５（５）：８４－９１．

［１２］曲涛．“２１１工程”高校本科教育绩效实证分析［Ｊ］．高
教发展与评估，２０１５（４）：４５－５６．

［１３］文启湘，梁爽．基于ＤＥＡ模型的流通业与消费增长协调
发展研究［Ｊ］．商业经济与管理，２０１０（１）：５－１１．

［１４］刘东皇，谢忠秋，李向东．中国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协
调发展研究［Ｊ］．统计与决策，２０１５（２２）：１４０－１４２．

［１５］彭青林．刘赐贵在全省引进外资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求
［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１２－０１）［２０１９－０１－３０］．ｈｔｔｐ：／／
ｗｗｗ．ｈａｉｎａｎ．ｇｏｖ．ｃｎ／ｈａｉｎａｎ／ｔｔｘｗ／２０１８１２／ｄ８９２０９８ｅ２ｂ９５４２１９
ｂａｂ０ｂ４ａ９９４ｃｅ５６３ａ．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８－１２－０１／２０１９－０１－３０．

（责任编辑　刘成贺）

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Ｈａｉ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ＥＡＭｏｄｅｌ

ＱＵＴａｏ１，２，ＷＡＮＧＸｕｅｍｅｉ１，ＣＨＥＮＴｉｎｇｔｉｎｇ１

（１．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Ｏｆｆｉｃｅ，Ｈａｉ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ｉｋｏｕ，Ｈａｉｎａｎ５７０２２８，Ｃｈｉｎａ；
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ｈ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Ｈａｉ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ＥＡｍｏｄｅｌ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ｔｈａｔ
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ｘｅｒｔｓ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ａｆｔｅｒ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ｆａｌｌｉｎｇｕｐａｎ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ｔｈａｔ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ｘｅｒｔｓｏ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ｙｈａｓｂｅｅｎｉｎａｌｏｗ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ｔｏｃａｒｒｙｏｕｔ
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ｔｈｅｓｃａｌ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ｔｏｂｉｄｆｏ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ｓ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ｏ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ｉｅ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ｔ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ｏ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ｔａｌｅｎｔ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ａｃｋｌｅｋｅ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ｗｉ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ａｘ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ｉｎ－ｗｉｎ．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ｔｉ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ｐｅｃｉａｌＧｒｏｕｐ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ｅｔｕｐａｓａ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ｒｅｆｏｒｍｌｅａ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ｏｆＨａｉ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ａｉ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ＤＥＡｍｏｄｅｌ

·０３·



第３６卷　第３期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３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９年６月

Ｊｕｎ．２０１９　

农业科普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
———以河南省为例

余　兵
（信阳农林学院 旅游管理学院，河南 信阳 ４６４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０９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１７２４００４１０４３６）；信阳农林学院科技创新

团队２０１７年度项目“豫南大别山区乡村旅游发展研究”
作者简介：余兵（１９７９—），男，河南新县人，硕士，信阳农林学院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乡村旅游。

摘　要：选取郑州绿博园、郑州中牟农业科技园等２０个具有代表性的农业科普旅游示范点作为
研究对象，运用《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ＧＢ／Ｔ１８９７２－２００３）国家标准评价方法，评价分析河
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的资源等级及各评价因子得分，并提出对应的开发策略。

关键词：农业科普；旅游资源；评价；开发；河南省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５
中图分类号：Ｆ５９０．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３１－０４

　　农业科普旅游资源是指：以农业资源为媒介，具
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以及较强的知识性和教育性，能

够对农业休闲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开发为农业

旅游和科普教育活动并产生多种效益的农业自然资

源和社会资源。河南省是农业大省，农业科普旅游

资源丰富，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的研究也初步取得了

一些成果。鲍春裕分析了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发展

现状，总结了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发展的基本类

型。［１］张智慧以河南省１２个农业科普旅游示范点为
研究对象，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各示范点的发展潜力

做了分析评价。［２］杨正通过对河南省主要的农业科

普旅游资源进行梳理，对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的客

源市场进行调查，证实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丰

富、客源市场庞大。［３］综观现有文献，大部分文献是

对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的类型、发展潜力、客源市场等

进行研究，在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

方面，还未见有专门的研究。本研究选取２０个具有
代表性的农业科普旅游示范点，运用《旅游资源分

类、调查与评价》（ＧＢ／Ｔ１８９７２－２００３）国家标准评
价方法，评价分析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的资源

等级及各评价因子得分，并提出对应的开发策略，以

期为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开发提供参考。

一、研究区与数据

河南位于中国中东部，黄河中下游，下辖１７个
地级市、１个省直管市。河南是传统农业大省，有
１８６３个乡镇，４．９８万个村庄。全省 ３７８１１个旅游资
源单体中，７３％在农村，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十分丰
富，农业科普旅游发展前景广阔。目前，全省共有国

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１２个、河南省乡村
旅游特色村４６个，旅游扶贫重点村１０６５个，发展农
业科普旅游意义重大。［４］

本文选取郑州绿博园、郑州中牟农业科技园、郑

州新郑大枣基地、信阳毛尖基地、信阳市太阳坡寨田

园综合体、安阳汤阴恒大农业种植基地、南阳南召玉

兰生态观光园、许昌鄢陵花卉生产基地、驻马店岈

山郁金香、洛阳薰衣草庄园、新乡宝泉万株郁金香园

区、信阳市郝堂村、南阳镇平中原荷花博览园、洛阳

栾川重渡沟、平顶山东坡文化生态园、商丘市玫瑰庄

园、周口老子生态园、三门峡信达生态园、漯河神农

庄园、鹤壁紫金山生态园等２０家具有代表性的农业
科普旅游示范点作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应用的是由国家旅游局和中国科学院地

理资源研究所共同编制，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１３·



总局２００３年发布的《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
（ＧＢ／Ｔ１８９７２－２００３）国家标准评价方法，该评价体
系包括资源要素价值（８５分）、资源影响力（１５分）、
附加值３个评价项目，观赏游憩使用价值（３０分）、
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２５分）、珍稀奇特程度（１５
分）、规模、丰度与频率（１０分）、完整性（５分）、知名
度与影响力（１０分）、适游期或使用范围（５分）、环
境保护与环境安全８个评价因子。每一评价因子分
４个层次，相应分值为四档。资源要素价值和资源
影响力总分为１００分，只有附加值中的环境保护与
环境安全有负分值，其余均为正分值。

根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ＧＢ／
Ｔ１８９７２－２００３）国家标准评价方法，本研究邀请了
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河南农业大学、郑州旅游职业学院、黄淮学院、

平顶山学院、周口师范学院、信阳农林学院等１０所
高校的２０位旅游专业副高以上职称教师为评价专
家，对研究对象２０个园区各评价因子进行评分，再
计算各园区的总体得分，最后依据旅游资源单体图

例标准（表１），评价出２０个园区的资源等级，评价
结果如表２所示。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４００份，
回收３９２份，回收率为９８％。

表１　旅游资源单体图例

资源

等级
评价分值

图例

表示
形象描述

五级 ≥９０ ■ 特品级旅游资源，国内占很高地位，国外知名

四级 ７５－８９ ● 优良级旅游资源，国内地位重要，国外了解

三级 ６０－７４ ◆ 优良级旅游资源，国内占有重要地位

二级 ４５－５９ □ 普通级旅游资源，在省区内占有重要地位

一级 ３０－４４ ○ 普通级旅游资源，地区内有一定地位

　　（资料来源：国家旅游局《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ＧＢ／

Ｔ１８９７２－２００３）

旅游资源评价的目的是开发利用，为分析河南

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的优劣势，为资源开发提供参

考，在评价结果的基础上，对２０个园区各评价因子
的平均得分进行计算，结果如表３。

三、结果与分析

（一）四级、五级农业科普旅游资源欠缺

从表２可以看出，选取的河南省各地有代表性
的２０个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单体中，评价结果为五级
的旅游资源单体没有，评价结果为四级的旅游资源

单体４个，占２０％；评价结果为三级的旅游资源单
体６个，占３０％；评价结果为二级的旅游资源单体３
个，占１５％；评价结果为一级的旅游资源单体７个，
占３５％。通过各资源等级所占比重，可以看出河南
省的五级旅游资源，即特品级旅游资源没有，四级旅

游资源也只占２０％，我省高等级的农业科普旅游资
源十分稀缺，大部分为资源等级较低的三级、二级、

一级旅游资源。

表２　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评价结果

项目名称 得分 资源等级 图例表示

郑州绿博园 ８７ 四级 ●
郑州中牟农业科技园 ８２ 四级 ●
郑州新郑大枣基地 ７８ 四级 ●
信阳毛尖基地 ８１ 四级 ●

信阳市太阳坡寨田园综合体 ７２ 三级 ◆
安阳汤阴恒大农业种植基地 ７１ 三级 ◆

洛阳栾川重渡沟 ７１ 三级 ◆
许昌鄢陵花卉生产基地 ７０ 三级 ◆

信阳市郝堂村 ６９ 三级 ◆
洛阳薰衣草庄园 ６８ 三级 ◆

新乡宝泉万株郁金香园区 ５３ 二级 □
南阳南召玉兰生态观光园 ５０ 二级 □
驻马店岈山郁金香 ４９ 二级 □

南阳镇平中原荷花博览园 ４３ 一级 ○
平顶山东坡文化生态园 ４０ 一级 ○
商丘市玫瑰庄园 ３７ 一级 ○
周口老子生态园 ３６ 一级 ○
三门峡信达生态园 ３６ 一级 ○
漯河神农庄园 ３４ 一级 ○

鹤壁紫金山生态园 ３５ 一级 ○

表３　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各评价因子得分

评价因子 平均得分

观赏游憩使用价值 １４
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 １２

珍稀奇特程度 ８
规模、丰度与频率 ５

完整性 ２
知名度与影响力 ４
适游期或使用范围 ２
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 －３

　　（二）观赏游憩使用价值
从表３可以看出，“观赏游憩使用价值”平均得

分为 １４分，即“全部或其中一项具有很高观赏价
值、游憩价值、使用价值”，观赏游憩使用价值得分

较低，说明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的观赏游憩使

用价值有限。

（三）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

“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平均得分为１２分，
即“同时或其中一项具有省级意义的历史价值、文

化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历史文化科学艺术

价值得分较低，说明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的历

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没有很好地挖掘出来。

（四）珍稀奇特程度

“珍稀奇特程度 ”平均得分为８分，即“有少量
珍稀物种，或景观突出，或此类现象在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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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珍稀奇特程度得分较低，说明河南省农业科普

旅游资源比较大众化，珍稀奇特程度不突出，特色不

够明显，没有非常有特色的旅游产品。

（五）规模、丰度与频率

“规模、丰度与频率”平均得分为５分，即“独立
型旅游资源单体规模、体量较小；集合型旅游资源单

体结构、疏密度较差、频率较低”。本项得分为 ５
分，得分较低，说明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单体规

模较小、体量不够大，不便于开发成集群性旅游产

品；丰度较差、出现频率较低，对游客吸引力较弱。

（六）完整性

“完整性”平均得分为２分，即“形态与结构有
明显变化”，说明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形态与

结构保持不够完整，需要维护原始面貌。

（七）知名度与影响力

“知名度与影响力”平均得分为４分，即“在本
省范围内知名，或构成省内的名牌”，说明河南省农

业科普旅游资源只在本省范围内知名，但在全国范

围内，知名度与影响力较弱，还没有全国知名的农业

科普旅游品牌，与河南省的农业大省地位不相匹配。

（八）适游期或使用范围

“适游期或使用范围”平均得分为２分，即“适
宜游览的日期每年超过１５０天，或适宜于６０％左右
的游客使用和参与”，说明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

源适游期时间不够长。

（九）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

“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减掉了 ３分，原因是
“已受到轻度污染，或存在一定安全隐患”。说明河

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已受到轻度污染，需要对资

源进行合理的保护，防止污染进一步恶化。

四、开发策略

根据上述评价结果与分析，对应国家旅游局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ＧＢ／Ｔ１８９７２－２００３）
国家标准，提出如下开发策略：

（一）加大优良级、特品级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的

培育力度

河南省是农业大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丰富、种

类繁多，但大部分为三级以下等级的资源，四级、五

级的优良级、特品级农业科普旅游资源较为缺乏。

目前，河南省还没有在国内叫得响的特品级农业科

普旅游品牌，这与河南省的农业大省地位不相匹配，

加大优良级、特品级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的培育力度，

是提升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品牌影响力的关键

所在。我国江浙地区农业科普旅游资源优良级、特

品级较多，这与江浙地区经济发达，旅游产业发展思

路开阔等因素有关。就河南省而言，首先，聘请高层

次的规划机构，高起点、高规格地做好农业园区的规

划，并和乡村振兴、产业精准扶贫、特色小镇、“互联

网＋”农业、农业信息化、农村电商紧密结合；其次，
做好招商引资工作，通过多渠道、多途径融资，保证

项目落地实施；再次，在运营保障方面，可以与国内

知名大型旅游集团合作，深度开发农业科普旅游产

品，形成农业科普旅游全产业链条。

（二）开发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的观赏游憩价值

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有些仅仅作为农作物

种植，产生的是农作物的效益，农作物的观赏游憩价

值没有充分开发，旅游价值功能没有发挥。例如，许

昌鄢陵被誉为“中国花木第一县”，花卉苗木种植规

模大，面积已达４０万亩。目前，许昌鄢陵花卉生产
基地主要的经济效益来自花卉的种植、生产、销售，

花卉的观赏游憩价值没有充分开发，观赏游憩价值

欠缺，花卉生产基地还没有深度开发为“景区景

点”，花卉产业没有和旅游业紧密的结合。应充分

开发花卉产业的观赏游憩价值，以市场为导向，开发

出符合市场规律、受游客欢迎的花卉旅游产品，才能

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三）挖掘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的历史文化科学

艺术价值

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的历史价值、文化价

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没有充分的挖掘。例如，信

阳毛尖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早在唐朝时期就被列

为贡品，信阳毛尖不仅国内知名，在国际上也有很高

知名度，远销欧美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信阳毛尖作
为农产品，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但作

为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其旅游价值功能没有很好的

挖掘，没有和旅游产业很好融合，茶旅融合力度不

够，应充分挖掘其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文化价

值方面，在旅游项目开发时，应该把茶文化元素融入

旅游项目，把茶文化中的茶道、茶德、茶精神、茶联、

茶书、茶具、茶画、茶学、茶故事、茶艺等体现在旅游

活动中的各个环节；科学价值方面，在旅游项目开发

时，应发展茶养生、康养旅游，开发旅游购物品时，应

把信阳毛尖的生津解渴、清心明目、提神醒脑以及防

癌、防治坏血病等多种功能融入旅游保健品中；艺术

价值方面，开发茶文化旅游演艺项目，要借助于人

物、道具、舞台、灯光、音响、字画、花草等，把信阳毛

尖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展示出来。

（四）突出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珍稀奇特程度

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珍稀奇特程度不明

显，珍稀物种较少，景观不突出，没有非常独特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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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垄断性的农业科普旅游资源。洛阳薰衣草庄园、

驻马店岈山郁金香对本省游客具有一定的吸引

力，但近几年全国各地纷纷搞花海经济，导致现在的

花海已经成为一般的大众性产品，越来越没有特色，

难以对游客产生吸引力。珍稀奇特程度是旅游之

基，旅游资源开发必须对原始的地方文化特征进行

深度挖掘，充分整合。只有根植于本地自然、文化基

础上开发出来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珍稀奇特程度突

出的旅游产品，才能在旅游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要

避免照搬、再造、复制、模仿等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行

为，跳出雷同开发的套路。因此，在农业科普旅游资

源开发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开发产品的珍稀奇特程

度、突出资源的特色。

（五）扩大农业科普旅游资源规模、丰度

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单体规模较小，丰度

较低，不利于形成规模化的观赏价值高的旅游产品。

笔者认为，不管是什么农作物的花和果，只要形成一

定的规模、丰度，都可以开发成为旅游景点。比如油

菜花，本身是油料农作物，但如果形成一定规模，就

可以开发成为旅游景点，像江西婺源油菜花，种植面

积较大，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自然地对游客产生了吸

引力。湖北麻城龟峰山的映山红，千百年来漫山遍

野开放，近几年当地政府将其开发成为旅游景点，吸

引了众多游客，“人间四月天，麻城看杜鹃”的农业

科普旅游品牌正在叫响。目前，河南省农业科普旅

游资源单体规模较大的是洛阳牡丹、开封菊花，洛阳

连续举办了３６届“洛阳牡丹文化节”，开封连续举
办了３５届“开封菊花文化节”，均取得了较好的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除此之外，河南缺少叫得响的农

业科普旅游品牌。应扩大驻马店岈山郁金香、南

阳南召白玉兰、新乡宝泉郁金香、商丘市玫瑰的种植

规模、丰度，这样才能形成单体规模体量巨大、结构

完整、疏密度优良的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品牌。

（六）加大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环境保护与环境

安全措施

旅游资源开发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保护利用，

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很多地方存在破坏性开发

行为，体现在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开发上，就是农业科

普旅游资源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措施不到位。例

如，信阳毛尖，每年春季，都有大批的旅游团大巴到

茶园基地购买茶叶，体验茶香风情游，但是旅游大巴

排放的废气对茶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同时，由

于信阳毛尖茶园病虫害防治需要喷洒农药，造成对

基地环境的污染，和旅游目的地对环境的高标准要

求相冲突。既要做好茶园的病虫害防治，又要保护

好旅游环境，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才能获取较好的经

济效益、环境效益。还有新郑大枣，新郑大枣是河南

省知名特产，新郑市一直把大枣产业作为农业产业

化的重点品牌，成功举办了多届“枣乡风情游”，开

发了“古枣园”“红枣大观园”“玉皇观枣台”等著名

景点，但枣树易生虫，需要喷洒农药，尽管新郑喷洒

农药符合国家标准，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污染问题。

应该加大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措

施，让游客吃得放心、游得开心，形成健康的农业科

普旅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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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预算管理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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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发展计划部，北京 １００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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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慕（１９９０—），女，河南郑州人，硕士，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发展计划部工程师，主要从事企业管理、营

销体系建设、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研究。

摘　要：现阶段，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发展进入中高速发展状态，经济结构也进行了调整，这就要
求国有企业相应地做出改革和应对。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势

下，要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企业预算管理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内容，对企业整体发展有着重

要意义，但在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工作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国有企业的全面发展，在

企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严峻形势下，要求尽快对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工作作出整改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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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４年５月首次提到“经济新
常态”，指出今后中国经济要变高速增长为中高速

增长，经济结构要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

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新常态为国有企业发展带

来了新一轮的机遇和空间，夯实国有企业预算管理

工作，可以有效节省企业成本，合理分配资源结构，

将企业财务风险压缩到最小化。经济新常态下，国

有企业要结合现代化管理特色，找出现有预算管理

中的问题和不足之处，积极采取有效的解决方法和

对策，制定精确化的预算管理目标，提高企业预算管

理运行效率，实现既定的总体规划和目标。

一、经济新常态下实行国有企业预算管理的作

用和意义

国有企业预算是一个覆盖范围广泛的全面体

系，涉及企业的每一项收入和支出情况。它是一个

动态管理过程，在实施过程中需要企业全员参与。

预算在国有企业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使企业明确

经营目标；为企业各部门传达任务，协调平衡；作为

企业控制成本的主要依据；企业制定评价考核的主

要标准。企业预算由多种预算内容组成，预算管理

是其中之一。国有企业通过对即将经营的业务和财

务作出事先的预测，在企业活动开展中，根据预算对

企业的各项活动进行精细化管理以及动态监控和跟

踪，确保实际和预算保持一致。如果发现实际和预

算出现差别，要及时对该部分作出比对和分析，并对

结果作出指导和改善，将问题处理在萌芽状态。国

有企业预算管理可以对企业经营成本和财务风险进

行一定的规避，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确保国有企业完

成战略性目标，实现国有企业的价值，适应经济新常

态的发展要求，推动国有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凸显的问

题分析

经济新常态下，要求企业不再单纯地追求经济

数量的增长，而是更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衡量企业

经营效益的不再单单是数字，更讲究稳定可持续性。

国有企业预算管理作为企业运行的一大保障体系，

在经济新常态结构影响下，各种问题凸显。

（一）预算编制阶段的问题

预算编制是整个预算管理体系的初级阶段，对

企业将要开展的业务收支情况作出预算规划，制定

各项预算内容的预算框架，本着节约成本、建设企业

的双向原则，为企业服务。

１．预算人员思想松懈，组织制度不健全
在国有企业的预算管理编制阶段，预算人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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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工作的具体执行者，其对工作的态度直接关系

到整个预算管理工作的质量。目前，国有企业预算

管理编制工作效果不佳，企业整体对预算管理工作

的认识不到位，认为国有企业的预算管理工作意义

不大；没有认清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面临的大局

形势，对企业预算编制工作定位不准确，认为企业预

算管理工作同企业实际经济效益关系不大；部分国

有企业对预算编制工作没有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

编制人员也是由财务人员兼职，预算管理编制相关

制度不健全，领导人员不到位，分工不明确，工作效

率不高。

２．预算编制偏离实际，存在全口径化
在预算编制工作开展过程中，一是预算编制偏

离实际。国有企业预算汇编过程呈现正金字塔的结

构，汇编工作程序是由处于最底层的子公司进行初

编，再逐级向上级进行汇报，最后总公司整理汇总形

成决议，此种编制过程显然脱离了实际依据，部分子

公司为了在考核时争名次，会虚报预算成本、少算收

入，以此来保证完成年底考核目标。二是预算编制

的口径不统一。因预算编制政策制定存在一定的盲

区，部分预算编制人员在成本计算中缺乏责任心，会

自动把某些成本忽略不计，造成实际支出和预算出

现偏差，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３．预算编制工作目的性不明确
国有企业通过预算要达到企业既定目标，起到

为企业建设和发展出谋划策的作用。企业制定的战

略规划目标是企业预算编制工作开展的指导方向，

但在部分国有企业中，预算编制人员没有指导性的

思想指引，缺乏完善的目标体系，企业预算编制目标

的制定没有根据整体战略目标进行逐一分解、详细

制定，预算编制工作开展随意性极大，考虑范围仅仅

停留在企业财务经营内，没有大局意识，导致国有企

业年初制定的预算目标和实际经营结果差距很大，

使国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二）预算执行监管阶段的问题

如果将整个预算管理工作比作建造一座房子，

预算编制是房子的整体框架，执行监管是房子的建

造主体结构，占据着主要地位。国有企业在作出预

算后，将管理目标按照企业各部门职能进行对应分

解，各个职能部门只有配备专人进行监管，执行成员

认真执行到位，才能确保年底完成既定目标。

１．监督反馈不完善
制度是保证一项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科

学合理地制定管理制度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工作中，预算编制人员在制订

出预算目标后，在目标实现过程中，监督管理工作相

对不到位，即使预算编制工作做得很好，但监管不

力，也会对目标的实现起到阻碍作用。相关的预算

目标分发给各执行部门后，大部分部门没有将执行

监督工作列入具体执行环节，即使少数部门有人负

责执行监管，监管人员思想也不到位，或是仅仅在自

己部门内部进行监督，没有将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

统一起来，使预算管理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２．预算执行力度不到位
国有企业兼具行政性质和企业性质，预算执行

工作的开展受到相关行政权力的管控，预算执行工

作开展的具体执行人不能自由发挥自身执行能力，

行政部门通过拥有的行政权力对预算执行进行把

控，预算执行管理意识薄弱，忽视了预算管理工作对

企业长久发展的促进作用。国有企业预算管理执行

中责任关系不明确，因此在预算管理执行中，国有企

业执行预算效率低下，难以按照预定计划来规划企

业的下一步目标，大大制约着国有企业整体战略目

标的实施。

３．管理方法缺乏综合性
在预算管理的执行阶段，国有企业各部门“闭

门造车”，不与其他部门沟通，造成预算管理目标执

行的单一性，国有企业不能综合各部门执行预算的

情况对企业整体战略目标的实施及时作出调整和修

改，企业各部门往往前半年收紧支出，年底又“完成

任务”似地突击花钱，以此来完成起初制订的预算

管理目标。这种“完成任务”似的执行管理方法是

不科学、不合理的，前期的收紧可能造成部分资源配

备不到位，后期的放任又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不能将

有限的成本用来做最有效的事情。

（三）预算绩效考核阶段的问题

绩效考核是衡量一项工作成败的重要参考标

准，国有企业在前期制定出预算目标后，检验其执行

效果的环节在预算绩效考核阶段。现阶段，国有企

业预算绩效考核相关的制度不完善，部分企业存在

走形式的现象。

１．测评考核制度不完善
预算考评是国有企业预算管理的保证环节，直

接决定着预算执行人员的工作力度。现阶段，由于

受长期国有企业特有管理模式的影响，制度制定的

表象化大于实际化，虽然制定了相关的考核制度，但

对工资绩效的实际影响不大，震慑力也就不足。仅

仅在预算销售环节，销售员的工资和销售业绩密切

相关，考核制度主要针对的是销售部门，对于生产预

算、成本预算等相关员工的考核标准和工资没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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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关系，失去了测评考核制度应有的实际意义。

２．考核形式单一，存在形式化现象
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工作考核制度不健全，考核

目标主要是预算编制阶段制定的目标任务，考核形

式过于单一。以国有企业的财务预算考核制度为

例：财务预算管理制度的制定，是为了将各部门的经

济活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预算目标来衡量各部

门的工作绩效。用财务预算标准考核员工的工作表

现时，并不能准确地显示出各个员工详细的工作绩

效，使得奋战在最一线的员工和工作效率平平的员

工差别不大。所以，如果使用财务预算这种考核方

式，对员工的总体评价不公平，会降低部分员工的工

作热情。因此，这种单一的考核方式不利于经济新

常态下国有企业的长久可持续发展。

三、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对策

经济新常态下，国家对总体经济结构进行调整

和优化，要求国有企业强结构稳增长，不再着眼于经

济的总量增长，而是以发展促增长、以增长促发展。

企业预算管理作为企业效率的保障机制，要积极应

对经济新常态对国有企业的新考验。

（一）完善预算管理编制对策

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预算管理编制工作是

一项全面性的前期工作，其工作量较大，对国有企业

全年工作效益起着指导性作用。只有高度重视此项

工作，保证此阶段工作的科学合理，才能确保后期的

预算管理执行阶段和预算管理考核阶段顺利进行。

１．优化预算编制制度
国有企业预算编制工作的制度优化，对于提升

预算编制工作的质量、增强预算编制工作的针对性、

确保预算执行效果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在预算编制

制度优化中，企业应针对预算编制工作人员对编制

工作重视度不高、认识不到位等问题，着重对预算编

制制度进行优化。选择得力的领导对预算编制工作

进行总体统领，通过民主投票方式，选取工作责任心

强、专业知识丰富、能力较高的预算编制工作人员，

详细制定规划，积极和企业各部门进行信息沟通，确

保科学合理地完成预算编制工作。

２．预算编制坚持以实际为中心
国有企业在开展预算编制工作之前，要对全体

员工进行强调，提高全员对预算工作的重视度，适当

给预算编制人员一定的思想压力，促进工作人员以

高度的责任感对待预算编制工作。在编制工作开展

后，国有企业各个部门要加强联动，各子公司工作人

员要及时沟通，预算的最终结果要通过从上到下、从

下到上的多次沟通，确保每一项信息的真实合理，坚

持以实际为中心，严格科学合理地控制各项费用支

出，坚持收入全额进预算范围的原则，同时确保总公

司到子公司所有编制工作人员口径一致。

３．预算编制工作要有战略目标
预算编制工作是为国有企业实现总体战略性目

标服务的，所以预算编制工作要按照合理的预算指

标体系进行。在制定预算目标时，要求工作人员本

着高度的主人翁精神，为大局着想，以国有企业总体

战略目标为中心，放眼企业未来的长久性发展。国

有企业的预算编制工作是整个预算管理工作的重中

之重，对企业全年的各项业务开展起到向导作用。

因此，需要将企业整体运作过程和初期预算编制目

标相结合，从原材料购进到产品销售，从成本支出到

盈利收入进行全覆盖。只有将每一项预算内容严格

进行预算，注重细节、认真规划、上下一心、形成合

力，才能确保国有企业实现战略性目标任务。

（二）加强预算管理执行监管对策

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在制定出科学合理的

预算编制目标后，能否打好预算管理这一保卫战，关

键在执行阶段。预算管理涉及的企业部门多、业务

种类多、相关工作人员多，需要有一套给力的执行监

管体系来保证执行到位。

１．建立健全预算管理执行监管制度
国有企业在制定出各项业务的预算目标后，只

有保证在实际运行中监管到位、执行到位，才能达到

甚至超出预期目标。但是，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有

所不同，其制度制定和私企有着明显的差异，管理分

级现象较严重，执行工作的人员不能充分发挥主观

能动性。因此，国有企业应成立专门的预算执行领

导小组，针对员工工作执行情况制定奖惩制度，并力

保说到做到，发挥执行监督强大的作用，推动预算管

理目标的落实。

２．转变观念全力开展预算管理执行工作
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除了监管

不力的因素外，执行人员的思想观念也影响着预算

目标的完成。国有企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受我国

经济体制的影响，员工工作积极性不太高，在经济新

常态形势下，这种观念严重影响到企业预算管理工

作的执行力度，大大影响国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的优势。企业预算管理执行人员要有现代化的

思想观念，结合互联网优势，努力学习新的高科技知

识，保证预算管理执行到位。例如：在预算管理执行

过程中建立预算管理执行分析报告制度，定期对执

行数据进行跟踪和分析，避免实际和预算出现太大

偏差，及时作出合理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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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执行管理要齐心协力通力合作
企业预算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行为过程，它要求

企业在实施预算管理目标过程中，根据执行情况随

时调整相关方案。国有企业预算管理执行工作是一

个全员参与的强大体系，上到领导干部，下到基层员

工，涵盖国有企业的方方面面。为了有效弥补预算

管理执行工作制度方面和员工观念方面的不足，要

积极调整执行工作方案，创新工作方法，将各个部

门、各个执行工作人员牢牢联系在一起，定期进行思

想鼓励，确保齐心协力、完成任务。

（三）制订科学合理的现代化预算管理考核方

案

为了激发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工作人员的积极

性，结合经济新常态的新形势，国有企业要利用当前

先进的网络技术，根据企业总体发展规划，制订合理

的预算管理考核体系，确保企业正常运行。

１．预算管理绩效制度应结合经济新常态特点
经济新常态下，要求国有企业发展求稳，企业效

益稳中有增，这就要求结合这一特点有针对性地制

定企业预算管理考核制度。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时

期，相关考核制度也存在一定的偏激，但随着经济形

势的变化，预算管理考核制度也要相应地进行优化，

以激励员工代替批评员工，以物质奖励代替口头表

扬，这种奖励制度对员工实际意义更大，更能激发员

工的工作积极性。

２．预算管理考核应坚持“以人为本”
在大多数国有企业中，由于对预算管理总体工

作缺乏科学系统的认识，从预算管理编制到预算管

理绩效考评一系列工作都没有建立长效的监督管理

工作机制，导致整个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实际效果不

佳。在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工作考核阶段，要做到全

程公开、透明、公平、公正，不仅要制订长效的考核办

法，更要注重考核形式的人性化，坚持“以人为本”

的基本理念。鼓励员工积极工作，保证员工劳动报

酬，适当进行阶梯化奖励机制，在考核时执行效果要

按照预算考核制度严格把关、奖惩分明，充分调动每

一个员工的积极性，大大促进员工保证甚至超额完

成工作任务。对于工作量相对落后的员工，及时进

行沟通和心理访谈，让员工感受到来自企业的人文

关怀，为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良好发展奠定基础。

四、结语

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工作不仅是一项全面系统的

工作，更是一项精益求精的业务。在经济新常态下，

其关键性有增无减，国有企业一定要在思想上引起

高度重视，在制度上优化改进，在执行中加强力度，

上下一心，奋力前行，力保国有企业在新一轮经济竞

争中继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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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自信角度再认识清末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解体

郭　威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２７
作者简介：郭威（１９９１—），男，河南开封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治官之法、法律史研究。

摘　要：法律脱胎于文化，文化有表现形式及取旨的不同，却无价值上的高低之分。从文化角度
而言，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解体，并非全因落后使然。清末战争的失败不但冲击了国人文化理念，也

改变了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发展轨迹。从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战争出发，试图对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

解体进行新的视角分析。

关键词：清末修律；战争；法律体系；解体；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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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

断了精神命脉。”中国传统法律体系及其优秀内涵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法治文化更

是一个包含规范体系、观念体系以及法律机制在内

的综合范畴，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法治发展最初的、直

接的特性以及法治文明的本来面貌，更折射出一国

法治文化的产生历程。因此，对中国传统法治文化

及中国传统法律体系解体进行再认识与解构也是践

行文化自信的重要表征。

一、由两场战争看清末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解

体

历史的一大魅力在于：无论古今中外，总会演绎

出相同或相似的情景。相同或者相似的历史，虽然

时代不同，背景不同，却因为具有相似性从而可以放

在一起进行比较，并总结规律与经验教训。①

（一）先秦时代的“部落战争”及其实质

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的历史典故已为我

们所熟知，而在部落纷争的过程中，苗民部落似乎与

“九黎部落”有着较为良好的关系。《伪孔传》云：

“三苗之君效蚩尤之恶”。华夏部落自黄帝时开始

至夏禹时期与苗民部落之间就相互征战，并且互有

胜负，直至最后华夏部落对“三苗”取得了决定性的

胜利。先是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后又“尧战于丹

水之浦，以负南蛮”，“窜三苗于三危”［１］，到了舜时

期，“却苗民，更易其俗”［２］，已经试图改变苗民部落

的风俗习惯，到了夏禹时期，华夏部落对苗民部落进

行了一场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战争，此战过后，苗民部

落再也无力与华夏部落作战。

值得一提的是，在华夏部落征伐苗民部落的过

程中，华夏部落的首领一直在强调一个战争的理由：

“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

无辜，爰始淫为劓、?、、黥”［３］，每次进行战争总

是以替天行道，消灭异类的口吻，将己方置于“符合

天道”的制高点上，指斥苗民部落“弗用灵”，其“法”

酷虐。退出历史舞台中央的苗民部落在胜利者书写

的历史中成为异端、蛮夷，其创制的“刑法”也被指

斥为酷虐之法，其战败也是由于滥施酷法，招致天

怒，而对其降下惩罚。指斥苗民“弗用灵”为非，则

己方自然是以“用灵”为正。根据《说文解字》：“灵，

巫也。各本巫上有灵字。”“用灵”的华夏部落在法

律形态上尚属于“神判”阶段，从法律的发展及价值

的实现方式的角度来看，苗民部落的“刑”虽然残

酷，但是却比华夏部落较为先进。而根据传世文献

和近现代法律史的研究可知，华夏部落在战胜苗民

部落不久以后也建立了类似的“刑罚”体系，如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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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的刑罚体系中，逐渐也有了“五刑”“俱五刑”等

称谓，残酷程度丝毫不逊于苗民的“五虐之刑”。

由此可知，苗民部落的法律及其刑罚并非真的

“酷虐”“不合天道”，而是因为自身的战败，丧失了

品评自己法律制度乃至本族文化的话语权，而华夏

部落之所以能够在先指斥苗民部落法律制度“弗用

灵”“有违天道”，并以“替天行道”的姿态征伐苗民

部落，后来又制定与其相似或根本就相同的刑罚制

度，而没有感觉有何不妥，就在于部落武力强盛，通

过战争的胜利，掌握了文化话语权，并书写了历史。

（二）清末数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与清末立宪修

律的影响

１９世纪中期，正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寻求扩张的
英国与古老的中华文明相遇，并因“鸦片贸易”受到

中国的遏制而与中国开战。中国由于准备不足，武

器落后及对此次战争的重视程度不够等多种原因，

最终与英国签订了拉开中国近代耻辱序幕的《南京

条约》。其后，中国与西方国家又数度发生战争，虽

然在一些战争之中有小胜，但还是多以中国的战败

而结束。列强在中国攫取的利益越来越多，而对中

国的轻视却愈来愈严重。至中日甲午海战，偌大中

国竟然败给了一向为中国所轻视的“蕞尔小

国”———日本，似乎更让列强看到了中国的虚弱不

堪，对中国最起码的尊重也不再保有，并无视清政府

的存在，在中国划分起了势力范围。列强一改昔日

羡慕、向往中国文化的心态，对中国的制度，乃至整

个文化都开始持有鄙夷的态度。

而中国内部，随着战事的一再败北，士大夫阶层

中的忧国之士，也开始积极寻求救国良方。这些士

大夫们开始还对国家、对本民族之文化保有相当的

自信，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都是这一心态的形象表露。

然而，随着中国对外战争的一次次失败，特别是

败于向来不为中国所重视的“弹丸小国”———日本，

传统中国的士大夫乃至清王朝的皇帝再也无法安于

现状，希望借助一场由“器物到制度”层面的巨大改

革来挽救中国的危局。一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

的“维新运动”，在中国开展起来，虽然该运动并未

对当时的体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它却表明：

中国的知识分子及统治阶层中一些掌握权力的人开

始意识到“改革可以作为缓解政治危机”的旗帜和

武器。且“变法”的理念已然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产生影响，一旦再会有危局出现，人们可能还会想到

“维新变法”，并企图再次以一场“变法运动”来解救

再次出现的“危局”。

义和团运动及“庚子事变”的发生又给了“变

法”一次出场并最终改变了中国传统法律运行轨道

的机会。

因“庚子事变”而被迫“西巡”的慈禧太后，尚在

逃亡途中，就匆忙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法敝则

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

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４］由此拉

开了中国法律史上，乃至中国文明进程中的一次重

大事件的序幕———清末立宪修律。这次运动虽然未

能成功立宪，却移植了众多的西方法律形式及法律

理念，并逐渐在中国得以适用，并在法律形式与立法

取旨上逐渐瓦解了一直适用的中国传统法律体系。

二、中国传统法律体系解体的文化原因分析：战

争的失败影响波及文化、法律制度层面的表现

战争，往往是历史及社会进程发生重大变化及

转折的催化剂。有时它会穿越因果关系的界限，以

难以预料的方式改变或颠覆历史演进的进程；有时

它是社会变化的一剂猛药，暴露出被掩盖的社会矛

盾，从而比其他事件更能引起社会思潮的变动，进而

引发社会的改革或者革命。但更多的时候，战争是

展现力量，掠夺资源，向外推行本国、本民族文化理

念、政治模式的有力方式。

鸦片战争失败后的又一场场失败不断冲击着中

国人传统价值观及文化认知模式，使得中国人对本

国文化的固有认知逐渐从骄傲的认同走向怀疑，再

到无情地抛弃甚至是鄙夷②，并且开始愈发认为只

有学习西方、效仿西方，将自身纳入西方的认同体系

才是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出路。而列强则通过一场场

对中国战争的胜利不仅看到了一向为西方所钦慕的

古老帝国原来是如此的虚弱不堪，更对中国文化的态

度由原来的推崇逐渐转向轻视与鄙夷。列强后来不

仅派驻大量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创办教育，鼓励

中国人到其本土学习，还向中国兜售其政治与法律制

度。

中国传统的法律体系的解体及西方的法制理念

能够取代中国传统的法制理念，并不是因为西方的

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比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法律文

化先进，归根结底可以认为是战争失败的影响波及

文化层面，具体而言，就是法律文化、法律体系、法制

理念。法律脱胎于文化，本民族的所创造出的法律，

是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法律体系

的解体，从内而言，是当时的中国人将战争失败的结

果归因到了法律制度上；从外而言，则是西方通过战

争的形式，将中国强行纳入其文化体系、法律体系。

如果当年的战争，中国从一开始能够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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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列强不敢小视中国，则中国传统的法律体系应当

会保存下来，并在日后的文明碰撞中吸收其他能够

完善自我的因素，保留本体，不断发展。传统法律体

系在历史上的发展演进过程就已经说明了这一问

题。如果当时的中国不曾战败，中国可能也就不会

以西方的标准来给自己定义所谓的“近代与现代”，

更不会以“法制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来评价自己的

法律，因为离开了西方的语境和话语体系，这些概念

对中国而言可能就是一个“伪命题”。

但是，历史不能推倒重来，现实的情况是：中国

传统的法律成了战争失败的一个责任承担者和牺牲

者。然而，每一次战争的胜负，必定是多方面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而每一次战争的失败，又必定有多重

因素需要对其负责。一个国家的制度形式，文化传

统等都不过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而法律制度、法律

文化又不过是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如果

真的需要法律为战争的失败来负责，那么法律究竟

该为战争的失败负责几何？

笔者这样讲并不是要否定西方的法律制度及法

律文化（相反，笔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法制理念和法

律制度在有些方面需要向西方去学习，从而更好地

自我完善），而是要说明中国的传统法律制度、法制

文化乃至中华法系并非是由于落后才遭受到了解

体、被替代和消失的命运，虽然它在某些方面确实也

存在有许多不足之处。

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法律脱胎于文化。文化

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群落

会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经历特有的历史事件而产

生和创造出本地区、本群落特有的文化。不同地区、

不同民族的文化虽然有差异，但不应有优劣高低之

分，文化应当有交流，但不应有文化霸权，更不应以

自己的文化去试图压迫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化。

中国传统的法律与西方国家的法律一样，都是本地

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它们会有表现形式的不

同，也会有价值追求的差异，但是，表现形式的不同

和价值追求的差异，不应当成为品评优劣的因素，更

不应当是后者用来取代前者的借口。其实，抛开表

现形式不同、价值追求差异，就法律传统、具体立法

技术而言，中国传统的法律同西方相比，不仅不会逊

色，甚至更有光辉。

三、由立宪修律而思及的中西法律比较

（一）回顾：中西相比，中国传统法律未尝逊色

于西方

中西法律的比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笔者

自知能力不逮，也无意于将两者进行全面比较，只想

仅就中西法律的传统、具体的立法技术两方面做一

下简单比较，以对上文作出回应。

１．中西法律的起源时间、发展历程、法律体系的
构成比较

关于中国传统法律的起源形式与时间有多种说

法。有“法源于天说”，“刑（法）起于兵说”，“法源

于‘定纷止争’说”，“法源于苗民说”，“皋陶作律”

等多种说法。③仅采取其中“刑（法）源于兵说”而

言，《汉书·刑法志》称：“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

大者”，且“大刑用甲兵”的说法，在《国语·鲁语上》

篇中也有提到。这说明，我国的法律（尽管还处于

雏形时期）在很久以前就产生了。而根据《尚书·

吕刑》中“法源于苗民”的说法，中国法的起源也已

经相当早，并且形成于中国产生国家以前。即使按

照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观点：法律伴随国家的产生而

产生，中国法律的起源起码也可以追溯到夏朝。在

后世的典籍与历史文献中多次提到了“夏”的存在，

并且考古工作者也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

大型宫殿、墓葬以及许多青铜器，其他相关的考古成

果也可以形成佐证。大量的文献加上考古成果的佐

证，是可以相信夏朝的存在的。且《尚书》《竹书纪

年》《汉书·刑法志》中都有关于夏朝法律制度的记

载，《魏书·刑法志》更是直接说：“夏刑大辟二百，

劓辟二百……殷因于夏，盖有损益。”［５］不仅说明了

夏朝的刑种，还描述了中国传统的法律继承方式。

“爱琴海文明”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开端。古

代爱琴海文明由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组成，其

中克里特文明发生较早。克里特文明发源于地中海

的克利特岛上。其早期王宫时期也不过追溯到公元

前２０００年—前１７００年时期。虽然克里特文明也在
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有关商业往来的内容，也不过是

一些简单的符号。［６］远较中国文明的开始要晚了许

多，更遑论法律文明。

就法律的传承而言，我国的法律“自夏、殷、周

起，经过春秋、战国、秦、西汉、新朝、东汉……唐、宋

至明都是汉族一系传承，循序进展。中间虽屡有野

蛮民族的侵入，如晋末的后赵、前秦……五代的后

唐，宋以后的辽、金、元、清各朝，虽立国的久暂不同，

但都是努力的汉化 ；而编纂法典，传播法律知识诸

事，尤有可值得赞美的成就，因此中国法律绵延四千

年才不至中断，在五大法系中……能独立成一个系

统，并且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法律唯一的典型。”［７］

并且，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中，再未能有其

他法律体系的存在，中国的法律被周边国家直接适

用或移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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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翻看任何一部西方法律文明史，就发现近代

以前西方的法律变化犹如其政治状况，简直是乱糟

糟的一团，随着各个部族之间征战，法律制度之间经

常是“断裂式”的演变，相互之间未能不间断地形成

传承的体系。例如，古希腊法、罗马法、日耳曼法之

间没有明显相互的继承关系，由本民族的习惯演变

而来。后来，在世俗法适用的同时，还有教会法的存

在。至于说近代以来罗马法的复兴，也是因为偶然

地被发现，并因为社会的需要而被予以关注和研究，

其间已间断了数百年。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同属

一个文化体系的西欧国家间，竟然形成了差异巨大

的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

２．中西法律立法技术的比较———以《大清律
例》和法国拿破仑时期的刑法典为例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大清之律非大清所创造

也，中华数千年之国粹，经历代圣君贤相参合理法，

以辑为成书。”［８］《大清律例》承于《大明律》而远法

《唐律疏义》，其立法旨趣与技术同“中国传统的法

治基本精神”及方式乃是一脉相承。《大清律例》的

总体框架是由“名例律”和“六律”构成。“名例律”

列于篇首，是关于刑名、刑等、刑之加减、恤刑、赦免、

共犯、自首、类推等方面的原则性规定，其作用大致

相当于现代法律之“总则”。“六律”与中央六部相

对应，即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基本上

是按六部的管理事务范围来划分的，其中又以“刑

律”所占比重最大，涉及方面也最广。从具体法律

规范看，《大清律例》由律、小注、例三者组成。律是

关于某一犯罪及处罚的一般规定。小注一般以小字

夹编在律或例条相应的行文之间，主要起疏通或注

释的作用。例的地位和作用比较有争议，大致说来

属于特别法规之类。另外，在卷首还配有八图（丧

服、纳赎）以及所附“比引条例”。以当代刑法立法

的视角来看，《大清律例》的体例、内容也不能算落

后，并且吏、户、礼、兵、刑、工的结构是符合当时的政

治架构的。至少在鸦片战争以前，在西方人眼中，

《大清律例》不但不算落后，反而能当成学习的对

象，伏尔泰曾说：“关于中国，只要听到这种法律，我

不得不主张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

了。”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在主持修订刑法典

时，除了吸收了１７—１８世纪法学家如孟德斯鸠、伏
尔泰、贝卡利亚等人的思想外，还特别参考了《大清

律例》。其立法参考附件为《十二表法》《查士丁尼

法典》和《大清律例》，其中仅有《大清律例》是仍在

适用中的活法典。１８１０年，《法兰西刑法典》正式完
成公布实施，这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部刑法

典。法典由总则和四卷组成，共４８４条，其总则规定
了犯罪的分类和处刑的原则等，与中国传统刑律的

“名律例”部分相当。我们还可从其“刑罚”部分看

出《大清律例》的影子，如死刑规定为斩首，恢复了

在大革命后已被废除的无期徒刑、终身苦役、终身流

刑等，还保留了示众、刺字、烙印、枷颈和戴镣链等刑

罚，这些都与清代的刑罚制度有着相似之处。一些

刑罚内容和手段也是日后才陆续修改的。［９］法国大

革命及拿破仑的对外战争不仅仅启发了欧洲的民族

主义思潮，更将其法律思想、立法经验传播到了整个

欧洲，乃至全世界。正是在１８１０年的《法兰西刑法
典》制定后，欧洲国家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才陆续

开始制定刑法典，这绝不是一个巧合。

（二）展望：中国未来法制建设应当走“中国特

色”之路

在此，笔者仍想要再次表明对中国传统法律及

法律文化的观点：中国的传统法律是中国数千年来

法制建设的成果结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

部分。虽然它在体例结构上算不上十分完善，内容

的涵盖也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法律价值取

向也需要同世界上其他法系交流，借鉴……但就其

本身而言，绝不至于沦落到因为落后而需要被其他

法律替代的地步。它的解体，主要是成了战争失败

的牺牲品。

这种“取代型的断裂式法律演变”不仅一改中

国法制建设的传统，更以短暂、直接、粗暴的方式试

图破除中国人的规范习惯和伦理习惯，使得中国的

立法失掉了原有遵循的脉络，不得不一味去学习西

方，同时也造成法律的制定与法律的运行出现“两

层皮”的现象。一边是国家轰轰烈烈的西方式立

法，一边是民众层面特别是乡村、社区的民众仍然在

坚持着原有的规范习惯、法律习惯。国家依照制定

法所作出的裁判还经常不为民众所认可。更严重的

是，随着西方法治理念及文化的推行，中国原有的价

值取向及伦理观念开始逐渐解体。移植过来的东西

没有很好地确立，原有的一套观念又逐渐解体，中国

人，渐渐成了一个问题群体，中国社会，也渐渐成了

一个问题社会。台湾的张伟仁先生在很久以前研究

《大清律例》时就提出过这一问题：“我国将来的社

会可能真愈来愈像西方社会……糟糕的是现代西方

人对他们以前走过的路已经很不满意，对于将来的

去向更是十分迷惘。因为近年来西方社会里个人与

社会以及自然环境之间种种不合理的问题：个人的

孤独无依、社会的暴乱冷酷、生存环境的污损毁

灭……已经暴露出来，他们对于这些问题，有的还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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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于习惯的途径，在更进一步的科技发展中求解决；

但也有些人认为不可再一味信赖科技，主张改由哲

学和伦理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调整各项

关系，使个人和社会和自然环境亲密配合，和谐共

存。他们既在彷徨，我们也应该（实则是早应该）停

一停盲目的脚步，仔细地看一看自己过去的路和西

方过去的路，看出了其曲直、偏差，然后定下一个新

的方向，选一条新的、自己的、更好的路。”［１０］不幸的

是，张伟仁先生担忧的问题也开始在我们的社会中

逐渐出现。现在反过头来思考一下当年清末修律中

“礼法之争”中礼教派的一些担忧与主张，又何尝没

有道理？

中国的法制建设道路已然不可能再重走一遍，

所倡导的理念与形式也逐渐为我们的社会所接受和

认可，但移植过来的法律及其生长仍然会有“水土

不服”的问题。再看我们的传统法律体系，它仍然

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当今民众的规范习惯。中国

传统法律体系的一些内容、一些旨趣，追求的法制精

神及价值取向对当今的法治建设、国家、社会的治理

与发展，仍然具有巨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四、结语

法律及其所属的文化，可能会因为战争的失败

而丧失掉自我的话语权，成为战争失败的牺牲品，中

国传统法律体系的解体及被取代，并非完全是落后

使然，相反中国传统的法律及其基本精神不仅是由

中华文化的土壤所孕育，在现在看来仍然能够补救

当今法制建设的不足，并值得花费大功夫去反思。

其间分析相应观点可能会有偏颇之处，但笔者热忱

希望通过这一写作实践能够进一步唤起人们对传统

法制及法律文化的重视，以裨益于当代中国的法制

建设。

注释：

①先秦时代的“部落战争”与“清末的对外战争”在性质上有
着本质区别，且时间上相去甚远，将两者放在一起，实为看

中两者影响的相似性：因为战争失败，丧失了本民族或部

落的文化话语权。如有不妥，敬请指正。

②如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就多次盛
赞中国的法律制度、科举制度的先进，应当为欧洲所借鉴

和学习。

③关于中国法的起源的论述，在许多中国法制史教材中都有
相关论述。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制史［Ｍ］．２版．北京：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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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背景下，各省级行政区纷纷出台知识产权强省（区、市）政策。按照
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等５个重点方向，根据全国各省级行政区知识产权事业发展
情况，选取７个代表性省级行政区的知识产权强省政策进行评价与结果分析。发现由于我国不同地
域间产业基础差别较大，各省级行政区政策完善程度有较大差异。对此，要进一步突出分类支持、特

色发展的知识产权强省（区、市）支持政策，建设覆盖东中西省份的知识产权事业协同发展机制，探

索推进各级知识产权局垂直管理的行政体系。

关键词：知识产权强省；知识产权保护；保障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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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８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新形势
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

〔２０１５〕７１号）（下称：国务院“７１号文”），对深化知
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作出新部

署。国务院“７１号文”的出台，意味着我国的知识产
权建设事业迎来了新的大好机遇。为认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７１号文”，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
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激发大众的

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各省级行政区纷纷进行知识

产权强省、强区或强市（以下统一称为“知识产权强

省”）建设，从而助力我国实现由知识产权大国向知

识产权强国迈进。

一、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背景及意义

（一）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背景

２０１８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知识产权工作
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

坛２０１８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强调，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

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国务院就知识

产权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６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主旨演讲，

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专门强调要更

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着力营造尊重

知识价值的营商环境。这为我国的知识产权事业发

展指明了前进方向。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

顺利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知识产权合作

将会成为一种常态，在此背景下，我国亟需加快知识

产权强国建设。［１］

（二）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意义

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我国作

为知识产权大国，距离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要求还

有比较大的差距。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是知识产权强

国建设的重要基点，需要全国各地方积极努力，共同

实施，从而实现知识产权强国目标。［２］消除知识产

权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局面。通过政策保障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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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造活力，发挥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作用，加

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激发和保护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积极性，推动经济与社会的长足发展。

二、我国七省区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政策保障评

价

（一）评价模型的建立

政策一般是指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

社会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

利益与意志，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

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

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和具

体措施。政策本身具有制定的针对性，内容的全面

性，上下政策的体系性，实施结果的有效性等特征。

根据对国家知识产权强省相关政策内容的梳

理，确定了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等

５个重点方向进行政策评价，设立了创造、运用、保
护、管理、服务等５个政策评价一级指标，总体评价
按照百分制的原则，分别赋予５个一级指标２０分的
标准分；在每个一级指标下设立了４个二级指标，分
别是政策制定的针对性，政策内容的全面性，上下政

策的体系性和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分别赋予每个二

级指标５分的标准分；三级指标主要是具体评价，根
据里克特五级量表相关理论，分为非常好、好、一般、

差、很差等５个层级打分，最高等次赋予５分的标准
分，以下４个层级依次递减１分。最终，根据三级指
标评分标准，在基础政策资料库中进行分析评价，再

经过加权计算，得出七省区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政策

的供给指数。

（二）样本的选择

省级层面，确定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水平不同，选

取了７个有代表性的省区开展研究检索；在地市级
层面，主要针对７个省区的省会进行资料收集和研
究。详见表１。

表１　７个省区和省会城市名单

序 号 省 区 省 会

１ 黑龙江 哈尔滨

２ 江 苏 南 京

３ 河 南 郑 州

４ 广 东 广 州

５ 四 川 成 都

６ 甘 肃 兰 州

７ 广 西 南 宁

　　（三）评价方法
各省级行政区知识产权政策供给指数首先按照

百分制评价，５个一级指标分别是：创造、运用、保
护、管理、服务，每项标准分２０分；在每个一级指标
下，二级指标均为：政策制定的针对性、政策内容的

全面性、上下政策的体系性、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每

项标准分５分。各二级指标中第一、三项大体相同，
第二、四项在基本标准不变的前提下，内容有所区

别。以下分别对４个二级指标作出说明。指标体系
详见表２。
１．“政策制定的针对性”指标
此为统一性指标，各二级指标下对应的三级指

标名称一样，评价方法也一样。５个打分项分别是：
有专门强省政策；有针对“创造”的专项政策；有对

地市的“创造”工作的具体要求；有明确的工作目标

值；有特色政策。某省级行政区满足一项得１分。
“有专门强省政策”是指该省级行政区是否制

定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强省政策；“有针对‘创造’的

专项政策”是指该省级行政区是否制定有自己的知

识产权创造专项政策或在大政策中专门提出系列知

识产权创造相关政策；“有对地市‘创造’工作的具体

要求”是指该省级行政区的知识产权政策中是否对地

市级行政区知识产权创造工作的发展目标等提出具

体数值要求或状态描述；“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值”是指

该省级行政区有没有提出具体的与知识产权创造相

关的强省建设目标值；“有特色政策”是指该省级行政

区有没有提出结合本地实际的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内

容。

２．“政策内容的全面性”指标
此为差异性指标，各二级指标下对应的三级指

标的具体内容均有所区别。评价一个省级行政区知

识产权政策是否全面的目的，是看其强省建设目标

是否和国家政策一致，理念高度吻合，思路精确统

一。５个一级指标分别引领五项不同的知识产权政
策内容，在差异性的前提下，在对应的三级指标中，

分别确定１０个关键词。某一省级行政区的政策中
有２个关键词计１分，多１个关键词加１分，计满５
分为止。关键词的选择以通用、通识且具有一定的

知识产权专业辨识度为原则。

根据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相关政策内

容，分别在５个一级指标对应的内容中选择确定关
键词。知识产权创造政策对应的关键词是：激励、专

利质量、注册机制、职务发明、海外布局、附加值、国

际影响、科技评价、收益分配、当然许可；知识产权运

用政策对应的关键词是：知识产权交易平台、专利审

查高速公路、密集型产业、知识产权附加值、知识产

权国际影响力、知识产权信息开放、国际（海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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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技术转化、海外股权投资、质押融资；知识产权保

护政策对应的关键词是：知识产权法院、标准研制、

专利布局、行政执法、海外专利、保护联盟、预警、风

险防控、专利维权、维权援助；知识产权管理政策内

容对应的关键词是：知识产权管理体制、知识产权综

合管理改革、确权审查、知识产权社会组织、一业多

会、知识产权评议、知识产权目标评估、创新驱动发

展评价、领导干部综合考核、知识产权奖励；知识产

权服务政策对应的关键词是：知识产权服务、服务平

台、服务业集聚、知识产权代理、知识产权法律、知识

产权信息、知识产权商用、知识产权咨询、知识产权

培训、知识产权市场。

３．“上下政策的体系性”指标
此为统一性指标，各二级指标下对应的三级指

标名称一样，评价方法也一样。在全国知识产权事

业发展中，国家、省、市政策体系性强不强，是知识产

权供给水准高低的重要体现。其三级指标有：省级

响应国家政策；省级政策对地市有要求；地市对省级

有响应；省级对地市有具体数值要求；地市有具体措

施。某省级行政区满足一项得１分。
“省级响应国家政策”是指省级行政区在国家

提出知识产权强省战略后，是否及时、准确地制定了

本地区相关政策；“省级政策对地市有要求”是指省

级行政区是否对下一级行政区的知识产权事业提出

具体发展要求；“地市对省级有响应”是指地市级行

政区在上一级政府提出知识产权强省战略后，是否

及时、准确地制定了本地区相关政策；“省级对地市

有具体数值要求”是指省一级政府或知识产权管理

部门是否对地市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有具体数值要

求或详细的状态描述；“地市有具体措施”是指地市

针对国家或省对自身知识产权工作的要求，有没有

制定针对性政策措施来落实相关工作。

４．“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指标
囿于研究时间和研究力量有限，在创造、运用、

保护、管理、服务等５个一级指标对应的“政策实施
的有效性”板块下的三级指标中，分别选择了一个

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测量和对比，其结果有较强的

参考价值，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在这些指标中均会对７个省区的相关目标值进
行排名，前２名得５分，３至６名分别得４、３、２、１分，
第７名０分。在创造指标中，确定了２０１６年月均发
明专利申请量与２０１５年进行对比；在运用指标中，
确定了２０１５年省区登记技术合同交易总额与２０１４
年进行对比；在保护指标中，对２０１５年省区受理知
识产权案件总数量进行排名；在管理指标中，对

２０１６年省区专利代理人总数进行排名；在服务指标
中，对２０１６年相较２０１５年省区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增长率进行排名。

表２　评价模型二级指标测度方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测度方法

创造

（２０分）

政策制定的针对

性（５分）
满足一项得１分。１．有专门强省政策；２．有针对“创造”的专项政策；３．有对地市的“创造”工作的具体要求；４．
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值；５．有特色政策。

政策内容的全面

性（５分）
确定１０个关键词，有２个计１分，多１个加１分，计满５分为止。关键词：激励、专利质量、注册机制、职务发明、
海外布局、附加值、国际影响、科技评价、收益分配、当然许可。

上下政策的体系

性（５分）
满足一项得１分。１．省级响应国家政策；２．省级政策对地市有要求；３．地市对省级有响应；４．省级对地市有具
体数值要求；５．地市有具体措施。

政策实施的有效

性（５分）
２０１６年月均发明专利申请量与２０１５年进行对比，对７个省区的增长率进行排名。前２名得５分，３至６名分别
得４、３、２、１分，第７名０分。

运用

（２０分）

政策制定的针对

性（５分）
满足一项得１分。１．有专门强省政策；２．有针对运用的专项政策；３．有对地市运用工作的具体要求；４．有明确
的工作目标值；５．有特色政策。

政策内容的全面

性（５分）

确定１０个关键词，有２个计１分，多１个加１分，计满５分为止。关键词：知识产权交易平台、专利审查高速公
路、密集型产业、知识产权附加值、知识产权国际影响力、知识产权信息开放、国际（海外）品牌、技术转化、海外

股权投资、质押融资。

上下政策的体系

性（５分）
满足一项得１分。１．省级响应国家政策；２．省级政策对地市有要求；３．地市对省级有响应；４．省级对地市有具
体数值要求；５．地市有具体措施。

政策实施的有效

性（５分）
２０１５年省区登记技术合同交易总额与２０１４年进行对比，对７个省区的增长率进行排名。前２名得５分，３至６
名分别得４、３、２、１分，第７名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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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测度方法

保护

（２０分）

政策制定的针对

性（５分）
满足一项得１分。１．有专门强省政策；２．有针对保护的专项政策；３．有对地市的保护工作的具体要求；４．有明
确的工作目标值；５．有特色政策。

政策内容的全面

性（５分）
确定１０个关键词，有２个计１分，多１个加１分，计满５分为止。关键词：知识产权法院、标准研制、专利布局、
行政执法、海外专利、保护联盟、预警、风险防控、专利维权、维权援助。

上下政策的体系

性（５分）
满足一项得１分。１．省级响应国家政策；２．省级政策对地市有要求；３．地市对省级有响应；４．省级对地市有具
体数值要求；５．地市有具体措施。

政策实施的有效

性（５分）
２０１５年省区受理知识产权案件总数量进行对比，对７个省区的案件总数进行排名。前２名得５分，３至６名分
别得４、３、２、１分，第７名０分。

管理

（２０分）

政策制定的针对

性（５分）
满足一项得１分。１．有专门强省政策；２．有针对管理的专项政策；３．有对地市管理工作的具体要求；４．有明确
的工作目标值；５．有特色政策。

政策内容的全面

性（５分）

确定１０个关键词，有２个计１分，多１个加１分，计满５分为止。关键词：知识产权管理体制、知识产权综合管
理改革、确权审查、知识产权社会组织、一业多会、知识产权评议、知识产权目标评估、创新驱动发展评价、领导

干部综合考核、知识产权奖励。

上下政策的体系

性（５分）
满足一项得１分。１．省级响应国家政策；２．省级政策对地市有要求；３．地市对省级有响应；４．省级对地市有具
体数值要求；５．地市有具体措施。

政策实施的有效

性（５分）
２０１６年省区专利代理人总数量进行对比，对７个省区的总数量进行排名。前２名得５分，３至６名分别得４、３、
２、１分，第７名０分。

服务

（２０分）

政策制定的针对

性（５分）
满足一项得１分。１．有专门强省政策；２．有针对‘创造’的专项政策；３．有对地市的‘创造’工作的具体要求；４．
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值；５．有特色政策。

政策内容的全面

性（５分）
确定１０个关键词，有２个计１分，多１个加１分，计满５分为止。关键词：知识产权服务、服务平台、服务业集
聚、知识产权代理、知识产权法律、知识产权信息、知识产权商用、知识产权咨询、知识产权培训、知识产权市场。

上下政策的体系

性（５分）
满足一项得１分。１．省级响应国家政策；２．省级政策对地市有要求；３．地市对省级有响应；４．省级对地市有具
体数值要求；５．地市有具体措施。

政策实施的有效

性（５分）
２０１６年省区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数量与２０１５年进行对比，对７个省区的增长率进行排名。前２名得５分，３至６
名分别得４、３、２、１分，第７名０分。

　　（四）评价结果
在确定了评价模型和计分方法后，结合网络调

研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打分。

１．指数分换算公式
在模型中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等５个方

面分别按照２０分满分打分，得出原始分；接下来，根
据这五项工作在知识产权事业中重要性的差别，在

百分制的前提下，分别赋予２５、３０、２０、１０、１５的权重
得分；最后，根据公式分别计算出单项指数得分并求

和，计算出各省知识产权强省政策保障指数。

计算公式：原始分的计算和指数分的计算均在

百分制的设定下展开，所以某省知识产权在创造、运

用、保护、管理、服务等５个方面的某一项上的指数
分，等于该项权重除以２０，再乘以该项原始分。假
设某省知识产权强省政策在创造、运用、保护、管理、

服务等５个方面的原始得分分别为 Ｘ１、Ｘ２、Ｘ３、Ｘ４、
Ｘ５；假设某省在以上五项中对应的指数得分分别为
Ｙ１、Ｙ２、Ｙ３、Ｙ４、Ｙ５。具体换算公式见表３。

表３　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政策保障指数分换算公式表

计分种类 指标 创造 运用 保护 管理 服务

原始分
各项满分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假设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指数分

各项权重 ２５ ３０ ２０ １０ １５
假设 Ｙ１ Ｙ２ Ｙ３ Ｙ４ Ｙ５
得分

计算公式
Ｙ１＝

５
４Ｘ１ Ｙ２＝

３
２Ｘ２

Ｙ３＝Ｘ３ Ｙ４＝
１
２Ｘ４ Ｙ５＝

３
４Ｘ５

　　２．七省区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政策保障评价结果
经过网络调研、文献分析、模型建造和计分评

价，最终得出七省区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政策保障指

数，其中江苏以７４．５分排名第一，广东、四川、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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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甘肃分列二到六位，广西名列最后一位。见 表４。
表４　七省区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政策保障指数表

序号 行政区 指数 分值类别 创造 运用 保护 管理 服务

１ 江苏 ７４．５ 原始分（ｘ） １４．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６．００
指数分（ｙ） １７．５０ ２２．５０ １５．００ ７．５０ １２．００

２ 广东 ６５．５ 原始分（ｘ） １３．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３．００
指数分（ｙ） １６．２５ １８．００ １４．００ ７．５０ ９．７５

３ 四川 ６４．５ 原始分（ｘ） １４．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４．００
指数分（ｙ） １７．５０ ２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５０ １０．５０

４ 河南 ６４．３ 原始分（ｘ） １３．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４．００
指数分（ｙ） １６．２５ １８．００ １４．００ ５．５０ １０．５０

５ 黑龙江 ６２．７ 原始分（ｘ）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２．００ ９．００ １５．００
指数分（ｙ） １２．５０ ２２．５０ １２．００ ４．５０ １１．２０

６ 甘肃 ６１．３ 原始分（ｘ） １１．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６．００
指数分（ｙ） １３．７５ １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７．５０ １２．００

７ 广西 ５０．３ 指数分（ｘ） １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００ ６．００ １０．００
指数分（ｙ） １３．７５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 ３．００ ７．５０

　　注：指数得分中，各小项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各省指数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三、我国七省区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政策保障评

价结果分析

（一）七省区知识产权强省政策保障建设趋势

综合对七省区知识产权强省政策保障的评价，

可以发现其建设趋势呈现以下特征：第一、政策保障

覆盖面越来越全。七省区都出台了与国家知识产权

政策相呼应的地方性政策，且内容涉及范围越来越

全面，目标越来越清晰，相关措施越来越具体。第

二、涉及“保护”的政策力度明显增强。七省区都对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提出相对系统的保障措施，重视

对现有保护状态的改善，可以看出，都在努力打破现

有制度束缚，创新保护方法。第三、涉及“运用”的

政策呈现较强的创新性。七省区在利益分配、质押

融资、技术转让等方面有较多的创新性政策，且对国

家政策的跟进比较快。

（二）七省区知识产权强省政策保障建设的优

缺点

在总排名中，江苏位列第一，其在政策制定的针

对性，政策内容的全面性，上下政策的体系性和政策

实施的有效性等方面均处在领先位置。相比较而

言，广东在知识产权运用政策创新方面与江苏有一

定的差距，在对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的重视程度上

还有待加强。四川的短板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政

策方面，这两项指标共同反映出四川知识产权事业

开放度不够高的现状。河南的各项得分都相对均

衡，没有特别的长处和短板，但相较以前，在紧跟国

家政策要求方面已经有一定的提升，这与河南由农

业大省向制造业、服务业大省转型的经济社会大环

境有较强关系。黑龙江的政策中，长处与短板都比

较明显，在知识产权创造政策保障方面，政策制定有

些滞后且全面性不够，在知识产权运用政策方面则

相对全面的多，这与该省知识产权事业基础一般，但

逐步开始加强该项工作有较大关系。甘肃和广西排

名后两位，两个省区都属于西部地区，工业基础较

差，知识产权事业不够发达，需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

权政策建设，来有力推进知识产权事业快速发展。

四、我国七省区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政策保障的

改进建议

（一）进一步突出分类支持、特色发展的知识产

权强省支持政策

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产业基础、自然禀赋差

别较大，无法在短时间内实现均衡发展。只要相关

省级政府重视本地的知识产权事业且本地区有现实

需求，就应该给予相适应的政策和指导［３］，保护知

识产权成果，支持其知识产权事业特色化发展，形成

强、特均衡发展的局面。

（二）建设覆盖东中西省份的知识产权事业协

同发展机制

建议组织加强知识产权事业落后地区与发达地

区的业务交流，建立并做实行政干部、专业技术人员

交流机制，加强东中西业务交流平台建设；进一步发

挥审协中心的人才优势，在地方加强知识产权社会

服务［４］，带动落后地区知识产权事业实现快速发

展。

（三）探索推进各级知识产权局垂直管理的行

政体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国际贸易中知识产

权的重要性不断彰显，我国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

用体系也在不断加强。相较西方发达经济体，我国

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还处在起步阶段，建设上下一

·８４·



体的垂直性专业化行政体系，实现知识产权事业跨

越式发展，是一个可以尝试的途径。要进一步在行

政体制上为各级知识产权部门松绑，促进知识产权

行政部门更加专业化，国家、省、市、县知识产权行政

部门联系更加紧密化。［５］

五、结语

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抓手

和支撑。上述七省区知识产权强省的相关保障政策

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全国各地区间知识产权事业发

展水平，无论从体量还是从结构、制度上还都存在较

大差距，远远无法满足“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经贸

往来的需要。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下，需

要结合我国的国情来制定相应的保障政策［６］，激发

广大民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我国经济

高质量、快速发展，加快我国从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

产权强国迈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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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法大数据在教育法学实证研究中的运用

王工厂
（郑州师范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２０
基金项目：２０１８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校生诉讼司法大数据的高校治理司法审查实证研究”

（２０１８ＢＦＸ０１７）
作者简介：王工厂（１９７３—），男，河南太康人，博士，郑州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法

学，教育法律实务。

摘　要：长期单一的规范研究范式下，教育法学的学科交叉属性没有展现出来，在法学、教育学
的双向误读中，教育法学的独立性被消弭。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法治实践中教育法学固有的、为规

范研究所隐匿的独立特质，在基于数据的教育法学实证研究中逐渐显现出来。从法治实践中追寻自身

的独立存在是新时代教育法学的历史使命和机遇；尽管现有数据库存在数据不够全面、相关性预测有

限的限制，但大数据思维下的逻辑进路，巨量、权威、客观、迅捷的数据，更具操作性和可接受性的分析

方法，还是让正在建设与完善的司法大数据为尚未真正起步的教育法学实证研究提供了现实路径。

关键词：教育法学；实证研究；研究范式；司法大数据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９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５０－０６

一、教育法学研究范式的反思

考察３０多年我国教育法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
现，它自发端就带有浓厚的实在法附庸烙印，基础理

论及学科知识体系带有概念借用甚至生搬硬套式的

“拼装”味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教育法制逐步完
善，教育法治继续深入，在以劳凯声、湛中乐、秦惠民

等为代表的学者努力下，教育法学研究渐次繁荣。

进入新时代，高校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教育法学

科理论从自发走向自觉。［１］学界开始反思和追问学

科视阈下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路径；有学者对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这３０年的教育法学文献进行了梳理，
发现千篇一律的是基于定性分析的规范研

究；［２］７９－９０基于逻辑演绎和价值推演的规范研究固

有立场既定、结论预设的特质，难免会形成过分注重

实然“文本法律”规范，忽视“活法”的思维定式。长

期单一的研究范式使得作为交叉学科的教育法学，

研究内容的交叉性却被虚化；由于规范研究的学术

进路和概念体系的差别，法学视阈内的教育法学研

究主要体现其法学的一般属性，基本局限在教育特

别行政法的范畴，但教育法不仅涉及教育的法律问

题，而且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行为密切相

关，教育的特殊性被忽略；［３］教育学视阈内的教育

法学则更多呈现了教育学话语特质，其对法学属性

的规范推演则带有很强的套用其他部门法理论的色

彩，缺乏自有灵魂。不同视阈内的教育法学理论建

构各言其是，较少相互参考，教育法固有的独立性被

隐匿，研究结论认同感较差。

进一步来看，研究范式多样化的缺乏甚或形成

教育法学理论建构中法学、教育学的双向误读。任

何理论背后其实都有它的经验基础，但抽象的理论

会隐藏和消除经验的痕迹；尤其是实践性强的学科

其诸多理论来源于实践，它隐藏或暗示了经验的前

提。忽略甚或对这种前提的无知会误解、误用理论。

一方面，用其他部门法的理论或者西方教育法理论

推演教育法学，其经验前提在本土教育法治实践和

学术氛围中并非显而易见，表面相同的概念和理论

指称其经验性前提可能大相径庭；缺乏足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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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曲解理论可能发生“指称错位”问题，也就是

仅从概念字面意义上看，凭自己的片面理解、个体经

验甚至去臆测，概念的本来含义被误读。例如，以民

事契约理论解构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就是对教

育行为和民事行为的误读，教育除传授技能，还肩负

人格养成、情操塑造等不能商品化的义务，合意行为

不能涵盖；品格、情操不能复原和估值，违约责任不

能适用。另一方面，以其他部门法理论来分析教育

法律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时，有可能对现有的教育经

验进行割裂。理论自然具有建构性，可能会对现有

经验加以重构，以自身的逻辑来建构性地铺陈经验，

进而隐藏经验的逻辑，缺乏理论背后经验基础的足

够认知，既有经验就可能会被碎片化地随意建构，就

不能有助于全面认识法律现象。同样，在其他部门

法理论视角下，其自身的一些理论内容均可以从既

有教育法治经验中找到符合或不符合之处，该部门

法理论也因此得以证成或证伪。“这种情况下，理

论的认识功能，及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就无法实现，

既有经验也就无法得到提升，无法发挥出认识教育

法律实践现象的有效中介作用。”［４］例如教育法问

题可纯以行政法视阈内证成或证伪，但教育却绝非

行政行为，教育过程尽管存在教学团队、科研团队和

合作机制，可能包含行政行为，教育实践中的教师与

从事教育的学者并非任何意义上的行政主体。总

之，无论教育法学的其他部门法解读或者是借用、移

植其他部门法概念肢解教育法，其根本问题都是单

一研究范式下对本土教育法治实践的忽视，由此造

成的误读或曲解，可能会消弭教育法自身。“研究

方法的匮乏乃至缺失是教育法学的致命伤，没有研

究方法的规范化与多样化，教育法学根本不会被学

术界认为是‘学’，教育法学就没有学术地位。”［５］

长期单一的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教

育法学封闭、静态的研究氛围；约翰·内维尔·凯恩

斯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静态和动态时认为，静

止状态是生产与消费、分配与交换这些方面所依赖

的各种一般条件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换句话说，在

静态问题中某种特定类型的变化后果也被考虑，但

一般的社会经济条件被假定是不变的。［６］８９－９４如果

说法学整体的研究已有早期单一的政法法学发展到

了诠释法学、社会法学以及新型的实证法学并存的

阶段，而教育法学整体上仍处于诠释法学的阶段，尽

管有学者在十余年前就提出教育法学研究已经出现

了诠释法学（中国的诠释法学功能本质上均是以文

本为中心来解释法律问题）向法社会学转变的趋

向，但就研究文献梳理来看，这种转变显然没有完

成。法学研究整体发展趋势和教育法治实践的变

迁，并未引起大部分教育法学研究者的关注和回应，

教育法学研究落后于其他部门法的发展。［７］劳凯声

认为，“有些研究，仅从学科体系所提供的一套概念

范畴、公式原理、理论观点出发，在自己设定的领地

里自说自话，使问题演变成研究者头脑中的思辨之

物，最终隐匿了问题”［８］。教育法学对教育法发展、

进步的影响和引导是通过立法和司法实践来实现

的，也就是说，“教育法学应能从现实出发，直面现

实问题，理解和解释‘实然’，通过科学的理性运动

创造‘应然’，从而超越‘实然’，这就是教育法学的

功能”［９］。如果教育法学的成长没有根植于本土教

育法治资源，则教育法学规范诠释研究的工作越成

熟、技巧越精湛，其和中国教育法治实践的距离就越

遥远，研究结论就越荒谬，与社会期待的距离落差也

就越大。教育法学除了“在法规范解释学的范畴内

追寻外，应当从司法实践中获取相应信息，以实证研

究的方式，观察教育诉讼呈现的实然状态的特殊

性”［１０］。

二、实证研究是法学研究的新范式

（一）实证研究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

实证研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实证研

究包括所有基于经验对所得的一手资料进行的研

究；狭义实证研究是与规范研究相对应的研究范式，

利用数理统计和计量技术，分析和确定相关因素间

相互作用的方式和数量关系，具有研究程序特定、明

确，方法固定的特点。实证研究范式的出现和规范

研究在科学研究中遭遇的瓶颈密切关联，具有历史

必然性；在１８世纪以前，科学研究在物理学、天文
学、化学领域取得重要成果，人们更关注重复性运动

规律的研究客体，进而举一反三，以演绎推理为主要

逻辑进路的规范研究优势明显；随着经济学、管理学

等复杂的研究领域兴起，规范研究对不符合单一运

动规律的研究客体，采用确定、决定和普适的概念来

描述时，也隐匿了研究客体的本质特征，获得的成果

不能让人满意，规范研究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１９—２０世纪以来，哲学、数学和经济学的成果，特别
是概率统计的发展，为复杂事物的研究提供了技术

工具，也奠定了实证研究的坚实基础。“经济学的

更高阶段，对我们分析经济的增长与进步问题时，适

宜的做法是少做演绎多做归纳。这正如产生推理结

论的过程影响结论的性质和价值，如果结论完全是

经验性的，那么它总在某种程度上有存在的可能性。

在另一方面，如果结论来自演绎推理，那么，在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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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以成立的假说被证实以及推理条件被肯定之前，

结论就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存在。”［１１］１－１５所以，“合

理的方法即是抽象的，也是现实的；既是演绎的，也

是归纳的；既是数学的，也是统计的；既是假说的，也

是历史的”［１１］８９－９４。事实上，实证研究的兴起是人

们对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研究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也是历史的必然。

（二）作为研究范式，实证研究在法学研究中正

在兴起

较之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可以

说是“新生事物”。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在２０００年
之前，在 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含扩展版）上发表的以
“实证”为标题的文章，数量仅为１８篇；自２０００年
白建军教授在《中国法学》发表《论法律的实证分

析》一文以来，截止２０１８年１０月，以“实证”为标题
的文章已计１６１０篇，尤其是２０１２年至今更是呈高
位震荡态势，总量就达１０９８篇，平均每年发文量都
在１５６篇左右。尽管各部门法实证研究成果分布并
不平衡，但总体均呈大幅上升趋势。［１２］学者认为，法

实证研究是中国法学研究范式转型升级、构建中国

特色法学体系的内在要求，是一场“新的范式革

命”［１３］。尽管存在些许争议，例如，个案或同质几个

案例的研究是否属于法实证研究，认识就有所不同，

但学界基本上都认同法实证研究应当包含经验（明

确、确定的过程或程序）、数据、量化统计以及以归

纳为主的逻辑进路等基本要素。［１４］３０－４０

首先，经验应当是实证研究的基本内涵。广义

而言，实证研究也就是经验分析，作为“是什么”或

“怎么样”的知识体系，强调“发现”而非“认为”；法

实证研究关注现实中法律规范运作的实际过程，迥

异于诠释法学关注实然法律规则而忽略法律运行实

然状态的做派。这也决定了实证研究的“经验”分

析过程是清晰可见的、可重复的，对某个事实的描述

和解释才是可信的；研究结论不是价值评判，应当可

验证，毕竟假设不能仅偶然地被支持，而是对研究对

象总体真实状态的反映；同时研究结论也是客观的，

是基于数据推导而非主观判断得出的；实证研究是

经验的同时也是对研究过程的展现。

其次，实证研究应当以数据为中心。实证研究

就是收集、分析数据并以此为中心展开阐述，在规范

研究中，数据不是理论推演的关键，要么没要数据，

要么将数据作为理论建构的论据。法律实证研究在

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数据而为的法学研究，当然不同

于诠释法学以法条或教义为关注点、阐释点的研究，

也显著不同于以个案关注为主的经验研究，包括社

科法学研究。

再者，实证研究是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

合的逻辑推演。实证研究是以定量分析为主的经验

研究，实证分析中的定量分析既有研究客体范围、规

模、内部结构的量化描述，又有客体与外部关系的量

化分析，同时也包含对研究客体发展趋势的推断描

述。也就是说，实证研究应当具备样本分析结果与

真实情况相当接近的精确性、相信概率真实的可信

度和可以延伸应用的共性。个案研究方法在缺乏科

学性和客观性方面经常受到批评，虽然直观感觉、案

件细节仍然重要，但一定程度上的定量数据收集、分

析和判断已成为国计民生决策的重要依据。［１５］２５－３０

定量与定性的区别又是相对的，具体而言，定量研究

在数据分析基础上进行归纳的同时，它仍然需要解

释变量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原因，而这实际上需要

个案的细节描述、比较分析来描述，没有定性研究，

基于经验的定量研究难以提升；“演绎与归纳的相

互补充，即使当我们主要依赖归纳时，最重要的是我

们的结论应通过演绎推理来确认和解译。”［１５］１３０－１３３

（三）教育法学实证研究尚未真正展开

文献梳理后，可以发现，与其他部门法相比，教

育法学实证研究显然已经落后。

１．研究现状表明，法实证研究尚未完全进入教
育法学的研究视野

首先，作为研究范式，实证研究尚未进入教育法

学研究者的视野。教育法学语境中，鲜有对法实证

研究范式探讨的成果。截止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２日，笔
者以部门法为搜索词并“实证研究”关键词对中国

知网的文献进行精确搜索，得到文献分别为“民法”

２０篇，“刑法”为５４篇，“宪法”２３篇，“诉讼法”为
５２篇。可见，法实证研究在各部门法尽管存在较大
差异，但均呈现发展上升的态势，文献数量逐年增

加；前述搜索方式得到教育法文献仅１篇。可以说，
教育法学研究中对实证研究范式的探讨尚未全面展

开。［１６］其次，对法实证研究范式的内涵存在一定程

度的误读。存在将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等同起来的

认识，认为“教育法案学的研究可以繁荣教育法学

的研究领域，从而提高教育法指导现实教育问题的

能力”；［２］１２１指标式个案（以最高法院公报案例为代

表）或是其他渠道得来的典型案例研究，主要是为

了探讨案例中蕴含的法律规则，或者是作为问题提

出验证某种理论预设，或是为了展示修改立法的必

要等。尽管案例研究具有凸显争议增加问题意识的

价值，但显然不同于以大范围数据收集、量化统计、

经验发现为要素的实证研究，就其逻辑进路而言，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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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案例几经剪裁、切割纳入既有理论框架，案例的

内部结构和实践的联系被肢解。教育法学视阈内的

案例研究，无论是个案研究或是部分典型案例研究，

基本上是在诠释法学范畴内的规范研究。另外，也

有一些研究自称为实证研究，但在整个研究方法中

并没有体现数据分析，只能是有一定实证色彩的研

究。［１７］

２．教育法学实证研究现状原因分析
教育法实证研究尚未展开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

方面：一是，教育法治实践数据稀少，存在开展实证

研究的客观困难。教育法律刚性不足，柔性有余，立

法质量有待提高，同时传统特别是权力关系理论对

高校治理及司法机关的影响依旧存在，进入司法审

查的高校治理纠纷受到限制，司法实践现状与教育

法治发展需求深度割裂；数据采集困难，在一定程度

上也强化了教育法研究者对基于主观逻辑及价值推

演的规范研究偏好。二是，教育法学研究氛围相对

封闭，缺乏法学、教育学的深度“科际对话”，没有实

现与其他部门法在实证研究上的同向同行。我国的

教育事业覆盖了十多亿人，一大批公民需要接受不

止十年的教育，教育过程中产生涉及侵犯合法权益

的纠纷数以万计，而现行的权益保护机制与教育法

治实践现状相比较已经错位，解决问题通道的建设

远远跟不上教育事业的进度。

总体而言，对教育法治实然状态关注与回应的

缺乏，不能满足教育法学发展和我国教育大国的教

育法治实践内在需求，教育法实证研究落后于其他

部门法，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教育法学整体研究

的发展，使之与社会期待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三、司法大数据的建设和完善，为教育法学

实证研究提供了现实路径

　　（一）大数据与司法大数据
一般认为大数据具有 Ｖｏｌｕｍｅ（海量数据）、Ｖｅ

ｌｏｃｉｔｙ（处理速度快）、Ｖａｒｉｅｔｙ（数据多样态）、Ｖａｌｕｅ
（价值）四个特点。我国最高法院主导的生效裁判

文书上网工程，把作为法治要素官方记录重要载体

的裁判文书，以官方机构平台发布电子文本形式向

社会公开，发布平台包括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各省市

裁判文书网，截止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３日，文书总量近
５５００万篇，访问人次近２００亿。作为世界最大裁判
文书数据库其巨量、多样态的案例数据蕴含巨大价

值，长期从事法实证研究的白建军教授认为，由此我

国（至少在理论上）建设了全国性的司法全样本，这

是一座法实证研究的免费金矿。［１８］３０－３２左卫民教授

认为，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工程是中国司法乃至整个

法律大数据的最新也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关注

和运用大数据的法律与法学研究方式会是相当长时

间内中国法律与法学界的普遍趋势”［１９］。但也有学

者认为，司法大数据的数据分析本质，仍为通过传统

方法收集和分析的数据，与大数据思维与分析方法

相距甚远。［２０］笔者认为，关键是研究者思维的转变，

以传统思维看到的是数据案例传统的内容和形式，

以创新大数据思维看到的则是裁判文书上网工程的

大数据基本特质，或许其有诸多不完善，但不能据此

否定其大数据的性质。就法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方

式而言，首要的就是法院公布的生效裁判文书，每一

份文书都是鲜活的微缩的法治，是法治的细胞；蕴含

着立法要素、司法要素；体现了实体规则和程序性规

范；是字面法律转化“活法”的生动诠释，几乎囊括

了与法有关的所有信息。［２１］生效裁判文书是观察应

然法实然表现的最佳途径，是法实证研究的最佳数

据；基于司法大数据实证研究是对法实证研究的拓

展与延伸，是互联网时代法实证研究的新形式。

（二）司法大数据作为教育法学实证研究现实

路径的可能性

１．数据来源与结论更加权威、客观、高效、简便
基于各种原因所造成的教育司法案件数据稀

少，随着司法大数据越来越完善，已经不再是教育法

实证研究展开的主要问题；较之其他渠道，例如新闻

报道案例、教学案例以及部分典型指标案例，司法大

数据提供的官方记录更为权威客观，互联网尤其是

移动互联的高度普及使得数据获取高效便捷。尽管

较之其他部门法案例数据，教育法数据要稀缺很多，

但并不妨碍以全样本或大样本思维进行实证分析；

全（大）样本案例数据，很少有完全符合预先设定的

数据种类。研究者只有在收集和处理案例数据的过

程中才会发现，小数据的抽样调查需要问题预设，难

免存在少量假设基础之上的立场既定；结论缺乏延

展性，即调查得出的数据不可以重新分析以实现计

划之外的目的。当然司法大数据中的“大”不是绝

对意义上的大而全，笔者的数据收集过程发现，就裁

判文书上网工程发布的数据文书而言，尤其是教育

行政管理诉讼文书数量还是偏少，距离完全意义上

的大数据尚有距离，最多是大样本数据，同时也需要

说明，当数据大到一定程度时，结论的可靠性并不随

着数据的增加而增加，存在类似边际效应递减的情

形，我们在一个案例数据上获取的有价值信息越来

越少。因此，基于司法大数据的教育法实证研究，不

用随机抽样的分析进路，而采用大数据的分析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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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全样本思维。这样，基于司法大数据实证结

论的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较之以抽样调查为进路

的小数据时大幅提高。

２．大数据思维下，教育法学实证研究进路更具
有可接受性和可操作性

法实证研究的要素之一就是基于数理统计的案

例数据量化分析，在数据少的时代，传统的样本分析

很难容忍误差数据的存在。如何防止和避免在采集

样本和分析时出现错误，统计学使用了一套策略来

减少出错的概率和可能的系统性偏差。然而，即使

只有少量的数据，这些错误规避策略仍然存在昂贵

的成本。许多法学研究者，在认识法实证研究这个

新生概念的最初阶段，往往就因为接触到复杂的统

计学论述（或其他非量化的复杂研究方法），失去了

对于法实证研究的兴趣。这种“成也统计、败也统

计”的法实证研究发展，不仅在我国，在其他法实证

研究有更长历史、更多研究者投入的国家，也深受其

累；关于此种对研究方法的陌生和抗拒，学者 Ｍｅｔｈ
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称之为“研究方法焦虑
症候群”［２２］。大数据思维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精确性

的优缺点，追求精确性是信息匮乏时代的产物。数

据匮乏时，任何数据点的测量都是结果的关键，每个

数据的精确性都需要得到保证，才可能预防偏差。

大数据时代要接受纷繁数据不精确的存在并从中受

益，而不是以高昂的代价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大

数据的容错思维下，门槛较低的描述性统计方法，有

助于更多研究者接触法实证、了解法实证，进而从事

法实证研究。

３．可以避免规范研究学术进路差异形成的“误读”
教育法学独立性的消弭，很大程度上和其教育

学、法学的交叉属性被隐匿相关联。学术进路和概

念体系的差异，使得教育法学的双向误读在规范研

究范式下似乎是个难以破解的困局，教育学界多年

呼吁的“教育法学应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并未引起

法学界相应的关注与回应。作为一个教育大国，教

育法学的发展应当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司法大数据的裁判文书数据作为法治记录的官

方发布，其受众范围由当事人扩及于不特定的社会

公众，既有定分止争又有价值引领，基于此的教育法

学实证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回避规范研究的“误

读”。关注和回应实然教育法治实践的本土资源，

发现实践中的教育法是新时代赋予教育法学的使

命，更是教育法发展的历史机遇；而司法大数据为追

寻实践中的教育法提供了绝佳的技术路径，使其以

客观、独立的实然状态呈现自身的存在。

四、司法大数据的局限

司法大数据是一种资源，也是法实证研究的一

种工具。它告知信息，但不解释信息；指导理解教育

法治实践的同时，也可能会引起误解，这取决于其是

否被正确认识和使用。

（一）由于技术因素和主观因素，司法大数据仍

需进一步完善

一方面，文书数据的公开量、及时性仍有待提

升，同时文书公开监督应进一步深化，保证上传文书

数据的质量，同时法院内部系统之间有待进一步协

调，确保统一的发布平台运行顺畅和良好的技术关

联，文书公开的地区差异有待进一步消除。［２３］另一

方面，归类问题也增加了数据收集难度，例如教育行

政管理诉讼的案由没有列入数据库，笔者对相关数

据文书的收集基本是靠多次变换主题词反复搜索来

完成，难免存在人为遗漏的情形。司法大数据的

“大样本”数据到“全样本”数据尚有距离。

（二）司法大数据的全样本或者大样本缺乏对

个案异质性的关注，对部分样本不够大的微观问题

分析可能会出现偏差

正如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所有的数

据案例都是有差异的，每个数据内部都隐藏着某些

未被发掘的价值，其真正的价值就像漂浮在海洋中

的冰山，乍一看只能看到冰山的一角，但大部分都隐

藏在表面之下。大数据的全样本和容错思维决定了

其难以关注个案异质，难以对异质案例进行科学化

归纳，结论的普适性甚或有失偏颇；实证研究是一种

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归纳理论上的全样本数据而

产生的一般性结论，带有某种程度上的风险性，数理

统计回归分析专门手段的缺乏，难以对多个案例数

据进行定量尺度的本质考察，形成的结论抑或会是

狭隘的和特殊的，可能无法提升至一个普遍适用的

水准，形成结论信度上的不足。同时，数据案例的异

质性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观察同样异质的数

据案例集合，实证研究在对司法大数据的案例数据

定量分析的同时，会因迁就巨量、繁杂的数据而过于

烦琐，更为细节的描述、机制的增加和过程的讨论，

这实际上又需要个案研究、比较分析加以支持。这

会使深度依赖数据案例的实证发现结论，尽管在细

节方面很丰富，但在结论的把握上往往缺乏简洁的

整体视角。

（三）基于大数据相关关系的预测具有一定的

或然性。

司法大数据相关关系的预测，是教育法学实证

·４５·



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数据案例是对法律实然状态

的记录、分析和重组，司法大数据提供的是一种发

现，不能准确地表现诉讼为何会发生，它只是将正在

发生的这件诉讼呈现出来。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

种提醒的帮助已经足够大了，但作为应然法律投影

的文书数据并不完善，据此做出的预测本身仍具有

相当程度的或然性。因果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相关关

系，应结合局部小样本精确量化或深度描述确定相

关关系向因果关系转化。

五、余论

尽管教育法学的规范研究提出了诸多具有洞察

力、生命力的问题，但较之于法学研究整体，长期单

一的研究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制约了教育法学的

发展，拉大了与社会期待间的距离。数据化时代，被

隐匿的体现教育法固有特质的法律现象会在基于大

数据的实证研究中逐渐显现，同时，基于司法大数据

的教育法学实证研究，也使得教育法学和其他部门

法学同处在发展的“弯道”。随着研究范式的进一

步多样化、规范化，教育法学必将拥有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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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
中国话语国际传播语境、现状与路径探析

李　纲１，林　璐２

（１．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２．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４－２１
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度河南省软科学项目“客户协同创新（ＣＣＩ）的形成机制及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１７２４００４１０３５３）；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课题“‘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模式构建、战略设计与实 践路

径研究”（１８ＺＸＺＤ０３）
作者简介：李纲（１９７７—），男，河南南阳人，管理学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为创新与创业管理。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全新语境。在分析中国话语国际
传播新语境的基础上，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渠道、话语对象、话语反馈五个方面考察中国话语国

际传播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策略，为建立中国本位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国话语；国际传播；传播环境；话语传播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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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一
书中指出，话语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或言语，而是

超越了语言、言语，是“被某种制度所支撑组织起来

的陈述群”［１］。话语和语言的区别在于，它不但是

一种言说工具，而且意味着对话语者的地位和权力

的隐蔽性认同。［２］话语生成的基础是对具体的概念

形态的识别。作为一个个具体的知识单元，概念之

间的逻辑勾连铺设了一个巨大的意义网络，话语正

是在此基础上沉淀和形成，最终成为一个群体性的

社会意识。［３］

伴随着话语权较量在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愈加凸显，建立本位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成为

中国消除舆论偏见、提升国际形象的紧迫话题。随

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话语国际传播面临

着新语境，也有着与以往不同的全新样态。

一、“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话语国际传播

新语境

（一）政治语境

国际话语不平衡状态长期以来未得到改善，

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经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提出

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口号。［４］“一带一路”倡议的提

出，为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带来了新的政治语境。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新变化，国际格局变动呈现

“阵营化”趋势，全球治理规则改革趋于活跃，新兴

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地位凸

显。［５］从前由欧美大国主导的单边国际关系，已经

发展成为多极国际关系。中俄印三国合作、“金砖

四国”以及“展望五国”等新兴大国的合作逐渐增

强，中国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的新力量，逐渐走向世

界舞台中央。

（二）经济语境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并成为第一大制

造中心，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有２５％的全球
经济增长都来自中国［６］，国际经济格局和贸易格局

由此出现深刻调整。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又在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格局，推动国际政治格

局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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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语境

“一带一路”在社会历史上有着深厚基础，古代

丝绸之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特定的物质交往使中

华文明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古希腊

和古罗马文明不断交叉融合，而文明的交叉融合又

反过来促进了物质交往。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

“一带一路”更是从中国倡议逐步转变为全球共识。

全球共识的社会语境，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打下

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四）技术语境

新传播技术的发展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提供

了新的技术语境。从数据传输技术层面看，５Ｇ等数
据传输技术使中国话语可以更快更及时地走向世

界。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紧紧抓住５Ｇ时代历
史性机遇，加速融合发展，构建“５Ｇ＋４Ｋ＋ＡＩ”全新
战略格局，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和地区的主流媒

体一道，传播共建“一带一路”好声音，推动不同文

化的交流交融。［７］从内容生产技术层面看，ＶＲ、ＡＲ
等沉浸式传播技术和 Ｈ５等互动传播技术的发展，
更利于受众了解中国话语、认同中国话语、实践中国

话语。

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话语国际传播

现状

“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一种话语体系，其理

念不是近代殖民体系与战后霸权体系，而是集中体

现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致力于开创２１世纪
国际与地区合作新模式。本部分从中国话语国际传

播主体、内容、渠道、对象、反馈五个方面入手，力求

全面廓清“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话语国际传

播现状。

（一）中国话语国际传播主体

中国话语的国际主要传播主体是中国自身。当

前，中国正同时演绎着三种角色。首先，中国之中

国。中国拥有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是古丝绸之

路的重要国家。中国愿意借鉴他国经验发展自身，

但同时也不会放弃自身的独特性，中国发展坚持独

特的轨迹和逻辑，并深刻影响人类和世界的未来。

其次，亚洲之中国。作为人类主要文明的发源地、世

界经济最充满活力的地区，中国与其他亚洲文明长

期交流互鉴，不断开创亚洲发展新局面。最后，世界

之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在国

际舞台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推动世

界不同文明的合作、共赢、繁荣，为人类社会发展做

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广泛传播，中国话语的

传播主体还包括了更多的国际机构和国际人士。国

际机构方面，联合国新闻部（现全球传播部）于２０１０
年宣布启动联合国语言日，将中文日定在农历二十

四节气之“谷雨”。每年的中文日，联合国都会在总

部和各国家办事处举行各种庆祝活动，通过丰富多

彩的艺术表演和体验活动传播中国话语。国际人士

方面，在我国“丝路书香”工程框架下，“外国人写中

国计划”已成功实施了两期。该计划面向“一带一

路”沿线及全球其他重点区域，广泛联系和积极培

养海外知名汉学家、作家、媒体人、学者和社会知名

人士，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自己的“中国故事”，

鼓励并支持他们创新中国话语传播体系，向海外受

众客观介绍中国。

尽管如此，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在传播主体方

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对中国现实发展情

况没有深入了解的外国人在进行话语传播时，或多

或少地带有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这直接

说明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能力尚有不足，未能将真

正的“中国好声音”传向世界。

（二）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内容

中国在进行自身话语国际传播时，提出了一系

列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话语概念。“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后，国际社会反响强烈。“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也被纳入联合国决议，中国话语成为国际

共识。［８］除了话语概念外，我国还积极传播中国话

语理念。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３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

同体”重大倡议，呼吁国际社会树立“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９］目前，“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已

经被写入联合国文件。为进一步增进国际社会对中

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认识和理解，我

国还积极对治国理政新理念等中国话语进行外译传

播，让世界了解中国话语理念，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

象。［１０］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

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

系”［１１］。系统完备的话语体系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改革的需要，也是提高文化软实力和塑造中国国际

形象的需要。但目前，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尚未形

成系统完备的话语体系———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内

容较零散，表达也较单一，不利于中国话语走向国际

受众。

（三）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渠道

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逐步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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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的国际传播主要通过图书、期刊、报纸、电视、电

影、广播和互联网等大众媒介渠道。如中国国际广

播电台就是专门承担国际传播任务的国家级广电媒

体，目前拥有６１种传播语言、４６家海外分台、３０多
个海外站点、２０００多人的多语种国际传播人才队
伍。除此之外，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还常依托线下

活动渠道。沿线国家的国际书展就是中国话语传播

的重要平台之一。在国家相关项目支持下，中国出

版机构近两年开始参加开罗、突尼斯、安曼、乌兰巴

托、加尔各答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国际性书

展，对翻译成当地语言或国际主流语言的中国图书

进行展示推广，如邀请中国作者参加推广活动并接

受媒体参访、分发小礼品等，激发这些对中国话语不

甚了解的当地读者的兴趣，在取得突出社会效益的

同时为承载着中国话语的出版物在这些国家的持续

推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不可否认，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渠道存在话语

平台单一的问题，目前主要依赖大众媒介，尤其是官

方大众媒介，而国内的官方媒介在国外的受众较少，

传播效果亟待提升。虽然有线下活动等组织传播和

人际传播渠道的拓展，传播平台也多局限于官方媒

体。话语平台单一带来话语表达的单一，未能从多

角度对中国话语进行立体传播。

（四）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对象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具有

深厚的历史联系和丰富的共同语言。历史上的丝绸

之路之所以持续时间长、富有生命力，原因就在于沿

线国家和地区思想文化纽带的连接、精神力量的支

撑和多元文明的传承。“一带一路”倡议使人文交

流互动更加密切，为中国话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高效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拓展了更广

的受众群体。

目前，６５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
谅解备忘录》，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度有了不

同程度的提升，但从空间分布上看，关注度较高的国

家集中于东北亚、南亚和东南亚，而西亚、北非、中亚

及中东欧地区的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度

仍然较低。由此可见，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受众尚

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五）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反馈

话语传播的反馈是指话语所表达的立场、主张

和观点等获得的某种结果。［１２］

一方面，中国话语国际传播逐步得到了国际社

会的认可和反馈。如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７日，新华社在
其官方ｔｗｉｔｔｅｒ上发布《十三五之歌》，被称为中国官

方的Ｒａｐ“神曲”，该动画上线后，海外访问量十分可
观。英国《每日电讯报》称：“《十三五之歌》欢快而

生动地歌颂了‘十三五’规划，甚至包含一些幽默的

内容。这种方式似乎更能深入年轻和时尚群

体。”［１３］

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的差异和受众自身的理解

能力，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经常被抵抗式解读。例

如从邓小平同志提出“韬光养晦”的重要战略思想

开始，国外就一直将其翻译为“ｈｉｄｅｏｕｒ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ｂｉｄｅｏｕｒｔｉｍｅ”，意为“隐藏我们的才能，以待东
山再起的时机”。从美国 ２０００年到 ２００９年的《中
国军力报告》中，“韬光养晦”均被翻译成上述表达，

严重影响了其他国家对中国重要战略思想和中国话

语的理解。一些国外媒体将我国“一带一路”倡议

称为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在这种理念的影响

下，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产生了猜想与恐慌。［１４］究

其原因，除了意识形态存在差异等客观因素，中国话

语国际传播能力的不足也是重要原因和亟待解决的

问题。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路

径探析

如前文所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话语

的国际传播面临着全新的传播语境，在取得一定成

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话语传播系统性和力度不足、话

语传播平台和传播对象单一以及话语反馈中的抵抗

式解读等问题。对此，我们应在话语传播的各环节

采取相应措施，提高中国话语国际影响力，塑造良好

的国际形象。

（一）立足新语境，寻求共识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尽管在发展规

模、经济水平、民族宗教、历史传统和文化语言等方

面存在着巨大差别，但是大家希望通过国际合作推

动本国发展的愿望同样迫切。同时，源自“古丝绸

之路”的共同历史经验，相似文化经历和情感体验，

为话语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共识基础。应当充分挖掘

和利用这些共识，从不同国家的价值体系中寻找与

中国声音、中国故事和中国智慧相契合的价值理念，

使历史渊源和文化共识成为话语传播的内在动力。

首先，要传播我国的基本国情，表明我国希望与

周边各国乃至世界各国加强交流、共同发展的美好

愿景。其次，要向其他国家准确传递中国话语国际

传播的目的和意义，强调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既不是

“文化渗透”，也不是“文化殖民”，更不是“文化帝国

主义”，而是建立在平等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上，

进行的跨区域、跨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与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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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交往过程中，将中国的好声音传播出去，将中

国的好故事讲给各国听，也将中国在长期发展实践

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智慧传播出去。最后，要向受

众国家阐释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和交流是顺应中国

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需求，促进人类命运共

同体发展的重要举措。

（二）统筹国内外，加强主体力量

当前，我国话语的国际传播面临着外部挑战和

内部制约。从外部来看，很长一段时间里，其他国家

对于中国的了解主要还是通过西方主流媒体获得，

而我国媒体在传播信服力上与西方也还存在着很大

差距。从内部看，受媒介发展水平和专业翻译团队

建设等因素的限制，中国话语的向外推介力也仍需

提高。

因此，在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过程中，要注重传

播主体力量的构建和丰富。首先，要提高我国媒体

的专业采编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和外语沟通能力，形

成一支适应国际传播发展趋势、掌握世界一流传媒

技术的媒体队伍，确保在国际公共事务发生的第一

线，中国声音能够得到及时准确的传播。其次，要充

分发挥驻外中国文化中心、国际机构、国际人士以及

海外华人华侨对于传播中国话语的重要作用。注重

一线话语人才的培养和输出，定期对文化中心的人

员进行培训和管理，及时了解中国话语对外传播的

情况，针对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不同问题，适时调整传

播方案；积极组织选派优秀人才参与国际机构的交

流活动，在不同场合积极宣传和传播中国话语；动员

和正确引导海外人士主动自觉传播中国声音，讲好

中国故事，分享中国智慧。

（三）凝炼好内容，丰富话语内涵

长久以来，在西方舆论的笼罩和包围下，“中国

威胁论”长期存在，中国取得的成就和进步并没有

得到充分客观的评价。话语内容是话语传播的核

心。顺应“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中国话语的

国际传播应当注重传播内容的丰富和深化。

一方面，要凝练话语表达，利用好“关键词”。

２０１４年起，中国外文出版事业发行局、中国翻译研
究院、中国翻译协会等机构，开始将“中国关键词”

“中国核心词”等关键词翻译成多国语言，面向全球

发布。这些术语为中国话语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凝炼

精准的载体，上承源远深厚的中华文化，下应中国

“亲诚惠容”的发展理念，让世界快速、准确、具体地

了解和接受中国，是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很好的话语

载体和内容。

另一方面，要注重培养中国话语的品牌产品，在

国际传播中塑造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符号。前有

“熊猫”“功夫”“灯笼”“旗袍”等中国元素在国际的

流行，后有《“十三五”之歌》在 Ｔｗｉｔｔｅｒ上的广泛传
播、《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在欧洲的

备受好评。打造话语品牌节目和代表产品，能够提

升中国话语的感染力，对加强中国话语传播力具有

重要意义。

（四）打造多平台，拓宽影响范围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国

际传播的重要媒介。依托网络平台，信息的传播成

本越来越低，时效性越来越强。但通过表１可见，在
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我国媒体的影响力还远远不

及西方主流媒体，在议题设置频率、传播方式选择、

内容感召力等方面都还有很多不足。

表１　国际主流社交平台关注用户数量 （单位：万）

路透社 法新社 ＣＮＮ ＢＢＣ人民日报 新华社 ＣＣＴＶ
Ｔｗｉｔｔｅｒ ２０４３ １５９ ４１８９２５０４ ５９７ １２２４ ７２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４１３ ６２ ３１２７４９０３ ４９ ６０５６ ４８１５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２２４ －① ７４８ １１５ ８１ ４９ ５６

　　因此，增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力，就必须要加
强中国话语对外传播的平台建设。传统媒体应当注

重掌握和应用新兴媒介技术，增强中国话语的表现

力和感染力。同时，加快新媒体平台建设，充分利用

社交媒体日常化、形象化、具体化和生活化的传播特

点，扩大中国话语的传播范围。另外，现有的互访活

动、国际会议、民意机构、政党交往、商贸合作等平台

资源，也应该进行系统的整合和重组，依托“一带一

路”倡议的规划和实施，尽快形成一个多语种、全方

位、多层次、传播效率高、影响范围广的话语平台。

（五）提高针对性，增强传播效果

目前，中国话语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缺乏一个

系统全面的反馈机制。首先，要提高对目标国家的

认知水平。准确认识我国在其他国家政府和人民心

中的认知基础，明晰共同的利益诉求，为话语传播寻

找出发点。准确分析目标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

文明程度和习俗、宗教、文化等因素，为话语内容和

传播方式提供现实依据，使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能

够有的放矢、因地制宜，更有针对性。

其次，有针对性地进行反馈管理和应对，及时

对传播方案和内容进行解释、调整和再架构，消解

来自西方话语的负面影响。对“一带一路”的质疑

和误读，加剧了部分国家对中国的防备和恐惧，削

弱了中国话语传播的信任基础。针对这一情况，

中国应当建立完善的应对预案，通过多媒体平台

及时高效地进行澄清和回应，形成一套成熟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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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信释疑机制，对中国话语国际传播过程中出

现的各种状况进行及时纠偏和正确引导，确保传

播的实效性。

四、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话语国际传播

的传播主体更多元、话语内容更丰富、渠道平台更宽

阔、目标受众更广泛、接收到的反馈也更即时和复

杂。这些新变化对中国话语进行国际传播的规划、

实施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我国政府还

是媒体，都应充分认识到加强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

重要性和迫切性，立足中国话语的传播现状，针对实

践中存在的问题，寻求共识意义，加强主体力量，丰

富话语内涵，拓宽影响范围，增强传播效果，不断提

高我国话语国际传播的传播力、感召力和影响力。

注释：

①由于未找到法新社（ＡｇｅｎｃｅＦｒａ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ｅ），独立准确的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认证账号，仅有＠ａｆｐｓｐｏｒｔ＠ａｆｐｐｈｏｔｏ和＠ａｆｐｅｎ
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三个相关认证账号，因此这里未列出其关注用
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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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出版机构
作者服务体系建设经验与借鉴
———以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和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出版集团为例

刘　杨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５－１１
基金项目：２０１６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媒介融合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２０１６ＣＺＨ０１２）
作者简介：刘杨（１９８２—），女，河南开封人，管理学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信息管

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学术出版。

摘　要：以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和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出版集团为例，总结其作者服务体系建设经验，指出其作
者服务体系建设具有服务内容丰富、服务导向明确、打造学术社群、推出增值服务等特点。指出我国

学术期刊出版机构作者服务体系存在建设基础薄弱、内部动力缺失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借鉴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和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出版集团的相关经验，提出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作者服务体系发展对
策，具体包括走集约化发展道路，打造自主服务平台；提升作者服务意识，建设优质服务体系；打造工

具性服务，努力增强作者黏性；放眼国际市场，做大做强学术期刊出版产业。

关键词：学术期刊出版机构；作者服务；体系建设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１
中图分类号：Ｇ２３７．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６１－０４

　　在学术出版领域，学术期刊以其特有的精、新、
快的优势成为反映一个国家科学研究质量和学术发

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而办好学术期刊的重要基础便

是作者资源。因此，怎样更好地服务作者，充分调动

其学术积极性并不断增加其与期刊的黏性，是学术

期刊出版机构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虽然我国学术

期刊界已经在作者服务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和实践，但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出版机构相比还有

较大的差距。本文以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施普林格·自
然）出版集团和Ｅｌｓｅｖｉｅｒ（爱思唯尔）出版集团为例，分
析总结其作者服务体系建设经验，并在对我国学术期

刊出版机构作者服务体系存在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

基础上，借鉴国际优秀经验，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一、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出版机构作者服务体系

建设经验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出版集团旗下拥有包含《自
然》、自然子刊和《科学美国人》等国际顶级学术期

刊在内的３０００多种期刊［１］，涵盖科学、技术与医学

（ＳＴＭ）和人文与社会科学（ＳＳＨ）多个领域，６０％以
上的期刊被ＳＣＩ和ＳＳＣＩ收录［２］。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出版集团
拥有包括《柳叶刀》和《细胞》等在内的２５００余种期
刊，涵盖多个学科领域，发表的科研文章数占全球总

发表量的１６％［３］。不论从拥有期刊总量上来看，还

是从期刊整体质量来考察，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和Ｅｌｓｅｖｉ
ｅｒ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学术期刊出版机构，有成熟
完备的作者服务体系，为培育优秀作者、吸引优秀论

文，进而实现知名度的提升和影响力的扩大打下了

坚实基础。

（一）服务内容丰富，满足作者需求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和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出版集团所提供的
作者服务项目种类丰富，涵盖了从论文准备阶段到

论文发表后的所有环节，并在每个环节提供指导性

服务的同时，提供选择性服务，协助作者完成学术成

果的发表。Ｅｌｓｅｖｉｅｒ的 Ｍｅｎｄｅｌｅｙ平台服务贯穿论文

·１６·



发表全流程，能使作者在一个高度整合化的平台上

完成论文出版与管理的相关工作，对作者特别是国

际作者的亲和力较强。在论文写作准备阶段，Ｍｅｎｄｅ
ｌｅｙ能帮助作者进行文献查阅和管理，并能通过其学
术社交平台帮助作者寻找潜在的合作者与合作机构；

在论文写作阶段，Ｍｅｎｄｅｌｅｙ能提供文献引用、批注等
服务；在论文出版后，Ｍｅｎｄｅｌｅｙ能提供作者已发表论
文管理与展示服务和论文影响力测评服务，全面满足

作者论文发表与影响力提升的需求。

（二）服务导向明确，增强作者黏性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和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出版集团有优秀的
服务意识和明确的服务导向，一切作者服务都以作

者的根本诉求———论文发表与影响力提升为目标。

如两大出版集团所提供的作者服务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即不是单纯地针对作者拟投的期刊进行“要么

发表，要么出局”（ｐｕｂｌｉｓｈｏｒｐｅｒｉｓｈ）的针对性判断，
而是多渠道为作者稿件寻找合适发表的期刊或合作

单位。两大出版集团都为作者投稿给出了两种解决

方案，一是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ｒ服务
和Ｅｌｓｅｖｉｅｒ的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ｉｎｄｅｒ服务，针对作者论文没
有目标期刊的情况，只要求作者上传稿件题目和电

子文本并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系统就会自动搜索

旗下期刊，并列出适合此论文发表的期刊名单，帮助

作者找到最适合的期刊；二是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服务和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的 Ａｒｔｉｃｌ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服务，针
对作者已被目标期刊拒稿的情况，进一步分析作者

投稿失败的原因，给出修改指导建议，并帮助作者寻

找合适的期刊。明确的服务导向能促使作者服务内

容的全面开发，进而增强作者对出版商服务平台的

黏性，实现作者与出版商的共同发展。

（三）打造学术社群，挖掘潜在作者

对学术社群的打造与培养是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和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出版集团作者服务的一大特色。不同于其
他类型的期刊，学术期刊的读者群体和作者群体在

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学术社群就是在作者与读者

的角色不断转换中形成的。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通过
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ｅｒｓ让读者了解
学术研究与学术论文出版的细节和背后的故事，在

扩大作者知名度的同时，激发读者的研究兴趣。另

外，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还鼓励作者通过 ＳｈａｒｅｄＩｔ和 Ｆｉｇ
Ｓｈａｒｅ进行论文内容和数据分享，扩大论文的传播范
围，为读者提供更多论文信息，进而提升论文的引用

频次并提高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在学术信息的不断

增加和广泛交流中，学术社群得以建立和巩固，潜在

作者的学术能力得以激发和培养，其所生产的知识

能够进一步为学术社群注入活力，由此形成作者个

人和学术社群的良性循环与共同发展。

（四）推出增值服务，推进产业发展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和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出版集团的作者服
务项目中大部分属于免费的工具性服务，也包含一

些增值服务。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的Ｅｄｉｔ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就提
供英语语言编辑和科技论文编辑的增值服务。另

外，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还联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ｔｓ
（ＡＪＥ）公司，对作者尤其是国际作者提供学术翻译、
稿件格式调整、图表调整、视频摘要等增值服务。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的Ｅｄｉｔ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ｓ也包含语言服务、图表服
务、数据可视化服务等，除此之外，还提供 Ｐｒ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即针对作者的按需印刷增值服务。聚焦于
发表及发表后阶段的多种增值服务有利于协助作

者，特别是国际作者突破语言表述、图表制作等学术

思想表达的外在障碍，使其最新的学术思想与研究

发现得以快速进入学术界。出版商也能从相关增值

服务中获得一定利润，进而更加重视作者服务体系

建设，促进学术期刊出版产业进一步发展。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和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出版集团将作者视
为学术成果的源泉、学术出版的根基，为作者提供了

丰富细致的多项服务，究其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两

点。第一，发展历史悠久，市场竞争激烈，激发其服

务意识的觉醒。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和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出版集
团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与强强合并的背景，其在学

术出版产业发展的起跑线上先人一步的优势和国际

学术出版界愈发激烈的竞争环境，激发了其极具前

瞻性的发展意识，而完备的服务体系正是这种前瞻

意识的充分体现。第二，国际市场庞大，作者需求旺

盛，催生其服务体系的成熟。以欧美几大学术出版

巨头为首的学术出版界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已意识
到海外市场的广阔，并纷纷开始向各国学术界推广

自身的学术产品与学术服务。随着其学术出版中心

地位的确立，如何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如何鼓励并

帮助国际作者加入自身内容生产者队伍，成为欧美

学术出版巨头亟待考虑的问题。建立并完善针对全

球作者的服务体系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除了

在线作者服务体系，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和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出版
集团还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网站和办事

处，更好地服务作者与自身产业发展。

二、我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作者服务体系存在

问题分析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的作者服务呈现

出服务意识淡薄、服务内容单一、服务体系不健全等

问题，与欧美学术出版机构差距较大。作者服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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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于论文投稿阶段，其他阶段一般不提供服务。

即使一些期刊建立了数字化投稿／审稿系统，其功能
主要为论文审稿程序的通知，一般不具备其他功能。

为什么我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的作者服务体系建设

与欧美国家差距如此之大？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两个

方面进行分析。

（一）集约化发展程度低，作者服务体系建设基

础薄弱

学术期刊出版的集约化发展道路是市场经济及

与之伴随的激烈行业竞争的必然结果，国际学术期

刊出版机构的发展历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必然趋

势，因为只有求得规模，才能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份

额，才能更好地打造自身作者服务体系，进而提升自

己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而长期以来，“全、小、

散、弱”正是中国学术期刊的顽疾，严重阻碍了其集

约化发展。期刊分散于众多出版机构，单个机构的

作者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和产出势必不成正比，所

以，集约化发展程度低是我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作

者服务体系建设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学术论文出版长期“卖方市场”，作者服务

体系建设内部动力缺失

长期以来，不论是科研工作者的职称评定，还是

高层次研究人才的考核要求，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

特别是发表高水平期刊论文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之

一。仅就高校教师群体来说，截至２０１８年底，我国
高校专任教师数量有１６７．２８万人［４］。另外，众多高

校和科研单位对硕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要求中，也明

确规定了论文，特别是核心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

中国目前学术期刊共有６４４９种［５－６］，中国科学引文

数据库（ＣＳＣＤ）核心库收录期刊８８７种，中国社会科
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收录期刊５６８种。学术期刊，
特别是核心期刊的发文容量远不能满足作者群体的

发文需求，学术论文出版长期存在“卖方市场”。学

术期刊的出版流程以编辑、出版为核心，给作者附加

了很多投稿条件，如版式要求苛刻、网络投稿流程不

友好、缴纳各种费用的手续烦琐等等，导致作者的投

稿体验差［７］５３３，作者需求与其学术内容生产主体性

长期被忽视。如此一来，内部驱动力量的不足也导

致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服务体系建设的严重滞

后。

三、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作者服务体系发展

对策

（一）走集约化发展道路，打造自主服务平台

作者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备一定建立在集约化

发展的基础上，这样才能对内实现期刊的作者服务资

源优势互补与共享，对外提高期刊的市场驾驭能力与

竞争力。目前，中国知网等学术内容集成商纷纷推出

基于其平台的作者服务内容，如期刊查找、数字投稿／
审稿系统、国外数据库内容链接等，虽然为期刊提供

了作者服务平台，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无疑使集约

化程度较低的中国学术期刊更加依附于知网等学术

内容集成商，进一步削弱其集约化发展动力。中国学

术期刊出版机构要在走集约化发展道路的同时，尽快

打造自主服务平台，在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上，全流

程、多层次开发作者服务内容，促进期刊规模化、产业

化发展。在这方面，中国科技期刊探索出了期刊集群

发展的道路。如中华医学会将旗下１８５种期刊进行
整合，创建了中华医学期刊网，提供会议培训、会议直

播、医学视频、投稿指南、出版伦理、写作规范等多种

服务，建立起高质量的自主服务平台。

（二）提升作者服务意识，建设优质服务体系

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应充分认识到作者资源

是办好刊物的基础，树立并强化以作者为中心的服

务意识，以作者需求为核心，创新调整传统的编辑出

版流程，从准备———写作———投稿———出版———出

版后的全过程，探索优质、高效、完备的服务内容，全

方位提升用户体验，培育忠诚、优秀的作者群，为我

国学术期刊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作者基础［７］５３３。

具体来说，可借鉴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和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出
版集团的相关经验，在作者写作准备阶段，利用学术

博客与播客等社交媒体，传播学术研究前沿话题，引

发潜在作者兴趣；在论文写作阶段，为作者提供如文

献管理、文稿校对与编辑等服务；在投稿与出版阶

段，提供期刊查找、文刊匹配、开放获取、审稿流程通

知等服务；在论文发表后，提供内容与数据分享、影

响力测评与提升、按需印刷等服务。一方面增强作

者对本土学术出版机构的信任，另一方面利用增值

服务促进学术期刊出版产业进一步发展，不仅有助

于持续提升我国学术期刊的美誉度与影响力，更有

利于我国学术期刊出版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打造工具性服务，努力增强作者黏性

综观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和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出版集团的作
者服务内容，不难发现工具性服务占了半壁江山，即

出版机构利用自身开发的各种工具为作者提供服

务，如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的 ｅＰｒｏｏｆｉｎｇ、Ｍｙ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ＭｙＰ
ａｌｇｒａ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等，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的Ｍｅｎｄｅｌｅ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ｉｎｄｅｒ等。
这些工具性服务或针对作者论文出版的某一环节的

具体需求，或贯穿论文出版整个流程，且操作较为简

单，易于读者掌握，有较强的实用性，能极大提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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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期刊及出版机构的黏性，成为出版机构学术内

容的忠实生产者、消费者和推广者。相较而言，我国

学术期刊出版机构的工具性服务较为匮乏，应积极

借鉴优秀经验，在集约化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打造工

具性服务，改进作者体验，增强作者黏性，吸引优秀

论文，提升期刊影响。

（四）放眼国际市场，做大做强学术期刊出版产

业

学术期刊出版国际市场潜力巨大，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
ｔｕｒｅ、Ｅｌｓｅｖｉｅｒ等学术出版巨头早已凭借其优质出版
平台和成熟的作者服务体系得到了众多国际作者的

认可，广大中国学者及科研机构对 ＳＣＩ、ＳＳＣＩ、
Ａ＆ＨＣＩ等评价体系的关注与推崇就说明了这一点。
近年来，我国大量优质学术成果外流，发表于国际期

刊并进入国际数据库，而众多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

为了获取最新学术成果，不得不支付高额的费用进

行购买，这对我国的自主知识产权保护极为不利。

因此，我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应加强作者服务体系

建设，一方面增强国内作者对本土期刊的信任和信

心，另一方面吸引国际作者对中国期刊的关注，在保

护我国科学文化安全的基础上，做大做强学术期刊

出版业。

四、结束语

相较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出版机构的作者服务

体系建设，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不论在服务意识

还是在服务内容上都与之相差甚远，这与我国悠久

的学术历史与深厚的学术积淀不符。在中国文化体

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的今天，中国学术期刊出版

机构应在集约化发展的道路上努力打造自主服务平

台，不断增强学术期刊出版从业者的服务意识与服

务能力，开发数字化服务工具，放眼国际市场，构建

优质作者服务体系，提升我国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实

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术期

刊出版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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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视域下微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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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不仅关系着国家和整个民族的命脉，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大学校园文化影响学生的价值观与人生观，而文化的传播与媒介的承载

密不可分。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体技术的不断革新，文化的传承不再仅仅依靠传统媒介，

新旧媒体的融合是当前文化传播的主流趋势。当前，有着极强探索欲、追求新潮的学生群体成为新

媒体用户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对高校校园文化的社交媒体传播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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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
重要力量。社会的每一次发展、人类文明的每一次

跃进，无不伴随着文化的革新和突破。［１］校园文化

是一种隐性的文化传播模式，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

传播可以从思想上启发及指导学生对学校积淀的历

史传统、物质文化、精神信仰的传承。大学是聚集社

会精英的摇篮，［２］一定意识上，可以说校园文化是

一个学校延续发展的灵魂。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校

园文化涉及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

次，制度文化可以体现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物质文

化和制度文化的一种体现，高校建设良好的校园文

化可以激发大学生对校园的喜爱之情。［３］因此，高

校要加强精神文化的建设，以强化学生对高校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

一、微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应用

（一）丰富校园文化内涵

当今是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大学生乐于接

受新鲜事物，更倾向使用网络来接受、获取知识和信

息，例如借助微信公众平台，学生可以对喜欢的文章

或内容进行转载，收藏自己感兴趣的公众号等，在一

定程度上丰富了校园文化的内涵。然而目前有些高

校主要还是利用校园广播或海报等方式进行文化传

播，这些方式单调乏味缺乏吸引力，而且内容单一，

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拓展招生宣传

微信有着传播速度快、及时性、高效性等特点，

高校通过微信可以进行招生宣传。高校可以在微信

平台上发布招生信息，许多人通过网络可以看到高

校发布的招生信息，并通过微信了解招生院校的具

体情况和招生条件。通过微信平台，高校达到招生

宣传的目的，让更多的人了解高校的情况。

（三）搭建教育平台

高校通过搭建微信这一教育平台，感化学生的

思想，促进学生的成长。高校可以通过在微信的公

众平台上发布有关学生教育的内容，如名人名言、新

闻、趣事等，让学生对自己所学的知识有更深刻的认

识，对社会也有一定的了解。同时高校还可以根据

大学生的需求，对微信公众号进行开发，增强微信公

众号的实用性，让大学生对有关微信公众号产生依

赖，促使其长期进行关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微信

平台的发展，对学生也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

二、微信在校园文化中的传播特点

（一）信息传送的准确化、快速化

以往的传统媒介信息传送滞后，存在送达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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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等问题，微信公众平台则利用群发方式，微信

信息一经发送，用户就会收到信息提醒，并用红色数

字圆圈进行标识，信息未经及时阅读，红色的标识便

不会消失，在某种意义上，很多平台的关注者便会强

制阅读相关内容，因此微信的送达率要远远高于其

他媒介。高校作为文化传输的主要阵地，信息的传

递速度和辐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当下，与传统媒体相比较，新媒体的出现无疑能

贴合现实需求，特别是贴合广大学生的需求。

（二）传播技术的交互化、融合化

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为了满足大众的不同需

求，适应当前形势下社会的发展，微信运营商审时度

势，在配套技术上下功夫，大力拓展平台服务信息，

更新软件，做到及时快速有效的多元融合。微信平

台发布的信息大多采用声、图、影结合的方式，以获

得最佳的传播效果。公众平台发布的文章，其内容

容量不受限制，发布的形式除了文字配合图片，有时

候会配合视频，在文字的底端配有一个超链接，点击

可以进入其他友情链接，方便省时。

三、微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成效

（一）物质文化内涵的多样性丰富化

从直观层面上来理解，校园物质文化是一个学

校随着时间迁移及历史变迁，在沉淀和积累中传承

下来的人文环境、文学氛围、公共设施等。学生在校

园物质文化的熏陶下无形中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依从

感和归属感，传统媒体传播形式单一，无声的文字和

简单的图画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时下的应用趋势了。

新兴媒体微信极大程度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在传送

信息的同时，以声音、文字、动态图等复合叠加的形

式配合制作而成，比如在介绍校园物质文化时，加入

校园ｆｌａｓｈ动画或者剪辑一段关于校园的视频进行
宣传讲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丰富传播的形式和内

容，打破了传统媒体内容单一和文字简单的局限。

因此，微信成为时下比较热门的应用软件。

（二）制度文化的生动性有趣化

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相对单一、古板、无趣且生

硬，仅仅依靠图片和文字来传达冗长繁杂的规章制

度，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网络时

代。微信省时省力且成本低廉，在微信平台上借助

言简意赅、生动活泼的动态图画，配合幽默风趣的文

字，可以将复杂冗长的规章制度表达得更加清楚生

动且易于接受。例如每年新生的入学须知、学生管

理条例、学校的规章制度等，如果只是发一些单纯文

字的小手册，学生不一定认真通读，但是借助微信及

其公众平台，可以制作成小视频或者卡通照片图片，

很多复杂的内容很快就能一目了然，在一定程度上

也扩大了传播的频率和范围，使得其传播力度更强。

（三）精神文化的交融性多元化

作为校园文化精髓部分的校园精神文化，代表

着一个学校的精神内涵及核心价值，体现着校园的

精神风采和人文面貌。师生在长期教学、学习和生

活中所凝聚的思维观念、价值取向、学风校纪等，体

现了群体特色的认同感和内化了的价值模式的一致

性。

新媒体的迅速壮大，使得传统媒体逐渐消融。

传统媒体信息的传播和接受是单向的，而微信及微

信公众平台的出现扩充了信息的传输路径及传送领

域，信息的接受和传播可以是双向的，这样校园文化

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交互融合性。借助微信公众平

台，每位学生、教师可以平等地交流思想，发表看法，

加强彼此的了解，同时传播一些具有学校特色的信

息。网络的自由化、开放性使得精神文化的流动性

更强，便于学生更加轻松地领会校园文化的灵魂与

精髓。

四、新媒体环境下微信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影响

（一）新媒体环境下微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

机遇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媒体如海报、校园

广播等在校园文化的传播中就显得单一。现今以微

信为代表的新兴媒体与传统的媒体相比颇具优势，

如传播速度快、传播影响大、传播覆盖力强等。根据

一项调查结果，图画和文字结合的形式可以激发人

们阅读的兴趣，能够刺激大脑对接受到的信息进行

加工处理，并且强化对接受到的信息进行记忆。因

此，微信的发展对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作

用。此外，随着新兴媒体的发展，当今人们的阅读习

惯逐渐从纸质阅读变为电子阅读，电子阅读可以不

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人们的阅读更加方便。

将微信阅读与互联网进行结合，受到更多人的喜欢，

这也给新媒体环境下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带来了机

遇。在校园文化的建设中，物质文化是校园开展教

学的基础，而精神文化是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灵

魂，在当今时代下，校园文化建设需要以新媒体为载

体，借助多媒体，顺应时代潮流，将图片、文字、视频、

语音进行有效的整合，这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创

新之路。由于大学生没有经济基础，他们更倾向于

接受成本低廉的信息获取方式。新媒体的发展可以

满足大学生对获取信息多样化的需求，通过微信，大

学生可以及时发现校园的问题，为解决校园问题提

供一定的对策，同时大学生还可以通过多媒体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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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另外，大学生可以

通过微信积极参与到校园文化的建设中，为高校校

园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例如高校可以通过微信

宣传学校的文化活动并吸引学生积极参加，也可以

定期举办各类文学讲座、思想政治教育和各类课外

活动等，通过微信平台，这些活动信息可以得到快速

传播。

（二）新媒体环境下微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

挑战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信息的传递速度和规

模都是空前的，人们可以通过新媒体手段即时了解

信息，但有些负能量和错误的观念也会给学生的思

想带来一定的冲击，进而影响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

同时，以微信为主要代表的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得

文化和思想聚合度更高、覆盖更全面、传送效率更

高，无疑对高校的教育和文化层面的建设带来一定

程度的冲击。［４］首先，在网络时代，人们的思想很活

跃，人们可以在网上随意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大学生思维的跳跃性很强，校园文化建设应该是健

康向上的，但现今一些网络信息充斥着负能量，当大

学生看到这些信息时，会对他们的思想造成一定的

影响，甚至会造成思想偏颇，对某些事情产生一些过

激的想法。还有一些大学生受到负能量信息的影响

后，会对这些信息进行转载，这些舆论信息就会在学

生之间进行传播，为负能量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方便，

对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带来不良影响。其次，大学

生是高校校园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如果大学生对不

经证实的信息进行传播，会给其他学生带来负面情

绪，甚至还会有学生出现情绪失控的情况，给学校的

文化安全带来威胁。此外，大学生乐于接受新鲜的

事物，但同时也是缺乏社会经验的单纯的群体，大学

生通过微信获得校内外的各种信息时，对信息的真

实性很难识别，他们一般会被动接受信息或主动接

受他人带来的信息，而高校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时，

如果文化建设的信息中存在不良因素，如信息虚假、

信息负能量等，会对学生的思想造成一定的影响。

因此，在信息化时代，如何通过新媒体对高校学生进

行思想上的正确引导和进行校园文化的建设活动是

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五、微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应用策略

（一）激发大学生文化传播的参与度

通过有关问卷调查可知，许多大学生对校园推

广的知识并不是十分关注，因此可以让大学生积极

投稿，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中。高校可以在微信平

台举办有关校园文化建设的多种大赛，并制定一定

的奖励措施，吸引大学生进行投稿。对大学生所投

稿件也要做出一定的要求，要求投稿的内容必须真

实，必须是原创的作品，不得抄袭或模仿他人的稿

件，同时作品要尊重他人，如在稿件中对他人的图

片、文字进行应用，要注明出处。这样大学生为了获

得知名度或获得奖品，会查找有关的文献资料，并进

行一定的整理，与此同时，大学生会对校园文化有更

多的理解，能够了解更多的有关校园文化建设的知

识，提高文化素养。此外，高校还要积极进行征稿，

要根据稿件的质量对大学生进行一定的奖励，并在

微信公众号公布获奖作者的姓名，这样会激励更多

的学生参与到校园文化的建设中，这也是使大学生

关注学校微信公众号的一个重要策略。

（二）优化大学生的微信文化体验

当下高校学生对校园文化建设认识不足，对文

化概念和校园文化概念存在偏差，高校应优化学生

对微信文化的体验。首先，高校可以借助微信平台

的优势来开辟新的学生课外学习的途径，可以班级

为单位，并建立一定数量的小组，在小组的微信群里

上传一些有关文化安全的资料供大学生进行阅读，

以此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高校还可以

建立思想政治工作的公众号，大学生通过公众号可

以交流自己的思想，同时在公众号中教师可以对学

生的言论进行监督，学生也可以对公众号进行一定

的管理，以加强大学生的优化体验。其次，高校可以

借助微信的平台，进行课下交流和调查活动。高校

的文化建设通过微信竞答等趣味的活动，将微信平

台与课堂知识进行结合，同时高校班主任也可以与

学生进行课下交流互动，让学生在竞争中获得快乐。

在活动中，教师要对领先的学生进行适当的奖励，激

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最后，高校可以利用微信平

台，在学生和教师之间进行互相评价的活动。由于

微信评价具有快捷、简单的优势，师生进行互评，可

以提高学生的听课质量和教师的教学质量，同时也

能对师生之间的文化互动起到监督的作用。

（三）强化微信建设中的防范监督机制

一些充斥着负能量的微信信息可能对大学生的

思想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高校应加强对这些信息

的防范监督工作。首先，国家要加强对微信运营公

司的监管。政府等有关部门可以成立微信文化的监

督小组，制定有关微信安全的法律法规，同时微信运

营公司也要加强对微信信息的管理工作，合理、合法

地加强对微信信息的监督。其次，高校要建立微信

安全的监督体制。高校可以借助社会的力量，根据

相关的法律、法规，构建监督体系。同时还可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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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监督的主体，学生发现不良的信息时要及时进

行举报。高校在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时，要从实际出

发，对以学校名义开通的微信公众号，要采取措施进

行监督。另外，高校还要创新校园文化建设的监督

方法，采用先进的技术加强对微信信息的监管力度，

建立有力的微信文化监督阵营，使微信在校园文化

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四）全面加强宣传教育

高校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时，应充分利用微信

公众平台对学生进行宣传和教育，使更多的学生了

解到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学

生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兴趣与责任感，并通过学生

的传播使校园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口碑。首先，高

校可以与学校的各类社团进行合作，在微信平台宣

传各类有益的活动，这样可以让大学生对社团有一

定的了解，学校可以通过社团来宣传校园文化活动。

同时，在社团的活动中，也可以开展微信的互动活

动，这样可以增加微信平台的粉丝数。其次，高校在

微信平台推广有关文化建设的活动时，要考虑到学

生的生活情况，并与学生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比如，

在学校的教学楼、自习室、食堂等地点张贴有关微信

平台的宣传内容或微信平台的二维码，使学生关注

校园文化建设。最后，高校还应该根据大学生的需

求，对微信公众号进行开发，并增加微信公众号的实

用性，让大学生对微信公众号产生依赖，促使其长期

进行关注，以促进微信平台的发展，也能更好地建设

校园文化。

六、结语

微信平台作为互联网的载体，极大地方便了人

们的生活，便捷了彼此的沟通与交流，但国家也要对

微信环境下的各种信息进行关注与监管。高校在建

设校园文化时，要意识到校园文化建设既有机遇，又

有挑战，要结合当前文化安全的现状，采取一定的措

施进行建设校园的文化安全活动。同时，高校也要

意识到校园文化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需要脚踏实

地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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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特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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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献对外翻译研究。

摘　要：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是应用翻译的一个重要文本类型，肩负着向国外受众传递中国大政
方针的使命，同时也是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分享中国经验的一个必要环节。研究中央文献对外翻

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Ｈｏｌｍｅｓ将描述翻译研究分为三个分支：产品导向的研究、过程导向的研
究和功能导向的研究。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特点，可以通过这三个方面得以更系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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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综述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是应用翻译的一个重要文本

类型，肩负着向国外受众传递中国大政方针的使命，

同时也是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分享中国经验的一

个必要环节。对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研究，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２０１１年，中共中央编译局与天津外
国语大学积极响应国家的战略需求，联合创办“中

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它肩负着翻译研究、人才培

养、学科建设等多重使命，主要特色是开展中央文献

翻译研究及培养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对外翻译的专业

人才。该基地创办辑刊《中译外研究》，开辟“文献

翻译”专栏，为相关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平台。由

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与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

文献翻译研究基地承办的“中央文献翻译与研究论

坛”，每年召开一次，迄今已举办四届。从学术共同

体视角（研究队伍、研究机构、人才培养、期刊阵地、

学术会议）来看，这些动态标志着中央文献对外翻

译研究越来越专业化和学术化。

在当今翻译研究中，文学翻译研究依然是主流，

尤其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推动之下，中国文学

的对外翻译研究和传播研究，发展态势迅猛。梁林

歆、许明武指出“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文学翻译的

研究成果呈上升趋势，一直是研究焦点所在。应该

可以说，文学翻译依然是翻译学研究的一大传统趋

势与特色。”［１］２５但是，许多专家和学者呼吁要关注

当今的翻译活动、翻译现象和翻译问题，而不能仅仅

局限于文学翻译的范畴。“文学翻译的研究不能替

代应用翻译的研究，特别在科技高度发达、人际交往

频繁的当代，铺天盖地的语言产品中应用翻译占了

绝大部分。”［２］８０韩子满也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

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翻译比文学和宗教领域的

翻译更为重要，因为这些领域与当前人类生活的关

联性更强，这些领域的话题也更能引起社会大众的

关注。”［３］７７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是典型的政治文献

翻译，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而言具有

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因而有必要展开针对性研究。

关于中央文献翻译的特点，已经有学者展开零星论

述，例如修刚指出的三个特点：“快（中文版一出现，

相关译本就立刻跟了上来）、重视翻译理论的研究、

加大了对于译文受众的研究。”［４］１２３李学军总结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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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有四大特点：文献翻译的时效性、文献翻译的针

对性、文献翻译的权威性、文献翻译的时代性［５］９４。

本文以更加系统化的视角，从产品、过程和功能三个

方面，详细论述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特点。

二、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相关概念界定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是以中国立场客观地向世

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以及来华外国人士传播中

国的国家政策、发展方针政策等等，它是一种国家或

政府主导的跨语言、跨文化、跨国家的思想信息对外

翻译和传播活动。那么我们如何界定“中央文献”

这个概念呢？

本文借鉴中央编译局两位资深译者的定义：一、

“中央文献是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和讲话，中

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著作，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主要文件以及党和国家

其他重要政策文件。”［６］７８二、“中央文献主要有党和

政府一些重要会议的报告和决定，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著作、文集，文献资料，以及在一些重要场合的讲

话、演讲等。”［７］８１可见中央文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与讲话；２．党和政府的重
要决议和会议文件。“中央”旨在说明是顶层设计，

而地方政府以及各个部委等下属的机构的决议和报

告等等，则不属于“中央文献”。

为何要强调是“对外翻译”呢？

首先是因为中央文献翻译存在“对内”和“对

外”两种类型，“中央文献对内翻译”指的是民族语

翻译，即将汉语的中央文献，翻译为中国的各种民族

语，比如壮族语、蒙古族语、维吾尔语等等。这项工

作由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来承担，其面向的受众是

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读者；而中央文献对外翻译面

向的是国外的受众。因此“对内”的类型不属于中

央文献对外翻译的研究范畴。

其次，“对外翻译”意味着是由我方发起的一种

翻译活动，是一种“中译外”，译者群体主要是我方

人员，翻译活动的主动权也在我方。如果是由外国

译者在国外独立完成的中央文献译本，整个翻译过

程（从翻译活动的发起到译作最终发行和传播），没

有我方的任何参与，那么这些译作不属于中央文献

对外翻译的范畴。但这种由外方独立完成的译文，

可以作为平行文本展开比较研究，只是性质上不属

于中央文献对外翻译。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央文献对外翻

译，但是很多学者使用的关键术语并不统一。有些

学者使用“外宣翻译”“政治文献翻译”或“党政文献

翻译”，但实际上他们所选的研究对象和具体例子，

都在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范畴。就这几个术语的所

含范围而言，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与其呈现隶属关系，

能够用数学中的小于号“＜”来表示：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 ＜党政文献对外翻译 ＜政

治文献对外翻译＜外宣翻译
如果以宽泛的概念来讨论一个事物，往往抓不

住事物的本质，而应当是名与实相符，给事物一个准

确而具体的命名，才能更好地探讨和捕捉其本质，因

而本文作者建议在以后的讨论中，多使用“中央文

献对外翻译”的术语，而尽量避免使用以上义词（概

念宽泛的词），比如减少使用“政治文献翻译”，首先

因为政治文献包括的范围非常广，地方政府的文件

也属于此类，此外它也没有明确翻译的方向性问题，

美国《国情咨文》翻译为汉语，也属于政治文献翻

译，但这些与“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范畴显然是不

同的。

三、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特点：

在其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ＴｈｅＮａｍｅ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中，ＪａｍｅｓＨｏｌｍｅｓ将翻
译研究分为两大分支：纯研究和应用研究。然后将

纯研究分为：理论研究和描写研究。描写翻译研究

这个分支包括三个子项：产品导向的研究、过程导向

的研究和功能导向的研究［８］１７６－１７７。本文借鉴这三

个方面，从产品、过程和功能来分析中央文献对外翻

译的特点。Ｈｏｌｍｅｓ所言的产品导向的研究，一方面
是描述单个译本，另一方面还可以进行译本对比描

述研究，以及开展翻译语料调查（共时与历时），最

终是构建普遍翻译史；本文所谓的产品研究，主要是

指译作（内容与形式）所体现出的特点。Ｈｏｌｍｅｓ所
言的过程导向研究，主要是针对译者的“黑匣子”

（大脑），涉及的是译者心理层面的翻译研究；而本

文所谓的“过程”，主要是指整个翻译活动从开始

（委托人发起翻译活动）到最终结束（目标语读者接

触到译文）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不再是心理层面的

研究，而是对贯穿整个翻译活动“过程”的各种特点

的研究，是指宏观意义上的翻译过程，比如：翻译的

选材→译者的安排→译前准备→确定翻译策略→具
体翻译→校对→出版→甚至读者反馈等过程。
Ｈｏｌｍｅｓ所言的功能导向研究，主要是分析在特定时
期和特定地方的翻译选材（哪些原作被选，为何被

选，哪些没有被选，又是为何等），以及译作的影响；

Ｈｏｌｍｅｓ关注的是译作在目标语文化社会中所起的
作用，没有谈到对源语文化的影响，对于中译外的翻

译活动而言，这是不全面的，而本文的“功能”则将

两个方面都包含在内：即译作对目标语文化和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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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各有哪些影响。

（一）产品

第一，中央文献译者的隐身性，即外文版没有译

者署名。中央文献的外文版不标注每个译者的姓

名，而是只标注负责的机构或译者群组（比如中共

中央编译局译，或英文翻译组译等），有些甚至不标

注任何译者信息。这也反映出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

重点在于凸现原作者或原作内容。

第二，出版社为国内指定的出版机构。《毛泽

东选集》英文版起初为了方便在国外传播，曾授权

给英国的劳伦斯出版公司，但后来因为英国共产党

负责人删掉了两段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暴力革命的

话，我方就不再授权外国机构出版，而改为由国内出

版社出版（比如：外文出版社）。例如，中央编译局

承担的《习近平系列论述摘编》的外文版，目前只由

国内的出版社出版。现在还出现一个新趋势：外文

版由我方负责翻译，但会积极寻找国外的出版机构

展开联合出版活动。比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

某些外文版已尝试采用这种方式。

第三，中央文献外文版的封面设计与内容排版，

与中文版保持一致。比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两

卷本的英文版，封面与中文版一致，扉页也印有习总

书记的照片，英文版的内容排版也与原文保持一致，

所有注释均放在尾注（第一卷的英文版，仅两个译

者注是以脚注的形式出现，但第二卷英文版的译者

注，则全部改为了尾注）。

第四，中央文献外文版的翻译副文本极少或甚

至没有。由于中央文献翻译的权威性，译者必须忠

实翻译，而不能夹杂自己的观点或看法，译者要避免

出现任何主观的阐释，因为译者无法保证自己的阐

释是否正确。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副文本极少，甚至

完全没有。比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不存在译者

注、插图等翻译副文本。《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也没

有添加任何译者注。尽管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中出现了一些译者注，但数量极少，另外其英文版中

的插图等等，都是中文版已有，而非翻译过程中添

加［９］１１０－１１３。

第五，翻译的方向性———中译外。国际上的惯

例是译者从外语译入自己的母语，而中央文献对外

翻译，则与之相反，由中国译者从母语译入第二语。

由于文化、历史、意识形态差异等原因，许多西方译

者对中国存在偏见和误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

生，也为了由我方掌握解释权和主动权，我方译者积

极承担起这项对外翻译的重任。在对原文意思的准

确理解方面，我方译者具有绝对优势。目前已经有

学者出版专著，论述该翻译方向性的合理性和理据

性。比如ＮｉｋｅＰｏｋｏｒｎ撰写的《挑战传统原则———译
入非母语》（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ｘｉｏｍ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ａＮｏｎ－ＭｏｔｈｅｒＴｏｎｇｕｅ）和 Ｓｔｕａｒｔ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撰写的《译入第二语》（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第六，翻译选材的指定性。许多文学作品的对

外译介，都是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翻译的题

材，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选材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权。

而中央文献对外翻译，其选材是由国家机构来指定

的，而且翻译材料的优先顺序，也是指定的。“国家

指定翻译题材，国家翻译机构在国家政策领导下组

织翻译工作。也就是说，中央编译局的大部分翻译

题材实际上是国家直接授权或指派的。”［１０］１１２

第七，中央文献重要术语翻译的传承性。许多

重要术语，是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一直沿用的，比

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群众路线”

“人民民主专政”等等，这些术语的译法已经被老一

辈中央文献翻译家确立下来，因此，为了保证与历史

文献在重要术语概念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应当沿袭

使用已经确立的译法。

第八，统领性和规范性。中央文献是中国最高

层次的政治文献，它规范、引导和塑造着中国政治话

语体系的构建过程；因此，中央文献的对外翻译，对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

属机构，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政治文件的翻译，起到

指导性和规范性的作用。

（二）过程

第一，以原作者为中心的翻译原则。原作者的

权威性，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遇到

需要调整的地方或难点，向上级汇报或请求原作者

审批。原作者对翻译的看法，影响到译者的具体翻

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毛泽东同志认同鲁迅先生的翻

译观，因而译者们以此为理据，尽量亦步亦趋紧贴原

文，谨慎翻译，生怕有任何一句话违背了毛主席的原

意。原作者对译文拥有最终裁决权，比如针对“纸

老虎”（ｐａｐｅｒｔｉｇｅｒ）和“本本主义”（ＢｏｏｋＷｏｒｓｈｉｐ）的
译法，都是由毛主席来确定的。习总书记鼓励用受

众易懂的话，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他指

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

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１１］１５６

因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更加考虑目标语读者，这尤

其体现在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章节标题的简

化式翻译。某些书名的翻译，如今也更加符合目标

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比如《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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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经过上级审批，英

文简化为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ｒｅａｍ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Ｒｅｊｕｖｅ
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作者标注为：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
“论述摘编”的字样则省略不译。如果全部逐字译

出，则书名过长，不易于英文版在目标语国家的传播

和接受。

第二，翻译方法更多以直译法为主。直译法一

方面可以保留源语文化，即把异质性元素引入到目

标语文化，让读者接触到原汁原味的东西。另一方

面，直译法可以避免译者的主观性阐释，从而实现与

原作者最大程度的贴近和忠实。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Ｎａｂｏｋｏｖ
说：“从译者在翻译时所具有的心态来讲，面对经典

作家的经典文本，直译无疑是洗刷‘不忠’罪名的最

保险选择”［１２］５２６。从其重要性上来看，中央文献也

算是“经典文本”的范畴。

第三，国家指派的集体翻译模式。中央文献对

外翻译工作，都是由群体译者完成，集体翻译可以极

力避免个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和误

读（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事关重大，其中出现的某个

失误，甚至可能会造成国际性事件）。作为一种国

家翻译实践，翻译的发起人（党中央或国务院等中

央机构）不会委托或授权个人译者来翻译，这样可

以避免译者个人的看法或因而产生不当阐释等等，

这种风险性也是个人译者无法承担的。一方面，多

位译者可以在翻译中进行商讨，推敲最适合的词语；

另一方面，单个译者往往有自己的用词习惯和风格，

而群体译者则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法和用语风格，

从而丰富译文的词汇和风格。在这种集体翻译模式

中，以我方的译者为主，他们都是由发起人挑选出的

优秀译者，不仅语言水平高，而且政治素养过硬，立

场坚定，值得信赖；外国专家起辅助作用，审阅语言

的流畅性等，而最终定稿由我方确定。任东升指出

“国家翻译实践作用之重要，操作流程之复杂，都要

求强大的译者群体。……这单靠本土译家是无法实

现的，即本土译家具有自身无法避免的劣势。与之

相反，‘外来译家’天然的母语优势和综合文化模式

可以很好地弥补本土译家的不足。”［１３］１

第四，翻译流程包含十多道工序，具有高度的组

织性和程序性，以便发挥集体翻译的优势，确保翻译

的质量。“我们在长期翻译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包含

十多道工序的翻译流程，中外译者通力合作，确保了

整个翻译工作的内在一致性、译文的准确性。”［１４］５８

第五，原文处于不断修改的状态之中，因而译文

也随之不断修改。“对于政治文献来说，原文一直

处于不断修改过程之中，有自下而上的建议意见，也

有自上而下的要求指示；有写作班子的研究著述，也

有集体领导的集体讨论决策。”［１４］５７。《毛泽东选

集》《政府工作报告》《十九大报告》等著作或文件的

翻译工作中，其原文都出现过这种多次修改的现象。

第六，中央文献翻译是一项政治任务，其本质是

政治性，因而翻译中要坚持政治第一。“政治文献

翻译工作首先应当是一项政治使命，政治信息的传

递始终是第一位的，而受众理解应当在其后。”［１５］５２

第七，封闭的翻译环境或相对隔离的翻译环境。

一些重要文件，必须在与外界隔离（封闭的）的情况

下翻译，比如《十九大报告》《政府工作报告》等等文

件，因为它们涉及保密性。翻译过程和改稿过程，也

因为保密而没有公布，所以改稿的材料，对外部的研

究人员来说难以获取，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研究的

困难。再例如，建国之后，中央专门为从事毛泽东著

作翻译工作的译者们提供了专门的翻译场所———万

寿路十八所。后来，随着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

部的成立（前身是毛泽东著作翻译室），很多中央文

献都是在这个机构内翻译完成。

第八，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时间紧迫，通常具有很

强的时效性。很多重要会议的文件，要求必须在会

议开幕之前完成翻译，因而译者们必须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翻译任务，比如《十九大报告》的翻译。在早

期的时候，译者拥有比较充沛的翻译时间，比如《毛

泽东选集》对外翻译的过程是慢工出细活。但如今

情形大为不同，中央文献的外文版与中文版往往要

求同时发布，以便抢占舆论制高点和话语主导权。

所以现在要求中央文献的对外翻译不仅要质量高，

而且还要速度快，更讲究时效性。

第九，机构性和制度性。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主

要是由政府主导的翻译机构来开展，例如中央编译

局、外文局、外交部、新华社等，而且翻译工作已经形

成制度化。

（三）功能

第一，为目标语文化服务。中央文献的外文版

具有针对性，它有着明确的国外读者群体，他们是具

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读者（而不是普通大众），其中包

括国外媒体、政界、学界、商界等人士。中央文献对

外翻译，把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介绍给这些国外的

读者，让他们了解中国，以及借鉴中国的发展模式，

从而促进这些国家的发展，有利于这些国家与中国

携手走向共同繁荣，也有利于当下一起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毛泽东选集》以及其他毛泽东著作的

对外翻译活动，对于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国家开展革

命运动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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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为源语文化服务。中央文献对外翻译带

来的效应是一种“双赢”，即不仅能够给目标语文化

带来新的元素，促进其发展，也有助于源语文化的发

展。这是因为中央文献对外翻译能够致力于构建中

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议。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霸占国际舆论界的形势下，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有助

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舆论权，增强中国的软

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营造良好

的国际舆论环境，从而为国内的发展创造优良的外

部环境。

四、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的启示

首先，传统的翻译研究是以文学翻译研究为主，

而中央文献翻译属于政治文本翻译，与文学翻译存

在较大差别。因而，以文学翻译理论来指导中央文

献的翻译或展开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都具有很

大的局限性。比如文学翻译的内容是具有虚构性，

而中央文献翻译的内容则具有现实性，论述的是当

前的问题。另外，文学翻译可以强调译者的主体性，

而中央文献翻译则强调对于原作的忠实，而将译者

主体性尽量降至最低。两者的受众、功能等也不一

样。正如蒋明炜指出“中央文献翻译，不同于文学

翻译、新闻翻译、科技翻译等等，在种类丰富的翻译

领域中可谓自成一派，有其独特的语体风格、表述方

式、逻辑架构、思想内涵。”［７］８０

其次，当代的许多西方翻译理论，都是从外语译

入译者自己母语的翻译活动为基础，即主要关注译

入的问题，因而不可直接照搬。中央文献对外翻译，

是一种译者的“译出”行为，从译者自身的文化翻译

到“他者”的文化。王东风指出“当代翻译学揭示，

这是因为翻译为目标文化引进了异质的元素。这些

元素之所以被引进，是因为作为社会知识精英的翻

译工作者洞察了目标文化中所存在的种种漏洞，而

这些被引进的异质元素往往就是修补这些漏洞的补

丁”［１６］７。ＧｉｄｅｏｎＴｏｕｒｙ提出的翻译规范（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ｌｎｏｒｍｓ），指的是译者在进行翻译时所面对的种种
制约，这些制约主要来自译入语社会及文化，却直接

影响译者的翻译决定。但中央文献翻译主要考虑源

语文化的制约因素。ＡｎｄｒéＬｅｆｅｖｅｒｅ提出的改写理
论，也仅仅适合外译中的情况，比如为了与我国的意

识形态相符合，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外译中的

过程中，我方译者要进行必要的改写。“勒弗菲尔

坚守国际通行的母语原则，即遵照从非母语译入母

语的原则，强调改写者要受到母语文化诗学规范和

意识形态信仰的制约。”［２］１０９但是在中央文献对外翻

译的情形中，则有所不同，译者的宗旨在于传递我国

的意识形态和方针，切不可为了迎合读者，而改变我

方的意识形态。译者只能是语言层面进行微调，对

外翻译中关涉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不可修改的。

再次，尽管我们借鉴Ｈｏｌｍｅｓ对描写翻译学的三
个分支，但是描写翻译研究特别强调目标语导向。

通过系统描写目标语文化中的译作，研究者们力图

找出影响翻译的诸多因素，包括言内和言外因素，比

如语言、文学、文化、意识形态、社会等诸多因素。而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特别强调源语导向，因此描写翻

译研究的一些概念，不可照搬使用，必须有所甄别和

选择。

最后，要构建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的理论体

系。“中央文献的对外翻译是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的

外宣阵地，从其传播的‘主体’‘内容’‘途径’‘受

众’和‘效果’来看，也都独具特色。”［７］８１中央文献对

外翻译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那么学者们

对其开展研究，则应当具有针对性，并应力图构建与

之相应的翻译研究理论体系，而不是套用或照搬翻

译学（尤其是西方学者的翻译学理论研究成果）中

已有的理论体系。由于中央文献本身的严肃性和保

密性等特点，之前翻译界的学者们很少有人针对这

类文本的对外翻译展开研究；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的提

出），才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研究这个翻

译领域。目前来看，许多关于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

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经验总结或套用现有理论进

行分析的阶段，而关于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理论，可

谓少之又少，相对文学翻译研究而言，中央文献对外

翻译研究是严重滞后的。杨明星提出“政治等

效”［１７］９１的外交翻译标准，虽然外交翻译与中央文献

翻译的范畴有交集，但是两者并不完全等同。因而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仍需继续努

力，不断挖掘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发现

新的翻译现象等等，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来

解决问题、阐释现象等，进而形成相应的理论模型或

理论体系，从而丰富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的成果。

如何构建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的理论体系？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政

治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将其引入到中央文献对外

翻译，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国的中央文献对外

翻译材料的根基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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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了解中国特色的话语体

系，将有助于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的理论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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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另一方面，从中国传统译学中汲取养分，构建

理论体系，例如梳理中国从古至今已有的大规模的

集体翻译活动（佛经翻译、西学东渐的翻译等等），

以及中国古代的对外翻译活动（目前这方面的研究

寥寥无几）和相关的翻译话语。

五、结语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是党的理论外宣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向世界解读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阐释

中国发展理念、讲述中国故事，中央文献的翻译发挥

着规范和引领的作用。我方译者不能站在受众立场

进行翻译，而是必须根植于原作者立场。通过分析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产品、过程和功能，总结中央文

献对外翻译的特点，一方面有助于译者了解其规律

性，从而进一步提升翻译的质量，另一方面可以加深

研究者对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认识，从而推动中央

文献对外翻译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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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莲相依浑如醉
———漫议普通话与方言

孟昭泉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４－２１
作者简介：孟昭泉（１９４３—），男，河南温县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语言学。

摘　要：随着到２１世纪中叶普通话城乡全面普及，当前有不少人因方言的渐行渐远、方言词汇
的大量流失而产生纠结和焦虑，有人甚至像保护野生动物一样大行保护之事。方言是一种地域文

化，它既有历史的沿革，又有现实的需求，还需要精心传承。词汇是一种不断新陈代谢的开放系统，

方言词同古词语、外来词、字母词、网络词一样，跟普通话共建一个“和而不同”的语用大家庭。

关键词：普通话；方言；相互依存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４
中图分类号：Ｈ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７５－０５

　　一、引言
沪教版《小学语文》有一篇课文《打碗碗花》，文

中“外婆”一词，全被改成“姥姥”。这一改，引起了

教育界、舆论界的广泛关注，一时沸沸扬扬。修改原

因是“外婆”一词是方言词，不合规范。我们知道，

无论“外婆”“姥姥”都是指称外祖母，都是流行区域

广大而且历史悠久的称谓语言。“姥姥”一词，明代

沈榜《宛署杂记·民风二》：“外甥称母之父为姥爷，

母之母为姥姥。”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京津地区，

属于北方方言。而“外婆”一词，《史记》《汉书》中

文字有证，主要分布在陕甘和广大江南一带。是要

“规范”还是要“乡愁”？抑或二元齐芳？

二、共同语与方言的成因和历史沿革

语言是逐步约定俗成的语音、词汇、语法综合系

统，这种系统就是这个民族的共同语。这种共同语，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时而分化，时而统一，方言就

是在这种分化和统一的历程中衍生形成的。一般来

说，历史长、使用人口多、通行范围广的方言，往往会

出现较多的方言区。

形成汉语方言的因素很多，我国地域广袤，由于

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传递不畅，人口的数次大的迁

移，也由于语言本身的发展不平衡，因此，我国很早

就有共同语与方言之分。春秋时期，汉语共同语称

为“雅言”，见《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

礼，皆雅言也”。西汉末年，扬雄历经２７年写出《方
言》一书（原书名《 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东

汉应劭将此书简刊为《方言》）。该书搜集了先秦时

期的大量方言词与共同语进行对应。如：

“娥，好也。秦日娥，关西人或为之

姣，赵魏燕之间曰姝，秦晋之故都曰妍。

好，其通语也。”（《方言·卷一》）

晋人郭璞《尔雅注》，也记载了一些方言词。这

部书也是用雅正之言来诠释一些方言词的。如：

“养，通语也，陈楚韩郑之间谓之鞠。”

例：《诗经·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

我。”（《尔雅·释言》）

清代小学盛行，研究方言的书籍较多。如杭世

骏的《续方言》，这部书搜集唐宋以前的方言词语，

补扬雄《方言》所未备。另外还有翟灏的《通俗篇》、

钱大昕的《恒言录》、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和章炳

麟的《新方言》等。

方言是由方音、方言词、方言语法结构三方面组

成。“乡音”是考辨方言的一个重要方面。唐代贺

知章的《回乡偶书》二首之一是妇孺皆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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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唐代大诗人杜甫，曾专门按当时吴音的音韵平

仄，写过一首“吴体诗”，使唐诗开出了一朵“方音之

花”。

从历史上看，我国的上古时代是没有清唇音的。

《切韵》音系只有“帮滂并明”，而“非敷奉微”是从

其中分化出来的。东汉末年，孙炎、应劭创造了反切

法为汉字注音（即用反切上字的声母与反切下字的

韵母相拼，就是该汉字的读音）。孙炎是以北方方

言来确定反切上下字的，这为北方方言成为汉语共

同语的语音基础创造了条件。南北朝时梁代的沈约

又发现了汉语音节中的“平、上、去、入”四声。至于

入声，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以中原为则而取

四海同音。”作者以北方戏曲语言反映当时口语语

音的官话为规范，总结出汉语声调的“平分阴阳，入

派三声”。

有人曾以柳宗元的《冬雪》诗为例，说明原平声

如何分出阴阳，入声是怎样消失的。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此诗是一首入声诗韵。诗中如“舟”，元曲中分

化成“舟”（第一声和“轴”第二声）；诗中韵脚“绝”

“灭”“雪”原均入声，元曲分别读“绝”（二声）“雪”

（三声）“灭”（四声），这样入声字就消失了，从而奠

定了北方方言成为现代汉语“四声”（阴平、阳平、上

声、去声）的语音基础，并且可以考量各地声调的调

值。如：

调值举例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北京话 ５５ ３５ ２１４ ５１
天津话 １１ ４５ ２１３ ５３

　　而金代官修的《平水韵》（平水，今山西新绛），
只是供科举考试之用，还保留了入声十七韵，为元、

明、清以来作“近体诗”的押韵依据，它同方言没有

多大关系。

民族共同语与方言的主要不同还有方言词，古

代的雅言和迩言的区别也在词汇。

我们知道，唐代末期敦煌变文的出现，开创了白

话文的先河。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分化，使汉语涌现

了一大批戏曲和小说。五代与宋代的“话本”，元代

的“元曲”以及明清时的长篇小说，虽然有些作品夹

杂着少许文言词语，但总体上用的是白话。例如方

言词中“杌子”（小板凳），出现在不少白话文著作之

中：

“唐明皇召安禄山，用矮金裹脚杌子

赐座。”———〔北宋〕曾訸《须说》（３４回）
“（武松）掇个杌子，自近火边坐

地。”———《水浒传》（２４回）
“东老正要问他来历，恰中下怀，命取

一个小杌，赐他坐了。”———〔明〕凌蒙初

《二刻拍案惊奇》（七卷）

“他便掇杌子打横。”———《金瓶梅》（２
回）

１９８３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陆淡安的
《小说词语汇释》在“二刻”用例中特别注出是“吴

语”。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５日《文汇报》发表了陈效师的
一篇文章，该文提及《红楼梦》中同样把小板凳说成

“杌子”，而且还说：“至今北京郊区还有这种叫

法。”［１］

现代汉语中的方言词，往往是共同语的“转基

因”。例如“太阳”一词：

“老阳西落，砸得好心焦！不卖点命，

谁也不饶。”———曹禺《日出》第二幕

“像死牛样的背煤，两头不见阳

婆。”———魏巍《晋察冀诗抄·青石头青》

“咱们早准备下饭了，没啥好吃的，大

渣（ｃｈａ玉米磨成的碎粒子）大酱管够。老
爷儿快落了，请吧！”———周立波《暴风骤

雨》第二部十一

曹禺先生是四川人，魏巍先生是河南人，周立波

先生虽然是浙江人，但他在《暴风骤雨》中写的是哈

尔滨附近小村庄元茂屯土改的故事。这些北方方言

的方言词，只是为了彰显人物身份和地气才用的。

“太阳”一词是早已有的民族共同语。宋代诗人谢

枋《花影》诗：“刚被太阳收拾去，却叫明月送将来。”

当代“东方红，太阳升”的歌曲唱遍神州大地，“老

阳”“阳婆”“老爷儿”都指太阳，这是说方言词的人

们都懂的。

有一些方言词，表现在称谓方面比较突出。湖

南人把“妻子”称“堂客”，陕北人叫“婆姨”，福州人

叫“老妈”；湖南江华一带把女儿称“妹妹”；湖南华

容县把父亲称“爷”，而把爷爷叫“爹”；广东陆河地

区叫其父为“亚爸”；山西人把其父叫“大”；四川某

地管叔父叫“爸爸”；湖北枝江一带把父亲的妹妹叫

“爹”（父亲的大妹妹叫“二爹”，二妹妹叫“三爹”，

最小的妹妹叫“幺爹”）。这些方言称谓，都局限在

一定的范围，最小的使用范围局限在不到一个县里。

至于温州话把妻子称“了鱼”，上海话叫“介子婆”，

只在个别人口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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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有些方言

词是因为风俗不同造成的。据钟敬文《民俗学概

论》［２］载：我国古代就有新婚第二天回娘家叫“回

门”的风俗，但有些地方回门的风俗不一样，陕西韩

城叫“回十天”（婚后十天），山东德州叫“住单九”

（婚后九天），天津叫“回四”（婚后四天），武汉又分

“单回门”或“双回门”（二天或三天）。这样就形成

了不同的方言词。

因忌讳而形成了方言词。广州人忌讳说“肝”，

粤语把肝叫“润”，猪肝叫“猪润”，豆腐干叫“豆

润”。上海人忌说“鹅”，吴语“鹅”同“我”谐音，所

以上海人说杀鹅叫“杀白乌龟”。长沙人把腐乳叫

“猫乳”，把府正街叫“猫正街”。北京人忌讳说

“蛋”，把炒鸡蛋叫“炒白果儿”。十二生肖的“蛇”

年，北方人说“小龙年”，因为人们对蛇总是有不好

的评价和忌讳。

有些方言词的形成，还同政治历史原因有关。

如台湾方言：“出丑”等同“漏气”，“坟地”等同“夜

总会”。香港人把“爱人”（内地夫妻互称）当作“情

人”（小三、二奶），同日文中夹用汉字“爱人”的词义

相同，这也是由于政治历史原因形成的。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广阔，各地的方言词不胜枚

举。波多野太郎《中国地方志所录方言汇编》［３］，其

书中多数方言词已成为“化石”，当用的方言词同北

方方言相互通达、相互融合的情况已呈趋势。

另外，北方方言从少量少数民族语言里吸收了

一些词，如“耷拉”（女真语）“胡同”（蒙古语）“萨其

玛”（满语）等。北方方言还从各地方言中吸收了不

少词汇来丰富自己，例如“名堂、把戏、二流子、忽

悠、二杆子、垮、拆烂污、尴尬、陌生、蹩脚”等。特别

是“垃圾”一词，原是吴方言，北京话原叫“脏土”。

垃圾的词义覆盖面大，而且比较准确。脏土只能指

生活垃圾的一部分，建筑垃圾、医疗垃圾等等无法概

括。“搞”原是湘方言，吸收到北方话中已经失去其

地方性。以上这些，就使北方话促成了共同语的

“基础方言”的地位了。

我国古代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很少。我国第一

部语法专著是１８９８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该书
是模仿拉丁语的体系并结合古代汉语语料形成的语

法著作。《马氏文通》没有涉及白话文的语法结构，

对现代共同语的形成价值不大。及至１９２４年，黎锦
熙的《新著国语文法》，虽然该书受英语语法的影

响，但对汉语白话文的词法、句法进行了比较全面系

统的研究，而且阐述了合理的章法。到了２０世纪
３０、４０年代，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和王力

先生的《中国语法理论》相继出版，这两部书对汉语

语法进行了更加系统全面的归纳，从而奠定了现当

代汉语语法结构的定位格式：

第一层面：主谓宾

第二层面：定状补

其排列顺序是：定语、主语、状语、谓语、补语、定

语、宾语。

粤方言把句法中的谓语说在状语之前，如“我

先走”说成“我走先”，把“你有没有吃饭？”说成“餐

有未？”这都是不合语法要求的。

金元明清以来，北京长期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

心，北京话作为“官话”已覆盖全国，特别是“五四运

动”以后的“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使书面语

同口语结合，这样就形成了现代汉语的民族共同语。

三、普通话的全面普及会导致方言逐渐消失吗？

我国在１９５５年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了现代汉语普

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

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

普通话。

我国的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２００１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法》第１９条规定：“凡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
的岗位，其工作人员应当具备说普通话的能力”，第

２６条又规定：“规定的人员用语违反本法规定的，有
关单位应当对直接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拒不改正

的，由有关单位作出处理。”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央对推广普通话有１２字方
针：“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１９５８年公布
《汉语拼音方案》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又调整为：
“大力推广，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到了９０年代，中
央有关部门决定：“逐步实行按水平测试的普通话

等级制度”。这些政策、法令强调了普通话在人们

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随着普通话的逐步普及，随着中小学教师的普

通话教学，随着广播、电视进入每家每户，随着交通

的便利和城市的扩大，随着人们交流的频繁以及手

机互联网的便捷，普通话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正牌

的“日用品”了。

据“我国城市居民语言意识与外语观调查”：市

民中８０％的人会说普通话。而且普通话的普及率
与年龄成反比：

６０岁以上　　４６％
４０～５０岁　　７０％
２０～３０岁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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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０岁　　９２％
这些数据是前些年的调查，随着大量的农民工

和商业人员入住城市，这个数据只能是一个时期的

参考值。据２０１６年北京市发布的《北京市语言生
活状况报告》，发现人们对老北京话的认同日渐式

微。当下，北京话最具特色的儿化韵———京腔、京韵

的“京片子”，往往被外地人的“蓝青官话”所代替。

２０世纪时，上海的年轻人已经把“吸烟（ｙｉ）”说
成“吸烟（ｙａｎ）”了，也不再把“洗头”说成“打头”
了。吴方言中苏州话原有８个声调，现在５０岁以下
的人已将其减至５个调值。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方言逐渐变成了“私房

话”，而且禁区越来越多。２０１３年，四川渠县一公证
处在进行保全证人证言的过程中，因为对一个方言

词具体含义不了解，导致了笔录中所载的一处证言

和证人实际证言不一致而没有公证成功。２０１５年，
浙江金华的陈先生，因为上班时间与本乡的同事说

方言被罚款１００元。南昌一家通讯公司规定：一个
月内如触犯５次或以上“方言禁令”将被辞退。江
苏教育厅规定公务员普通话水平应达到三级甲等，

上班时间讲方言，将被扣“监测指标分”。

可见，政策的导向与现实生活的需要，决定了普

通话同方言的走势。而且随着青少年的成长，到２１
世纪的中叶，可以实现普通话在城乡的全面普及。

普通话全面普及了，有不少方言词不用了，消失

了。这引起了不少人的纠结和焦虑。那么方言会不

会消失呢？答案是否定的。

方言中的乡音，一旦形成，一辈子都不会改变。

前文引用的贺知章的“乡音未改”就是明证。贺是

浙江萧山人，武则天时官至太子宾客、秘书监，在京

城长安多年，“少小离家”，回乡时已年逾八十，但仍

乡音不改。英人马凌诺斯基在其名著《文化论》［４］

中说：“说话分明的音节，是从小由不分明的口音中

养成的。这不分明的口音，是婴孩对付他的环境时

的天赋。”《红楼梦》２０回中，史湘云把“二哥哥”说
成“爱哥哥”，这也是由幼小时形成的。我国有七大

方言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

言、闽方言和粤方言），又人口众多，各地口音南腔

北调。历史上形成的“南蛮鱰舌”“吴侬软语”以及

现在“嗲腔嗲调”的台湾味就是这样。湖北人把

“鞋”说成“孩”，湖南人把“没有”说成“冒”，上海人

把“谢谢”说成“下下”，广东人把“吃饭”说成“食

饭”，这都增添了语言的情趣。

数年前，上海、浙江等地，在部分小学、幼儿园开

设了方言课程，２０１５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员刘震在

鹿鸣书店做了关于“印度学”的学术讲座，主讲人的

特别之处是全用上海方言开讲；２０１６年４月，全国
首档大型方言综艺秀开播；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一

句顶一万句》（话剧版）是用河南话写成的著作；第

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繁花》用上海话写成。

这些保护方言的举措可以理解，但给幼儿少年开设

方言课大可不必。学术讲座用地方方言不利于学术

思想的传播；方言之于文学，并非越原生态越好。老

舍先生曾说：“假若油条比‘油炸鬼’更普遍一些，我

就用‘油条’。”词汇是一种不断新陈代谢的开放系

统，可见，一些方言词的消失是词汇发展中正常的

事。打开《辞源》，不少的古语词我们不用了，但传

承下来的古语词有无法代替的功用。《现代汉语词

典》中不仅收录了许多古词语，同样也收录了不少

方言词。因此，我们说，方言词是有“户口”的，不是

可有可无的“流浪儿”。

方言词还是普通话的“源”，只是“橘逾淮而北

为枳”。谭汝为曾把方言词中一些词命名为“方源

词”，这是语言学专家们的共识。

某些方言词还有逐步扩张的趋势。如河南话

“中”，河南方言属于北方方言的次方言，其中“中”

是标杆式的词语。“中”这个词在《现代汉语词典》

里第９个义项是“（方）成、行、好”的意思。《史记·
秦始皇纪》：“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之尽去之。”这

里的“不中”是不符合要求的意思。元曲《还牢末》

一折（哪吒令）：“他虽不中，你也不是个善的。”这里

的“不中”是道德品质的劣行。《水浒传》１７回：“我
不中，也是你一个亲兄弟，你便奢遮杀，到底是我亲

哥哥。”这里的不中是指势力能力不够。以上我国

古代的用例都是打了一个擦边球，都是否定式，直到

民国时期有一首打油诗才用了肯定式。这样，“中”

的现代意义上的词义才初步形成：

你说不中我说中，

咱俩不是亲兄弟。

我披布衫你穿袄，

我过夏来你过冬。

当下“中”的“行、成、好”的词义，已被河南亿万

人使用，而且还有扩大到周围省份的趋势。

豫东南、鲁西南的方言词“怼”（ｄｕｉ）早在《诗
经》《左传》中已经出现。现代字典中释义为“怨

恨”，而方言的意义与此无关。２０１７年“怼”入选
《咬文嚼字》十大流行语，其意非常丰富，如：“你怼

他一顿”“咱俩怼一瓶”，其词义的泛化，普通话中无

词代替。

方言词与普通话相比，某些词语比普通话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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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形象。如云南方言言其一个人高，不用“很、十

分、非常”，而说“高摇摇”，给人一种高得像塔一样

的印象，说“高闪闪”，又给人一种瘦高、细长的感

觉。上海话里的“捱（ｙａ）”［５］也比普通话里的“等”
含义丰富。

中华文化的观念是“和而不同”。现代是多元

化的社会，语言品种的多元化，可以使人们的生活丰

富多彩。品种之间的相互补充、相互撞击可以产生

色彩斑斓的火花。普通话、古词语、方言词、外来词、

字母词、网络词以及肢体语言，乃至少数民族语言的

综合存在可以共同构建一个滚动的五色大家庭。

从大处看，世界上较大的语言有８５种，使用人
口１０００万以上的有１７种，联合国用的有６种。比
如英语就存在着英式英语、美式英语和澳洲英语三

大派，这说明多数语种都存在着地方色彩。不少国

家实行“双语制”，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印地

语，但人们日常使用的却是古吉拉特语。欧洲中部

的卢森堡更加特别：在幼儿园、小学，孩子们要学德

语，进入中学要学英语。卢森堡这个国家，法律语言

是法语，宗教礼仪用德语，报纸用德语出版，学术杂

志用法语出版，而广播电视兼用这两种语言。饭店

的菜单是法文，议会辩论除用法语外，还必须懂得卢

森堡的土语方言。可见，一个人懂得多种的语言形

式，是一种社会生活的能力和技巧。

另外，汉字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基因，汉字的超方

言性，还可以使某些方言词语获得释解。

２００８年，中国语言资料有声数据库录制项目已
经启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还编有《汉语方言地图

册》，这都给地方方言建立了安居的家园。因此，方

言也像豫剧、黄梅戏、川剧、越剧、京剧等一样是需要

传承的地方文化而长期存在。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１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

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保护与促进世界语言的多

样性《岳麓宣言》在北京正式发布。留住乡音，铭记

乡情，普通话姓“普”，方言姓“方”，二者是主与次的

相互依赖。红花需要绿叶扶，“红莲相依浑如醉”，

绿叶同样能陪衬出花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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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手语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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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１８
作者简介：傅吉莲（１９６７—），女，韩国全北群山人，硕士，拿撒勒大学欧文斯（Ｏｗｅｎｓ）教养学院汉语口语专业助教授，主要从

事对韩汉语教学研究。

通信作者：辛承姬（１９６８—），女，韩国首尔人，博士，梨花女子大学外国语教育特殊大学院国际汉语教育学专业助教授，主
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与对韩汉语教学研究。

摘　要：从韩国最有公信力的国会图书馆与国立中央图书馆的网站上，以“手语”“手话”为关
键词搜出６３９篇韩国手语研究论文。将这些研究成果分析归纳出１０个研究主题：手语语言学、手语
习得与使用、教学法与学习效果研究、对学习者的研究、手语工程学、手语语言法（令）、手语翻译、教

师教育、教材研究、田野调查，简述其内容，并提出今后韩国手语研究应走的方向与研究课题。

关键词：韩国；手语；手语语言学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５
中图分类号：Ｈ０２６．３；Ｒ７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８０－０７

　　一、引言
韩国手语，自１９０９年因着聋教育的创建，作为

聋人交际沟通的主要工具而开始受到重视并逐步发

展起来，到 １９２０年代末韩国手语的基础基本奠
定①。此后，于１９６３年，以首尔聋哑学校（首尔宣禧
学校）的教师为中心，发行了关于手语的第一本文

献《手语》，为韩国手语的研究与认知带来了很大的

变化。但直到１９８０年代，韩国的聋教育才受到全面
交往法（Ｔｏｔ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的影响，在聋校的教育
课程里开始提到手语教育②。与此同时，在一些大

学校园里开始设立手语社团，全国各地也开办起手

语教室，人们对手语的关心度逐渐增强起来。韩国

手语的研究也顺着这样的潮流在１９８０年代正式开
展。本文的目的，便是通过对过去３８年来韩国所进
行的有关手语研究的状况与动态的追踪，分析韩国

手语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今后韩国手语研究

的走向与研究课题。

为此，本文以２０１８年１月为基准，从韩国最有
公信力的两所图书馆，即国会图书馆③与国立中央

图书馆④的网站上，以“手语”“手话”为关键词搜

索有关手语的研究信息，对其进行了统计，以图

书、硕博士学位论文（以下称为学位论文）、学术期

刊三类作为分析归纳的对象。自１９７９年石东一、
李典相最早于学术期刊发表相关文章时起，到

２０１８年１月止，共搜出６３９篇有关手语的研究成
果，以此作为本文的分析对象。为了了解截至目

前韩国（２０１８年 １月）进行的手语研究之总体概
况，本文采用以下两个步骤进行分析。第一步是

将研究对象即６３９篇图书、学位论文与学术期刊，
按发行的年度分类，算出各年度发行的频率和百

分率，分析出数量的分布，如表１。第二步是将研
究对象即６３９篇图书、学位论文与学术期刊，按各
类别分析其研究内容，将各类别的研究内容按其

主题再细分，算出各类别研究主题的频率与百分

率，分析出其热点的分布，如表２。最后将分析所
得出的最受重视的研究领域，再按研究主题加以

分析，以期整体把握韩国手语研究的课题及未来

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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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年度分析的研究状况

本文研究的对象按各类别所发行的年度进行分

析，结果如表１。
表１　手语研究成果发行年度分布状况

年度
图书

数量

学位论

文数量

学术期刊

数量

年度

小计

百分率

（％）

２０１７ ３ ９ １９ ３１ ４．９
２０１６ １０ ７ ２６ ４３ ６．７３
２０１５ ８ １２ ２８ ４８ ７．５１
２０１４ ９ ５ １２ ２６ ４．０７
２０１３ ８ ８ ２３ ３９ ６．１
２０１２ ８ ５ １８ ３１ ４．８５
２０１１ ２ １０ １５ ２７ ４．２３
２０１０ １３ ８ ２２ ４３ ６．７２
２００９ １０ １３ ２２ ４５ ７．０４
２００８ ６ １２ １６ ３４ ５．３２
２００７ ７ ９ １６ ３２ ５
２００６ ２ ７ １２ ２１ ３．２８
２００５ ３ １３ １２ ２８ ４．３８
２００４ ９ １２ １１ ３２ ５
２００３ ３ １３ １２ ２８ ４．３８
２００２ ２ ８ １９ ２９ ４．５３
２００１ １ １ ９ １１ １．７２
２０００ ０ ６ ７ １３ ２．０３
１９９９ １ ５ ７ １３ ２．０３
１９９８ １ ４ ３ ８ １．２５
１９９７ １ ４ ６ １１ １．７２
１９９６ ０ ４ ６ １０ １．５７
１９９５ ０ １ １ ２ ０．３１
１９９４ ０ ３ ４ ７ １．０９
１９９３ １ ２ １ ４ ０．６３
１９９２ １ １ １ ３ ０．４７
１９９１ ０ ０ ２ ２ ０．３１
１９９０ １ ２ ０ ３ ０．４７
１９８９ ０ ０ ２ ２ ０．３１
１９８８ ０ １ １ ２ ０．３１
１９８７ ０ １ ０ １ ０．１６
１９８６ ０ ０ １ １ ０．１６
１９８５ ０ １ ２ ３ ０．４７
１９８４ ０ ０ １ １ ０．１６
１９８３ １ １ １ ３ ０．４７
１９８２ ０ ０ １ １ ０．１６
１９７９ ０ ０ １ １ ０．１６
总计 １１１ １８８ ３４０ ６３９ １００

　　从表１可以看出全部研究成果中，８４．０４％是在
２００２年以后发行的。以２００２年为基准，图书、学位
论文与学术期刊每年的研究成果皆大量增加，三者

合计的数量每年都超过２０篇以上，这种趋势一直持
续而没有下降。２００２年以后有关手语的研究成果
在数量上明显增加，究其原因，主要是研究方法的多

样化所致。根据尹炳天（２００５年）的研究记载：韩国
在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即手语研究的初期，手语研究方
法主要是以文献研究与实验研究为主，但自２００２年
以后，通过调查研究的方法所做的手语研究持续增

加。可见韩国在手语的研究上，研究者从２００２年以
后，采用了文献研究、实验研究、调查研究或将多种

方法综合使用等更加多样的研究方法。这种尝试成

为手语研究在数据上不断增多的主因。手语研究的

成果在数量上于２０１５年达到了高峰，该年共有４８
篇研究成果，显示出最活跃的研究记录。

从研究成果类别来看，在整个研究成果中，图书

类别占了１７．４％。有关手语的图书是从１９８３年开
始出版的，２０１０年是历年来图书出版最多的年份，
共出版了１３种图书。学位论文占了２９．４％，首篇
博士论文是１９８３年完成的《韩国手语的心理语言
学研究》（金承国），从首篇论文发表到 ２０００年为
止，论文的数量一直都非常稀少，但２００２年以后，每
年都维持着５篇以上的成果，也有达到１３篇的记
录，论文的研究有不断持续发展的趋势。学术期刊

占了整个成果中的５３．２％。《使用手语的问题与改
善方法》（石东一，李典相）这篇文章于１９７９年最早
发表于学术期刊上，２００１年以来，每年发表在学术
期刊上的文章都没有超过１０篇，直到２００２年起，发
表的数量明显地大幅增长了。

三、按研究主题的研究状况

（一）总体考察（按研究主题的研究状况）

本文将研究对象即 ６３９篇有关手语的研究成
果，按其研究的主题进行分析与归纳，发现研究主题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手语语言学、手语习得与

使用、教学法与学习效果研究、对学习者的研究、手

语工程学、手语语言法（令）、手语翻译、教师教育、

教材研究、田野调查等，无法归类的则列入其他项。

由此可见研究者对韩国手语，进行了多课题，多角度

的广泛积极的研究。被列为“其他”项目的研究成

果⑤，因为内容主要是将手语的形象应用在工艺、雕

塑、设计等造型上，或有关聋哑人的职业康复等，无

法归类于以上十个手语研究主题，故本文不做细致

讨论。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３日，第６１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韩国则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经
过韩国国会批准后，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０日该公约也
在韩国正式生效。从此，手语在语言地位上，被确立

为聋人的第一语言而备受关注。另外，此时不仅将

手语语言（Ｓｉｇｎｅ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与有声语言视为同等，
还将手语与其他非有声语言区分开来，以符合手语

作为聋人群体独特的语言交际工具的时代潮流。韩

国自２００７年起，有关手语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以不
同的研究类别雨后春笋般发表出来。在此以后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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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研究成果，占整个手语语言学研究成果中的

５４．３％（共７０篇），而关于手语语言学研究的数量
又占了十个研究方面的２３％（共１４７篇），是在整个
研究成果中所占比率最高的项目。

表２　手语研究主题的数量与排名分布情况

研究主题 图书数量
百分率

（％）
学位论文数量

百分率

（％）

学术期刊

数量

百分率

（％）
总数量 百分率（％） 排名

１ 手语语言学 ２８ ２５．２ ３９ ２０．７ ８０ ２３．５ １４７ ２３ １
２ 手语习得与使用 ０ ０ １２ ６．４ １６ ４．７ ２８ ４．４ ８
３ 教学法与学习效果研究 ４ ３．６ １６ ８．５ ２９ ８．５ ４９ ７．７ ６
４ 对学习者的研究 ７ ６．３ １６ ８．５ ２７ ７．９ ５０ ７．８ ５

５ 手语工程学 １ ０．９ ４９ ２６．１ ７１ ２０．９ １２１ １８．９ ２
６ 手语语言法 ４ ３．６ １ ０．５ １２ ３．５ １７ ２．７ ９

７ 手语翻译 ６ ５．４ ２９ １５．５ ３９ １１．５ ７４ １１．６ ３
８ 教师教育 ２ １．８ １ ０．５ ６ １．８ ９ １．４ １０
９ 教材研究 ５２ ４６．９ ４ ２．１ ５ １．５ ６１ ９．５ ４
１０ 田野调查 ２ １．８ ９ ４．８ ２６ ７．７ ３７ ５．８ ７

其他 ５ ４．５ １２ ６．４ ２９ ８．５ ４６ ７．２
合计 １１１ １００ １８８ １００ ３４０ １００ ６３９ １００

　　在手语语言学之后，排名第二的是手语工程学，
占１８．９％（１２１篇），研究成果所占的比例较高。相
关的研究首次在１９９４年发表⑥后，有关手语工程学

的学会杂志与研究杂志增为六种⑦，对手语工程学

研究的重视不断地提高，其比重也越来越大。虽然

有关手语工程学的图书，除了２００４年由信息通信部
出版的《韩字手语自动动画系统》一本外，到目前还

没有第二本，但有关手语工程学的学位论文则从

１９９４年以后，每年至少发表２篇以上，也曾出现过
一年发表１３篇的记录，可见这个课题备受重视。

将手语工程学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再细分的

话，又可分为以下五个小主题。

１．手语影像系统的研究：截至目前所进行的研
究有应用手语动画、上半身３维模型，３Ｄ手势动画、
３Ｄ图像，三维动画卡通形象，３Ｄ阿凡达（虚拟化身）
等对手语影像系统的构筑方案，另外也有对应用三

维形象模型的手语合成视频等的研究。

２．建立手语实时识别系统的研究：为了手语实
时识别系统的建立，研究者们应用各种方法进行了

研究，如可变绘图模板、多重标志追踪技术、利用隐

藏标记模型与矩不变量、彩色手跟踪器、动作捕捉

（ｍｏｔｉｏｎｃａｐｔｕｒｅ）、利用电脑摄像机里提取的形象、
利用条件随机场（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ＲａｎｄｏｍＦｉｅｌｄｓ）、Ｋｉｎｅｃｔ
动作识别、深度相机与 ＳＶＭ、植入条件随机场和
ＢｏｏｓｔＭａｐ的手指与非手指信号、序贯 ＲＡＭ的累积
神经网络（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Ｒａｍ－ｂａｓｅｄ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色彩信息与模糊聚类算法（ＦｕｚｚｙＣｌｕｓｔｅ
ｒ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或者 ＡＲＴ２算法、卡尔曼滤波（Ｋａｌ

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动态视频以及关键帧提取（ｋｅｙｆｒａｍｅｅｘ
ｔｒａｃｔｉｏｎ），提取特征量的硬件设计，立体摄像机等，
这些都是手语工程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也是备受

关注的基础研究。除此之外，也有为识别手语而辨

认手形与控制假象环境的研究，以及研发移动通信

手语辨识系统等各种相关研究。

３．为了手语教育系统的配备与系统化而进行的
研究：有制作手语教育用的 ＣＤ－ＲＯＭｔｉｔｌｅ可以应
用在手语教育系统的视频和三维模型等。甚至手语

教育系统化的研究，已进入以语音识别为基础的３Ｄ
手语教育在智能手机中的应用程序设计与实现的阶

段。

４．有关手语翻译系统设计及实现的研究在进行
中，同时进行研发的还有虚拟手语翻译师。

５．构建多国语言间的手语通信系统的研究：用
句子形式转换的方法来构建韩、中、日三国间的手语

通信系统，或利用三维模式在网上建立韩、日两国间

手语通信系统的研究等。

综上可见，韩国的手语工程学，研究活跃，主题

多样。这些研究乃是以在许多无法差派手语翻译师

的偏远地区或特殊环境下，让聋人能够及时得到手

语翻译的服务为主旨而进行的。手语工程学的研究

不只是在数量上，在质量方面的研究也已经达到相

当高的水平，这种水平可说是与韩国先进的ＩＴ技术
接轨而获得的成果。

排在手语工程学研究之后的是手语翻译、与手

语相关的教材的研究占比分别是１１．６％（７４篇）、
９．５％（６１篇）。有关手语翻译的研究，多以学位论

·２８·



文或学术期刊的方式发表，以图书出版的比较少。

而与手语相关的教材研究却以图书出版的居多而以

学位论文或学术期刊发表的较少。有关手语翻译的

书籍，多是以手语翻译学概论或构建手语翻译网络

的开发为主的研究，占整个手语翻译研究成果中的

６．５％（共４本），所占的比例很低。与手语翻译相
关的研究成果多以学位论文或学术期刊发表的形式

呈现，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手语翻译师的角色，工

作执行的能力，活动情况或培育手语翻译师的教育

课程与工作模式的开发，以及激活手语翻译中心等。

这些研究，主要是为了实践韩国的《残疾人福利

法》，《禁止歧视残疾人与权利救济等的相关法律》，

以及《韩国手语语言法（令）》（第１６条）等的法律规
条中，所要求提供聋人手语翻译的规定，而取得的成

果。笔者认为此种原因促进了有关手语翻译的丰硕

研究成果。

有关手语教材研究的图书占总研究数量（６１
部）的８５．２％（５２部）。纵观所有有关手语教材研
究的成果，各种具有针对性的手语教材出版了不少，

如驾驶手语，产业现场职务，ｈｏｍｅｓｉｇｎ（家庭手语）
等，也出版了有关“在线学习系统”为基础的教材⑧。

除此之外，还有关于信息通信术语的手语词典以及

外语手语词典⑨等。

除了以上排名前四的手语语言学、手语工程学、

手语翻译与有关手语教材的研究外，其余的研究主

题所占的比率很低，都不超过８％。其中有关手语
语言法（令）的研究仅占２．７％，这是因为研究者集
中精力于研究有关手语语言法的修订，直到２０１６年
２月３日《韩国手语语言法》⑩正式制定后，与其相
关的研究便明显减少了。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可以影响教育成败的关

键———“教师”的研究，却只占 １．４％（九篇），成为
整个手语研究主题中所占比率最低的项目。虽然已

有对提升担任聋生的教师之教学手语水平的研究、

韩国手语教员资格证的研究以及对聋文化的教师认

知之研究等，但仍属相当不足的状况。为了给聋人

建立一个系统的教育环境，不仅应多注重培育聋人

教师与能使用韩国手语的听人教师，也应多关注为

聋人提供全面教育的优秀师资的培育上，目前对这

些方面的关注与研究十分迫切。

从以上分析与归纳韩国手语研究主题的数据与

排名得知，韩国的手语研究，在研究主题方面呈现比

较多样化的现象，但遗憾的是相同主题的研究呈现

过于集中的现象，即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少数几项主

题上。笔者期待今后在保持研究主题多样的同时，

各个研究主题都能得到充分研究并在数量上保持基

本均衡的状态。

（二）对重点研究主题的分析（手语语言学）

在十个主要的研究主题中，最受瞩目的研究主

题是手语语言学，下文便以其为中心，深入研究，又

可归纳出八个分支主题。以下便作简要陈述并总结

各主题的特征。

韩国在２０１６年２月国会制定了《韩国手语语言
法》，８月正式实施，宣布韩国手语与韩国语具有同
等的地位，声明手语是聋人的语言，制定此法案的主

要目的是为奠定发展与保存韩国手语的基础，提高

聋人与使用手语者的语言权与生活品质。即韩国政

府已同欧美先进国家一样承认手语是一种语言。由

此法案的通过不难看出韩国的手语研究者对手语语

言学的重视，以及付出的辛劳。在本文所搜到的研

究主题中占比例最高的是手语语言学，其文献内容

大致又可分为八类：手语语音学、手语形态学、手语

语法学、手语语用学、手语整体研究、国外手语研究、

手语对比研究、标准手语规范，无法归类的则列入其

他项。见表３。
表３　手语语言学研究成果的现状

研究主题
图书

数量

百分

比（％）

学位论

文数量

百分

比（％）

学术期

刊数量

百分

比（％）
总计

百分

比（％）
手语语音学 １ ３．６ １ ２．６ １１ １３．８ １３ ８．８
手语形态学 ３ １０．７ ８ ２０．５ １４ １７．５ ２５ １７
手语语法学 １ ３．６ １６ ４１ ２６ ３２．５ ４３ ２９．３
手语语用学 ０ ０ ０ ０ １ １．３ １ ０．７
手语整体研究 ８ ２８．６ ５ １２．８ １１ １３．６ ２４ １６．３
国外手语研究 ０ ０ ０ ０ ６ ７．５ ６ ４．１
手语对比研究 ０ ０ ５ １２．８ ４ ５ ９ ６．１
标准手语规范 １３ ４６．４ １ ２．６ ５ ６．３ １９ １２．９

其他 ２ ７．１ ３ ７．７ ２ ２．５ ７ ４．８
小计 ２８ １００ ３９ １００ ８０ １００ １４７ １００

　　１．手语语音学研究：以学术期刊研究为主，对韩
国手语的手向、手动、手形、手位的分析与手语音韵

构造的研究。

２．手语形态论研究：此项研究以非手动标志居
多，韩国手语的语源分析与研究，韩国手语的记号学

研究，几个地区间的手语词汇特性调查研究，手语词

汇使用频率调查，手语惯用词汇的研究，韩国复合手

语的造词特性，以及关于学校教材的手语形态论分

析等。

３．手语语法学研究：在手语语言学的研究中语
法学占了２９．３％，是所占比例最高的，最早的学位
论文是１９８５年出版的《使用手语的聋童与使用口
语的聋童所用的句子特征比较研究》，目前共有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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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有韩国手语否定句语法的研究，韩国手语人称代

词的体系研究，韩国手语语法学特征分析，韩国手语

语法的空间研究，韩国手语表示强调的特征研究，聋

生手语的语法结构与发展等。学术期刊研究内容有

对聋人的阅读理解能力之特征研究，对手语句子时

态的分析，对韩国语语文中的多义词的手语表达方

法之田野调查，聋生语言的语法结构特征，手语分类

词谓语句型研究等。图书类只有《根据韩国手语的

韩语语法教育（２０１０年）》一本，此书是由韩国国立
语文院所编的书，主旨是为了让聋生有效地学习韩

语的语法，是通过３年的聋生学习实验、专家与施教
老师研讨后所编出的教材。教材例句如下：

手语： （儿子＋老师＋成了＋结束）

语文： ．（儿子当了老师。）

把手语里通常不使用的语法成分以及与手语语

法不同的内容先加以说明后，将手语与韩语句子并

列，让聋生用自己的语言（手语）学习韩国语。

在此 也 略 略 地 介 绍 一 下 Ｋｉｍ Ｍａｎｙｅｏｎｇ
（ ）（２００９年）瑏瑡所整理的韩国手语语法的六
个特性：

（１）韩国手语利用空间来表达主动句：韩国语
是在动词后面加词缀（ ）来表示主动、使

动或被动，如‘ （吃）
!

（喂）’‘ （抓）

!

（被抓）’，但在韩国手语里没有担任这种

作用的词素，代之以用空间来显示施事与受事的对

象，大部分句子以主语直接施事的主动句的形式为

主。

（２）非手动标志可显示韩国手语的句型类型：
韩国语是使用语尾词来造陈述句、疑问句、命令句、

感叹句等，而韩国手语则利用非手动标志来造出这

些句子。如：［ （去）］，先打［去］的手势，同时将

眉毛往上扬并将颈项往前伸，就成为疑问句“ ？

（去吗？）”。

（３）角色转换（ｒｏｌｅｓｈｉｆｔ）：当出现好几个主语
时，韩国手语利用‘角色的转换’来显示主语是谁。

如）将身体稍微往左转，就成为主语１，稍微往右转，
则成为主语２，以在哪个方向打的动词来决定该动
词的主语是谁。

（４）语序有限制：韩国语是属于黏着语，因此要

通过助词来决定句子的成分，所以语序是比较自由

的，而韩国手语在非屈折动词所组成的句子里，语序

是非常重要的，即指在没有非手动标志与语法标志

的非屈折动词的句子里，在动词前面的是主语，在后

面的则是宾语。

（５）韩国手语的句子是按时间的顺序来陈述的，
若有好几个主语时，尽量让与主语相关的谓语紧挨着。

如：“ ．
（妈妈对正在抽烟的儿子发脾气）”韩国手语如下：

［儿子］［抽烟］（将身子稍往右转后）

［妈妈］［看］［生气］（从右向左）

（６）韩国语通过叙述句的语尾词的变化来表示
时态，但韩国手语却没有这种语法词素。韩国手语

借由与时间相关的词汇来表达时态，或以手势者的

身体作为时间轴来表示过去—现在—未来，在身体

的前侧表示现在，渐渐往前方则表示未来，越过肩膀

则表示过去。离身体中心越远表示越远的未来或过

去。另外，可以借着打［结束］的手语词汇来表示完

成，用 ［中］的手语词汇来表示进行。例如：

“ （吃完饭再去。）”手语是［饭］［吃］

［结束］［去］，“ （正在吃面包。）”手语

是 ［面包］［吃］［中］。

４．手语语用学研究：从表３中可看出，韩国在这
方面的研究极少，只有一篇发表于２００２年学术期刊
的《在手语中出现的语用学要素》。

５．手语整体研究：图书类别是以“手语学概论”
研究等整体性研究成果为主，而学位论文与学术期

刊里的内容则以研究手语语言学的特征为主。

６．国外手语研究：仅以学术期刊为主，关于美国
手语的研究有４篇，另外２篇是葡萄牙手语与对德
国手语的语言学性考察。

７．手语对比研究：学位论文以韩—中手语比较
居多，而学术期刊则以韩—美手语为主。

８．标准手语规范研究：韩国标准手语规范制定
促进委员会与韩国聋哑人协会自２０００年起在韩国
政府（文化观光部）的大力支持下，收集、调查、研

究、分析并整理韩国手语词汇，于２００４年８月举办
韩国标准手语规范与词典编纂听证会后，从２００５年
陆续向聋人社会推广韩国标准手语，到目前完成的

有《聋人国际手语／英国聋人协会［著］（促进委员会
编著）》《用手语打的国歌·向国旗的盟誓·韩字节

歌》《法律手语》《交通手语》《医学手语》《信息通信

手语》《佛教手语》《基督教手语》《天主教手语》《政

治术语手语》《经济术语手语》，语言领域有《语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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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用语的手语标准化研究》《构筑韩国手语专业术

语与文化信息》，共１３本书。学术期刊则以韩国手
语标准规范化的研究与规范化方案内容为主。

四、结论

以上是对自１９７９年至２０１８年１月以来，在韩
国发表的与手语相关的６３９篇研究作为分析对象所
进行的量与热点方面的研究。通过本文的研究所得

的结论与对往后研究课题的建议如下：

（一）有关韩国手语的研究，不论是图书、硕士

博士学位论文、学术期刊，都于２００２年起有了显著
的增长趋势。在研究方法方面，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即手
语研究初期仅是以文献研究与实验研究为主，２００２
年起增加了调查研究、综合研究等方法，使研究方法

出现了多样化现象。期待今后的研究在此基础上，

可以采用更多的研究方法如：观察法、定性分析法、

教材分析法、现场研究法等来增进更多有意义的手

语研究。

（二）目前韩国手语研究的特征是：主要以手语

语言学、手语习得与使用、教学法与学习效果研究、

学习者研究、手语工程学、手语语言法、手语翻译、教

师教育、教材研究、田野调查等十个主题为主。研究

内容集中在手语语言学 （２３％），手语工程学
（１８．９％），手语翻译（１１．６％），教材研究（９．５％）
四个主题上，而其他主题所占比例皆未达８％，出现
相当不均的现象。笔者认为今后除了前四项研究主

题外，也应多致力于手语习得，手语教学法，对学习

者的研究，教师教育，学习策略，学习效果等的研究，

同时应关注在手语实际使用的场景中，如何更具亲

和力和实用价值的研究。特别应着重于确保培育优

秀聋人教师的人才库培训项目的开发与系统化的研

究，以及为聋生家长们建立提升手语水平的教育支

持体系，并为其制作所需的教学教材。也应研究构

筑韩国手语学习所需的教学用图书制作体系。

（三）在本文所分析的６３９篇有关手语的研究
成果中，以手语语言学为主题的文献最多，其研究主

题又可分为八类：手语语音学、手语形态学、手语语

法学、手语语用学、手语整体研究、国外手语研究、手

语对比研究、标准手语规范，见表３。由于韩国手语
学家、聋人协会与关心聋人的人士的共同努力，以及

所累积的韩国手语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促使韩国政

府于２０１６年８月正式实施《韩国手语语言法》，提
升了韩国手语的语言地位，并提高了聋人与使用手

语者的语言权与生活品质。

（四）韩国的手语工程学研究，不论是在“质”或

“量”方面都获得了比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大致

可分为五个研究主题：（１）构筑手语影像系统的研
究；（２）为建立实时识别手语系统的研究；（３）为手
语教育体系的整顿配备与构建系统化的研究；（４）
为手语传译翻译系统的设计与体现的研究；（５）构
建多种语言间的手语通讯系统的研究等，这些研究

主题都相当受重视。

（五）关于手语翻译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主要

包括：手语翻译师的角色、工作的执行能力、活动实

况、培育手语翻译师的教育课程、工作模式的开发以

及激活手语翻译中心等。根据韩国的实际情况来

看，手语翻译师不仅需要扮演聋人的咨询师、社会工

作服务员，还要成为聋人的代言人，同时也要成为他

们的朋友瑏瑢等，为确保持续培育出有效率、能承担多

重角色并具有专业能力及执行力，且有牺牲奉献精

神的卓越手语翻译师，应为他们建立进修渠道的系

统体制。为达成此目的，则又必须要有相关研究来

促成和相关政策来保障。而且，不仅要有为聋人争

取福利与支援的研究，同时也要有为手语翻译师争

取福利与支援的研究。另外，为保障聋生的学习权

利，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即是提供教育翻译的手语

翻译师。为能全面提供有关聋人教育的学习支援，

迫切需要有关教育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与激活教育

翻译服务系统的研究。

注释：

①ＣｈｏｉＳａｎｇｂａｅ，ＡｈｎＳｅｏｎｇｕ．韩国手语的理论［Ｍ］．首尔：瑞

贤出版社，２００３：４７－４９。

②ＣｈｏｉＳａｎｇｂａｅ，ＡｈｎＳｅｏｎｇｕ．韩国手语的理论［Ｍ］．首尔：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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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资料是以２０１８年１月为基准而搜查的结果，因此

实际上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到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为止所出刊

的书籍、论文与刊物。

④国立中央图书馆网址是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ｌ．ｇｏ．ｋｒ／ｎｌ／ｉｎｄｅｘ．ｊ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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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姜爱子．利用多媒体的手语房ＣＡＩ系统的设计与体现［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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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系统方案的研究［Ｄ］．首尔：梨花女子大学教育研究生

院，１９９４．

⑦尹炳天．国内手语研究的动向分析［Ｊ］．特殊教育杂志：理

论与实践，２０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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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视频》（ＫｉｍＨｙｅｏｋｓｕ，ＯｈＪｕｓｅｏｎｇ共著，由韩国残疾人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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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公团全罗南道职业水平开发院）出版。

⑨目前仅有韩语－美国手语词典，韩语 －西班牙手语词典，
日本手语词典等成果局限于少数的外语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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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可参考韩国国家法令信息中心（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ａｗ．ｇｏ．
ｋｒ／ｌｓＥｆＩｎｆｏＰ．ｄｏ？ｌｓｉＳｅｑ＝１８０８２１＃）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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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探索建立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综合能力培养及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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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２０１９年２月，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范海林在全

面振兴本科教育，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情况介绍

时指出：我们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体

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４８．１％，中国即将由
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规模的迅速

扩大使高等教育同质化倾向严重、结构性矛盾突出

等问题明显地暴露出来。高校培养的毕业生与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存在脱节的现象，出现了毕业生就业

难和就业质量低，而生产服务一线对应用型人才长

期处于急需状态的两难境地。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

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培养方式的区别

性。综观欧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不难看

出，其应用型高校的产生、发展及大众化进程，均与

其社会需求的变化紧密相关。１９００年，美国的高等
教育毛入学率是４．２％。［１］１０进入２０世纪，美国的经
济迅速发展，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经

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新的科学技术被用于生

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而新的技术岗位只有受过高等

教育、有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能力的人才能胜任。

为了适应社会的需求，美国的社区学院和州立学院

迅速发展起来，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其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超过３０％，到１９７３年达到５０％。根据马丁·特
罗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从２０世纪初到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初，美国高等教育顺利地从精英化迈入普及化。

新增的社区学院和州立大学承担了培养适应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的应用技术型人才的任务。［２］二战后，

德国经济从复兴时期的粗放阶段过渡到资本密集型

增长阶段，与此同时，科技也迈进了大发展阶段，工

艺进步、产品更新、生产能力提高带来了工业结构的

改变。经济结构的转型，对劳动力的技术才能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这一时期，德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呈现

爆发式的扩张，迅速进入大众化阶段。据统计，１９５９
年联邦德国高等学校在读人数是 １９５０年的
１７３．６％。［３］为了适应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带来的人才需求，德国在６０年代末出现了应用技术
大学，致力于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经过近４０多年
的发展，德国应用技术大学成为工程师的摇篮和技

术创新的源泉。［４］

我国现代大学始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与欧
美现代高等教育相比，具有明显的后发性。新中国

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经

济基础薄弱，高等教育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

高等教育迎来了空前的发展和辉煌。１９７８年，全国

·７８·



普通高等院校５９８所，全国高校招生数为４０万，毛
入学率仅２．７％。１９９９年１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
制定的《面向２１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该计划
提出的行动目标是：“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深化

改革，建立起教育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主动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到２０１０年，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
入学率接近１５％。”２００２年普通高等院校毛入学率
已达到１５％，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
阶段。［５］我国应用型高校的产生同欧美等国家一

样，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高等教育大众化及产业

结构调整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应用型

本科的概念是１９９８年龚振伟在《应用型本科应重
视创造性的培养》一文中首次提出的。［６］１９９９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拓宽

人才成长道路，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并

明确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

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７］２０１３年６月，在教育部
推动下，国内３５所地方高校成立了应用技术大学
（学院）联盟，标志着我国开始大力推动应用技术大

学建设和发展。［８］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决定指出：“采取试点

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９］２０１４年 ４月，应
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在

驻马店市联合举办了“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

坛”，围绕转型发展和应用型技术大学建设展开讨

论，形成了“驻马店共识”，一批地方高校积极响应，

表示向应用型技术型高校转型。［９］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教
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

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

确了应用型本科高校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其他高校具有平等的地位。［１０］《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具备条

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实施方案》进一步提出，“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

学校向应用型转变”的发展目标。作为高等教育结

构调整的重要举措，方案明确提出引导高校从治理

结构、专业体系、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师资结构等方

面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改革。［１１］

二、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的特点

潘懋元先生提出：人才类型主要有两种：学术型

（研究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学术型人才是发现

和研究客观规律的，而应用型人才是运用客观规律

为社会谋取直接利益的，是在一定的理论规范指导

下，将抽象的理论符号转换成具体的操作构思或产

品构型，将知识应用于实践。［１２］学术型人才的培养

注重“厚基础、宽口径”，强调学生有厚实的理论基

础、宽阔的专业适应面、较好的学术修养和较强的研

究能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有一定的理论基

础，但更重要的是有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能力，

知行合一，以行为主。

美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初，为了适应社会需

求，明确市场对人才培养的要求，高校派人员到政府

部门、企业去了解情况，根据市场需求，调整课程安

排。为了迎合市场，过度强调专业技能培养，专业设

置过细，知识面过窄，忽视了知识的系统性和广度，

甚至废弃了通识教育，导致学生综合素质下降，学生

仅局限于选学自己的专业知识，缺乏跨专业交流能

力，创新能力不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反思过度
专业化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之弊端，提出高等教育培

养的人才不仅需要具有较高的专业化程度，还应具

备全面的知识素质、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

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定位是与传统综合大学具

有同等的价值但属于另一类型的高等教育，是为了

职业实践而进行科学教育。其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

标是：具有良好的理论知识和文化基础，同时具备专

业能力和实践能力。德国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注重知

识和能力结构的复合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理论与实践的复合，一是专业与专业的复合。要求学

生的知识面宽而全，更多的是培养学生如何把理论运

用到实践中的能力，而不是关注纯理论的原理。［４］１５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高等教育全盘移植苏

联模式，１９５２年５月，教育部制定了《全国高等院校
计划调整（草案）》，多学科综合大学被拆分为工学

院、农学院、医学院等专业学院，综合大学只剩下文

理两个学科。［１３］苏联模式对我国迅速建立现代化的

大学体系无疑是有益的，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但是在人才培养上一味强调专才，而忽略

了人的培养。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模仿

美国模式，特别是进入９０年代，先后实施的重点学
科建设、“９８５”、“２１１”等建设工程，重视学术型人才
的培养，追求大学学术水平的提高。９０年代以来，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国家陆续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７，９－１１］引导部分普通高校转型发展，但

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很多应用型本科的人才培养仍

带有强烈的学术型人才的痕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

明确指出，高校要“着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

型人才”。并强调：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８８·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

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

系。要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培

养综合能力。

三、应用型本科人才综合能力培养的实践

《辞海》中“综合”的定义是总合起来，“能力”

是本领和才干。“综合能力”是基于人的综合素质

在现实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正确处理某种活动的实际

本领和水平。我国有学者认为，人的能力包括认识

能力、操作能力和社会能力三部分。认识能力即智

力，包括观察、记忆、思维等能力；操作能力即完成各

种活动的能力，如学习、运动、劳动等；社会能力即适

应能力、管理能力等。美国心理学家塞斯顿（Ｌ．Ｌ．
Ｔｈｕｒｓｔｏｎｅ）认为能力由七种构成：言语表达能力、理
解力、数字计算能力、记忆能力、空间知觉能力、知觉

速度、逻辑推理能力。德国的迪特·梅腾斯提出，应

用型人才应该具备关键能力和专业能力。关键能力

是普遍的，是跨专业的能力，包括人格特质、交往能

力、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德国把

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作为重点。具有关键能力之才

应该就是梅贻琦先生所说的通才。梅贻琦在《大学

一解》一文中写道：“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

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

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

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

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

民。此通专并重未为恰当之说也。”

学生的关键能力和专业能力的总合或梅贻琦先

生所说的“通专并重”就是本文所指的综合能力，也

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是在原中州大学的基础上，

经教育部批准建立的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

学校，２０１５年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本科院校，２０１６
年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我校的办学定位是地方

性应用型本科高校，为郑州市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发

展需要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升本后，学校以“一二

三四”工程为抓手，围绕“建设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有一定支撑作用、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应用型

本科院校”这一战略目标；促进学校由“专科学校向

本科院校、综合型院校向应用型院校”两个转型；实

现“教学质量、管理水平、创新创业”三个跃升，确保

“师资队伍素质、教学科研水平、学生综合能力、学

校发展活力”四个显著增强。

立德树人是学校的根本任务，“一二三四”工程

的根本目标是学生综合能力的显著增强。学校成立

了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了学生综合能力显著增

强推进会，坚持通专结合的育人理念，推行学分制教

学管理等，确保学生综合能力稳步提升。我们对学

校２０１６级、２０１７级、２０１８级三届的本科学生培养进
行了三年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我校是在专科基础上升格为应用型本科院校

的，原来专科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由公共课、专

业基础课、专业课及集中实践四个模块组成，除集中

实践环节外，其他三个模块分为必修和选修两部分，

但由于是学年制管理，选修基本没有实行，导致学生

的培养千人一面。２０１６级本科虽然仍是学年制的
管理模式，选修课也赋予了学生，但是课程体系有了

本质的改变。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体系由通

识教育、学科教育、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及集中

实践五个模块组成。自２０１７级起，学校全面推行学
分制教学管理，并增加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通识选

修课占总学分的比例由原来的３％增加到４％。总
的课程体系虽没有大的变化，但是通识教育选修课

完全由学生自主选择，学校给出指导意见，要求工科

类学生必须选修２学分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经管
及人文社科类的学生必须选２学分自然科学课程。
２０１８年１月，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２０１８级人才培养方案严
格对标，又突出特色。主要变化是增加了综合教育

与创新创业实践模块，共５学分，占总学分比例约
３％；学科选修课的比例由原来的２％增加到４％。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的规定，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通常需要１４０—
１８０学分。如果每年按 ３６周计算，在四年内完成
１８０学分，如 １６学时计１学分，每周平均完成２０学
时，每天平均４学时。这就意味着学生有大量的课
外时间，第二课堂也就应运而生。２０１６年共青团中
央、教育部联合印发《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

案》，［１４］２０１８年６月，团中央和教育部又联合印发
了《关于在高校实施共青团 “第二课堂成绩单”制

度的意见 》。［１５］

“第二课堂”的概念最早出现在 １９８３年我国著
名教育家朱九思所撰写的《高等学校管理》一书中，

是“指在教学计划之外，引导和组织学生开展各种

健康的、有意义的课外活动。”［１６］７２０１９年，我校出台
了《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

办法（试行）》，把第二课堂分为六个模块，分别是思

想成长与道德素养，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科技学术

与创新创业，文体艺术与身心发展，社团工作与任职

履历，技能特长与培训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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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成长与道德素养”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入

党、入团情况；参加党校、团校培训和思想道德主题

讲座等经历；参加“三会一课”、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等思想引领类活动经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

“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参与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扶弱助残、支农支教、

社区服务、公益环保、赛会服务等各类志愿公益活动

的经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参与“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及其他实践实习活动的经历，以及获得的

相关荣誉；参加国内外交流访学的经历，以及获得的

相关荣誉。“科技学术与创新创业”模块，主要记载

学生参与各级各类学术科技、学科竞赛、创新创业实

践的经历及获得的相关荣誉；在公开刊物发表论文，

出版专著，取得专利等情况。“文体艺术与身心发

展”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参与各级有利于学生身心

发展的各类文艺、体育活动的经历，以及获得的相关

荣誉。“社团工作与任职履历”模块，主要记载学生

在校内党团学（含学生社团）组织的工作任职履历；

在校外的社会工作履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

“技能特长与培训认证”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参加各

级各类技能培训的经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认证和荣

誉。

第二课堂共计５学分。学生在完成第一课堂学
分外，必须完成至少５学分的第二课堂活动，且在六
个模块中至少有四个模块不为零学分，方可毕业。

２０１６年以来，我校开展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工作、各类学生竞赛、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等，实施了

本科导师制、创新创业双百万工程等支撑项目，确保

第二课堂活动落到实处。

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真正

落实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目标，为

塑造学生的个性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为

广阔的空间，使学生综合能力不断提升。

四、学生综合能力测试

在中国知网输入“大学生综合能力评价”，有６
篇文献，分别是：景亚萍“地方财经类院校大学生综

合能力评价与培养体系研究”，董红星“工科大学生

综合能力评价与教学方式模型构建”，刘幸“大学生

综合能力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研究”，胡丹枫“大学

生综合能力评价模型”，张静“经济管理类大学生综

合能力评价模型”，宋伟才“ＩＭＯ－ＴＯＰＳＩＳ法的大学
生综合能力评价”。景亚萍确定了包括基本素质与

基本能力、专业能力、创新与实践能力三个方面的大

学生综合能力结构体系，共２２项指标，并运用德尔
菲方法，确定了各项指标的权重，采用问卷调查的方

法，对问卷结果进行分析，实现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评

价。其他五篇文献也是构建综合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对指标赋予一定的权重进行测评。在中国知网

输入“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有５１６条结果，多是对
构建素质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测评。

虽然，从１９９９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
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后，各级各类学校都通

过各种方法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相关评价办法的

探索也不少，但不可否认的是，学校对人才培养结果

的评价与企业对人才需求的评价匹配度仍然存在差

异。［１７］

１９９３年８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
条例》，规定国家机关录用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

务公务员时，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核，按照德才兼

备的原则择优录取。公务员考试制度经过２０多年
的发展，其公平性和科学性已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

可。［１８］公务员考试笔试中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是通过

测试一系列心理潜能，预测考生在行政职业领域内

多种职位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包括言语理解与表达、数量关系、判断推理、常识判

断和资料分析五部分。这种考试测验的是一个人在

多年生活、学习和实践中通过积累而形成的能力，其

性质是一种基本潜在能力的考试。我们利用行政职

业能力测验的测试方法，结合我校学生的实际情况，

应用到学生综合能力测试中，我们对这些数据进行

分析发现，综合能力测试成绩与学业成绩的正相关

度并不高，２０１８年测试成绩排名前五的同学在班级
的学业成绩排名平均在班级的３６．８％。其中，２０１８
年获得十佳大学生第一位的某同学综合能力测试第

二名，该同学曾担任校学生会副主席、热心公益活

动、积极参加志愿者活动等，曾获河南省普通高等学

校三好学生，但该生的学业成绩在班级排名只在２６．
６％。２０１８年进入综合能力测试前１０名的同学有两
位是全校十佳大学生。由此可见，综合能力测试与学

生的综合能力呈现一定的相关性。由于测试数据只

有两年的，并不能得到肯定的结论，仍需要大量的数

据检验，学生综合能力测试将是一项长期工作。

五、结论

麦克思公司对我校 ２０１６级、２０１７级在校学生
进行了学生成长第三方评价，结果显示：该校德育、

基本能力与职业素养整体培养效果较好。该校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学年大一、大二学生德育、基本能力、职
业素养提升明显（“提升较多”或“有所提升”）的比

例（分别为９３％、８８％、９３％）均高于同类院校（分别
为８８％、８３％、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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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本校学生德育、基本能力与职业素养增值情况

　　２０１６年以来，我们对应用型本科学生的综合能
力培养进行了初步探索，基本思路是培养“通专结

合”的“志存高远、德才并重、情理兼修、勇于开拓”、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并探索应

用型本科人才综合能力的测试方法，以期对应用型

本科院校人才培养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第三方评

价数据显示，在应用型人才的综合能力培养上，我们

的培养方式是有一定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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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方本科高校是我国本科教育的主要基地。加强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建设，是
提高我国本科教育质量乃至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关键。梳理了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的

发展历程，深入剖析教学基层组织存在的问题，并对教学基层组织的合理形式的选择与设置以及管

理机制的完善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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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本科高校是我国本科教育的主要基地，在
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１］教学

基层组织是地方本科高校最基本的职能单位，承担

着教学与科研重任，是地方本科高校实现基本职能

的载体，因此，加强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建

设，是提高我国本科教育质量乃至我国高等教育发

展水平的关键。不断深化教学基层组织改革与建

设，提高其运行效率，始终是地方本科高校的职责使

命。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

织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我国尚不存在地方本科

高校，大学教学基层组织的发展与变迁仅限于中央

和部属高校层面，我国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

的发展与改革真正始于高校办学权力的下放。１９５６
年６月，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对高校办学体制进
行重新认识，认为中央高校办学集中统一过多，要求

逐步将权力下放，以提高地方办学的积极性。到

１９５８年，中央有关部门将其领导管理的本科高校下
放地方政府领导管理，标志着，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国地方本科高校的独立地位首次得以确立，［２］由此

拉开了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发展的序幕。我

国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

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１９５６至１９６０年，教学基
层组织职能主要限于教学工作的时期。由于受苏联

科研和教学相分离体制的影响，地方本科高校的教

学基层组织是教研室，并且被定性为教学组织。这

个时期教研室职能相对比较单一，主要是进行教学，

为国家与社会发展培养所需要的专门人才。第二个

阶段是１９６１至１９６５年，教学基层组织科研职能得
到重视与发展的时期。１９６１年中央颁布了《高教六
十条》，鼓励高校从事科学研究。受其影响，地方本

科高校的教研室逐步走上了理论与实践、教学与科

研相结合的道路，［３］科研职能在教研室得以发展。

第三个阶段是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６年，教学基层组织处于
停滞不前的时期。十年“文革”，给地方本科高校教

学基层组织的运行带来严重冲击，许多地方本科高

校教学基层组织的职能无法正常开展，使得地方本

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的建设遭到破坏，普遍处于停

滞不前的状态。第四个阶段是１９７８至１９９８年，教
学基层组织进行改革尝试的时期。改革开放后，为

了改变中央政府对高校管得过多过死的情况，进而

调动地方政府办学的积极性，中央政府于１９８５年和
１９８６年先后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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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两个文件，加

强了高校在招生、经费安排、办学等方面的自主权。

随着高校管理权限的下放，一些地方本科高校对教

学基层组织进行了改革探索，有些学校模仿美国组

建学系，将学系作为教学基层组织。至此，基本上形

成了“以学系和教研室为主”的地方本科高校教学

基层组织形式。第五个阶段是从１９９９年至今，教学
基层组织创新探索的时期。自１９９９年以来，我国高
等教育开始实行了扩招，地方本科高校迎来了一个大

发展的历史机遇，为了适应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我

国一些地方本科高校着手对教学基层组织进行了改

革与调整，纷纷打破以学系、教研室为主体的教学基

层组织模式，不断对其他形式进行了探索与创新，建

立了诸如教学部、学科组、课程组、教学团队、实验教

学中心、实践教学中心、教授研究室等。［４］

总之，我国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的发展

既受历史因素的影响，也受现实环境变化所迫。我

国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正是在这种历史和现

实力量的交互作用下，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

二、当前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存在的问

题

（一）组织设置脱离校情

从目前的教学基层组织建设情况来看，一些地

方本科高校出现定位不够清晰，导致教学基层组织

设置脱离了校情。突出表现在：一是盲目攀高。有

的地方本科高校不顾学校实际情况，一味地向“高

水平”看齐，教学型大学盲目地向教学研究型大学

甚至研究型大学转型，教学研究型大学急于朝着研

究型大学转型升级。［５］在这一盲目攀高的指导思想

下，学校的发展失去了自身的定位和使命，使得教学

基层组织的建设也缺乏个性，丧失其应有的功能。

二是机械模仿。有的地方本科高校在教学基层组织

建设上没有尊重自身的组织特点和发展状态，而是

机械模仿其他学校的建设情况，看见一些大学设立

二级学院，就急于将几个具有相同或相似学科背景

的系合并在一起，成立起一个二级学院，而教学基层

组织仅仅是原有各系教学基层组织的简单拼凑，没

有作相应的改革与调整；看见别的学校设立研究所，

也跟着纷纷效仿，但建立的研究所往往仅有一块牌

子，无对应实体，沦为所谓的空壳组织。［６］总之，教

学基层组织设置脱离校情，其结果是没有自身特色，

不能反映学校的办学实际，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

（二）主体功能弱化

教学基层组织自中世纪大学教师会发展而来，

本质属性决定其应当是一个教学研究机构，［７］其工

作的重心应在“教”与“研”上。地方本科高校教学

基层组织也不例外，其根本职责应在于不断提高教

学与科研水平，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合格的应用型

人才。事实上，一些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在

日常工作中却承担了大量的基层行政管理事务，如

传达学校政策、迎接评估验收、考核评比业绩、计算

工作量等零散、琐碎的工作，造成行政职能过于突

出，这就分散了其集中开展教研活动的时间和精力，

弱化了其教学研究、学科建设、实践与实训指导等基

本职能。［８］当前，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表现

出这种行政化倾向明显、功能混乱的状况，严重偏离

了其应有的“教研”核心和工作方向，淡化了“教学

学术”功能，使其职能难以得到有效的发挥。

（三）教学与科研相分离

高校要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合格的人才，就必

须要求教学基层组织做到教学与科研并重，通过两

者的有机结合，达到协调发展、相互促进，进而不断

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但是，当前一些地

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的教学与科研并没有很好

地融合发展，反而呈现出相互分离的态势。出现这

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现有评价制度存在偏

差，导致重科研而轻教学。长期以来，在教师的职称

评定与职位升迁中过分强调科研成果而忽视对教学

情况进行考核，这种“科研至上”的政策导向往往诱

导很多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名利双收”的科研

工作上，而对教学探讨和改革的热情不高，使得教学

基层组织的教学职能逐渐弱化。［９］二是不能做到为

教而研，导致科研与教学相脱节。当前，“为了名与

利而科研”的思想在一些教师脑海中比较盛行，在

这种功利性价值取向的引导下，许多教师产生短视

行为，为了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科研多是东拼西凑，

很少从教学的角度去感知和觉察问题而开展研究，

其研究成果大多与专业教学无多大联系，从而导致

科研游离于教学之外。

教学、科研相分离的结果是，教学是教学的东

西，科研是科研的东西，二者难以真正融合，出现教

学与科研“两张皮”现象，不利于教师的教学学术水

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１０］

（四）师资队伍建设滞后

地方本科院校的主要职责是培养高素质的应用

型人才，这就要求教师掌握多种知识和专业技能，才

能胜任教学工作。教学基层组织作为最基本的教师

教学共同体，应该承担起对教师培养的职责，然而，

现实中的教学基层组织却存在教师队伍建设滞后的

现象。首先，缺乏交流合作，不利于教师的培养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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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１１］传统的教学基层组织多是按照学科或者专业

组建的，各基层教学组织之间往往壁垒森严，缺少交

流，并且许多地方本科高校缺乏系统的教师培养机

制，这些都使得教师很少与外界沟通，难以合作开展

教学教研活动，［１２］从而阻碍了教师自身素质的提

高。其次，对青年教师的培养重视不够，限制了师资

队伍的成长和发展。青年教师是师资队伍成长和发

展的后续力量，应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但是，近

年来，随着我国高校大量引进人才，一些地方本科高

校没有及时建立配套的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和传、帮、

带机制，致使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落实不到位，流于形

式，不利于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严重影响了教师队

伍的建设。

（五）管理机制不健全

健全的管理机制是教学基层组织顺利开展工作

的基本保障，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国一些地

方本科高校却存在着管理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主要

表现在：一是存在责、权、利失衡的问题。许多地方

本科高校在对教学基层组织的管理上只给“事权”，

而不放人权、财权、物权，“管理重心下移”没有真正

落实到位，导致对教学基层组织建设所需的人、财、

物投入严重匮乏，［９］使得保障教学基层组织正常运

转所需的场地、办公条件和必要的软硬件设施不尽

人意，严重阻碍了学科建设、教学研究、教师培养等

工作的顺利开展。二是存在考核评价机制不完善的

问题。当前，在我国地方本科高校教师评价中过于

强化一些可量化指标，如在对教师工作的考核、职称

晋升和岗位聘任上对科研工作都有明确的要求，而

对教师的工作态度与教学水平则缺乏详细的考核标

准。这种片面的考核评价制度诱导许多教师将主要

精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上，而对教学工作不够重视，影

响了教学基层组织教学职能的履行。三是存在约束

和激励机制缺失的问题。一些教学基层组织只是对

员工的工作提出原则性的要求，没有建立明确的约

束和激励机制，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与干坏一个

样，成员的责任感、进取心及工作热情不高，使得教

学基层组织长期处于一种比较松散、低效甚至无序

的状态，功能和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三、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合理形式选择

与设置的探讨

一般认为，地方本科院校多定位于教学型或

者教学研究型大学［１３］。由于不同类型的地方本科

高校的办学目标、办学层次、培养目标等有所不

同，这就要求教学基层组织设置的形式必须与之

匹配。本文从教学研究型大学与教学型大学的角

度，对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合理形式的设

置加以探讨。

（一）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基层组织合理形式

选择与设置的探讨

教学研究型大学是介入教学型和研究型大学之

间的中间层次或过渡层次的大学，它具有以教学为

主，兼顾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特点。本科教学是

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工作重心，除此以外，还要为满足

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承担一定的科学研究和服务工

作。对于绝大多数教学研究型大学而言，结合广大

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笔者建议建立“校———学

院———系———课程群教学组”四级教学组织结构，

以课程群教学组为教学基层组织。课程群的构建，

要遵循有利于学科与专业发展的原则，对相关课程

进行详细分析和选择，使课程与课程群形成紧密的

联系。在课程群教学组人员配备上，要选拔教学水

平高、学术造诣深的教授担任课程群负责人，团队成

员要由职称结构合理、知识与能力互补、老中青搭配

的教师组成，从而有利于教学与科研的开展。在教

学人员流动上，要打破传统学科的束缚与限制，允许

同一课程群内的教师可以参加相近课程群的教学与

科研工作。以课程的逻辑联系为纽带来构建课程群

教学组，有利于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有利于整合教

学资源，有利于教师形成团队与合作，有利于教学与

科研水平的提高，对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具有重

要的促进作用。

当然，对于学科与专业优势较为明显，教学、科

研资源丰富，已具备向研究型大学转型的少数教学

科研型大学，建议采取一般研究型大学的做法，在

“校———学院”之下设立系与研究所，系为教学基层

组织，主要承担教学任务。但系、所并不是相互独立

的，而是相互交融的，系里的教师可以参加研究所的

科研工作，研究所里的研究人员也可以承担相应系

里的教学工作。这种系、所相容共存的设置形式，一

方面能够充分发挥系覆盖专业领域广、利于不同学

科知识融合的优势，另一方面又能够充分发挥研究

所的科研优势，借助研究所的能力帮助解决教学实

践中遇到的问题，从而不断提升教学水平。

（二）教学型大学教学基层组织合理形式选择

与设置的探讨

一般认为，教学型大学是规模相对较小，以教学

为主，以培养本科生为主体的地方性大学。对于教

学型大学教学基层组织合理形式的选择与建设的问

题，学者们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结论与建议。

大部分学者认为教学型大学合适的教学基层组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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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教研室，这与教学型大学组织结构简单，功能相

对单一，教研室完全能胜任其教学功能相适应的。

因此，结合学者们的研究结论以及笔者对教学型大

学的认识，本文认为教学型大学的教学基层组织宜

采用教研室形式。

教研室是我国大学里比较成熟的一种教学基层

组织形式，虽然以教研室作为教学型大学的教学基

层组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代表完全照搬传

统的教研室体制，必须要对教研室存在的问题和弊

端进行改革。首先，要明确教研室的功能与职责，要

坚持教研室教学为本的原则，避免教研室行政化倾

向严重现象，要让教研室重新回归到以教学与教研

为主的职责范围上来。其次，要建立具体而细化的

教研室规章制度，避免教研室制度的缺失，要提高教

研室制度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使规章制度成为规范

和约束教研室工作人员的行为准则，以健全的制度

促进教研室健康发展。再次，要将一批德才兼备的

中青年教师充实到教研室的重要岗位上去，要量化

教研室的工作考核指标体系，明确教研室主任和教

研室成员的工作职责，将教研室成员的“权、责、利”

有机统一起来。最后，要灵活设置教研室内部的组

织模式，可根据需要设置零时性的、非正式的教学与

科研组织，如建立教学组、教学团队、研究室、研究小

组、研究中心等，在完成工作任务或达到预定目标后

可以自行解散，然后再根据新的工作任务自愿组成

新的组织。［１３］

另外，教研室不应故步自封，要保持开放性。可

以采用进修学习、访问交流、挂职锻炼等方式吸引校

外专家学者到教研室短期工作。通过加强教研室的

开放性，促进教研室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以激发教研

室的生机与活力。［１４］

四、完善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管理机制

的探讨

制度是组织正常运转的保证。教学基层组织职

能是否高效地履行关系着地方本科高校功能能否有

效地发挥，因此，必须建立一套健全且行之有效的管

理机制，以确保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正常的

运行。

（一）下移管理重心，赋予教学基层组织应有的

权责利

大学是一种底部沉重的组织，基层是决定大学

权力、资源、关系的端点，［１５］这种特点决定了大学管

理重心应在基层。然而，当前地方本科高校普遍存

在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学校上层，而基层权力虚构的

“头重脚轻”的管理现状。因此，必须将与教学与科

研事务有关的权力都下放给教学基层组织。具体而

言，在“权”上，就是给予教学基层组织充分的自主

权力，拥有切实履行职责的权力保障。如组织和落

实教学任务的权力，开展教研讨论的权力，实施课程

建设的权力，进行教学质量检查和监控的权力，对外

交流的权力等。［１６］在“责”上，就是要求教学基层组

织承担与地方本科高校相适应的教书育人、科学研

究、服务社会等基本职责，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高质

量地完成与教学基层组织职责相匹配的工作任

务。［１７］在“利”上，就是在利益分配的政策制定上要

向基层教学组织适当倾斜，切实改善教学基层组织

的软硬件条件，为教师营造良好的工作与生活环

境。［１８］总之，通过下移管理重心给教学基层组织，为

其配置合理的权责利，实现三者平衡，从而调动教学

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和活力，使其功能得到最大程度

的发挥。

（二）坚持教授治学，实现决策民主

教学基层组织具有高度的实践性和专业性，使

其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机构，它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很

难由其他层面的人员来替代，［１９］因而教学与科研事

务应尽可能地交由教学基层组织成员去管理。实践

证明，教授治学是实现高效的教学与科研管理的一

条有效的途径。具体表现在：一是，利用教授在教学

与科研上的带头作用，可以领导教学基层组织人员，

形成团队，不断促进教学与科研水平的提高；［１６］二

是，坚持教授治学，可以合理平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

力的关系，尽可能地避免行政力量对学术事务的过

多干预，防止教学基层组织行政权力泛化现象的

发生。［２０］总之，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与科研上的权

威与引导作用，使教授成为教学与科研的主导力

量，对于促进教学基层组织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

义。同时，教学基层组织应实行民主的决策管理，

要让教学基层组织的成员充分参与教学与科研事

务的决策和管理之中，从而提高教学基层组织管

理工作的科学性。具体来说，教学基层组织日常

教学工作的分解、落实与实施都应由教学基层组

织负责人组织教师讨论解决；拟定教学计划、安排

教学内容、分配教学工作需要教学基层组织负责

人组织教师商议确定；教学质量的评估标准与考

核办法的制定与实施，应当广泛征求教学基层组

织成员的意见；课程建设、教学团队建设、重大科

研项目的组织申报等也需要征得广大教学基层组

织成员的同意。在教学基层组织的教学与科研管

理中，通过增加一线教师的话语权，让更多的人员

参与到管理中去，实行广泛的民主决策，不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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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而且可以增强成员之间的团

结协作，更加有利于管理。［１９］

（三）完善工作制度，强化约束机制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规章制度是实施管

理的依据，是保障工作正常开展的基础，因此，建立

完善的工作制度是教学基层组织的必然选择。首

先，要制定与工作有关的规章制度，包括教学基层组

织集体活动制度，教学研究制度，新课试讲制度，听

课评课制度，导师制度等。［２１］其次，要明确工作制度

规范的对象，应将所有的教学基层组织成员纳入规

范管理之中，使合规人人有责。通过建立完善的工

作制度，不仅能够明确教学基层组织成员的岗位职

责，使分工明细、职责清晰，避免人浮于事的现象发

生，而且能够起到督促教师积极参与教学基层组织

的各项活动，形成工作习惯，使教学基层组织工作规

范化。［１７］另外，还需要建立配套的工作检查与考核

标准，强化约束机制，树立责任意识。在教学上，要

严格教学纪律，禁止教师上课迟到、早退；要明确教

学任务，不得随意调课、缺课；要建立学生评教体系，

将评教结果与教师的切身利益挂钩，以评促教，不断

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要建立教学事故问责制，视其

严重程度，对出现教学事故的人员做出相应处罚，以

规范教学行为。在科研上，要制定教师科研工作量

的最低标准，建立细致的奖惩制度，量化科研工作的

绩效考核，做到奖惩分明，有效调动教师的科研积极

性。同时，对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检查与考核要实现

手段多样化，要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考核办法，

对教学与科研尽量实行量化考核，对不能量化考核

的，可以采取问卷调查、访谈等定性考核方式进

行。［２２］在考核过程中，要结合不同的情况，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确保考核结果公平公正。

（四）加强教师培养制度建设，提升师资队伍素

质

教师是教学基层组织的核心，是承担学校教学

与科研工作的主体，其素质的高低，不仅直接影响教

学基层组织的建设，而且将最终决定学校的生存状

态和发展水平。为此，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

应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教师培养制度建设，从

而为不断提升教师队伍水平提供保障。一是建立

“传帮带”制度，以加强对新进青年教师的培养。教

学基层组织应建立对新进青年教师的导师制度，为

每位新进青年教师配备一名经验丰富的业务指导教

师，对新进青年教师进行具体的业务指导，帮助他们

尽快通过思想观、教学关和科研关，［２３］不断提高新

进教师的业务水平。二是建立完善培训制度，提高

教师业务能力。学校二级学院应建立各项教师培训

制度，如业务进修制度、校本教研培训制度、企业挂

职锻炼制度、出国访问学习制度等。学院教学基层

组织必须认真组织实施教师培训计划，通过对教师

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培训，使教师的知识和技能得

到更新和补充，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三是建

立健全师德师风管理制度，提升教师职业道德修养。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平，直接

关系到学生的发展和成长，所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素质修养，是学校的应有之责。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务必建章立制，以确保师德师风建设有章可循。首

先，学校要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教师忌语》《教师禁令》等规章制度，要求教

师认真遵守这些制度，严格规范教师从教行为。其

次，学校还需要制定师德师风监管制度，加强对制度

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不断提升制度的执行力，

确保师德师风建设各项工作落实到位，取得成效。

（五）改革分配制度，完善激励机制

当前，在一些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中，仍

然存在着部分人员工作作风涣散、责任心不强的问

题，严重影响了教学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

究其根本原因，这与教学基层组织的分配制度不科

学、“大锅饭”现象严重紧密相关。因此，改革分配

制度，充分调动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彻底改变“干与

不干一个样，干好与干坏一个样”的状况，已成为教

学基层组织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首先，要建立按

照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进行薪资分配的制度，打破

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坚持优质优酬的原则，除了对

教师完成的工作数量进行考核之外，还要加强对教

师完成的工作质量进行考核，对于在工作上表现优

秀的教师应提高其薪资水平，而对于没有达到基本

要求的教师则相应减扣其薪资作为处罚。依靠建立

收入有差别的薪酬分配制度，形成激励机制，从根本

上调整教师的工作心态，切实调动教师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其次，要建立科学的奖励制度，充分发挥奖

励的激励导向作用。教学基层组织要开展多种形式

的教研比赛活动，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对于在精品课

程建设上、课件制作比赛上、授课比赛上、学术研究

上等有突出表现者，则在评优评先、职称评定、职务

升迁上予以重点支持，除给予足够的精神奖励以外，

还要给予足够的物质奖励，充分发挥奖励的杠杆作

用，努力营造“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良好氛围，从

而激发教师谋求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２０］总之，

通过加强分配制度的改革，让想干事、干成事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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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有所得、功有所奖，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不断提

高教学基层组织教师的工作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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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近代教育制度，并逐步由初始阶段注重知识传播向注重知识传播与能力培养并重转向。正是在

这种转向过程中，应用技术型院校开始出现并得到了快速发展。应用技术型院校引领着职业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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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外教育发展史来看，国外教育在初始阶段
比较重视知识的传播，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教育指导思想开始由注

重知识传播向注重知识传播与能力培养并重转向。

一、西方教育理念的演化

思想支配行动，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

的行动。康德曾说过：“真知灼见固然需要教育，教

育亦要靠真知灼见。”［１］纵观西方教育发展史，教育

事业的发展无不是在教育理念引导下进行的。恩格

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

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

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

期的目的的。”［２］教育是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国

家开办教育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搞清楚了这个问

题，就能够明确高校的职能和教育的本质。从教育

发展史上看，不同时期、不同阶级的人们对教育目的

的回答也不相同，正是基于这些回答形成了教育思

想的演化发展史。

在古希腊时期，出现了一些重视教育的教育家

和思想家。苏格拉底是古希腊时期著名的教育家，

毕生致力于公众教育事业。苏格拉底提出了“知识

即美德”的命题。他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

人，教人怎样做人。在这里苏格拉底所讲的知识并

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知识和科学知识，而是人们

基于理性基础之上的美德。他认为，既然人的美德

来源于对理性的准确把握，那么通过对人进行道德

教育，就能够培养出有美德即有知识的人。他把教

育的目的看成是培养治国者。他的学生柏拉图所著

的《理想国》不仅被人们称为一本政治学著作，更有人

把它称为教育学著作。他认为，教育和培养是执政者

应该注意的一件大事，离开了对人的教育，理想国就

不可能建成。因此，他主张教育应当由国家来管理和

控制，并建立统一的国家教育制度。在这里，古希腊

柏拉图虽然强调了教育的政治属性和功能，但他同样

只是重视对统治阶层尤其是执政者的培养，把培养良

好的执政者看成是教育的主要目的。基于此，此时的

教育是针对统治者和统治阶层的教育，具有知识垄断

的特征，广大下层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

·８９·



进入中世纪以后，欧洲成了基督教的天下，中世

纪成了神性的时代。在这个时期，王权从属于教权，

国王从属于教会。作为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基督教

育不仅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精神，而且统治了当时的

文化和教育。基督教强调，教育是实现传播教义和争

取信徒的重要途径，对人的教育过程就是使人摆脱世

俗的过程，因此，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于使人成为具有

纯粹信仰的人。这样，神权教育成了这一阶段教育的

主导，具体体现为在教育中主要进行基督教的神学世

界观、知识观、目的论教育，正是这种神学教育的存在

维持了欧洲社会长达上千年的基督教神学黑暗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不同于教会学校、

以传授专业教育为主的高等教育机构———中世纪大

学，这成了西方近代大学的直接起源。

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为了适应

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资产阶级政治统

治的需要，倡导进行人文主义教育，其核心是提倡人

道，反对神道；提倡人权，反对君权；提倡个性解放，

反对宗教束缚。作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

祖”的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积极倡

导近代自然科学和科学教育。为了实现他的目的，

他还起草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科大纲，几乎包括

了科学知识以及技术各个方面，这一新的学科体系

对后来学校课程的科学化影响很大。

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欧洲主要国家以及美国

和日本相继确立了自己国家的近代教育制度。在

１７至１８世纪，英国对教育了放任政策，此时的英国
教育以古老的牛津和剑桥大学为代表，它们注重古

典文化，表现出强烈的贵族色彩。１９世纪以来，工
人阶级逐渐认识到知识教育的重要性，为了资产阶

级的整体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一些有远见的政治

家和思想家认为，确保国民接受教育是保证国家长

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此情况下，英国

政府开始干预教育。此时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体现

在新大学运动和大学推广运动上。１８２８年伦敦大
学学院的成立标志着新大学运动的开始。之所以称

为新大学运动，是因为该学院不再实施宗教教育，转

而重视自然科学教育。大学推广运动是最早出现在

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主要指全日制大学以校内或校外
讲座的形式将教育推广到非全日制学生。以这两个

运动为标志，高等教育开始向中产阶级子弟开放，高

校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１９世纪，美国的高
等教育也得到了较快速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办学形式的多样化，主要以私立为主，公、

私并重；二是办学类型的多样化，这一时期不仅出现

了研究型大学，还出现了以服务工农业生产为方向

的应用型学校。以美国新兴农工学院的发展为代

表，高等教育开始了向应用型的转向。

进入２０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注重教育
的实用性，试图通过教育的改革来解决各种社会矛

盾，实现社会发展。杜威是美国著名的现代教育家，

他立足于现代社会，提出了“教育即生活”“教育即

生长”的观点。他认为，教育就是“人的经验的不断

的继续改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教育要培养理想

的人。在杜威看来，只要能培养出理想的人就能实

现社会改造的目的。理想的人必须具有以下几方面

的素质：一是具有良好的公民素质，具有民主理想和

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能力；二是掌握科学思维的方

法，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三是具有良好的道德

品质，有合作意识，能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四

是具有一定的职业素养，通过从事某种职业发展个

人才能并为社会尽力。［３］３７６杜威主义的实用主义教

育思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他的教育理论对２０世纪
的东西方社会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战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许多新兴学

科不断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提高了更多更高

的现实要求。在此情况下，现代欧美国家中出现了

许多新的教育思想流派，他们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的

理论或现实问题作出各自的阐述，从而形成了空前

活跃的教育思潮。［３］５０１－５３０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

教育思想更加强调高校的社会责任，注重对现实问

题的研究和解答，突出学生知识转化能力的提高。

正是在这些思潮的推动下，欧美国家的应用技术型

高校开始出现。

二、国外高校办学定位的发展

列宁曾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

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

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可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

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

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

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

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

事物现在是怎样的。”［４］与教育思想的演化相适应，

高校办学定位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中世纪大学是近代西方大学的直接渊

源”［３］９１。在此之前的教育机构并不具有现代意义

大学的诸要素。从管理方式上来看，中世纪的大学

并非由政府控制，而是一种自治的团体，类似于商业

领域的行会。由于当时正值教会主导社会，教会史

学家把大学的兴起看成是教会的功劳。“从本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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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中世纪大学是西欧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

生，教会自身不具备创造大学的能力，甚至在最初，

教会也并不存在发展这种教育的动机。”［３］８６

意大利是欧洲中世纪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最

早的中世纪大学也首先在这里孕育形成。据考证，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是全世界最早的大学，其始建

于１０８８年，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故有“千年大
学”［５］之美誉。博洛尼亚大学是学生和老师自由联

合而成，采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教学。在随后近

千年的历史中，博洛尼亚大学一直保持着独立进行

教学和研究，不受任何政治和经济势力影响的传统，

并逐渐被其他大学所接受，成为办学的宗旨。

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的大城市也兴起了办学之

风。一些世界著名大学先后建立起来，如英国在１１６８
年建立牛津大学，１２０９年建立了剑桥大学。德国
１３５８年建立海德堡大学，１３８８年建成科隆大学。［３］８７

那时的大学之所以被称为现代大学的起源，主

要有三个原因：其一，具有了现代大学的雏形，这里

有老师、学生，既进行学术研究，又进行知识的传授；

其二，具有现代大学标志性的学位制度，当时学生学

院大学课程之后，经考试合格，就可授予“硕士”“博

士”学位。在当时，这两种学位并不代表学术程度

上的差距；其三，体现出了现实关怀，具有世俗性。

当时的大学教育主要是职业训练，培养社会所需要

的专业人才。“带有职业培训色彩的城市……以其

独特的方式为这个时期的世俗社会教育作出贡

献。”［３］９１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大学定位主要

集中在知识的传授上，职业训练与现代应用技术型

院校的定位也相去甚远。

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大学教育在不断强化其政

治社会化功能的同时，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

展，也注重教育的实用性。英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

怀特海指出，近代以来社会生活的显著特点之一便

是大学的蓬勃兴起和发展。他指出，大学是实施教

育的机构，也是进行研究的机构。但“大学从来就

没有局限于纯粹的理论学习”，如果单单从这一层

次理解大学是不全面的，甚至是肤浅的，在他看来，

教育绝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这么简单，“单就传授知

识这个作用来说，自从１５世纪印刷术普及以来，可
以说大学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了”，大学之所

以存在，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是因为它能够将知识

与想象力联系在一起，使学生不仅能学到知识，更能

学会如何运用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怀特海把教育

定义为“教人们掌握如何运用知识的艺术”，他认

为，大学就是要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传授知识，

这是一种很难传授的艺术。［６］１１２

作为世界教育思想史上的巨人，杜威对社会问

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切。他主张教育不能脱离不断

变化的社会现实，主张烹调、缝纫、手工等科目在课

程设置中要占有重要地位。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他

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的主张。他积极支持职业教

育，把职业技术看成是教育上的一种创新，认为职业

教育知识了正在形成中的新社会生活的需要。他主

张把职业训练与文化修养有机结合起来，使学生在

学习知识的同时学会生存的技能。应该说，杜威主

张发展职业教育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既适应了美国

社会工业化对教育的客观要求，同时也为欧洲和美

国战后应用技术院校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２０世纪前期，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满足
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要，高校

办学进一步分化，应用技术型院校的发展日益受到

重视。１９世纪后期，随着西欧、北美和日本等国教
育的快速发展，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日

益显现。然而，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职业教育的

发展与工商业发展急需大量新型应用型人才的要求

越来越不相适应。在此情况下，如何通过教育改革

加速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培养更多更好地应用型

人才就成了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亟待解决的现实

问题。不过，在这一时期，各国对应用技术人才的培

养主要是在中等教育中，许多国家都在中等教育阶

段设立了专门的技术学校，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的专门应用人才，而在高等教育阶段还没有进行过

多的改革，高等院校还主要是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

主，对应用技术型人才的培养主要放在了职业技术

教育中。

三、近代应用技术型院校的兴起

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业

革命后，国外教育由初始阶段注重知识传播向注重

知识传播与能力培养并重转向，而且日渐明显。不

过，这种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主要不是在高校中进行

的，更多的是在高中阶段或中等专业阶段，通过职业

高中或职业中专的形式进行，较少将这种教育上升

到大学教育，换言之，大学教育主要还是以知识的传

播和研究为主，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性质。

美国教育非常注意教育的应用特性。为了适应

美国经济发展需要，早在１９世纪，美国就发展了高
等工业教育。如１８２４年创立的伦塞综合技术学院，
１８６５年建立的麻省理工学院。不过，在此需要注意
的是，这些学校的定位还不能定位在今天我们所说

的应用技术型学校。因为，根据美国的教育指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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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直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仍然把实用人才的培
养重点放在中等教育学校中进行，强调“重点主要

是中等教育的发展”。日本也非常重视实用人才的

培养，但日本把大学定位在传播国家所需要的思想

和知识的高水平人才，而把实用技术人员的培养放

在职业教育和专科学校中。［３］４０６－４１４二战中，世界许

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受到法西斯国家的沉重打

击，经济和社会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还出现了严重的

倒退。西欧国家尤其如此。这样，如何通过教育发

展培养出国家和社会快速发展所需要的大批高层次

应用型人才，就成了资本主义国家非常关心和亟待

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应用技术大学就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兴起的。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中期开始，德国、瑞士、奥地利、荷兰和芬兰等欧洲国

家陆续将职业性院校合并升格为应用型大学，形成

与普通大学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双元格局。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以来，随着欧洲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快速发
展（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这几个国家的城镇化率均已
经达到５０％以上，其中英国已经达到了７７．１％，德
国达到了７２．３％），这些国家产业结构和生产生活
方式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业结构的改变对人

才培养结构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从这些院校的职能定位来看，欧洲国家的应用

技术大学不同于普通大学的知识生产与产品研发功

能定位，是具有不同社会分工的社会组织，它是一种

与普通大学并行、以专业教育为主导和面向工作生

活的类型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肩

负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开展应用研发创新、服务

就业和区域发展及促进终身学习等多重使命，具有

鲜明的实践导向。“这些研究都是植根于专业实践

领域的，立足于现实，受实践驱动，同时又高瞻远瞩，

面向长期战略性的问题。”该类大学主要是将自然

科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上，包含工程和技术等

３１个子分类，基本来源于实践，完全符合应用技术
大学以实践为导向的办学定位。今天，尽管欧洲各

国应用技术大学在高等教育中所占比例有所不同，

但应用技术大学引领着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推动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

四、中国发展应用型院校的必然性

习近平指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

强”。高等教育不仅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

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

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从１９９９年开始，随着我

国高校的扩招，我国地方高校开始了升格热潮。在

升格过程中，一些学校脱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自

身实际，盲目向学术型研究型大学靠拢。这不仅影

响了我国高等教育院校的合理布局，也严重制约着

高校自身的发展。

英国教育家怀特海指出，“教育是教人们掌握如

何运用知识的艺术”。在他看来，单就传授知识这个

作用来说，自从１５世纪印刷术普及以来，可以说大学
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了。如果说大学必须传授

知识的话，那么它“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传授知

识。［６］６，１１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知识是一种被实践证明

具有价值、且能够被人们所复制的经验。理论创新正

是在这些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上，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

客观存在需要来进行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时代是

创新之母，实践是创新之源。离开了时代需要，离开

了现实关怀，再精美的理论也是没有价值的。

在高校升格潮中，很多地方高校盲目向学术型研

究型大学靠拢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定位不准确。“高

等学校的办学定位是指一所高校根据社会政治、经济

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及自身条件和所处的环境，从学校

的办学传统与自身条件出发，在明确自身优势和不足

的基础上，确定学校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战略地

位和发展方向。办学定位解决‘办怎样的高校’和

‘怎样办好学校’的问题，对高校的建设与发展具有统

领和引导作用。”［７］如果定位不准，就找不到发展的方

向和提升的空间，最终会因为违背国家教育发展的整

体战略而影响自身的长远发展。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２０１４年初，教育部开始“研
究制订关于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启

动实施国家和省级改革试点，引导一批本科高等学

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
２１日，教育部等三部委又颁布了《关于引导部分地
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进一

步明确了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具体目标，即应用技

术类型高等院校。

从我国当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来看，发展

应用技术类型高等院校也具有现实紧迫性。当前，

我国正处于产业快速升级转型阶段，“我国制造业

总体规模已经连续９年稳居世界第一，２０１８年我国
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达到２８．６％，我国有２２０
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全球占有率第一的产

品数量最多，超过 １７６０个”。这些数据说明，我国
产业结构正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这种

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亟需大量高层次高素质创新

型、复合型、应用型技能人才。 （下转第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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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研究

钱昌照１，张晓丹２

（１．北方工业大学 组织部，北京 １００１４４；２．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凤凰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１１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１０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校意识形态教育话语体系生成、转换与传播设计研究”

（１６ＪＤＳＺ２０１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基于大数据的高校学业辅导工作创新研究与实践”（ＢＪＳＺ２０１８ＺＤ０９）
作者简介：钱昌照（１９７７—），男，湖北黄梅人，博士，北方工业大学组织部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摘　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系列重要讲话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
许多创新性思想，为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要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工作为人民

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四个服务”问题；要深入研究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三个

培养”问题。

关键词：习近平；思想政治工作；立德树人；“四个服务”；“三个培养”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９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０２－０４

　　习近平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对当前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

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坚决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一）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

人生如屋，理想信念如柱。理想信念指引人生

方向，是人的“精神之钙”。“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

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

病’”。［１］１５我们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通过富有教

育意义的活动，有效引导学生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机结合，将个人前

途和民族、国家命运炽热相融。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

主义理论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

宣传教育，通过主题教育活动与课程渗透以及校园文

化陶冶等路径，引导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

科学社会主义信念，坚定“四个自信”，坚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强化社会责任意

识，立志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重任，以梦

为马，不负韶华，争做有理想有信念的好学生。

（二）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

爱国主义情怀，是炎黄子孙心系祖国的纽带与基

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基因，也是新时代新征程的强劲动力。我们必须加强

爱国主义教育，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根据学

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更新教育理念，丰富教育内容，

创新教育手段，着眼于“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

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２］，尤其要注重充分发挥

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引领作用，引导学生从热爱国家

的一草一木和壮丽河山做起，教育学生了解祖国灿烂

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增进学生对世情国情党情社情

的认识和了解，让爱国主义情怀融入学生的血液之

中，引导学生厚植“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家国情怀，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立志扎根于人民、奉献于国家，

建功立业于新时代，从“小我”走向“大我”，砥砺强国

之志，实践报国之行。

（三）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

子曰：“有才无德，小人也；有德无才，君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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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德才皆具者，圣人也。”（《资治通鉴》卷第一）国无

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人的品德修养是在社会生活

和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我们必须加强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既要引导学生加强自我修炼，内外

兼修，激励学生向上向善、孝老爱亲，从我做起，从身

边的小事做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

为”（《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一点一滴、踏踏实

实涵养品德，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又要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

活化，使其“接地气”（与不同受教育者的年龄与心

理特点相适应），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在知行合一

上下功夫，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弘扬主旋律，发挥正

能量，并养成良好的文明道德行为习惯，争做有大德

有善心的好学生。

（四）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

知识就是力量，见识就是未来。正如中国近代

大写意花鸟画宗师、美术教育家李苦禅所说：“鸟欲

高飞先振翅，人欲上进先求知。”在知识爆炸、竞争

激烈的当今社会，在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伟大时

代，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增长自己的知识见识，才能

不会被社会与时代所淘汰。打铁必须自身硬，自身

硬还须要打铁。知识见识是才与德的前提与基础，

才与德是知识见识的升华与发展。因此，我们必须

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我们必须深化课程改

革，坚持教学创新，真正把“水课”变成有难度、有深

度、有挑战度的“金课”。我们要引导学生树立终身

学习的观念，珍惜学习时光，勤奋学习，质疑问难，刻

苦钻研，增长见识，丰富学识。不仅要学习书本知

识，更要加强研究学习课外知识，广泛涉猎交叉学科

知识，“勤学、修德、明辨、笃实”，心无旁骛、持之以恒

地不断求索创新，在实践创新中倾听和探寻学问之

美。沿着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的方向前进，在实践

中成长，在创新中升华，争做有见识有本领的好学生。

（五）在培养奋斗精神上下功夫

“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３］坐而论道，不

如起而行之。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优

良传统，也是新时代青少年学生成长的必然要求。

有意义的人生因拼搏而出彩、因奋斗而生辉。人生

的价值是在奋斗中实现的，只有奋斗的人生才是幸

福的人生。奋斗的青春，才无愧无悔。我们要教育

引导学生立鸿鹄志、做奋斗者，自觉把个人奋斗融入

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之中，把高远志向熔铸在

脚踏实地的前进征程之中，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

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勇于奋斗的精神状态、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践行“实

干兴邦”的精神，勇于开拓，攻坚克难，刚健有为，顽

强拼搏，自强不息，争做有担当有作为的好学生。

（六）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

教育是一种心灵的唤醒，是一种人格的塑造，最

终极的价值取向就是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

此，我们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

还必须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为此，我们必须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努力构建完善的教育体系，健全

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协同育人的联动机制，形成

“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教育格局，

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

学的顽瘴痼疾，充分激发教育事业发展生机与活力，

以更丰富、更高质量的综合教育，着重培养可爱、可

信、可贵、可为的创新型、复合型和应用型的高素质

人才，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们必须引

导学生全面增强发展本领，培养和提高自身的综合

能力，尤其要培养与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

力，使其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自觉投身新时代

改革创新的潮流，以昂扬的“赶考”气势，以“钉钉

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争做有活力有魅

力的好学生。

教育工作者都必须深入分析新形势和新任务，

牢记立德树人的历史使命，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深邃的战略眼光和更宽广

的国际视野，把立德树人融入教育的各个领域和各

个环节，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

的根本标准。要转变立德树人的工作方法，切实做

好新时代教育“转时态”“转心态”“转语态”和“转

状态”的工作，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善于作为，找准

立德树人的切入点与突破口，种好“责任田”。教育

者要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努力工作来自觉传播知

识、思想和真理，努力塑造灵魂、生命和新人，着力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

靠接班人，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

识、有仁爱之心的好教师。

二、坚持以“四为”为主要目标

（一）坚持“为人民服务”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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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新时期思想政

治工作。我们党把执政为民作为出发点，思想政治

工作就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利

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

本”［４］。

思想政治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必须以人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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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为重，以体现和维护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只有

坚持这样的出发点，思想政治工作才有坚实的群众

基础，才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为人民服务，是我

们党的根本宗旨。人民满意不满意是我们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是我

国教育的根本宗旨。大学生是高校教育的主体，高

校的一切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以学生培养为核心，能

否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和接班人是衡量一所高校教育教学效益的根本指

标，这就要求高校除了要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的教

育教学外，还必须加强对学生的信仰信念教育。

（二）坚持“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发

展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过程。高等教育在坚持为

人民服务同时也必须坚持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

务。高等教育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必须为党治国理政提供坚实的

文化基础和人才支撑。坚持不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科学理论，并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理论奠定学生一生的思想基础，引导广大师生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

范践行者，并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强

化于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培育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才能实现“两

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

（三）坚持“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服务”

我们的大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必须要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为巩固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正确引导学生认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

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历史必然性，不断树立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和信心，

增强制度自信，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用青春激扬梦

想，用奋斗书写人生，自觉把个人梦想融入中国梦，

珍惜韶华，付诸实践，增长本领，为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坚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服务”

我们办社会主义大学，就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

方向。教育要坚持正确方向就是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始终坚持为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个大局和趋势。要因事

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教育引导青年学生为

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潮，努力掌

握科学文化知识，苦练本领，增长才干，与祖国同呼

吸共命运，与时代同进步，才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中体现自我价值，实现个人梦想，以个

人梦想的实现助力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三、坚持以“三个培养”为根本目的

（一）培养什么人

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是党对广大知

识分子的根本要求，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培养什么人

论述的核心内容。不管是又红又专还是德才兼备抑

或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最终目的都是强调学校

在教书育人、培养人才过程中必须注重政治过硬与

业务精湛的统一，强调摆正红与专、德与才、政治与

技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学校既要引导青年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远大理想

信念，又要掌握过硬的技术或专业技能，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如何培养人

结合高校和大学生特点，着眼“又红又专、德才

兼备、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主要内容，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员参与的高

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学生在高校生活，正

处在人生成长的“拔节孕穗期”，就好比小麦的“拔

节”“孕穗”和“灌浆”期。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具有

化人育人的本事，满足学生成长发展过程中的个性

化需求和期待，根据各自分工不同，各司其职，各负

其责，促进学生“灌浆”饱满。高校教育工作者需率

先垂范、将心比心，为学生的理想信仰塑造、世界观

价值观人生观培养、心理疏导、情感成长等提供专业

服务。将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想

学生之所想，急学生之所急。及时关注和推动解决

青年学生在学习生活、成才发展、权益维护等方面的

普遍性利益诉求。在工作中要善于运用“七育人”

的方式载体，善于运用网络新媒体新技术新手段，探

索运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系，避免教条式、填

鸭式、宏大叙事或的说教模式。将线上线下的思想

工作有机结合，既会“键对键”，又能“面对面”，努力

实现学生在哪里，思想政治工作就做到哪里，做到需

求出发，服务入手。努力在青年学生中培育和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创新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

将思想政治工作如“盐”一般溶解于学生大学生活

之中，让学生自然而然地吸收，做到春风化雨、润物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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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谁培养人

高校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高校办学

治校的首要问题，也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的关键所在。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指出，党中央作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的战略决策；强调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

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我们高校培养出来

的人才，是不是听党的话，是不是跟党走，是不是为

人民服务，是不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不是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为奋斗目

标，是不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也就是说是不是

心中有党、心中有国、心中有民，这事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事关党的执政之基，事关国家

的长治久安，其意义极为重大。如果人才培养的出

发点和根本目的出现了偏差，那么，人才的才华和专

业性越高，起的反作用就越大。长期以来，忽略、淡

化、回避、轻视“为谁培养人”的问题，恰恰是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动力不足、推力不够、找不到发力点的根

本原因。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就是教育的初心，不忘

这个初心，才能前进；没有方向的“前进”，可能恰恰

是倒退，至少是迷失。不忘根本点，中国高校才不会

成为新时代的“留美预备学校”，把辛辛苦苦培养了

十几年的顶尖人才拱手送给西方国家及其利益集

团；不忘根本点，高校学子才不会成为精致的利己主

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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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现状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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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调查发现，新时期艺术类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度较高，思想主流健康
向上。他们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立场坚定，道德认知良好。调查结果也反映出艺术类大

学生核心价值观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即对核心价值观内涵的认知有待加深，践行度有待提高。这

与艺术类大学生的自身特点、高校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社会有着密切联系。要遵循艺术类大学生发

展规律，创新教育教学模式，融合新媒体新技术，增强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时代感、针

对性，从而提升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

关键词：新时期；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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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最持久、最深层次的力量来自这个国
家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文艺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独特作用”。［１］艺术类大学

生肩负着未来文艺繁荣和文化建设的重要责任，他

们的核心价值观培育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有特殊意义。为准确反映当下转型期艺术类大学生

核心价值观状况，本文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对一些

高校的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状况进行了调查。

依据数据分析，呈现出转型背景下艺术类大学生核

心价值观状况，同时据此实况提出艺术类大学生培

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教育改进建议。

一、调查概况

为了准确把握现状，笔者带领团队，采用自行设

计的调查问卷，２０１８年暑期对河南省内外１０所高
校艺术类大学生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１０００份，回
收有效问卷９５２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５．２％，调查对
象基本情况如表１。问卷设计了４个方面的指标：
艺术类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与认同，自身的

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核心价值观的践行，高校核心

价值观的教育。

表１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性别

男 女

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共青团员 群众

宗教信仰

有 无

比例（％） ４９．３ ５０．７ ３４．６ ３３．２ ３２．２ ２．．３ ５３．６ ４４．１ ８．４ ９１．６

　　二、数据分析
通过调查表明，新时期艺术类大学生总体上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度高，思想主流健康向上，

绝大多数被调查者积极认同并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政治立场坚定，道德认知良好。这表明高

校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成效明显，艺术类大学生思想

状况呈现向上向好发展的良好趋势。与此同时，调

查结果也反映出新时期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方

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与其他普通大学生思想状况有

一定差异。如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倾向有一定比例，

对核心价值观内涵的认知有待加深，践行度有待提

高。这反映出高校针对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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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也有待创新和改进。

（一）认知与认同度差别大

艺术类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有着绝对的认知

度，从表２可以看出，只有０．４％的被调查者表明没
有听说过核心价值观，但是对核心价值观“不太了

解”和“完全不了解”的艺术类大学生比例高达

２９．３％；认为践行核心价值观“没有意义”和“说不
清楚”的比例为７．４％。在回答“核心价值观与自己
的学习、生活等方面联系”的问题时，有２８．２％的艺
术类大学生认为“没有联系”或者“说不清楚”，有

４５．４％的艺术类大学生认为核心价值观教育“没有
必要”或者“有无皆可”。这表明虽然几乎所有艺术

类大学生知道核心价值观，但是对核心价值观内涵

的认知却有待加深，认知度与认同度之间存在差异。

新时期艺术类大学生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价值观迷

茫、对核心价值观认知模糊等问题。也反映出高校

对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不够深入，对核

心价值观的内涵灌输不到位。这种认知与认同之间

存在较大差别的背后是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的效果

还没有达到。

表２　艺术类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与认同

问 题 选 项 结果比例（％）

你是否听说过核心价值观？
听说过

没有听说过

９９．６
０．４

你是否了解

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非常了解

基本了解

不太了解

完全不了解

１０．１
６０．６
２８．２
１．１

你认为践行核心

价值观的意义是什么？

促进个人发展

促进社会发展

没有意义

说不清楚

３３．２
５９．４
１．７
５．７

你认为核心价值观与自己的

学习、生活联系如何？

联系密切

有一定联系

没有联系

说不清楚

２１．３
５０．５
１１．５
１６．７

你如何看待大学生

核心价值观的教育？

非常有必要

没有必要

有无皆可

５４．６
２２．５
２２．９

　　（二）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发生偏差
调查发现，由于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与认知

度不同步，新时期艺术类大学生价值取向存在功利

主义倾向，价值标准存在偏差。在当前社会经济结

构转型的新时期，受多种因素特别是功利主义的影

响，少数艺术类大学生价值取向发生偏离。如表３
所示。在“判断人生价值大小的最主要依据是什

么”的问题中，有４２．９％的艺术类大学生选择了“拥

有财富的多少”或者“社会地位的高低”，只有

２８．６％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有
４５．２％的艺术类大学生认为“实现个人理想最重要
的因素”是“个人的社会关系”或者“个人运气”，认

为是“个人的努力”的不到５０％。需要重视的是，有
２３．３％的艺术类大学生“没有入党意愿”，另外有
３０．４％的艺术类大学生的入党动机是“有利于就
业”，有２６．７％的被调查者的入党动机则是“满足政
治荣誉感”。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艺术类大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缺乏，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明显，

社会不良风气对他们的负面影响较大，自身的政治

观念和政治参与意愿有待提升。

表３　艺术类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

问 题 选 项 结果比例（％）

判断人生价值大小的最主

要依据是什么

拥有财富的多少

社会地位的高低

对社会贡献大小

个人家庭的幸福

知识技能的高低

１６．８
２６．１
２８．６
１１．２
１７．３

实现个人理想的最重要的

因素是

运气

个人的社会关系

个人的努力

其他因素

１０．４
３４．８
４９．５
４．３

你是否有入党意愿，你的入

党动机是什么

为人民服务

有利于就业

满足政治荣誉感

没有入党意愿

１９．６
３０．４
２６．７
２３．３

　　（三）核心价值观践行度缺失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

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

悟它。”核心价值观只有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

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才能体现其内在功能，真正发

挥作用。在艺术类大学生践行核心价值观情况调查

中显示，尽管绝大部分艺术类大学生（有９２．６％的
艺术类大学生认为核心价值观“促进个人发展”和

“社会发展”）认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但只有

１８．７％的艺术类大学生能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始终
努力坚持以核心价值观为行动指南，这与只有

２０．８％的艺术类大学生“关注并主动参与”和核心
价值观有关的实践活动调查结果有着高度的契合

性。这表明了新时期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知

行不一”的状况。在“当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时，你的

反应是什么”的问题中，有２０．５％的艺术类大学生
选择了“直接走开”；对于是否会在关系自己切身利

益的状况下，坚守诚信的问题中，有３０．８％的艺术
类大学生选择“会”在就业应聘中造假；对于“大学

生考试作弊现象”，有２１．５％的艺术类大学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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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接受”，有 ２４．１％的艺术类大学生“说不清
楚”自己的态度，还有１．２％的被调查者“自己也曾
经有过作弊”。这些数数反映了社会道德缺失、诚

信危机等不良社会现象对艺术类大学生的负面影响

较大，造成部分艺术类大学生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

淡薄，核心价值观外化于行的表现欠佳。

表４　艺术类大学生践行核心价值观情况

问题 选 项
结果比

例（％）

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你是否

坚持以核心价值观为行动指

南

始终努力坚持

有时能做到

完全做不到

说不清楚

１８．７
５０．９
４．１
２６．３

对于学校和班级开展的核心

价值观实践活动你的做法是

什么

关注并主动参与

只是关注，但是不主动参与

不关注

２０．８
４９．１
３０．１

当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时，你的

反应是什么

主动提供帮助

打电话给警察等部门

直接走开

视具体情况而定

２１．６
２１．７
２０．５
３６．２

在参加一家竞争激烈的单位

招聘，你会在简历中造假吗

会

不会

不一定

３０．８
２５．７
４４．５

对于大学生考试作弊现象，你

的看法是什么

反对并抵制这种做法

可以接受

说不清楚

自己也曾经有过作弊

５３．２
２１．５
２４．１
１．２

　　（四）核心价值观教育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
存在的问题暴露出当前高校培育艺术类大学生

核心价值观的实效性有待增强，需要从教育教学方

法的改进、资源挖掘、教育教学途径和方式创新等方

面努力。在回答“你所在学校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效

果如何”的问题中，有３２．４％的艺术类大学生认为
是“一般”；２０．３％的被调查者直接认为“没有效
果”；认为效果“非常好”的只有２２．６％。显示艺术
类大学生对当前高校培育核心价值观成效的认可度

比较低。在选择“影响核心价值观最主要的因素”

时，选择“网络舆论”选项所占的比例最高，说明了

新时期现代媒体对大学生的影响度愈发增强，给教

育者提出了新问题。对于“你最希望通过什么途径

学习核心价值观”和“你认为培育大学生核心价值

观最为有效的途径是什么”的两个问题，选择“社会

实践活动”的艺术类大学生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别

是４０．４％和４０．６％，而选择“理论学习”或者“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比例分别是１７．３％和１４．９％，
是４个选项中所占比例最低的。选择“网络教育”
或者“网络等媒体宣传”的比例为２２．５％和２８．３％，
位列第二，这也再次凸显现代媒体对于艺术类大学

生的影响。

表５　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情况

问题 选 项
结果比

例（％）

你所在学校核心价值观的教

育效果如何

非常好

一般

不清楚

没有效果

２２．６
３２．４
２４．７
２０．３

你希望通过什么途径学习核

心价值观

理论学习

社会实践活动

文体活动

网络教育

１７．３
４０．４
１９．８
２２．５

你认为影响核心价值观最主

要的因素是什么

个人的思想观念

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现象

网络舆论

１６．２
１８．１
２２．５
１５．１
２６．１

你认为培育大学生核心价值

观最有效的途径是什么

榜样示范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

网络等媒体宣传

社会实践活动

１６．２
１４．９
２８．３
４０．６

　　三、原因解读
（一）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现状的主要原

因是自身特点所致

艺术类大学生与其它大学生群体相比，在文化

基础、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方面有着显著差异。在

进入大学之前，艺术类大学生的大量时间用于专业

课程的学习和专业技能的训练，文化基础相对薄弱，

导致他们进入大学后对文化课和公共课程的学习兴

趣不高，文化基础知识深入性和全面性不够。艺术

类大学生长期受到艺术熏陶，情感丰富，更加容易受

到舆论和外界因素的影响。同时他们擅长形象思

维，感性大于理性，思考问题相对简单直接，容易走

向极端。作为大学生中最为敏感和最具有创新意识

的群体，艺术类大学生思想开放，热衷于标新立异，

突出个性，所以集体观念和团队意识淡薄，常常以自

我为中心。艺术类大学生的家庭从小就对他们个人

的专业技能期望很高，使得艺术类大学生更为关注

自己的表现，行为表现形式世俗化，重自我轻他人，

重个人轻社会。由于专业特点，艺术类大学生经常

参加各种商业活动，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更大，

价值取向更加功利化。艺术类大学生心理素质与其

他类别大学生比较而言趋于成人化。这主要因为艺

术类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经常要离开家庭独自到

外地学习专业课，或者经常奔波参加各种活动和专

业考试，他们的心理更加趋于成熟。这些不同于其

他大学生群体的个性特点，造成艺术类大学生在核

心价值观上的表现也与众不同，缺乏践行核心价值

观的意愿，外化践行的行动力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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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现状的直接原

因是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针对性不强

无论是从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存在的问题

还是他们对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认可度，都说明

了当前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出现了偏差，实效性不

足。究其根本原因是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针对性

不强，缺乏吸引力和感染力。

高校面向艺术类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针对

性不强。不仅是艺术类大学生自身存在“重专业、

轻文化”的倾向，高校在制定教学计划和实施的具

体过程中，也普遍对艺术类大学生的文化课及思政

课教学重视不够，将绝大的部分的人力、物力放到大

学生的专业技能的提升，忽视针对他们综合素质的

培养和锻炼。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没有发挥。作为艺术类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和主阵地的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材针对所有大学生群体，没有考虑到艺术类

大学生文化基础的特殊性，同时缺乏有针对性的辅

助课本，教师的授课方法不灵活，造成本来就对文化

课程不感兴趣的艺术类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产

生更多的抵触情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应知应懂的知识了解不够，个人学习生活中应该

坚持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没有形成。

专业课教师应有的育人职责没有履行。艺术类

大学生的授课方式大多采取小班制或者是单独授

课，他们与专业课教师的交往相对较多，关系较为融

洽，“亲其师信其道”，这些专业课教师的思想观念

对艺术类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影响较大，但是这些

专业课教师的正向影响力没有有效发挥。其一，有

些专业课教师本身的核心价值观就有待提升，甚至

有时给学生传播一些不正确的或者消极的思想观

念；其二，有些专业课教师只重视传授专业技能，漠

视立德树人这一育人之本，在与学生的交往中忽视

对学生的价值观引导。

（三）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现状的外部原

因是社会环境的影响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２］，人的思想观念

的形成离不开所处社会的影响，思想活跃、感性思维

较强的艺术类大学生，在当前社会转型的新时期更

加容易受到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的劳动

和利益分配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在给人们生活带

来极大物质财富的同时，给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带来

了一些负面影响。伴随市场经济而来的功利主义、

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思想，使一些人形成了物质

利益至上的价值观，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单纯以个人

拥有的金钱和物质财富为唯一标准。这些错误的价

值观念虽然不是主流，但无时无刻的在侵蚀着艺术

类大学生的价值观。艺术类大学生的人生追求目标

发生了偏差，将判断人生价值的主要依据归结为个

人拥有财富的多少和社会地位的高低，而不是对社

会贡献的大小和个人技能水平的高低。诚信意识淡

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缺失，个人利害得失成为

一些艺术类大学生做出判断的主要考量。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加

剧，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纷纷入场，在拓宽人们

认识社会、发展自我视野的同时，一些消极的甚至是

极端错误的思想观念也不同程度地进入他们的头

脑。在这种泥沙俱下、美丑共存的多元文化冲击下，

艺术类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诸多的困惑和迷茫，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产生了动摇。西方主

要资本主义国家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更是利

用各种途径和机会，有目的有计划地渗透资本主义

社会的价值观，增大了培育艺术类大学生正确思想

政治素养的困难。

四、新时期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建议

（一）遵循艺术类大学生发展规律，增强核心价

值观教育的针对性

艺术类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如何

把握好自我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精神与功利等之间

的关系，更需要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因此，高校要依

据艺术类大学生的专业和个性特点，遵循他们独有

的成人成才规律，尊重艺术类大学生群体实际状况，

制定符合艺术专业特点的核心价值观教育目标；关

注他们的个性差异，改进核心价值观教育方法；增强

教育内容与艺术类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契合度，调整

教学方案，合理安排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

毛泽东同志有一句话：“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

实践中来。”社会实践活动是艺术类大学生认为最

有效并且最希望采用的核心价值观教育途径。增强

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针对性必须重视实

践活动的开展，在实践中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

修养和艺术鉴赏能力，而且能够提高他们的自我教

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能力，充分调动他们的主体

性意识，实现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目标。高校可以采

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通过参观艺术大师工

作室或者开展艺术讲座等途径，给艺术类大学生提

供更多与社会上艺术大师学习接触的机会，使他们

在与艺术大师接触中汲取艺术养分，提升综合素质。

实践活动不仅给艺术类大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才艺

的平台，而且是他们艺术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要在

精神和物质方面鼓励支持艺术类大学生主动参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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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艺术大赛和文艺活动。

（二）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提升核心价值观教育

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切实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

导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对大学生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应自觉承担起对

大学生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任

务。”［３］艺术类大学生本身对文化课兴趣不大，对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同样如此，甚至有抵触情绪，导

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掌握的不够理想。艺术类

大学生本身就有着理想化的倾向，再加上新时期社

会转型产生的各种突出矛盾使他们看到现实与理想

的差距越来越大，因而一些艺术类大学生对政治产

生不同程度反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存有偏见。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在保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根本

目标和任务的普遍性与艺术类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特殊性一致的前提下，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

式，编写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辅助教材，在统

筹解决好“自由与导向”“个性与标准”“薄弱与深

厚”和“形象与理论”等几对矛盾的基础上，将马克

思主义艺术理论、先进的艺术作品和德艺双馨的艺

术名家事迹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以“三位拓

展的方式，实现核心价值观有效地内化为艺术类大

学生的正确艺术精神追求，外化为引领时代的艺术

创作”［４］。

充分发挥专业课教师的正向影响力，推动核心

价值观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教师的品德操行、

价值取向、言行举止，对于学生有着深厚而持久的影

响，而且这种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５］专业课教

师要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和综合素质，坚持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艺术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有

意识地将核心价值观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力求

及时发现和解决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思想问

题。通过宣讲艺术大师高尚的爱国情怀、优秀的人

格品质和高超的艺术技能，引发艺术类大学生的情

感共鸣和思想转变。

（三）融合新媒体新技术，增强核心价值观教育

的时代感和吸引力

在当下信息化的新时期，大众传媒的作用与影

响是无法替代的，而且会愈发突出。高校必须因势

利导，充分融合新媒体新技术，遵循新媒体新技术互

动传播规律，主动占领网络阵地，通过“搭建网络交

互机制，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打造网络生活平台，

重视大学生情感关怀；优化网络教育载体，拓展大学

生交往渠道；强化网络监控管理，致力大学生实践养

成”［６］等途径，增强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核心价值观

教育的时代感和吸引力。

加强艺术类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对于大众传

媒的不良影响，不能因噎废食，禁止艺术类大学生接

触大众传媒，而是应该提高他们的媒介素养，充分发

挥艺术类大学生的主体性，增强他们对大众传媒信

息的甄别和选择能力，主动抵制不良信息的侵袭。

通过开设选修课、举办讲座、开展辩论赛等活动，旗

帜鲜明地宣讲网络虚拟世界应该遵循的法律法规，

提升艺术类大学生认识、分析和使用新媒体的能力。

要充分利用“朋辈效应”和“群体模仿效应”，通过转

发、点赞和评论等方式，有意识地在大学生中树立网

络舆论领袖典型，发挥他们的正向引导作用。

以人为本，推进网络教育载体优化和平台建设。

信息化时代高校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要了解大学

生对网络生活的需要，重视对他们的情感关怀，通过

情感交流，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和对核心价值观的

内心认同，实现艺术类大学生主动去接受核心价值

观教育的目标。“价值观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因

素，一是能不能接受，二是愿不愿意接受。”“愿不愿

意的问题始终是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否有效的关键和

难点。”［７］要创设平等交流、互相尊重的网络语境，

使艺术类大学生在情感上关心关注核心价值观，进

而将核心价值观外化为自己的实践。要将传统媒体

与现代媒体融合，综合运用网站、微信、微博和慕课

等手段，及时、准确地对艺术类大学生关注的热点和

话题做出回应，实现与大学生的实时对接，及时有效

地进行沟通与引导。要打造核心价值观专题教育网

站等主流教育平台，推动先进网络社团建设。在强

化网络监控管理的同时，建立核心价值观专题教育

网站等主流教育平台，旗帜鲜明地弘扬主旋律，以核

心价值观引导网络舆论，牢牢把握意识形态斗争的

主动权。通过先进网络社团建设，整合网络教育力

量，发挥艺术类大学生中先进分子的模范带头作用，

形成网上网下相互促进的网络教育工作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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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ｌｅａ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ｓｏｃｉ
ｅ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ｔｉｓ
ａｌｓｏｕｒｇｅｎｔ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ｔｈ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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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式启闭机主梁疲劳寿命预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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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门式启闭机主梁结构进行研究分析，确定出了裂纹部位，对危险部位疲劳裂纹进行分
类，并研究了线弹性裂纹与弹塑性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结合Ｆｏｒｍａｎ疲劳裂纹扩展公式和ｍｉｎｅｒ连
续损伤理论，推导出了门式启闭机主梁在恒定载荷与交变载荷作用下的疲劳寿命公式。该研究工况

与门式启闭机实际工况更加接近，且考虑了不同材质对疲劳裂纹的影响，较准确地预估出门式启闭

机的疲劳寿命，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关键词：门式启闭机；主梁；裂纹；寿命预估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９．０２．０２１
中图分类号：ＴＧ２３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１２－０４

　　 门式启闭机作为水利水电工程和大中型给排
水工程的必备设备，通过升降各类闸门，达到开启与

关闭闸门的目的［１］，如图１所示。门式启闭机主梁
结构及焊缝处经常要承受交变载荷的反复作用，在

主梁结构缺陷及焊缝应力集中位置会产生细小裂

纹，这些微小的裂纹在反复交变载荷作用下，日积月

累逐渐汇集扩展，最后扩展为较大、较长的疲劳裂纹

或裂缝［２］，这些裂纹与裂缝严重影响整个门式启闭

机主梁的疲劳寿命。本文对主梁结构进行分析研

究，并借助先进的探伤检测仪器，对门式启闭机主

梁进行探伤检测，找出裂纹部位，对检出的裂纹类

型进行分析、分类，研究门式启闭机主梁在不同的

材质下，线弹性裂纹与弹塑性裂纹的强度因子，以

及疲劳裂纹的扩展规律。利用 Ｆｏｒｍａｎ裂纹公
式［３］，推导门式启闭机在恒幅载荷作用下的疲劳

寿命，借助 ｍｉｎｅｒ连续损伤理论［４］，推导门式启闭

机在多级变幅载荷下的主梁疲劳寿命。研究工况

与门式启闭机实际工况更加接近，且考虑了不同

材质对疲劳裂纹的影响。

图１　门式启闭机工作图

１　门式启闭机裂纹产生的机理
１．１　裂纹产生的位置

门式启闭机主梁结构疲劳裂纹多发生在应力最

大和疲劳特性最薄弱的部位，通常集中在两处：其

一，发生在主梁内筋与腹板焊接的下部。如图２所
示。门式启闭机主梁内筋板常常通过断续焊［５］与

主梁焊接在一起，这些断点在交变载荷的日积月累

下，形成较大的应力集中点，产生微小的裂纹。门式

启闭机主梁筋板下部承受拉力，在拉力作用下，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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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裂纹不断聚集扩大，最后形成击穿门式启闭机

主梁下腹板的疲劳裂纹。其二，集中在门式启闭机

下翼缘板和腹板连接焊缝处。该处通常采用单边坡

口焊，施工人员无法对主梁内侧的焊缝进行夹渣、气

孔等初始缺陷处理［６］，且在主梁承受载荷时，此处

所受拉力最大。在各级最大拉力下，这些初始缺陷

不断扩张汇合，进一步形成较大的疲劳裂纹。通过对

一台在役水电站门式启闭机主梁结构进行表面渗透

检查和无损检测，我们验证了分析的正确性。

１．２　疲劳裂纹的类型
由断裂损伤理论可知，疲劳裂纹可以分为三

种类型［７］：撕开型、滑开型与张开型。撕开型裂纹

扩展方向与剪应力方向垂直，划开型裂纹扩展方

向与剪应力方向平行，张开型裂纹正应力（拉应

力）垂直于裂纹面，如图３所示。通过上文分析可
知，门式启闭机的主梁裂纹基本都是在拉应力的

情况下产生的，压应力情况基本不会产生疲劳裂

纹。而在役水电站门式启闭机主梁的危险部位，

在受拉的情况下，细小裂纹会拉开一定的位移，日

积月累会形成较大的裂纹。由于形成机理为拉应

力垂直作用于裂纹面，因此门式启闭机主梁裂纹

以张开型裂纹为主。

图２　裂纹部位 图３　张开型裂纹

２　疲劳裂纹研究
２．１　裂纹强度因子

门式启闭机主梁的裂纹处存在应力集中，而裂

纹会否发生扩张直至完全断裂，与裂纹尖端部位应

力场和应变场有关。如图４、图５（ＡＮＳＹＳ模拟下的
裂纹尖端应力场［８］）所示，应力场与应变场较强时，

裂纹扩展比较快，反之裂纹扩展就比较慢。通常采

用应力强度因子来表示裂纹与应力场和应变场之间

的关系，应力强度因子公式为

ΔＫ＝Ｋｍａｘ－Ｋｍｉｎ＝ＹｓΔσ π槡 ａ， （１）
其中：ΔＫ—应力强度因子；Ｙｓ—与裂纹类型和材质
有关的修正系数；Δσ—裂纹处的应力变化值。
２．１．１　线弹性裂纹应力强度因子

当门式启闭机的主梁材质为强度较高的钢材

时，由于钢材本身材质强度较高，受力变形主要为线

性变形，基本不产生塑性变形，所形成的疲劳裂纹也

都是线弹性裂纹，其裂纹尖端多为半椭圆形，取系数

Ｙｓ＝１．１２，代入式（１），得出线弹性情况下所对应的
强度因子为

ΔＫ＝１．１２Δσ π槡 ａ， （２）

图４　ＡＮＳＹＳ模拟下的

裂纹尖端应力场

图５　ＡＮＳＹＳ模拟下的

裂纹尖端应变场

２．１．２　弹塑性裂纹应力强度因子
门式启闭机一般跨度都比较大，对主梁刚度要

求较高，强度要求较低，一般中等强度以下的钢材都

能满足应力要求。在裂纹尖端部位应力场比较强，

应力集中也较大，在尖端部位就会形成一个不大的

塑性变形区，这个塑性变形区尺寸与疲劳裂纹尺寸

及结构件长度相对比小一个数量级，属于弹塑性情

况，这就需要对这个弹塑性区域加以修正，才能够适

合线弹性裂纹理论。对线弹性情况下的裂纹应力强

度因子计算公式（２）进行修正［９］，修正与裂纹有关

的系数Ｙｓ，由

Ｙｓ＝
１．１２

Ｊ（ｋ）２－０．２１２ σσ( )槡 ｓ

可得

ΔＫ＝ＹｓΔσ π槡 ａ＝
１．１２Δσ π槡 ａ

Ｊ（ｋ）２－０．２１２ σσ( )
ｓ槡
２
，（３）

其中：ｋ＝ｃａ；ｃ—疲劳裂纹宽度的二分之一；Ｊ（ｋ）—

裂纹的椭圆积分；σｓ—所用钢材的屈服点。
２．２　裂纹扩展速率

在断裂力学中，裂纹扩展速率用来表示裂纹在

交变载荷的作用下，每完成一次循环疲劳裂纹所增

加的长度，用ｄａ／ｄＮ来表示［１０］，其中 ａ代表裂纹长
度，Ｎ代表载荷循环次数。用双对数曲线 ｌｇｄａ／ｄＮ
－ΔＫ来表示裂纹扩展速率与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
子之间的关系，ｌｇｄａ／ｄｎ－ΔＫ的对数曲线按速率可
分为低（Ｉ）、中（ＩＩ）、高（ＩＩＩ）区域，如图６所示。

Ｉ区（低速裂纹扩展区）：随着裂纹尖端应力强
·３１１·



度因子ΔＫＩ的下降，裂纹的扩展速率也急剧下降，
当下降到 ΔＫＩ≤ΔＫｔｈ（ΔＫｔｈ为裂纹扩展的门槛值）
时，疲劳裂纹将停止扩展，也即安全裂纹。

ＩＩ区（中速裂纹扩展区）：ΔＫＩ＞ΔＫｔｈ，该阶段为
疲劳寿命的主要阶段，ｌｇｄａ／ｄＮ－ｌｇΔＫＩ有良好的对
数关系，通常在该区域进行疲劳寿命的预估。

ＩＩＩ区（高速裂纹扩展区）：随着 ｄａ／ｄＮ的不断
增大，裂纹由 ＩＩ区经过转折点 Ｂ２进入到 ＩＩＩ区；在
该区，裂纹的扩展速率快，构件会快速失稳断裂，一

般可以不考虑。

图６　裂纹扩展ｌｇｄａ／ｄＮ－ｌｇΔＫＩ关系曲线

３　门式启闭机寿命预估
３．１　疲劳裂纹扩展公式

以往关于起重机疲劳裂纹扩展公式，主要是

ｐａｉｒｓ裂纹公式，该公式能够推导出构件的疲劳寿
命，但未考虑应力比的影响，因此计算出的疲劳寿命

与构件实际寿命还是有一定的误差。笔者采用考虑

应力比修正后的ｐａｉｒｓ裂纹公式，也即Ｆｏｒｍａｎ公式，
得出疲劳裂纹的扩展寿命公式为

ｄａ
ｄＮ＝

Ｃ（ΔＫ）ｍ
（１－Ｒ）ＫＩＣ－ΔＫ

， （４）

式中：ａ—裂纹尺寸；Ｒ—应力比；ｃ，ｍ—与疲劳裂纹
类型、材质等相关的参数；ＫＩｃ—断裂韧度。
３．２　恒幅载荷下门式启闭机的寿命预估公式

当门式启闭机主梁结构承受恒幅不变载荷时，

只需对Ｆｏｒｍａｎ裂纹公式（４）积分，就可得出门式启
闭机在恒定不变载荷作用下的疲劳寿命。假定裂纹

的初始长度为 ａ０，裂纹的临界长度为 ａｃ，门式启闭
机的疲劳寿命则是由裂纹的初始长度直至扩展到临

界裂纹所经历的载荷循环次数，疲劳寿命为

Ｎｆ＝∫
ａｎ
ａ０

［（１－Ｒ）ＫＩｃ－ΔＫ］
Ｃ（ΔＫ）ｍ

ｄａ＝

（１－Ｒ）ＫＩｃ
Ｃ（Ｙ 槡Δσ π）ｉ（０．５ｍ－１）

１
ａ０．５ｍ－１( )
０

－ １
ａ０．５ｍ－１ｃ

－

１
Ｃ（ＹΔσ槡π）

ｍ－１（０．５ｍ－１．５）
１

ａ０．５ｍ－１．５０
－ １
ａ０．５ｍ－１．５( )
ｃ

。

（５）
３．３　变幅载荷下门式启闭机的寿命预估公式

恒幅载荷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实际的工作中，门

式启闭机经常要吊装不同重量的载荷，也即变幅载

荷。对于变幅载荷作用下门式启闭机的疲劳寿命的

预估，可将无级变幅载荷谱进行转换，使其转换为幅

值不相同的恒幅载荷。笔者将门式启闭机的载荷谱

分为八级，则与每级应力幅σｉ相对的载荷循环次数
是ｎｉ，得到新的转换后载荷谱；然后把这些转换后的
载荷谱分别代入恒幅载荷下门式启闭机的寿命估算

公式（５）中，可以求得在每级应力幅 σｉ的载荷循环
下，门式启闭机的疲劳寿命 Ｎｉ。再由 Ｍｉｎｅｒ连续累
计损伤理论，求得与之相对的损伤度Ｄ，其表达式为

Ｄ＝∑
ｋ

ｉ＝１
ｎｉ Ｎｉ， （６）

则可求得门式启闭机的总的载荷循环次数

Ｎｚ＝∑
ｋ

ｉ＝１
ｎｉ／Ｄ， （７）

再把恒幅载荷下的寿命预估公式（５）代入（７）式，
求得门式启闭机在变幅载荷下的寿命预估公式

Ｎｚ＝
∑
ｋ

ｉ＝１
ｎｉ

Ｄ ＝
∑
ｋ

ｉ＝１
ｎｉ

∑
ｋ

ｉ＝１

ｎｉ
Ｎｊｉ

， （８）

其中Ｎｆｉ为每级应力幅ｎｉ所对应的每级应力幅下的
恒幅载荷寿命，由恒幅载荷公式（５）求得。
４　工程实例

已知某中型水电站的一台在役的门式启闭机，

该门式启闭机为双主梁箱型结构，额定起重量１６０ｔ，
工作级别为Ａ５，该门式启闭机的跨度为２１ｍ，主梁
材质为Ｑ２３５钢。在一次例行检验时，发现在一侧主
梁跨中下翼缘板处有一条裂纹，经仔细测量，测得该

裂纹初始长度ａ＝０．５ｍｍ，深度ｃ＝１ｍｍ，临界裂纹
的长度为１００ｍｍ，该门式启闭机一侧主梁所受的最
大应力幅１７４．６ＭＰａ；已测得其一段时间内的应力
幅，如表１所示，试确定该门式启闭机有裂纹侧主梁
的总寿命。

由裂 纹 长 度 ａ、 裂 纹 深 度 ｃ， 计 算 得

ｋ＝ １－ ａ( )ｃ[ ]２
１
２
≈０．８６６，根据参考文献，可求出

Ｊ（ｋ）＝１．２１１１，再由弹塑性裂纹应力强度因子修正

系数，可得Ｙｓ＝
１．１２

Ｊ（ｋ）２－０．２１２ σ
σ( )
ｓ槡
２
＝０．９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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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往钢材实验可知，Ｑ２３５钢材 ｍ ＝３，Ｃ＝
２．６１×１０－１３。

将求得的参数以及各级应力幅和对应的循环次

数代入恒幅载荷作用下的寿命预估公式（５），求得

各级恒幅应力对应的循环次数，最后通过各级载荷所

占的比例以及变幅载荷下的寿命预估公式（８），求得
该在役门式启闭机主梁的寿命为Ｎｚ＝１．７５２×１０

６转。

表１　门式启闭机主梁应力幅

载荷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应力幅σｉ／（ＭＰａ） １７４．６ １６９．２ １４８．５ １２５．７ １０１．２ ７６．５ ６２．３ ４５．３
循环次数／ｎ １４５０ ２５００ ６５００ １１０３５ １５２０３ １１８９５ ５６９６ ２９５０

　　５　结论
（１）对门式启闭机裂纹成因进行分析，确定了

门式启闭机主梁结构裂纹的位置，对典型裂纹进行

分析分类，同时研究门式启闭机在不同的材质下线

弹性裂纹应力强度因子和弹塑性裂纹应力强度因

子，给出两种裂纹下裂纹的应力场和应变场，并对门

式启闭机典型裂纹的扩展规律进行研究分析。

（２）借助Ｆｏｒｍａｎ裂纹公式，推导出门式启闭机
在恒幅载荷作用下的疲劳寿命，并通过 ｍｉｎｅｒ连续
损伤理论，推导出门式启闭机在多级变幅载荷下的

主梁疲劳寿命。该公式不仅能够较准确地计算出门

式启闭机的疲劳寿命，而且也适用于其他类似机械

设备的疲劳寿命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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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和 Ｎｄ对多道次固相合成 ＡＺ３１－ＲＥ镁合金
腐蚀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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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瀚霆化工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陕西 榆林 ７１８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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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康永（１９８１—），男，陕西富平人，博士，榆林市瀚霆化工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从事高分子复合材料以

及金属材料研究工作。

摘　要：采用固相合成技术制备 ＡＺ３１屑一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Ｃｅ五次挤压试样及 ＡＺ３１－Ｎｄ
五次挤压试样，并用ＡＺ３１铸锭一次挤压试样作为参考。质量分数为３．５％的ＮａＣｌ溶液作为腐蚀介
质，比较试样腐蚀后的宏观形貌和微观组织。结果表明：试样表面发生很明显的点腐蚀，Ｃｌ－加速了
ＡＺ３１镁合金的腐蚀。在相同时间下，试样发现腐蚀严重程度由低到高依次为 ＡＺ３１铸锭一次挤压
试样、ＡＺ３１屑一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Ｃｅ五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Ｎｄ五次挤压试样。腐蚀４ｈ时所有
试样的腐蚀速率均达到最大，其中ＡＺ３１－Ｎｄ五次挤压试样腐蚀速率为０．６４１ｍｇ·ｃｍ－２·ｈ－１；腐蚀
６４ｈ时所有试样的腐蚀速率均最小，ＡＺ３１－Ｎｄ五次挤压试样腐蚀速率为０．２９１ｍｇ·ｃｍ－２·ｈ－１。

关键词：固相合成；微观组织；腐蚀速率；组织分析；失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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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镁合金的耐蚀性能较低，已成为镁合金发展的
障碍，镁合金在人体和海洋中应用较广，然而其极低

的耐蚀性迫切需要得到解决［１］。模拟海洋和人体

中质量分数为３．５％的 ＮａＣｌ溶液作为腐蚀介质，通
过固相合成技术制得试样，将其放在腐蚀介质中进

行试验，进一步探索 ＡＺ３１镁合金中加入稀土元素
Ｃｅ和Ｎｄ对ＡＺ３１－ＲＥ镁合金腐蚀性能的影响［２］。

目前，稀土元素对含 ＡＺ３１镁合金耐腐蚀性能
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混合稀土或单一稀土含量对

合金组织和耐蚀性的影响。ＡＺ３１镁合金是变形镁
合金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合金，但有关多种稀土元

素对含ＡＺ３１镁合金组织及腐蚀性能的影响对比研
究较少。添加稀土元素，从根本上改变 ＡＺ３１相组
成、微观组织和结构，这对于研究 ＡＺ３１镁合金具有
重要意义［３］。本文旨在对固相合成 ＡＺ３１－Ｃｅ及
ＡＺ３１－Ｎｄ镁合金腐蚀性能进行研究。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主要仪器

ＸＡ５０３２立式升降台铣床、ＷＥ－６０液压万能试

验机、自制分体式电阻炉、金相抛光机、ＯＬＹＭＰＵＳ－
ＧＸ７１光学显微镜。
１．２　试样制备

将ＡＺ３１镁合金铸锭与 Ｍｇ－３０％Ｎｄ（质量分
数）中间合金铸锭，用ＸＡ５０３２立式升降台铣床车削
成（３～５）ｍｍ×２ｍｍ×０．２ｍｍ大小的碎屑，ＡＺ３１镁
合金成分如表１。

表１　试验用ＡＺ３１镁合金的化学成分

元素 Ａｌ Ｚｎ Ｍｎ Ｓｉ Ｃｕ Ｆｅ Ｍｇ

质量分数／％ ２．８０ １．００ ０．２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其余

　　计算 Ｍｇ－３０％Ｃｅ中间合金与 ＡＺ３１镁合金屑
混合成分，混合后使 ＡＺ３１－Ｃｅ镁合金中含 ２．５％
Ｃｅ。先将ＡＺ３１镁合金屑放入机械混料机中，再放
入Ｍｇ－３０％Ｃｅ屑，操作时机械混料机转速为８０ｒ／
ｍｉｎ，时间为２４０ｍｉｎ，使配料混合均匀，然后进行冷
压，将混合屑放在挤压机中缓慢挤压挤出型材。接

下来进行热挤，挤压工艺为：挤压温度３６０℃，挤压
比２５１，挤压饼大小为Ф４０ｍｍ×４０ｍｍ，保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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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ｍｉｎ。挤出试棒直径为７ｍｍ，将其切割成１５ｍｍ
长的试棒。热挤出的小棒重复进行５次，挤压过程
采用的参数保持不变。

制取ＡＺ３１－Ｎｄ的方法同上，采用固相合成技
术，将Ｍｇ－３０％Ｎｄ中间合金和 ＡＺ３１铸锭削成屑，
按照含Ｎｄ３．０％的成分配比将 Ｍｇ－３０％Ｎｄ中间合
金屑和ＡＺ３１镁合金屑一起放入机械混料机中混合
均匀，冷压缓慢挤出坯锭，然后将坯锭放在热挤所需

的套筒里，加热至所需温度后保温一段时间，然后缓

慢挤出型材。

通过固相合成制得 ＡＺ３１铸锭一次挤压试样、
ＡＺ３１屑一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Ｃｅ五次挤压试样及
ＡＺ３１－Ｎｄ五次挤压试样。用挤压机将合金挤压成
Ф７ｍｍ圆柱棒，机械切割试棒长Ф７ｍｍ×１５ｍｍ圆
柱试样。

１．３　试样比较
以ＡＺ３１镁合金为研究对象，采用固相合成制

得ＡＺ３１铸锭一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屑一次挤压试
样、ＡＺ３１－Ｃｅ五次挤压试样及ＡＺ３１－Ｎｄ五次挤压
试样，将其放入质量分数为３．５％的 ＮａＣｌ溶液中进
行腐蚀，比较试样腐蚀后耐蚀性的差异。

（１）用数码相机记录试样腐蚀后的宏观形貌，
在相同腐蚀时间下，比较４种试样表面腐蚀的深浅
程度。

（２）用金相显微镜观察试样腐蚀后的微观组
织，确定试样的腐蚀类型，分析腐蚀原因。

（３）采用失重法，计算试样的腐蚀速率，绘制腐
蚀速率随时间变化图，得出随着时间的延长，腐蚀速

率变化的趋势。观察试样在相同时间下的腐蚀速

率，比较试样腐蚀的快慢。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腐蚀宏观形貌分析

通过数码相机记录 ＡＺ３１铸锭一次挤压试样、
ＡＺ３１屑一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Ｃｅ五次挤压试样及
ＡＺ３１－Ｎｄ五次挤压试样分别腐蚀８ｈ，１６ｈ，３２ｈ和
６４ｈ后的表面宏观形貌，如图１所示。

从图１中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延长，试样表面
腐蚀程度明显变大，ＡＺ３１铸锭一次挤压试样表面完
整性保持最好，ＡＺ３１屑一次挤压表面保持完整性次
之，ＡＺ３１－Ｃｅ五次挤压试样表面腐蚀比 ＡＺ３１铸锭
一次挤压试样严重，表面腐蚀最严重的是ＡＺ３１－Ｎｄ
五次挤压试样。综上，腐蚀后表面腐蚀保持完整性

由好到次依次为 ＡＺ３１铸锭一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屑
一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Ｃｅ五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Ｎｄ
五次挤压试样。

图１　数码相机记录试样腐蚀后的宏观形貌
２．２　腐蚀微观形貌分析

图２为试样腐蚀８ｈ后的金相显微照片。通过
图２可以明显看到试样表面发生很明显的点蚀反
应。ＡＺ３１表面可以产生钝化膜，但由于 Ｃｌ－的迁移
和扩散，加速了ＡＺ３１镁合金表面钝化膜的破坏，降
低了ＡＺ３１镁合金的抗腐蚀性［４－５］。

图２　试样腐蚀８ｈ后的金相显微照片

观察图２（ａ），ＡＺ３１铸锭一次挤压试样点蚀作
用最少，表面保持较完整；观察图２（ｂ），ＡＺ３１屑一
次挤压试样腐蚀表面点蚀均匀分布，说明固相合成

技术使其组织均匀，提高了 ＡＺ３１屑的耐腐蚀能力；
观察图２（ｃ）和（ｄ），加入２．５％Ｃｅ和３．０％Ｎｄ的固
相合成 ＡＺ３１－ＲＥ镁合金，未能使 ＡＺ３１镁合金腐
耐蚀性能提高，反而使其腐蚀性能下降；ＡＺ３１－Ｎｄ
五次挤压试样点蚀反应较均匀，腐蚀程度较深。图

２中，腐蚀最严重的是 ＡＺ３１－Ｎｄ五次挤压试样，其
余依次为：ＡＺ３１－Ｃｅ五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屑一次挤
压试样、ＡＺ３１铸锭一次挤压试样。
２．３　腐蚀速率分析
２．３．１　质量变化表示的腐蚀速率

这种表示法的依据是金属被腐蚀前与被腐蚀后

的质量将发生变化。承受腐蚀的金属表面积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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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时间长短等都与腐蚀质量变化有关［６－７］。测量

腐蚀前后试样的质量（腐蚀后的试样要进行去除腐

蚀产物、清洗、吹干），采用质量变化表示法计算腐

蚀速率，计算公式［８－９］为

ｖ＝
ｍ１－ｍ２
ｓ·ｔ （１）

式中：ｖ—腐蚀速率，ｍｇ·ｃｍ－２·ｈ－１；ｍ１—腐蚀前的

质量，ｇ；ｍ２—腐蚀后的质量，ｇ；Ｓ—试样表面积，
ｃｍ２；ｔ—腐蚀时间，ｈ。

图３分别为ＡＺ３１铸锭一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屑
一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Ｃｅ五次挤压试样和 ＡＺ３１－
Ｎｄ五次挤压试样按质量变化表示的腐蚀速率随时
间变化的曲线。

图３　试样腐蚀速率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经测试发现，ＡＺ３１铸锭一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屑
一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Ｃｅ五次挤压试样和 ＡＺ３１－
Ｎｄ五次挤压试样的腐蚀速率随时间的延长而降低，
最后逐渐趋于平稳；腐蚀８～１６ｈ时，腐蚀速率变化
最快；腐蚀６４ｈ后试样趋于稳定，腐蚀速率最低。４
种试样在腐蚀４ｈ时按质量变化表示的腐蚀速率分别
为０．３２１，０．３４２，０．６３５，０．６４１ｍｇ·ｃｍ－２·ｈ－１；在腐
蚀６４ｈ时按质量变化表示的腐蚀速率分别为０．０３３，
０．０５２，０．１９８，０．２９１ｍｇ·ｃｍ－２·ｈ－１。其中ＡＺ３１－
Ｃｅ五次挤压试样和 ＡＺ３１－Ｎｄ五次挤压试样腐蚀
速率变化更明显。腐蚀时间相同时，试样腐蚀速率

由高到低排序为：ＡＺ３１－Ｎｄ五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
Ｃｅ五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屑一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铸
锭一次挤压试样。说明 ＡＺ３１镁合金中含质量分数
为２．５％的Ｃｅ或３．０％的Ｎｄ时，不能提高ＡＺ３１镁
合金的耐蚀性，反而降低了其耐蚀性。

２．３．２　腐蚀深度表示的腐蚀速率
从材料腐蚀破坏对工程性能（强度、断裂等）的

影响来看，确切掌握腐蚀破坏的深度有重要意

义［１０－１１］。当均匀腐蚀时，腐蚀深度（Ｄ深）可以通过
腐蚀前后的质量变化，经过换算得到，换算公

式［１２－１４］为

Ｄ深 ＝８．７６×
ｍ１－ｍ２
Ｓ×ｔ×ρ

， （２）

式中：Ｄ深—腐蚀深度，ｍｍ·ａ
－１；ｍ１—腐蚀前的质

量，ｇ；ｍ２—腐蚀后的质量，ｇ；Ｓ—试样表面积，ｃｍ
２；

ｔ—腐蚀时间，ｈ；ρ—金属的密度，ｇ·ｃｍ－３。
图４分别为ＡＺ３１铸锭一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屑

一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Ｃｅ五次挤压试样和 ＡＺ３１－
Ｎｄ五次挤压试样按腐蚀深度变化表示的腐蚀速率
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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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试样腐蚀深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对比ＡＺ３１铸锭一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屑一次挤
压试样、ＡＺ３１－Ｃｅ五次挤压试样及ＡＺ３１－Ｎｄ五次
挤压试样在相同腐蚀时间下的腐蚀速率（腐蚀深

度），可以看到试样腐蚀速率随着时间的延长均趋

于下降，当达到一定值后，又趋于稳定。ＡＺ３１铸锭
一次挤压试样在８～１６ｈ腐蚀速率变化最快，试样放
入４ｈ时腐蚀速率最大，腐蚀速率为１．５６×１０－３ｍｍ
·ａ－１；试样放入６４ｈ时腐蚀速率最小，腐蚀速率为
０．１６１×１０－３ｍｍ·ａ－１。ＡＺ３１屑一次挤压试样在腐
蚀开始时，腐蚀深度变化较快，３２ｈ后腐蚀深度开始
缓慢变化，直至达到一个稳定趋势；试样放入４ｈ时
腐蚀速率最大，腐蚀速率为１．６５４×１０－３ｍｍ·ａ－１；
试样放入６４ｈ时腐蚀速率最小，腐蚀速率为０．２４３
×１０－３ｍｍ·ａ－１。ＡＺ３１－Ｃｅ五次挤压试样在 ８～
１６ｈ腐蚀速率降低较快，在４～８ｈ和３２～６４ｈ腐蚀
速率变化平稳；试样放入４ｈ时腐蚀速率最大，腐蚀
速率为３．０６６×１０－３ｍｍ·ａ－１；试样放入６４ｈ时腐蚀
速率最小，腐蚀速率为 ０．９６４×１０－３ｍｍ·ａ－１。
ＡＺ３１－Ｎｄ五次挤压试样放入４ｈ时腐蚀速率最大，
腐蚀速率为３．１１５×１０－３ｍｍ·ａ－１；试样放入６４ｈ时
腐蚀速率最小，腐蚀速率为１．４１６×１０－３ｍｍ·ａ－１。
在相同腐蚀时间下，腐蚀速率由大到小的顺序是

ＡＺ３１－Ｎｄ五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Ｃｅ五次挤压试
样、ＡＺ３１屑一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铸锭一次挤压试

样。

３　结论
固相合成 ＡＺ３１镁合金，使合金的晶粒变得细

小，多次挤压使晶粒更加细小。失重法计算腐蚀速

率，发现 ＡＺ３１－Ｎｄ五次挤压试样腐蚀速率最大，
ＡＺ３１－Ｎｄ五次挤压试样腐蚀速率次之，ＡＺ３１铸锭
一次挤压试样的腐蚀速率最小；经金相观察试样表

面，发现试样表面发现明显的点蚀，这是由于 Ｃｌ－的
扩散与迁移，使镁合金表面的钝化膜破坏，加速了试

样的腐蚀。

通过数码相机观察试样表面宏观形貌变化，发

现试样随着腐蚀时间的延长，腐蚀程度加大，腐蚀程

度由小到大依次为：ＡＺ３１铸锭一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
屑一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Ｃｅ五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
Ｎｄ五次挤压试样。

通过金相显微镜观察试样腐蚀后的微观组织变

化，发现试样发生很明显的点腐蚀，并且挤压次数越

多，点腐蚀反应越均匀。试样发生点腐蚀反应面积

由低到高依次为：ＡＺ３１铸锭一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屑
一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Ｃｅ五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Ｎｄ
五次挤压试样。

通过失重试验，发现随着腐蚀时间的延长，试样

腐蚀速率变小。在相同腐蚀时间下，腐蚀速率由大

到小依次为：ＡＺ３１铸锭一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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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试样、ＡＺ３１－Ｃｅ五次挤压试样、ＡＺ３１－Ｎｄ五
次挤压试样。

ＡＺ３１镁合金中加入质量分数为２．５％的 Ｃｅ及
３．０％的Ｎｄ，无法改善 ＡＺ３１镁合金的耐蚀性，反而
降低了ＡＺ３１的耐腐蚀性。

腐蚀时间在４ｈ时所有试样的腐蚀速率都达到
最大，其中 ＡＺ３１－Ｎｄ五次挤压试样腐蚀速率为
０．６４１ｍｇ·ｃｍ－２·ｈ－１，ＡＺ３１铸锭一次挤压试样腐
蚀速率为０．３２１ｍｇ·ｃｍ－２·ｈ－１；在６４ｈ所有试样
的腐蚀速率最小，其中，ＡＺ３１－Ｎｄ五次挤压试样腐
蚀速率为０．２９１ｍｇ·ｃｍ－２·ｈ－１，ＡＺ３１铸锭一次挤
压试样腐蚀速率为０．０３３ｍｇ·ｃｍ－２·ｈ－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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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Ｚ３１－Ｃｅｆｉｖｅｔｉｍｅｓ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ｓａｍｐｌｅ，ａｎｄＡＺ３１－Ｎｄｆｉｖｅｔｉｍｅｓ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ｓ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ａｌｌｓａｍ
ｐｌｅｓｗａｓａｔ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ｔ４ｈ，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ＡＺ３１－Ｎｄｗａｓ０．６４１ｍｇ·ｃｍ－２·ｈ－１．Ａｔ６４ｈ，ｔｈｅｃｏｒｒｏ
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ａｌｌ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ａｓａｔｍｉｎｉｍｕｍ，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Ｚ３１－Ｎｄｓａｍｐｌｅｗａｓ０．２９１ｍｇ·ｃｍ－２·ｈ－１．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ｍｉｃｒ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ｅｉｇｈｔ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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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ＶＣ６．０集成了一个测试函数执行时间的工具，为开发对运行速度有较高要求的程序带
来了方便，但是该工具在某些情况下给出的结果很不可靠。通过例程证明了这种情况的存在，提出

了测试具有更高可信度之函数执行时间的方法，并通过实验证明了其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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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Ｃ＋＋程序可以获得很高的运行速度，而许多
情况下对程序的运行速度有着很高的要求，特别是

需要实时处理大量信息的时候。但是 Ｃ／Ｃ＋＋程序
写出后往往还需要进行优化来提高速度。常用的优

化技巧包括：尽量采用自增、自减运算和赋值缩写，

利用指针法访问数组，合理使用内联函数和寄存器

变量，采用位运算代替一些乘法或除法运算，尽可能

将浮点数运算转化为整数运算，正确运用内存拷贝

函数，等等［１－４］。

对程序优化后通常需要测试运行速度，以便确

认取得了优化效果并了解优化程度。文献［５］通过
编程测试程序运行时间，这非常麻烦，并且仅适用于

它小于一个时间片。实际上，ＶＣ６．０作为许多高校
教学平台程序员惯用的开发工具，其内部集成了一

个使用非常方便的测试工具，可以用来测试程序中

各个函数的执行时间，已经在不少方面获得了应

用［３－４］。然而实验证明，在某些情况下该工具所给

的测试数据非常不可靠。为此，提出了获得具有更

高可信度之函数执行时间的方法。

１　实验用程序及集成测试工具使用方法
１．１　实验用程序

利用ＶＣ６．０新建Ｗｉｎ３２Ｃｏｎｓｏｌ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类
型的空白项目，然后添加头文件 ＭｙＣｌａｓｓ．ｈ，内容如
下（为节省篇幅，对代码做了尽可能的简化，并利用

先注释掉部分代码再逐步修改的方法，将本研究所

用的多个程序揉和在了一起，下同）：

ｅｘｔｅｒｎｉｎｔｘ；
ｃｌａｓｓＡ｛ｐｕｂｌｉｃ：
　　／／Ａ（）｛ａ＝ｘ＋＋；｝ ／／标记①
　　／／～Ａ（）｛ａ＝０；｝ ／／标记②
　　／／Ａ（）； ／／标记③
　　／／～Ａ（）； ／／标记④
　　ｉｎｔａ；｝；
ｃｌａｓｓＢ｛ｉｎｔｂ；｝；
接着添加源文件ＭｙＣｌａｓｓ．ｃｐｐ，内容如下：
＃ｉｎｃｌｕｄｅ＂ＭｙＣｌａｓｓ．ｈ＂
／／Ａ：：Ａ（）｛ａ＝ｘ＋＋；｝ ／／标记⑤
／／Ａ：：～Ａ（）｛ａ＝０；｝ ／／标记⑥
最后添加源文件ｍａｉｎ．ｃｐｐ，内容如下：
＃ｉｎｃｌｕｄｅ＜ｉｏ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ｃｌｕｄｅ＂ＭｙＣｌａｓｓ．ｈ＂
ｕｓｉｎｇｎａｍｅｓｐａｃｅｓｔｄ；
ｉｎｔｘ＝１；
ｖｏｉｄｆｕｎｃ（）｛Ａｐ＝ｎｅｗＡ［１００］；ｄｅｌｅｔｅ［］ｐ；｝
ｖｏｉｄｃｏｎｓｕｍｅ（）｛Ｂｐ＝ｎｅｗＢ［１００］；ｄｅｌｅｔｅ［］ｐ；｝
ｖｏｉｄｍａｉｎ（）｛
　ｆｏｒ（ｉｎｔｉ＝０；ｉ＜１００００；ｉ＋＋）｛／／标记⑦
　　／／ｃｏｎｓｕｍｅ（）； ／／标记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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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ｕｎｃ（）；｝｝ ／／标记⑨
程序中，ｆｕｎｃ（）函数先利用矢量形式的 ｎｅｗ运

算符动态创建变量数组，再利用矢量形式的 ｄｅｌｅｔｅ
运算符动态释放内存，为主要测试对象。ｃｏｎｓｕｍｅ
（）函数的功能与它相同，不过创建对象时所用类型

不同，其作用后面说明。

１．２　集成测试工具使用方法
利用ＶＣ６．０提供的工具测试函数执行时间的

完整步骤是：①单击 Ｂｕｉｌｄ弹出菜单上的 Ｓｅｔ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菜单项，设置程序的当前编译、运行版
本为 Ｄｅｂｕｇ或 Ｒｅｌｅａｓｅ版。②同时按下 Ａｌｔ和 Ｆ７
键，在弹出的对话框的 Ｌｉｎｋ选项卡上，选中 Ｅｎａｂｌｅ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复选框。③单击 Ｂｕｉｌｄ弹出菜单上的 Ｒｅ
ｂｕｉｌｄＡｌｌ菜单项，编译、链接程序。④单击 Ｂｕｉｌｄ弹
出菜单上的Ｐｒｏｆｉｌｅ菜单项，在弹出的对话框上确保
单选按钮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ｉｎｇ处于选中状态，再点击 ＯＫ
按钮启动测试。程序退出后在 Ｏｕｔｐｕｔ面板上的输
出窗口即可看到各函数的执行时间，此后步骤可以

简化，不必每次都完整进行。

输出结果中，ＦｕｎｃＴｉｍｅ称为函数的部分总执行
时间，它是多次调用所需时间的总和，但是不包括在

其内部调用其他函数所需时间。Ｆｕｎｃ＋ＣｈｉｌｄＴｉｍｅ
称为总执行时间，它是多次调用所需时间的总和，且

包括在其内部调用其他函数所需时间，将其除以调

用次数即为前面所说的函数执行时间。ＨｉｔＣｏｕｎｔ
为函数调用次数，Ｆｕｎｃｔｉｏｎ为对应的函数。
２　问题的发现
２．１　发现问题所用程序

上述程序称为设计１。在其基础上：将标记①
所在行前面的注释符号删除后的程序称为设计２；
将标记②所在行前面的注释符号删除后的程序称为
设计３；将这两行前面的注释符号同时删除后的程
序称为设计４。

按照Ｃ＋＋编程思想，ｎｅｗ运算符内部首先调用
ｍａｌｌｏｃ（）函数动态分配内存，再调用自定义类型的
构造函数初始化对象；ｄｅｌｅｔｅ运算符内部首先调用
自定义类型的析构函数清除对象，再调用 ｆｒｅｅ（）函
数动态释放内存［６］。因此，可用来比较没有自定义

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仅有前者、仅有后者、二者皆

有等情况下ｆｕｎｃ（）函数执行时间的差异。
２．２　实验条件与测试结果

实验所用计算机型号为 ＬｅｎｏｖｏＧ５０－７０ｍ，操
作系统为Ｗｉｎ１０，其ＣＰＵ为ＩｎｔｅｌＣｏｒｅｉ３－４０３０Ｕ，主
频为１．９０ＧＨｚ，下同。分别在 Ｄｅｂｕｇ和 Ｒｅｌｅａｓｅ版
下对 ｆｕｎｃ（）函数的总执行时间测试 １０次。对于

Ｒｅｌｅａｓｅ版，优化策略为最大速度，下同。
由于操作系统的多任务特性，每次运行程序同

一函数的执行时间存在明显差异。为此采取的措施

有：利用ｆｏｒ循环增加函数总执行时间的有效位数
并减小波动幅度，若某次测试结果偏离平均值太多

则舍弃重测，对总执行时间测试多次求平均值，等

等。得到测试数据后计算平均总执行时间及标准偏

差，结果如表１所示。ＶＣ６．０给的时间以 ｍｓ为单
位，小数点后面有３位数字。考虑到数据的波动性，
仅给出了２～３位数字，下同。

表１　设计１～４中ｆｕｎｃ（）函数的总执行时间 ｍｓ

版本 设计１ 设计２ 设计３ 设计４
Ｄｅｂｕｇ ７．７±０．３ １９８±５ １９７±６ ３８８±８
Ｒｅｌｅａｓｅ ４．０±０．３ ８．０±０．８ １６８±５ ３３７±７

２．３　测试结果分析
设计２～４的平均总执行时间均比设计１的对

应值大许多。这是因为没有自定义构造函数和析构

函数时，ｎｅｗ运算符会调用默认构造函数，ｄｅｌｅｔｅ运
算符会调用默认析构函数，而默认构造函数和析构

函数皆为空函数，执行速度一定比自定义构造函数

和析构函数快许多。Ｒｅｌｅａｓｅ版的平均总执行时间
小于Ｄｅｂｕｇ版的对应值。这是因为Ｄｅｂｕｇ版需要嵌
入调试信息而Ｒｅｌｅａｓｅ版不需要。

Ｄｅｂｕｇ版下设计２和３的平均总执行时间大约
相等。这是因为自定义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差别很

小，二者的执行时间差别应该不大，而默认构造函数

和析构函数的执行时间差别也应该不大。Ｄｅｂｕｇ版
下设计４的平均总执行时间大约为设计２与３平均
总执行时间之和再减去设计１的平均总执行时间。
根据上述分析，正应该如此。问题是，Ｒｅｌｅａｓｅ版下
设计３的平均总执行时间大约为设计２的２０倍，设
计４的平均总执行时间大约为设计３的２倍，这不
符合预期。而Ｒｅｌｅａｓｅ版下函数的执行时间通常是
最应该关心的。

３　假设与验证
３．１　引起问题之原因的假设

经过仔细观察发现，Ｒｅｌｅａｓｅ版下对于设计２进
行测试时，在ＶＣ６．０给的结果中找不到执行自定义
构造函数的总执行时间，对于设计３有自定义析构
函数的总执行时间，对于设计４二者皆有。然而很
容易证明，对于设计２程序运行时确实调用了自定
义构造函数。于是可以假设：对于使用了矢量形式

之ｎｅｗ和ｄｅｌｅｔｅ运算符的函数，测试其Ｒｅｌｅａｓｅ版执
行时间时，测试工具在仅有自定义构造函数情况下

未统计自定义构造函数的执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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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假设的具体化
为了使假设更具体，在设计１的基础上，将标记

③和⑤所在行前面的注释符号同时删除后的程序称
为设计５；将标记④和⑥所在行前面的注释符号同
时删除后的程序称为设计６；将这四行前面的注释
符号同时删除后的程序称为设计７。设计５～７与
设计２～４的区别在于，自定义构造函数和（或）析
构函数皆由内联成员函数变成了非内联成员函数。

按照同样的方法对设计１和设计５～７中 ｆｕｎｃ（）函
数的总执行时间进行测试和计算，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设计１和５～７中ｆｕｎｃ（）函数的总执行时间 ｍｓ

版本 设计１ 设计５ 设计６ 设计７
Ｄｅｂｕｇ ７．８±０．３ ２００±５ １９７±６ ３９１±４
Ｒｅｌｅａｓｅ ４．１±０．４ １６９±５ １６６±６ ３３０±５

　　此时Ｒｅｌｅａｓｅ版下设计５和６的平均总执行时
间大约相等，设计７的平均总执行时间也大约为设
计５与６平均总执行时间之和再减去设计１的平均
总执行时间。因此，将前述假设具体化为：对于使用

了矢量形式之 ｎｅｗ和 ｄｅｌｅｔｅ运算符的函数，测试其
Ｒｅｌｅａｓｅ版执行时间时，测试工具在仅有内联自定义

构造函数情况下，未统计自定义构造函数的执行时

间。若果真如此，将设计２中ｆｕｎｃ（）函数在Ｒｅｌｅａｓｅ
版下的总执行时间近似取为１６８ｍｓ，将比由测试工
具所给数据得到的８．０ｍｓ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３．３　实验对假设的支持

假设的正确性必须通过人工测试来验证。人工

测试时必须设法让函数的总执行时间足够长，从而

使得人工测试误差小到可以容许的程度。为此，将

设计１中标记⑦所在行的１００００改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此时的程序称为设计Ⅰ。在设计Ⅰ的基础上进行上
述修改，由设计２得到设计Ⅱ，以此类推，直到得到
设计Ⅶ。另外注意，人工只能直接测试整个程序即
ｍａｉｎ（）函数的总执行时间。

为了进行比较，先利用测试工具按照上述方法

测试ｍａｉｎ（）函数的总执行时间。不同的是仅测试１
次且不再计算平均值及标准偏差。这是因为此时完

成一次测试所需的时间很长，例如对于设计Ⅶ测试
一次耗时长达十几分钟，主要影响因素是测试工具

本身需要时间。测试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设计Ⅰ～Ⅶ中ｍａｉｎ（）函数的总执行时间 ｓ

测试手段 版本 设计Ⅰ 设计Ⅱ 设计Ⅲ 设计Ⅳ 设计Ⅴ 设计Ⅵ 设计Ⅶ
ＶＣ６．０ Ｄｅｂｕｇ ８．２ １９１ １８９ ４０６ ２０３ ２０１ ３９９

Ｒｅｌｅａｓｅ ４．６ ７．７ １７６ ３３４ １７１ １６２ ３５２
人工测试 Ｄｅｂｕｇ ５．３４±０．０４ ３０．１±０．３ ２７．５±０．１ ５０．５±０．１ ２９．３±０．１ ２８．１±０．１ ５０．７±０．１

Ｒｅｌｅａｓｅ ０．９７±０．０６ ４．４５±０．０４ ５．４９±０．０４ １０．０±０．１ ４．６８±０．０６ ５．５５±０．０５ １０．１±０．１

　　再利用一款苹果手机上的秒表功能进行人工测
试，对于每个设计测试１０次，然后计算平均值及标
准偏差，结果在表３中同时给出。为方便操作，利用
工具栏的快捷按钮启动程序的同时让秒表开始计

时，出现Ｐｒｅｓｓａｎｙｋｅｙｔｏｃｏｎｔｉｎｕｅ后停止计时。另外
发现，每当程序修改后启动运行时，前几次往往明显

偏慢，需要跳过。

由于ｍａｉｎ（）函数的部分执行时间很短（参见后
面实验结果），即使将其总执行时间视为 ｆｕｎｃ（）函
数的总执行时间误差也不是很大。根据表３中的数
据可知：采用测试工具时调用次数变为以前的１０００
倍，相应的总执行时间也大约为以前的１０００倍，这
符合预期，不算很大的偏差主要是数据波动性的影

响，ｍａｉｎ（）函数部分执行时间的影响并不大；人工
测试时，对于Ｒｅｌｅａｓｅ版，无论是内联的还是非内联
的，自定义构造函数对执行时间的贡献与自定义析

构函数相差不多。这是对所作假设的支持。

３．４　测试工具的可信度问题
对实验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即使所作假设

成立，测试工具所给数据的可信度也值得怀疑。根

据测试工具所给数据：设计Ⅰ～Ⅶ中ｍａｉｎ（）函数总

执行时间之比与设计１～７中 ｆｕｎｃ（）函数总执行时
间之比基本一样，在Ｄｅｂｕｇ和Ｒｅｌｅａｓｅ版下分别约为
１２５２５５０２５２５５０，１２４０８０４０
４０８０；如果认为所作假设成立，Ｒｅｌｅａｓｅ版下的比
值大约为１４０４０８０４０４０８０；对于相同设
计，Ｄｅｂｕｇ版的总执行时间不超过Ｒｅｌｅａｓｅ版的２倍。

然而根据人工测试数据：设计Ⅰ～Ⅶ中ｍａｉｎ（）
函数总执行时间之比在 Ｄｅｂｕｇ和 Ｒｅｌｅａｓｅ版下却大
约皆为１５５１０５５１０；对于相同设计，
Ｄｅｂｕｇ版的总执行时间大约为 Ｒｅｌｅａｓｅ版的 ５倍。
将数据的波动性、ｍａｉｎ（）函数的部分执行时间、测
试工具运行所需的时间以及人工测试时的反应速度

等因素之影响加在一起，都不足以造成与测试工具

所给数据之间如此大的差别。虽然这不否定所作假

设，但它确实可能是ＶＣ６．０提供的测试工具内部的
又一个Ｂｕｇ，使得它在特定条件下给的结果不可信，
必须进行人工测试才能够得到可信的结果。

４　获取高可信度的测试数据
４．１　获取任意函数执行时间的方法

人工获取任意函数执行时间的方法只能是间接

的：程序整体完成后，测试 ｍａｉｎ（）函数的总执行时
·３２１·



间Ｔ１（亦即它的执行时间，因没有通过循环多次调
用它）；然后将对被测试函数的调用注释掉，再次测

试ｍａｉｎ（）函数（其中可能包含对其他函数的必要调
用）的总执行时间Ｔ２；于是，被测试函数的总执行时
间Ｔ＝Ｔ１－Ｔ２，执行时间等于 Ｔ除以调用次数。若
Ｔ１比较小，减小其测试误差的方法如前所述。若Ｔ２
比较小则可以通过调用“耗时函数”来减小其测试

误差。这种耗时函数本身没有意义，但是总执行时

间比较长，而且在测试Ｔ１和Ｔ２时不变。

４．２　实验结果
在设计Ⅰ的基础上，将标记⑧所在行前面的注

释符号删除以添加对耗时函数 ｃｏｎｓｕｍｅ（）的调用，
此时的程序称为设计ⅰ。在设计ⅰ的基础上进行上
述修改，由设计２得到设计ⅱ，以此类推，直到得到
设计ⅶ，再将标记⑨所在行对 ｆｕｎｃ（）函数的调用
（注意不包括后面的两个右花括号）注释掉，此时的

程序称为设计ⅷ。然后按照上述方法人工测试并计
算平均值及标准偏差，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设计ⅰ～ⅷ中ｍａｉｎ（）函数的总执行时间 ｓ

版本 设计ⅰ 设计ⅱ 设计ⅲ 设计ⅳ 设计ⅴ 设计ⅵ 设计ⅶ 设计ⅷ
Ｄｅｂｕｇ １０．１±０．１ ３４．２±０．１ ３２．１±０．１ ５５．０±０．１ ３４．２±０．１ ３２．１±０．１ ５５．１±０．１ ５．３±０．１
Ｒｅｌｅａｓｅ １．９±０．１ ５．５±０．１ ６．２±０．１ １０．８±０．１ ５．４±０．１ ６．２±０．１ １０．８±０．１ １．０±０．１

　　将表４中设计ⅰ～ⅶ的Ｔ１减去设计ⅷ的Ｔ２，得
到设计ⅰ ～ⅶ中 ｆｕｎｃ（）函数的总执行时间 Ｔⅰ ～
Ｔⅶ，如表５所示。

表５　设计ⅰ～ⅶ中ｆｕｎｃ（）函数的总执行时间 ｓ

版本 Ｔⅰ Ｔⅱ Ｔⅲ Ｔⅳ Ｔⅴ Ｔⅵ Ｔⅶ
Ｄｅｂｕｇ ４．８ ２８．９ ２６．８ ４９．７ ２８．９ ２６．８ ４９．８
Ｒｅｌｅａｓｅ ０．９ ４．５ ５．２ ９．８ ４．４ ５．２ ９．８

　　将表５中的结果与表３中的人工测试结果进行
比较可知，ｍａｉｎ（）函数的部分执行时间很短，如果
不添加对耗时函数的调用，人工直接测试将非常困

难。但它的影响还是有的，将其影响剔除后可以提

高测试结果的可信度。

４．３　关于操作系统多任务特性的影响
若按照本文提出的方法测试函数的执行时间，

其中将包含程序运行过程中被其他任务中断所消耗

的时间。文献［７］认为不应该包含它，但是本文认
为恰好应该包含它，因为在这样的操作系统中被中

断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包含它才能反映实际情况。

５　结语
本文通过实验证明了 ＶＣ６．０提供的函数执行

时间测试工具对于使用了矢量形式之 ｎｅｗ和 ｄｅｌｅｔｅ
运算符的函数存在问题：在 Ｒｅｌｅａｓｅ版下当仅有内
联自定义构造函数时，没有统计自定义构造函数的

执行时间；无论 Ｄｅｂｕｇ版还是 Ｒｅｌｅａｓｅ版，其所给数
据的可信度都太低。此时，通过人工测试调用和不

调用被测试函数时ｍａｉｎ（）函数的总执行时间，再取
二者之差，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如多次循环调用、添加

调用耗时函数等减小测试误差，可以得到较高可信

度的测试数据。或许还有更多的类似情况尚未发

现，相信皆可以利用这种方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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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Ｓｔｏｒｍ是当前流式大数据计算处理的主要平台，它配置了一个自动任务调度框架，但其并未考
虑到网络节点负载不均衡，调度方式单一。提出直接分配固定节点的任务分配调度策略，将子拓扑中组件

线程都分配给固定的工作节点上；基于负载均衡任务调度策略，应用贪心策略选取资源数量最大的工作节

点进行分配，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任务调度策略具备较好的实时性。

关键词：任务分配；负载均衡；固定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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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物联网、社交网
络等在各个领域都得到广泛的应用，每天都会产生海

量数据，人们已经逐步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

代如何高效处理海量数据已经成为当前工业界以及学

术界重点研究的方向。大数据的计算模式包含批量计

算、流式计算、交互计算、图计算等，以批量计算、流式

计算为主［１－２］。批量计算一般处理存储在数据库中的

海量数据，适合应用在实时性较低的环境下，常见的有

Ｈａｄｏｏｐ生态系统；流式计算以数据流的方式计算进入
到内存中的工作节点，只要数据源保持活动状态，就会

持续不断地生成数据且无需进行存储，适用于实时性

要求较高且处理窗口局部数据的应用领域中。流式大

数据平台可以显著提升在线数据密集型应用的用户体

验，广泛应用在各类实时性非常严格的行业领域中，例

金融银行、股市分析等［３］。

１　Ｓｔｏｒｍ模型框架
一个完整的Ｓｔｏｒｍ分布式系统由４类节点组成，分

别为：

（１）主控节点。用户会将拓扑作业提交给主控节
点，直接将任务分配给工作节点，提供状态获取接口。

（２）工作节点。它是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运行的后台节点，
完成Ｎｉｍｂｕｓ分配任务的监听动作，属于分布式部署。

（３）控制节点。它是一个Ｗｅｂ服务器，将计算结

果反馈给用户，并提供给制定端口网页服务。

（４）协调节点。负责所有节点的协调配置管理，也
是维持Ｓｔｏｒｍ系统稳定、实用性的关键因素。
２　任务调度优化
２．１　Ｓｔｏｒｍ基本模型
２．１．１　Ｓｔｏｒｍ拓扑逻辑模型

拓扑结构一般都是应用二元组（Ｃ，Ｓ）来描述，其
中Ｃ＝｛ｃ１，ｃ２，…，ｃ｜ｃ｜｝表示拓扑顶点集合，每个顶点表
示１个组件，符号定义为Ｓｐｏｕｔ或Ｂｏｌｔ；Ｓ＝｛ｓ１，２，ｓ１，３，
…，ｓ｜Ｃ｜－ｉ，｜Ｃ｜｝表示拓扑中有向边集合，每个组件表示相
邻组件间的数据流传递。当ｓｉ，ｊ∈Ｓ→ｃｉ，ｃｊ∈Ｃ，ｉ≠ｊ，即
表示ｃｉ组件发送了数据，并由ｃｊ接收。因此就可以定
义拓扑逻辑模型为具备上述特征的有向无环图［４－６］。

图１为一个拓扑逻辑模型，图中组件集为｛ｃａ，ｃｂ，
…，ｃｇ｝，数据流集为｛ｓａ，ｃ，ｓａ，ｄ，…，ｓｅ，ｇ｝。数据初始顶点
Ｓｐｏｕｔ为ｃａ，ｃｂ，主要功能为数据的输入以及发送到流式
计算群待处理；其余的节点表示为Ｂｏｌｔ，主要功能为接
收上一组件数据并将计算结果发送给下一组件；数据

流的终端节点ｃｆ，ｃｇ直接将结果展示给用户或保存到
数据库中。

假设任意组件ｃｉ，ｃｊ，ｃｋ，ｃｊ是ｃｉ，ｃｋ的中间组件，组
件ｃｉ发送的数据可以经过ｃｊ组件到达ｃｋ组件，则表示
组件ｃｊ的关联组件为ｃｉ，ｃｋ。例如图１中ｃｄ组件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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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Ｓｔｏｒｍ拓扑逻辑模型

联组件为ｃａ，ｃｂ，ｃｇ；ｃｃ组件的关联组件为ｃａ，ｃｆ。
２．１．２　流任务

在拓扑逻辑模型中，每个组件都可以并行处理多

个任务，且每个任务由一个工作线程处理。而对于其

中任意的组件ｃｉ∈Ｃ，存在任务Ｅｉ＝｛ｅｔ１，ｅｉ２，…，ｅｉ｜Ｔｉ｜｝，
当中ｅｉｊ表示ｃｉ运行的第ｊ个任务，尤其是任务数量为１
的组件ｃｉ，则可以直接定义Ｅｉ＝｛ｅｉ１｝＝ｅｉ。其中任务关
联则表示存在上一任务流和下一任务流之间存在较大

的数据流关联。图２为图１中的任务拓扑实例模型，
其中组件ｃａ有３个任务：ｅｄ１，ｅｄ２，ｅｄ３，任务关联以ｅｄ１为
例，它的关联任务分别为ｅａ，ｅｂ，ｅｆ１，ｅｆ２。子拓扑中各个
组件必须存在数据流，即子拓扑中任务是可以数据流

动。

图２　拓扑流结构

２．２　任务调度策略
在Ｓｔｏｒｍ集群中，资源都是由工作节点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

构成的，ｓｌｏｔ表示任务工作节点内存资源，每个ｓｌｏｔ表
示一个内存资源，且每个 ｓｌｏｔ都只能被一个线程
（Ｗｏｒｋ）占用。在每个ｓｌｏｔ中每个Ｗｏｒｋ则会包含多个
Ｅｘｅｃｕｔｏｒ执行器，当中每个Ｅｘｅｃｕｔｏｒ执行器有很多个
Ｔａｓｋ任务。Ｓｔｏｒｍ默认的调度器为Ｅｖｅｎｔ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ｒ，它
是通过轮询策略来搜索集群中所有拓扑结构的工作节

点，并将资源较为均匀地分配给任务进程［７］。

上述任务调度策略较为简单，任务分配较为均匀，

已经应用到较多的场景中，但该上述资源分配调度只

是平均分配集群资源，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具体任务对

于磁盘、内存、ＣＰＵ等需求都不一样，甚至子拓扑结构
的关联任务需求资源都不一样，这就会给流式数据任

务调度性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例如当某些业务对于

ＣＰＵ的需求较高时，若采用上述任务调度策略就会致
使子拓扑中任务都运行在同一个工作节点中，很容易

发生集群工作节点负载不均衡的现象。

２．３　任务调度策略优化
为了更好地解决上述任务分配不均匀以及负载不

均衡的问题，提出直接分配固定节点的分配调度策略，

该任务分配调度策略将子拓扑中的计算组件强制运行

在一个固定机器上，且分配计算任务较为简单的子拓

扑，这就可以促进组件的维护管理；基于负载均衡策

略，将子拓扑中多个线程都均衡分配给集群的各个工

作节点，确保组件可以获取得到相似的线程数量，降低

同性资源竞争，将一些对ＣＰＵ需求较大的相似组件分
配到不同任务处理，以此来获取得到更加均衡的资源

调度［８］。

２．３．１　直接分配固定节点的任务分配调度策略
基于固定节点的直接分配调度策略，将子拓扑的

组件线程都分配到一个固定的物理节点上，避免元组

在不同节点间进行传输，提高任务调度的运维管理能

力。子拓扑中组件固定分配给某一个物理节点，当数

据临近该物理节点，就可以直接就近分配给该节点，以

此来降低带宽开销；计算得到的数据结果Ｂｏｌｔ直接分
配给该节点，提升数据存储速度。具体任务调度优化

步骤如下：

（１）目标定位。判断需求子拓扑是否已经上传到
集群资源上，并从Ｓｔｏｒｍ拓扑模型中找到需求子拓扑进
行下一步任务分配。

（２）确定目标是否需要分配。根据定位到的目标
子拓扑，判断其是否已经被任务调用分配过：已经被调

用过，则进入下一步；否则分配调度资源。

（３）定位目标线程。要对需求子拓扑中线程进行
分配调度，已经被分配过线程不能被调度。

（４）目标组件分配确认。根据得到的需求子拓扑
所有组件的线程，并确认目标组件是否要被分配资源。

（５）工作节点定位。在确认目标组件需要分配资
源后，找到分配的相关执行器，接下来定位子拓扑进程

节点。

（６）得到目标资源。根据上述定位到的目标进程
得到相关资源ｓｌｏｔ，并判断ｓｌｏｔ资源是否可以满足子拓
扑需求，当无法满足时要将已经被占用的ｓｌｏｔ释放，供
需求子拓扑调用。

（７）分配调度。循环上述过程，并将所有非目标子
拓扑的任务调度都分配给Ｓｔｏｒｍ的调度管理器Ｅｖｅｎ
ｔＳｃｈｅｄｕｌｅ实现。
２．３．２　基于负载均衡的任务调度策略

负载均衡的任务调度策略应用贪心算法思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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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对任务进行调度时尽可能分配ｓｌｏｔ数量最多的节
点。定义符号Ｌｉ（ｉ＝１，２，…，ｔ）表示第ｉ个子拓扑需求

进程数量，Ｋｉ（ｉ＝１，２，…，ｔ）表示第ｉ个子拓扑需求线程
数量。任务调度策略步骤如表１。

表１　基于负载均衡的任务调度策略

序号 步骤

１ Ｓｔｏｒｍ拓扑逻辑模型需要资源的子拓扑进行提交，已经分配的子拓扑不处理。

２ 循环获取得到子拓扑中进程数量Ｃｉ（ｉ＝１，２，…，ｔ），且计算每个子拓扑中组件的并行度之和Ｓｉ（ｉ＝１，２，…，ｔ）。

３ 根据任务需求判定包含组件是否为特殊组件，例ＣＰＵ需求较高的任务，如果属于特殊组件，调转到步骤４，否则调转到步骤５。

４ 将特殊组件线程分配给不同线程，线程组件会均衡分配到线程中，调转到步骤６。

５ 根据每个线程可分配执行器数量，实现平均分配，并判断剩余线程数量。

６ 计算每个工作节点中可以使用到的内存资源Ｓｌｏｔ数量，并降序排列。

７ 判断当前节点是否已经被分配过，若第一次分配组件线程，则将其分配给资源数量最大的Ｓｌｏｔ，否则选择下一个工作节点。

８ 当子拓扑中进程还存在线程未被分配调用，跳转循环步骤４到步骤７，否则跳转到步骤９。

９ 当所有的子拓扑都已经被调度分配，或当前没有Ｓｌｏｔ数量可以被调用，结束上述过程，否则循环步骤３到步骤８。

３　实验和评价
３．１　实验环境

实验所用的Ｓｔｏｒｍ环境搭建在 Ｌｉｎｕｘ虚拟机中，
Ｌｉｎｕｘ虚拟机数量为６；Ｓｔｏｒｍ集群由１个Ｎｉｍｂｕｓ节点、
５个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节点构成；内存为８Ｇ；ＣＰＵ为４核；每台
服务器硬盘大小为８０Ｇ。
３．２　数据时间性能测试

将本文任务调度算法应用在实时性要求较高的交

通领域中，并从中获取得到上百亿海量的车牌识别数

据，并将其输入到集群系统中。将集群计算组件Ｂｏｌｔ
并行度设置为５，以此来测试集群计算时间，即一条实
时数据从传输到计算识别完成所需的时间。从图３可
以看出，数据处理时间基本为０．６ｍｓ，波动范围很小，
表明本系统可以实时计算处理高并发数据流，具备非

常好的时间效率。

图３　不同数据并发量下的计算时间

３．３　直接分配固定节点的任务分配调度策略评价
将某一个子拓扑作业“Ｌｉｓｔ”中的所有进程分配到

工作节点“ｓｔｏｒｍ－ｎｏｄｅ”上，且该作业任务提交给Ｎｉｍ
ｂｕｓ节点上，将并行度设置为５。表２表示各个工作节
点的使用情况：在ｓｔｏｒｍ－ｎｏｄｅ工作节点上只有一个进
程，即ｌｉｓｔ；其他工作都没有工作，即集群中其他的ｓｌｏｔ
都是闲置的。

表２　直接分配固定节点的任务分配调度策略调度结果

工作节点 可用ｓｌｏｔ 已用ｓｌｏｔ
ｓｔｏｒｍ－ｎｏｄｅ ８ ５
ｓｔｏｒｍ－ｎｏｄｅ ８ ０
ｓｔｏｒｍ－ｎｏｄｅ ８ ０
ｓｔｏｒｍ－ｎｏｄｅ ８ ０
ｓｔｏｒｍ－ｎｏｄｅ ８ ０

　　通过将子拓扑ｌｉｓｔ的并发度定义为２，４，６，８，并将
该ｌｉｓｔ提交到集群中，并分别将引用ｓｔｏｒｍ默认的调度
器以及直接分配固定节点的任务分配调度策略进行识

别时延对比，实验结果如图４所示。根据图４可知，直
接分配固定节点的任务分配调度策略因降低了各个数

据在网络关联度，明显降低了数据处理时延。

图４　不同并发下的两种调度器的处理时延

３．４　基于负载均衡的任务调度策略评价
为了更好地测试集群负载均衡任务调度策略的正

确性，在当前集群环境中配置以下任务负载，并实时记

录各个集群的使用情况。

（１）创建一个子拓扑Ｔ１，包含了一个ｓｐｏｕｔ（１个任
务），两个ｂｏｌｔ（均为８个ｔａｓｋ），定义并发度为４；

（２）创建一个子拓扑Ｔ２，包含了ｓｐｏｕｔ（１个任务），
３个ｂｏｌｔ（前两个ｂｏｌｔ为８个ｔａｓｋ，第三个ｂｏｌｔ为１个
ｔａｓｋ），定义并发度为３；

（３）创建一个子拓扑Ｔ３，包含了ｓｐｏｕｔ（１个任务），
２个ｂｏｌｔ（均为８个ｔａｓｋ），定义并发度为３。

在提交每个子拓扑作业后，集群中节点ｓｌｏｔ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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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情况如表３。分析表３可知，在完成Ｔ３子拓扑
提交后，集群中每个节点都应用了２个ｓｌｏｔ。由此可得
基于负载均衡的任务调度可以将子拓扑中作业进程平

均分配给各个工作节点，且在任务调度时，选择可用资

源数量最大的节点进行分配。

表３　基于负载均衡的任务调度策略

Ｔ１
可用ｓｌｏｔ已用ｓｌｏｔ

Ｔ２
可用ｓｌｏｔ已用ｓｌｏｔ

Ｔ３
可用ｓｌｏｔ已用ｓｌｏｔ

Ｓ－ｎｏｄｅ ８ １ ７ ２ ５ ２
Ｓ－ｎｏｄｅ１ ８ １ ７ ２ ５ ２
Ｓ－ｎｏｄｅ２ ８ １ ７ １ ５ ２
Ｓ－ｎｏｄｅ３ ８ １ ７ １ ６ ２
Ｓ－ｎｏｄｅ４ ８ ０ ８ １ ６ ２

４　结论
Ｓｔｏｒｍ是当前处理流式大数据的主要框架，已经被

广泛应用在实时性要求较高的领域行业中。Ｓｔｏｒｍ自
带任务分配调度器没有考虑现实环境中任务需求以及

负载均衡，会对任务调度性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提

出两种优化调度策略来解决上述问题，实验结果表明

具备较好的实时处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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