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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导演吴天明的电影集中反映了西部在现代化浪潮中的挣扎、焦虑和巨大变迁。综观他
执导的电影《变脸》和《百鸟朝凤》，可看出他前后期电影风格的变化，《变脸》呈现了对男权文化的批

判，艺术手法精湛；《百鸟朝凤》则表现出了执导者视野的“窄”与思想的“浅”，如在世界文化大融合

的趋势下，影片表现更多的是对西方文化不理智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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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上映以
后，引来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人们对于该电影的

评价也是处于两个极端。而为了电影上映，主创人

员“下跪”事件，更让《百鸟朝凤》一时处在全民关注

的热浪之中。

众所周知，吴天明为西部著名导演，是中国第四

代导演的杰出人物，曾担任西安电影厂厂长，提携了

一批年轻导演。１９８４年执导的影片《人生》引起轰
动，好评如潮，获得了第八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

奖。１９８８年导演了电影《老井》，获得第八届金鸡奖
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第七届夏威夷国际电影

节评审团特别奖。谈到吴天明及其对华语电影的影

响，李安感慨万千：“我在多年前，曾经在纽约跟吴

天明导演有一次促膝长谈，那次长谈对我来讲非常

有启发性。我对吴导演以及他的作品，印象非常深

刻。我觉得他真是一位在我们中国电影界里非常了

不起的人物。没有他就没有第五代导演，没有第五

代电影，也就没有现在电影这样的盛况。”［１］

吴天明的早期电影《人生》《老井》《没有航标的

河流》，都是很优秀的影片，如今看来，依然如此。

这几部影片也催生了一大批评论文章，从多个层面

论述了影片。我们今日再看这几部影片，仍然为西

部人的生存状况的恶劣而颤栗。我们观看《老井》

时，总想起女作家萧红的《生死场》，萧红描写农村

人的愚昧、麻木，都到了某种让人吃惊的地步。在封

闭的村落中，人们停滞不前，动物式的生存方式的确

令人吃惊。因为没有接触先进的思想和事物，人们

的精神世界极度匮乏，这样促使他们的行为野蛮无

理。当然，也为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努力而动容。

《老井》相对于《生死场》，当然有了时代的进步。吴

天明这几部电影对时代的反思，对社会的思考，对人

性的拷问，都是一般导演无法企及的。他后期拍了

一些主旋律的影视作品，因为不是自己的特长，以及

别的一些原因，虽然有一定的艺术性，但和他的这几

部早期作品相比，就有很大的差距，反响也不大。

一、拨开黑暗的面纱———

现代化语境下对男权文化的批判

我们这里只谈他的两部晚期作品《变脸》《百鸟

朝凤》。这两部作品都是以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为题

材，皆具有忧患意识，但取向却大不相同。《变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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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变脸王的苦难人生，写出了生命的无奈，写尽了

下层人的悲凉。《百鸟朝凤》却试图通过唢呐艺术

的日渐衰微，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主题相对狭

窄，艺术表现也一反《变脸》的平易中见深刻，而显

得仓促、踉跄，尤其电影的后半部分艺术性较低，与

前半部分相差甚大，不像一个导演的作品。这让我

们怀疑《百鸟朝凤》的后半部分不是吴天明的作品，

可能是别人的续作。当然，笼统地说后半部分，也不

是很准确，比如师傅醉酒吹唢呐那段，应该是吴天明

的。当然，我们知道电影是有分镜头剧本的，不会一

定按照故事情节从前往后拍，有时候会按场景拍，因

为造一个景不容易。但是，大略可以说后半部分很

弱，尤其城里的那些段落，我怀疑不是吴天明导演

的。不过，这里还是按吴天明的作品来讨论，因为标

明的是吴天明导演。

《变脸》是一部以四川民间艺术变脸为主要线

索的电影，影片中变脸王孤身一人，为了寻找一位可

以传承香火的人，历经艰难险阻，差点搭上自己的性

命。在影片中，变脸王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我这门变脸技术，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民间

很多艺术，对于性别都有严格的要求，从这些要求

中，可以看出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这种思想在变脸

王身上也有集中体现。

影片中，唱戏的花旦（梁老板）很欣赏变脸这门

艺术，专门拜访变脸王，希望他能进入自己的戏班。

可是变脸王拒绝了，因为他一人漂荡惯了，不习惯群

体生活。电影中对于重视男性的传宗接代，我们作

为２１世纪的观众，既有相当的理解，也为这种文化
所化之人而惋惜。“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乃至知

识的工具，而且也是权力的工具。”不得不说，这些

话语背后，隐藏着权力的关系。女性是在男性的话

语里被建构，女性无法自洽。这里面体现了强烈的

不平等。由于变脸王儿子离世太早，后继无人，他从

人贩子手里买回来了一个孩子。变脸王以为孩子是

男的，本想把自己的绝活传给这位认领的孙子。不

料，在一次意外事件中，发现小孩原来是女孩，变脸

王顿时万念俱灰。导演吴天明在此处设置的戏剧冲

突点，让影片一波三折。变脸王的前后情绪的变化，

也体现出了重男轻女文化带给人们思想的负担有多

么可怕。当然，如果往深处思考，这里不仅仅是重男

轻女，可能与艺人社会地位的卑微，与他们骨子里的

生存恐惧感有关。古代艺人的生活非常艰难，一日

不卖艺，可能就没有饭吃。一个家族的生存，可能就

靠这个家族的独门艺术，如果传给女儿，那么就会随

着女儿的出嫁传到别的家族，无形中就多了一个竞

争对手。在古代那样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这种结局

是绝对要杜绝的。

小女孩隐藏了自己的性别，被变脸王赎回家时，

得到了他的关心。电影中有一场景，是小女孩生病

十分严重，变脸王为了给她治病，半夜跑到当铺，当

了他唯一的一件值钱的东西———一把祖传的刀，去

给小女孩买药。他们住在小河边的船上，他抱着小

女孩，灰蒙蒙的夜晚，让人很压抑。“心理学家发

现，人们喜欢‘解释’构图线条，却消极地接受了颜

色，容许它象征心境。也就是说，线条常与名词相

联，色彩则与形容词相联。”［２］２５在影片中，导演善于

运用色彩来烘托人物复杂的心理世界。上面所讲的

场景，导演就运用了灰色调，带给观影者一种压抑沉

静的氛围。再比如，影片最后变脸王获救，在这场拐

卖人口的巨变中，他差点命丧黄泉，由于梁老板和小

女孩的相求，加上师长的出手相求，他终于走出了死

牢。变脸王感动于小女孩的仁心，最后决定传艺给

她。影片遂以“大圆满”结束，影片的色调也由之前

的灰暗转向暖色系。这也是人物心理的一种隐性表

达。可以看出，人物内心的表达方式除了演员的表

演之外，还有场景的色调转变，对于电影情节的发展

也是一种诠释。

影片中有一场景是变脸王去寺庙求神送子，尼

姑回答他，河边自然有后人。他回到河边，发现小男

孩天赐在船上坐着，变脸王再一次情绪达到了顶峰。

被拐卖七次的小女孩为了报答变脸王爷爷，在最后

一次自己被人抢走的过程中，偶遇天赐这位少爷，然

后凭着自己的机智，逃离人贩子的关押，为爷爷送去

了一个真正的小男孩天赐。得到天赐的爷爷高兴得

忘乎所以，他把天赐放在桌子上面。我们都知道，在

中国的传统中，桌子上方是非常有权威性的位置。

影片专门为小天赐这一坐，给了特写镜头，更加突出

天赐的地位。影片中的人，上到达官贵族，下到平民

百姓，重男轻女的思想渗透在每个人的骨子里。小

女孩狗娃自己都说：“爷爷喜欢有茶壶嘴嘴儿的。”

在小女孩的话语刚落时，影片镜头给旁边的茶壶嘴

嘴儿一个特写，这也是画面与语言的呼应。而影片

中小女孩的处境，也印证着这样的历史语境。“有

时把‘女性世界’作为男性世界的参照物，但必须重

申这种观点，女人始终没有真正作为封闭、独立的社

会而存在，她们是人类社会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这一

群体由男人支配，在社会中位于附属地位。”［３］２２４这

样的集体无意识是整个时代的思想，也是整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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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女性作为“他者”，活在男性建构的话语体

系中，然而中国社会一直以来都是由男性来主导。

福柯提出的话语权力中就体现出，社会中一整套话

语体系的建构，传递着统治者的思想。而影片中小

女孩的处境，也印证着这样的残酷现实。

在这部影片中，吴天明导演有意打破封建迂腐

的思想。影片最后，小女孩救了在监狱里的变脸王，

在这一过程中，很难想象一个八岁的小女孩经历的

艰难，甚至为了变脸王差点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最

终变脸王被小女孩的行为所感动，把变脸的绝活传

给了这个女孩子。这样的结局也是导演吴天明有意

打破传统观念所设置的结局。在中国传统影片中，

这种结局的设置也呼应了美满和大团圆。

从传承的角度来说，吴天明导演否定了重男轻

女的思想，这样的结局也是民间艺术的一种出路，一

代一代的传承艺术，不再分是男是女。这给民间艺

术创造了一条健康的发展路径。

吴天明在一次访谈中说：“我的电影观就是真

善美。”［４］影片的主题体现了他的这一观点，小女孩

为了变脸王的恩情，经历了千难万险去报恩。给观

影者传递了一种普世价值观。就像影片中梁老板所

说：“虽然世态炎凉，但是这样的恩情也算是让人有

生活下去的念头。”封建的集体无意识不敌人间真

情，这种突破也推动了民间艺术的进步和思想观念

的革新。因为身处在现代的历史语境中，导演吴天

明赋予小女孩反抗的精神。福柯曾经说过：“重要

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

小女孩的反抗和最终的继承，都打破了原有既定的

规则，体现了对权威的解构，打破了神性，解放了人

性，其中更多的是对女性观念上的解放。在影片中，

导演吴天明对于影片中的故事和人物都赋予了新的

理解和诠释，他的观念和思想深受当时历史语境的

影响。他把真善美的事物呈现给观众，也为艺术的

传承和社会发展增添了一丝光明。

在《变脸》中，从故事结构到主题的展现，都对

当时的社会起着向上的积极的作用；面对社会问题，

影片也有着突破性的思考和处理。

二、《百鸟朝凤》眼界的“窄”与思想的“浅”

相对来说，同样是以民间传统艺术为红线，《百

鸟朝凤》却没有《变脸》成功。《变脸》内容丰富，主

题多元，刻画人生，功夫老到。《百鸟朝凤》则主题

单一，似乎就是为了反对外来文化，力挺中国传统文

化。电影前半部分自然、平实，还可以看出吴天明一

贯的导演风格。而后半部分则突然变异，用力过猛。

以至于我怀疑这部分就不是吴天明导演的，否则真

的很难理解，一代大导演，怎么会出此下策？

可以说，《百鸟朝凤》是一部平庸的影片，甚至

可以说，是一部失败之作。它能够引起社会反响，完

全是操作的结果。艺术毕竟是残酷的，没有水平，就

是没有水平，靠什么都没有用，虽然能换来一些票

房。首先，就讲述的故事来说，就很牵强，前半部分

拜师学艺，还算过得去。后半部分焦家班子，改为游

家班子，过度太仓促，情节衔接不上，太突兀。而后

半部分叙述的唢呐的衰微，被西洋音乐的打败，都很

勉强，不太真实，演员的表演也很不自然。焦三爷为

了让徒弟接人家的活，白事上吹唢呐，自己气急败坏

地跑到徒弟家截堵、打人，强行将徒弟带到主人家，

而且还为死者吹《百鸟朝凤》，以至于自己的血从唢

呐孔流出来。这种为艺术献身的神话，太现代了。

在真实的农村，不会发生这种事情，首先死者家属就

不会同意。这不是舞台，这是丧事。主创人员把现

代舞台的一些理念强加到农村，是很隔膜的。而且

一个真正懂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吹唢呐的大家，是能

够得到天人合一之境的。生活虽然艰难，日子虽然

平淡，唢呐日渐衰微，他们是可以淡定面对此事的，

不至于如此慌乱失态。这一点在《变脸》中我们是

可以看到的，那恐怕才是真正的吴天明。虽然吹唢

呐的在农村地位卑微，并不像电影中说的那么高，但

再卑微，一个艺人的尊严还是有的，不至于如此变

态。后面坟墓上游天鸣吹唢呐，师傅在幻境中慢慢

远去，更是败笔。其实，越是平淡的描写，越见功夫，

也越见那种人生的残酷，时间的无情。

至于影片的思想，更是浅薄。很多评论家过度

阐释了这部影片，什么传统艺术的坚持，传统文化的

衰微，云云，都是言不及义，语无伦次。因为，第一，

唢呐在农村就是红白喜事上露面的东西，社会地位

并不高，在旧社会也不高，没有电影里说的那样。丧

事上，礼宾是受到厚待的；乐工，是不受重视的。而

且唢呐是不是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也还两说，即便

代表，也没有那么重要。电影以唢呐的衰微来哀叹

或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明显是找错了对象，也

给唢呐这个民间不大重视的乐器承载了过多的重

负，它是无法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也无法承载这么重

的文化责任的。

不过，在《百鸟朝凤》中，在过度表现唢呐的衰

微的过程中，无意呈现出了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

·３·



比如蓝玉和几位师兄去省城打工谋生，这些方面都

体现着农村传统的小农生产模式已经衰败，年轻一

代的村民，已经被卷入工业化的时代当中。因为在

大城市有更多的谋生机会，有很多的文化诱惑，这些

在封闭的小乡村是不具备的。尽管这种转移是被动

的，但是时代发展的脚步促使每个人不断地向前进。

“广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生产

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

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就是以

现代化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农

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

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

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５］５在经济全球化、国

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缩小了

彼此间的距离；文化方面提倡多样性，各国文化糅杂

在一起，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在《百鸟朝凤》中也有

所体现。譬如游天鸣在婚礼上吹唢呐的那场戏中，

他带领游家班为婚礼奏乐，与此同时，主人又请来一

支西洋乐队。影片通过镜头之间的交叉剪辑，试图

产生对比蒙太奇的效果。最后，双方因为相互不服

气产生了冲突、打斗，最后的结局是传承百年的唢呐

被踩坏了一地。吴天明想通过这个镜头揭示中西文

化的冲突，但却成了一场闹剧，缺乏生活的真实。因

为吹唢呐的人从来就没有受到过村民的尊敬，在农

村就是红白喜事上用一下，平时谁会真正尊重他们？

而且唢呐在农村被人看作不吉利的声音，一般多用

于葬礼，平时是不愿意听见这声音的。所以，这种试

图进行中西文化对比的努力，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唢呐也无法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一则它本身就是

外来音乐，二则是它的卑微。不过，影片从侧面展现

的农村和传统艺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无奈、艰难，却

是残酷的、真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百鸟朝凤》

可以说是《变脸》的续篇，它们是一种逻辑的自然发

展。

当吹唢呐这份职业慢慢地无法谋生时，游天鸣

的师兄都选择去城市打工。有一场戏是焦三爷去徒

弟家，他狠狠地辱骂徒弟为了挣钱，放弃了吹唢呐。

可以看出每个人心中的痛苦和无奈，可是人活着的

首要任务就是生存。当吹唢呐已经无法保障个人的

基本衣食住行时，那就只能去大城市谋生。传播学

中有一则定律叫“沉默的螺旋”，就是当一种现象已

经被大部分人所认可的时候，接受这个现象的人也

会越来越多。现代化进程的范围越来越大，影响的

范围也会不断扩大。

吴天明导演一生热衷于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探

索。在《百鸟朝凤》中，吴天明对于传统文化进行了

反思，对于社会问题提出了质疑。他在访谈中也多

次谈到，他的电影希望为观众带来正确的价值观和

深刻的思考。但同时我们看到，在《百鸟朝凤》中对

西方文化一边倒的批判，是稍显片面化、情绪化的。

在现代化的大浪潮中，外来文化的进入是无法避免

的，我们要用辩证的思维去看待这一问题。多元化

的交融也为我国本土文化带了一些有益的影响，而

在《百鸟朝凤》中，对于现代化过程中外来文化对本

土文化带来的冲击，处理得相对极端。唐宏峰认为：

“影片在主题上没有跳出从‘五四’以来表现这一主

题的双重窠臼，即要么将乡村表现为美好的伊甸园，

视其为对堕落的现代都市文明的拯救；要么将其理

解为僵化压抑的封建铁屋子，是启蒙演练的对象。

无论哪种态度，根本上都是一种二元对立的他者想

象，而本片无疑采用了前者，表达一种鲜明而简单的

现代性批判。但这种批判没有建立在一种理性的、

复杂与有难度的思考之上，就只能发挥与流行的怀

旧文化同等的肤浅的慰藉功能。”［６］这种城乡对立、

中外对立的二元思维，在中国当代作家、艺术家的作

品中，呈现得比较普遍，尤其在西部文艺作品中，更

加突出。某种意义上，这是艺术家不成熟的表现，是

一种内心的不自信。

“影片表面上是在讲民间唢呐技艺遭遇到的现

代冲击，但更根本上，当然是用唢呐来连带整个传统

的乡村伦理体系，从师徒关系、夫妻关系到婚丧礼

仪、典章制度，唢呐的衰落是整个传统文化衰落的象

征。”［６］在关于《百鸟朝凤》的评论中，我比较认同唐

宏峰的观点。２０１６年５月，我们曾同在苏州第二届
全国文艺评论家骨干研修班，当时在课堂讨论中已

经领略了她美丽后面的锐利，读了此文，更加佩服她

的见识。

在落后的西北农村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

惯等各方面都经受着现代化的冲击。工业化的脚步

一步步逼近，无疑对之前扎根于土地的传统带来了

巨大的影响。社会需要发展，人们也需要适应发展

的步伐。当传统与现代化狭路相逢时，我们应当如

何权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用辩证的方法去思考

其中的原因和利弊，这是一个大问题。

在世界文化大融合的趋势下，影片《百鸟朝凤》

表现更多的是对于西方文化的愤慨和不理智的否

定。导演吴天明所坚守的传统观念似乎与现代化过

程中的大融合格格不入。在中国的传统电影中，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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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意识一直是导演肩负的责任，可是过度的忧患会

带来极端的效果。当下我们对于本土文化，应该表

现出文化自信，过多地保护本土文化，抵制外来文

化，也会造成畸形的文化发展趋势。

“由于缺乏超验的价值之根和终极关怀所指向

的神性的悲悯情怀，‘第四代’的电影随着历史语境

的变迁和时代主题的转换而日渐丧失美学的力

量。”［７］１６吴天明导演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在他所执

导的这些影片中，前期的一些作品比较优秀，他以电

影作为传播媒介，为大众带来了有深度的思考；但是

在他执导的后期影片中，明显地表现出时代衔接方

面的断层，在社会前进的步伐中，他仍然以传统的视

角和观念思考问题，使得影片深度有所欠缺。如

《百鸟朝凤》中，传统的意识形态传递太过强烈，基

本不接受外来文化，有些“闭关锁国”的味道。

通过对吴天明导演两部作品的分析，我们发现，

在剧烈变化的时代中，我们应当用发展的眼光去看

待问题。这也是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面对冲击，

我们应该采取的清醒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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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沱河记忆》中的农事记忆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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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化。

摘　要：《沱河记忆》是一部知青题材小说。曾经是知青的作者董克林用独特的视角，用平实朴
素的带有豫东特色的语言回忆了知青到农村插队的美好往事，记录了知青和农民的深厚感情，描绘

了那一代青年人的热血青春和理想追求。《沱河记忆》中的农事记忆是文学描述，更是具有社会性、

历史性的有价值的文献。它不仅是知青题材的小说，更是中国农村发展和变迁的历史缩影；它不仅

是作者的个人记忆，更是能激发群体认同感的社会记忆。小说具有一定审美境界和历史文化价值。

关键词：《沱河记忆》；农事记忆；情结；审美境界；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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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写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知青题
材的小说众多。８０年前后有描写知青苦难历程的
“伤痕文学”，如叶辛的《蹉跎岁月》，竹林的《生活的

路》，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８０年代前期有讴歌
青春和理想的，如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

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张曼

菱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张承志的《黑骏马》，王

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８０年代中期以后有“反思
文学”，如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张抗抗的《隐形

伴侣》，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老鬼的《血色

黄昏》，李锐的《合坟》；之后，有更多沉思和温暖成

分的知青小说出现，如刘海的《青春无主》，梁晓声

的《知青》。董克林先生的长篇小说《沱河记忆》属

于最后一类。

《沱河记忆》这部小说没有史诗般的宏大叙事，

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更没有华丽的词句。它

用平实朴素的带有豫东特色的语言回忆了知青到农

村插队的美好往事，记录了知青和农民的深厚感情，

描绘了那一代青年人的热血青春和理想追求。读来

让人温暖，令人感动。“如果说语言是思想的工具

和材料，记忆则是思想的源流。”［１］知青生活是那一

代人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他们人生故事里重要的情

节。正像作者本人所说：“返城三十多年来，在沱河

岸边庄稼地里摸爬滚打的场景慢慢变成了发黄的老

照片。但是，这种镜头一直使人魂牵梦绕，心中总有

一股力量在冲动，时时激励着我提笔书写那段流逝

着、沉淀着铁质的岁月。”［２］３２１小说描写的是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山”时期，京港市１８位知
青（小说中的１８位罗汉）到沱河县沱河岸边的李楼
大队劳动四年多时间里发生的故事。小说开头，讲

到１８位知青（９男９女）乘坐大客车来到李楼大队，
大队书记和大队长已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饭，而

且提前为他们新盖了三间草房。看到草房、树木、果

实和田野，他们充满新鲜和好奇，“九枝花”开心的

把他们的草房称为“千金店”，九弟兄晚饭后迫不及

待的跳入沱河，在河里嬉戏打闹游成了欢乐的“浪

里白条”。他们的青春活力、阳光开朗也给偏僻的

乡村带来了清新和生机。“石榴树枝头挂满了带有

红脸蛋儿的果实，高高的柿子树上结满了嫩绿的青

果儿。累累果实在风中摇曳，在太阳下微笑，好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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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２］４这是小说开头引子

里的描述，为本书奠定了清新、明亮而又温暖、向上

的橙色和绿色交织的色彩基调。

《沱河记忆》是一部长篇纪实散文体小说。小

说除了引子，有二十一章：十个“和尚”和“一小撮”、

地锅馍和“独腿烧鸡”、制止敌台、种麦、房东、雪中

的大白鹅、大队书记的酒坛、章来打架、参加整党工

作队、捉老鼠、九公里事件、盖新房、收麦打场、木雨

伞、棋“生”棋子、闹鬼、车祸、吃大鱼、王引河会战、

红芋活、知青调研。这二十一章故事各自相对独立，

前后既没有时间上的承前启后，又没有故事情节的

逻辑关联，每一章都是人物情节相对完整的短篇小

说，在栩栩如生的描述中昂扬着积极向上的力量。

内容有劳动和生活中的逸闻趣事，也有矛盾冲突和

意外事件，其中关于农村农事、农活儿的描写占了大

量篇幅。例如第四章种麦、第十二章盖新房、第十三

章收麦打场、第二十章红芋活，其他章节里也不乏农

事、农活儿的片段描写。这些农村农事的描写既表

达了曾是知青的作者对农民、对农村深深热爱的情

结，又表现了作者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和教育家

对农事的文化思考。

一、《沱河记忆》的农事记忆具有景真情切的审

美境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境非独谓景物也，

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

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３］５意即作家写作

要写真景物、表达真感情，要真切地写真，才叫有境

界，否则就是无境界。董克林是有境界的作家，他眼

中的农事真实自然，他面对农活不是被动抱怨而是

主动学习掌握，他笔下的农事、农活儿不仅有意义而

且有情趣。第四章“种麦”中详细描写了多种农事、

农活儿：沤粪、上粪、打坷垃、耙地、打畦田、耩麦等

等。作者通过生动的人物对话和细致入微的描述把

所用农具及使用方法、技巧、使用效果、出现的问题

全部记录下来，可以说是“种麦的农具农活大全和

教科书”。比如作者对耩麦的耧的介绍，如果不是

亲眼见过、亲自用过，就不会把它的结构描写得如此

细致和具体，因为如今这些农具已鲜为少见。在第

十二章“盖新房”中，作者用１２０００字，描绘了从钉
木线橛子、挖地基、打夯、和泥、砌砖、垒墙、上梁、铺

房顶等环节到新房盖成的全过程，讴歌了村民们代

代相传的聪明才智、盖房工艺和友爱协作的精神，表

达了村民们对知青的关爱和盖新房的喜悦之情。其

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不一会儿，村里的建房高手、

青壮劳力‘云集’工地，参加建房‘会战’。高金顶是

全大队手艺最好、最权威的‘把式’，小学生似的站

在徐队长身旁，‘老队长，只等您发话了，恁说干，俺

就下手。’”［２］１５１“干活的社员个个都是艺术家，他们

光着膀子，耍着家伙，胶泥在他们手里好像有了生

命，特听使唤。……泥里露出的麦秸茬都齐刷刷地

头朝外，泥墙成了艺术品。”［２］１６１作者描写的劳动，从

字里行间传递出的不是苦而是快乐，这既表现了当

时的劳动场景的确是欢乐的，同时也表达了作为知

青的作者对劳动的认知和体验也是快乐的。这源于

作者对劳动和村民们的深情和热爱，也源于作者对

劳动的审美态度，给读者带来了审美上的愉悦感受。

《沱河记忆》小说通篇充满真善美和人性的光

辉，其中关于农事劳动的描写也充满了真善美。王

泽龙教授为《沱河记忆》所作序文中说：“真、善、

美———就学理而言，分属哲学、伦理学和美学中最基

本的范畴，也都属于美学研究中的基本课题。所谓

真，就是客观事物的存在及规律性，人们只有尊重客

观事物存在及其规律（真），才能自由地进行造福人

类的活动（善），从而显示出人的本质力量（美）

来。”［２］１农事劳动是本真，在劳动中体现善和美，这

是作者具有高度的审美境界和自觉所致。在第十三

章“收麦打场”和第二十章“红芋活”中，作者同样如

教材般详尽描写了这两种农活的程序，但效果又比

教材生动和灵活。作者巧妙的以徐队长及村民和知

青们一问一答对话的方式，把收麦打场及翻红芋秧

的原因、细节、技巧展现出来了。作者对农事劳动的

描写也颇有意境，颇具美感。“庞大爷接过扫帚，左

脚在前，右脚在后，身体像个中心轴，随着上半身扭

转，手中的扫帚不紧不慢地围绕着庞大爷的身体画

着弧。一扫把、两扫把、三扫把……扫过之后，麦秸

在上，麦粒都乖乖地留在地面上。”［２］１７７“这个麦季，

正像安国夸庞大爷菩萨心肠那样，一周艳阳眷顾了

诚实劳作的社员，直到麦子装袋入仓。”［２］１７９在作者

眼中，农活儿是美的，干农活儿是快乐的。在第十九

章“王引河会战”中，作者用轻松幽默的文字生动描

述了劳动后的快乐心境。“太阳落山，工地放工，吃

饭算是摸黑‘晚宴’。社员头顶挂着星星的碧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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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声笑语把饭场搅和得五味俱全，用诙谐幽默的智

慧装点出一个偌大的晶莹透亮的天然宴会厅。老少

爷们尽情地说啊、笑啊、闹啊，享受着释放疲惫之快

乐。”［２］２６９

读者从书里描写的农事劳动中不仅感受到了真

善美，也感受到了快乐。除了中国农村农事本身传

递的美学意象之外，作者的文学功底和审美境界令

人叹服。

二、《沱河记忆》的农事记忆具有一定的历史文

化价值

以苦难知青生活和蹉跎青春岁月为题材的知青

小说很多，它们浓墨重彩讲述的多是知青们的生活

和情感经历。而像《沱河记忆》这样能欢快表现丰

富的知青生活、温情讲述知青和社员和谐美好感情、

详实记录农村农事活动的比较少。董克林先生撰写

的《沱河记忆》为人们认识和了解上山下乡运动和

知青生活多了一个角度和窗口，为社会记忆提供了

独特的资料，也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定印记。

很赞同清华大学郭于华教授在《社会记忆与人的历

史》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就中国社会而言，贯通个

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并由此重建社会记忆是社会科学

研究的任务之一……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

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重量！每个人的记忆都弥足珍

贵！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１］作为社会科学

研究者和教育家，董克林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

命，他想把个人历史、个人记忆融入社会记忆，想让

具有青春纪念碑意义的“知青”生活不仅成为自己

的人生财富，而且把那一代人甚至中国某一阶段的

历史记忆变成可以翻看和咀嚼的文字，同时也为当

代青年提供活生生的、可以借鉴的社会实践素材，倡

导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向劳动人民学习的良好

风尚。

不仅如此，《沱河记忆》还是一部生动的农事教

材。作者描写农活儿、农具的农事记忆不仅是作者

个体的，更是社会的记忆，其历史文化价值值得重

视。社会发展与乡村变迁使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农耕

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传统的农具、农活儿正

逐渐消失，即将成为历史和文化记忆。在这种时间

节点上，《沱河记忆》的农事记录无疑是具有文献记

载的历史价值的。耧是一种播种的农具，现在已被

播种机取代很少见到了。书中这样描述：“它有三

个上下高度约１米的圆木棍，上端有一根横杠，是扶
把；耧扶手即两根木料，长１米多，一端向人力车扶
手，把手下面与三个圆木棍呈１１０度衔接，三跟圆木
棍下面部分俗称黄瓜筒，黄瓜筒是空心，麦种从漏斗

进入筒里经过下面的耧铧脚落到土层里。与三根圆

木棍衔接的两根木料有一个口大底小的漏斗，斗底

有一个踏门，踏门引出三个空心筒与黄瓜筒连接。

耧铧脚是铁质的，前尖后宽，扎在蓬松的土壤里，前

行的同时播下种子。”［２］５５这一段文字是用过或见过

耧的农民和知青能读懂的，其他人读后一定不知其

为何物。现在耧和织布机一样已被抛弃或作为农耕

文化的象征成了历史陈列品，以后也许只能在博物

馆和陈列室才能见到。第二十章“红芋活”就是一

堂红芋的科普文化课。小说先叙述红芋的重要作

用：对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原农村的农民来说，“一
年红芋就是半年粮”，“红芋汤、红芋馍、离了红芋不

能活”。之后详细描写了知青学翻红芋秧、学做红

芋粉条、晾晒红芋片的全过程。最后还进行了概括

总结：“红芋的食用方法还有很多。红芋片可做白

酒…可制作淀粉；淀粉能制成粉条、粉皮；红芋渣是

喂猪的好饲料。经过霜打的红芋秧变成黑色，把它

和豆腐、红芋煮在一起，便成为一种叫做‘懒豆腐’

的主食。”［２］３００

这种浓郁的农事记忆和乡村情结是知青们的乡

愁，也是中国农民的乡愁。农事成了乡愁的载体，而

当实际生活中农事发生变迁或消失的时候，这些关

于农事的文字记载也成了乡愁的载体和传世的史

料，其意义已远不是个人记忆和个人情结了，它是一

种社会记忆和历史的文学再现。美国史学家爱德

华·希尔斯（ＥｄｗａｒｄＳｈｉｌｓ）指出：“物质器物、宗教知
识、科学著作、文学作品等都渗透着传统社会记忆的

踪迹。”［４］所以，《沱河记忆》中的农事记忆是文学描

述，更是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的有价值的文献；它不

仅是知青题材的小说，更是中国农村发展和变迁的

历史缩影；它不仅是作者的个人记忆，更是能激发群

体认同感的社会记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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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
梦境叙事在《聊斋志异》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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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梦境叙事有以下几种类型：人神相恋、托梦、梦幻人生等。《聊
斋志异》作为志怪小说的顶峰，受到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影响，其中也有许多梦境叙事，并进一步

发展———男女相恋具有世俗化特点，托梦叙事复杂化，梦幻人生的主题更加意图化。《聊斋志异》中

梦境叙事的功能：通过梦境叙事来使时间呈现空间化，通过梦境叙事推动情节发展，通过梦境叙事使

中国古典小说出现“元小说”的雏形。

关键词：梦境叙事；志怪小说；《聊斋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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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一个经典内容，不仅
内涵丰富，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作为中国小说的开端，

有许多梦境叙事类型，对于后世文学产生了重大影

响。《聊斋志异》作为志怪小说的顶峰，受到魏晋南

北朝志怪小说的影响，其中也有许多梦境叙事，在全

书４９０多篇作品中，７０多篇都与梦有关。

一、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梦境叙事

梦境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叙事说情、塑造

人物的重要空间，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人神相恋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梦境有时是神人相恋

发生的场合。如《搜神记·弦超》：“以嘉平中夜独

宿，梦有神女来从之。自称天上玉女，东郡人，姓成

公，字知琼，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从

夫。超当其梦也，精爽感悟，嘉其美异，非常人之容。

觉寤钦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１］１６－１７弦超在

梦境中结遇神女并结为夫妇。这一梦境叙事体现了

人们对于自由美好爱情的追求。在封建社会，婚姻

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很多青年男女在婚前都未

见过面，更不要说心灵相通、互恋互爱，因此，古代有

很多并不随人愿的婚姻存在。由于“梦是欲望的满

足”［２］９７，梦境也就成为人们理想爱情的“发生地”。

如果说情投意合是普通男女对于爱情的最低标准，

那么凡夫俗子与天上神女的姻缘对于当时的人们来

说无疑就是爱情的最高境界。这一爱情的最高境界

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只能发生在梦境中。人神恋

中的梦境具有隐喻的意义，它暗示着：梦终究要醒

来，所以小说中弦超与神女的爱情并不顺利，在成为

夫妇七八年后，由于弦超把事情泄露，神女告辞离

去。

（二）托梦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梦境有时是亡人托付

生者了却自己意愿的场所。如《列异传·蒋济儿》

中，蒋济的妻子两次梦见儿子哭诉在阴间做泰山伍

伯“憔悴困辱”，让母亲委托泰山令孙阿给自己谋个

“得乐处”［３］１０，蒋济推问讴士孙阿验证了妻子的梦，

孙阿受蒋济之托到阴间为蒋济之子谋取了理想的职

位，成为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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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托梦情节有时又是人

物获知事态发展趋势的重要空间。如《列异传·三

王冢》：“王梦见一儿，眉广三寸，辞欲报仇。”［４］１４０楚

王就是在梦中梦到眉间尺说要杀他替父报仇，后来

果真被眉间尺托付的怪客砍下头颅。《拾遗记·秦

始皇》中秦王子婴在梦中见到一个“身长十丈，须鬓

绝青”的人告诉他：“余是天使也，从沙丘来。天下

将乱，当有同姓名欲相诛”。正是由于梦境中的预

言，子婴就怀疑赵高，并囚禁赵高。接下来才有了诡

异的情节，赵高被“悬于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镬汤

煮，七日不沸。”赵高死后，“有一青雀从高尸中出，

植入云”［５］１０５。不论是亡人托梦生者了却自己的遗

愿，还是异人托梦告知事态发展的结果，都与古人占

梦的情结有关。古代由于科学不发达，人们对于许

多自然现象和生理现象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尤其

是对于做梦这一现象更是充满了神秘感。因此，人

们就试图通过占梦之术为离奇的梦境与现实建立一

种联系。

（三）梦幻人生

《幽明录·柏枕幻梦》中，县民汤林在进庙祈福

时从柏枕的一个小孔进入梦幻世界：“见朱门、琼

宫、瑶台胜于世”，这一梦境的繁华远胜于现实。接

下来，“见赵太尉，为林婚，育子六人，四男二女”，汤

林在梦里又获得了婚姻，并且儿女双全。汤林不仅

家庭幸福，还仕途得意，“选林秘书郎，俄迁黄门

郎”。人生几大喜事———结婚、生子、升官，都在梦

境中一一得到满足，如汤林自然乐不思蜀，“永无思

归之怀”。但好景终不能持久，后来他“遭违忤之

事”，从枕中出来，才发现枕内的好几年不过是自己

“俄乎之间”做的一场梦。［６］４

《柏枕幻梦》中的主人公———县民汤林是一个

行贾之人，在古代商人地位低下，他自然对于功名利

禄更加渴望；另外，他还未成家，因此，成家立业就是

他的全部理想。枕中一梦使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

想，但人生就像一场梦，虚幻的东西终究不长久。一

切功名利禄、荣华富贵最终都是过眼云烟。这与当

时盛行的道家的虚无观有关，在道家看来，人间众生

无论在物质层面上还是在精神层面上的追求都是没

有意义的。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梦幻人生的梦境叙事

还体现为梦变为真。梦境有时还是事态发展的另一

“现场”，之所以说是“现场”，是因为人物梦境中说

的话或者做的事在现实中会产生相应的结果。如

《幽明录·换头》中，贾弼之“夜梦有一人，面皁甚，

多须，大鼻銬目”，听这个人说“爱君之貌，欲易头，

可乎？”贾弼之说：“人各有头面，岂容此理！”［７］３０拒

绝换头。天亮又梦到这个人，非常厌恶，于是在梦中

答应了换头要求，起床后贾弼之的头果真被换了。

梦境虽然是虚幻的，但它又与现实具有一定的映射

关系。梦变为真的情节体现了梦境是虚构世界与现

实世界的融合体。

二、梦境叙事在《聊斋志异》中的发展

文学既有传承的一面，更有在继承基础上的新

发展。《聊斋志异》在传承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梦

境叙事的基础上，呈现以下特点：

（一）男女相恋：世俗化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梦境中人神相恋的故

事，发展到《聊斋志异》，就成为世俗化的男女相恋

了。不论故事中是人神相恋、人鬼相恋、人妖相恋，

这里的神鬼妖都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人与神鬼妖的

界限变得模糊了。梦中男女之间即使横亘着人间与

仙界的巨大鸿沟，如果发生恋情，世俗的人也不会震

惊。同时，男女恋情发展也更加世俗化。鲁迅在

《中国小说史略》当中说道：“《聊斋志异》独于详尽

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

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８］２５８

《聊斋志异》中的男女相恋梦境叙事一类是异

类相恋。如《狐梦》通过毕怡庵梦中之梦讲述了一

段人狐相恋的故事。毕怡庵总想见到狐仙，一日

“归斋，日已寝暮。时暑月燠热，当户而寝”［９］６２１。

睡梦中首先有一位狐女幻化的妇人出现，她介绍自

己的三女儿与毕怡庵结为良缘。第二天，三娘子又

让毕怡庵见自己的三个姊妹共同庆贺。这四位狐娘

子就像人间不同性格的可爱女子一般生动，没有了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异类幻化为人的神秘感。

另一类是世间普通男女相恋。男主人公因为目

睹了女主人公的美貌而心生爱恋，但又囿于某种现

实原因不能在一起，因此，只能在梦境中一解相思之

苦。如《阿宝》，男主人公孙子楚生性迂讷，对别人

说的话往往信以为真。一个富商为自己的女儿阿宝

择婿，正好孙子楚的妻子死去，他就听别人的话去提

亲。阿宝戏弄他，让媒人转告如果他把多余的手指

切掉就嫁给他。孙子楚就切掉了手指。后来清明节

妇女出游，孙子楚得以见到阿宝的真容，从此魂不守

舍，“至家，直上床卧，终日不起，冥如醉，唤之不

醒。”而魂“遂从女归，坐卧依之，夜辄与狎，甚相

得”。梦中孙子楚与阿宝的恋情双方也都有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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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每梦与人交，问其名，曰：‘我孙子楚也。’”［１０］２３１

正是由于梦境中的相恋才为后来二人在现实生活中

结为夫妇打下了基础。孙子楚和阿宝恋情既有传奇

的一面，又有现实社会的反映，由于二人家世悬殊，

恋情发展曲折，体现了当时门当户对的婚恋观念。

此外，还有《王桂庵》《寄生》，父子良缘皆因梦成。

（二）托梦：复杂化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托梦叙事，大多采用

全知视角，对梦境的主要内容进行叙述，内容以委托

他人实现愿望或者预测事态发展趋势为主，而且梦

境多为一人所做之梦。《聊斋志异》中的托梦叙事

就复杂多了。

首先，《聊斋志异》的托梦叙事既有采用全知视

角的，也有采用限知视角的。如《董生》中，董遐思

被狐女魅惑致死后，王九思重蹈覆辙，也被狐女害得

迷罔病瘠，一日忽然梦到董生。这一情节，作者就是

采用全知视角，原原本本地把王生的梦境对话复述

出来。“与君好者狐也。杀我矣，又欲杀我友。我

已诉之冥府，泄此幽愤。七日之夜，当驻香室外，勿

忘却。”［１１］１３６还有一些作品采用限知视角来叙述梦

境。如《连城》中，连城在违背当初让乔生割脔肉和

药就嫁给他的诺言时，让老太婆传话：“我梦不祥，

三年必死，不必与人争此泉下物也。”［１２］３６１－３６２由于

是他人转述连城的话，自然也就无法原原本本地把

梦境全部反映出来，因此，也就无法得知连城梦到了

什么使她知道自己三年后必死。

其次，托梦的内容除了诉说遗愿和预言未来外，

一些作品中的托梦叙事具有揭示真相的功能。如

《陆判》中，朱尔旦的妻子被陆判换了吴侍御女儿的

头之后，消息传到吴侍御那里，吴侍御猜测女儿为朱

尔旦所害，要讼之官府，陆判让吴侍御的女儿夜晚在

其梦中自言：“儿为苏溪杨大年所杀，无与朱孝廉。

彼不艳其妻，陆判官取儿头与之易之，是儿身死而头

生也。愿勿相仇。”［１３］１４４托梦叙事揭开了吴女死亡、

朱妻换头之谜，为朱尔旦洗了冤。另外，《聊斋志

异》不仅有“一人一梦”，还有“多人同梦”。《王六

郎》中，许某在王六郎被天帝授为招远县邬镇的土

地神赴任后，到邬镇准备会见王六郎，问路时才知道

村人等候已久，这些村人之所以等候许某，是因为他

们做了一个相同的梦：“众乃告曰：‘数夜前，梦神

言：淄川许友 当 即 来，可 助 一 资 斧。祗 候 已

久’。”［１４］２９《凤阳士人》中，妇人、妇人之弟、妇人之

夫，身处三地却共作一梦。《聊斋志异》还有一人多

梦、多人多梦的作品。

（三）梦幻人生：意图化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关于人生如梦主题的

梦境叙事对于后世作品影响颇大。鲁迅先生评价唐

传奇《枕中记》时曾说：“如是意想，在歆慕功名之唐

代，虽诡幻动人，而亦非出于独创，干宝《搜神记》有

焦湖庙祝以玉枕使杨林入梦事，大旨悉同，当即此篇

所本，明人汤显祖之《邯郸记》，则又本之此篇。既

济文笔简炼，又多规诲之意，故事虽不经，尚为当时

推重。”［１５］４４《聊斋志异》中的《续黄粱》《王子安》正

是在《柏枕幻梦》的基础上，对这一题材的再创作，

进一步扩大了这一题材的影响。

《续黄粱》中，讲述了曾孝廉中举之后到郊外游

逛，让寺里的算命先生给自己算命，算命先生说他能

做二十年太平宰相。门外雨大，曾孝廉倦伏榻间，做

了一场黄粱美梦。在梦中曾孝廉官至宰相，拥有荣

华富贵，周围有美女陪伴。他贪赃枉法，最终受到严

厉惩罚，不仅头被砍掉，还在阴间受到酷刑，最终转

世为流浪汉的女儿，身世悲惨。正当曾孝廉痛苦哀

嚎时，有人把他叫醒，才知道是做了一场梦。

《王子安》中，讲述了科举失意的落魄书生王子

安在参加科举考试后，醉梦中实现了自己的功名理

想。作者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人物梦中及第后的变

化，一开始“忽有人曰：‘报马来。’王踉跄起曰：‘赏

钱十千！’”“踉跄起”三个字就把王子安得知自己考

中的消息后，兴奋的状态描绘了出来。接下来，“俄

又有入者曰：‘汝中进士矣！’王大喜。”又过了一会

儿，有人说：“汝殿试翰林，长班在此”，在狐精的欺

骗下，王子安对自己考中进士深信不疑。这时他的

心态就又变化了从兴奋———炫耀，“久之，王自念不

可不出耀乡里”。与此同时，对待长班的态度也发

生了转变，从“呼赐酒食”到“大呼长班”“捶床顿足，

大骂”，甚至在长班不听他令之后，“王怒，骤起扑

之，落其帽”，发展为“扑”。［１６］１２３４该小说塑造了一个

醉心于科举功名的读书人，充满讽刺意味。最后，作

者假托“异史氏”之名，对于科举制度进行直接的理

性批判，这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梦幻人生叙事

显著不同。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梦幻人生叙事更

多是一种隐喻，叙述者沉默，只是讲述故事，但不直

接评论，让读者自己体会。《聊斋志异》的此类叙事

更多是一种意图叙事，作者不仅在情节发展中倾注

了自己的意图，在文末还直接发表评论，表明自己的

价值观。以《续黄粱》为例，最后异史氏的话：“梦固

为妄，想亦非真。彼以虚作，神以幻报。黄粱将熟，

此梦在所必有，当以附之邯郸之后。”［１７］５３２体现了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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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龄对于梦幻人生的深刻认识。

三、《聊斋志异》中梦境叙事功能的继承发展

梦境叙事作为志怪小说主要的空间叙事形式之

一，对于作品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志怪小说创作

高峰的《聊斋志异》吸取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

创作手法，同时也进行了新的突破。以梦境为例，

《聊斋志异》在叙事功能上既有继承，又有新的创

造。

（一）通过梦境叙事来使时间呈现空间化

时间和空间作为叙事的两个基本维度，相辅相

成，不可分割。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就二者的关

系提出了“时空体”理论，“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

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时空整

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

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

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

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两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

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存在。”［１８］２７４－２７５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梦境叙事模糊了过去与

现在、现在与未来的时间界限，使得时间叙事明显呈

现出空间化、跳跃性的特征。梦境是与现实生活不

同的空间，也是对现实时间的重要突破；梦境既可以

预知未来，又可以见到已故的亡者（亡者的隐喻是

逝去时间），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空间载

体。这形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独特的时空体。

《聊斋志异》继承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梦

境在叙事上的这一功能，在梦境这一空间中，现实生

活中的人从现实时间进入到梦中时间，可以与亡故

的人进行沟通交流，如《聊斋志异》中的《婴宁》，王

子服把婴宁的鬼母与秦氏合葬后，“是夜，生梦媪来

称谢”［１９］１５０，梦境中鬼魂与活人进行了沟通。此外，

现世的人还可以在梦境这一空间中预知事情的发展

趋势，从而突破了以时间为轴线的叙事方式的局限，

达到预叙的效果。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搜神

记·三王墓》中，楚王就是在梦境中得知：自己将被

眉间尺杀死，为其父母报仇的结局。这在《聊斋志

异》中也有反映，如《聊斋志异·姊妹易嫁》中，毛公

参加乡试，道经王舍人店的前一晚，店主梦见神仙告

诉他：“旦夕当有毛解元来，后且脱汝于厄。”［２０］５２３

这一梦境叙事预测到了后面“店主人以人命逮系囹

圄，公为力解释罪”［２０］５２４这一事件。

（二）通过梦境叙事推动情节发展

梦境叙事对于志怪小说的情节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有时梦境叙事是故事情节发生的依据，离开这

一空间，情节将不复存在。梦境叙事贯穿整个情节

的全过程。这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和《聊斋志

异》中均有反映，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柏枕幻

梦》，《聊斋志异》的《续黄粱》和《绛妃》等。有时梦

境叙事是故事情节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作为情节发

展的某一阶段：起因或者结局。例如托梦交代任务

或预叙结局的梦境空间叙事都属此类。魏晋南北朝

志怪小说《列异传·蒋济亡儿》《拾遗记·赵高受

诛》《搜神后记·李仲文女》等，均以梦境叙事作为

故事的起因或结果。

《聊斋志异》继承发展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

中梦境叙事推动情节进展的功能，梦境叙事作为情

节推进的诱因。如《鲁公女》中，张于旦偶遇鲁公女

心生爱慕，鲁公女死后与张生结为良缘，在鲁公女托

生前二人定下约定，张生十五年后赴约。但由于相

貌变化，鲁公女不相信他就是张生，她哭了几天就死

了，一晚鲁公女托梦张生：“下顾者果君耶？年貌舛

异，觌面遂致违隔。妾已忧愤死。烦向土地祠速招

我魂，可得活，迟则无及矣。”［２１］２８６于是找人招魂，鲁

公女复活，二人结为夫妻。梦境叙事成为有情人终

成眷属的重要契机。

《聊斋志异》中的梦境叙事较魏晋南北朝志怪

小说更为复杂，不再独立地成为故事情节的开端或

结尾，而是交织在故事情节发展的具体过程中，与其

他叙事因素共同推进情节发展。

（三）通过梦境叙事使中国古典小说出现“元小

说”的雏形

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相比，《聊斋志异》中的

梦境叙事最大的不同就是出现了“元小说”结构。

“元小说”是 １９７０年美国作家威廉·加斯在论文
《小说与人物生活》中正式提出的，意思就是关于小

说的小说。虽然“元小说”的概念产生较晚，但它作

为一种文学现象早已产生。《聊斋志异》中的《狐

梦》具有“元小说”的许多特征，整个故事呈现“大套

小”的结构。毕怡庵对于狐仙特别倾慕，日思夜想

自己能够遇见狐仙，一天“睡中有人摇之”，其实这

时毕怡庵已经进入梦境。接下来，他与狐女三娘结

为良缘，并与其姊妹喝酒庆贺，这其实都是梦境中的

事情。宴席结束后，毕怡庵自己回去，“瞥然醒寤，

竟是梦景；而鼻口醺醺，酒气犹浓，异之。”［２２］６２１《狐

梦》描述了双重梦境：一重是毕怡庵梦遇狐女，一重

是毕怡庵与狐女三姊妹喝酒庆贺。在这双重梦境之

外，又套着毕怡庵向“余”（作者）讲述这段传奇经历

·２１·



的一层。因此，《狐梦》呈现出三层套的叙事结构，

而其中两层都是梦境叙事，最外层是元小说。而隐

藏于故事之后的作者也忍不住直接说话：“有狐若

此，则聊斋之笔墨有光荣矣。”［２２］６２３

参考文献：

［１］〔晋〕干宝．玄超［Ｍ］／／搜神记：卷一．汪绍楹，校注．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２］〔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Ｍ］．高觉敷，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１９８４．

［３］〔魏〕曹丕，等．列异传·蒋济儿［Ｍ］／／列异传等五种．郑
学，校注．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８８．

［４］曹丕．列异传·三王冢［Ｍ］／／唐前志怪小说辑释．李剑
国，辑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

［５］〔晋〕王嘉．秦始皇［Ｍ］／／拾遗记·卷四．〔梁〕萧绮录，齐
治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６］〔南朝宋〕刘义庆．柏枕幻梦［Ｍ］／／幽明录·卷一．郑晚
晴，辑注．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８６．

［７］〔南朝宋〕刘义庆．换头／／［Ｍ］幽明录·卷一．郑晚晴，辑
注．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８６．

［８］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Ｍ］／／
郭箴一，主编．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
社，１９９０．

［９］〔清〕蒲松龄．狐梦［Ｍ］／／聊斋志异·卷五．朱其铠，主
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０］〔清〕蒲松龄．阿宝［Ｍ］／／聊斋志异·卷二．朱其铠，主

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１］〔清〕蒲松龄．董生［Ｍ］／／聊斋志异·卷二．朱其铠，主
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２］〔清〕蒲松龄．．连城［Ｍ］／／聊斋志异·卷三．朱其铠，主
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１３〔清〕蒲松龄．陆判［Ｍ］／／聊斋志异·卷二．朱其铠，主
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４］〔清〕蒲松龄．王六郎／／［Ｍ］聊斋志异·卷一．朱其铠，
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Ｍ］／／郭箴一，主编．
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６］〔清〕蒲松龄．王子安［Ｍ］／／聊斋志异·卷九．朱其铠，
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７］〔清〕蒲松龄．续黄粱［Ｍ］／／聊斋志异·卷四．朱其铠，
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８］〔俄〕巴赫金．小说理论［Ｍ］／／巴赫金全集．白春仁，晓
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９］〔清〕蒲松龄．婴宁［Ｍ］／／聊斋志异·卷二．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２０］〔清〕蒲松龄．姊妹易嫁［Ｍ］／／聊斋志异·卷四．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２２］〔清〕蒲松龄．鲁公女［Ｍ］／／聊斋志异·卷三．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责任编辑　刘海燕）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Ｄｒｅａｍ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ＧｈｏｓｔＳｔｏｒｉｅ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ＴａｌｅｓｏｆＬｉａｏｚｈａｉｄｕｒｉｎｇＷｅｉ，
Ｊ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ＧＵＯＹ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Ｈｅｎ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ｒｅａｍ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ＧｈｏｓｔＳｔｏｒｉ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Ｗｅｉ，Ｊ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ｍａｉｎｌｙｈａｓ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ｙｐｅｓ：ｔｈｅｌｏｖ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ｕｍａｎａｎｄｉｍｍｏｒｔａｌ，ｔｈｅｒｅｑｕｅｓｔｂｙｔｈｅＧｈｏｓｔａｐｐｅａｒｓｉｎｏｎｅ’ｓｄｒｅａｍ，ｄｒｅａｍｙ
ｌｉｆｅ，ｅｔｃ．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ＧｈｏｓｔＳｔｏｒｉ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Ｗｅｉ，Ｊ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ＴａｌｅｓｏｆＬｉ
ａｏｚｈａｉｉ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ｔｏｂｅｔｈｅｓｕｍｍｉｔｏｆｇｈｏｓｔｎｏｖｅｌｓ，ａｎｄｉｔｃｏｎｔａｉｎｓｍａｎｙｄｒｅａｍ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ｗｈｉｃｈｈａｄｂｅｅｎｆｕｒ
ｔｈ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Ｌｏｖ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ｎａｎｄｗｏｍｅｎｂｅｃｏｍｅ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ｆ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ｑｕｅｓｔｂｙｔｈｅＧｈｏｓｔａｐ
ｐｅａｒｓｉｎｏｎｅ’ｓｄｒｅａｍｂｅｃｏｍｅｓ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ｈｅｍｅｏｆｄｒｅａｍｙｌｉｆｅｃｏｍｅｓ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ｉｚｅ．Ｄｒｅａｍ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ｉｎ
Ｔｈ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ＴａｌｅｓｏｆＬｉａｏｚｈａｉｈａｓ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ｔｉｍｅｉｓｓｈｏｗ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ｄｒｅａｍ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ｔｈｅ
ｐｌｏｔｉｓ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ｔｈｅ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ｆｏｒｍｏｆｍｅｔａ－ｆｉ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ｅｓｔｏ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ｎｏｖｅ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ｒｅａｍ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ｇｈｏｓｔｎｏｖｅｌｓ；Ｔｈ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ＴａｌｅｓｏｆＬｉａｏｚｈａｉ

·３１·



第３４卷　第５期
Ｖｏｌ．３４　　Ｎｏ．５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Ｏｃｔ．２０１７　

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
———以毛姆《在中国屏风上》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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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屏风上》是英国作家毛姆在中国旅行时的游记，他对中国的山川风物、人文景
观的考察，对上至达官贵人下到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的书写，描绘了一幅光怪陆离的中国形象。该

该中既有文化“他者”中的中国形象，又有集体无意识下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体现了作家所属群体

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范式。

关键词：毛姆；文化；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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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ｏｍｅｒｓｅｔ
Ｍａｕｇｈａｍ，１８７４—１９６５）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英
国著名小说家和戏剧家。毛姆最初以戏剧家闻名，

但小说创作是他的主要文学成就，不少小说被搬上

银幕，他的作品被译成各国文字。其中以中国为题

材的小说彰显了他对东方文化浓厚的兴趣。他的旅

行札记《在中国屏风上》（Ｏ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ｒｅｅｎ，
１９２２）和长篇小说《面纱》（ＴｈｅＰａｉｎｔｅｄＶｅｉｌ，１９２２）
都是以中国为背景创作的名篇。毛姆在 １９１９—
１９２１年间曾两次踏入中国土地，在《在中国屏风上》
是由５０多篇长短不一的作品构成了一幅中国之行
的画卷。在近１０万字的叙述中，刻画了上至达官贵
人下到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街头小巷的肮脏拥挤，

瓷器、壁画的优美雅致，山峦、河水的压抑污浊，长

城、天坛的静谧宏伟，构筑了一个别样的中国形象。

巴柔在《比较文学概念》中对形象下了这样的

定义，“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

对异国认识的总和”，它“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

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因此形象即

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做的文学或非文

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１］２５。他认为，形

象有两种知识立场：一是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

二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亦即：形象是对客

观现实的反映，有理解与曲解；形象是他者的文化表

述，无关真实或虚构。深受东方主义影响的毛姆，在

他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国的藐视和偏见。

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之一：破败滞后的中国

该书中第一篇《幕启》，是这样一幅断壁颓垣，

满目凄凉的画面：“在你的面前是一排茅草房，一直

延伸到城门口，这些用土坯砌成的茅屋倾圮破落，好

像一阵风就能把它们吹倒。古老并有着雉堞的城墙

频于坍塌。”［２］１这就是毛姆刚刚拉开那层神秘的屏

风所看到的。他看到的是一个衰败、凄凉的中国。

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失利，而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正处于饱受战争、割地、赔款之

苦的千疮百孔之境地。而此时的英国工业革命已接

近尾声，国家实力不断增强，通过海外扩张积累了大

量财富，殖民体系得到保障。毛姆既有对中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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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的描写，又有意识形态的抒写。在描写鸦片馆

时，他是这样形容的，“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

一样，舒适而温馨。”［２］３５他把残害中国人身体和灵

魂的鸦片，把人们吸食鸦片的地方，用尽了赞美之

词，毫不掩饰地反应出作家的殖民主义心态。正如

基亚所言：“形象总是某某事物的形象，总要与它或

多或少忠实再现的现实保持某种关系，这是所有的

折射、棱镜都改变不了的。”［３］８７中国的道路不是狭

窄曲折就是破损不堪。中国的客栈不是低矮拥挤就

是油迹斑斑。“有一家既肮脏又不舒服的中国小客

栈。在那儿，你会见到光秃秃的墙壁，滑腻腻的泥土

地面。”［２］７０在毛姆的笔下，中国的房屋阴沉、低矮、

空荡，坐落在拥挤或冷僻的街道。客店邋遢、污秽不

堪，但这幅粗糙简陋的画卷也别有一番景致。被列

强恣意欺凌的中国，城市是阴郁的，河水是浑浊的，

就连天然形成的山峦都在竭力地抖动着。

在《面纱》中，作者对中国的城市有过这样的描

述：“街道狭窄曲折，街道上阴森森的一个人影也没

有，俨然是一座死城。”［４］７７陆路和水路交通闭塞，在

不到一千公里的两座城市间穿梭少则五六天，多则

数十天。这些贬义性的语言，可以窥探出毛姆对中

国的反感与厌恶。

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之二：庸俗无知的中国人

毛姆用他深邃的观察力和犀利的文笔，用两种

方式来刻画中国人的形象：一是作为旁观者直观的

观察，二是通过在华的英国传教士、商人和政客等转

述。主要描写了三类人的中国形象，一是普通百姓，

二是达官显贵，三是儒雅学士。

他用较多的笔墨刻画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你

可以观察那些中国人，顾客和店员，他们露出一种愉

快的神秘表情，好像在进行什么见不得人的交

易。”［２］２４“如果你脑子里没有装满东方人都是神秘

莫测的这种观念的话，你会觉得他们都是老实巴交

的好人；可是如果你向常驻中国的那些老资格外交

官提起你的这种钦佩，他们会认为你有些荒唐。他

们把苦力视为不过是些牲畜。”［２］４９毛姆对普通百姓

的描写用尽了蔑视和挖苦之词。

在《面纱》中，男主人公瓦尔特用生命爱护自己

的妻子，妻子却与另一位来自英国驻香港风流倜傥

的副领事偷情，在一个午后，当他们两人在瓦尔特的

家中密会时，突然发现门把手有人在拧动。两人神

情极度紧张，他们在诚惶诚恐中这样彼此安慰：“除

了中国人，没人上来就那样拧把手。”［４］３事实上，是

丈夫瓦尔特昨晚听说妻子想看一本书，就顶着烈日

给妻子送回来，他知道妻子一般都午睡，怕惊扰妻

子，想着把书轻轻放下就走人。最终妻子在瓦尔特

爱的感召下，“在善与恶的博弈中，回归了家庭。”［５］

无论是衣衫褴褛、身材枯瘦、干瘪的苦力，还是

为生活而奔波的普通百姓，在毛姆的眼中都是窥视

欲甚多、庸俗无知的人。中国有一个怪现象，人的地

位可以为其行为辩护。大意就是不论你的人品如

何，只要你有权有势，人们就会讨好你，想和你成为

朋友。在《内阁部长》里，毛姆这样描写：“他是一个

清瘦的人，中等身材，有一双瘦削、优雅的手；他那双

又大又黑的眼睛中流露出一丝忧郁，我从一开始就

知道他根本就是个恶棍。”他把这位内阁部长形容

为是奴颜婢膝、不择手段、凌弱暴寡、贪赃枉法、任人

唯亲的政府官员。在领事和中国官员因为战俘而起

争议时，领事完全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他气急败

坏地说：“他不允许一个可恶的中国官员用这样的

语气和他说话。”［２］３４有一位在中国工作的领事皮特

先生，他不遗余力地查禁鸦片，但城里人只有他不知

道他的雇员将鸦片藏在领事馆内，而且是在领事馆

大院的后门公然进行大量的鸦片交易。这是全书唯

一一位毛姆提到的英国官员，在中国禁止鸦片交易，

实际情况又叫毛姆啼笑皆非。

不论是来中国３０年的怡和洋行的老板，还是来
中国十几年的大班；从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干事员，到

现在住着气派的石砌大厦的成功人士，他们都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连一句在街上问路的中国话都

不会，甚至用异样怀疑的眼光打量任何学中文的人。

即使是为了自己的精神得到重生，带着某种目的来

到中国的传教士———温格罗夫，在中国已经呆了１７
年，他表面上肯定赞扬中国人，听不得别人说中国人

不好；然而从他妻子的口中，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她从无数传教士的言行中得知中国人肮脏、残忍、不

可信任。夫妻两人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让毛姆迷惑

不解。毛姆这位善于洞察人内心的作家，给出了这

样的答案：他的感官所喜爱的，他的灵魂就厌恶。不

管他想极力掩饰什么，他灵魂深处是憎恨中国人的，

妻子的憎恨和他比起来真可谓相形见绌。温格罗夫

先生是在英国生活得比较安逸的为数不多的来中国

的其中一位，起初，他极为反感并加以拒斥，可是无

休止的焦虑始终萦绕于心，他无法摆脱精神的枷

锁———害怕永恒的惩罚，不得已来到中国。另一位

来中国的传教士，把工作当成了生意来做，他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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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既没有激情也没有热忱，他觉得中国人头脑

简单、愚昧无知。这些所谓带着上帝使命的传教士

来到中国，他们认为自己在一个远离文明的世界里

工作。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分子亨德森，刚来中国，

他极不习惯用人力黄包车作为交通工具，时间久了，

他认为坐人力黄包车是天经地义的，他用冷漠的口

吻说：“你不必去关心中国人，我们在这儿是因为他

们害怕我们。我们是统治的民族。”大部分来中国

的外国人基本上都是他们国家里贫穷的下层人士，

到了中国都成了富有的上等人，如沙利文本是爱尔

兰的一个水手，在英国，他是一位食不果腹的贫苦

人，到了中国，经过几番辗转竟成了一位衣冠楚楚、

大腹便便的富人。毛姆此行一直想拜访中国著名哲

学家辜鸿铭，对他有过这样的描写：人消瘦，吸食鸦

片，寻花问柳，而他满腹经纶的儒家经典却少有人问

津。毛姆对这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作家、哲

人，毫不客气地把他形容为朝秦暮楚、嗜毒成瘾的

人。然而，笔锋一转，又怀着体谅的情绪，把他的这

种行为称之为“雅好”。辜鸿铭通过体验普通人所

遭遇的人生浮沉，来使他的著作更有现实意义。这

是毛姆赤裸裸地为西方殖民主义思想作辩护。

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之三：

集体无意识下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

“一种文化一个时代中关于特定主题的典范之

本，不是创造出一种形象，而是为那种文化和那个时

代集体无意识生活中的原型找到了理想的表达

式。”［６］４５文人墨客塑造“他者”文化，无意再现他国

的现实，按照当时所属文化的一般想象来描述他者，

实际表现的是西方文化无意识的欲望。毛姆踏上中

国国土时，正值西方政治腐败、社会不公、司法混乱，

人口稀少却狂热的进行海外扩张。毛姆期待在这次

异域的东方之旅中找到西方文化无意识中的缺憾。

这正是异域文明化解在自身文明的期待视野中，变

成自身文明自我评价自我定义的他者，西方的中国

形象折射出西方自我意识、欲望的转移。

１２５０年前后问世的《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与《鲁
布鲁克东行记》，“只提到了一个中国形象生成的起

点，真正让中国形象鲜明地进入西方人的知识与想

象视野的，是半个世纪以后陆续出现的三部著名游

记”［７］１２７。他们分别是《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

克东游录》和《曼德维尔游记》。马可·波罗与鄂多

立克本人都是亲历到访过中国的旅行家，马克·波

罗更是在中国生活了１７年，他们将大汗统治下的中
国描述为地大物博，市井繁荣，政治安定，商贸发达、

交通便利。在当时影响最大的却是从未踏入中国的

曼德维尔撰写的《曼德维尔游记》。曼德维尔是一

位英国绅士，游历最远的地方也不出法国。人称

“座椅上的旅行家”。在这部游记中，他综合了那个

时代的所有关于东方的传说与事实，以骑士传奇的

笔法进行杜撰，但符合西方文化期待视野下的伊甸

园式的东方帝国想像。１３—１８世纪，西方近５个世
纪不断美化中国形象。在社会文化中掀起了崇拜中

国的思潮———中国潮，其中１６—１７世纪间的“中国
潮”达到高峰。西方的中国热情表现在社会物质文

化的方方面面。孔夫子的道德哲学、中华灿烂悠久

的历史、中国的瓷器、丝织品、茶叶、漆器、中国工艺

的装饰风格、园林艺术、诗与戏剧使中国成为西方社

会期望中的理想楷模。从那时起，西方很多作家的

作品中，就开始出现了东方帝国和中国文化的影子。

在英国，从乔叟、莎士比亚开始，一代又一代的作家

在他们的作品中书写遥远神秘而又让他们心神驰往

的东方帝国。“无法抵御社会的整个倾向———对他

者的梦想，这倾向就构成了 ‘社会集体想像

物’。”［３］１９７毋庸置疑，作为对中国深感好奇的毛姆，

他笔下的异国形象显然带有英国社会集体想像物的

神秘与辉煌。

尽管毛姆在中国游历期间，正是中国处于半殖

民地半封建水深火热之中，但他仍然看到并感受到

了这个衰败的国家曾经拥有的辉煌。店铺里精雕细

刻的木格，让人恍然间觉得在幽暗的格挡里，陈列着

各式各样的东方奇珍异宝。雕梁画栋上的飞龙都已

褪色，但仍不失优美。在内阁部长的收藏室里，他看

到了价值连城的瓷器、青铜器和唐代的塑像。特别

描写了从河南古墓中出土的造型优美、神韵精致的

唐三彩马。中国的花鸟画令毛姆发出叹为观止的感

慨，虽寥寥数笔，却表现出生命的搏动和颤栗。

在《天坛》中，“它向着苍天而立。三层圆形的

汉白玉露台，四道大理石阶梯，分列于东西南北四

方。象征着天球及四个基本方位。每一朝的天子都

会来到这里，庄重地祭拜皇族先祖”［２］１７。毛姆描写

了宏伟、壮观、精致的天坛，皇帝祭天，供奉神灵时恢

弘的场面。更让人惊讶的是，在穷乡僻壤的乡村也

能找到装饰华美的器物。在这里，毛姆似乎看到了

《马可·罗波游记》中所展现的富丽堂皇的东方帝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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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毛姆在中国的山川城郭间旅行，他看到的是落

后贫穷、山河破碎的中国。他以“他者”的眼光，来

揣摩中国人的性格和生存状态，一方面，难免有错

位，甚至有贬低或丑化；另一方面，他对东方文化充

满了好奇，不断挖掘东方文化的原始光彩，他似乎又

看到了曾经地大物博、富庶无比、有着悠久灿烂文化

的古老中国。在这片魅力无穷的东方乐土上，呈现

出令人敬畏的长城、精雕细琢的飞龙、富丽堂皇的建

筑、富有诗意的园林艺术以及满腹经纶的儒雅学士。

这既是毛姆带有西方优越姿态的书写，又是不断找

寻在文化记忆中保存下来的西方集体无意识的书

写———最早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便是充满了异国

情调和传奇色彩。

参考文献：

［１］转引自李正国．国家形象概论［Ｍ］．北京：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英〕毛姆．在中国屏风上［Ｍ］．唐建清，译．上海：上海译
文出版社，２０１２．

［３］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１．

［４］〔英〕毛姆．面纱［Ｍ］．阮景林，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５］尹萍．艾·巴·辛格小说《傻瓜吉姆佩尔》之犹太性解读
［Ｊ］．白城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４）．

［６］王寅生．西方的中国形象［Ｍ］．北京：团结出版社，２０１４．
［７］周宁．龙的幻象［Ｍ］．北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４．

（责任编辑　刘海燕）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ｉｎ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Ｃｈｉｎａ
———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ｕｇｈａｍ’ｓＯ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ｒｅｅｎ

ＹＩＮＰｉｎｇａ，ＱＩＧｕｏ－ｊｉａｎｇｂ

（ａ．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Ｈｅｉ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ｅｉｈｅ，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１６４３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ｔｒａｖｅｌｎｏｔｅＯ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ｒｅｅｎｗａｓｗｒｉｔｔｅｎｂｙＥｎｇｌｉｓｈＷｒｉｔｅｒＭａｕｇｈａｍｗｈｅｎｈｅ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ｄ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ｔｐａｉｎｔｓａｂｉｚａｒｒ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ｂｙ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ａｎｄｒｉｖｅｒ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ｈ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ｔｈｅｌｉｖ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ｉｇｈ－ｒａｎｋｉｎｇ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ｔｏｔｈｅ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ｐｅｏｐｌｅ．ＩｔｅｍｂｒａｃｅｓｔｈｅＵｔｏｐｉａｎｉｍａｇ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ｕｎ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ｉｔｅｍｂｏｄｉｅｓ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ｏｆ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ｓｇｒｏｕｐ．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ｕｇｈａｍ；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Ｃｈｉｎａ

·７１·



第３４卷　第５期
Ｖｏｌ．３４　　Ｎｏ．５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Ｏｃｔ．２０１７　

在新的现实中召唤先锋的能量
———评墨白的“谋杀与终结”系列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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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墨白的系列小说“谋杀与终结”以“颍河镇”为共同的叙事背景，集中展现了墨白在先锋
小说方面的探索。这些小说受到新历史主义文学观的影响，也继承了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对存在的关

注和勘探，展现出墨白在中国底层困窘生活情境中对于生存的发现和思考。这使得墨白的先锋小说

写作走出因袭和拘泥，从而拥有了鲜明的中国气质和强烈的时代呼应能力。

关键词：先锋小说；新历史主义；存在；中国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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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墨白将他的“颍河镇”系列中篇小说命名
为“谋杀与终结”。这一系列小说包括《霍乱》《三兄

弟》《奇死》《谋杀者》《弑父者》《终结者》和《幽灵》。

七个中篇讲述了七个结实饱满、相对独立的故事，七

个故事有一个相同的发生地———颍河镇，这是连接

七个故事的唯一链条。以小镇作为文学故乡，作为

情节和情绪的源生地，在当下的写作中并不少见。

但“谋杀与终结”所建构的颍河镇，并不是一个格局

完整、人物毕现的质实真切的小镇。

在这个中篇系列小说的书写中，颍河镇虽然有

河流、有码头和仓库、有医院和光荣院、有酱菜场和

药铺，但这些景观并没有呈现出一种结构性，只是作

为虚化的背景参与了故事的生成。如此处理，和作

者的创作抱负以及相应的小说艺术品质有关系。作

者致力于精神空间的探询，实存的物质空间自然不

用着意描绘，只需赋予其感觉气息即可。七个故事

时间跨度６０年，在作者看来是一个轮回，“轮回”的
观念是作者压在纸背的东西，这也使“谋杀与终结”

迥异于惯常的史诗性写作。在小说中，也有一般小

镇叙事中所屡现的仇杀、阴谋、疯狂、倾轧、情欲甚至

乱伦，但弥漫在文本中令人挥之不去的是对存在的

复杂莫名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使颍河镇如无物之

阵，围困着我们的灵魂。

整体来看，“谋杀与终结”的先锋小说的气质是

浓郁的，这缘于作者长期以来对于先锋写作的坚守。

先锋小说异军突起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９０年代
趋于衰落。当年的代表性作家马原、余华、格非等或

者长期辍笔，或者转向“与现实和解”的常态写作。

这一转向是深刻的，有着多重的意识形态背景和纷

纭的文化逻辑。但先锋小说的衰落是作为一种文学

思潮的衰落，先锋的气质和精神则已注入到这些作

家的写作中，也改造了并继续改造着文坛的写作生

态。在一时显得浩浩荡荡的转型潮流中，墨白以坚

守先锋的姿态而显得格格不入。墨白的坚守有其刻

骨铭心的生存经验作底，在创作上也表现得自立不

俗、风骨凛然。这一坚守不是没有代价的，先锋小说

所面临的困顿也一样会在墨白小说的创作中表现出

来。比如先锋小说叙事形式在８０年代所携带的革
新能量已经耗尽，先锋小说在８０年代所崇尚的理解
现实、历史的方式也渐趋固化，并因此而丧失解释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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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效力。也就是说，先锋小说初生时所面临的他

者、所攻击的敌人已经不见踪影了，先锋小说的持续

成长就成为一个尴尬的话题。在关于墨白的许多访

谈中，我感到这些问题事实上对墨白的写作也构成

了压迫。这使得墨白的坚守以及坚守中的写作显得

艰苦卓绝，他需要克服先锋意义的弥散，需要在新的

现实文化语境中激活先锋的能量。“谋杀与终结”

反映了墨白克服这种文化窘境的努力，也显示出为

先锋写作寻找新的契机的旨趣。应该说，这种努力

和寻找是有成效的。

一、新历史主义风潮下的书写

作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先锋小说作家群体中的晚
来者，墨白最初的先锋小说写作，不可避免地带有模

仿的痕迹，一些情节的设置和叙事手法的运用不难

看出其中的因袭的意味，这也使得他早期的小说给

人以拘泥之感，缺乏自有的气象和独特的文化关怀。

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谋杀与终结”中的《霍乱》和《三兄弟》是典型

的新历史小说，故事中那种糜烂、颓废、阴霉的南方

气息也是先锋小说所特有的。尤其是《霍乱》，让人

想起格非的先锋小说名作《迷舟》。孱弱的知识者

回到颓败的故家，本想获得片刻的喘息，却被异样的

气氛和病态的人物包围着，陷入亲戚纷争与战事阴

谋相交织的危险境地而不自知，最终成为强者欲望

的牺牲品。权力、阴谋、情欲既存在于微末的家族的

历史中，也存在于略显宏大的战事中，既遥远又迫

近，构成了小说内在的张力。《三兄弟》也是如此，

小说中那个妖娆的女性荷花成为叙事的聚焦点，左

右着三兄弟的归去来，归来的老二、老三在寻找疑惑

答案的过程中逐渐揭示了家庭内部的隐秘和腐恶，

却最终无法改变占有财产的阴险毒辣的老大获胜的

结果。

《霍乱》和《三兄弟》中的小说元素是相似的，作

者处理这些元素时就像一个贪玩的孩子在乐此不疲

地玩弄手中的魔方，翻来覆去的编码确认了胸有成

竹的历史观，即历史由欲望而推动，人是欲望的囚徒

并因此而挣扎，最终在历史的不可把握中陷入悲剧

性的徒劳。这是新历史小说通行的史识，在其盛行

的年代，对于瓦解宣扬历史确定性的宏大叙事确有

摧枯拉朽的能量。《霍乱》和《三兄弟》也可以放在

新历史小说的脉络中去考量。但这样的写作显然是

难以为继的，因为以欲望来解释历史的史识是可以

穿透一切历史过程的，这就必然造成书写的重复。

事实上，很多新历史小说陷入了严重的自我复制，历

史背景的更换也流于换汤不换药的俗套。如此的史

识和书写到了今天则已被大众文化所转包，在一些

宫廷剧及悬疑、仇杀等类型小说中被泛滥性地消费。

墨白先生显然及时洞悉了先锋写作在文化场域中被

裹挟、被污名化的境遇，他把先锋的注意力投入到普

通人日常生存情境的荒谬性发现上。于是有了“谋

杀与终结”中的《奇死》和《谋杀者》。

二、生存荒诞性的聚焦式呈现

与《霍乱》《三兄弟》相比，《奇死》和《谋杀者》

的现实气息明显浓郁一些，这里的现实更多指的是

实存、实在方面的意义。《霍乱》《三兄弟》中的历史

时空也是现实之一种，但稍显苦心经营的滞涩，也多

多少少带有和先锋小说趣味相异的典型化特征———

典型的病态人物和典型的阴郁环境。《奇死》和《谋

杀者》的实在感和人物的生命体验是浑然一体的。

《奇死》中的陈坤，其振兴酱菜场的生命意志，原本

也积极向上，但在被利益异化的亲情的啮咬和自我

情欲的沉沦中无法遏止地走向萎顿。小说中，环绕

着陈坤的空气是沉闷的，相应的情感也是压迫性的，

混乱中的躁动、溃败中的挣扎以及由此而来的恍惚

之感是陈坤生存的常态，他找不到意义感的稳定来

源，也无法获得抗争的力量。小说还有一条副线是

关于谭万振的复仇叙事，这一叙事为小说增添了神

秘感；但综合地看，并没有为小说增强张力，相反还

使得小说有堕入俗套的危险，一些旁逸斜出的细节

也因此显得故弄玄虚。

《谋杀者》的故事发生在病院，这是现代主义文

学偏爱的文学场景。故事的主人公苏警己是一个适

宜做精神分析的样本形象。苏警己的童年是充满压

抑的，母亲因偷情而被游街带给自己挥之不去的羞

耻感，同伴的欺凌则带给自己刻骨铭心的创伤性记

忆，这使得苏警己在通往成功的途中内心隐匿着一

种攻击性的元素。这样一种元素在苏警己满足于现

状时是被压制的，偶尔的显现也不足为患———比如

凭借医生的权威和技术手段对于姜仲季的制服。一

旦他内心的平衡状态被不公正地打破时，这种攻击

性就演变为谋杀。小说中，苏警己对于白冰雪母亲

的医治是有成效的，但遭遇的却是白冰雪对于感情

的背叛。这种现实无疑是残酷的、荒诞的，一度恢复

自信的苏警己不能接受，也唤醒了苏警己的耻感记

忆，进而激起他报复攻击的冲动。

小说中的另一场谋杀的真相是被悬置的，被谋

杀者秋霞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是苏警己和姜仲季共

同的同学，也是共同的欲望对象。两人对秋霞的争

夺从少年时代一直延续着，当苏警己同样凭借医生

的权威和技术手段在争夺中获得绝对优势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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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姜仲季采取决绝的方法消解了苏警己的优

势———这是小说的暗示，真相一直是被作者处理为

空缺的。苏警己和姜仲季作为谋杀者，畸形的欲望

和生命状态是谋杀的动力。但以欲望作为动力阐释

显然是较为宽泛的、不精准的。小说显然没有停留

于此，小说中写到的院长、卫生局长以及拥有城市背

景的俘获白冰雪的郑楠，都显示了权力以及与权力

相关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谋杀者，权力不仅压抑人、摧

毁人，而且可以书写事实，篡改或诠释一个人的死

亡———比如苏警己稍微明智些，秋霞的死就可以被

处理成医疗中的正常死亡。苏警己无论生命意志如

何强盛，在权力体制中，最终也不可避免地沦落为和

姜仲季一样怪诞的病人。《谋杀者》这篇小说中，可

展开的东西还有一些，可能是作者感到暗示、空缺的

效果可能更有助于凸显现实的复杂荒诞吧，小说才

没有充分铺陈，留下一些存在的可能性作为小说的

余味，这样的处理自然也是好的。

三、底层叙事中的“先锋性”探索

与《奇死》和《谋杀者》的探索向度一致，《弑父

者》《终结者》和《幽灵》中的先锋锐角刺进更广博、

更深层的现实。三篇小说中的现实图景是庸常的，

但正因为庸常，存在的本相才呈露无遗。《弑父者》

的信息量极大，架构也可以扩展成长篇家族小说，但

作者着意书写的显然不是那种被高度附魅化的文化

形态，因而所谓家族也是底层的家庭形态，家庭的黏

合没有任何的文化元素；相反家庭是一个藏污纳垢

的处所，家庭生活也是暴戾恣睢的生活。家庭的起

源是不洁的，衍传过程就更加不堪。乱伦、偷情、殴

斗、阴谋、灾祸，构成了小说的全部细节，生活的重压

以及重压下的愤恨、仇怨最终推进到弑父这一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看似汇集而来、甚至有堆砌感的

黑暗情景并没有任何虚张，处处都有现实的苦难作

底，历史的逻辑作支撑。

《弑父者》可以视为典型的民间书写或底层书

写。和文坛一度流行的民间书写相比，它没有张扬

民间的那种自由欢乐的生活精神；和新世纪以来的

底层书写相比，它也没有刻意申说底层苦难中所蕴

含的对非公平非正义的承受以及由此而来的道德优

势；它甚至也不好被阐释为鲁迅式的揭示愚昧麻木

国民性的书写。这些书写都太过于知识分子化了，

投注的都是知识者出于自身生活乏味或是知识学意

义上的义愤因而显得一厢情愿的目光。作者与这些

书写划清界限，选择直面生存景象的惨淡和生存意

义的虚无，呈现了真实的民间生态和底层处境。如

此的书写不能不说是独树一帜的。

《终结者》讲的是颍河镇光荣院里的故事。光

荣院住的都是立下战功的革命前辈，但时光的变换

逐渐消解了“光荣”所依凭的意义体系，养老院仓库

里并列停放的棺材象征着并催促着意义的溃散。在

溃散中，养老院里的老军人都在利用残剩的价值去

谋求或交换一点可怜的现实利益；掌控权力的院长

以及背后的民政局长则乐于看到这种溃散并从中攫

取利益；身处底层的虾米———名字揭示了他的被损

害的底层境遇———则不断地被折磨、被伤害以至于

丧失梦想的权利。小说的隐喻意味是深长的，光荣

院里居住的老军人曾经是为被侮辱的、被损害的底

层人民利益揭竿而起的革命者，但革命成功之后似

乎并没有改变什么。具体到光荣院里，虾米依然被

欺凌，欺凌者中就包括这些乖张变态的曾经的革命

者。小说给人的轮回之感和无意义之感是强烈的。

故事的题目“终结者”则点出了小说的“寓言性”。

“寓言”是本雅明所推崇的小说形式，墨白也娴于此

道，这里则以颍河镇的光荣院“寓言”了曾经固有的

宏大象征体系的坍塌。

象征的坍塌之时也是存在真相的裸露之时。这

种裸露在《幽灵》中表现得最为彻底。在“谋杀与终

结”中，《幽灵》的叙述最为素净，也最为沉实有力，

削减了其他作品中过多的以至于令读者有充斥和粘

贴之感的梦境、幻象和记忆，素面朝天、单刀直入，在

墨白小说中和《父亲的黄昏》的气质相类似，可能是

墨白最值得推重的作品。小说写的是颍河镇农村的

生活，乡土的贫瘠、生存的局促是昭然的，纷至沓来

的生活重压，以及重压之下的心灵的积愤沉郁被作

者书写得淋漓尽致。小说呈现于表面的情节感并不

强，为故事注入张力的是人物心灵的强度。作者叙

述的控制力很强，小说的节奏感亦把握得很好，在从

容的叙述中，人物内心随着细节的呈现而逐渐积蓄

力量，直到最后随着现实的爆炸而毁灭性地爆发。

《幽灵》当然也有它的现实背景，比如９０年代
初农民负担的急剧增加，改善生活的途径日趋狭窄，

以至于冒着生命危险和触犯法规的风险去赚钱养

家。当时以及此后，此类叙述是较多的。但像墨白

《幽灵》式的重压之下的心灵书写是不多见的，而写

出看似平静的生活细流之下累积而成的触目惊心的

生活内爆，则更加罕有人匹。这得益于作者犀利的

剖析灵魂的先锋视角和营造感觉氛围的先锋艺术。

作为“警世通言”来看，《幽灵》自然是有震撼力的，

但显然无法道尽小说的涵蕴。还是小说的题目“幽

灵”一语道破，“幽灵”这一不在场的在场，这一马克

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所道出的存在，深刻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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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甚至雕刻着我们的生活。“幽灵”现身于《幽灵》

中，是最后的那场爆炸。爆炸写得实在是好，写出了

人物不堪围困、不堪逼压而内心涌现的与生活彻底

决裂，进而毁灭生活、毁灭自己的冲动。这冲动存在

于每一个对生存之逼仄挤压有切身体验的人心中，

只不过在小说中发生的那场爆炸更多地发生在我们

的白日梦中而已。

长久以来，墨白作为一名守持先锋的作家是孤

独的。这既是文坛的风向所致，也缘于他个人先锋

探索的偏执。在我看来，他的一部分作品确实存在

遗世独立的倾向，这显然不是先锋小说的品质所在。

尤其是一些书写个人经验的作品，存在明显的伦理

脱身术与美学易容术相交织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损

害了先锋写作的现实批判和存在勘探的锐气。有关

这些耿占春、李丹梦等批评家都曾经指出过，我也深

表赞同。墨白先生理论修养深厚，也是自我阐释能

力较强的作家。这是难得的优势，但有时会妨碍对

自己创作的审视。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任何艺

术处理都可以获得一套严密的解释，从而具备自足

性，但也很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虚无中。“怎么都

行”是后现代主义标榜的品质，但作为一种反叛精

神尚可，行诸于创作，还是无法令人苟同。因而，先

锋作为一种值得珍视的品质，首先在于激活自身的

能量，去刺破现实，去洞穿现实，虽不同于现实主义

的正面强攻，但一定要寸铁杀人、一招毙命。生活永

不止息，存在博大无垠。对于思考型的创作，生活同

样重要。贾平凹就直言：“生活会给我们提供丰富

的细节。细节的丰腴和典型可以消除观念化带给作

品的虚张，使作品柔软而鲜活。”［１］即便是强调作品

的超越性，也不能使之与作品的现实指向对立起来，

这正如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所说：“为一切时代

而写作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通过最好的形式，以最

大的真诚和绝对的真实描写现在。”［２］８４在墨白的

《谋杀与终结》中，“最大的真诚和绝对的真实”得到

了最大程度的体现，而“最好的形式”于先锋写作已

经炉火纯青的作者而言，显然不是问题。

岁月不居。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小说的发生已

经３０年了。中国的这３０年，于文学而言是充满沧
桑感的３０年。３０年之后的今天，墨白的颍河镇也
一定有了新的变化。变迁中的颍河镇也一定有了新

的故事和经验，也一定会给墨白的小说带来新的存

在发现和先锋体验。因而执着于先锋探索的墨白，

也一定会在新的现实中重新召唤出先锋的能量，写

出属于他自己也属于中国文学的新先锋、新新先锋

的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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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吧，“我们”的这个世界
———伯恩哈德《声音模仿者》与墨白《癫狂艺术家》比较研究

杨文臣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４６４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０５
作者简介：杨文臣（１９８０—），男，山东兖州人，文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与批评。

摘　要：墨白的《癫狂艺术家》和伯恩哈德的《声音模仿者》都以“我们”为叙述者，用“止于表
面”的讲述，把世人司空见惯的世界撕开一个缺口，极致地呈现出这个世界的荒诞和残酷。不同于

伯恩哈德大量使用夸张、变形等现代主义手法，墨白在《癫狂艺术家》中采用了写实风格，因为那些

罪恶、苦难和荒诞，就真实地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上演过。隐而不察之物，需要艺术的照鉴；而对于本

就血腥残酷的历史和现实，艺术的介入反而有可能导致弱化。

关键词：墨白；伯恩哈德；《癫狂艺术家》；《声音模仿者》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６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２２－０５

　　在奥地利作家伯恩哈德的系列短篇小说集《声
音模仿者》［１］和中国作家墨白的系列短篇小说集

《癫狂艺术家》［２］中，出现了一个很罕见的叙述

者———“我们”。当然，严格地说，“我们”不能同时

开口，叙述者只能是一个人，但由于说话的这一个始

终不显露任何个体特征，他可以是“我们”中的任何

一个，因而笔者把“我们”作为小说的叙述者。众所

周知，相对于第三人称叙事，第一人称“我”更容易

引发读者的移情，更容易营造出强烈的现场感。不

过，第一人称也有一个劣势，那就是无论在阅读中读

者怎样认同于叙述者，无论叙述者的口吻多么真诚，

在阅读之后，读者都可能离开叙述者，并以“主观

性”为由对其加以拒绝。相比之下，第三人称叙事

却较少招来“主观性”的指责，尽管本质上并无不

同———无论哪种人称的叙事，都是作家的构建，都无

法摆脱主观性的缠绕。从这个角度来说，伯恩哈德

和墨白以“我们”的名义讲述故事①，既赢得了第一

人称的那种现场感，又避开了“主观性”的指责，无

疑是一种相当高明的策略。

当然，二人选择“我们”作为叙述者，意图不仅

于此。因为集体身份的限制，叙述者的讲述只能

“止于表面”②［３］１４１，既不能在个体好奇心的推动下

对事件深入追索，也不能对事件和人物展开长篇大

论。不过，伯恩哈德和墨白却巧妙地利用止于表面

的讲述，把人们司空见惯的世界撕开一个缺口，面对

这个缺口我们如临深渊，一股森冷之气瞬间袭遍全

身……我们恍若从一个做了很久的迷梦中惊醒！再

环顾四周，看到的是影子一般到处游走的人们，醉生

梦死、麻木不仁又自以为是、执迷不悟。这就是我们

的世界！

一、《声音模仿者》：醒世寓言集

“声音模仿者”成功地模仿了许多著名人物的讲

话，“我们”要求他模仿下自己的声音，他却回答说办

不到。两位哥廷根大学教授登上高山之巅，先后用观

景望远镜眺望美景，一位被美景征服，另一位却在发

出一声刺耳的大叫后倒地而亡。这是伯恩哈德在《声

音模仿者》和《美丽景色》中分别讲述的故事。

模仿自己的声音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无需任

何技法，把声音发出来就行了，但“声音模仿者”说

办不到，因为他根本没有自己的声音。这个世界上，

触目皆是“声音模仿者”，人云亦云，毫无思想。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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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著名人物的两位大学教授是“声音模仿者们”模

仿的对象，面对同一个世界，他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

景观。在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性话语几成陈词滥调的

今天，这个故事的象征意味不难揣明。不过，睹世伤

情的那位死去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人们只能接

受年纪更大、学问更高因而也更具权威的那位教授

的说法：美轮美奂，歌舞升平！

不过既便明察世事者不死，也会被送进疯人院。

《断言》中的那个奥格斯堡人，就因为坚持歌德去世

前最后的话是颇为消沉的“就这么多了”而不是鼓

舞人心的“更多的光”，惹恼了公众，被送进疯人院。

将其送进疯人院的那位医生还受到了当局表彰，荣

获法兰克福市歌德纪念章。说真话或持异见者被迫

害放逐，而维护谎言或权威观念者却被视为英雄。

《放弃》中的音乐家、画家和自然科学家倒是没有被

送进疯人院，他们三个选择了自杀，“因为这个世界

不再拥有与他们以及他们的艺术和科学相适应的接

受器官和接受能力了”。《不谙世情》中的天才艺术

家同样因为没有人能读懂他的东西而投湖自尽，

“在死者的尸体被打捞出来之后，当地报纸关于这

位未受到赏识的人发表了一则简短的消息，着重指

出他不谙世情。”

人们的接受和理解能力何以会退化？“世情”

何以会变成这样？人们何以如此抵触“离经叛道”？

无论他们自己认同的“道”是否合理。最重要的一

个原因就是专制权力的规训。

《比萨和威尼斯》中，两位市长预谋调换下地标

建筑，将比萨斜塔迁到威尼斯，将威尼斯钟楼迁到比

萨。他们没有成功，预谋泄露后被双双送进疯人院。

“意大利当局这件事办得干净利落，秘而不宣。”变

革现有秩序是绝不允许的，不仅变革行动会遭到无

情的镇压（“干净利落”），变革思想也不允许流传

（“秘而不宣”）。《归来》中的那位叛逆的艺术家也

被送进了疯人院，他热爱的故乡用仇恨和诽谤迎接

他的归来。相比之下，《难以设想》中的剧作家要幸

运得多，不仅得到了认可，作品还在当时最好的一家

剧院上演。作者特别强调，被认为最好并不等于确

实是最好。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剧作家在看过演

出后，竟然控告剧院经理，要求交还他的剧，同时还

要求观众把看到的一切退还给他。法院没有审理他

这种“难以设想”的控告，反而把他送进了疯人院。

而我们知道，剧作家之所以提出这种控告，是因为他

的作品已被“最好的剧院”涂改得面目全非。

又是疯人院！这不禁让我们想起米歇尔·福柯

在《疯癫与文明》中阐发的命题：疯狂是权力话语和

医学话语合谋对异己话语进行压制的产物。《没有

心灵》中，医生只对身体感兴趣，某学者因所谓古怪

异常被送进了医院，做完身体检查后，他问医生：

“那么心灵呢？”医生马上回答：闭嘴！小说就此结

束，可以想象，这位重视心灵的学者也终将被送进疯

人院。权力对人的规训不只发生在医院中，它无处

不在。《九百九十八次》中，讲述了一个高中生在弗

洛里茨多尔夫桥上走了九百九十八次后昏倒在地，

原因是上学路上被“对学校的恐惧”所控制。我们

不知道他在学校里经历了怎样的心灵压制，但我们

能确定的是，在学校之外他也不能获得解脱。昏倒

后他没有被送往医院，而是被送到弗洛里茨多尔夫

尖形广场的警察值勤处———“尖形”是权力监控一

切的空间象征。

放逐了思想者，清除了思想杂音，扼杀了心灵和

自由，世界就变成了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也是一个

不可理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不重要，重要的

是秩序。如《邮局》，讲述了生活中一个很普通的事

件，“我们”的母亲去世后数年里，邮局仍继续将写

着她姓名和地址的信件投递给她，而没有注意到她

的去世。似乎没有理由去指责邮局，他们的职责是

投递信件，客户的生死与他们无关。我们都有自己

的职业，都像邮局一样行使职责，把他人当作管理或

服务的对象，这个世界也因而像机器一样有条不紊

地运转。可是，谁来关注人本身，生命关怀和人文关

怀该如何安放？《决定》中，官员在城市遭受地震

后，下令用机器把那座完全坍塌的饭店推平，而不是

清除瓦砾，搜救幸存者。由于被埋的几百人的叫喊

声实在不能让人心安，他进一步指示，封锁饭店所在

地段直至喊叫声消失。这位官员的做法是为了给国

家节约高额的搜救费用以及将来赡养伤者的巨大开

支，从大局角度来看，也不失为忠于职责，自然也得

到了国家的肯定，仕途升迁指日可待！《议会里的

发问》中，面对中小学生自杀率比上年增加一倍的

问题，萨尔茨堡州议会的一位议员关注的是：两年间

自杀地点的变化———去年孩子们多跳河或跳下山

岗，而今年一个工人家庭的孩子从华丽的洪堡平台

上跳下———是否表明工人阶级已经上升到有产阶

级？他的答案是肯定的。在他看来，一个城市被评

价得越是美丽，自杀率就越高。所以，一切都很好！

死亡都能成为进步的证据，还有什么能阻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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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做出至高的评价？在权力话语营造的尽善

尽美的幻象下，苦难不是消失了，而是越来越多，只

不过人们失去了感受和言说苦难的能力。《两张纸

条》的图书馆员和猎手自杀了，他们留下纸条宣称

不能再忍受人们遭受的不幸。可以想见，在“声音

模仿者们”的眼中，他们不是怪人，就是发疯了。

二、《癫狂艺术家》：走进历史深处

墨白非常欣赏现代主义文学，对卡夫卡有着极

高的评价，作为先锋小说家，他的很多作品中也不乏

现代主义技法。但在《癫狂艺术家》中，他回归了写

实风格。因为，伯恩哈德借助于夸张、变形等手法讲

述的罪恶、苦难和荒诞，就真实地在我们这片土地上

上演过，单单讲述出来就足以震骇人心了。隐而不

察之物，需要艺术的照鉴；而对于本就血腥残酷的历

史和现实，艺术的介入反而有可能导致弱化。

在《首长》中，墨白讲述了一次邂逅。在锡铁山

以南４０公里处的万丈盐桥上，“我们”见到了寻找
出走妻子的首长一行。健谈的警卫员告诉 “我们”，

首长的妻子是个貌美如花的高中生，以女兵的名义

被征，召到了边疆，然后被强行“分配”给了大自己

几十岁的首长做妻子，结婚那天她就疯了，之后多次

出走。十万大军屯垦戍边，数万女兵报国赴疆，历史

留给后人的是这样荡气回肠的篇章，没人知道背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我们的卡车沿着光滑如镜的万丈盐

桥离开时，我们又朝正在消失的海市蜃楼

看了一眼。我们知道，在那美丽虚幻的景

象下面，就是广阔的受风沙侵蚀的盐湖。

（墨白：《首长》）

行走在大漠深处的“我们”不期闯入了历史的

深处，否则我们可能永远无从得知“海市蜃楼”伪饰

下的历史是什么样子。

“我们”是谁？在不同的故事中，“我们”的身份

各有不同，《按摩师》中“我们”是盲人按摩师；《追捕

者》中，“我们”是刑侦队员；《流放地》中，“我们”是

勘测队员；还有一些篇章中，“我们”似乎是带有采

风意向的游客……不过，“我们”的声音却是一致

的：“我们”总是结识到某些奇怪的人和事，然后引

出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让“我们”悚栗不已，并沉

陷在深深的怀疑和思索中。就对历史的认知而言，

“我们”和芸芸众生一样，被历史的假象所蒙蔽，即

便曾听说过一些事情，也如同听到一个遥远的神话，

无关于己并抛之脑后。但“我们”又不同于芸芸众

生，因为“我们”总是能邂逅到真实的历史。

伯恩哈德在《国王陵墓》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意

味深长的故事：二战以来的某个时间，因为一个克拉

考人在瓦维尔山国王陵墓听到从波兰末代国王的石

棺里传出了国王颂歌，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参观陵墓

并像他一样倾听国王颂歌。当局逮捕了这个男子，

并封闭了瓦维尔山，对每个上过山的人严格审查。

现在瓦维尔山上的国王陵墓早就重新开放了，没有

人还记得上述这段往事。国王颂歌的影射意味，我

们在此姑且不论。当局曾经试图抹除真相、封锁历

史，不惜诉诸暴力，现在解禁了，没有了暴力的震慑，

可人们却失去了追索真相的兴趣，历史已被遗忘。

或许正是由于人们如此善于遗忘，当局才重新开放

了国王陵墓。和被迫缄口相比，主动遗忘更可怕！

事实上，历史并未走远，也是无法抹除的。在墨

白的小说中，“我们”总能与历史不期而遇。甚至可

以说，历史一直在发出声音———就像《护士》中那位

女士的讲述每天都在进行，只是，以保洁员和年轻情

侣为代表的庸众群氓们对此听而不闻，他们已变成

伯恩哈德笔下的佩拉斯特人。在《佩拉斯特》中，

“我们”想知道佩拉斯特那些破败的宫殿属于谁，历

史对此没有记载，但被问到的人总是笑笑便转身离

去。原来，佩拉斯特已经没有了正常人，他们都是由

国家定期供给“食品”的精神癫狂者。

《首长》《护士》《枪手》《弹孔》《陪法场的人》

等，墨白椎心泣血地讲述着猖狂的权力曾经如何肆

无忌惮地剥夺人的生命，践踏人的自由和尊严，曾经

如何以崇高的名义犯下最卑劣最暴虐的罪行。这些

作品中的故事之悲惨和令人发指，让人不忍转述。

我们会认定伯恩哈德的《两张纸条》使用了夸张的

手法，图书馆员和猎手只是作者虚构出来的符号式

人物，但在墨白的《记者》中，他们进入了我们的历

史。那个姓鲁的新闻记者，不忍面对６０年代初饿殍
遍地的惨象，自绝于鸡公山一座荒凉的别墅中，死前

给后人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真实影像和文字资料，还

有血泪斑斑的控诉———用血在当时的一段信口雌黄

歌功颂德的社论文字上写下了“谎言”两个字。《记

者》带给我们的震撼，远远超出了《两张纸条》。

有人会不耐烦，何必纠缠于过去？为了不变成

佩拉斯特人，我们必须铭记历史。一方面，长期匍匐

于权力之下造成的奴性，依然根深蒂固地盘踞在我

们的人格中。《纪念碑》的故事背景是１９９４年发生
·４２·



在克拉玛依的那场大火。“孩子们，不要动，让领导

们先走！”这句耻辱的话出自一位女领导之口，她喊

出这句话时是否清楚地意识到她是领导中的一员，

或者说，她是为了作为领导的自己活命还是为了她

的领导活命，我们不得而知，没有相关报导。但我们

可以想象，这句话也完全有可能从一位会场工作人

员或普通教师口中喊出来。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场

合，发言、拍照、宴会、坐车等等，我们都是“让领导

先……”这几乎成了我们的下意识，即便有时领导

不是我们的领导，我们也会“让领导先……”如果没

有无处不在的深入骨髓的对权力的膜拜，可能会有

夺路而逃者，但不会有女领导那般极致丑陋的表演。

我们并没有真正从那个丧失精神自我的年代里走出

来，所以墨白把“心灵的自省与自救”［４］１７作为文学

的首要使命。另一方面，权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敛

起了过去那种明火执仗的嚣张气焰，但依然高高在

上惟我独尊，依然在压制着民主和自由。“我们”的

老师奔走多年最终没有达成心愿，旨在警世的纪念

碑最终没有树立起来，甚至“我们”用原盐浇筑的那

座暂时的纪念碑也因当局不予批准而无处安放，没

有与世人照面便很快融化了。

到了第二年的十二月八日，那座雪白

的纪念碑已经变得千疮百孔，我们老师雕

刻在底层上的那些浮雕已经面目全非。

或许，比纪念碑融化得更快的，是人们

对这件事遗忘的速度———这就是我们的世

界！（墨白：《纪念碑》）

三、结语

责之愈切，爱之愈深。无论伯恩哈德还是墨白，

都没有放弃对世界、对人性的信念。伯恩哈德的

《在女人沟》是《声音模仿者》中少有的“温暖”的篇

章。“我们”在奥拉赫河谷碰到了一个沉默的男子，

后者在聊天时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他在寻觅一

个妻子，“我们”于是恶作剧地怂恿他半夜三更去一

个叫女人沟的不见阳光的地方，那里住着一个完全

残疾、酷爱动物的老女人。让我们意外的是，那男子

一去不回，十年后从沟里出来和那位女人在教堂里

成了亲，然后又回到沟里住了十年没有露面，据说他

们生活得很幸福。

墨白《癫狂艺术家》中也有“温暖”的故事，并与

伯恩哈德相仿，他把故事空间安放在了遥远的西域。

在那里，麦吉侬一生都在唱着十二木卡姆，寻找情人

阿依古丽，后者十五岁时跟随父亲去遥远的麦加朝

觐一去不回，麦吉侬因而成为人们心中忠于爱情的

偶像（《寻找歌手》）；在那里，有位老人几十年来执

着地用坎土镘在叶尔羌河畔的胡杨林中挖掘，他在

寻找因河水漫溢而失去了标记的妻子的坟茔，他答

应过那位薄命的上海女子，要把她带回老家去，他要

兑现自己的诺言（《胡杨林》）；在那里，沙吾尔·芒

力克老人活得笃正坚忍，死得从容安详（《葬礼》）；

在那里，银匠父子一生都在流浪，跋山涉水寻找亲

人，备受当地人尊重，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间谍罪”

显得那样地鄙琐无聊……

笔者之所以给温暖加上引号，是因为可以感受

到伯恩哈德和墨白讲述上述故事时的忧伤，即便前

者摆出不动声色的姿态。墨白在《胡杨林》的结尾

写道：

我们站在叶尔羌河畔，注视着倒映在

河水里的胡杨树，那被河水摇曳着的金黄

色，使我们突然萌生了一种遥远的孤独。

之所以孤独，是因为胡杨林之外，大漠之外，美

好的人性已不复存在。正如席勒所说：“在一个污

浊纷乱的时代，诗要追慕自然、表现理想，不能不是

感伤的。”［５］１６５－１６６这也是墨白和伯恩哈德的故事空

间设置的深意所在。相比伯恩哈德，墨白要温和一

些。伯恩哈德的“我们”多扮演《在女人沟》中的角

色，以反面形象参与到故事中；而墨白的“我们”，则

多作为有良知的见证者出现，吁请读者和“我们”一

起思考、前行。

在戈壁的深处，在这黄昏来临的夜晚，

我们感受到了生命与灵魂的歌唱，麦吉侬，

在你那混合了热血和泪水时而悲壮高昂时

而低迷婉转的歌声里，终于让我们找回了

前往的方向。”（墨白：《寻找歌手》）

是的，只要我们勇于反思历史、省察自身，只要

我们找回前行的方向，这个世界就还有希望。

注释：

①虽然两部集子都各有一些作品叙述者没有亮出“我们”的
身份，但这些作品与其他作品叙述者的声音是一致的，一

篇篇连续读下来，在读者的阅读感受中，“我们”就不断地

从一篇迁转到下一篇，成为了整部集子共同的叙述者。

②戴维·洛奇把“止于表面”视为小说艺术手法之一，认为
“文本拒绝评议故事人物或情节，拒绝给读者提供明确的

指引以供衡量角色时思考———许多读者会颇受这类文本

的困扰；可是，这毫无疑问也是故事的力量所在，是它吸引

·５２·



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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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墨白在小说创作当中具有鲜明的时间意识，这体现在他对梦境、幻想、记忆和现实生活
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墨白重视小说中人物自身的时空经验，构筑出具有独特风格的时空体构

型的艺术世界，从审美的精神尺度，为我们体察时代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有益的可靠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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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小说叙事中，摆在小说家面前的头等大事就
是如何叙事，而叙事自然离不开叙事时间，我们甚至

可以说，对于时间的处理和把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决定着小说这门古老的艺术如何焕发出新的生机。

小说从讲故事到叙事，也是从重视故事时间到重视叙

事时间的转换。作为人类描述物质运动过程或事件

发生过程的一个基本的参数，时间的重要性是可想而

知的。小说家对于人类社会的发现和探索的意识，可

以通过他们对于时间的思考和把握的状况来加以体

现。对于读者来说，小说里的时间也是他们能够顺利

进入到文本世界里的一把特殊的钥匙。

小说家墨白就是这样一位叙事艺术方面的探索

者。对于叙事当中的时间问题，墨白进行了深入而

持久的思索，并在其小说创作当中加以实践，实现了

叙事理念的创新和发展。墨白在他的长篇小说《映

在镜子里的时光》［１］的题记中写到：

你看，事实正是这样

我们世间每一个活着的人

都是受了死神的旨意

踏行在时间的迷途之上。

这部小说集体现了墨白对于小说叙事时间的理

解。这些诗句说明了作为个体生命的人，他的宿命

是死亡。既然人的时间看似简单明晰，有起点、终

点，有时序，不可逆；为什么又要将其称之为“迷

途”？这就是这部小说将要回答的问题。

同样对于时间问题，物理学家、哲学家、心理学

家和文学家的认识方式是不一样的。人类在不停地

革新着对于时间的认识，一个好的叙事人对于时间

的认识价值到底在哪里呢？

《映在镜子里的时光》的第一部分有一个副标

题———“剧组的故事：丁南对时间和历史的认识及

其对往事的有些伤感的回忆”。小说一开始就通过

主人公丁南对人类认知当中与时间相关的元素，比

如记忆、历史等进行了集中的讨论。丁南对剧组的

其他人员谈起他对时间的认识，对于时间当中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做出了自己的解释，那就是这一切

的关键在于人的记忆：

他摊开自己的双手，耸了一下肩，没有

什么好说的，一切都是记忆。记忆是什么？

记忆就是把昨天的事情和二十年前的事情

混搅在一起，记忆就是把你听别人讲的事情

和你夜间睡觉做的梦混搅在一起，记忆是靠

不住的！所以我们全是一些迷路的孩子。

作为心理学的范畴，记忆是人类的一种心智活

动，代表着一个人对于过去活动、感受、经验的印象

累积，和环境、时间、知觉有关系，记忆也是人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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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码、储存、检索等信息处理的过程。丁南强调了人

类个人记忆形成的复杂性，不同类型的经验对于记

忆的影响，特别强调了心理时间的重要性。

《映在镜子里的时光》描写一个电视剧组前往

颍河镇去寻找外景地，剧本是根据墨白创作的另外

两部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其中一部是描写“大跃

进”时期豫东农村建造风车闹剧的《风车》，另外一

部是反映文化大革命时期一起神秘的多人死亡事件

的《雨中的墓园》。在寻找外景地的过程中，小说中

虚构的环境、事件和人物却在现实生活中意外出现

了，并对现实世界的存在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另类

侵入。通过巧妙的艺术处理，在《映在镜子里的时

光》中，作为集体记忆再现的历史和个人生活的命

运交错混杂，产生出了扑朔迷离的艺术效果。墨白

将《风车》和《雨中的墓园》这两部中篇小说，作为剧

组使用的剧本的内容；当它们成为小说当中的剧本

内容后，就出现了全新的时间关系，而剧本不过是这

部长篇小说的另外一种叙事的工具。在这部作品当

中，通过叙事人巧妙的铺设，一下子就包含了至少四

到五个层次的时空关系；这些时空之间互为表里，枝

蔓交错，构筑了一个庞大的时空的迷宫。墨白试图

通过叙事的方式来引领读者进入到时间的迷宫，以

探寻人类心理和精神世界的奥秘。

在书的后记《梦境、幻想与记忆》当中，作为叙

事人的墨白对此发表了个人看法，他指出：

记忆使我们能回忆过去，回忆过去那

些我们亲身经历的事情，同时也能让我们

回忆起我们的梦境和幻想的内容。……我

们现实生活里的每一个人对世界所承担的

责任，都通过他对梦境、幻想与记忆的陈述

变成了一种衡量世界精神的尺度，同时他

还告诉我们，那些我们所经历的，现实的和

将来的，这一切与时间有关的精神和物质

的内在的联系。

墨白特别强调了梦境、幻想等主观的精神因素

对于客观的物质的现实世界的影响，在他看来，一个

人只有以独立的人格去存在、思考、创造，才能真正

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部小说对于理解墨白的

叙事理念至关重要，他说：

《映在镜子里的时光》写于 １９９８年，
应该说这是我对梦境、幻想、记忆和现实生

活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理解和认识，也是我

对时间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也是我的历史

观。那个时候我只看过达利的一些作品，

对布努艾尔、夏加尔还有塔可夫斯基都不

甚了解，当然对梦境和幻想与记忆的认识

还没有现在这样的清晰，当我重新看完一

遍《映在镜子里的时光》的时候，我才感悟

到，实质上，她已经具备了这种特质和精

神。［２］４２４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墨白对于时间问题的思索

从未停止过，他从东西方艺术大师那里汲取着精神

营养，形成了自己作品独特的美学风格，这种风格恰

恰也是墨白自身卓越的精神品质的一种体现方式。

除了小说之外，墨白还从电影、绘画等不同门类

的艺术作品当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丰富自身对于时

间的理解和认识，这其中包括大量东西方艺术大师

的经典作品。早在１９９５年初发表于《收获》上的中
篇小说《重访锦城》当中，墨白对于时间、记忆和梦

境等就有创造性的运用。《重访锦城》中，男主人公

谭渔在冬日到一个小城去探寻早年的恋人锦，通过

和几位女同学的接触，去发现深藏在往事里的隐秘

和悲痛。谭渔深陷在过去和现在交织的时间乱流当

中，记忆、流言、幻想为本就迷离的悬案打上了一层

浓郁的暗影，从而让我们得以洞察深隐于虚无背后

的真实。这种艺术效果是线性叙事无论如何都无法

达到的。人物内在的精神世界，如何在多元、混杂、

扰攘喧嚣的尘世当中，保留其特有的品质和风貌，同

时又恰如其分地还原事件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空间

特性，这就要求叙事人拥有自觉的时间意识，同时又

能够将艺术作品当中的人物和自身隔离开来，赋予

其鲜活的生命力，让其拥有属于“他”或“她”独有的

时空体构型。也可以说，这种独有的时空体构型是

一种变动不居的流动着的生命意识，从审美角度被

重新唤醒。

２０１１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和墨白行走在郑州的
一个居民小区里，这里是墨白居住的地方，周围是熙

熙攘攘的人群，金黄色的阳光吹拂着，墨白忽然说：

“要说黄秋雨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人。”这句话让我摸

不着头脑，“谁是黄秋雨？”

黄秋雨是墨白的长篇小说《手的十种语言》［３］

当中的男主人公，一个突然死亡的画家、教授。当时

墨白正在创作这部小说，在墨白看来，黄秋雨不仅仅

是一个作品中的人物；他一旦被作家塑造出来，就具

备了独立的生存条件，甚至可以说，在写作的过程当

中，黄秋雨就已经具备了独立的人格。这也是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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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写作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在他看来，作家和他作

品当中人物的关系是多元的，作家应该根据人物本

身的生存逻辑去塑造人物形象，人物在他特定的时

间空间里与各种类型的存在发生着密切的联系，有

着自身的梦境和幻想。这也体现着叙事人对于生命

个体生存尊严和价值的肯定和强调。由此可见，这

种独特的时间意识，是一条贯穿墨白艺术创作的重

要线索，具有极强的辨识度。

《手的十种语言》是墨白创作的“欲望三部曲”

当中的最后一部，这三部曲分为红卷、黄卷和蓝卷，

其它两部分别为《裸奔的年代》［４］和 《欲望与恐

惧》［５］。这三部曲的特点都是浓缩的时间，其中《裸

奔的年代》涉及的时间是三天和两个季节，《欲望与

恐惧》以及《手的十种语言》更是只有短短的两天。

这种时间的安排增强了小说叙事的戏剧性，人物的

命运在短暂的时间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处于漩涡

当中的人物必须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将来做出回应。

过去和将来这两个时间向度非常巨大，而现在就处

于一个时间点上，真实再现了我们生存的现实———

一个生存的“黑洞”，所有的一切都在这现实的黑洞

里凝固、变形、消解。如果我们想要从中获得什么，

就得释放那些曾经有过的生命信息，让其在快速的

变幻当中缓慢成形。

墨白善于在有限的时空里设置紧张、深刻的矛

盾冲突，展示出一个无限延伸的外部世界，使那些扭

曲、变形的小说人物的精神世界，得到深入、细致的

剖析。比如《手的十种语言》当中，墨白通过描写黄

秋雨生存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存在于这些外部世

界里的各种力量，来说明黄秋雨的生命经验为何是

那样发生的，他的记忆受到了来自于哪些方面的入

侵，而他自己的生命经验又是如何通过他的行为去

对周围的世界做出回应，并产生影响的。这种复杂

多元的外部关系又是如何进一步塑造了黄秋雨的内

心世界。黄秋雨的精神生活的资源也是相当丰富

的，甚至比现实的经验更为广泛和长久，因为书籍、

音乐、绘画等人类的艺术样式当中，大量保存着的也

是浩如烟海的生命经验，或者说是被抽象化了的时

空塑型，这些都对那些重新与之相遇的生命发生着

新的影响。

时间和时间观念是有所区别的，生命个体实际

经历的是时间，但感受到的却是时间观念。时间是

客观的，时间观念是主观的。不同时代、地域、阶层，

甚至同一个人的不同的生命阶段，其时间观念都会

有很大的不同。就叙事来说，一旦一部小说完成，小

说作品凝固起来的就是叙事人的时间观念。小说叙

事可以把主观的心理时间通过艺术手段让其获得客

观的样式，这是我们得以观察那些逝去的时间的基

本形式。２０世纪初期，法国思想家亨利·柏格森提
出了“心理时间”［６］８的概念，他指出人类思维活动

当中的时间观念区别于物理时间。柏格森的“心理

时间”既是对传统的基于农业文明的循环的轮回观

的反动，也是对工业文明的达尔文式的进化论的反

动。它区别于普通的技术理性，是对于人的内在的

心灵世界的强调和重视，对于具备了主动性的生命

的创造力的颂扬。这些都为２０世纪的叙事文学提
供了思想资源，尤其对意识流小说影响很大。

和任何一位致力于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者一

样，墨白在叙事时间方面进行的探索值得我们进行

再认识。２１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对于时间的认识
有了新的进展，特别是信息社会的来临，虚拟的时间

样式开始出现，更新了人类对于时间存在的新理念。

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开始，人类对于物理时间的认

识就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而到了今天，量子力学和

相对论结合起来提出了量子重力理论、弦理论、Ｍ
理论等等，人们逐渐认识到时间也许是间断的，而非

之前认识的物理时间均匀、持续不断的流动状态。

大爆炸理论指出了时间有一个起点，霍金曾经在他

的《时间简史》［７］４当中讨论过时间的终点和可逆

性。这些都为今天的叙事文学提供了新的叙事理论

和叙事主题，比如之前曾经流行过的“穿越剧”。但

如何才能把这些科学技术领域里的新发现对应于人

类的精神领域，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却显得异

常艰难。在技术理性的社会里，人文学科发展相对

滞后，我们对于自身经验模式的整理，出现了一定程

度上的障碍。

墨白的小说《手的十种语言》中，有一个场景，

一个在凌晨玩偷菜游戏的秃顶男人，他是替老婆值

班的在宾馆负责房客登记的前台人员，其真实身份

是某种势力安排在宾馆里的一颗棋子，或者说眼线。

这个人的存在颇耐人寻味，他自身是一种被工具化

的存在，却在忙里偷闲当中干着令他短暂心跳的在

小姨子菜地里偷菜的活动。这种脱离了他真实身份

的虚拟的生命经验的获取，让我们对于这个秃顶男

人的内心世界多了一个认识的纬度。虚拟的生活到

底对这个男人起到了什么作用？偷菜游戏是不是只

能作为他敷衍刑侦人员的一个借口？小说叙事当

·９２·



中，人物存在的社会环境的描绘至关重要，带有鲜明

的时代特征的叙事空间是叙事时间发生作用的有效

媒介。这进一步为艺术真实提供了细节方面的支

撑，也为不同时期的读者对于人类社会曾经存在过

的生命经验样式提供了观察的样本。

对墨白来说，他精心构筑的文本世界内部形成

了一个与现实世界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并

行不悖的时空体系。这个文本当中的世界一旦形

成，就具备了自我发生的能力。墨白曾经绘制过不

同时期的颍河镇地图，“颍河镇”———其实只是在墨

白的叙事当中存在的一个虚拟的场所，但在颍河镇

当中繁衍生息着形形色色的人群，他们验证着颍河

镇自身的历史，有着它的气息和记忆。而作为颍河

镇的范本的淮阳县新站镇，也就是墨白的故乡，它自

身的历史已经不可能再去还原了。我们无法获得新

站镇生存过的人群的生命经验，他们的喜怒哀乐早

已如过眼云烟，他们的时间已经被尘封起来。但是

颍河镇里发生的一切，都还在那里一直上演着，是一

幕幕的活剧，哪怕再经历时间的洗礼，也不会有一点

点的磨损和破裂。这就是小说叙事的价值，墨白在

用另外一种时间方式来构筑颍河镇的历史，一种被

充分精神化了的时间模式，我们可以从中透视这个

民族的精神实质。它从时间中来，到时间中去，欣欣

向荣，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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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面临的制度性约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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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民财产性收入是农民收入增长中极具潜力的部分。以山东省为例，农民财产性收入
呈现出三个特点：绝对额和增长速度均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结构不尽合理，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

异。当前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其中制度因素尤为重要。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

土地流转制度、农村金融制度等影响着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因此，需要清晰界定农民财产权利，

建立健全农村土地市场和金融市场，这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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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是农民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最具挖掘潜力的部分。２０１６年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和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明确指出要增加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并进一步要求有效盘活农村土

地，创造条件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然而长期以

来，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较为有限，对农民总收入

的实际贡献率较小。以山东省为例，改革开放以来，

山东省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均纯收入从１９７８
年的１１４．６元增长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２８４８．６元。虽然
农民的总收入水平在稳步提高，但是收入结构并没

有发生显著性变化。由表１可以看出，现阶段家庭
经营收入仍是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但其所占

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工资性收入成为家庭收入

增长的主要来源，所占比例逐年提高；家庭经营收入

和工资性收入两者合计达到了家庭总收入的９０％
以上，而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占比例非常小。

相比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

入，财产性收入则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因为农民目

前所有的资产，包括耕地、房屋、集体资产等，尚未发

挥出自身在农民增收方面应有的潜力。由于农民的

财产性收入来源、结构与政府颁布的政策法规息息

相关，因此，从制度层面上探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面临的制约，尤其是大多数农民十分关注的土地经

营权流转、征地补偿等方面的制度制约显得十分必

要，对提升农民财产性收入、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山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其构成 （单位：元；％）

收入类别
２００８年

金额 占比

２００９年
金额 占比

２０１１年
金额 占比

２０１５年
金额 占比

家庭经营收入 ５３３９．４３ ６５ ５５３４．４４ ６４ ７５９０．５５ ６２ ７１９５．２２ ５６
工资性收入 ２２６３．４６ ２８ ２４９６．５７ ２９ ３７１５．２５ ３１ ４４９７．０１ ３５
财产性收入 １６３．９３ ２ １９６．１１ ２ ２４６．４５ ２ ３８５．４６ ３
转移性收入 ３６９．８２ ５ ４５６．７ ５ ５９４．４５ ５ ７７０．９２ ６
总收入 ８１３６．６６ １００ ８６８３．８２ １００ １２１４６．７１ １００ １２８４８．６ １００

　　数据来源：相关年份《山东统计年鉴》，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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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山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及特点
根据我国历年的统计数据中对农民财产性收入

类型的划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民的财产性

收入主要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银行存款利息、

集体分配股息和红利以及其他股息和红利；二是通

过出租土地或农业机械获得的租金；三是通过转让

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得的收入；四是政府征收农用地

对农民做出的补偿。具体来看，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主要包括６个收入项目类型。由表２可知，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年，在山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构成中，占比排

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征地补偿、租金和利息，２０１１年
这三项收入占比之和达７７％。从构成上看，其中征
地补偿在农民财产性收入中的比重由的 ２００８年
６９％下降至２０１１年的３０％，而利息和租金分别由
２００８年的 ８％、１０％增长至 ２０１１年的 ２４％、２３％。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收入”

也由２００８年的９％增长至２０１５年的３５．２％。以上
分析表明，近年来山东省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构成伴

随着收入增长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动。

表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山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及构成 （单位：元；％）

收入类别
２００８年

金额 占比

２００９年
金额 占比

２０１１年
金额 占比

２０１５年
金额 占比

利 息 １３．８１ ８ １５．７ ８ ５８．４７ ２４ ６５．３ ２０．１
集体分配股息和红利 １．８４ １ ２．４５ １ １５．５５ ６ ３９．７ １２．２
其他股息和红利 ５．４ ３ ６．１ ３ ８．０１ ３ １７．１ ５．３

租金（包括农业机械） １６．０９ １０ １９．５４ １０ ５６．３７ ２３ ７１．４８ ２１．９
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收入 １３．６１ ９ １７．２７ ９ ３３．５５ １４ １１４．７０ ３５．２

征地补偿 １１３．１８ ６９ １３５．０５ ６９ ７４．４８ ３０ １８．０２ ５．５
总 计 １６３．９３ １００ １９６．１１ １００ ２４６．４５ １００ ３２６．３ １００

　　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山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
呈现以下一些特点：

（一）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和增速均低于城镇

居民

由表３可知，２０１５年山东省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为３２６．３元，比２００８年增加了１６２．３７元，年均增速
为１０．３３％，而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由２００８年的
３４６．９元增长至２０１５年的２４７５．５元，年均增速达
３２．４％，因此与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相比，农民的
财产性收入在绝对值和增速上均较低，并且城镇和

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差距也有增大的趋势，这显

然不利于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协调和统筹发展。

表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山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城乡比较（单位：元）

年份 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城乡之比

２００８ ３４６．９ １６３．９３ １００４７
２００９ ４１２．７６ １９６．１１ １００４７
２０１０ ４９０．２２ ２３８．２９ １００４８
２０１１ ６１５．６９ ２４６．４５ １００４０
２０１５ ２４７５．５ ３２６．３０ １００１３

年均增速（％） ３２．４０ １０．３３ １００３２

　　（二）农民财产性收入结构不尽合理
通过表２可以看出，尽管利息收入在山东省农

民的财产性收入总额中占比有所增长，但征地补偿

收入和租金收入目前仍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部

分，这说明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还是与政府行为

相关，而不是主要依靠农民进行投资行为获得。也

就是说，当前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具有极强的政策依

赖性。从农民财产性收入结构优化的角度来看，这

显然是不利于农民收入结构改善的。

（三）农民财产性收入与自身所在地区的经济

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从表４可以看出，就整体而言，现阶段山东省
１７地市的农民财产性收入均较低，绝大多数地区只
有数百元，有的地区（德州、枣庄）甚至低于百元，这

与当前各地农民万元以上的总收入水平相比较，显

得十分有限。从各地区比较来看，经济较发达的地

区，如济南、东营、威海、烟台等地的农民财产性收入

相对较高，相应的所占比重也相对较高，而经济相对

落后的地区，如菏泽、莱芜、德州、枣庄等地的农民财

产性收入的数额较小，占当地农民总收入的比重也较

低。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

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为经济发达地区的要素流动

性较强、投资机会较多，并且政策环境一般较好，处于

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能够通过多渠道实现农业要素

流转、财产性投资，从而有利于增长其财产性收入。

表４　２０１５年山东省各地市农民总收入、财产性收入及其占比

（单位：元；％）

地级市 总收入
财产性

收入
占比 地级市 总收入

财产性

收入
占比

济南市 １４２３２ ４７０ ３．３０ 青岛市 １６７３０ ２８１ １．６８
东营市 １３８８７ ３８８ ２．７９ 泰安市 １３３２２ １６３ １．２２
济宁市 １２５７０ ２６９ ２．１４ 日照市 １２３１９ １６０ １．３０
威海市 １６３１３ ３５２ ２．１６ 菏泽市 ９８０２ １１６ １．２９
滨州市 １２７２７ ２９５ ２．３２ 聊城市 １０５１２ １３２ １．１８
淄博市 １４５３１ ２９０ １．９９ 莱芜市 １３７１４ １２０ ０．８８
烟台市 １５５４０ ３０６ １．９７ 德州市 １１２６９ ８７ ０．７７
潍坊市 １４８９０ ２６７ １．７９ 枣庄市 １２０３８ ７９ ０．６６
临沂市 １０８２８ ２００ 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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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影响山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制度性
因素分析

根据本课题组２０１５年７月对山东省部分农村
地区的实地调查，并结合相关资料分析发现，影响农

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制度性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

（一）农地产权主体虚置导致农民的土地财产

权益的流失

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外，属于集体所有。”

《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土地属于三级所有，即“乡

集体所有、村集体所有、村民小组所有”。但是，目

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对于农民尤其是长期在城市务

工的农民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有意义的。在现

实生活中，很多地区的村民委员会充当集体土地财

产的所有者代表，在村民法律法规知识积累有限、青

壮年农民外出务工、留守人员大多文化素质不高的

情况下，土地集体所有往往成为村长和村委会少数

人所有。在部分地区，基层政府为了获得自身的利

益，违背村民意愿进行大面积土地流转，导致很多适

合农作物种植的土地转成工业用地，而这种流转带

来的巨额土地收益并未到达农民手中，这就严重影

响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规不落实，限制了

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据调查，在山东省的土地流转中，以转包为主，

占６１％，出租占１３％。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
模不断扩大，当前关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些

制度安排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影响也凸显出

来。

一方面，由于农民对土地流转市场信息的掌握

不足，加上农民多具有保守、害怕风险的心理，所以

目前的农地流转依旧多以农户之间的转包为主，并

且以“熟人转包”为多，价格也多数是“人情价”，有

的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点费用，也就是说，土地流转

并未给转出户带来多少经济利益，从而限制了农民

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当前对农民土

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不足，在多数地区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流转受到村委会的行政干预，存在强迫农民

低价流转土地的现象，从而影响了农民财产性收入

的增加。

（三）现行的农村宅基地管制政策限制了农民

土地财产升值的空间

目前，国家的法律、法规、地方性文件对农民的

宅基地进行严格的管制。现有的法律规定是“一户

一宅”，法律禁止农民把宅基地转让给其他人。在

实际生活中，宅基地交易的范围、方式都受到限制，

宅基地作为农民财产的价值难以体现，即使农民迁

入城市定居，也一般是将房屋闲置。现有法律不允

许农民将宅基地进行市场买卖，其结果是农民不动

产的流转价格无法真实反映土地资源的稀缺程度，

掩盖了其真实的市场价格，大大影响了农民财产性

收入的增加。

（四）农村金融市场发育不足导致农民的货币

多用于存款而不是进行投资

随着国有银行各种改革措施的逐步落实，很多

农村地区的商业银行网点被撤销。目前，大多数农

村地区的正规金融机构只剩下农村信用社，因此，农

村市场上的金融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大部分地区的

农民可供选择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仅有储蓄存款一

种，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产品基本上与农民无缘。

由于农村金融市场不发达，加上大多数农民缺乏必

要的金融知识，导致绝大部分农民无法通过金融市

场有效运用资金来获取较高收益，尤其是在通货膨

胀较为严重的背景下，农民不仅不能实现其金融资

产的增值，而且还会因通货膨胀而遭受损失。另外，

农民尚可参与的民间金融市场则存在着不规范、风

险大等问题，难以获得稳定的财产性收益。

三、提高山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政策建议

针对制约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制度性因素，

我们认为，应在产权制度、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等几个

关键方面作出相应的改革。

（一）清晰界定农民财产权利

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明确界定农村土地

产权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最重要的基础。２０１１
年，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的《中国改革调查问卷报

告》显示，７２％的专家认为，农民拥有物权性质、可
转让的土地使用权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民

收入的重要条件之一。

要明确界定国家、集体与农民之间的土地权利

边界，并要强化对相关主体土地权益的保护。一方

面，要适当扩大农户承包经营权权能，尽快完成土地

承包经营权确权发证到户的工作，落实土地承包关

系长久不变，稳定农民信心。另一方面，要将农村宅

基地依法确权到户，并核发农民房屋产权证书，逐步

建立城乡统一的房屋登记管理办法，实行同证同权。

（二）放松对农民财产交易的限制

产权进行自由流转和交易是农民获得财产性收

入的必要条件。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

上，加快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制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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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清晰的交易规则，完善土地流转中介服务，推进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逐步建立农村宅基地使用

权的流转制度，逐步放宽对农房交易的限制，允许农

民对自己的住房进行资产评估、允许农民自由购买

住房、允许农民出租自己的住房。按照统筹城乡发

展的要求，调整城乡各种生产要素的交换关系，推进

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设，探索集体建设用地交易

的可行办法。

（三）推进农村金融发展与产品创新

一是应当增加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的金融服

务，扩大农民的选择权。正规金融机构要向农民普

及金融知识，为有一定积蓄和投资意愿的农民提供

相应的金融服务，提高他们的财产收益。二是应当

加快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引导社会资金在农村设立

各种新型金融组织。鼓励金融机构根据农民资金额

度小、金融知识有限、风险承受能力不强的特点，开

发符合农民理财需要的金融理财产品，为农民提供

丰富、优质、安全的投资渠道。三是应当允许农民用

活金融资产。支持有条件的农民合作组织开展信用

合作，规范农村民间金融，在服务现代农业建设和发

展农村经济的同时，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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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郑州“国际商都”战略的实施，郑州市城市文化的定位需要进一步梳理和明确，体
现出“根源文化＋商贸文化”的特征。围绕传承创新、多元融合、凝聚辐射的现代城市文化内涵，从
文化资源、文化互动、文化产业、文化服务等方面探索郑州“国际商都”文化培育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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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作为城市的灵魂和软性资本，是城市发展
的重要驱动力量。随着郑州市确立“国际商都”的

建设目标，如何发挥城市文化在城市建设中的引领

和支撑作用成为城市建设者和管理者十分关注的问

题。笔者认为，郑州市“国际商都”城市文化的建设

关键在于发掘现代城市文化的内涵，明确城市文化

定位，不断探索有特色、有活力的城市文化培育路

径，增强文化与经济、社会的交融程度，提升郑州市

的核心竞争力。

一、现代城市文化的内涵

城市文化是城市之间区域地理、人文历史、经济

形态、民风民俗等方面差异性的综合体现，是城市的

“脸”和“魂”［１］。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新

时期，现代城市文化又呈现出别样风貌。

１．传承创新性
城市文化是经过漫长的岁月积淀而成的，传承

下来的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是城市市民对城市产生

认同感、归属感的基础。现代的城市文化一方面延

续了已形成的城市“文脉”，保持城市记忆；另一方

面突出了“现代性”，体现信息技术运用和市场经济

运行下人们新的生活方式、社会秩序和精神面貌。

２．多元融合性
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经济使社会分

工越来越精细化，服务对象越来越精确化，新的生产

和消费观念正在形成，个性化的小众群体不断出现，

人们的社会需求、价值观念的差异性愈加明显，文化

多元化势不可挡。多元开放的城市环境激发了城市

的无限活力和强大吸引力，促使异质文化在这里汇

集、碰撞、融合。

３．凝聚辐射性
城市一旦形成，它就为人流、物流、财富流、信息

流大量频繁的交流提供了极为便捷的场所，不同的

文化在城市里得以交流发展［２］，逐渐形成独特的文

化气象，使千差万别的城市市民接受、认同，凝聚在

城市之中。强大的城市文化能够在城市间的互动中

对周边城市和地区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带动周边区

域向核心城市靠拢，逐渐形成文化的一体化。

二、郑州“国际商都”城市文化的定位

郑州自古就有“商都”之称，这里的“商都”有两

层含义，一为商代都城，一为商贸都市。郑州“国际

商都”文化的定位要体现出“根源文化＋商贸文化”
的特征。

一是以商代都城文明为代表的中原“根源文

化”。郑州地处黄河之滨，中原腹地。据考证，商汤

曾建都于此，郑州商都在当时是商王朝的政治、军

事、文化中心，修建了高城深池，设计建设了早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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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系统和消防设施，在城市功能上也有了初步划

分，军队主要驻扎在外郭城，铸铜、制陶、酿造等手工

业集中分布在郭城附近，宫殿区、祭祀场所主要集中

于郑州商都的内城的东北部，体现了清晰的城市规

划意识。［３］商代的夯土城墙、宫殿遗址、墓葬、青铜

器窖藏坑、祭祀坑等遗迹和出土的大量陶器、骨器、

铜器、原始瓷器等遗物，充分展现了早期华夏文明在

城市建设、城市文化方面的巨大成就，也反映了中原

地区早期文明的发展高度，是中华文明的根源。

二是以商贸文明为代表的多元开放文化。郑州

商都利用其强大的经济、文化优势大力向四周扩张，

向西辐射至陕西、甘肃、青海一带，向南越过长江，将

青铜文化推广至湖北、江西，并将南方的铜矿石、锡

矿石等原料运至中原；秦统一中国后，在郑州西北区

域河流交汇的岸边兴建了著名的敖仓，作为转运站，

成为早期的物流中心；近代，京广铁路和陇海铁路在

这里交汇，交通的便利带来的是贸易的兴盛；当前，

郑州正在构建融航空、铁路、公路为一体的国际化现

代化立体综合交通大枢纽体系，积极建设“国际商

都”。独特的地理优势使郑州成为东西交汇、南北

通衢的重要枢纽，利用商贸交通优势，与五湖四海的

朋友广泛交流、频繁贸易，使郑州人性格中具备了

“崇尚竞争，敢为人先”的基因，这应成为郑州城市

文化培育的人文内涵，开放、多元、包容的人文环境

散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极大提升了城市的吸引

力和接纳能力。

郑州“国际商都”文化的两重涵义不能各自发

展，各行其是，应相互扶持，相互融合。

三、郑州“国际商都”城市文化的培育路径

（一）突显城市文化脉络，整合历史文化资源

１．承续郑州城市文脉，重视城市的历史记忆
商都郑州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数千

年的时代更迭中，历史文化从未中断。在建设“国

际商都”城市文化过程中，首先要围绕“商都”来挖

掘、保护和开发郑州的文化资源，商代都城遗址，春

秋时期的子产祠，东汉时期的文庙，唐朝的开元寺、

夕阳楼，明代的城隍庙、北大清真寺和天中书院，清

代的岳氏民居，百年德化街，二砂厂，国棉三厂……

这些文化遗址和文化街区犹如古老城市中散落的珍

珠，是郑州市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除此之外，郑州

还有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即嵩山“天地之中”历史建

筑群和中国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更是代表郑州绵

延数千年的历史和辉煌的文明成就。正如刘易斯·

芒福德所言，“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已经是当今城

市中一项重要事实”，“以往历史上的各种文化习

俗、价值观念、生活理想，都因此流传到来世”［４］。

这就是城市的文脉。

历史文化资源不仅以物质形态的形式存在，更

以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方式延续下来，构成一种城

市的记忆。如郑州的棉纺路，曾经聚集着郑州国棉

一厂、三厂、四厂、五厂、六厂和印染厂等国有企业，

见证着郑州全国纺织工业基地的荣耀，现在虽风光

不再，但保留下来的厂区大门和部分旧厂区仍承载

着一代棉纺人“为国家建设无私奉献”的青春与梦

想，也昭示着这个城市曾经的辉煌和历史变迁，是挥

之不去的时代记忆。

２．依托厚重的中原文化，形成文化资源的聚集
效应

郑州作为中原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在城市文化

建设中可以以古老厚重的中原文化为积淀，整合周

边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聚集效应，走“组团

式”发展之路。依托郑州的快速铁路网和高速公路

网，在距“商都”郑州高铁１小时路程范围内，联合
“宋都”开封、“殷都”安阳、“唐都”洛阳，形成古都

文化景观；在省内距郑州高速公路２小时路程范围
内，整合洛阳、开封、安阳、南阳、商丘、浚县、濮阳等

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群景

观；在中原城市群中，整合新郑黄帝故里、鹿邑老子

故里、民权庄子故里、淮阳太昊陵、涉县娲皇宫等文

化资源，形成中原根亲文化景观等等。通过历史文

化资源的挖掘和综合开发，培育文化旅游区或旅游

带，将郑州城市文化建设与中原文化遗产的保护相

结合，与中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

在发掘整合历史文化资源过程中，需要依托其

蕴含的场地、场所、场景三要素，对城市文化生态体

系进行科学构建，并将社会观念、自然风光、宗教信

仰、日常生活等无形的文化因素纳入其中，形成复杂

多样的文化形态；需要站在全球化视角，对历史文化

资源的精神价值进行现代化重塑，结合时代精神，推

陈出新，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碰撞和融合中，提炼出

更多“中国标识”；需要尊重和保护民间文化，扶持

本地或反映本地特色的艺术文化创作，包容不同形

式、不同主题的民间文化活动，带动市民参与城市文

化建设的热情，丰富城市文化的多样性。

（二）加强国际文化交流，提升文化传播能力

１．推进文化互动，开拓国际视野
文化不是莱布尼兹式的“没有窗户的单子”，有

机、动态、流变才是文化的基本特性［５］。任何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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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的城市文化都不可能是关起门来自我发展的，

需要与不同的文化进行接触、碰撞与融汇，即文化之

间的互动。郑州市作为一个内陆城市，建设“国际

商都”城市文化，关键是如何做到文化本土性与全

球性的融合。根据文化互动理论，郑州在实现“买

全球、卖全球”的物与物的交换中，应不断推动人与

人的往来，文化与文化的交流，以开放自信的心态与

同质文化或异质文化进行平等对话，推动文化的双

向流动，在冲突和扩张中增强城市文化的韧性和张

力。

城市文化间的互动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交流，

不仅可以增进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可，也会促使人

们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城市文化互动的

方式灵活多样，如结为友好城市、开展文化周或文化

年活动、举办文化节会、合作开发文化产品、互推文

化旅游品牌、人才交流合作等，频繁的文化互动将会

打破区域界线，使城市发展拥有更大的平台，真正走

向国际。

２．参与丝绸之路文化之旅，提升文化传播能力
城市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与该城市文化交

流的参与度密切相关。郑州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重要节点城市，应与沿线国家合作建设文化交流平

台，打造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心。依托丝绸之路河

南段世界文化遗产，加强与沿线国家开展古丝绸之

路历史遗迹保护利用和项目合作；大力宣传推广历

史文化、民俗文化，打造具有中原特色的精品演出剧

目、少林功夫、动漫、网游等文化产品并推动“走出

去”；推动与沿线国家的旅游合作，打造登封“天地

之中”历史建筑群等黄金线路，重点推介郑州的禅

武文化、黄河文化、商文化，合作开发丝绸之路文化

探秘等旅游产品；扩大与沿线国家在教育、医疗服

务、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合作。

（三）促进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联姻，构建文化

创意产业体系

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催生了文化经济。文化产

业是文化经济的产物，使文化激发出巨大的经济价

值，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城市文化的培育离不开城市文化资源的开

发利用，将文化资源转化为与消费需求相适应的文

化产品，进入社会的交易、流通、服务等领域，才能满

足人们的文化需求，因此，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联

姻是文化产业提升竞争力的源泉和基础，也意味着

文化资源从保护到开发的重大转变。

文化产业，也被称为“文化创意产业”，要真正

实现文化资源到文化产业还必须经过创意的提升和

技术的实现两大过程［６］，强调的是对文化资源的创

新、创造。郑州市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而且文化创

意消费需求也处于井喷阶段，传统的文化娱乐生活

已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尤其是随着郑州

“国际商都”战略的实施，对于其中“文化创新发展

区”目标定位更是要求通过创新，搭建平台，整合各

种文化资源，激发更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

新，实施高端引领工程，构建文化创意产业体系。

充分发挥中原文化引领作用，推动文化创意产

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打造沿黄文化旅游带、登

封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新郑黄帝故里历

史文化园区等文旅产业集群；坚持传统文化元素与

现代技术的结合，培育一批如《禅宗少林·音乐大

典》实景演出、舞剧《风中少林》《水月洛神》、豫剧

《斗笠县令》《琵琶记》等高端原创演艺品牌；采用高

新技术对登封瓷、新密玉雕、郑商瓷、黄河澄泥砚制

作等传统技艺的保护和改造，促进工艺美术产业转

型提升；依托国家动漫产业基地（河南基地）、郑州

动漫产业基地，充分发掘中原文化资源，积极培育

“小樱桃”“少林海宝”“二兔”“漂亮宝贝”等本土原

创动漫品牌，扩大动漫衍生品产业链条，推进动漫创

意在教育科普、医疗卫生、会展、广告、设计、建筑等

领域的广泛应用。

（四）推动文化惠民工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

广大民众是城市的主人，是城市文化的创造者

和守护者。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是城市文

化建设的动力和基础，应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保障广

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让更多的民众充分享受到文化

发展成果。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

见》，对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群众

基本文化权益作了全面部署，是文化惠民的纲领性

文件。

推动文化惠民工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

两个关键点：一是坚持正确的文化导向，发展弘扬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改造落后文

化，抵制腐朽文化，将满足广大民众的文化需求作为

文化惠民工程的基本目标，涵养民众的精神家园。

二是均衡城乡文化均等化发展，正视公共文化服务

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群体差距，有针对性地提供

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确保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

平性。［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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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要构建多层次文化艺术空间，确保居

民能在周末、在适宜的游憩出行范围内使用到具有

一定服务品质的体育场馆、图书馆和青少年文化中

心等公共文化设施；鼓励商业商务配建图书馆等文

化设施，多元业态混合，提升实体商业活力和体验

度；鼓励各类学校的图书馆、体育场馆、各类训练中

心等文化、体育设施，在确保校园安全的前提下，积

极创造条件向公众开放。

加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重点开展文化站

（室）、图书室等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公

益性文化实体和文化活动，让农村文化活动有阵地、

有载体。充分发挥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利

用公共数字文化项目和资源，为基层群众提供数字

阅读、文化娱乐、公共信息和技能培训等服务。

四、结束语

以打造“国际商都”为目标，郑州市城市文化建

设应基于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和整合，突出城市文

化的底蕴和独特风格。扶持文化创意创新，提升文

化辨识度和现代感；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文化多

元性和辐射力，使郑州国际商都文化成为“中原文

化”立足世界的名片，引领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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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迫切需要进行
城中村改造，消除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在公共配套

服务方面享有均等化的待遇，在道路、水、电、景观建

设等基础设施方面纳入城镇统一的发展规划和管理

体系中，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健康发展。

一、城中村改造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一）城中村改造的内涵

狭义上讲，城中村也被称为“都市村庄”，是指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广大农村的耕地被

大量征用，失去耕地的农民仍在原村落居住，但生活

方式、收入来源等都发生改变的居民区。广义上讲，

城中村是指在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居住在城

镇，但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经济收入和文化理念

等方面落后于城镇发展的居民区。城中村在一定程

度上为城镇建设做出了贡献，但是随着城镇化水平

的提高，城中村与城镇整体的发展越来越不协调，负

面影响越来越突出，迫切需要改造。

通常所说的城中村改造是指物质形态的改造，

主要包括对城中村房屋、道路、绿化景观、社区规划

布局等方面的重建，这种改造的结果还会导致土地

所有权属方面的变革、管理体制的变革、经济体制的

转型和村民素质的转型等。城中村改造不仅使村民

享有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待遇，享有均等化的公共配

套服务和优美的居住环境，过上高水平的城镇现代

文明生活，而且使整个城镇环境得到改善，体现社会

经济的发展和时代文明的进步。

（二）城中村改造的现实意义

首先，城中村改造通过制定合理的城镇规划，对

原有的空间重新进行合理的布局和规划，有利于集

约利用城镇土地，有利于推动城镇化的进程。其次，

城中村改造后，各种基础配套设施和城镇发展同步，

并且在就业、保险、医疗和教育等方面享有均等化的

公共服务配套；改善了过去脏、乱、差的环境，居住环

境优美干净，房屋采光充足，户型设计合理，提升居

住品质；同时也会使得村民的精神文明上升到更高

层次，村民的文化理念、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等都将

发生很大改变，村民的幸福生活指数得以大大提升。

再次，经过城中村改造后的房屋是证件齐全的商品

房，可以直接进入市场交易，较容易出手，并且享有

房屋溢价获得的收入，改变了过去城中村房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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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卖不上价钱的局面，提高房产价值、增加村民收

入。最后，城中村改造可以合理规划片区，将片区打

造成为集发达的交通道路体系、商业综合体、居住商

品房、学校等为一体的多功能区域，带动区域的商业

繁荣，为改造后的城中村居民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

有利于居民的收入提高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改造的模式探析

按照城中村改造的主体情况差异，城中村改造

的模式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和自我改

造型，城中村改造涉及的三方都有各自的优势。

（一）政府主导型模式

政府在城中村改造的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宏观指

导和重要的引领作用，协调管理城中村拆迁与重建、

村民安置、商品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

配备等各项工作。此种模式下，政府在城中村改造

中扮演的角色是多样的，既是发起者和组织者，又是

管理者和推动者。政府主导的职能是维护社会公众

利益，以及改造范围内群众的利益。在投资方面，政

府可以作为投资的直接参与主体，也可以联合多方

力量共同投资，比如可以联合开发商和村组共同投

资改造。

政府主导型城中村改造模式能有效保障社会公

众的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注重村民生活品质的提

高，会适当控制安置规模。政府通过统筹安排，充分

利用各部门所掌控的资源，使土地资源得以集约利

用，优化城镇规划布局，改善城镇居住环境，合理发

展城镇产业。政府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行政职权，

同时尊重市场运行规律，制定城中村改造的政策机

制，并且还可以更好地在操作层面执行政策，规范城

中村改造工作。政府主导城中村改造，通过在操作

层面的参与，能够快速锻炼一批高素质的精通建设、

管理、规划、工程等专业知识的队伍，提高干部的素

质。在改造中充分发挥规划引领和宏观调控作用，

注重产城协调发展，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升城镇

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促使开发商主动参与投资，有效

推动城中村改造工作的进度。

政府主导型城中村改造模式有一定的弊端。个

别干部积极性不高，思路古板不灵活。村组和村民

是被动参与到城中村改造中，成为城中村改造的对

象，由于对改造的不理解，或者期望过大，往往表现

出不愿意配合的举动，甚至是抵触行为。例如，河南

省郑州市惠济区的花园口合村并城项目，群众攀比

心理严重，拆迁难以进行，仅靠思想教育很难取得全

面突破。还有来自资金的压力，政府没有足够的资

金，项目运作过程中容易受制于开发商。干部队伍

与城市建设任务不相适应，懂规划、管理、土地、工程

方面的专业人才缺乏，在与企业的合作中，虽然名义

上占主导地位，实际大多还是企业占上风，违背政府

主导的初衷。

（二）企业主导型模式

开发商依据城镇总体规划，承担整个城中村改

造的各方面工作，包括拆迁、建设、安置以及管理协

调等工作。在城中村改造工作中，政府先行制定好

改造的规则、机制和政策，运用市场手段，通过公平、

公正、有序的竞争机制，使得开发商参与到城中村改

造中来。为了避免开发商只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而

不顾及城镇的可持续发展和损害村民的长远利益，

政府应对城中村改造中的配套设施、建设规模、容积

率以及城镇环境等方面制定统一的要求和规定，合

理规范开发商的行为。

企业主导的条件下，为实现利益最大化，企业具

有极大的积极性，在项目涉及的各个环节都会主动

参与，追求效率的提高。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积极

筹集城中村改造所需的资金，并且注重时间和效率，

努力实现城中村改造工作的及时顺利开展。通常情

况下，房地产开发企业拥有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和

先进的技术手段，同时拥有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这些

优势能有效填补政府主导模式和自我改造模式的先

天不足，实现土地开发的最大价值。企业作为改造

的主导方，具有资金优势，同时又可以避免行政力量

的介入，减少社会问题，在协调各方关系方面可以采

取更为快捷的市场、经济等手段。企业主导下，政府

需要做的群众工作压力相对较小，具体琐碎的事情

都交由企业来解决。

企业主导型城中村改造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

开发商容易拿群众的利益绑架政府，使其在公众利

益中让步。在一定程度上，被拆迁群众只能被动接

受开发商所提供的改造方案，群众的利益得不到有

效保护。开发商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忽视群

众的合理诉求和城镇的长远发展，在政策上钻空子

或打擦边球，出现城镇公共用地缩减、社区容积率大

和压缩公建配套等问题，影响城镇化建设的质量。

项目由企业主导，企业来行使决策，企业和群众容易

相互影响，造成共同的利益膨胀，导致的结果就是安

置标准降低。

（三）自我改造型模式

自我改造模式是指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

政府指导下，由村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将村民转换成

股民和股东，自己组建人员队伍、自己筹措资金、自

己成立公司、进行自我开发与安置的一种形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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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府充分发挥宏观指导的功能，在城中村改造的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方面给予宏观指导和政策

上的支持，在拆迁、安置、回迁以及商品房建设等方

面引导和协助村委会和村民。这种改造模式适合村

办企业比较发达，村规模较小，村集体及村民筹资能

力强的城中村。

自我改造型城中村改造模式是目前最为理想的

一种城中村改造模式，它可以保证村民利益最大化。

通过股份制改造，村民成为村集体资产的股东，能充

分调动村民参与改造的积极性，使城中村改造工作

取得村民的有效支持，而且还使村民直接享受改造

的利益所得，使群众利益最大化。通过自我改造，可

以培养一批懂管理、会经营的基层干部管理队伍，在

城中村改造中遇到棘手问题时，能够做到游刃有余。

村集体在整个改造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将享有改

造带来的收益。

但是自我改造型模式运行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

成功的案例，究其原因是因为自我改造模式也表现

出了一些弊端。自我改造模式因其自身的复杂性，

对领导队伍的要求较高，需要精明能干的村班子队

伍，需要远见卓识，并且要有一定的实际经验，需要

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的人才。而城中村自我改

造涉及的村组和村民中相当缺乏这样的人才，因此

难以掌控整个城中村的改造工作。同时，受传统文

化的影响，城中村改造工作容易遭到部分群众的质

疑，村组领导对自身进行改造的能力不信任。城中

村改造需要的资金雄厚，改造立项、拆迁、安置房建

设、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配套的供给都需要

大量的资金注入，而城中村本身经济发展落后，收入

水平低，没有足够的资金。因此，巨大的资金短缺是

自我改造面临的又一重大难题。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改造模式的进一

步思考

城中村改造能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优化城镇

环境和节约社会资源，是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

展的重要途径。城中村改造工作，必须统筹考虑，协

调好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的关系。坚持民生为先，

大局至上，突出人性化、和谐化，赢得民心，维护社会

稳定。

（一）加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协调政府、企业

与村民之间的关系

政府、企业和村民是三个利益博弈方，村民渴望

环境的改善，却担心在迁移安置中开发商侵占自身

的利益；政府在城中村改造中考虑的是社会的长远

发展和整体效益，希望改善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配套，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考虑的是全体居民

的整体利益；开发商要求利益最大化，但达到利益最

大化的时候往往达不到村民和政府的要求。因此，

政府在企业主导型和自我改造型模式中应充分进行

宏观引导，通过制定相应政策和机制引导城中村改

造规范操作，保障各方的利益。

城中村改造社会影响广泛而深入。城中村改造

应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制定的工作程序要规范，在实

际操作中要合法。城中村改造中，要关注广大人民

群众的呼声，切实维护群众在拆迁补偿和安置方面

的利益，在安置方面可以考虑遵循就近安置和方便

人民生活的原则，合理公平地处理村集体资产，为广

大群众带来实际的收益。推行各种政策机制改革，

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在住房、就业、医疗、教育等

方面让村民享受到统一的公共配套服务，加快村民

融入城镇生活，提高居民的幸福生活指数，促进社会

全面协调发展。

在进行城中村改造时要尽量结合市政设施项

目，从某种程度上减少改造初期的阻力，并获得一部

分来自政府的资金补偿，减轻前期资金投入的压力。

传统观念认为想致富，先修路，修路可以发家致富，

如郑州市惠济区苏屯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就和长兴北

路与新苑路的打通工程关联在了一起。

（二）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合理选择开发模式

城镇板块的扩大使得城中村的居民失去赖以生

存的土地，城中村居民为了生存而建造大量的城中

村房屋。这些城中村房屋为大量进城务工人员提供

廉价的居所，也为城中村居民带来了收益。但是也

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后果：一方面外来人口越来越多，

而城中村居住环境脏、乱、差，降低外来人员的生活

质量并且影响城镇形象；另一方面受利益的驱使，越

来越多的远郊区居民也开始大量建房出租，久而久

之形成新的城中村。因此，应加强公共租赁住房和

廉租住房，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居所，客观上阻止新

城中村的产生，同时也做到了真正的以人为本。

城中村改造要以实现经济利益的平衡为首要前

提，城中村改造的目的是为改善村民的生活居住环

境，保障村民的经济利益。城中村的改造模式必须

根据各地的实情，合理选择，如集体企业规模大、资

金丰厚的城中村就适合自我改造模式。

（三）扎实推进股份制改造，群众的问题交给群

众解决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在我国的大力推

进，广大群众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群众的观念

也在不断更新，为城中村改造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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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础。但群众对城中村改造还是持有一定的观望

心理：一方面村民希望通过改造，个人可以享受城镇

化建设的成果，享有集体资产的收益，从而保护自身

的利益；另一方面，村民又担心城中村改造中存在集

体资产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使得村集体资产收益落

到村干部或少部分人的手中，从而使普通民众的自

身利益受到损害。

村集体资产改制可以通过层层公示，对村民、股

民进行界定，对股权进行配置，使老百姓拥有知情

权、表决权，把群众担心的问题交给群众解决，让改

制方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而解决群众利益

分配不公的问题。这样不仅可以保持村集体资产村

集体享有的总体特征，还可以使得村集体资产不受

少数人长期控制，保障村民的集体利益，解决集体经

济与村民利益不关联的问题。村民以股东身份参与

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让村民成为实实在在的资产

主人，为顺利拆迁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大胆探索，全员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中村的产生原因极其复杂，改造也有一定的

难度，如采用滚动式推进和局部置换方式更新城镇

建设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式，采用自我改造的模式

通常要使用这种方法，一方面为续建项目筹措资金，

另一方面采取试点的办法先探探虚实，可以减轻自

我改造的压力。

城中村改造是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难题，也是

躲不开、拖不起、关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事。近年

来，我国城中村改造工作已经初见成效，有借鉴经验

的常规模式，有独具特色的积极探索，同时也暴露出

许多新的问题。城中村改造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系统

工程，需要社会全员积极参与到改造工作中来。政

府应充分发挥宏观指引作用，制定政策，提供服务，

并大力做好宣传工作；广大群众应充分认识到城中

村改造是关系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

途径，积极参与到城中村改造中，形成全员合力，实

现社会的全面和谐、有序、持续发展。通过在实践中

不断摸索、积累、总结和完善，冷静分析和妥善处理

城中村改造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走一条符合城镇自

身特点的城中村改造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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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落实到法治领域，就是“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的立法建构”问题，
就是在立法活动中通过追求良法之治、崇尚科学立法、遵循渐进立法来践行共享发展理念，将权利和

资源更多地分配给人民群众，制定出更多的、具有共享发展内容的良法，以达到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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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共享问题
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并且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上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理念———“共享

发展理念”。关于共享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有

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

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

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

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１］习近平总书记这

一段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是：坚持共享发展，就必须

要“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而“作出更有效的制

度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

这一段重要论述落实到法治领域，就是“要深

入分析共享发展理念对法治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深

入分析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在法治领域遇到的突

出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措施，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２］；就是“习近平

共享发展理念的立法建构”问题。因为共享发展理

念的立法建构，可以说是“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

排”，实现“共同富裕”的桥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所强调：“法律是治国之

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

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３］

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的立法建构，就是要坚持

“立法先行”，发挥立法在践行共享发展理念方面的

“引领和推动作用”。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的立法

建构，就是要将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落实于立法理

念、立法原则、立法实践的全过程；也就是要通过立

法来践行共享发展理念，将权利和资源更多地分配

给人民群众，逐步制定出更多的具有共享发展内容

的良法，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一、立法建构的理念：追求良法之治

立法需要理念的引领。立法建构的理念涉及到

立什么样法的问题。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落实到立

法建构的理念之中，就是追求良法之治。具体内容

包括：法分“良恶”，何为“良法”？何为“良法之

治”？

（一）法分“良恶”

有学者认为，良法和恶法的概念最早是亚里士

多德提出的。［４］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分“良恶”。马克

思早年通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５］来批

判普鲁士的恶法“书报检查令”，因为它压制表达自

由，而新闻出版自由只有通过良法之治才能得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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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保障；通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来批判普鲁

士莱茵省议会通过的恶法“林木盗窃法”，因为它剥

夺农民到林地捡拾枯枝和采摘野果的习惯性权利，

并将农民到林地捡拾枯枝和采摘野果升格为“盗窃

犯罪”，给予刑事处罚，明显违反法的“实质正

义”［６］。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将资产阶级反动政府法

令归于恶法的范畴，禁止适用于新生的无产阶级政

权。例如，苏俄共产党于１９１８年通过颁布《关于法
院的第３号法令》和《俄罗斯联邦人民法院条例》，
完全禁止适用旧政权的法律；我们党于１９４９年２月
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伪六法全书与确定

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完全废除原国民党反动

政权的伪六法全书。

对于恶法是否是“法”，在２０世纪的世界法理
学界曾经有一场“富勒与哈特的论战”。论战缘起

于二战结束后，在纽伦堡国际审判、东京审判中，许

多德、日法西斯战犯及其辩护律师曾竭力为战争中

所发生的惨无人道的罪行开脱，声称军人的义务是

绝对服从国家利益，而无权对自己执行法令的行为

作出善恶的价值判断。因为他们的行为所依据的是

当时的生效的法律（例如德国法西斯残害犹太人就

是根据《身份法》《剥夺犹太人财产法》《强制劳动

法》等恶法）进行的，因此他们不应该对自己执行命

令的行为负责，不应当被追判有罪。［７］针对恶法是

否还是法的问题，美国自然主义法学派代表富勒通

过著述《法律的道德性》来论证“恶法非法”；英国分

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代表哈特通过著述《法律的概

念》来论证“恶法亦法”。但是，纽伦堡国际审判和

东京审判，判处二战主要战犯犯有罪行结果表明：执

行法西斯国家邪恶的法令也是犯罪行为。这是对

“恶法亦法”的否定。

对于恶法是否应被遵守，苏格拉底之死①与钟

相杨幺起义，分别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苏

格拉底用自己的生命来诠释：恶法也应当被遵守；而

钟相、杨幺则通过领导农民起义来宣示：恶法不应当

被遵守②。

（二）何为“良法”

何为“良法”？按照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的观

点，良法就是那些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的法律。③按照边沁的这一良法标准，在资本主义社

会及其以前的社会形态中，也是存在一些良法的。

例如，历史上刘邦攻占咸阳之后，与关中父老的“约

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完全废除

秦朝苛法；美国总统林肯在南北战争时期颁布的

《宅地法》《解放黑奴宣言》，前者将土地资源分配给

移民，后者将人身自由分配给黑奴；孙中山就任中华

民国临时大总统所颁布的有关禁止刑讯、缠足、蓄

辫、蓄奴和买卖华工的法令，废除对贱民的歧视的法

令和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

时约法》；１９１９年德国的具有社会保障、国家赔偿、
人权保障等内容的《魏玛宪法》等等。但是这些良

法也并非尽善尽美。例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

五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

宗教之区别。”这一条的瑕疵在于：没有规定“无男

女区别”，抑或“无性别区别”④。为此，孙中山还曾

遭受到中国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女革命家唐群英

的当面质询。因为唐群英认为，要保障女性的身体、

财产等，“全恃法律上之公权”，而“尤以选举权被选

举权为重要”。女子“无选举资格，便是无人权，既

无人权，便称不得是人”［８］。

何为“良法”？马克思主义认为，良法必须是肯

定、明确、普遍的“真正法律”，体现理性、自由和实

质正义。［９］马克思主义良法观有两个构成要件：形

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是肯定、明确、普遍；

实质要件是理性、自由和实质正义。按照马克思主

义的这一良法标准，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下

的立法是良法。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没收

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土地改革法》没

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劳

动合同法》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

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社会保险法》建立覆盖城

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不过，即使是社会主

义的良法，也不是尽善尽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例

如，２００７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就有很多反对的
声音，但《劳动合同法》在本质上仍然是良法。［１０］

（三）何为“良法之治”

我们常说法治的核心是良法之治。因此，追求

良法之治，也就是一个追求法治的过程。关于法治

的定义，中国法学界公认的通说是亚里士多德在其

《政治学》中所下的定义：一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

遍的服从；二是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该是制定

得良好的法律。［１１］可见，“制定良法”是法治实现的

前提，“服从法律”是法治实现的保障。

法治中国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未来中国要

实现复兴，不会是历史的简单重复，它必须要有法治

的积极跟进。［１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

会上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

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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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的意义，我们要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

明成果。”［１３］３２在当下中国，“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优

秀的法治文明成果”，就是要追求法治的核心———

“良法之治”，就是要通过立法来贯彻落实共享发展

理念，将权利和资源更多地分配给人民群众，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可见，“良法之治”的核心是“分

利于民、让利于民”，“良法之治”的目的是“实现共

同富裕”。

二、立法建构的原则：崇尚科学立法

立法需要原则的指导。立法建构的原则涉及到

如何立出“良法”的问题。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落

实到了立法建构的原则之中，就是崇尚科学立法。

具体内容包括：立法是治国之大智；科学是立法之原

则；如何实现科学立法。

（一）立法是治国之大智

崇尚科学立法，就要了解“立法是治国之大

智”。“立法是治国之大智”是笔者根据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立法工作的三次用典总括出来的。关于立法

对于治国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用典说，“小智治

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１３］１２。关于立什么法？他

又用典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

国，则一国治（笔者注：语出王安石）。”［１３］３关于什么

样的法才是善法？他进一步用典说，“治国有常，而

利民为本”［１４］。（笔者注：语出刘安，就是说治理国

家一定得有法律法规，而这些法律法规应当以分利

于民、让利于民为根本。）

可见，能够通过立法，立出分利于民、让利于民

的善法、良法，才是治理国家的大智慧。在当下中

国，“善法”就是那些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实现

分利于民、让利于民的良法。

（二）科学是立法之原则

科学原则是我国的立法原则之一。当前，我国

立法之所以特别需要科学原则的指导，是因为“人

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

好、管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是因为“不是

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是因为

“越是强调法治，越要提高立法的质量”［１３］４３。在当

下中国，只有科学原则指导下所立出的“分利于民、

让利于民”的善法、良法，才能治国，才能治好国。

科学原则贯彻到立法活动之中，就有了科学立

法。关于科学立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科学立

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１５］“尊重和体

现客观规律”的科学立法，就要克服诸如经验立法、封

闭立法、道德立法、政绩立法等各种非科学立法。“尊

重和体现客观规律”的科学立法，在当下中国，就是要

制定出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将权利和资源更多地

分配给人民群众的良法，以实现共同富裕。

（三）如何实现科学立法

实现科学立法，对立法机关而言，要避免“门外

汉”立法。立法机关应当是研究法学的权威机关，

立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专业的法学知识和法

律技能。实现科学立法，对立法者个人而言，如果能

做到明确立法的目的，认识立法的利益分配性，并能

用立法来平抑各社会群体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

突，就会更自觉地做到在立法过程中，贯彻共享发展

理念，将权利和资源更多地分配给人民群众。

关于立法的目的。在古代中国，立法的目的，就

是“定分止争”或“一同天下之义”，立法实质上是为

封建统治者“治民”“典民”提供器具。在西方社会，

不同的思想家和法学家对立法的目的有不同的理

解。例如：思想家亚里斯多德、西塞罗认为，立法的

目的在于促进正义的实现；古典自然法学家洛克认

为，立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和扩大自由；功利主义法学

家边沁认为，立法的目的在于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

大幸福；社会法学家庞德认为立法的主要目的是进

行社会控制等等。在当下中国，立法的目的，就是要

制定出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将权利和资源更多

地分配给人民群众的良法，以实现共同富裕。

关于立法的利益分配性。法律本质上是分配权

力和利益的国家契约。在法治国家，无论是权力还

是利益，都是以法律为根据进行分配的。［１６］因此，立

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分蛋糕”的工作。比如，我国宪

法是在全国人大、国务院、国家主席等国家机构之间

分配权力和利益；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目前规定的起

征点是３５００元，如果立法规定起征点为１００００元，
立法在分配利益方面在向人民群众倾斜，如果立法

规定起征点为２０００元，立法在分配利益方面在向政
府和国家倾斜；２００７年我国颁布并实施《物权法》，
在立法分配利益方面可能更多地是在向那些拥有巨

额财产的群体倾斜，因为《物权法》的立法，意味着

他们过去拥有的巨额财产从此真正归属他们自己

了；同样的道理，社会保险法也具有利益分配性，只

是分配的主体更为广泛。

关于用立法来平抑各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

因为立法具有利益分配性，因此，立法者往往利用立

法来平抑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比如，１９９６
年以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只有到法庭审判阶段才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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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这一规定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

利和司法人权的保护。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便
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请律师的时间提前到“犯

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

措施之日起”，这一规定打破了以往律师不可介入

侦查程序的禁区。但是，这一规定（立法）遭受到刑

事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群体的批判。他们当时认

为：犯罪嫌疑人一见辩护律师，或马上翻供，或不再

招供，刑事侦查工作没法做。为了平抑犯罪嫌疑人

群体的人权保护与刑事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群体

工作开展之间的冲突，１９９７年刑法修改，立法机关
在刑法第３０６条增加一个“律师妨碍作证罪”的罪
名，用以规制刑事辩护律师规范行使辩护权，不可以

刻意帮助犯罪嫌疑人洗脱罪名。再如，２００６年律师
法修改，为了改变我国刑事辩护律师“会见难”的问

题，便在律师法中规定刑辩律师凭借“三证”（当事

人授权委托书、所函、律师执业证）就可以直接会见

犯罪嫌疑人。当有些律师依据律师法的规定，带上

当事人授权委托书、所函、律师执业证到看守所要求

会见时，看守所的公安同志说：律师法管你们律师，

刑事诉讼法没有修改，会见犯罪嫌疑人仍需要侦查

机关的批准。对此，律师群体意见很大，不断向司法

行政机关和国家立法机关反映意见。为了平抑利益

冲突，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时，立法机关在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直接采用了律师法中关于辩护

律师凭借“三证”会见的规定。至此，刑辩律师“会

见难”的问题才基本得到解决。

实现科学立法，对我们党而言：其一，在思想上，

就是要充分认识到立法的利益分配性，以及可以利

用立法来平抑社会各群体之间利益冲突的功能性；

其二，在行动上，就是要通过党领导立法，将共享发展

理念的政治追求落实到科学立法之中并将之法律化，

以回应人民群众对共享发展的立法期盼，实现人民群

众的利益最大化。只有这样的科学立法，才能最大限

度地化解当前的社会各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三、立法建构的实践：遵循渐进立法

立法建构的实践涉及到遵循什么样的立法策略

的问题。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落实到了立法建构的

实践之中，就是遵循渐进立法。具体内容包括：立法

实践为何需要遵循渐进策略；十八大以来渐进立法

实践之成就；十九大之后渐进立法实践之前瞻。

（一）立法实践为何需要遵循渐进策略

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的立法实践为何需要遵循

渐进策略？一个基本理由是“共享是全民共享、全

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为什么是“渐进共

享”？因为，“共享发展的达成，并非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渐进过

程。这是由共享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和我国当前的实

际国情所决定的。”［１４］“实现（社会共享）这个目标

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

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

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

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

进。”［１４］因此，共享发展理念立法建构实践也是一个

“积小胜为大胜”的渐进立法过程。比如，尽管房地

产税法有助于共享发展，但是立法的条件仍不是很

成熟而未能实现成功立法。

（二）十八大以来渐进立法实践之成就

十八大以来，遵循渐进立法策略，党和国家一直

在致力于用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来达成科学立法，

以成就良法之治，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具体表现

在：２０１３年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有助于部分行政违
法者实现人身自由的共享；２０１４年出台“史上最严
厉”的《〈环境保护法〉修正案》，有助于实现良好生

态环境的共享；２０１５年修改《计划生育法》提倡一对
夫妻生育两个子女，一定程度上为生育权松绑，有助

于主体的人的自身生产；２０１６年出台《反家庭暴力
法》，有助于实现家庭成员的和谐共享；２０１７年出台
的《民法总则》确立了国家监护制度，有助于那些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物质生活的共享等等。

（三）十九大之后渐进立法实践之前瞻

迄今，从立法的数量来看，我国已经是一个法律

大国。但是，从立法的质量和法律实施的效果来看，

我国还不是一个法律强国。落实习近平共享发展理

念，科学立法仍大有作为。一是要落实已有立法规

划，加快制定出诸如环境保护税法、房地产税法、土

壤污染防治法、基本医疗卫生法、刑事被害人救助法

等法律。⑤二是可以考虑将财产公示法、遗产税法、

反就业歧视法等更为凸显共享发展理念的法律，尽

快列入立法规划。

就《刑事被害人救助法》而言，２０１４年我国已经
出台了一部行政法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为什么

又要单独搞一部《刑事被害人救助法》呢？主要是

因为，刑事被害人是一个特别需要国家主动救助的

群体，而《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只是鼓励并规范社会

力量去救助那些需要救助的人群而已。在法律实践

中，刑事被害人是特别无助的，很难得到民事上的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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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这是因为：其一，有些刑事案件破不了案，刑事

被害人得不到赔偿。其二，有些刑事案件即使破了

案，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愿意赔偿或者无力赔

偿。其三，我国目前的刑事法律规定，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中，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被害人的赔偿仅限

于其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对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

提出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抚养、扶养、赡养费、

精神损害赔偿等赔偿项目的，法院判决不予支持。

可见，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在民事赔偿方面特别无

助。这时，如果国家不对刑事被害人进行特别救助，

社会就有失公平正义。因此，《刑事被害人救助法》

可以说将是一部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具有共享发展

内容的法律。

就《遗产税法》而言，它是法治领域落实共享发

展理念极为重要的一部法律，也是共享发展理念之

立法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法律。这是因为：其一，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

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

对“共同富裕”的设想是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来实

现。而事实上，“先富”不会主动去带动“后富”来实

现共同富裕。其二，为了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要求作出更有

效的制度安排。其三，在建设法治中国的今天，“作

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莫过于立法安排了。而解决

共同富裕问题，最好的立法安排又莫过于制定《遗

产税法》。我们党不可能再像建国初期那样通过没

收或者低价赎买的办法来解决财产问题了，更何况

我国所有的公私财产均得到了《物权法》的一体保

护。通过出台《遗产税法》，开征遗产税，是落实共

享发展理念，实现共同富裕最合法的最有效的制度

安排。其四，开征遗产税有先例。国外绝大多数国

家有开征遗产税；我国在国民政府时期，１９３８年颁
布了《遗产税暂行条例》，１９４０年１月１日正式开征
遗产税。其五，我国已经具备了遗产税立法的诸多

条件，可以实施渐进式的遗产税立法体系，分步确定

遗产税征收目标。［１７］

就《反就业歧视法》而言，在我国，由于没有反

就业歧视基本法或单行法，就业歧视现象在我国较

为普遍，就业者很难得到平等的对待。而平等对待

原则（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Ｅｑｕ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又是反就业
歧视法的核心原则，其在美国、德国、荷兰、印度等国

家的反就业歧视法律中都有明确的规定。［１８］《反就

业歧视法》，是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的立法建构的

应有之义，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逐步建立以

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

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

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１９］这一重要讲话的落实。

总之，公正，是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制度的美好

期望，更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追求。公正主

要是通过利益共享的法治形式实现的。“法治通过

调节社会各种利益关系来维护和实现公平正

义。”［２０］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的法治实现，首先需要

在制度安排上进行立法建构。只有在立法建构中贯

彻落实了习近平的共享发展理念，“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才能逐步变为现

实。

注释：

①公元前３９９年，雅典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苏格拉
底被雅典的公民大会以其渎神罪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罪

判处死刑。苏格拉底的学生和朋友在买通监狱守卫的情

况下，试图以雅典的法律是多数人的暴政，没有公平正义

为理由劝说其逃离。但苏格拉底坚决拒绝，其认为：虽然

判处他死刑的法律是邪恶的，但逃脱法律的制裁也并不高

尚，从而拒绝逃离。苏格拉底最终被执行死刑。

②钟相扬幺起义口号：“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
贱，均贫富。”

③１７８９年，边沁发表《道德与立法原则》，其核心思想为：一
项法律的制定和形成都有人为的因素在内，法学家（立法

者）应该使法律尽可能地实现社会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

幸福，最终符合人们的最大利益。

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所以没有规定男女平等，是因为
当时的临时约法在立法上多以英国立法为师，而英国直到

１９１８年的《人民代表法》才规定：３０岁及３０岁以上的女业
主或男业主的配偶才有选举权。１９２８年，英国进行彻底
的选举改革后，妇女才最终赢得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

⑤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 ２０１５年立法工作计划，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ｎｐｃ／ｘｉｎｗｅｎ／ｌｆｇｚ／ｌｆｄｔ／２０１５－０５／２５／ｃｏｎ
ｔｅｎｔ＿１９３６９２６．ｈｔｍ；全国人大常委会 ２０１６年立法工作计
划，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ｎｐｃ／ｚｇｒｄｚｚ／２０１６－０５／３０／ｃｏｎ
ｔｅｎｔ＿１９９０６３３．ｈｔｍ．２０１７－０６－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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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在我国已经正式确立，但对于该制度的功能定位在理论和司法
实践中并未形成共识，由此也影响到该制度的立法设计和司法适用的效果。目前，“虚伪排除”仍然

是该制度功能的实然定位。这种定位虽然与我国刑事诉讼现存的利益观念、诉讼结构、立法技术相

适应，但已经不符合未来刑事诉讼的发展方向。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非法证据排除的功能，应当实

现从“虚伪排除”到“正当程序”的转型。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虚伪排除；正当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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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已经被
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所采纳。从总体上看，非

法证据排除制度并非只有单一功能，而是包含了

“虚伪排除”“遏制违法”“保障人权”“司法廉洁”

“程序公正”等多项价值目标在内的“功能群”。不

同的国家由于诉讼理念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更由于

对制度功能需求的不同，因此对该制度的功能定位

侧重点也各有不同。关键在于，在这一“功能群”当

中，只有确定何种功能应当居于核心地位，其他功能

围绕着核心功能进行组织，才能实现功能产出的最

大化；并且制度功能定位还将决定，当各功能在特定

的场景中产生冲突时，何种功能应当优先得到满足。

具体到我国，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式确立以

来，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状况并不令人满意，

出现了“名禁实允”“虽令不行”的状态。［１］这种状

态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对该项制度的功能定

位偏差有关系。本文拟探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功能

在我国的实然定位与应然定位，并且分析该定位偏

差的原因和改进路径。

一、“虚伪排除”：制度功能的实然定位

“虚伪排除”，顾名思义就是为了防止由于非法

取证行为导致证据的不真实，而将该证据予以排除。

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美国，“虚伪排除”也

是该制度最早的理论基础和功能预设。美国联邦法

院大法官斯蒂芬在评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说：

“这项普通法规则的设计主要是为了防止不实证据

被采用。它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受到威胁或

者其他压制方法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做出虚假自白以

摆脱进一步的强制。因此，普通法规则的目的并非

针对应予反对的侦查方法，而在于保护被告人免受

错误的定罪。”①日本早期的判例也认为，“被不当地

长期关押拘禁后的自白或者不自愿的自白”，由于

具有很大的虚伪性，应当予以排除。②日本学者对此

的解释是：之所以排除并非出自任意的自白，是因

为其虚假的危险性极大，而审判的目的是发现真实，

所以使用这类自白是审判的自我矛盾，因而应当予

以排除。［２］可见，将“虚伪排除”作为非法证据排除

制度的核心功能，并非我国首创和特有，但问题在于

当美日等国已经逐步发展并超越了“虚伪排除”这

一理论基础时，我国在制度的实然定位上仍然保留

着该理论的痕迹，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说明：

（一）从制度引进的缘起看

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理论引进、争论，

到制度确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９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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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部《刑事诉讼法》均没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任何

规定。理论界也曾主张，凡是属于真实的证据材料，

即使是采取非法方法获取的，也应该采用。［３－４］

最高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９日通过的《关
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６１条规
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

诱、欺骗等方法获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

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８日通过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
则》第２６５条也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
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

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

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这可以算是我国对非法

证据排除制度的首次正式提出。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引进、确立和完善，

是和一系列重大刑事冤假错案的曝光相伴随的。近

年来被纠正的如“杜培武杀人案”“赵作海杀人案”

“佘祥林杀人案”等，除了冤情的重大、洗冤的巧合

之外，就是在每一起冤案的背后都暴露出当初侦查

人员的严重刑讯逼供行为，这些刑讯逼供是导致冤

案发生的直接原因。因此在冤案被纠正后，不只是

理论界，整个社会都在呼吁出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以防止刑讯逼供获得的口供被作为定罪的证据使

用。在杜培武案件真相大白后的２００１年，最高人民
检察院就专门下发《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

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重申非法证

据的排除规则。２００５年“佘祥林杀人冤案”促成了
湖北省《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

出台。［５］中共中央 ２００９年下发的《关于深化司法体
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表示

要“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

范围、证明责任、审查程序和救济途径等”。２０１０年
“赵作海杀人冤案”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

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

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

刑证据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专门进行了规

定。这两个规定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真

正建立。

从我国引进和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历程可

见，鉴于我国冤假错案的最重要原因是刑讯逼供，因

此排除刑讯逼供获得的虚假证据，以保证口供的真实

性，是我国确立该项制度的直接动因，并且附带的试

图期望通过非法证据排除来实现对刑讯逼供的遏制。

（二）从制度设计的内容看

虽然在“两院三部”联合发布的《非法证据排除

规定》中，制定者开宗明义即表明制定该规则的目

的是“为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但从制度

引进的背景即可看出，该制度设计的重心仍在于防范

刑讯逼供可能导致的证据虚假，甚至不重在排除“刑

讯逼供”行为本身。择其要者，从以下表现可见。

第一，对“非法证据”的严苛界定。典型表现是

对证据“非法”的标准要求很高，尤其对“刑讯逼供”

的界定，采用了“剧烈痛苦”标准。［６］对于类似于“刑

讯逼供”的“其他方法”如疲劳审讯等，看重的不是

对被审讯者权利的保障，而是由于疲劳审讯所导致

的痛苦程度，以及由此导致的证据虚假。

第二，对证据事项的规定缺失。一些旨在保障

和恢复被非法取证者权利的“非法证据”并未规定，

如“毒树之果”。《死刑证据规定》第３４条规定：“根
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

书证，且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相互印证，

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有

罪。”由于“刑讯逼供”的模糊标准，即使可能是“毒

树之果”也难免会因为能够相互印证而被采纳。再

如，仅仅排除直接来自刑讯逼供所获得的供述，而对

刑讯逼供之后的“重复供述”是否排除也未规定，可

知制度的重心只在于对刑讯逼供可能导致虚假证据

的最低限度防范。

第三，对取证行为的宽松要求。典型的如讯问

同步录音录像制度。除死刑案件、职务犯罪案件之

外，其他案件只要求讯问时“可以”同步录音录像。

这就给办案人员提供了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此

为借口不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甚至即使有录音录像

也不提供。这无疑并不利于消除刑讯逼供。

第四，对“瑕疵证据”的宽容补正。根据两个

《证据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第５４条的规定，“收集
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

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

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将“瑕

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相区分，并给予补正机会，这

种规定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立法对补正的标

准比较模糊，“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会被司法者

作任意解释；另外，瑕疵证据的补救措施是“作出合

理解释”或者“重新取证”，这样的“补正”使得该规

则在实践中容易被架空。如何把握解释是否“合

理”，给予司法者的裁量空间过大；“重新取证”则容

易将非法取证行为轻易的合法化。在这样的“瑕疵

证据”补正的规则下，存在取证瑕疵的违法行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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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被规避，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立法者看重的主

要还是证据的真实性，而不是取证过程的合法性。

（三）从制度运行的实践看

由于制度设计内容的宽松和标准模糊，导致在

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被排除的数量很少，即使是被

排除的，也主要是那些有确凿证据证明刑讯逼供，或

者至少是有确凿证据使得难以排除违法取证的情

形。而对于违法行为没有影响到证据真实性的情

形，非法证据排除很容易被规避或者扭曲。

第一，激励不足。无论侦查、起诉还是审判，都

或多或少地存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启动难”的问

题。审判中，法官对于被告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

申请，重在核实其供述的真实性，而对于是否侵犯诉

讼权利并不重视，甚至要求被告人提供“充分证据”

来证明非法取证的存在。对于排除非法证据将有可

能导致无罪判决的案件，法院会更加谨慎，实践中也

极少出现。

第二，规避有余。由于非法取证标准的模糊性

和取证要求的宽松，司法者对非法证据认定很谨慎，

轻易不予排除。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９５条规定：
“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

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

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

五十四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由于刑讯

逼供的标准被界定为“剧烈疼痛或者痛苦”，实践中就

不会轻易认定构成刑讯逼供，除非被讯问者身上“有

伤”，而且被看守所的体检证明予以证实。而对于“疲

劳审讯”，由于法律并未规定明确的讯问时间限制，也

很难被认定。“威胁、引诱、欺骗”也很容易被解释成

为“讯问策略”。另外，虽然实践中存在大量的“瑕疵

证据”，但是由于“瑕疵证据”补正的宽松要求，导致

侦查机关自证合法的《情况说明》比比皆是，而这些

《情况说明》也很容易被采信为有效证据。③

第三，标准异化。所谓标准异化就是，当被告人

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时，司法者以证据的“真实

性”论证取代了“合法性”论证，只要证据是真实的，

就不排除。控方甚至法院以被告人在公诉阶段的供

述与侦查阶段的供述“基本一致”，或者能够与其他

证据及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能够反映其“真实性”

为由，反证侦查机关取证的合法性，对被告人提出的

排除申请不予采纳。④这更典型地说明司法实践中

对非法证据排除功能侧重于“虚伪排除”的事实。

（四）从制度设计的理念看

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引进的背景、制度设计的

内容及其运行效果，可以观察到该制度设计的基本

理念，也就是制度设计者期望该制度输出的最重要

的功能，并且，该功能的输出必须与整个刑事诉讼制

度整体的功能协调一致。刑事诉讼制度整体的功能

包括“犯罪追诉”和“人权保障”两个方面，“犯罪追

诉”又可以具体为两个标准即“不枉”与“不纵”。这

样，刑事诉讼的制度价值目标可以概括为“不枉”

“不纵”与“不侵权”。

一方面，我们在制度设计的应然理念上已经能

够有限度地接受“不枉”优先于“不纵”，因为一般而

言错误地将无辜者定罪的后果，要比错误地使有罪

者逃脱定罪更加令人不能接受。错误定罪在原有的

犯罪损失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冤案的损失，而有罪者

逃脱定罪则并不存在这种新增损失。因此，非法证

据排除制度才竭力防止因为非法取证所导致的虚假

证据进入定罪证据体系。但之所以说是“有限度地

接受”，是因为实践当中，“不枉”优于“不纵”的制度

理念也并非能够得到顺利贯彻。那些冤案在被揭露

之前的“留有余地”的判决就是明证。在司法者看

来，尤其在死刑案件中，“留有余地”的判决，既能满

足对“命案”这类严重犯罪的追诉需要，也可以为证

据不足留下回旋余地，避免死刑误判的无法挽回。

另一方面，我们的立法和司法的实际理念在面

对“不纵”与“不侵权”的取舍时，潜意识中还是倾向

于前者。尤其是当非法证据排除所要排除的是“真

实”的证据，而排除理由仅仅因为侵犯了被告人的

程序权利时，立法者和司法者都会面临犹豫。这种

犹豫体现在立法中就是“瑕疵证据”补正的宽松，而

体现在司法上就是非法证据排除的高标准。

二、“正当程序”：制度功能的应然定位

毋庸置疑，通过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可能存在

一定的虚假性，典型的如“刑讯逼供”可能导致的

“屈打成招”，“非法搜查”无法排除“栽赃陷害”，这

也是古往今来为什么国家都要或多或少地设置取证

的法定规则的一个基本动因。因此，通过将由于非

法取证可能导致的虚伪证据排除在定罪证据体系之

外，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取证本身的不合法所

带来的虚假证据，从而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在这

个意义上，将“虚伪排除”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

基本功能之一具有其合理性，在“不枉”的意义上，

它保证了最低限度的实体正义。但将“虚伪排除”

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核心功能，容易导致的一

个直接后果就是缩减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其他功能产

出，如“人权保障”“违法遏制”等功能。“虚伪排

除”意味着“真实”就不需要排除，即使该证据是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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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获得的，这样的逻辑结果致使违法取证行为得不

到遏制，不利于被追诉者人权的保障。换言之，“虚

伪排除”保证了最低限度的实体正义，但也仅仅是

最低限度而已，并没有实现应有制度功能的产出最

大化。

正如上述，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功能在于实现

“犯罪追诉”与“人权保障”的价值平衡，既要保证

“不枉”“不纵”，还要保证“不侵权”。刑事诉讼的

取证规则同样服从这一整体的制度目标，既要满足

“犯罪追诉”的需要，同时也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人

权保障”。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从反面保障刑事取

证规则功能的顺利实现，这样，其制度功能就不能仅

仅满足于实现“不枉”，还必须兼顾“不纵”，更重要

的是还必须实现对人权的保障。刑事取证规则的本

质就在于，在国家和公民之间实现犯罪证明责任的

平衡负担。所谓取证规则中的“正当程序”，是指国

家为了实现犯罪追诉的目标，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实施强制，或者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配合取证

时，必须严格遵循公平负担的原则，在程序上保障犯

罪追诉的必要性和公民基本权利受限制的必要性之

间的平衡。如果违背了这一公平负担，则破坏了正

当程序，所获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因此，非法证

据排除制度的核心功能应当定位为维护刑事诉讼的

“正当程序”。只有将制度核心功能定位为维护“正

当程序”，才能实现非法证据排除应有诸项功能的

最大化产出。

（一）“正当程序”能够保障“虚伪排除”

“正当程序”以实现“程序正义”为直接目的，但

“程序正义”的实现，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

正义”，尤其在保证“不枉”的层面更是如此。严格

遵守取证程序，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刑讯逼供可能

导致的虚假口供，也可以防止由于违反法定程序可

能导致的在收集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时产生故意

或者非故意的虚假。“正当程序”在保障“虚伪排

除”的实现时，只注重取证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违反法定程序的就推定为“虚伪”，而不再衡量该证

据是否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这样即可进一

步防止将那些表面上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

从而具有“真实性”，但实际上违背取证规则的证据

进入到定罪证据体系中。比如，通过刑讯逼供获得

的，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甚至是能够与隐秘的

证据相互印证，从而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口供”。这

样的“口供”往往是检验非法证据排除的“试金石”。

（二）“正当程序”优于“遏制违法”

“遏制违法”，又称为“吓阻效果”说，是美国非

法证据排除规则功能的主流观点。它认为由于法院

将排除违法搜索所得之证据，使得执法人员进行搜

索扣押之前，必三思而后依法行之，否则白忙一场，

空自浪费时间与人力，如此则违法自然减少。换言

之，即以排除法则祛除执法人员进行违法行为之“诱

因”。美国最高法院在１９７４年的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Ｃａ
ｌａｎｄｒａ一案中宣称：“排除法则之首要目的在于吓阻
未来警察之不法行为，并借此达成保障人民于美国宪

法第四修正案下免受无理搜索与扣押之权利。”⑤“遏

制违法”也是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确立的初衷之一，即

对实践中频繁发生的刑讯逼供现象的遏制。

可以肯定，非法证据排除对吓阻警察将来的违

法行为具有一定的效果，毕竟警察也不愿意在耗费

时间和精力获得证据之后，仅仅因为取证的违法性

而被排除，没有实际效果。有学者的实证研究也支

持这一理论。如美国学者研究了在 Ｍａｐｐ案判决前
后，巴尔的摩及水牛两市的逮捕比例数字有很大差

别，Ｍａｐｐ案判决之后，有急剧减少的现象。⑥但也有
学者的实证研究认为，通过排除非法证据来“遏制

违法”，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法

学教授ＤａｌｌｉｎＯａｋｓ通过研究芝加哥法院在审理赌
博、贩毒、武器等三类案件时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

则，但违法搜索仍然屡见不鲜。⑦我国学者的研究也

表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的

威慑效果，但效果有限，尤其是随着侦查机关对口供

排除规则的进一步了解，威慑效果更趋于下降。［７］

具体到我国而言，依靠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来实

现“遏制违法”的目的，其效果更值得担忧。原因在

于由于我国目前的非法证据排除的非严格性，更由

于即使某些非法证据被排除之后，其不利后果也很

难落实到具体实施非法取证的侦查办案人员。即使

在极端个别的案件中，办案人员构成刑讯逼供罪被

判刑，也并非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的功效。

所以在目前情况下，以“遏制违法”作为非法证据排

除规则的核心功能并不会取得理想效果。

以“正当程序”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核心功能

则可以避开是否足以“遏制违法”的争议。“遏制违

法”应当只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附属功能，换

言之，能够吓阻一部分警察的违法行为当然十分理

想，但如果未能吓阻警察的违法行为，通过坚守“正

当程序”原则，将违反程序的证据排除掉，也会实现

对被侵权者的救济功能，这也实现了程序公正的基

本价值。

（三）“正当程序”能够兼容“司法廉洁”

美国法院在首次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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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ｅｋｓ一案中，就明白宣示其采纳排除规则的理由
在于：“此种由执法人员使用非法方式扣押证据之

趋势不应自法院的判决中获得承认。法院及其人员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的努力，不得借助于牺牲美国宪

法第四修正案原则的方式，否则就等于司法机关纵

然不是公开违法，也肯定存在明显的疏忽所为的宪

法禁止行为。”⑧最高法院认为司法机关应该作为公

平正义的象征，不应当与执法机构“同流合污”，对

于违法获得的证据，法院应当站在中立的第三人立

场，拒绝“收买赃物”。否则一方面要求人们必须守

法，另一方面法院却支持公务人员违法，岂非自相矛

盾？人们如果因为非法证据而被判刑，其内心也必

然不服。另外，法院采纳非法证据，不仅在个案中放

纵了执法人员的违法，而且也会间接鼓励其将来的

违法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廉洁”与“遏制违

法”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不可否认，“司法廉洁”是非法证据排除希望维

护的价值之一，但“司法廉洁”也无法独立成为非法

证据排除的核心功能，不应当成为该制度的基础。

尤其在犯罪率节节攀升的今天，一味以司法机关的

“洁身自好”，不仅不能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反而将

重要证据排除，使其逍遥法外，这也难以获得公众对

“司法廉洁”的认同。因此，美国最高法院在 Ｓｔｏｎｅ
Ｖ．Ｐｏｗｅｌｌ一案中指出：“虽然本院判决经常引用‘司
法廉洁之必须’，但在特定场合决定是否适用排除

规则时，其扮演的角色很有限，我们当然要保持司法

程序的廉洁，但在排除具有高度价值的证据时，此一

关切所具有的分量甚为有限。”⑨

我国的情形就更加突出。在我国传统中，相比

司法的程序正义，人们对司法机关实现实体正义更

为期待，“司法廉洁”的内容也包含着“不枉不纵”的

二元平衡，如果由于排除了重要的非法证据而使罪

犯逍遥法外，恐不符合人们对“司法廉洁”的一般观

念。所以，用“司法廉洁”来解释非法证据排除的核

心功能，其可接受性不如“正当程序”。反过来，“正

当程序”本身则可以兼容“司法廉洁”的基本要义。

维护了诉讼程序的正当性，自然就直接体现了“司

法廉洁”。而且，维护程序的正当性，由于平衡了

“人权保障”和“犯罪追诉”两方面的功能，也更容易

被社会普遍观念所接受。

（四）“正当程序”能够平衡“人权保障”与“犯

罪追诉”

“人权保障”毋庸置疑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

一项基本功能。人权保障的对象既包括确定或者可

能的无辜者，也包括确定或者可能的有罪者。就保

障无辜者的人权而言，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包含

的“虚伪排除”功能，可以保障无辜者免于因为刑讯

逼供所获得的有罪证据而被错误定罪，这直接体现

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实体性人权保障功能。而在没有

足够犯罪嫌疑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应当被推定为无

辜，从而都不应当受到非法的搜查、逮捕或者其他的

强制措施，以保证确定或者可能的无辜者享有充分

的自由和隐私权利。在没有足够嫌疑和法定手续的

情况下，由非法的搜查、逮捕等获得的证据应当被排

除，这体现了非法证据排除对无辜者的程序性人权

保障功能。

对于确定或者可能的有罪者，非法证据排除同

样具有人权保障功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免受酷

刑等非人道待遇不仅仅是为了保证口供的真实性，

更重要的还是要保证，即使是有确凿证据证明有罪

的被告人，也应当享有基本的人道待遇，不能在法定

的刑罚之外再承受额外的处罚。这就是为什么非法

获得的即使是“真实的”口供，也不应当被采纳的理

由。从程序权利保障角度看，在没有足够嫌疑和法

定手续的情况下的非法搜查和逮捕，即使侥幸获得

了有罪的实物证据，也应当被排除。其目的一方面

在于尽量威慑警察今后不再做出类似行为，另一方

面也在于对被侵权者的救济。这也符合“任何人不

应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利”的基本正义。

但是同样，“人权保障”也不应当成为非法证据

排除诸项功能的终极标尺。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防

范来自侦查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同时，也需要

防范来自被追诉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亦即非法

证据排除制度并非要成为犯罪者掩藏犯罪证据的

“保护伞”。诚如有人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提出的

批评：“排除非法证据不构成对犯错误的警察的任

何惩罚，但它可能，而且极有可能使犯有罪行的被告

人逃避惩罚，它剥夺了社会对违法者进行惩治的权

利，它保护了那些已经被发现有罪证据的人，但对于

遭受非法搜查的无罪受害人却不能提供任何保

护。”⑩这种批评虽然有失偏颇，但如果一味偏向于

人权保障，而不注意与“犯罪追诉”的必要平衡，就

极有可能使得非法证据排除真的成为犯罪者用以逃

避惩罚的工具。因此，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功能定位

也必须考虑“人权保障”和“犯罪追诉”的平衡。

以“正当程序”为核心即可最大限度地实现这

种功能平衡。现代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已经发展出诸

多的例外，如“善意的例外”“最终的必然发现的例

外”“在国外取得证据的例外”“个人搜查的例外”

“用以反驳被告人的例外”等。［８］“正当程序”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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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要求司法者在衡量是否进行非法证据排除时，

要考虑警察违法的程度，尤其要考虑警察违法属于

实质违法还是形式违法，防止将警察在实质上并未

侵犯被追诉者权利而只是在形式上不完善的情形作

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这种理念在我国的立法上就

体现为“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区分，“瑕疵证

据”的本质就是虽然形式上表现为侵权但实质上并未

侵权的证据。将非法证据排除的核心功能定位为“正

当程序”，可以防止该制度过分偏重于“保护人权”，

而导致自身成为犯罪人掩盖有罪证据的“保护伞”。

三、实然与应然的差距形成的原因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功能定位在实然和应然方

面的差距，究其原因在于，实然的制度功能定位能够

与现行的利益观念、诉讼结构和立法技术特征构成

相适应的耦合状态，而应然的制度功能定位则与此

构成冲突，因此需要改进才能调谐。

（一）与利益观念的耦合与冲突

“虚伪排除”本质上是对实体正义的追求，其体

现的是实体正义中“不枉”的一个方面，虽然“不枉”

也直接体现了对被追诉者人权的保障，但在中国的

具体语境下，还是为了体现犯罪追诉的准确性，而犯

罪追诉从本质上又是国家利益的体现，所以最终仍

然可以归结到对国家利益的维护。更不必说“虚伪

排除”的反对解释即为“不虚伪的，即使违法也不排

除”，这种反对解释更体现了“追诉优先”的国家本

位主义特征。

“正当程序”本质上则是对程序正义的追求，其

体现的是在犯罪追诉中，国家和公民应当公正地进

行证明责任的分配，以及公民应当在何种限度内可

以被强制要求提供证据或者其人身自由和隐私自由

受到相关约束的问题。“正当程序”虽然旨在实现

“人权保障”和“犯罪追诉”的平衡，但在与其他相关

制度的分工中，很显然非法证据排除侧重于对“人

权保障”的成分更多一些。换言之，“正当程序”在

价值上更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所以从根本上

说，“虚伪排除”与“正当程序”的定位之争，本质是

“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何者更应当优先的问题。

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的制度实践中，之所以

自觉不自觉地将制度功能定位侧重于“虚伪排除”，

从理念根源上仍然是“国家利益”优先于“公民权

利”的传统理念决定的。“国家利益”优先则必然意

味着“犯罪追诉”优先。因此，我们在进行利益衡量

时，虽然在两类“可能违背实体正义”的错误之间，

我们已经有限度的认可“不枉”应当优先于“不纵”，

但在面对“违背实体正义”的错误与“违背程序正

义”的错误之间，尤其在“不纵”和“不侵权”之间进行

选择时，还是会不自觉地倾向于“不纵”。这也就可以

解释我们在对非法证据排除进行立法设计和司法适

用时，总是尽可能地减少或者限定该制度的适用范围

和频率，提高该制度适用的门槛。尤其能够直接体现

这种利益观念选择逻辑的是我们在司法政策层面的

“维稳”和“维权”之争。犯罪是对稳定最大的破坏因

素，因此“维稳”政策的必然逻辑后果就是“犯罪追

诉”优先，在此政策导向之下，体现“维权”价值的非

法证据排除也只能最低限度地满足于“虚伪排除”，防

止造成冤假错案反过来破坏“维稳”，而不可能侧重于

强调“正当程序”来满足“维权”要求。

与此相关联的另一层次的问题是，当面对可能

的“放纵犯罪”错误与侵犯被追诉者程序权利的错

误时，司法者面临的决策风险也不同。司法者如果

因为排除掉“真实但非法”的关键证据因而可能导

致无罪判决，正如陈瑞华教授所言：“如果法官判无

罪，首先要汇报给庭长、分管的院长，要报告审判委

员会开会，全法院里面看这个法官的眼神都是怀疑

的，‘是不是进行权钱交易了？’公安、检察机关不同

意，法官还得去跟他们解释，还得跟政法委汇报去。

反过来，判有罪有多容易？法官一个人就说了算，没

人管他。可以这么说：一个法官判有罪，是一马平

川，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职业风险；一个法官要

去判无罪，会经历体制上的多重困难。从人性的角

度，你说他本能地会宣告有罪还是无罪？”［９］

基于对两类错误不同的利益衡量和决策风险，

非法证据排除的制度设计和适用理念，只能满足于

该制度最低限度的实体正义功能即“虚伪排除”，只

能尽量缩小其适用范围和适用频率，提高其适用的

门槛，而不愿意全面拓宽其程序权利保护的“正当

程序”功能。前者与利益观念是耦合的，而后者则

是相互冲突的。

（二）与诉讼结构的耦合与冲突

与利益观念的国家本位主义相适应，我国的刑

事诉讼结构表现为一种典型的“线性结构”，即公检

法机关在处理刑事案件中是一种流水线式的作业，

是一种“侦查中心主义”的模式。案件的实体真实

最重要的是在侦查阶段来发现，而检察机关则是对

这种实体真实的进一步检验，案件到了法院只是对

检察机关检验结果进行的确认而已。在这种“线

性”的诉讼结构之下，法院的独立和中立地位难以

得到保证。在公检法三机关流水作业的线性诉讼模

式中，后一机构对案件处理决定所做的实质性变更，

直接决定了前一机构所做决定的“正确性”。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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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的不批捕或者不起诉往往构成对公安侦查

工作的否定。同样，法院的非法证据排除更直接体

现了对公安和检察工作的否定。根据考核办法，这

种“否定”将会使办案人员的切身利益比如评优、升

迁等受到直接的影响。更严重的是，如果法院排除

了案件定罪的核心证据，将会使整个案件的公诉失

败，而被告人无罪就将申请国家赔偿，那就意味着公

安、检察机关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基于我国公检

法长期“重复博弈”形成的“默契合作”来看，无论是

办案单位之间，还是长期从事刑事审判的法官和公

诉人与刑事警察之间，都已经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

系。因此，实践当中检察机关可以对法院在量刑轻

重方面，甚至在改变罪名方面都予以默认，几乎从来

不加抗辩；但如果法院作出了无罪判决，却会击穿检

察院的“容忍底线”。尤其是法院以侵犯被告人的

程序权利为理由，排除“真实的”关键性定罪证据而

导致的无罪判决，更不能被控诉机关和被害人所接

受。因此，法院只能选择谨守最低限度的“虚伪排

除”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功能定位。

与诉讼结构的“侦查中心主义”相适应，在证据

形式上我国形成的是“口供中心主义”，其他证据主

要用来印证“口供”的真实性。因此，非法证据排除

也主要是用来排除可能的虚假口供。如果有其他证

据印证口供的真实性，则很难被排除，更不必说排除

口供导致不能定罪的结果发生。

伴随“侦查中心主义”的则是“案件笔录中心主

义”［１０］，侦查机关的卷宗成为是否定罪的终极依据，而

警察和证人的出庭则成为例外。在这种证据模式之

下，程序公正的意义难以得到体现，由此法院也只能选

择“虚伪排除”来作为非法证据排除最低限度的目标。

（三）与立法技术的耦合与冲突

“口供中心主义”的形成与我国的刑事立法技

术直接相关。从刑事实体法的立法技术看，我国长

期形成的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立法模式，注重对犯

罪主观性要件的证明，用行为来佐证意思。［１１］在这

种立法思想指导下，必然衍生出对口供的严重依赖。

从刑事程序法的立法技术看，则表现为取证规则的

非严格性，以弹性的“标准”取代严格的“规则”。比

如“刑讯逼供”“疲劳审讯”等的弹性标准即是适例。

在弹性标准之下，侦查机关更容易行使自由裁量权，

对“非法”进行限缩解释从而予以规避。这种立法

模式更加不利于对被追诉人程序权利的保护，因此

以维护“正当程序”为核心的非法证据排除很难实

现。在实体立法的“主观主义”和程序立法的弹性

标准下，非法证据排除也就仅仅能够满足“虚伪排

除”的最低限度功能了。

四、制度功能从实然到应然的转型路径

“虚伪排除”作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实然功

能定位，其缺陷在于功能的单一性，与其他功能相冲

突，影响了整体功能的产出。由于其与我国长期以

来形成的利益观念、诉讼结构、立法技术特征能够相

互耦合，其存在有合理的一面，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其不适应性也日渐显现，所以有必要推动制度的功

能定位向维护“正当程序”的应然转向，实现转向的

条件也应当满足与利益观念、诉讼结构、立法技术特

征的相互耦合。

（一）利益观念的转向

利益观念的转型是系统中所有要素转型的关

键，也是其他要素转型的前提。我国社会正在逐步

从利益的国家本位主义向国家利益与公民利益相均

衡的方向发展。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本身就是公民权

利观念得以提升的产物，“虚伪排除”也是出于对冤

假错案的防范，这也直接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但仅仅满足于从实体上保障“不枉”是远远不够的，

程序公正的维护对于公民利益的保护，对于防范国

家权力的滥用具有更加根本的意义。“犯罪追诉”

当然是很重要的价值，打击犯罪也符合所有人的利

益，但随着冤假错案的不断曝光，人们对公权力滥用

的警惕已经超过因为警察违法而使犯罪得不到追究

的敏感。“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固然重要，但公权力

的滥用才是最值得防范的，来自公权力的侵害，比来

自犯罪嫌疑人的侵害更让公民无力防范，所以必须对

公权力给予更大的约束。在此情况下，就有必要也有

可能使非法证据排除的制度功能从最低限度的“虚伪

排除”提升到更为全面的对犯罪人程序权利的全面保

护。“正当程序”的利益观念基础正在形成。

（二）审判中心主义的转向

刑事诉讼的结构正在从流水线型的“侦查中心

主义”向三角结构的“审判中心主义”转型。这也有

助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功能的转型。在审判中心主

义的诉讼结构中，法院居于更加独立和中立的地位，

相对于控辩双方，尤其相对于控方，利益上更加超

脱，同时也更具有权威性。法院在排除非法证据时

面临的压力和风险更小，也就更有激励严格对待被

告人程序权利的保护。在这种诉讼结构中，法院对

于辩方程序权利的保障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而不

仅仅是最低限度的“虚伪排除”。

（三）立法技术的转型

从刑事实体法的角度看，应当改变主观主义的立

法思路。虽然刑法主观主义有利于扩大对犯罪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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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范围，对于有犯罪意图但未实行的，或者出于犯罪

意图而实施的某些客观上没有危害性的行为可以纳

入犯罪处理，有利于社会安全，但刑法主观主义的立

法思路容易导致对口供的过度依赖。因此有必要从

刑法主观主义向客观主义转型，也就在一定意义上减

少了非法收集口供的激励。

从刑事程序法的角度看，应当提高刑事取证规

则的明确性和强制性，减少辩方证明非法取证的困

难。比如“沉默权”的赋予，违反沉默权告知程序的

取证视为非法；对控方取证除了设置明确的要求外，

应当设定“不利推定”原则，即对控方未能证明的某

些事项，直接作出对控方不利的推定。比如“被告

人庭前供述的非自愿性推定”“对不在羁押场所的

被告人口供的违法性推定”“对不出庭的控方证人

证言的不利推定”“禁止将《情况说明》作为取证合

法的证据使用”等。这些取证规则可以有效地平衡

控方与辩方在证明非法取证方面的行动能力，有利

于对控方取证合法性的严格约束和判定，也有利于

对被告人程序权利的保护。这样的立法技术就有利

于实现非法证据排除从“虚伪排除”向维护“正当程

序”的功能定位转型。

注释：

①ＯｍｎｉｂｕｓＣｒｉｍｅＡｃｔ１９６８，１８Ｕ．Ｓ．Ｃ．§３５０１．
②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判例昭和２３年７月１９日《刑事判例
集》２卷８号，第９４４页。

③有学者经抽样调查发现，实践中瑕疵证据比例很高，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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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传播
———对虚拟现实技术的传播价值及其走向的一种理论思考

祁　涛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０６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消亡论争语境下的报业数字化转型研究”（２０１４ＢＸＷ０１２）
作者简介：祁涛（１９７７—），男，河南滑县人，新闻学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新闻报道规范与

新闻媒体运作。

摘　要：从人类传播发展史的总体状况来看，为了克服时空等诸多局限，传播形态经历了由面对
面的社会现实交往向非现实交往的演变，并自照相术出现后努力向模拟社会现实交往的方向转变。

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为实现对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传播提供了可能，这将是一种以视像

传播为基础、以身体在线为特征、以全感官参与为样态、以身临其境为体验的传播形态。正是对模拟

现实交往的追求决定了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也规定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虚拟现实；现实交往；传播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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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形态的演变是由理论设想指导的，而理论
设想体现了人类对理想传播状态的欲求。目前传播

理论设想的即时、互动、全媒体化等要素已在网络传

播中全部实现，传播要素之间的重新组合可能会产

生巨大的能量，但是一种全新的传播形态在理论空

间中并没有找到位置。仅仅从传播要素层面来理解

传播的理论设想，在互联网络快速发展并且全面渗

透经济社会生活的今天，传播形态不会出现革命性

的变化。从总体视角来看，以往人类传播形态的演

变过程是扬弃社会现实交往模式，发展非社会现实

交往模式，以释放传播能量，克服时空等诸多局限。

现代传播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在把地球村落化的同

时，其即时、互动和全媒体化的特点使得非社会现实

交往转变为模拟现实交往的传播形态成为了可能。

因此，未来传播形态的变革方向当是实现对社会现

实交往形态的全方位模拟。

虚拟现实（ＶＲ／ＡＲ／ＭＲ）技术的发展及其在传
播领域的应用，当是传播向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

形态转变的重要一步，也预示着人类传播形态演变

的趋势和走向。但是，目前对虚拟现实技术的讨论，

多是集中于其在军事、新闻、教育等部分领域的具体

应用。虽然杭云、苏宝华［１］讨论了虚拟现实技术产

生的沉浸式传播体验，史安斌、张耀忠［２］讨论了其

引发的“拟像”与“超真实危机”，喻国明、谌椿、王佳

宁［３］提出ＶＲ可以视为全新的未来媒介的主流形
态，但是截至目前，还没有人从传播史的角度审视虚

拟现实技术对人类传播形态演变的价值，从而也限

制了认识虚拟现实技术的价值与发展走向的眼界。

正如卢卡奇所说：“只有在把这种社会生活中的孤

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

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现实的认

识。”［４］笔者在此不揣冒昧，想从人类传播发展史的

总体性中为虚拟现实技术对人类传播形态的影响，

特别是对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传播的影响做出比

较清晰的描绘。

一、社会现实交往与非社会现实交往传播形态

的演变

按照杨保军教授的说法，“人类传播活动与人

类是共生的，不存在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的问题，是一

种互生互动性的历史关系”［５］。在与人类相伴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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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播活动中，媒介决定着传播形态，“因为对人的

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发挥着塑造和控

制的作用”［６］３４。据此，麦克鲁汉将人类传播分为口

头传播阶段、书面和印刷传播阶段、电子传播阶段；

威尔伯·施拉姆将之划分为前语言传播、口语传播、

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五个阶段；黄旦将之

分为口头媒介、书写媒介、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阶

段。时期划分大同小异，描述异曲同工，主要的理论

概念也已为人所熟知。笔者重提这一话题，意在从

新的视角梳理这一过程，主要感兴趣的问题是，在传

播形态演进的过程中，人类引入这些媒介，体现了何

种传播欲求？这对传播形态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在人类传播史上，基础的传播形态是口语传播，

它主要体现为面对面的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直接交

往。它的特征是以口语交流为基础，以身体在场为

要求，以全部感官的参与为样态，以即时互动为优

势。一般认为，口语传播时代大约从３６０００年前语
言产生到公元前３０００年文字出现。当然，在当代社
会，口语传播也是基本的交流模式。人类学家记载

了原始村落人在集市、汲水处、饭市等场所进行信息

交流的情况；历史文献记录了苏格拉底辩论和古希

腊、古罗马的政治集会，还发现了游吟诗人、新闻叫

喊者等职业。这种基于现实交往形态的传播，产生

的是具体而丰富的生活经验，被许多学者视为理想

的传播状态。伊尼斯认为，口头传统“涵义鲜活而

富有弹性”［７］。萨丕尔发现，“许多原始的语言，形

式丰富，有充沛的表达潜力，足以使现代文明人的语

言黯然失色”［８］。

虽然许多人怀念或赞美社会现实交往的优势，

但口语传播和现实交流向文字传播造就的非现实交

往形态转变不可避免。伊尼斯指出，在人口稠密的

地区，“时间的世界超越了记忆中的物体的范围，空

间的世界超越了熟悉的地方的范围”［９］，因而需要

文字记载。将实物符号化的口语，虽然通过将传播

对象化为语音而节约了传播成本，但是其对于身体

的依赖，既不能将声音携带的信息延后，也不能传给

不见面的人。因此，屈原疑惑“遂古之初，谁传道

之”？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①。文字实现了

语言符号的体外化，做到了使信息在空间上传之广

远和在时间上传之久远。它既可使信息从中央直达

边疆，也可使苏格拉底的辩论流传至２１世纪。但是
文字功能发挥的基础，是使传播摆脱对身体的依赖，

使视觉与其他感觉分离，人们需要将意旨写成文字

通过纸张传送，接受者则需要在与传播者隔离的情

况下阅读文字、解码释义。

文字的应用标志着人类传播从部分社会现实交

往中退却，向非社会现实交往迈进，并沿着该路径加

快信息的生产和传送。文字传播面临着复制困难，

人类遂发明了印刷术。首先，印刷加快了复制速度。

中世纪抄书人在羊皮纸上抄《圣经》，１０—１５个月才
能抄完，而谷登堡版《圣经》从出版到１５世纪末，印
制超过了２亿册，人们遂从在教堂里听牧师讲道变
成了可以独自阅读领会。二是降低了印刷成本。

“在１３世纪初，为一本薄薄的手抄书支付的工资就
相当于现在的３０００美元，这是送给一位法国公主的
生日礼物”［１０］１３，而印刷术出现初期，书籍成本就可

以下降１／４。阅读成为普通人的生活内容。三是提
高了准确性。在手抄时代，重要如英国大宪章，每年

需要在英格兰各郡通读两次，但是人们很快便对哪

个版本为真陷入了争论。印刷术的优势则是可重复

性。印刷术和纸张的工业化，导致新闻事业的快速

发展，由此推动了思想的普及。人们进一步改进了

印刷机，发明了电报机，使欧洲从中世纪无文化的社

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阅读成为评判社会智力水

准的根本标准。

人类依靠文字和印刷技术摆脱了社会现实交往

的时空局限，同时更想摆脱文字传播设置的去社会

现实交往的藩篱。英国人塔尔伯特想把瑞士风景经

久不退地印在纸上，发明了照相术，标志着图像时代

的来临；美国人贝尔为了实现不用出门也能交谈的

目标，为了破除发电报必须先拟定文字的不足，发明

了电话，塑造了一种亲近的交往形式；爱迪生制造

“留像机”的冲动，推动了“可以把曲折复杂的故事

情节、生动活跃的语言和各种人物形象，以及自然界

和生活中的真实情况，直接让观众看到影像和听到

声音”的电影的出现。［１１］人们期望声音的传播能够

跨越无限的空间障碍，从而发明了广播；作为２０世
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电视，则是想通过声像一体

化而创造出联觉的媒介，让人们看到真实的、动态的

图像。作为可用所有传播要素互相连接的互联网，

则满足了人们对于传播的即时、互动和全媒体化的

想象。这些传播形态，在压缩了时间、消灭了空间的

同时，更希望直观地再现现实，获得更多与身体相关

的信息。

按照麦克鲁汉的描述，西方媒介的演变经历了

一个巨大的转折，他们“一直在一种徐缓的技术爆

炸中被持续不断地塑造着，这一技术爆炸过程已经

延续了２５００年以上。然而，从电报问世之日起，西
方人却开始经历了一种内爆的过程。他们突然以尼

采似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开始倒着放映过去２５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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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６］３３３。也可以说，从传播形态演变史的角

度来看，从照相术出现引入图像开始，人类的传播形

态同样发生了一个大的转折。在照相术出现之前，

传播技术引导传播形态向非社会现实交往状态演

变，以求克服交流障碍；照相术出现之后，传播技术

则致力于模拟现实交往形态，目标是不断接近和重

现社会现实交往状态，“借助电力媒介，我们到处恢

复面对面的人际关系，仿佛以最小的村落尺度恢复

了这种关系”。［６］３１５当然，这种“恢复”只是一种不完

全的恢复，只是在文字传播的基础上加上了图像，在

声光技术支持下引入了声音和视频，即使是我们现

在所说的互联网络综合了所有的传播介质，它们距

离社会现实交往的传播形态依然有着明显的距

离———它们往往没有社会现实交往的真实感，缺少

对传播信息的直观的体验感，不能实现所有感官的

同时参与。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和发展，虽然其传

播价值仅仅展现出冰山一角，但是“从身体姿势到

触控、手势，到语音，到全息投影、脑电波，虚拟现实

将变得真正像现实那样可以感受和触摸”［１２］。根据

虚拟现实技术演进的状态来判断，它将为人类解决

对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传播的欲求提供技术支

持，引导人类交流进入模拟现实交往时代。这种模

拟现实交往与口语传播不同，它在突破时空局限的

基础上，以视像传播为技术条件，以身体在线为特

征，以全部感官的参与为样态，以身临其境为体验。

这将是一种全仿真式的传播（见图１）。

图１　全仿真式传播形态

二、虚拟现实技术与对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

传播

审视人类传播形态演进的历史，我们发现，虚拟

现实（ＶＲ／ＡＲ／ＭＲ）作为传媒场域应用前景广泛的
技术，在满足信息可到达人类欲求的基础上，提供了

实现对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传播的可能性。正是

对这种传播形态的追求决定了虚拟现实技术的出

现，也规定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事实上，“虚拟现

实”概念的提出者杰伦·拉尼尔就指出，虚拟现实

技术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分享想象，生活在一个

可以互相表达图像和听觉的世界”［１３］。为此，我们

不能仅仅将其视为利用计算机生成的一种模拟环

境，并通过多种传感设备使用户沉浸到该环境中去

的人机交互系统，而是将其与互联网技术结合在一

起，看作是传播信息、建立关系的载体。它将“以更

加丰富的手段、更为精准细腻的技术复制着世界，从

而在新的界面层次上满足着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认

知与感受，并打开了通向虚拟世界的大门”［３］。那

么，虚拟现实技术能够为模拟现实交往提供什么样

的技术支撑，对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传播将会是

何种状态？如上文所述，虚拟现实通过综合 ３Ｄ建
模、立体传感、图形制作和网络传输等技术，可以构

建以视像传播为基础、以身体在线为特征、以全部的

感官参与为样态、以身临其境为体验的模拟现实交

往形态。这是一种与面对面交流极为接近的传播状

态，虽然与之也有明显的不同。

１．虚拟现实技术以视像传播为基础
虚拟现实技术可以为交流者提供实时传送的

３Ｄ／多维图像，这些图像具有超高清晰度，拥有立体
视感。在人的层面，虚拟现实技术生产的影像既能

够展示人的形体和声音，也能够展示人的表情，甚至

“清晰得连呼吸都能感受得到”［１４］。在物的层面，

高清立体的影像能够提供３６０°的现场图像，如２０１６
年“两会”期间新浪网推出的《人民大会堂全景巡

游》，网友可以通过手机角度的变换，从不同角色、

不同位置体验会场内部的视角感受。以视像传播为

基础，虚拟现实摆脱了场域的限制，同时会产生高清

效果和可制作效应。在现实交往中，距离会降低清

晰度，而影像则可以通过无死角的特写镜头，看清现

场的每一个表现，实现鲍德里亚所说的比真实还真

实，即超真实。它也可以脱离现场的不可复制性，使

受众既可以看到同步的交流过程，也可以看到已经

发生过的交流状况，还可以体验人们未曾去过的旅

游景点，甚至可以制作想象的场景。这种特性造成

了模拟现实交往在某种条件下的不可检验性，如人

们很难判断旅游景区的虚拟制作属于现场拍摄还是

造了假。由此可见，全息网真图像建构的传播活动，

可以无限接近社会现实交往形态，却与面对面的交

流明显不同。

２．虚拟现实技术以身体在线为特征
与以视像传播为基础相对应，虚拟现实技术构

建的模拟现实交往以身体在线为特征。在现实生活

的交往中，人自身必须在现场，物本身必须作为摆设

而存在，而在虚拟现实技术条件下，人和物固然可能

在真实的时空中被记录，但都需要化为影像符号以

在场的形式通过网络传输进行传播。更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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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的影像不同，这种影像符号极其精致，“毫发

毕现”，让人感到与现实生活毫无二致。当然，这种

精致化的视像符号会造成两个具有悖论性质的影

响。一是它与身体紧密相关，即它是对身体的精细

复写，复写的目标是与身体的真实在场达成同样的

效果。模拟现实交往就这样对身体产生了明显的依

赖性，但它同时又是对身体的僭越，它是将身体制作

成视像符号，这种视像符号不是对参与传播的主体

的身体进行简单朴素的复写，它可以突出局部特写，

可以将身体变形取得戏剧性效果，可以记录身体的

某个瞬间做成记录。它可以穿越网络空间得到传

播，也可以穿越时间为他人所见。身体的在线克服

了口语传播因依赖身体的在场而受到的时空局限，

同时也因为获得了对身体的制作权而使身体不再具

有占据社会现实交往中心位置的神圣性，观众也

“只是一个在场者的数字化身，他们没有能力对虚

拟现实中的事件进行改变”［１５］。

３．虚拟现实技术以全部感官参与为样态
虚拟现实技术与以往传播技术的最大不同，在

于以往的传播技术只能有视觉和听觉介入，而虚拟

现实技术则可以调动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

味觉等多种感官。它的视像可以对视觉和听觉形成

沉浸感，而传感设备则使人如触其物、如闻其香、如

尝其味。但是与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感官参与不同，

这是一种拟感官参与，而这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学意

义。一方面，这种拟感官参与往往会高于现实生活

中的信息对于感官的刺激，属于高强度刺激。高清

的血腥镜头、灾害的悲惨场景、放大的足球比赛声

音，以及场景实物对于身体摩擦的模拟等，直接考验

神经的承受力，从而产生显著的震憾感和同情感，这

是虚拟现实技术模拟现实交往时临场感的来源。另

一方面，由于是拟感官参与，视像交流还不能完全替

代现实交往中的亲近感觉，即使能够清晰地看到对

方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人却是不可拥抱的、物是

不能抚摸的。男女之间的虚拟现实交往可能会使双

方产生深深的情意，甚至有可能会产生强烈的触摸

需求，却不会获得夫妻间的实际亲昵。在这种意义

上，模拟现实交往可能会如美国歌曲所唱的“打电

话更寂寞，无精打彩真寂寞”那样，使人们对现实交

流产生更加迫切的渴望。

４．虚拟现实技术以身临其境为体验
钱学森先生建议将虚拟现实技术译为“灵境技

术”，意指其制作的环境具有高度仿真特征，却非真

实的情境。与社会现实交往不同，虚拟现实提供的

模拟现实交往产生的是计算机情境，是通过计算机

作用于用户的感官形成的交互式视景仿真，这种仿

真技术可以产生代入感和沉浸感。用户可以借助虚

拟现实技术“亲临”事件现场，以事件的“亲历者”和

“见证者”的身份，观摩和感受正在获取的信息，如

美国《得梅因纪事报》所做的 ＶＲ新闻《丰收的变
化》，观众可以在３６０°全景视角“走动”，感受到身边
是忙碌的农场主、散步的牲畜、嬉戏的孩子和草垛边

飞舞的蝇虫，倾听农场主的交谈。用户也可能完全

沉迷于虚拟世界之中，产生类似于身处现实世界之

中的存在意识甚至是幻觉，浑然不觉甚至习以为常，

进而忘记现实的社会生活，如马克·扎克伯格２０１６
年２月参加三星发布会时，观众即沉浸虚拟现实世
界中而浑然不知。

三、结语

莱文森指出，“一种媒介的存活系数，与前技术

的人类交流环境的接近程度有直接关系。一切媒介

的进化趋势都是复制真实世界的程度越来越高，其

中一些媒介和真实的传播环境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和

谐一致”［１６］。虚拟现实技术之所以被视为传媒业的

“下一个风口”，展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在于其有

助于人们“回归传播的原始形态”［１７］，能够为随时

随地的沟通和交流提供高效的应用平台，并超越时

空传递真实环境和表达真实情感，满足人们对沟通

所需要的全方位和全身心的现实感受，重新定义人

与人之间面对面和在一起的含义，展现人类真实的

社会实践及其实践成果。

但是如前文所述，虚拟现实技术通过提高视像

的精微度和传感设备的灵敏度，足以达到“以拟乱

真”的效果，究竟是使人类更接近理想的传播状态，

还是使人类更迷惑于或是更远离了社会现实交往，

可能还是一个未知的问题。施拉姆曾经说过，“人

们终将要适应自己加工和分享信息的非凡能力。他

们必须要学会为自己的利益去使用这一能力，而不

是为自己的毁灭去使用这一能力；必须学会为了进

一步的人性化和社会化去使用这一能力，而不是为

异化或退化去使用这一能力”［１０］１７。为了使虚拟现

实技术能够更好地帮助人们实现对社会现实交往的

全模拟传播，需要我们学习适应现实技术提出的挑

战，制订严格的传播规范，如对不同的传播文体设置

不同的真实性要求，对全息网真技术的部署场所做

出限制等等，规范的内容则由虚拟现实发展过程中

提出的问题而定。

注释：

①按照王振铎先生在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多次讲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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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当指说话而不形成文字，

就无法流传久远。本文取此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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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对１９９６—２０１６年期间有关中原城市群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梳理与剖
析，从论文年载量、著者类型、文献来源、研究内容、文献被引频次五个方面进行了历时性的文献计量

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对中原城市群的研究已逐步进入成熟阶段，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发展、区域协

调发展、城市化等研究领域，并形成了稳定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但是在智慧城市等城市发展新理

念、中原城市群在新时期国家战略中的定位等方面的研究却少有涉及。

关键词：中原城市群；文献计量分析；ＣＮＫＩ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７．０１４
中图分类号：Ｇ３５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６２－０７

　　文献计量法，是采用数学、统计学等方法研究
文献和文献工作系统的数量关系与规律，所涉及

学科常被称为 “科学计量学”（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或
“信息计学”（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２］通过对相关专题
文献在分布状况、学科类别与层次构成、科研属性

和成果特点的分析，从而归纳出其发展态势、影响

力以及文献特点。［３－４］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

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２００３年时任河南省委书
记的李克强在《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

要》中明确提出了“中原城市群”的概念。在后续

的发展纲要与实践中，中原城市群以探索如何实

现城市之间的协调联通和资源共享，实现规模性

共赢为宗旨，顺应了协同、共享、整合等近年来的

治理新思路，成为了实践部门的工作重点，也被科

研工作者所关注。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对中国

知网（ＣＮＫＩ）学术文献总库中所收纳的中原城市
群研究论文进行综合分析，力求全面、清晰地描述

目前我国中原城市群研究的现状，总结特点、发现

不足，在此基础上预测并指导中原城市群的学术

研究趋势。

一、中原城市群研究文献数据来源

在对科研产出和科研水平的评价当中，通常将

论文发表状况作为一项重要衡量指标。［５］利用文献

计量方法对某一学科的研究论文进行定量分析，可

以从特定角度了解该学科研究的发展水平与动

向。［６］本文研究的样本是在１９９６—２０１６年间公开发
表，并被ＣＮＫＩ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收纳的
有关中原城市群研究论文。对中原城市群研究论文

的分析方法以 ＣＮＫＩ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的
分组分析方法为基础，同时参考了国内部分学者在文

献计量研究中的常用研究方法，从论文年载量、作者

类型、文献来源、研究内容、被引频次五个方面对有关

中原城市群研究论文的基本特点进行统计分

析。［７－１３］

ＣＮＫＩ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是目前国内
最全面、最权威的学术数据库，主要涵盖学术期刊、

博士学位论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重要会议论文、

年鉴、报纸、专利和科技成果等多种文献类型。被

ＣＮＫＩ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收纳的有关中原
城市群研究论文中，最早的发表于１９９６年，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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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将１９９６年作为文献检索起点，实施检索日期为
２０１６年８月，样本数据来源截至２０１６年８月３０日。
本文以“中原城市群”为主题进行精确检索，排除中

英文扩展检索选项，选择的文献数据库为系统默认

数据库（包括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特色期刊、博

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

据库、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等８个子数据库）。
通过对检索所得论文的逐篇阅读，剔除部分重复文

献、会议通知以及部分与主题无关的文献等，最后选

取９１７篇学术论文作为研究样本。
二、中原城市群研究文献年载量分析

论文发表数量的时间变化是该研究领域研究情

况发展变化的重要外在表现，自１９９６年起至今的中
原城市群研究论文数量变化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
知，从１９９６年有关中原城市群研究的第一篇文献出

现，一直到２００２年的七年间，该研究领域的论文发
表量平均每年只有约２篇，共计１０篇，占数据库收
录论文总数的１．０９％，说明国内学者在２００２年以
前对中原城市群的关注度较低。从２００３年开始，这
种现象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对中原城市群研究的论

文数量明显增多，２００３年第一次突破个位数，达到１０
篇，此后一直保持上升势头，２００６年发表论文达到了
１０１篇。从２００６年开始一直到２０１１年，对中原城市
群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的研究发展阶段，年平均发

文量为９８篇，其中２００９年有关中原城市群的研究论
文达到了峰值１２６篇。２０１２年以后，中原城市群的研
究势头逐渐下滑并趋缓，但也相对平稳。２０１６年的论
文发表总数信息尚不齐全，分析意义较低，但根据之

前的发展趋势，预计将与２０１５年水平相当。

表１　中原城市群研究论文年载文章量分析

发表年度 文献篇数 百分比 发表年度 文献篇数 百分比 发表年度 文献篇数 百分比 发表年度 文献篇数 百分比

１９９６ １ ０．１１ ２００２ ０ ０ ２００８ １０３ １１．２３ ２０１４ ５８ ６．３２

１９９７ ２ ０．２２ ２００３ １０ １．０９ ２００９ １２６ １３．７４ ２０１５ ４０ ４．３６

１９９８ ０ ０ ２００４ ３０ ３．２７ ２０１０ 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２０１６ ２６ ２．８４

１９９９ １ ０．１１ ２００５ ４７ ５．１３ ２０１１ ７０ ７．６３

２０００ ３ ０．３３ ２００６ １０１ １１．０１ ２０１２ ５６ ６．１１

２００１ ３ ０．３３ ２００７ ８７ ９．４９ ２０１３ ５２ ５．６７ 合计 ９１７

　　根据普莱斯文章指数增长规律，科学文献有其
自身的发展规律，在一个学科发展的初期，文献的数

量处于非常不稳定的增长阶段，而当该学科进入发

展期，其文献数量将呈指数型增长，出现“情报爆

炸”态势。［１４］从表１可以看出，中原城市群的研究经
历了一个从少到多的过程，２００９年是国内关于中原
城市群研究最多的一年，随后出现了逐渐下滑的趋

势，在２０１１年之后趋于平稳。这一特征与我国城市
群区域协同发展逐渐成熟的特征相吻合。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以城
市群为主体形态”，“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发展一批城

市群”，这是时隔３７年后再次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
议，并将城市群建设明确作为国家城市发展的重点

模式予以推进，这必将推动对中原城市群的研究达

到一个新高峰。

三、中原城市群研究文献作者分析

作者的特征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一学

科的发展状况，本文从作者发文量和作者单位两个

角度，采用文献计量法进行分析，以使著作者的特征

分析更加全面。

（一）作者发文量分析

研究作者发文情况可以看出该研究领域中作者

群的稳定性与成熟度。［１５－１６］根据普莱斯理论，文献

核心作者的计算公式为：

ｍ≌０．７４９× ｎ槡 ｍａｘ

公式中ｎｍａｘ为发文最多的作者的论文数量，ｍ为核

心作者最低发文量。［１７］在本文搜集到的９１７篇中原
城市群研究论文中，发文量最多的作者的发文数量

为３０篇，经计算 ｍ≌４．１０。因此，本文将发表论文
数量在４篇及以上的作者界定为重要著者，由此统
计得出的重要著者有２６人，如表２所示。其中王发
曾以发文３０篇排名第一，苗长虹发文２１篇排名第
二，还有７位作者发表论文在１０篇左右。由此可
见，在中原城市群的研究领域，已经有一批较有影响

力的学者进行了较为长期的跟踪和研究工作。

（二）作者单位分析

通过对９１７篇文献的作者单位进行统计分析
后发现，大部分作者来自高等院校，如王发曾、苗

长虹、刘静玉、高建华等来自河南大学，吴国玺来

自许昌学院，王海江来自河南理工大学；另外一部

分作者来自科研机构，如冯德显、杨延哲等来自河

南省科学院。在对文献进行阅读筛选的过程中发

现，虽然有来自党政部门和媒体领域的作者，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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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此类文献属于讲话文稿、新闻报道等，较少有

专业的学术论文。

表２　作者发文量分析

排序 姓名 单位 发文量

１ 王发曾 河南大学 ３０

２ 苗长虹 河南大学 ２１

３ 刘静玉 河南大学 １２

４ 吴国玺 许昌学院 １１

５ 高建华 河南大学 １０

６ 徐晓霞 河南大学 ９

７ 丁志伟 河南大学 ８

８ 李学鑫 商丘师范学院，河南大学 ８

９ 刘晓丽 河南大学，中国科学院 ８

１０ 冯德显 河南省科学院 ７

１１ 吕金嵘 河南大学，河南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７
１２ 苏朝阳 河南大学 ６
１３ 赵威 河南大学，北京大学 ６
１４ 王海江 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大学 ６
１５ 雒海潮 河南科技学院，河南大学 ６
１６ 杨延哲 河南省科学院 ５
１７ 史雅娟 河南大学，中国科学院，河南工业大学 ５
１８ 覃成林 河南大学，暨南大学 ５
１９ 吕斌 北京大学 ４
２０ 刘战国 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４
２１ 刘学功 许昌学院 ４
２２ 贺鹏飞 河南农业大学 ４
２３ 吴开 上海理工大学 ４
２４ 于长立 平顶山学院 ４
２５ 孟庆香 河南农业大学 ４
２６ 赵建吉 河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４

　　通过对样本作者单位的统计分析发现，大部分
作者单位位于河南省内，其中又以河南大学处于领

头地位，这与中原城市群主要位于河南省内直接相

关，说明河南省的高等院校科研方向与当地的区域

发展保持了高度一致。另外，从作者署名情况来看，

王发曾、苗长虹、刘静玉、高建华等来自河南大学的

著者常合作发表论文，说明河南大学已经形成了中

原城市群的研究团队。需要指出的是，其他高等院

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力量偏弱，著者分布比较分散，

这样可能造成中原城市群的研究会集中偏向某一方

向，带有明显的学科侧重点和院校背景。如河南大

学的学者们多以地理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中原城市

群，较少有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机构关注中原城市

群，从而揭示出中原城市群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

领域中的不足。另一方面，来自党政部门的核心作

者出现较少，中原城市群作为河南省区域发展的一

个重要方向，党政部门的政策制定者理应在研究领

域占据重要一席。从这一点来看，未来关于中原城

市群的发展研究应该引起更广泛领域的学者们的重

视，才能拓宽该领域的研究视野。

四、中原城市群研究文献来源分析

（一）文献出版来源分析

通过对９１７篇文献的来源进行统计分析，有关
中原城市群研究论文最多的文献来源是河南大学硕

士论文，其次是会议论文，排名第三位的是期刊《地

域研究与开发》，第四位则是报纸《河南日报》。表３
显示，关于中原城市群研究方面的论文，发文量排名

前三位的学术期刊分别是《地域研究与开发》《河南

科学》和《决策探索》，可见发表中原城市群研究论

文的来源主要分布在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学领域。

从发表刊物的等级来看，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或

ＣＳＳＣＩ收录的中原城市群研究论文较少。在北京大
学图书馆认定的中文核心期刊中，有６０种期刊发表
中原城市群研究论文共计１７４篇；在南京大学认定
的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中，有２７种期刊发表中原城市群
研究论文共计８２篇。

表３　文献来源分析

排序 文献出版来源 篇数

１ 河南大学硕士论文 ３９

２ 会议论文 ３９

３ 地域研究与开发（北大核心） ２５

４ 河南日报 ２４

５ 河南科学 ２２

６ 决策探索 １８

７ 郑州大学硕士论文 １７

８ 许昌学院学报 １２

９ 中州学刊（北大核心，ＣＳＳＣＩ） １１

１０ 河南社会科学（北大核心） １０

１１ 现代商贸工业 １０

１２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１０

１３ 河南大学学报（北大核心，ＣＳＳＣＩ） ９

１４ 经济地理 ９

１５ 经济研究导刊 ９

１６ 人文地理（北大核心，ＣＳＳＣＩ） ９

１７ 商业时代（北大核心） ９

１８ 特区经济 ９

１９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 ８

２０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８

　　（二）文献获得资助来源分析
文献获得资助来源分析有两方面作用：首先，科

学基金资助情况能够反映出国家或地方政府部门对

特定研究领域的重视程度；其次，能否获得以及获得

何种类别的科研基金支持也说明了该论文的总体质

量状况。经过统计得出，共有３０多个类别的基金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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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了中原城市群研究；在研究的 ９１７篇文献中有
２７４篇文章获得了资助。表４统计了排名前２０位的
资助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河南省政府决策招标

课题、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对中原城市群的研究资

助力度最大，相关的论文成果数量分别达４９篇、３６篇
和３１篇，说明中原城市群的研究受到了国家层面和
省域层面的共同重视。其他国家级和省部级基金项

目对中原城市群研究也都给予了较为广泛和较大力

度的支持，涉及很多类别和层次的科研基金。近年来

中原城市群的研究之所以进入到较为稳定和成熟的

研究阶段，就是得益于这些基金项目的支持。

表４　研究资助来源分析

排序 研究获得资助 篇数

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４９

２ 河南省政府决策招标课题 ３６

３ 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 ３１

４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３０

５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１７

６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１６

７ 河南省教育厅自然科学项目 １６

８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１５

９ 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 １２

１０ 高等学校骨干教师资助计划 ６

１１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５

１２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５

１３ 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 ４

１４ 河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 ４

１５ 国家９７３计划基金资助项目 ３

１６ 河南省科技攻关重点项目 ２

１７ 国家８６３计划重大项目 ２

１８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基金 ２

１９ 河南省人民政府第一次经济普查重点课题 ２

２０ 吉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 ２

　　五、中原城市群研究文献内容分析
（一）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能迅速、快捷地反映文章的主题和重点，

提高对文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１８］根据文献计量学

的基本观点，论文中关键词词频统计的高低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热冷情况，并作为研究热点的

依据。［１９－２０］本文通过人工统计的方式对样本９１７篇
文章的中文关键词进行梳理，表５中显示出现频率
最高的３０个关键词。从关键词的内容来看，以“中
原城市群”“城市群”“城市群经济”“中心城市”“郑

汴一体化”为关键词研究中原城市群的文献较多，

可见对于中原城市群研究的落脚点大多集中于区域

经济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化等方面。另外，关

键词涉及的领域有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地理经济等

多个方面，表明中原城市群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也比

较广泛。

表５　关键词分析

排序 中文关键词 篇数

１ 中原城市群 ５０１

２ 城市群 ２０４

３ 城市群经济 ７０

４ 中心城市 ５３

５ 郑汴一体化 ４６

６ 河南省 ３４

７ 区域经济 ３４

８ 中原经济区 ３３

９ 城市体系 ２８

１０ 对策 ２５

１１ 产业结构 ２２

１２ 城市化 ２１

１３ 城市规模 ２０

１４ 城镇化 １９

１５ 经济发展 １９

１６ 主成分分析 １９

１７ 城市竞争力 １８

１８ 产业集群 １７

１９ 新型城镇化 １７

２０ 城市群发展 １６

２１ 首位度 １６

２２ 因子分析 １６

２３ 总体发展规划 １６

２４ 可持续发展 １５

２５ 空间结构 １５

２６ 区域发展 １５

２７ 指标体系 １５

２８ 城市工业 １４

２９ 发展 １４

３０ 城市群建设 １３

　　（二）学科类别分析
结合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按照学科类别

进行的初步分组，本文又以人工检索的方式逐一查

找，统计了９１７篇有关中原城市群研究论文的学科
分类情况，如表６所示（该表只列出前２０名）。由表
６可知，中原城市群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
管理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和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分别为

５２５篇和１３７篇，占文献总数的５７．２５％和１４．９４％。
此外，发表论文在１０篇及以上的学科领域包括旅游、
建筑科学与工程、农业经济、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等

１２个学科，共计２４３篇，占文献总数的２６．５％。由此
可见，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经济学、管理学角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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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城市群，此外也有学者从社会学、公共管理等视

角对中原城市群进行了相关研究。

表６　学科类别分析

排序 学科类别 篇数

１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５２５
２ 经济体制改革 １３７
３ 旅游 ５７
４ 建筑科学与工程 ３４
５ 农业经济 ２６
６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 １８
７ 金融 １７
８ 文化 １６
９ 交通运输经济 １６
１０ 体育 １５
１１ 数学 １３
１２ 公路与水路运输 １１
１３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１０
１４ 资源科学 １０
１５ 铁路运输 ８
１６ 工业经济 ８
１７ 企业经济 ７
１８ 地理 ７
１９ 水利水电工程 ６
２０ 地质学 ６

　　（三）研究层次分析
本文结合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对中原城

市群研究文献的层次分类，经统计发现中原城市群

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社科）、行业指导

（社科）、政策研究（社科）、工程技术（自科）、基础

与应用基础研究（自科）、行业技术指导（自科）、职

业指导（社科）、大众文化、政策研究（自科）、文艺作

品、高等教育、大众科普、基础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

高级科普（社科）等１４个层次，如表７所示。其中基
础研究、行业指导和政策研究（社科）所占的比重最

高，分别为４３０篇、１９６篇、１２４篇，论文总量达到总文
献的８１．７９％，可见关于中原城市群的研究大多不是
从技术的视角，而是从管理的视角来探讨研究的。

表７　研究层次分析

排序 研究层次 篇数

１ 基础研究 ４３０
２ 行业指导 １９６
３ 政策研究（社） １２４
４ 工程技术 ４９
５ 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３６
６ 行业技术指导 １２
７ 职业指导 ９
８ 大众文化 ４
９ 政策研究（自） ３
１０ 文艺作品 ２
１１ 高等教育 １
１２ 大众科普 １
１３ 基础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 １
１４ 高级科普 １

　　六、中原城市群研究文献被引频次分析
论文被引频次是评价被引文献的学术价值和应

用价值的有效手段。［４］本文选择被引频次超过３０次
以上的文献进行排序，共计２５篇，中原城市群研究
论文被引频次的结果如表８所示。其中被引频次最
多的论文是《河南省城市的经济联系方向与强

度———兼论中原城市群的形成与对外联系》，达２７３
次，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该论文发表于２００６年，时
间较早；另一方面，该文关注了中原城市群的形成，

属于起点研究，对后续的中原城市群发展脉络梳理

具有较为基础的借鉴作用。此外，从其他被引频次

较高的文献来看，针对中原城市群进行宏观分析和

整体研究的文献引用频次较高，包括发展战略、空间

组合和产业结构等角度。涉及中外、城市群之间的

比较研究和单项发展研究（如承载力、生态系统评

价）的文献也占有一定比例，说明中原城市群的研

究进入了一个既有宏观构建又有实践探索的稳定发

展阶段。

表８　被引频次数分析

排

序
论文题目

发表

时间

被引

频次

１
河南省城市的经济联系方向与强度

———兼论中原城市群的形成与对外联系
２００６ ２７３

２
城市群产业结构与分工的测度研究

———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２００６ １０７

３ 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战略构想 ２００３ ９０
４ 中原城市群空间整合战略探讨 ２００４ ８９
５ 中原城市群城市竞争力的评价与时空演变 ２０１１ ８５
６ 中原城市群的空间组合特征与整合模式 ２００８ ８１
７中原城市群九城市的产业结构特征和比较优势分析２００５ ７８
８ 中原城市群城市承载力评价研究 ２００８ ６２

９
从中外城市群发展看中原经济隆起

———中原城市群发展研究
２００４ ５２

１０
基于城市群整合发展的中原地区

城市体系结构优化
２００７ ５２

１１ 中原城市群城市承载力评价研究 ２００８ ４３

１２
基于改进熵权法的中原城市

群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
２０１１ ４３

１３
山东半岛、中原、关中城市群地区的

城镇化状态与动力机制
２０１０ ４２

１４ 河南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选择及对策分析 ２００７ ４０
１５ 中原城市群城市竞争力实证研究 ２００７ ３９
１６ 中外城市群发展及其对中原城市群的启示 ２００７ ３７
１７ 中原城市群城市生态系统评价研究 ２００６ ３６

１８
中心城市发展与城市群产业整合

———以郑州及中原城市群为例
２０１０ ３６

１９
城市群生态空间结构优化组合模式及对策

———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２０１０ ３４

２０ 当代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原城市群经济整合研究 ２００６ ３４
２１ 中原城市群发展特征及空间焦点 ２００５ ３４

２２
关中、中原、山东半岛三城市群产业

结构与分工的比较研究
２００６ ３３

２３ 中原城市群竞合关系及一体化战略研究 ２００５ ３１
２４ 中原城市群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 ２００５ ３１
２５ 中原城市群的功能联系与结构的有序升级 ２００３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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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有关中原

城市群研究的９１７篇论文为研究样本，从论文年载
量、作者分析、文献来源、研究内容和文献被引频次

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对中原城市群的研究逐步进入到成熟阶

段。１９９６—２０１６年的论文数量统计表明，国内学者
对中原城市群的研究发展迅速，发表论文数量变化

较大，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该领域的研究已逐

步进入到成熟阶段，论文发表数量趋于平稳。

第二，形成了稳定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长期致

力于中原城市群的研究工作。根据对样本的统计分

析，在中原城市群研究领域形成了一批稳定、持续、

有影响力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在该研究领域代表

人物方面，王发曾、苗长虹、刘静玉、吴国玺、高建华

等为领军人物；在研究机构方面，以河南大学为代表

的高等院校是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机构，另外河南省

社科院等科研院所也对此有着深入研究。

第三，对中原城市群面临的新形势还没能充分

重视。目前，对中原城市群的研究大多从宏观经济

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化等角度出发，集中在经

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随着国家战略层面对

中西部城市群建设的重视，以及智慧城市等新的城

市建设理念的兴起，对中原城市群的发展会产生重

大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应予以关注。

第四，对中原城市群的研究仍需要基金项目的

大力支持。尽管现有对中原城市群的研究得到了国

家级社科基金、自科基金以及大量省部级基金项目

的支持，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随着新技术的发展

普及和新的城市化理念的提出，在国家战略导向下，

中原城市群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中原城

市群的进一步研究还需要得到各类基金项目更大力

度的支持。

（二）政策建议

在对有关中原城市群研究的９１７篇论文进行细
致统计研究的基础上，为响应国家以城市群为主体

形态，大力培养中西部城市群的号召，顺应智慧城市

等新的城市发展理念潮流，促进中原城市群研究的

进一步深入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保持对中原城市群研究的重视程度。通

过论文年载量分析，发现中原城市群的相关研究在

走过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的高峰期以后，近几年有所下
滑，虽然这种下滑趋势也呈现了较为稳定平缓的状

态，但是对中原城市群研究的热情似乎已经成为过

去。然而中原城市群建设本身是一个长期的宏观战

略，其发展与实践仍然是进行时，在国家战略导向和

新理念的引导下，中原城市群的建设将进入一个新

阶段，仍然需要不断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和政策指导，

从这一点而言，中原城市群的学术研究仍然需要得

到重视，来维持它的研究进展。

第二，增强中原城市群研究的实践反哺与反馈

能力。通过对既有文献的统计研究，发现大部分的

文献都属于前端探索研究，即用以指导中原城市群

建设的决策及部署。中原城市群的发展战略实施了

十余年，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这些文献中提

出的建议是否在中原城市群建设中得到实践，以及

实践的效果如何，这类相关研究成果在既有文献中

很少出现。因此，需要及时关注中原城市群建设的

实践与理论的结合程度，进行较为客观及时的效果

评价研究，这种检验真知的态度也是学术研究本身

最具有价值的地方。

第三，扩大中原城市群的研究队伍。中原城市

群研究具有明确的地域针对性，因而会在某种程度

上限制研究人员的构成，从对作者的分析情况来看，

目前中原城市群的研究人员分布非常集中，多年来

都主要来自于河南大学，而且该校已经形成了稳定

的科研团队和鲜明的研究方向，这种科研优势地位

的确发挥了强有力的领头羊作用，但也反映出了科

研队伍建设的局限性。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中原

城市群的研究队伍，希望有更多的高校和科研单位

加入，提供更多的研究视角和思路，同时也更需要这

一宏观公共战略议题得到更多政府部门、政策制定

部门相关人员的参与。

第四，提高中原城市群研究的深入性和创新性。

根据统计情况，一方面，现有的中原城市群研究在学

科和研究层次上涉及宏观管理和基础性研究过多；

另一方面，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较少，主

要集中在硕士论文和报纸、一般性学术期刊。因此，

要提高中原城市群研究的深入性，鼓励更多具有应

用性、学科交叉性、实践操作性的科研投入，才能为

中原城市群建设提供更多的现实指导。同时也要加

大中原城市群研究领域内成果的创新程度，紧跟国

家战略和新的理念潮流，提高研究质量，取得更多有

影响力和创见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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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时代政府危机传播管理研究

李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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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项目“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急管理研究”（２０１５－ＧＨ－４５６）
作者简介：李艳芳（１９７７—），女，河南巩义人，文学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新闻学。

摘　要：伴随着移动终端的完善和网络普及化程度的不断提升，自媒体时代受众的地位由原来
的“被动接受”向“主动传播”发展，广大受众的话语权、参与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确立和提升。然

而，受众主体地位的确立也打破了长期以来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弱化了政府对社会信息的控制力。

自媒体时代如何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中掌握话语主动权的制高点，需要政府在持续强化网络“把

关人”作用的基础上，凝聚主流媒体的“微”力量，培养正能量的网络意见领袖，强化新媒体公众的自

律和他律意识，加强政府的公信力建设，从而将重大突发事件造成的严重社会影响和破坏力降至最

小范围。

关键词：自媒体时代；政府危机传播；双重话语空间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５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６９－０５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的媒介环境正在发生着
重大的变化，以广播、电视、报刊等为代表的传统

媒体的主导地位不断被削弱，而以微博、微信、新

闻客户端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影响力则不断增强。

在这个人人都是新闻传播者的自媒体时代，媒体

逐渐从一个高门槛的专业机构转变为普通人可以

随意发布信息、传播信息的平台。伴随着新媒体

的普及与纵深发展，新媒体基于自身传播特点所

带来的弊端也不容小觑。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

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

殊历史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这不仅给社

会造成很大冲击，也对政府的危机管理和危机公

关带来了严峻挑战。自媒体时代新媒体在发挥舆

论监督作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

传统媒体坚不可摧的信息壁垒，弱化了政府对社

会信息的控制力。［１］面对新媒体语境下的公共危

机，政府如何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中掌握话语

主动权的制高点并把危机的影响力和破坏力消

弭于无形，这是本文试图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所

在。

一、新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传播特点

（一）新媒体的即时性加快了危机传播的速度

传统媒体进行新闻报道一般是按照信息采集、

编辑加工、审阅发稿、向社会发布的基本流程进行。

囿于传统媒体较为严格的信息生产程序，公众获知

事件信息的周期相对较长，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

制约了传统媒体信息传递的时效性。而新媒体则是

一种兼具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信息传播方式，网

民仅需要用自己手中的相机、平板电脑以及其他智

能终端拍摄图片或录制视频，就能够第一时间将事

发现场的真实情况传播出去，不受传统媒体制作周

期、版面等客观因素的制约。这种来源于多渠道的

“平民新闻”极大满足了多元化发展趋势下公民日

益高涨的知情权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

媒体的信源结构。［２］例如２０１４年３月１日晚发生在
云南昆明火车站的暴力恐怖事件，一伙暴徒蒙面持

刀冲进昆明火车站广场和售票厅等处砍杀无辜群

众，最终造成２９人死亡、１４３人受伤。这一严重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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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事件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尚未公开报道

时，很多身在现场的当事人或目击者通过微博、微信

朋友圈等新媒体第一时间发出了求救信息和相关的

图片、音视频消息。借助于新媒体强大的传播网络，

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事件的信息传播迅

速形成由“点对点”发展到“点对面”“面对面”的滚

雪球效应。一时间，这起令人震惊的袭击平民事件

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

（二）新媒体的交互性把传播的权力部分下放

民众

在Ｗｅｂ１．０时代，传统媒体都是单向传送信息，
其传者和受者定位非常明确，媒体处于决定性位置。

也就是说，媒体按照自己的议程设置决定传播报道

的内容和受众需要接受的信息，不管受众喜欢与否，

都无从表达对信息的看法，绝大多数时候受众只能

被动地接受信息，较少参与信息的反馈。伴随着互

联网世界真正的信息传播平民化浪潮的到来，网络

媒介的交互性真正实现了信息传播者与信息接受者

之间的双向交流。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传输是双向

的，甚至是多向的，自媒体时代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信

息的发布者，并能够随时对信息进行补充、评论、反

馈和互动，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民众掌握话语权的

需求。通常情况下，公共危机事件爆发后，网民按照

个人意愿通过博客、微博、播客、微信等多种途径和

方式与其他网民分享文字新闻、图片视频、个人看法

和观点。与此同时，政府与受众的信息沟通渠道也

发生了许多变化，公众通过网络发表的“草根言论”

有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危机事件的发展方向产生一

定的影响。总而言之，自媒体的发展打破了以往重

大突发事件延缓报道或者封杀消息的坚实壁垒，政

府以往高高在上完全控制危机信息传播媒介的时代

已成为过去。

（三）新媒体的开放性拓宽了受众获取危机信

息的渠道

新媒体带领我们进入了“人人可言”的时代，受

众拥有信息消费和信息生产的双重属性。一方面，

新媒体传播主体的变迁为受众打开了全新的视野；

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的传播主体不再局限于精英

阶层，话筒掌握在每个人手中。与此同时，网络和手

机等新媒体实现了信息的即时传递，以互联网为代

表的新媒体不仅能使信息瞬间生成、瞬间传播，而且

还能即时开放互动，高度共享。媒介技术的进步和

媒体形态的变革促使媒介格局发生与之相应的变

化，而媒介格局改变的过程就是不同大众媒介“让

渡”受众资源的过程。［３］毫无疑问，无论是新媒体技

术的开放性、介质的开放性，还是内容的开放性，互

联网以及基于网络平台之上的自媒体都神奇地拉近

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将偌大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方

便交流的“地球村”。新媒体是基于新技术之上不

断向前的媒体形态，它的成长速度非常快，形态变化

也多种多样，信息社会已然是没有秘密的社会。遍

布全球的互联网为用户提供了方便、可靠的进入途

径，体现了自由开放的理念和打不烂、堵不住的设计

原则，这就对传统的政府危机公关带来了严重的冲

击和挑战，广大网民不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媒体传

播的信息，而是积极主动地寻求与自身利益密切相

关的各种重大信息，政府以往那种对危机信息有所

保留和部分掩盖的状况已经不适应当今的媒介环

境。

二、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症结

（一）网络舆情应对素养欠缺

近年来，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社会转型期，这

一时期是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高发期，这使我国政府

特别是一些基层地方政府面临着如何快速妥善处理

突发事件的巨大挑战。纵观近年来诸如山东聊城于

欢“故意伤害案”、西安问题电缆等热点事件，不难

发现当地一些政府部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尤其是负

面报道时，仍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封”“堵”“删”

“滞”等陈旧舆情处理思维，显示出目前基层社会治

理的短板。［３］由于重大突发事件均关乎普通百姓的

日常生活及其生命财产安全，网民的代入感很强。

因此，面对汹涌的舆情，舆情应对理念不足的基层政

府很容易在舆情事件中成为弱势角色，进而引发一

系列的次生灾害。在当前新的时代条件和舆论格局

下，如何提高各级政府部门的网络舆情引导能力和

网络执政能力，依然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议题。

具体来讲，一方面，某些基层政府部门面对重大突发

事件进行主动引导和化危机为机遇的意识有待增

强。所谓危机，有危便有机，危险的存在就意味着机

遇也可能同时存在，如果在政府形象受损的危急时

刻能够临危不惧，大胆决策和行动，或许可以为政府

部门赢得比原来更高的声誉。另一方面，政府部门

应对突发事件时为了彰显政府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

性，与公众沟通交流用语过于程式化，通常情况下晦

涩难懂的语言难以保障宣传的效果，也得不到广大

民众的认可。因此，领导干部作为舆情处置的指挥

核心，不断提高自身的舆情应对素养就显得尤为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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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缺乏舆论引导的意识

舆论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舆论引导是一项系

统工程。正如美国总统杰斐逊所言：“宁可没有政

府，也不能没报纸。”由此可见舆论在一个国家发展

中的至关重要性。毫不夸张地说，掌握了舆论杠杆，

就可撬动社会发展。［４］然而，舆论也是一把双刃剑，

新闻舆论引导得好，就会对社会的发展起到良好的

促进作用，反之则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当前，新兴媒

体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新的媒体环境对

于政府职能部门应对网络舆情既是挑战也是难得的

机遇。一方面，借助新兴媒体沟通及时、互动快捷的

优势，政府部门可以在了解社情民意的基础上，与民

众进行有针对性的沟通互动；另一方面，如果错失或

延误了对新兴媒体传播优势的有效利用，那么政府

在很大程度上就会丧失舆论引导的主动权。纵观我

国当前突发事件的产生及应对状况，很大程度上都

是政府部门没有第一时间对广大网民进行信息公

开，由于漠视了公民的知情权从而导致事态进一步

恶化。例如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晚上海外滩踩踏事
件，如果政府能够第一时间通过官方媒体将事件的

发展态势予以公开，就能够有效遏制谣言和小道消

息的蔓延和扩散传播，从而就能够在稳定民心的同

时，增强人民对政府从容应对突发事件的信心和决

心。此外，政府部门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的过

程中要低姿态，通过积极理性的信息发布，实现对重

大突发事件的危机舆情疏导，在影响受众直觉的同

时，还要影响到他们的情感和思维，从而起到良好的

舆论引导作用。

（三）政府和网民的沟通渠道有待畅通

以往政府与民众沟通是通过民众来信、来电反

映情况，或者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基层开展调研，

如今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渠道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伴

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政府部门通过开设政府

门户网站、微博、微信、论坛等方式，更加快捷自由地

获得社情民意，这个转变不仅拓宽了政府与民众的

沟通渠道，也进一步拉近了政府与民众的距离。虽

然最底层的民众直接接触电脑的不多，但由于网络

的自由性和开放性，网络依然是他们反映问题和倾

吐心声的最便捷的渠道。同时，网络也成为政府领

导层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然而非常态下政府与网

民的沟通就存在着渠道不畅的问题，网民依然会因

为各级领导上网搞一两次“问计于民”而欢呼雀跃，

此类事件被各类媒体相继热炒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反

映出政府部门运用网络来倾听民声的渠道还不畅

通，工作还不主动，百姓的心里话并没有在每时每刻

得到反映，建言的渠道还需要更加便捷。因此，应该

将倾听民声、集中民智作为一种常态化的政府行为纳

入政府议事日程。当然，必定会有一小部分政府部门

人员担心网上的一些负面报道，但是民意不可违，只

有持续开展轰轰烈烈的问计于民活动，民众期待的制

度化、常态化开门纳谏才能早日真正实现。

三、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危机传播的应对策略

（一）强化网络的“把关人”作用

在传统媒体占据主流传播渠道的上百年间，媒

介“把关人”理论为社会的正常运转保驾护航，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网络进入人们的生活

并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把关人”角色

缺失等原因，尤其是以自媒体为主体的社会化新媒

体较易导致舆论失控情况发生。因此，要进一步强

化网络“把关人”的作用。把关人不仅要对信息进

行过滤、筛选，还要担当起监督的责任，通过对信息

的把关达到净化网络信息环境的目的。具体来讲，

需要各方不懈努力，在信息的传播上把好关。首先，

就传播体制来说，政府要充分利用自身在网络传播

中的权威地位，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对网络言论实

施分类管理，对正面的有益的言论要大力提倡和宣

传；对那些稍显偏激的言论要密切关注，必要情况下

要及时予以疏导，化危机为无形；至于那些无关紧要

的中性言论要保证其传播渠道的通畅，让广大网民

在法律和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充分享有言论自由的权

利；当然，对于那些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虚

假、负面及小道言论也绝不姑息，要坚决将其消灭在

萌芽状态。其次，培养网络文化的中坚力量也是强

化把关作用的重要举措，通过骨干力量引导网络文

化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伴随着媒介生态环境的改

变，当前网络传播中的把关人角色已经由传统媒体

中的传媒组织变成了网络传播中的传播组织、个人

以及政府，这就需要网站在运用技术手段对信息进

行取舍和加工的同时，也要加强对网民的规范、约束

和指导。另外，可以成立网上评论员队伍，以便出现

不良网络舆情时加以引导。

（二）凝聚主流媒体的“微”力量

新媒体的持续和强烈冲击促使世界上很多国家

的传统媒体不断在信息的采编方式、审核流程、内容

等方面进行了系列良性变革。我国不但推出了相关

的新闻网站，还将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纳入了

新闻信息来源系统，实现了以“网络 ＋微信、传统媒
体＋新媒体”的双核立体互动宣传新模式，极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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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效果。［５］例如“新华微评”作

为新华视点的重点微栏目之一，通过在每个热点事

件中及时发声，用有态度的微博形成主流媒体的舆

论场，以无“微”不至的态度关注着社会的每一个微

小变化，以积微成著的力量彰显着媒体的责任，已经

成为新华视点微博账号的品牌栏目。［６］现阶段，我

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各类突发

事件频发，新闻媒体作为公共传播机构，在引导社会

舆论、维系社会秩序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随

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新媒体在信息发布领

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媒体融合是传媒发展

的必由之路。一方面，网络媒体拥有传统媒体亟需

的高时效性与强互动性；另一方面，传统媒体的受众

借助网络平台，能够弥补网络媒体信息不够深入、真

实度欠佳的不足。因此，加快新时期不同形态、不同

层级新旧媒体的融合力度，使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

在运营模式和技术设备方面有机融合并实现强强合

作，才能做到不同形态的“舆论场”相互取长补短，

才能游刃有余地应对和处理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

情。

（三）培养正能量的网络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是指在人际传播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

息、意见和观点，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

作为大众传播效果形成过程的中介或过滤环节，当

意见领袖将接收到的信息经过二次传播传达给受众

时，更有利于信息的广泛传播并增强其社会影响力。

众所周知，网络自由、平等的显著特点决定了每个网

民在网络上都具有同等的话语权，随之而来的则是

政府及主流媒体逐渐失去了其天然的领导权。如果

政府相关部门和主流媒体依旧沿袭以往刻板生硬、

高高在上的说教方式，那么传播效果必然有限。基

于优先相信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或熟人的人性特

点以及微信圈子本身相互的高信任感，可以充分利

用微信来整合意见和传播观点。同时，新媒体中微

信的信息能够精准地送达用户并经由用户成员进行

二次转播，不仅能够扩大信息的宣传氛围，还能够快

速阻止不实信息的传播与不良情绪的蔓延。［７］随着

新媒体应用范围和领域的不断扩展与深化，政务微

信在信息公开、党群互动、舆论监督等方面的作用日

益凸显，例如黑龙江宝清县认证的“微看宝清”党政

微信公众平台，就是借助微信这个新媒体逐渐实现

了“动动手指滑滑屏”就可以完成“指尖上的政民对

话”。因此，要充分发挥网络的平民化功能，尤其在

突发事件中，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发挥正能量的网络

意见领袖的作用。

（四）强化新媒体公众的自律与他律意识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网络作为一种信息传

播工具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存在

着网民上网时道德自律和约束缺失等问题。然而目

前我国政府还没有出台新媒体相关的法律法规，对

新媒体的监管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盲点。毫无疑

问，一个国家互联网的纯净程度根植于本国网民的

文明素质和道德修养，那么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营

造良好的网络环境就是每个网民、网络机构以及网

络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具体来讲，自媒

体时代的网民要自觉遵守新闻伦理道德，强化责任

意识，本着用事实说话的原则，对不清楚或不了解的

内容坚决做到不发、不评和不转，更不能为了迎合受

众而传播浮夸的言论和信息。一方面要充分运用好

新媒体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又要谨言慎行。面对公

共危机或表达某些批判、否定性的言行时，不应把新

媒体作为肆意宣泄个人情绪和负面言论的集散地，

要理智、理性地用好手中的话语权，信任并主动配合

政府来化解危机。当然，每个公众都是富有个体性

和自由性的单个个体，如果完全依靠个人自律，可想

而知其效果必然有限。因此，还要加强对新媒体公

众的他律，比如制定新媒体管理条例和规章，从制度

层面对公众的言论加以规范，此外还可以通过相应

的媒介技术对广大受众的新媒介身份进行实名认证

和严格考核，对其发布的信息内容进行审核判断等。

（五）加强政府的公信力建设

政府公信力建设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

要内容，增强政府公信力是提高民众对政府的支持、

信任和信心的关键所在，也是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

举措之一。当前，由于部分政府管理人员的不当行

为削弱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最终影响到了政府的

公信力。而政府公信力丧失的后果，轻则会引起民

众不满，重则会引发各类恶性事件，更严重的甚至还

可能会影响到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当重

大突发事件处于基本平息阶段时，就要尽快采取措

施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建设。当然，加强政府的公信

力建设不能简单停留于事件平息后对监管不力、导

致突发事件发生负有直接重大责任的政府官员进行

相关的责任追究，而是要尽快完善考核监督各级政

府公信力建设的评价体系。唯有依靠制度来保障制

度，才能真正使各级政府的公信力建设步入正轨。

首先，要确保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科学可行，通过逐

步兑现发展目标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建设。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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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要放下管理者的架子，主动通过新闻媒体的网络

平台与网民进行互动沟通，从而使网络舆情朝着有

利于政府形象的方面发展。其次，务必要确保政府

行政行为的透明性和连贯性，从而以更加明晰的责

任体系来构建政府的公信力。与此同时，还需要政

府部门务必做到权责一致，以更加务实的积极行为

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建设，将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

点问题纳入承办督办的范围，实现政府管理行为的

科学化、民主化和公开化。

四、结语

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互联网

日益成为社会公众参政议政的便利平台。根据

２０１７年第 ４０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截至２０１７年６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７．５１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５４．３％，较２０１６年底提升１．１个
百分点。［８］逐年高速攀升的网民规模和互联网普及

率，无一不在证明我国已经进入名副其实的网络时

代，以微博、微信、网络视频、网络论坛等为代表的新

媒体带来的海量网络信息早已让民众从全盘接收媒

体信息转变为主动拉取信息，新媒体的便携性、私有

性、互动性和强影响力对政府部门做好重大突发事

件的危机传播至关重要。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生事

物，在危机传播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弊端与问

题，这需要政府、传统媒体、网络运营商和内容服务

提供商的通力合作，更需要网民以及“意见领袖”的

积极配合。只有各方力量用好微平台，凝聚微力量，

才能使新媒体真正成为自媒体时代传递正能量的舆

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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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作家笔下的南水北调与移民记忆
———主评何弘、吴元成的《命脉》

刘海燕
（中州大学 学报编辑部，郑州４５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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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类散文随笔写作。

摘　要：文学豫军中的实力派———南阳籍作家，近年来，他们在以不同的方式，努力讲述着家乡
大地上的南水北调———这项历时超过半个世纪的巨大水利工程，和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移民工程。其

中何弘、吴元成的《命脉》以纪实文学的方式，宏大的格局和人类水文明史的视野，极具耐力的恢弘

叙述，让历史和现实的方方面面告诉我们，应如何看待南水北调这项世纪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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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水北调，这项历时超过半个世纪的巨大水利
工程，和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移民工程，该由谁来讲

述？如何讲述？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起

点———渠首，就在河南南阳淅川县一个叫陶岔的地

方，丹江口水库差不多一半的水面也位于淅川县境

内。南水北调的主干渠从中原大地上穿过，是风景

吗？不，更是命运———水资源与我们生活的命运。

作为这片土地上的儿女，作为文学豫军中的实力

派———南阳籍作家，近年来，他们在以不同的方式，

努力讲述着这宏大的事件。

他们的作为和作品，焕起我心中几近倦怠的文

学道义；作为一个多年从事文学评论之人，这在我对

于当代作品的阅读中可是很少有的。因此，我觉得

有义务推介他们的作品给这个时代。这里依写作的

时间顺序介绍。

一、高宏民的长篇小说《迁与安》

高宏民，７０后，在河南南阳的一个乡镇工作，是
最基层的公务员，但是他着魔似地走在写作之路上。

还没有网络的那些年，似乎每年高宏民会来一次省

城，不善交际的高宏民由他的同乡———《传奇故事》

主编、小说家红都领着见文学界的几个朋友。红都

说，宏民在乡镇无一可交流之人，寂寞得很，一个人

拼了命地写，把耳朵都快要写聋了。红都是一个阅

遍文学经典、透彻而有悲悯之心的人，他怜惜宏民那

颗热爱文学的心。也许红都的话有些夸张，但可以

想象，一个小公务员爱上了写作，在乡镇是怎样的情

景。对此，我心中有些难过，我希望像宏民这样的年

轻人不要因为写作毁了自己的健康。天才毕竟是极

少数，绝大多数人还是要健康地活着。人到中年的

我，已经懂得尊重生命伦理，而不是成功学逻辑。

２０１２年冬天，宏民把他的长篇小说《迁与安》电
子版发给我，让我给他写个推荐语，这部长篇改变了

我对这个年轻写作者的看法。曾经，我认为，他只是

个苦行僧似的业余作者，《迁与安》这部长篇，让我

感到他是一个有梦想和野心、有大责任感的小说家。

生活于基层、亲历过南水北调移民工作的宏民，终于

找到了他该写的那本书。

《迁与安》聚焦于南水北调工程中的移民搬迁

工作。当时我和同仁何弘都诚挚地给他写了推荐

语，不是虚词，而是心中真实的感受。何弘写到：

丹江口库区移民、回迁、再移民、再回

迁的反复上演，在人类移民史上堪称绝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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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迁与安》通过一位移民一生的经历串起

了丹江口水库数次移民事件，以对待移民

的不同方式和态度，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和

社会的进步，值得阅读。

我这样写：

这是国内第一部写南水北调大迁移的

撼心之作。作者无意于再现事件，而是着

力写丹江边子民在故土上的根被拔起时心

的痛感、空感和慌乱感。作品还表达了人

去江荒，心魂、江魂、草木魂，都将失去记忆

的回归路。它让我们在这种大荒凉里，听

到万物的和声，那就是爱———万物之间彼

此存活。

———《迁与安》封底“推荐语”［１］

高宏民的这部长篇，在今天看来，最应附上“深

入生活”“重点扶持”之类的称号，但什么也没有。

偏于豫西南一隅的老实的宏民，好像什么也没申报

过，无论是项目、文学奖项还是签约作家。宏民依然

在农业时代的习惯里地老天荒地写作。只是，他的

这部《迁与安》在几家网站上长销，有一次他很开心

地发信息告诉我。有陌生人买他的书，对于宏民，便

是最大安慰了。

二、高金光的诗集《人间呼吸》

２０１６年初夏，河南省首届杜甫文学奖评奖时，
我作为评委之一，首次读到高金光的诗集《人间呼

吸》，整个下午我脸上流着泪水。我和高金光只是

认识，他是个少言的人，我也属于被动交往型，因此，

我们没有私人交往，之前也没有关注过他的诗。这

应是我２０１６年夏季最动心的一次阅读经历。
诗人高金光，南阳淅川县人，移民之子，他在省

城郑州工作，但他的父老乡亲还在那个叫着水田营

村的地方，这个村庄要迁往唐河。搬迁时，适逢他的

母亲病重，在郑州住院。他揪心地写道：

搬迁的日子还没有确定

母亲的病情却越来越重

……

如果母亲赶不上搬迁

我将把她葬在哪里

不能让母亲一个人留在淅川啊

让母亲一个人留在淅川

我的心会疼上一万年

水田营 终于移植到唐河

家 从卡车上卸了下来

……

原谅我 母亲

在这个时候 我首先要做的

不是为您整好阳间的铺盖

竟是为你选择阴间的地穴

……

唐河的土啊

愿您护佑我的母亲

———《为母亲安家》［２］１２－１３

这个不识字的母亲，一生也没怎么离开过这个

村庄，最后却未能看上一眼，从郑州被直接搬进了唐

河，被清冷、孤寂的生土掩埋。这个结果却是儿子所

盼望的，“母亲 我要感谢你／终于与疾病战斗到今
天／……一 个 人 难 道／连 死 也 要 追 赶 着 日 子
吗……”［２］１３儿子最担心的是母亲撑不到搬迁，那么

把她葬在哪呢？难道要葬在即将被洪水淹没的淅川

吗？母亲的处境，无论怎样，都令人肝肠寸断，只是

母亲能够葬在有亲人陪伴的新土，而不是孤零零地

被大水淹没，令儿子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心慰。诗人，

更是儿子，他内心的真实感受，让我们深深体会到，

在时代大事件的裹挟中，个体生命的无奈、疼痛与荒

凉……

诗人还准确地描述了拆迁过程中，随着每一个

物件的被毁、被弃，亲人们的心如何被揪痛：

揭第一片瓦的时候 心 一阵阵

揪疼 好像是撕自己的皮肤

荡起的灰尘 血光四散 模糊了眼睛

去第一根椽子的时候 似乎听见

我的肋骨断了 惨白的叫声

……

爸至始至终默不作声 你知道

他一生坚强 不会流泪 泪只往心里流

七十年岁月 经他的手 建了两次房

这座房该有二十岁的年龄 砖和瓦

是他亲自做的 椽子是他从南山挑的

它们像咱们兄弟 都是他的孩子

你可以体会他的心情 现在

爸为咱们营造的家没了……

———《弟弟向我描述拆房过程》［２］５

我们明白了他们为何而如此心痛，因为那房子

是父亲辛劳和梦想的物证，凝聚着一家人几十年的

记忆。

他们只能把能带的都带走，不能带走的再品味

一次，再多看一眼，留在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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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父亲执意要带那对石门墩》，“装上吧 唐河

啥都不缺／就缺石头 父亲对弟弟说／父亲说话的时
候 脸上的皱纹／荡漾着柔情 是我们／小时候 见过的
那种”［２］７。那石门墩，是父亲从南山选料、请人加工

的，在他们家已放了二十年。一草一石，都带着岁月

的刻痕，和亲人的温热，那种物我一体的爱，读来令

人百感交集。

再喝最后一口家乡水，“一口 又一口／慢慢地咽
细细地品／每一口都不愿是最后一口／家乡的水 现
在还是家乡／喝了最后一口 就成了故乡”［２］８。（《喝
最后一口家乡水》）

然后，向祖宗告别。“跪下来 低下来／与黄土一
样低／……对不起了 列祖列宗／这一去千里迢迢／这
一去再难相见……”［２］（《在坟前向祖宗告别》）

在这一幕幕难以割舍的告别里，痛和爱不可分

割地交织在一起，爱有多深，痛就有多深。

但无论如何，这些朴素善良的乡民，都能识大

局，明大理。“看来咱真得为丹江让路了 真得／为国
家做点牺牲了 父亲说／……父亲最关心农具 早早
地／把锄 镰 锨 镢头归拢到一起／口头禅 会劳动 不
怕出死力气／到哪儿都不愁没饭吃”［２］３。（《关于搬
迁的话题》）这个父亲身上，凝聚着中国老百姓的传

统美德———心中有大义，宽厚、忍让、勤劳、乐观，不

需太多。令人心疼，又令人感佩！

后来评委会碰面讨论时，大家不约而同地首推

高金光的诗集《人间呼吸》，一致认为，杜甫文学奖

应奖给这样的诗歌。诗歌“授奖辞”是我写的，我在

泪水中写了很久，希望能够准确表达，唯恐对不起那

已逝的母亲和移民之子的心。

高金光的诗集《人间呼吸》“卷一”，以本色而深

切的笔触，写南水北调中的故乡和亲人，在被拔根的

过程中那种撕心裂肺的感受，在诗人的笔下，我们看

到移民赖以生存的物件都坍塌了，移走了，但他们的

心和记忆不会移走，会继续游荡在被大水淹没的故

乡。高金光以一个移民之子的诚挚情感，尤其是对

于临终母亲在故土和新土之间催人泪下的两难表

达，完成了一个诗人对于时代生活深处个体命运的

表达，完成了无愧于故土和历史的悲情表达。（《人

间呼吸》授奖辞，写于２０１６年５月）

我也曾在不同地段看到过那被坚实的堤坝和铁

丝网围起来的清澈的丹江水，一路向北而去，我的眼

睛被一种复杂的情绪冲撞着，几乎落泪———不能不

感叹工程的宏伟！直到读完何弘和吴元成的《命

脉》，我才深深地意识到，对于南水北调，我们应有

更开阔、历时、理性的认识。

三、何弘、吴元成的大型纪实文学《命脉》

虽然知道近年来何弘和吴元成在合作做南水北

调的调研，节假日总是风雨无阻地驱车上路……但

翻开他们合作的纪实文学《命脉》这本厚重的大书，

尤其读完后，还是很让我意外和震撼！大致可归因

于以下特色：

（一）宏大的格局和人类水文明史的视野

全书大概可分为三部分：水对文明的塑造；历史

中的南水北调全貌及当时移民的状况；聚焦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和新移民。

作者从人类水文明史的角度切入，在源头处，寻

找水和人类文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源

头性、历史性而不是时段性、片面性的视野下，梳理

中国的水文明史，从水坝围出的良渚王国开始，一直

写到元明时期的大运河和北京。这一部分的写作，

辛苦的是扎实的史料准备工作和水利工程遗迹的现

场考察，高难度的是怎样把历史写活？该书主笔何

弘，多年来在一线从事文学和文化批评，又对历史入

迷，足迹遍布天下，在这本书里，他表现出了把控历

史和现时对接的能力，显示出了他在评论生涯中历

练出的高度概括力。

譬如，他写到：大禹治理过的汉水，今天成了南

水北调的水源。跨越四千年的时空，历史在此奇妙

地连接在一起。“鲧和禹治水的传说，其实代表了

中国两种重要的文化观念。一种是儒家的，以约束

的方法获得秩序，面对自然如此，面对人们的思想道

德也是如此；一种是道家的，顺应自然、服从自然的

规律建立秩序，由自然及于人的内心和社会，均以自

然而然为最高原则。”［３］４６－４７他讲到助秦统一的郑国

渠，就像是讲述一个幽默诡异的小说故事，让人明

白，水利工程作为国家“命脉”的意义所在。

评论出身的何弘又善描述和讲故事，诗人、记者

吴元成更是诙谐幽默，他们磋商合作的结果，自然既

理性真实又风趣生动。

沿着人类水文明，尤其中国古代水文明的脉络，

进入第二部分———历史中的南水北调全貌及当时移

民的状况。作者写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江河治理，各

地水库和大坝建设，南水北调的东线、中线、西线工

程等。让读者对建国后的水利工程有个全方位的了

解，对其是与非有个全局的判断。

第三部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的新移民，

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和陶岔渠首的建设，作者用了

更重的笔墨，更集中的篇幅来写。作者采用移民口

·６７·



述史的方式来呈现各个时段移民的生存状况，以给

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原始档案，正如作者在后记中

所写：“把移民最原始、最真实的东西保留下来，不

加雕饰地还原移民的场景、过程及最真实的心理感

受，并由此把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的变迁表现出来，才会更有意义。”［３］８２－８３这部

分将以其真实性而进入历史。

在这些被采访的移民中，有一些就是吴元成的

亲属，因为切近，这些讲述就特别真实，因真实而复

杂，因复杂而让人心生千滋百味。移民的生存境况

和命运是那么令局外人难以想象！

在历时性的考察与呈现中，作者从几十年丹江

口水库移民政策的变化，看到了国家政策的制定从

以前的过分强调集体利益到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

心的理念转变。在工程建设的进程中，发现人们从

绘声绘色地讲述所经历的各种事件，到更多讲技术

难题和工程质量，看到了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在短

短的几十年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的建设者们已

经有能力承担起世界上最复杂的工程。从这个角度

来讲，这也是一本激励民族自信心、营造民族梦想的

大书。

（二）极具耐力的恢弘叙述，让历史和现实的方

方面面告诉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南水北调这

项世纪工程？

《命脉》的叙事风格属于经典长卷式，有种大河

奔流波澜壮阔的气象，它让历史和现实的方方面面

去呈现，给读者一种全方位的信息，有些类似史诗和

小说中的复调手法；它的文体自觉、开放，融合了各

类典籍中的水利资料、移民口述、作者的现场亲历等

各种角度，有效地运用了考古学、人类学、尤其是文

学的方法，在文学的方法中，又表现出一般纪实文学

作家所不具备的史学眼光，整体的把控能力，冷静的

思想力，敏锐的判断力等，这应得益于何弘的理论功

力。在当代纪实文学中，这种风格的写作，是很少见

的。

我本人也从事文学评论多年，在一些看法上和

何弘有着共识。如我们认为，不少当代写作和现实

生活是平行的，让读者得不到高于或多于现实的东

西，阅读变成了负消耗。深知才能自觉避之，在这部

书中，能看到，作者的写作之心———清醒、诚恳、庄

重、辽阔，努力扎根于优秀的文学传统之中，而不是

当代浮躁的语境中，以叙事的罕见耐力，沉潜于人类

水文明史和现实的原生态中去，给读者营造足够辽

阔的时空，让你沉静下来，超越这个时代去思考。

这本书让我感到，关于南水北调，或类似的重大

社会生活事件，我们不应在当下的情绪和想当然中，

而应在漫长的介入和思考中，去获取答案。这本毫

不煽情的大书，就是这样以其气度和品格感动了我，

也震撼着我。因为，在网络化时代，普遍浅抒情的语

境中，我们已很难获得这种沉静的富于启示性的阅

读感受。

为国承担，为民呼吁，应是纪实文学的责任和担

当。在他们采访河南淅川和湖北十堰等地移民的过

程中，所遇的每个群体都觉得自己委屈———“移民

觉得自己背井离乡，是在牺牲，很委屈；接收地觉得

自己本就不多的土地几乎是平白送给了别人，是在

牺牲，很委屈；移民干部觉得自己无端受苦受累甚至

挨打挨骂，是在牺牲，很委屈……”作者总结道：“这

么多人的牺牲和委屈，归结到一起，其实就是他们的

伟大奉献。”［３］２８１半个多世纪以来，因为修建丹江口

水库和实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湖北人、河南人做出

了巨大牺牲，形成了独特的“移民精神”。这种“移

民精神”，除了牺牲之义，还有顾全整个国家大局的

意识，亦既为国承担。

作为采访者的他们，也曾为移民背井离乡中所

受的苦难而落泪，为移民干部和接收地群众的牺牲

而感动落泪……他们既深情又理性地深入其中，对

这个世纪工程的方方面面进行全面的调研，在恢弘

的时空中，理性地把它呈现出来，以事实来阐释那个

颇具争议的大话题———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南水北调

这项世纪工程？

即便如此，这个话题，也许不是一本书，一代人

所能回答完的。作者尊重现实的复杂性，他的学理

和诚恳，使他不做武断和抽象的总结，他以指向未来

的笔触提出：如何推进后移民时代的发展，真正实现

移民的长治久安、融入当地？南水北调能一劳永逸

地解决问题吗？“如果目前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加以

改变，用水方式不加以改变，问题肯定会再次出

现。”［３］１０９严肃的纪实文学，应如此不回避问题，同时

带领大众做更深入的关注和思考。

（三）这是他们命运里的一本书，是故乡和时代

赋予他们的重托

看似作者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无论寒暑，一有

空就驱车上路考察和采访，南下荆襄，北上京冀，多

在河南……实则这本书，在他们的命运里早就开始

了。

作者何弘和吴元成都是南阳人，他们的父辈都

曾参与过丹江口水库的修建，他们的亲人邻里有不

少从这块土地上被拔根而成为移民。尤其元成，就

在丹江边长大，丹江口水库的修建，家园的拆除，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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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移民湖北、支边青海哈德令的艰辛历程，都牵扯

着他少时的记忆和命运。南水北调，发生在家乡土

地上的这么巨大的国家工程！牵扯几代人生存和记

忆的大事件，理应由这块土地上的儿子来完成。何

弘和吴元成，这两个南阳才子，一个是评论家兼河南

文学的掌门人，一个是诗人兼记者，既是偶然也是必

然，故乡和时代的重托落在了他们的肩上，使他们成

为移民工程的代言人、立传者。

在上路和书写的过程中，作为这块土地上的儿

子，他们带着来自家乡无形的重托、义务和责任，带

着几代人的情感记忆，也带着自己刻骨铭心的记忆，

有最可信的真实情感和经验凝聚在其中，这也是纪

实文学中最难得的。这使作品触动心灵的个性化表

达得以可能。

作为６０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写作者，何弘和吴元
成都有着对家乡青山绿水的记忆，有着浓郁的乡土

情结，更有着一代人的理想主义精神和责任担当；他

们承上启下，他们所认识的或不认识的移民们和当

事人，都在渐渐老去，像那被水淹没的故土一样，都

将会被时光之水永久淹没。他们二位赶在时间前

面，寻找到暮年中的移民们和当事人，记录下他们的

过往和心绪，留下这些珍贵的独一无二的口述史。

如果说真实性是纪实文学的生命，思想性是其

灵魂，文学艺术性是其翅膀，以这三点来衡量《命

脉》这本书的话，那么可以说，这部作品在当代众多

的纪实文学作品中，具有不可复制的品性和难以超

越的水准。也许你可以挑出这本书尚需改进的地

方，但无论怎样，它都不失为一部大作。如果你想系

统了解南水北调与人类水文明，想获得一种理性思

考重大现实话题的方法，那么请翻开《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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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政权闽东海陆军事连环防御体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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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绍旭（１９７０—），男，福建周宁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宁德师范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史。

摘　要：地处闽浙交界的闽东，元代以来，倭寇入侵首当其冲。明初，随着全国内陆局势趋于稳
定，洪武政权将注意力转向倭患严重的海防。明政府实行分区海防的积极防御策略，以沿海烽燧为

中线，在近海建立卫所，环海建立水寨，组建精锐海军，形成隔离带；烽燧向内陆面建立军屯、县治、巡

检、铺递组成的面、线、点互为表里、虚实结合、动静平衡的三面包围的陆上防御格局；最终形成系统、

全面、高效的海陆连环防御军事大格局，到洪武后期，元末以来的倭患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通过对史

料的梳理、归纳和对比等，列出拙见，以期抛砖引玉。

关键词：明政权；闽东；洪武；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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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东即现在的宁德地区，位于福建省东北部，东
临东海，南连福州市，西接南平地区，北邻浙江省温

州市和丽水地区。最东端是福鼎县星仔列岛，最西

端为古田县笔架山，最北端是寿宁山羊尖，最南端为

古田县水口镇的省洋村，东西长约２３５公里，南北宽
１５３公里，陆域土地总面积１３３７９平方公里，海域面
积４．４５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１０４６公里。［１］１０２据
《八闽通志》载，明洪武至永乐时期属于其范围的

有：福宁县（今霞浦、福鼎和柘荣）、宁德县（今宁德

和周宁县大部）［２］５９６、福安县（今福安和寿宁县一

部）［２］５０７和古田县（今古田县和屏南县），这些都属

于福州管辖，［２］４３１还包括寿宁县的南里、北里、东里

至十五都，这些当时属于建宁府的政和县。［３］３１为了

显示完整性，本文海防方面部分涉及连江县。

对于初建政权而言，主要是从军事上实现对一

个地区的控制，明初政府也不例外。这从一个数据

可以看出些许端倪，宣德元年（１４２６年）明会典：福
建原额兵１２５３８１员名，见在３８４７５员名。［４］４４９以上
数据显示：以宣德元年为界，以前的驻军是以后驻军

的３．２３倍。那么，洪武年间，明政权在闽东的海陆

军事部署如何？

一、明初政府在闽东的海防部署

（一）海防部署的背景

从元代开始，倭寇便流劫于中国沿海地区，给当

地人民造成极大危害。及至明朝初年，“乘中国未

定，日本率以零服寇掠沿海”［５］２０１。同时，张士诚、方

国珍的余党流亡海外，“诸贼豪强者，悉航海纠岛倭

入寇”［６］２１。使得倭寇活动越发猖撅，滨海一带皆被

骚扰，而闽东更是当时倭患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

闽东地处闽浙交界处，“岛夷入寇，必先犯此”［７］４４２１。

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六月，“是月，倭夷寇山东，转掠
温台明州傍海之民，遂寇福建沿海郡县。福州卫出

军捕之，获楼船一十三艘，擒三百余人”［８］１０５６。洪武

五年 （１３７２ 年）六 月，“倭 寇 福 州 之 宁 德
县”［８］１０５９－１０６０。同年八月，倭寇再次进犯闽东，“倭

夷寇福州之福宁县，前后杀掠居民三百五十余人，焚

烧庐舍千余家，劫取官粮二百五十石”［８］１３９３。根据

赵轶峰《重谈洪武时期的倭患》一文统计：洪武时期

倭寇侵扰从辽东到广东沿海合计有４５次。［９］８７－８８据
范中义、仝晰纲统计，洪武年间倭寇对辽东侵扰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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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对山东侵扰达９次，对南直隶侵扰７次，对浙江
侵扰１６次，对福建侵扰４次，对广东侵扰７次。［１０］１８

面对如此严峻形势，随着全国统一的完成，明政府开

始部署海防以御倭寇。

（二）明初海防部署

明初政府在沿海构建海防区、组建精锐海军、建

立沿海隔离带达成打击倭寇之目的。

建构沿海海防区。随着全国统一的完成，明朝

政权也日益稳定，朱元璋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

海防。在沿海地区加强海防力量，划分鸭绿江、辽

东、山东、直隶（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为七个海

防区。关于明初海防有学者曾作专文，学者赵红根

据洪武时期在山东置水军２４卫，增强海上防御力量
和沿海建立１１个卫所，建立海防工事等布置防御倭
寇代价巨大出发，对山东倭患进行阐述。［１１］４５８－４５９据

邸富生统计，“洪武一朝，明政府在浙江沿海共计设

卫１４，千户所３１；在福建沿海设卫９，千户所１３；在
广东沿海设卫所２０多处”［１２］１３。陈懋恒统计：洪武

年间在辽东沿海设八个卫，山东沿海设七个卫，浙江

沿海设十一个卫，福建沿海设六个卫，广东沿海设九

个卫，共驻军近三十万。［１３］１６４－１７１通过沿海划分海防

区，建立卫所，实现提高局部应变速度与整体相互呼

应有机统一系统，形成有效打击倭寇的第一道防线，

对捍卫大陆安危起到积极作用。

组建海军打击倭寇。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七月，
明朝“置水军等二十四卫，每卫船五十艘，军士三百

五十人缮理，遇征调则益兵操之”［８］１０６１。洪武五年

（１３７２年），便“诏浙江、福建濒海九卫造海舟六百六
十艘，以御倭寇”［８］１３９０。洪武六年（１３７３年）三月，
明太祖诏“以广洋卫指挥使于显为总兵官，横海卫

指挥使朱寿为副总兵，出海巡倭”［８］１４４８。洪武六年

（１３７３年）六月，“台州卫兵出海捕倭，获倭夷七十四
人，船二艘，追还被掠男女四人”［８］１４９０。该年内，福

建都司都指挥同知张赫“率舟师巡海上，遇倭寇，追

及于琉球大洋中，杀戮甚众，获其弓刀以还”［８］３０４２。

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年）八月，“赏温州、台州二卫将士
擒杀倭寇有功者凡一千九百六十四人文绮、钞布、衣

物有差”［８］２４２６。洪武十九年（１３８６），命信国公汤和
“往浙西沿海筑城，籍兵戍守，以防倭寇”［８］２７９９。汤

和至浙江后，筑城５９座，选丁壮５８７５０余人分守各
地，并多次命令沿海卫所组织军队出海捕倭。沿海

军事实力提升，使倭寇所造成的危害大幅下降。从

这一时期起，倭寇在沿海的劫掠渐趋消弭，史料中也

鲜有记载，但这并不意味这倭寇骚扰结束。洪武二

十年（１３８７），江夏侯周德兴先在福建濒海的福州、
兴化、泉州、漳州四府城筑城１６座，增设巡检司４５
个，并选丁壮１５０００人分隶各卫所。［８］２７３５在福建沿
海督造了烽火门、南日、铜山、小埕等５座水寨。水
寨“各为分汛地，严会哨，贼寡则各自为战，贼众则

合力以攻”。仅浯屿水寨就有兵丁２８９８人，由一名
把总统领。［１４］８０另外还收编了方国珍、张士诚残余兵

勇。［１５］８４２说明倭寇依旧还是沿海防御的重点，稍有

疏忽他们便能重新登岸劫掠。通过沿海筑城，驻扎

水军，建造战船，操练水军，主动出击，打击倭寇，取

得倭寇在沿海的劫掠渐趋消弭的良好效果。

迁徙沿海居民建立隔离带。为国防需要，洪武

时期曾经实施比“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更严峻的

措施，对打击倭寇起到巨大作用。汤和曾经迁徙沿

海居民内撤，包括“废宁波府昌国县，徙其民为宁波

卫卒，以昌国濒海，民尝从倭为寇，故徙之”［８］２７４５。

“徙福建海洋孤岛断屿之民，居沿海新城，官给田耕

种，从左参议王钝请也”［８］２７４８“国初，定海之外，秀、

岱、兰、剑、金塘五山争利，内相仇杀，外联倭夷，岁为

边患。信国公经略海上，起遣其民，尽入内地，不容

得业。乃清野之策也”［１６］３６６－３６７。洪武十七年“命

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

鱼。以防倭故也”［８］２４６０。据万历《漳州府志》载：“国

初即设备倭水寨，继有防海都指挥李彝者奏言，海岛

居民多货番，以故番有向导，得入吾境。乃尽迁海岛

居民，处之内地。于是内有防守，外无引援，百余年无

倭患矣。”［１７］１４５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年）八月，“海盗张
阿马引倭夷入寇，官军击斩之”［８］３１３４。建立沿海隔离

带，坚壁清野，破除倭寇一贯实行的里应外合之策，使

其粮草来源被阻断，以达到灭倭之目的。

（三）明初闽东海防烽燧部署

自洪武初命江夏侯周德兴经略海徼备倭，卫所

巡检司，筑城数十，防其内侵。又于外洋设立水寨，

初惟烽火门、南日山、浯屿，后增为五寨。［１４］８０洪武二

十年（１３８７），江夏侯周德兴先在福建濒海的福州、
兴化、泉州、漳州四府城筑城１６座，增设巡检司４５
个，并选丁壮１５０００人分隶各卫所。［８］２７３５

明代福建海防，初时有三水寨，霞浦的烽火门即

是其一（另外两个分属兴化、泉州二府），后来增设

小埕（在连江）和铜山（在漳州东山），五水寨闽东北

占了两个。［１０］１６大体说来，在福建沿海卫所防御体系

中，沿海五卫，福宁卫居一；十二千户所，闽东北居二

（福宁大金所，连江定海所）；四十五巡检司，闽东北

居七（福宁州６，连江１），占比在１５．６％—２０．０％之
·０８·



间。［１８］５可见以福宁府（州）为中心的闽东是福建备

倭的战略要地之一。

此外，明政府还在福宁州沿海与陆地交接处的

一都、三都、五都、七都、八都、十都、十一都、十五都、

四十一都、四十二都、四十五都、五十一都、五十二

都、五十三都构建３７个烽燧，［２］８４９－９０９［１９］８８７－８８８以实
现及时传达信息的作用。

二、明初政权的闽东陆地部署

倭寇在闽东的劫掠渐趋消弭，其原因除明朝政

府在闽东沿海广建卫所、水寨，加强海防建设之外，

明政府在闽东的陆地建立的与海防相对应的纵深、

连环、系统的军事部署起到强大后盾的作用。

明初政权对闽东主要是通过在县城建立文职公

署，在各险要地域建巡检司，在各地驻军，建校场烽燧

等军事设施，以及通过铺递加强联系的方式实现对接

海防部署的目的。下面分别对这些设置作概要性介

绍：

（一）建立文职公署

明初政权在闽东的福宁县、宁德县、福安县和古

田县都设立县级行政机构，主要包括：县衙、阴阳学、

医学、僧会司、道会司、际留仓、申明亭、旌善亭、县前

铺、河泊所等机构，部分县还设有公馆，如古田县的

黄田驿（在二都）、水口驿（在一都）、水口递运所（在

一都）［２］８４９等。

关于这些行政机构的驻军有载如下：明洪武二

十年（１３８７年）福宁有弓兵６００名。［１］１１７０

就古田县言，明初设团练兵１００名，守城兵（守
兵，即机兵）２００名。机兵在农村“尽力农亩”“有事
用以征战”，担任防守堡寨、关、隘等任务。［２０］６４３宁德

与福安没有相关记录，就以古田县为标准计之，共

６００名。则这四县共计守城弓兵１５００人。
通过这些比较完整的行政机构的设置而形成以

各个县治为中心然后向县域四周扩散的控制区域，

即以县治为圆心，以周边的军事或其他文职机构间

距为半径的一个个扇面。

（二）创设巡检司

明初政权在闽东各险要地域建巡检司１２个，分
别是：福宁县的松山巡检司、清湾巡检司、高罗巡检

司、延亭巡检司、大
!"

巡检司、水澳巡检司，宁德县

的麻岭巡检司，［２］９０７政和县的赤岩巡检司、古田县的

杉洋巡检司，［２］８４９西溪巡检司、谷口巡检司，［２］８８８寿

宁县的渔溪巡检司。［２］８６１

关于这些巡检司驻军情况，洪武三年（１３７０
年），在渔溪洋（今于南阳乡洋边村）设立渔溪巡检

司，在赤岩（今周宁县泗桥乡赤岩村）设立赤岩巡检

司，分别隶属于福宁卫指挥所和建宁卫指挥所。巡

检司配巡检１人、书手１人、皂隶２名、弓兵１８名，
为寿宁最早的军事机构。［２１］５８８

明代设杉洋、谷口巡检司，每个巡检司设巡检１
员，书手１人，统弓兵３０名，全县有弓兵６０名。［１９］６４３

古田的西溪巡检司也以此为标准计之。麻岭巡

检司“有塘兵十，此地距城一百八十里，与寿宁泗州

桥交界”［１９］３３。

明时，“福宁州巡检在今县治者四：曰清湾司、

曰高罗司、曰延亭司、曰柘洋司。每司弓兵百名，括

民丁为之”［２２］４８５。柘洋司为正统六年置，不在此列；

松山巡检司根据此标准计之。另，据《福鼎县志》之

军事编记载：大
!"

巡检司、水澳巡检司在明代有巡

检１人，书手１人，弓兵６０—１００人不等，每司以６０
人为标准计之。

总之，这十二个巡检司大体兵力６５６人。这些
设置于各地险要位置的巡检司不仅对该地区的治安

起到巨大作用，杜绝隐患的发生，同时，它与县治行

政机构遥相呼应，加强了对周围地区的控制。

（三）驻军

为有效控制闽东各地，明初政权在各地各县驻

扎了庞大的军队。据《明史》卷九十：“革诸将袭元

旧制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诸官号，而核其所

部兵五千人为指挥，千人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

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

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

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

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２３］２１９３卫所是明初

确定下来的军队编制。该编制１０人为１小旗，５小
旗为１总旗，２总旗为１百户所，１０百户所为１千户
所，５千户所为１卫。一般１卫为５６００余人，陆军、
水军、骑兵编制统一，概莫能外。［２４］

明初部队有卫兵、弓兵、机兵及戍闽之客

兵。［２５］４８５据《福宁府志》记载：前明卫所，官军舍馀，

粮米则支于广宁仓，银则支于州帑。定海俱支连江

县。大金银支州帑，米则支大金仓。拔按：明初本卫

旗军５６００余名，以操海、屯总计之也。［２６］１５６据《霞浦
县志》按：旧志，洪武二十一年，置福宁卫指挥使司，

其属有指挥同知、有镇抚、有经历知事，为千户所者

七：中、左、右、前、后及大金、定海，各统以镇抚百户。

原额官兵五千员名，唯定海所属连江，余皆屯州治，

守城戍寨，按季践更。［２７］４２１这是福宁卫的旗兵数量。

此外，还有福州右卫指挥使司和建宁左卫指挥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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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兵。据《八闽通志》载：福州右卫指挥使司屯田新旧

共３９所，旗兵１９２６人。其中中所屯五所：怀安县一所
在三都上洋；古田县四所，俱在五都破察乾起至十都前

山止。前所屯五所。俱在古田县十二都起至四十四都

赤鮊止。后所屯五所：古田县一所。［２］８６１

旗兵总数１９２６人，按３９所平均，每所４９人，古
田县有屯军 １０所，人数 ４９０人。建宁左卫指挥使
司：屯田２１所。共田地４６０顷７３亩４分８厘，计旗
军１３５５名。福州府古田县１８所，在一等都宝石等
处。福宁州宁德县２所：一所在县南二都飞鸾渡，一
所在县西一都白鹤岭。［２］８６２旗兵总数１３５５人，按２１
所平均，每所６４人，古田县有屯军１８所，宁德县２
所，共２０所，合计１２８０人。

根据以上数据的统计，明初驻扎于宁德地区的

旗兵人数７３７０人。
明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年）为防止倭寇骚扰，朝廷

派江夏侯周德兴来闽设卫筑寨，次年，在沿海增设卫

所寨堡［１］１１７７。这个水寨没有确切的兵数记载，而

永乐十八年（１４２０年）在烽火岛建烽火门水寨，为
闽海５水寨之一，隶属福建都司。［１］１１６６烽火门水寨
（每岁分福州左、中、福宁卫更番以备倭寇）：福宁

卫官员１１员，旗军９９０名；大金千户所官四员，旗
军３００名。［２］９０９再加上小埕澳水寨，福宁卫镇海千
户所，官四员旗兵４００名。［２］８５２两处合计水军１６９０
人。

就以上数字言，明初政府在闽东就有旗兵７３７０
人。水寨卫兵１６９０人，合计９０６０人。

（四）建设军事训练基地

明初政权在闽东建校场烽燧等军事设施。明初

政府在军事驻扎区建立校场，主要有福宁（州）校

场：明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年）置福宁卫时，在西门外
钓桥西（今霞浦城关西关）设西校场，长百余米。古

田县校场，明代建，在城东北溪山亭侧。宁德县演武

厅，在南门，明代建，面积９０９平方米。［１］１１６４供部队
训练以提升战斗力之用。

为保证海防安全，明政府在闽东沿海建立３８个
烽燧，主要有沙松、台澳、赖离、后琦、大青画、小青

画、东壁、离智、烽火、梅花、三山、大峰、南金、金家、

南岭、白露、水澳、黄琦、白岩、沙埕、右昙、长门、积

石、闾峡、南山、罗浮、赤崎、小南、塔尾、下许、青山、

界石、刘金、下筚、车安、石湖、关崎。［２］９０９关于校场与

烽燧驻军列入旗兵范围之内，不另作计算。

（五）添加信息传递机构

明初政权在闽东各地有铺递５９个。古田县有

总铺、曹阳铺、茶亭铺、崎岭铺、汤寿铺、常赖铺、朱坑

铺、秀岭铺、预洋铺、谷口铺、竹园铺、云顶铺，［２］８４９寿

宁县有县前铺、叶洋铺、芹溪铺、尤溪铺、平溪铺、南

溪铺，［２］８６１福宁县有州前铺、金台铺、流溪铺、官田

铺、湖平铺、官洋铺、钱大王铺、龙亭铺、杜家店铺、杨

家山铺、五蒲铺、白琳铺、顾洋铺、岩前铺、北水铺、牛

岭铺、分水岭铺、石津铺、尤家店铺、盐田铺、黄沙铺、

渔洋铺、高罗铺、大金铺，［２］９０７宁德县有县前铺、山洋

铺、飞鸾铺、白鹤铺、界首铺，［２］９０９福安县有县前铺、

柳斜铺、任家铺、化蛟铺、大梅铺、松萝铺、界首铺、廉

村铺、大留铺、曾坂铺、龟灵铺。［２］９０８

铺递驻扎有铺兵，负责官府传送军事情报及迎

送官员之役，募自民间。明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福宁
设总铺，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年）增设金台等２８铺，有
马夫、抗夫（均属铺兵）１５１人。［１］１１７０以此为标准计
算，每铺５人，则总计２９５人。一般铺递到县衙或巡
检司、驻军机构等步行２天内均可到达，通过这些铺
递向各地传递信息和了解掌握各地信息，以实现最

好的控制。

综上所述，明初政府在闽东这一区域驻扎有四

县共计守城弓兵１５００人，十二个巡检司大体兵力
６５６人，旗兵 ７３７０人，水寨卫兵 １６９０人，铺兵 ２９５
人，合计１１２１６人。

三、明初闽东海陆军事布控格局详情

（一）明初闽东海防布控格局详情

１．外海建立水军
明政府在福建外洋设立水寨，初惟烽火门、南日

山、浯屿，其中烽火门在福宁州，南日山属兴化、浯屿

属泉州，后又增二寨，其中小埕在连江。如此增设，沿

海水寨布置更为严密的同时加强了闽东的水军实力。

２．近海筑城建立卫所
明政府在福建沿海卫所防御体系的沿海五卫

中，闽东有福宁卫，占２０％；十二千户所，闽东有福
宁大金所，连江定海所二所，占１６．７％；四十五巡检
司，闽东福宁州有６个巡检司，连江有１个巡检司，
占比在１５．６％。
３．沿海构建烽燧
明政府在福宁州沿海与陆地交接处构建用于传

递信息，沟通海陆的众多烽燧，具体见表１。
根据表１所列，明初政府在福宁县的一都、三

都、五都、七都、八都、十都、十一都、十五都、四十一

都、四十二都、四十五都、五十一都、五十二都、五十

三都等十四都设置烽燧３８处，驻兵守卫，传达警报，
强化海陆交接地带信息传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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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明洪武二十八年福宁州烽燧部署情况

所在地域 名称

一都 沙松、台澳

三都 赖离、后琦

五都 大青画、小青画、东壁、离智、烽火

七都 梅花

八都 三山、大峰、南金、金家

十都 南岭、白露、水澳

十一都 黄琦、白岩

十五都 沙埕

四十一都 右昙

四十二都 长门

四十五都 积石、闾峡、南山、罗浮、赤崎、小南

五十一都 塔尾、下许

五十二都 青山、界石

五十三都 刘金、下筚、车安、石湖、关崎

　　（二）明初闽东陆地军事布控格局详情
为了更直观地对明初闽东的文、武署的部署情

况做全面了解，现对闽东各县行政机构、军屯、铺递、

巡检、烽燧等的具体情况分县别进行阐述：

１．古田县的军屯、铺递、巡检分布
古田县的屯田军有２８所，分布于五都至十都，

十二都至四十四都间；巡检司分布于一都、西溪和三

十六都，铺递在县治、一都、二都、七都等地，再加上

县治的行政机构和水口关（在古田县南一都）。可

以说，古田几乎是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

２．福宁县的军屯、铺递、巡检、烽燧等分布情况
福宁县有屯田军１０所，从一都到六都，二十都

至二十六都，四十四都至四十六都；巡检司分布于一

都、五都、十一都、十二都、四十三都、五十都，铺递在

县治、二都、四都、六都、九都、十八都、十九都、二十

都、二十一都、二十二都，三十五都、三十六都、三十

八都、四十二都、四十三都、五十二都等；烽燧处于一

都、三都、五都、七都、八都、十都、十一都、十五都、四

十一都、四十二都、四十五都、五十一都、五十二都、

五十三都，再加上县治行政机构和沿海水军驻扎，

可以说，福宁县几乎是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

３．宁德县的寺庙、军屯、铺递、巡检分布情况
宁德县有屯田军有２所，一所在县南二都飞鸾

渡，一所在县西一都白鹤岭。巡检司分布于十五都

和赤岩；铺递在县治、二都、十九都等地，再加上县治

的行政机构，宁德县部分在直接监控之下。

４．福安县的寺庙、军屯、铺递、巡检分布情况
福安县有渔溪巡检司，铺递在县治、九都、二十

都、二十一都、二十五都、二十六都、二十七都、二十

八都等地，再加上县治的行政机构，福安县直接监控

之下，其他部分也因为临近地区的文武署机构而属

于有效监督之内。

就内陆总体控制而言，在闽东四个县的１７３个
都中，有驻军、军屯、铺递、巡检中兼具其一以上者

１０２个，占５７．７％；兼具其二者２２个，占１２．６％；兼
具其三者２个占１．１４％。

总之，明政府在沿海建构海防区、组建海军打击

倭寇、迁徙沿海居民形成隔离带，形成以海陆交接处

为枢纽的四条防线。海陆交接处建造烽燧，沟通海

陆信息；烽燧之外，沿海筑城，驻扎着卫所、巡检司；

卫所、巡检司之外则为外海水寨，驻扎水军，配备战

船，操练水军，主动出击，打击倭寇。为配合海防力

量，明政府在闽东的福宁县驻扎屯田军对接沿海烽

燧，密切与近海卫所和水寨水军的关系，在古田县西

部驻扎屯田军，在南部即宁德一、二都和古田南部驻

扎屯田军队，从而形成了一个东西南三面包围的陆

地军事大格局。在这一格局的内部通过建立福宁

县、古田县、宁德县、福安县等县级行政机构，在要害

之处建立巡检司、关隘，并在闽东大地上建立了行走

于古官道之上传递信息的铺递，从而形成一个有点、

有线、有面，且点中有重点，线有主线，面有实面的

东、西、南厚实，县治行政中心坚实，险要地带特置巡

检的巨大网络。在这一军事力量控制如此严密的区

域，即使有一两处受到侵扰，信息能够即刻被传递至

县治所在地，县治所在地会作出反应，或调集周边队

伍，或通过福州府协调调集部队对之进行处理，可以

在１—３天内得到有效解决，这成为海防的有力支
撑。海陆联防的战略布局形成了对倭寇强大的打击

力度，洪武后期，元末以来的倭患问题基本得到解

决。

由此，可以引发我们更进一步思考，明政权之所

以在该地设置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除闽东作为防

备倭寇北上、南下的枢纽作用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目

的？福建其他地方如闽南、闽中等地海陆布控情况

与闽东有何异同之处？中国沿海的其他海防区的海

陆布控情况如何等等问题，都有待更进一步的挖掘

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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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型领导的本土辩证逻辑及领导方式的转变路径

张志杰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１０
作者简介：张志杰（１９７３—），男，河南郑州人，管理学博士，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及领导科学。

摘　要：变革型领导作为“舶来”的领导范式，得到了我国学界的普遍关注与研究，部分学者开
展了本土的实证检验，但它能否适应中国土壤取决于这种领导行为对其生成逻辑的遵循。本文从本

土化理念的视角出发，对危机与情境、当前与长远、外来与本土、盲从与遵从等四个方面对其生成逻

辑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在中国本土情境下我国领导干部领导方式的转变路径。

关键词：变革型领导；本土化；领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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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变革型领导”这一概念最早由 Ｂｕｒｎｓ提出［１］，

Ｂａｓｓ（１９８５）在其基础上发展了该理论，认为变革型
领导通过让员工意识到所承担任务的重要意义，激

发下属的高层次需要，建立互相信任的氛围，促使下

属为了组织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并达到超过原

来期望的结果［２］。随后，Ｂａｓｓ＆Ａｖｏｌｉｏ（１９９３）进一
步提出了变革型领导模型的四个主要因素，即领导

魅力、领导感召力、智力激发、个性化关怀。

最近二十多年，变革型领导理论占据了领导研究

的中心地位，已经成为领导理论研究的新范式，是当

前最受欢迎和最前沿的领导理论之一［３］，并形成了具

有代表性的研究分支。变革型领导的研究与实践也

得到了国内的广泛关注，并引发学者的研究热情。本

文借鉴近年来对变革型领导的研究成果，探讨变革型

领导对我国领导干部的文化适应性的辩证逻辑以及

打造具有本土化的变革型领导风格的路径选择。

二、变革型领导的本土辩证逻辑

变革型领导是“舶来”的领导范式，本文基于变

革型领导的领导魅力、领导感召力、智力激发、个性

化关怀的四个维度，结合我国的“本土化”情境，思

考从危机与情境、当前与长远、外来与本土、盲从与

遵从等四个方面来阐述其在我国的本土辩证逻辑。

（一）危机与情境

Ｂａｓｓ（１９９９）认为，对于在什么情境下变革型领
导行为最有效的认识是极为缺乏的，他建议研究者

应该关注那些对变革型领导产生影响的情境因素的

研究。也就是说，环境能够迫使领导者改变其领导

方式，以适应环境的生存条件。

灾难和危机始终伴随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

类就是在不断地与灾难和危机的斗争中成长与发展

的。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认为危机是一种严重威胁社会系统
基本结构或者基本价值规范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中，

决策集团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极不确定的情况

下作出关键性决策［４］。时至今日，公共危机已成为

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我国在市场“转型”过

程中，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市场

经济发展的配套制度并不健全，政府在将高度集权

的具体事务推向市场的同时，相应的配套措施或社

会力量并没有跟上，导致政府退出后许多矛盾纠纷

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５］。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
到来，社会环境将更加复杂多变，使得公共管理者产

生了调整组织管理和领导风格以化解危机的现实需

求。在这种情境下，变革型领导范式提供了可持续

的危机化解方案，满足了我国目前面临的领导能力

提升需求。［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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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作为一种情境因素，虽然可能对组织的生

存与发展产生威胁，但同时也可以为变革型领导风

格的形成与效力的发挥充当催化剂。变革型领导者

能够在危机处理中担当大任，这与他们和追随者之

间形成的特殊关系有关。变革型领导在危机处理中

的作用机理表现在：（１）变革型领导的价值观和目
标内在化能够为组织确立信心。当危机发生时，下

属的信心能够有效预防危机的扩散和稳定人心，而

这种信心来源于变革型领导者。Ｈｏｗｅｌｌ＆Ａｖｏｌｉｏ
（１９９３）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的下属会将领导者的
价值观和目标内在化，接受领导者的价值观，从而下

属将会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去追求领导者所提出的使

命和目标。目标内化的价值观就会形成彼此的信任

和激励，从而这种信任和激励就会形成化解危机的

力量，以此去化解危机。（２）变革型领导者具有令
下属心悦诚服的特质或行为，因而成为下属的角色

典范，得到下属的认同、尊重和信任，能为下属指明

方向与恢复信心。变革型领导的特征满足了追随者

的愿望，他们愿意模仿并追随领导者，从而在组织中

形成凝聚力。在危机出现时，变革型领导能够凝聚组

织的力量，共同抵御危机的发生。（３）变革型领导通
过强大的个人魅力，感染周围的群众。在危机情境

下，群众的相对剥夺感是一种潜在的心理行为，这种

行为如果得不到及时控制，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极

大地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变革型领导以个人的

感染力激发追随者的热情，勇于面对困难与挑战。

（二）当前与长远

长远发展离不开当前的客观存在。“不积跬

步，无以至千里”，领导干部只有着眼当前、立足当

下，经济社会的发展才能更长远。同时，领导者应具

有前瞻性的战略视野，能够兼顾当前与长远，给组织

发展指明方向，确立组织发展目标。变革型领导通

过为下属提供有意义并且富于挑战性的工作、对组

织成员表达较高的期望、采取积极乐观的工作态度，

使他们在乐观与希望中展望未来的发展。变革型领

导是具有绝对人格力量的人，关注组织的未来方向，

能够为追随者确立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愿景，使追随

者产生极度强烈的忠诚、激情和献身精神。我国传

统的文化伦理赋予了领导者神圣的权威形象和强大

的号召力，这符合变革型领导的特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

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可持续发

展。建设生态文明，就是在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当

前与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关系，在我国锦标赛体制下

领导追求以ＧＤＰ为目标的粗放式发展转变为绿色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变革型领导风格着眼于组织未

来发展的愿景，与可持续发展的规律高度契合。为

此，我们的领导干部应具有这种能为下属提供清晰

的、有感染力的、能对他们产生激励作用的领导风

格，确立着眼于组织长远发展的目标和愿景。各级

领导干部在制定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地区长远发展

的实际，不能制定不切合实际、脱离科学发展的政

策，实现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做到人与自然的和

谐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干

部考核评价制度，不再简单地把经济增长速度与干

部的德能勤绩廉划等号，上级政府也不能把经济增

长速度作为提拔干部的唯一依据。根据领导归因理

论，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使得领导

干部确立的愿景与发展规划符合客观实际，切实做

到和谐发展。

（三）外来与本土

领导行为应该是镶嵌在特定文化中的一种特殊

现象，领导的内涵、领导作风及效果必定受文化的影

响（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１９８０）［７］。纳哈雯蒂指出，领导者的归
因模式会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８］。Ａｖｏｌｉｏ＆Ｂａｓｓ
（１９８８）指出，集体主义倾向会促使个体支持组织的
目标与价值观，从而使得变革型领导有效地聚合下

属的目标和价值观，以形成属于整个组织的愿景，极

大地提高变革型领导行为的效能。变革型领导强调

领导者的道德品质，面对有魅力的领导者，追随者会

更加崇敬、尊重、信任和认同。

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关系取向的群体社

会。几千年文化传承中，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

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为官者历来提倡“为政以

德”，要求领导者注重自身道德修养，行为正派。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上好义，

则民莫敢不服”。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是“从文

化”，这种文化有利于凝聚组织力量，有利于组织的

团结和注重集体利益。这种集体主义的文化氛围为

变革型领导风格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儒家中庸思想主导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导向有

时被曲解为对独立创造力和个性化的扼杀。尤其在

当前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环境下，变革型领导者更应

注重对下属创新创造发展活力的鼓励和支持。

人情社会也是中国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

人情社会的文化背景下，领导干部容易与下属形成

团结互助的文化氛围，但由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

的冲突，制度可能会成为摆设。与西方对规则和契

约的遵循相比，中国社会处理事情往往难以避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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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人情、托关系的情况。这种社会文化要求变革型

领导在管理社会事务时，避免被人情关系网缠绕，依

照制度设计和法律规定治理社会问题。

（四）盲从与遵从

盲从和遵从的根本区别在于，下属在服从领导

决策的同时是否拥有独立的思考、见解和判断。在

Ｂａｓｓ看来，当下属受到变革型领导的激励后，会提
高工作热忱与动机，并彻底改变对工作的态度；下属

会做出自我牺牲并超常努力，以提高工作效能［２］。

变革型领导使追随者接受领导者的感召，认同领导

确立的目标并渴望模仿其领导者的行为，而追随者

在这一遵从的过程中，容易从感情上屈从于领导者

的决策，有时忽略了独立思考，短视了决策的对与

错，导致盲从行为的发生。假如下属没有对领导所

做出的决策进行科学思考和判断，并且不能及时指

出领导的错误之处，那么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将无

法挽回。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当追随者发现

领导者的决策确实不符合现实或违背经济发展规

律，应及时提醒和纠正。假如变革型领导者具有强

烈的责任感，他所确立的组织目标与愿景是经过科

学决策的，并且这种决策还处于监督之中，这样追随

者就会遵从领导者的决定，并与领导者一道完成共

同确定的使命。

变革型领导更多地扮演了自下而上的功能，强

调了对下属精神和智力的支持，通过授权等让下属

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与展示，而下属也会更加主动

积极和热衷地参与，不仅仅是执行领导者的指令。

中国传统的管理文化则偏向于自上而下的领导，大

多强调了对权威的尊崇，这种权威主义下的领导者

往往表现出权威、仁慈的领导行为，下属则表现出敬

畏顺从、感恩图报以及认同的效法行为。这种权威

造成下属对领导的决定唯命是从，不敢对领导的决

定说“不”。因此，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我们对领

导干部的个人“魅力”不能过分尊崇和过度崇拜，更

不能过度神话领导威权的作用，而应根据实际执行

领导的决策。

三、本土情境下领导方式的转变路径

变革型领导在我国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土壤，但

还应拥有恰当的培育方式，使其在社会管理实践中

生根发芽，使我国的领导干部真正转变领导方式以

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

（一）德行为魂，要加强道德修养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

共之。”儒家思想将“为政以德”作为治国理政的最

高理念，其核心就是应加强领导者的个人道德修养。

公共管理者要想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并获得

追随或认可，必须具备高尚的品德，就像孔子所说的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德

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国选拔干部的根本原则，它

突出了个人道德的重要性。变革型领导努力重塑下

属的个人价值观和自我意识，并将下属的需求和抱

负推向更高水平。领导干部要不断加强自身道德的

修养，端正自身，以身作则。一些领导干部因贪腐而

被查，究其原因，主要原因是领导个人道德的缺失，

导致他们罔顾法律，丧失集体性道德意识，引发伦理

道德失范行为乃至集体性权力寻租行为。为此，领

导干部应按照中央“三严三实”教育活动的要求，不

断提升个人道德素养和自身素质：一是将道德教育

纳入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的长期计划，作为一门主要

课程进行培训。“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

天下”，领导干部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带

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带领群众在全社

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清明的政治生态；二是对

领导干部进行严格管理，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

加强反腐制度建设和干部监督，尤其是加强对领导

干部财产的适时监督，以减少领导干部寻租空间；三

是定期进行反腐倡廉的教育，重塑公共领域的伦理

制度体系建设。

（二）能力为基，不断提高处理公共危机的能力

突发性自然灾害和社会群体性事件等公共安全

危机时刻考验着公共管理者的执政能力。如果危机

事件不能及时得到有效控制，其危害将直接影响社

会的稳定。变革型领导能够使得群众价值观内化一

致，从而形成化解危机的强大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危机一旦发生，领导者依靠其强大的个人魅力和战

略洞察力，能够聚集人心和士气，树立克服困难的勇

气，及时获取各方的支持，从而带领大家迅速平息、

妥善解决危机。为此，领导者要不断提高处理公共

危机的能力：一要对危机及时进行评估预警，及时掌

握各类信息；二要广泛依靠群众，使参与处理危机的

部门、单位协调一致，形成合力，尽快处置；三要积极

做好善后工作。

（三）思维为标，拓展具有前瞻性的思维

领导干部所确立的目标、决策应充分体现出前

瞻性，也就是目标和决策要有科学性。影响领导前

瞻性的因素主要有组织权利、习惯、知识素养等。前

瞻性对领导干部来说，就是具有战略眼光、国际视野

的特点。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领导干部应充

分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严格依据经济社会发

展规律办事。反过来，前瞻性不是脱离现有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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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比如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必须符合现有实

际情况，否则这种前瞻性就是无序的“大跃进”。谨

记孔子所言：“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

小利，则大事不成。”

（四）作风为钢，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群众路线是我党致胜

的法宝。实践证明，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及我国建

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关键是坚持群众路线，密切党群

关系。反之，不依靠群众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就会遭受挫折，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就。在公共决策和社会管理中，领导干部应从

“以政府为中心”向“以人民群众为中心”转变，凸显

人性化管理，倾听群众意见和呼声，了解群众疾苦，

使群众真正参与到公共管理中来，着力解决群众反

映的基本问题，实现社会公平。领导干部转变工作

作风，应该从被动回应群众到主动邀请群众积极参

与社会管理。搞好干群的伙伴关系，领导干部首先

应该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积极开展网络问政，主动积

极回应群众诉求；其次，应致力于领导干部与群众彼

此之间的信任，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协调。

（五）担当为本，弘扬敢于负责的传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党员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敢于坚持原则，并带

头示范、以上率下。一是坚持不断创新。创新是社

会发展的动力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大数据对现

代社会的广泛渗透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挑战，同时其

先进的技术和平台也为改革提供了革命性的工具。

面对环境的复杂性，领导干部要主动适应环境的变

化，积极制定有关政策与措施，为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敢于克难攻坚。领导

干部要以问题为导向，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认真

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群众对公共产品的需

求不断增多，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对

于社会治理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就需要领导干部发

扬知难而进、勇于负责的精神，团结带领干部群众克

服困难，想方设法解决问题。三是坚持不断学习。

大数据时代，有的领导干部面临着“本领恐慌”，这就

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培训，以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

在培训内容上，重点培训互联网知识、领导力提升等

方面的内容；在培训重点上，重在培训处理公共危机

的能力和公共治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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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诗学由一个文学概念被后人引入到翻译学当中进行研究，译者进行翻译活动时都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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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讨论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时在译本选择和翻译策略上的诗学考量，以及诗学因素促使译者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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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诗学”起初是一个文学概念，最早出现在亚里

士多德的《诗学》中，其目的是为了解释什么是诗

歌，包括戏剧。后来，诗学的概念由英国翻译理论家

莫娜·贝克（ＭｏｎａＢａｋｅｒ），美国翻译理论家威利
斯·巴恩斯通（ＷｉｌｌｉｓＢａｒｎｓｔｏｎｅ）等人相继作了深入
的研究和阐释，从而把“诗学”的概念由文学引入到

了翻译学。本文主要从诗学的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

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微观层面的文学要素有文学

样式、主题和原型人物等，宏观层面则是从文学的功

能出发，主要指文学在社会系统中起到什么作用。

《浮生六记》是由清朝作家沈复所著的一部自

传体散文。该书以作者的夫妇生活为主线，描述了

作者与妻子陈芸从情投意合，结为连理，到后来由于

封建礼教和贫困的压迫与煎熬，最终理想破灭，陈芸

死后作者开始游历各地。１９３５年，《浮生六记》首次
由林语堂英译，至今共再版六次，是这本书再版次数

最多的英译版本。林语堂对这对夫妻知足常乐、恬

淡自适的生活感动至深。从林语堂选择翻译《浮生

六记》到他具体的翻译过程中一些对于原文的调整

都可以用诗学因素来解释。本文将以林语堂《浮生

六记》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探析林语堂英译《浮生六

记》的诗学风格。

二、微观诗学要素：文学要素

诗学中的文学要素包括文学手法、文学样式、主

题、原型人物、情节和象征等，即微观层面上的文学

特征。翻译不仅仅是文字层面的转换，由于目的语

和源语之间存在很多文化层面的差异，如果译作想

要在译入国家被读者接受，就需符合译入语国家的

主流诗学。从微观层面上，影响翻译活动诗学风格

的因素有很多，该部分将重点从诗学主题、文学样式

和原型人物角度讨论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时在

译本选择和翻译策略上的诗学考量。

（一）诗学主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经济受到了严重

打击，开始兴起了“西方衰落”的思潮。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现实主义成为了西方国家的主流诗学，现实生

活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西方国家经济上的严

重衰落，导致人们精神上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为了寻

求安慰和解脱，西方人开始关注东方文化，关注东方

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试图从东方文化中得到

精神上的释放。

１９３５年，林语堂首次将清朝的小品文《浮生六
记》进行英译。当时的中国正在大力倡导白话文运

动，同时将西方文学作品汉译引入中国，很少有人将

中国文学译出。此时林语堂选择英译《浮生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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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与中国的主流诗学不符，但他的选择却符合了

译入语国家的主流诗学，因为关注现实生活、寻求精

神上的解脱正是当时西方国家的诗学主题。而《浮

生六记》这样一部描写中国寻常夫妇居家生活和作

者浪游各地的自传体散文，主要是作者抒发己情，传

达一种安逸闲适的生活方式和怡然自得的处世态

度，这恰好是当时西方人所追求的理想主题。林语

堂在翻译《浮生六记》时，对译文做出的一些调整是

符合译入语国家诗学风格的。例如：

芸不善饮，强之可三杯，教以射覆为

令，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矣。［１］１８

Ｙｕｎ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ｄｒｉｎｋ，ｂｕｔｃｏｕｌｄｔａｋｅａｔ
ｍｏｓｔｔｈｒｅｅｃｕｐｓｗｈｅｎｃｏｍｐｅｌｌｅｄｔｏ．Ｉｔａｕｇｈｔ
ｈｅｒ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ｇａｍｅ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ｌｏｓｅｒｈａｄｔｏ
ｄｒｉｎｋ．Ｗｅｔａｕｇｈｔｔｈｅｒｅ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ａｍｏｒｅ
ｈａｐｐｙｌｉｆｅｏｎｅａｒｔｈｔｈａｎｔｈｉｓ．［１］１９

原文描写作者夫妇二人在沧浪亭避暑时夫妻之

间的日常乐趣，这种安逸闲适的生活是作者认为的

人间之乐，也是当时西方国家所追求的理想主题。

然而在一些中西方文化有差异的地方，林语堂在翻

译时做出了调整，如例句中“射覆”被译为“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ｇａｍｅｓ”。“射覆”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字类的酒令，
这对于西方国家的人们来说是陌生的，而林语堂将

它做了归化的处理，翻译为“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ｇａｍｅｓ”即“文字
游戏”，这样的改写使西方读者更能够接受，符合他

们主流诗学的诗学主题，从而可以更顺畅地传播到

译入语国家。

是时风和日丽，遍地黄金，青衫红袖，

越阡度陌，蝶蜂乱飞，令人不饮自醉。［１］１１８

Ｔｈｅｓｕｎｗａｓ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ａｎｄｔｈｅｂｒｅｅｚｅ
ｗａｓｇｅｎｔｌ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ａｐｅｆｌｏｗｅｒｓｉｎ
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ｌｏｏｋｅｄｌｉｋｅａｓｔｒｅｔｃｈｏｆｇｏｌｄ，ｗｉｔｈ
ｇａｉｌｙｄｒｅｓｓｅｄｙｏｕｎｇｍｅｎａｎｄｗｏｍｅｎｐａｓｓｉｎｇ
ｂｙｔｈｅｒｉｃｅｆｉｅｌｄｓａｎｄｂｅｅｓａｎｄ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ｉｅｓ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ｔｏａｎｄｆｒｏ———ａｓｉｇｈｔｗｈｉｃｈｃｏｕｌｄ
ｍａｋｅｏｎｅｄｒｕｎｋ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ｎｙｌｉｑｕｏｒ．［１］１１９

原文是描写作者与友人相聚，大家相约外出赏

花作乐时的情景，这正符合了当时西方读者所追求

的诗学主题。但是原文中“黄金”“青衫红袖”等都

是对风景和人物的暗喻，如果直接翻译为“ｇｏｌｄ”和
“ｂｌｕｅｄｒ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ｄｓｌｅｅｖｅ”那么必然会引起西方读
者的误解。林语堂在翻译时做出的调整能更好地向

西方读者传递这个诗学主题。林语堂在翻译时把

“黄金”“青衫红袖”等词直接解释了出来，这样一

来，西方读者的理解障碍就减少了许多，也符合当时

的主流诗学。

（二）文学样式

文学样式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学体裁，常见的有

小说、诗歌、剧本、散文、寓言等，中国古代的文学样式

有赋、骈文、说、论、杂记、游记等。不同的文学样式也

会影响译者的翻译活动，并且文言文的表达方式与用

词等方面有许多与白话文不同的地方，这些都需要译

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对原文进行调整。

沈复的《浮生六记》属于古代文学样式中的杂

记，也是一部用文言文书写的自传体散文。杂记的

特点是篇幅短小，内容丰富，以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

为主要内容。林语堂选择翻译的《浮生六记》比较

容易被西方国家读者所接受，并且与当时西方国家

的主流诗学也是符合的。然而，《浮生六记》著于清

朝，通篇为文言文，林语堂却是现代翻译家，再加上

英语与汉语语言形式的差异，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必

然要对原文进行调整。例如：

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专役相迓，

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１］１４

Ａｔｔｈｉｓｔｉｍｅ，ｍｙｆａｔｈｅｒＣｈｉａｆｕｗａｓｉｎ
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Ｋｕｅｉｃｈ’ｉ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ａｎｄｈｅｓｅｎｔ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ｔｏ
ｂ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ｉ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ｎｏｔｅｄｔｈａｔ，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ｉｓｔｉｍｅ，Ｉｗａ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ｔｕｔｏｒｓｈｉｐｏｆ
ＣｈａｏＳｈｅｎｇｔｓａｉｏｆＷｕｌｉｎ［Ｈａｎｇｃｈｏｗ］．［１］１７

原文中“幕府”“武林”都是现代汉语中不再使

用的词语，在西方国家中属于词汇空缺的文化词。

“幕府”指明清时期的督府衙门，其职能相当于西方

国家的“地方政府”，因此林语堂在翻译时将“幕府”

译为“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这样就符合了译入语国
家的文学形式，使西方读者能够读懂并接受。“武

林”是“杭州”的旧称，在林语堂所处的时代，人们对

“杭州”都比较熟悉，而对于“武林”，恐怕大多数中

国人都不知它也是个地名，更不用说西方读者了。

于是林语堂在“Ｗｕｌｉｎ”后注上了“［Ｈａｎｇｃｈｏｗ］”，以
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和阅读。

桥南有莲心寺。寺中突起喇嘛白塔，

金顶缨络，高矗云霄，殿角红墙，松柏掩映，

钟磬时闻；此天下园亭所未有者。［１］２３０

Ｏ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ｏｆｔｈｅ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ｔｈｅ
Ｌｏｔｕｓ－ＳｅｅｄＴｅｍｐｌｅ，ｗｉｔｈａ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ａｇｏｄａ
ｒｉｓｉｎｇ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ｕｐｆｒｏｍ ｉｔｓｍｉｄｓｔａｎｄｉｔｓ
ｇｏｌｄｅｎｄｏｍｅｒｉｄｉｎｇ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ｌｏｕｄ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ｔｅｒｒａｃｏｔｔａｗａｌｌｓａｎｄｔｅｍｐｌｅｒｏｏｆｓｎｅｓｔｌｉｎｇｕｎ
ｄｅｒｔｈｅｋｉｎｄｓｈａｄｅｏｆｐｉｎｅ－ｔｒｅｅｓａｎｄ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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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ｎｄｓｏｆｔｅｍｐｌｅｂｅｌｌｓａｎｄ
ｃｈ’ｉｎｇ［ｍｕｓｉｃａｌｓｔｏｎｅ］ｃｏｍｉｎｇｔｏｔｈｅ
ｔｒａｖｅｌｅｒ’ｓｅａｒｓ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ｌｙ———ａｌｌｃｏｍｂｉ
ｎｉｎｇ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ａｕｎｉｑｕｅｅｆｆｅｃｔｔｈａｔｃｏｕｌｄｎｏｔ
ｂｅ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ｉｎａｎｙｏｔｈｅｒ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ｓｇａｒｄｅｎ
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１］２３１

原文的两句话主要是描写莲心寺的景色，语言精

练短小，每小句不超过九个字。这种简洁的语言表达

是符合中国人的审美的，但西方读者未必认可。林语

堂将原文的两个句子在翻译时合并为一个长句，结构

清晰而又紧凑，同时也将莲心寺的美景形象地表达了

出来，这样的文学形式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口味。这

样的调整符合译入语国家的主流诗学，亦可使译入语

国家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三）原型人物

原型人物是文学作品中笔墨最浓，集中了作者

绝大部分正面情感和精力的主人公，是经典的、将近

完美的人物角色，多设定为文学作品的主角。［２］５９原

型人物往往也是译者选择译本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

要因素。《浮生六记》中，沈复笔下的芸娘通情达

理，温婉动人，又富有生活情趣，简直是作者眼中接

近完美的妻子。而林语堂对于芸娘的赞赏与倾慕更

是毫不掩饰，在《浮生六记》的译者序中，林语堂开

头第一句话便这样写道：“芸，我想大概是中国文学

史上最可爱的女人。”［１］Ｘ１１１对于原型人物芸娘的喜

爱，或许也是林语堂选择翻译《浮生六记》的原因之

一。芸娘的人物形象不仅符合译者林语堂个人的诗

学风格，也符合当时西方国家的主流诗学。芸娘的

人物形象并不像当时典型的封建妇女，她既聪明又

要强，个性之中潜藏着反礼教的精神，追求自由，崇

尚自然，这些特点都是符合西方读者的审美与主流

诗学的。选择翻译以这样的原型人物为主人公的文

学作品，译作能够尽可能多地被译入语国家读者所

接受。而林语堂在向美国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也

经常将中国文化中的女性形象做中西合璧式的改

写。［３］４６例如：

……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种落

花流水之趣，令人可爱。［１］２０

…ｂｕｔＬｉＰｏ’ｓｐｏｅｍｓｈａｖｅｔｈｅｗａｙｗａｒｄ
ｃｈａｒｍｏｆａｎｙｍｐｈ．Ｈｉｓｌｉｎｅｓｃｏｍ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ｌｉｋｅｄｒｏｐｐｉｎｇｐｅｔａｌｓａｎｄｆｌｏｗ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ｓ，ａｎｄ
ａｒｅｓｏｍｕｃｈｌｏｖｅｌｉ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ｉ
ｔｙ．［１］２１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而

芸娘却能品评诗句，从她喜爱的诗人可以看出她追

求自由，崇尚自然，这样的原型人物在西方国家是受

追捧的。林语堂在翻译时为了突出这样的形象和缩

小文化差异，对原文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他将中

国古代的神话人物“姑射仙子”翻译为“ｔｈｅｗａｙｗａｒｄ
ｃｈａｒｍｏｆａｎｙｍｐｈ”，对“姑射仙子”做了解释，缩小了
文化差异，并且在译文中加入了如“ｗａｙｗａｒｄ”“ｎａｔｕ
ｒａｌｌｙ”“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ｉｔｙ”等词，这样也突出了芸追求自由，
崇尚自然的人物形象。这样的原型人物符合当时西

方国家的主流诗学，更能够得到西方读者的认同与

接受。

珠乃纯阴之精，用为首饰，阳气全克

矣，何贵焉？［１］４４

Ｆｏｒａｗｏｍａｎｔｏｗｅａｒｐｅａｒｌｓｗｏｕｌｄｂｅｔｏ
ｌｅａｖｅｎｏｒｏｏｍ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ｌ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Ｆｏｒｔｈａｔ
ｒｅａｓｏｎＩｄｏｎ’ｔｐｒｉｚｅｔｈｅｍ．［１］４５

作为一个东方女性，芸娘具有中国古代妇女鲜

有的果敢与无私。原文中作者堂弟结婚时，新娘缺

一对珠花，芸娘立刻将自己结婚时婆婆送的珠花拿

出来给了堂弟媳，这样的人物性格在西方是受到认

可的。林语堂在翻译时将问句“何贵焉？”改为肯定

句“Ｉｄｏｎ’ｔｐｒｉｚｅｔｈｅｍ．”这样的翻译使得译文的语
气更加强烈，芸娘果敢无私的个性更鲜明，原型人物

的特点更加突出。

三、宏观诗学要素：功能要素

诗学要素从宏观层面上看，主要是指文学的功

能，即在社会系统中，文学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或应

该起到什么作用。功能要素对译者选择译本和翻译

策略同样重要，译者选择的译本符合当时译入语国

家社会的主流诗学，译作才会被译入语国家读者接

受，才会引起译入语国家的重视。当译入语文化的

接受者尚未产生了解译出语文化全貌愿望的时期，

倒可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希望窥一斑而见全豹，此

时如果译者做出相应的调整，可以达到在文化层面

上进行阐释、交流、传播的目的。［４］７３

社会体制决定特定社会时期的主流诗学，一旦

主流诗学发生变化，某些作品能够在短时间内被擢

升到“经典”的地位。［５］１９林语堂翻译《浮生六记》于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时西方经济受到了重创，社会

上兴起了“西方衰落”的思潮。西方国家的读者渴

望在精神上寻求解脱，于是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外

界，投向了东方文化，试图让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在东

方文化里得到释放和缓解。此时就需要文学发挥解

脱心灵、缓解压力、作为精神支柱的作用。《浮生六

记》正是描写中国寻常夫妇生活与作者浪游各地的

文学作品，作品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中国人安逸闲适、

·１９·



怡然自得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在当时西方国家

的社会背景下，这样的文学作品无疑符合西方读者

的期待，而林语堂对于原作的一些调整，同时在文化

层面上也有将译出语文化阐释、交流和传播的功能。

例如：

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阁，余又随母

往。［１］６

Ｉｎ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ａｔｙｅａｒ，ｏｎｅｏｆｍｙｇｉｒｌ
ｃｏｕｓｉｎｓ，（ｔｈｅ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ｏｆａｎｏｔｈｅｒ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ｕｎｃｌｅｏｆｍｉｎｅ）ｗａｓｇｏｉｎｇｔｏｇｅｔｍａｒｒｉｅｄａｎｄＩ
ａｇａｉｎ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ｍｙｍｏｔｈｅｒｔｏｈｅｒｍａｉｄｅｎ
ｈｏｍｅ．［１］７

原文中的“堂姊”一词，在林语堂的译文中翻译

为“ｇｉｒｌｃｏｕｓｉｎｓ”，但他却在后面加上了“ｔｈｅ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ｏｆａｎｏｔｈｅｒ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ｕｎｃｌｅｏｆｍｉｎｅ”并且用括号括起
来。括号里的内容是原文中没有的，是译者增译出

来的。由于中西方存在文化上的差异，译者的增译

能够让西方读者读懂原文所表达的意思，符合译入

语国家的主流诗学。

合卺后，并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

腕，暖尖滑腻，胸中不觉怦怦作跳。［１］１０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ｔｗｉｎ
ｃｕ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ｒｉｄｅａｎｄｇｒｏｏｍ，ｗｅｓａｔｄｏｗｎ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ａｔｄｉｎｎｅｒａｎｄＩｓｅｃｒｅｔｌｙｈｅｌｄｈｅｒ
ｈ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ｗａｒｍ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ｙｈｅａｒｔｗａｓｐａｌｐｉｔａｔｉｎｇ．［１］１１

“合卺”是一种中国古代汉族婚礼仪式，指新婚

夫妇在结婚当日的新房内共饮合欢酒，而在西方并

没有这样的习俗，如果直接翻译出来可能导致西方

读者看到后一头雾水，这也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所

在。因此，林语堂将“合卺”翻译为“ｔｈｅ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ｏｆ
ｔｈｅ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ｔｗｉｎｃｕ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ｒｉｄｅａｎｄｇｒｏｏｍ”直
接将“合卺”的意思解释了出来。这样就有阐释和

传播译出语文化的作用，也使得译入语国家的读者

更容易理解与接受，符合了西方国家的主流诗学，发

挥了文学应有的功能。

四、结语

本文以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为研究对象，通

过从诗学的微观层面以及宏观层面的分析可以看

出，诗学因素中的诗学主题、文学样式和原型人物等

文学要素和功能要素会影响译者选择译本和翻译策

略过程中的诗学风格，译者对原文做出的调整也可

以用诗学因素来解释。林语堂英译的《浮生六记》

堪称经典，本文的研究旨在为今后中国的典籍英译

提供一个个案参考。

参考文献：

［１］沈复．浮生六记［Ｍ］．林语堂，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米亚宁．浅论翻译与诗学［Ｊ］．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２０１２（２）．

［３］杨柳．翻译的诗学变脸［Ｊ］．中国翻译，２００９（６）．
［４］张白桦．翻译基础指津［Ｍ］．北京：中译出版社，２０１７．
［５］ＬｅｆｅｖｅｒｅＡｎｄｒ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Ｆａｍｅ［Ｍ］．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２．

（责任编辑　谢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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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ｏｅｔｉｃｓｉｓａ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ｔｈｅｎｉｔｉ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ｉｎｔｏ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ｈａ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ｅｔｉｃｓｓｔｙｌｅｓ．Ｔｈｉｓｔｈｅｓｉｓ’ｓｓｔｕｄｙｏｂｊｅｃｔｉｓＬｉｎＹｕｔａｎｇ’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ｘ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ｏｆａ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Ｌｉｆｅ，ａｎｄｉｔ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ｐｏｅｔｉｃ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ｆｈｉｓｃｈｏｉｃｅ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ｍｏｔｉｆｓ，ｇｅｎｒ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ｏｍｅｐｏｅｔｉｃｓｆａｃｔｏｒ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ｔｏｍａｋｅｓｏｍ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ｏｅｔｉｃ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Ｙｕｔａｎｇ；Ｓｉｘ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ｏｆａ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Ｌｉｆ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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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汉翻译教程》的若干译例看英译汉的技巧

刘钦荣，牛巧红
（郑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２９
作者简介：刘钦荣（１９６５—），男，河南太康人，郑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法、对外汉语语法教

学。

摘　要：开展《英汉翻译教程》中的译例点评工作，既有利于对教材的理解和掌握，也有益于英
汉翻译教学。英译汉不仅要掌握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规律、文通句顺，更要明晰两种语言的文化基

础、英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艺术。

关键词：《英汉翻译教程》；翻译技巧；直译；意译；通达；雅致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７．０５．０２０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９３－０４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９月出版的《英汉
翻译教程》［１］是我国高等院校通用的一本翻译教

材，３０多年来为英汉翻译教学作出了巨大贡献。该
书通过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和大量译例，介绍了英

语汉译的一系列常用方法和技巧，对翻译工作者具

有很大的指导作用。遗憾的是，书中有些译例在忠

实通顺方面存有一些问题。本文选取若干译例加以

评点，从而说明一个问题，即我们以汉语为母语的译

者首先要对汉语有敏锐的语感，还要精通汉语的语

法，要对自己的译文吹毛求疵，精益求精，这样才可

能译出地道的汉语句子。下面我们举些译例，逐一

加以评点。

（１）“Ｄｉｄｙｏｕａｔｌｅａｓｔｔｏｔａｌｔｈｅｇｕｙｔｈａｔｈｉｔ
ｙｏｕ？”［１］２２

对那个揍你的家伙，你至少已经向他报复了吧？

该句中的“向他”跟“对那个揍你的家伙”重复，

应删去“向他”。意思是：“你对那个揍你的家伙报

复。”

（２）Ｈｅｆａｖｏｒｅｄｔｈｅ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ａｌｌｐｅａｃｅｌｏｖ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１］７０

他赞成为了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改善关系而

进行努力。

该句中的“进行”跟“努力”不搭配，应删去“进

行”。原文中本来没有“进行”字样，是《教程》用黑

体字形增译的，反倒弄巧成拙。

（３）Ｉｔｗａｓｓａｉｄｔｈａｔｓｏｍｅｏｎｅｈａｄｓｏｗｎｄｉｓｃｏｒｄａ
ｍｏｎｇｔｈｅｍ．［１］１０９

据说有人在他们中间搞挑拨离间。

该句中的“搞”跟“挑拨离间”不很搭配，应删去

“搞”字。

（４）Ｔｈｅｖａｇｕｅｒｅｓｔｌｅｓｓｎｅｓｓｓｉｎｃｅｂｏｙｈｏｏｄｒｅ
ｍａｉｎｅｄ．［１］７５

从小就有的那种模糊的不安定状态依然还存

在。

该句中的“依然”跟“还”重复，应删去“还”字。

此外，句中的“状态”是《教程》用黑体字形增译的。

“不安定状态”不如“不安定感”准确。

（５）Ｗｅｐｌａｃｅ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ｖａｌｕｅｏｎｏｕｒ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１］５９

我们最高度地珍视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

该句中“最高度地珍视”里的“最”不能修饰“高

度”，应删去，或把“最高度地”改为“极为”，说成

“极为珍视”。这是凭语感理解的；从语法上如何解

释呢？查王还先生主译的《简明汉英词典》（商务印

书馆１９８２年出版）：“高度：（形）ｈｉｇｈｌｙｔｏａｈｉｇｈｄｅ
ｇｒｅ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ｏｒ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ａｄｊｕｎｃｔｏｎｌｙ）。”请注意括
号里的说明：只用于定语或状语。汉语语法管它叫

非谓形容词或区别词，即这种形容词不能作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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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谓形容词一般是没有比较级和最高级的。因此不

能说：“最高地珍视”。而“飞机飞行的最高度”中的

“高度”则是名词。

（６）ＡｆｔｅｒＡｕｎｔＬｅｎａｈａｄｈｅａｒｄ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
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ｈｅａｇｒｅｅｄｔｏｌｏｏｋｆｏｒａｊｏｂ．［１］３５

丽娜姨听见了家庭的困难情况后，同意去找工

作。

该句中的“听见”与“情况”搭配得不恰当，应把

“听见”改为“听说”或“听到”，会更合适些。

（７）ＥｖｅｎＦｕｌｂｒｉｇｈｔ（富布赖特），ｗｈｏｗａｓａｎｏｌｄ
ｆｒｉｅｎｄｏｆｈｉｓ，ｗａ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ｓｉｇｎｓｏｆ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１］１４４

甚至他的一位老朋友富布赖特也露出了要闹独

立性的样子。

该句中的“性”字应删，不能说“闹独立性”，只

说“闹独立”。其所以会译为“（闹）独立性”，大概

是因为原文用的名词。

（８）Ｒｅａｄｉｎｇｍａｋｅｓａｆｕｌｌｍａ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
ｒｅａｄｙｍａｎ；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ｎｅｘａｃｔｍａｎ．［１］７２

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写作使人准确。

该句中的“准确”与“人”语义上不搭配，因为不

能说“人准确”。“准确”似可改为“严谨”，译成：

“写作使人严谨”。

（９）Ｏｕｔｏｆｓｈｅｅｒｊｏｙｓｈｅｗａｖｅｄ．［１］１１９

她出于纯粹的高兴，才挥了挥手。

该句中“纯粹的”与“高兴”搭配得不恰当，一般

不说“纯粹的高兴”。应改为“她纯粹出于高兴。”

（１０）Ｈｉｓａｒｒｏｇａｎｃｅ ｍａｄｅ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ｄｉｓｌｉｋｅ
ｈｉｍ．［１］７５

他的傲慢态度使谁也不喜欢他。

该句显得别扭，语法上似乎不通，问题出在

“谁”字上：它一般不做“使”字的兼语。其实，只需

说成：“他的傲慢态度使人不喜欢他”，不必硬用强

调说法。

（１１）Ｈｏｍｅａｆｔｅｒｓｅｖｅｎｙｅａｒｓ．Ｈｏｍｅ．Ｔｈｅｗｏｒｄｈａｄ
ｍｅａｎｔｓｏｍｕｃｈｔｏｈｉｍ．［１］１１９

家，阔别了七年的家，这个字对他多亲切呀！

这是个常见的典型病句。应改为：“这个字对

他来说多亲切呀！”应注意：“对……来说”的“来说”

丢不得。因为“对……来说”表示从某人某事的角

度来看，丢掉“来说”，“对……”则表示对待某人某

事，“对”字后的词语从意念中的主动者变成被动

者，语义大相径庭。

（１２）Ｔｈｅｌａｎｄｉｎｇｗａ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ｔｏｃｕｔｔｈｅｐｅｎｉｎｓｕ
ｌａｉｎｔｗｏ．［１］５４

“ｃｕｔ……ｉｎｔｗｏ”译成汉语是“把……切成两

块”，对应于固定短语是“一分为二、一切为二”。

《教程》把该例译成“登陆的目的是要把该半岛一切

为两”显然别扭。应注意“两”和“二”的不同用法。

此外，《教程》中“犹予”［１］６８和“世外桃园”［１］７８以及

“园柱”（ｃｏｌｕｍｎ）［１］４８均有误字，应分别改为“豫
“源”“圆”。

（１３）Ｈｅｓｑｕｅｅｚｅｄｈｉｓｓｉｓｔｅｒｔｏｏａｎｄｇａｖｅｈｅｒａ
ｇｅｎｔｌｅｐｕｓｈ．［１］７１

例中有两个动词“ｓｑｕｅｅｚｅｄ”和“ｇａｖｅ”是连着说
的，并且也很对称。《教程》把此例译成：“他也捏了

一下他的妹妹，并且把她轻轻推了一下。”明显不够

顺畅，原因是后半句用了“把”字句。英语中没有

“把”字，汉语中有，但有使用条件。该例后半句若

译成“并且轻轻推了她一下”，不用“把”字句与前半

句的句式一致，似乎更显顺畅些。

（１４）Ｗｅｗｅｒｅｓｈｏｃｋｅｄｂｙｈｉｓｃｏａｒｓｅｍａｎ
ｎｅｒｓ．［１］１２）

我们对他的粗暴态度感到震惊。

该句原文是被动语态，译文用被动句更顺畅些。

译成：“他的粗暴态度令我们感到震惊”。主动句

中，“我们对他的粗暴态度”有歧义：一是“我们对

他”做定语，二是“他的粗暴态度”做“对”的宾语。

放在全句中当然是后者，但是人们理解句子是试误

加领悟的过程，读完全句才能得到正确理解。

（１５）Ｔｈｅｙｓｉｇｎｅｄｔｗｏ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ｔｈａｔｓｅｒｖｅｄｔｏ
ｗａｒｍｕｐｔｈ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ｏｆ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５５

例中的“ｗａｒｍｕｐ”对应汉语可有多个词语。如
果把例句译成：“他们签订了两个协定，目的是使他

们的关系热乎起来。”虽然能够理解，但不够纯正。

其中的“热乎”过于口语化，与整句语体不协调，宜

说成“亲热”。再比如把“ｋｉｎｆｅ，ｓｃｉｓｓｏｒｓａｎｄｗｈａｔ
ｎｏｔ”译成“刀子啦，剪子啦，以及诸如此类的东
西”［１］２６３就显得不协调，不如译成：“刀子、剪子什么

的”。

（１６）Ｐａｒｔｙ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ｗｏｒｋｅｄｌｏｎｇｈｏｕｒｓｏｎｍｅａｇｒｅ
ｆｏｏｄ，ｉｎｃｏｌｄｃａｖｅｓ，ｂｙｄｉｍｌａｍｐｓ．（Ａ．Ｌ．Ｓｔｒｏｎｇ）［１］５０

例中“ｏｎｍｅａｇｒｅｆｏｏｄ”“ｉｎｃｏｌｄｃａｖｅｓ”“ｂｙｄｉｍ
ｌａｍｐｓ”如何翻译？这得既合乎汉语习惯，又要忠实
原文。《教程》把例句译成：“党的干部吃简陋的饮

食，住寒冷的窑洞，靠微弱的灯光，长时间地工作。”

这倒不如分别在“吃”“住”“靠”后分别加上助词

“着”，成为“吃着、住着、靠着”，更为忠实原文、更为

顺畅。因为加上“着”字，成为扩展了的连谓式，前

三部分表示后一部分“工作”的方式条件。试比较

下面两句：“党的干部吃简陋的饮食，长时间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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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党的干部吃着简陋的饮食，长时间地工

作。”可见，一个“着”字便见高低。

（１７）Ｔａｌｋｉｎｇｗｉｔｈｈｉｓｓｏｎ，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ａｓｔｈｅ
ｆｏｒｇｉｖｅｒｏｆｔｈｅｙｏｎｇｍａｎ’ｓｐａｓｔｗｒｏｎｇｄｏｉｎｇｓ．［１］４７

在和儿子谈话时，老人宽恕了青年人过去所干

的坏事。

《教程》用的是状语“在和儿子谈话时”，若改用

分句“同儿子进行交谈”，则更忠实原文。译成：“同

儿子进行交谈，老人宽恕了这个青年人过去所干的

坏事。”

（１８）ＭａｙＩｅｘｔｅｎｄｍｙｈｅａｒｔｉｅｓｔｃｏｎｇｒａｔ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ｏ
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ｙｏｕ，ｆｏｒｔｈｅｇｌｏｗｉｎｇ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ｆｙｏｕｒｔｒｅｍｅｎ
ｄｏｕ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ｓｎｏｗｉｎｓｐｉｒｉｎｇ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１］７６

让我通过您最衷心祝贺伟大的中国人民及其共

产党，祝贺你们的巨大革命的辉煌胜利，这个胜利正

在鼓舞着全世界。

该句中的“中国人民及其共产党”宜说成：“中

国人民及中国共产党”。英语习惯于用代词替代，

而汉语习惯于重复名词。再如：

（１９）Ｓｈｅｌｏｖｅｄｇｉｖｉｎｇｏｒｄ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ｓｅｒｖａｎｔｓａｎｄ
ｔｈｅｙｌｏｖｅｄｏｂｅｙｉｎｇｈｅｒ．［１］９０

她喜欢对仆人们发号施令，他们也爱听她指挥。

该句宜译成：“她喜欢对仆人们发号施令，仆人

们也爱听她指挥。”

（２０）Ｍｙｗｏｒｋ，ｍｙｆａｍｉｌｙ，ｍｙｆｒｉｅｎｄｓｗｅｒｅ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ｅｎｏｕｇｈｔｏｆｉｌｌｍｙｔｉｍｅ．［１］７０

我干工作，我做家务，我有朋友往来，这些占用

了我的全部时间。

该句宜译成：“我干工作，做家务，跟朋友往来，

这些占用了我的全部时间。”汉语习惯于不用代词，

尤其是不过多地重复代词。再如：

（２１）Ｒｅｓｔｏｗｗａｓａｂｏｕｔｔｏｂｅｃｏｍｅ，ｆｏｒｌａｃｋｏｆａｎ
ｙｏｎｅｏｒ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ｂｅｔｔｅｒ，ａｖｅｒ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
ａｌ———ｔｈｅｗｒｏｎｇｍａｎａｔｔｈｅｗｒｏｎｇｐｌａ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ｒｏｎｇ
ｉｄｅａ．［１］６０

因为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人，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于是罗斯托就要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了，

这真是在错误的地方任用错误的人去实行他的错误

主张。

按汉语的习惯，该句中的两个“他”都宜去掉。

全句改译为：“因为找不到更好的人，也没有更好的

办法，于是，罗斯托就要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知识分

子了———一个在错误的位置上具有错误主张的不适

当的人。”又比如：

（２２）Ｔｈｅｆｏｏｔｍｅｎｗｅｒｅａｓｒｅａｄｙｔｏｓｅｒｖｅｈｅｒａｓ
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ｍｉｓｔｒｅｓｓ．［１］７３

仆人们愿意服侍她，就像他们愿意服侍他们的

女主人一样。

该句可以去掉一个“他们”，译成：“仆人们愿意

服侍她，就像愿意服侍他们的女主人一样。”

（２３）Ｈｅｄｉｄｎ’ｔｓｕｃｃｅｅｄｉｎｒｉｎｇｉｎｇｈｅｒｕｐ，ｆｏｒｈｅ
ｄｉａｌｅｄｔｈｅｗｒｏｎｇｎｕｍｂｅｒ．［１］５９

他没有给她打通电话，因为他拨错了号码。

该句更符合汉语习惯的译法是：“他给她打电

话没通，因为号码拨错了。”汉语的特点是洗练，讲

究语义上的意念，而英语更注重形式，要求结构上的

完整，这突出表现在代词做定语。例如英语“Ｉｐｕｔ
ｍｙｈａｎｄｉｎｔｏｍｙｐｏｃｋｅｔ．”译成汉语是：“我把手放在
兜里。”而不是：“我把我的手放在我的兜里。”再如：

（２４）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ｎｏｔｄｏｎｅｓｏｗｅｌｌ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１］５８

但是，他们的思想工作没有他们的组织工作做

得好。

该句中第二个“他们的”宜删。

（２５）Ｓｈｅｔｒｉｅｄｈｅｒｂｅｓｔｔｏｒｉｇｈｔｈｅｒｈｕｓｂａｎ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ｃｈａｒｇｅｏｆｒｏｂｂｅｒｙ．［１］４３

她尽力为丈夫被控抢劫申冤。

该句可译成：“她尽力为她丈夫被控抢劫申

冤。”

（２６）Ｔｈｅｄｏｃｔｏｒｂｅｇａｎｔｏｗｏｒｋａｓｓｏｏｎａｓｈｅ
ｃａｍｅｔｏ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１］１５４

医生一到前线，他就立刻开始工作。

这种句子中的“他”与“医生”可以同指一个人，

也可以不是同指一个人。按汉语的习惯，应译成：

“医生一到前线，就立刻开始工作。”因为“他”所指

不明，去掉后反倒明确。

（２７）Ｈｏｌｍｅｓｓｔｒｕｃｋａｎｏｔｈｅｒｍａｔｃｈｗｈｅｎｈｅ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ｅｄ．［１］１５４

当霍尔摩斯挨近的时候，他又划了一根火柴。

和上例同理，“他”宜删去。改成：“霍尔摩斯挨

近的时候又划了一根火柴。”

（２８）Ｓｍｉｔｈｆｅｌｌｄｏｗｎｗｈｅｎｈｅｒａｎｆａｓｔｔｏｍｅｅｔ
ｔｈｅｍ．［１］１５４

当史密斯跑得很快去会见他们时，他摔倒了。

照汉语习惯，全句改成：“史密斯跑得很快去会

见他们时摔倒了。”

（２９）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ｒｏｔａｔｅｓａｓｉｔｔｒａｖｅｌ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ｐａｃｅ．［１］１５４

当地球通过太空时，它在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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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汉语习惯，全句宜改成：“地球通过太空时自

身在转动。”

限于篇幅，本文不过多地举例评点。其实，在大

量的译例当中有个别的句子欠妥，实属难免。况且

这又牵涉到直译、意译以及保持原文风格等诸多方

面的问题。关于直译和意译问题，记得叶圣陶先生

认为无所谓直译意译，翻译就是在另一种语言中找

到最合适的句子来传达原文的意思。叶老说：“一

方面保持着原作的美质，一方面融化为我国的语言，

是翻译家的义务，也是翻译家的愉快。这跟‘直译’

‘意译’的说法似乎不相干；照字面讲，我想‘直译’

‘意译’全没有这回事。要翻译就只有一种方法，像

头里说的。这种方法并非不能办到，因为有少数翻

译家已经办到了，叔湘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你翻开

他译的……是现代我国的语言，是活生生的语言，是

精粹非凡的语言———一个‘了’字不多用，一个‘的’

字不少用，在节奏韵味上推敲到了家。”［２］著名教育

家叶圣陶先生在１９４３年说的这段话至今仍具有很

大的指导作用。

翻译要做到无懈可击是不可能的，但一定要吹

毛求疵，精益求精。比如王宗炎先生极力推崇吕叔

湘先生的译文，大加赞赏这句译文：“一种荒凉的宁

静挂在田野之上，好像它们也感觉寒感稍减，在它们

的漫漫的冬眠之中伸伸脚。”但同时加括号指出：

“好像它们……”似乎不如“好像这些田野……”［３］

可见，译文要做到曲达原义、字字熨帖，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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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言语行为理论分析《围城》的反讽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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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约翰·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为指导，以钱钟书《围城》为分析文本，从朱小舟
学者提出的宏观言语行为和微观言语行为两个视角分析小说中独特的语言艺术———反讽。这样分

析的目的是丰富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揭示小说的主题，挖掘作者进行反讽言语行为的真实意图，

从而读者既可以从言语行为理论对《围城》中独特的反讽艺术进行赏析，又能够从一个新颖的角度

对这部小说进行深入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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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学者对跨学科领域的深入研究，大
量的语用学理论运用于赏析文学作品中，从而产生

了一门新的研究领域———文学语用学。其中，约

翰·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语用学领域的主要

理论，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其应用于赏析文学作品进

行了大量的研究。钱钟书先生的著作《围城》作为

中国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其语言具有鲜明而独特

的艺术特色。因此，小说受到了许多学者的青睐，但

对其研究主要集中于语言的修辞方面，如对小说中

比喻、讽刺、幽默、象征等艺术手法的研究，而从语用

学角度，尤其是从言语行为理论对小说《围城》的语

言特色进行解析的研究相对较少。《围城》运用了

大量的反讽艺术手法，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

由于言语行为理论发挥着透过字面看实质，以此揭

示出言语隐含意义的作用，这和反讽艺术手法具有

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在约翰·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

的框架下对《围城》的反讽艺术手法进行解析能够

对小说中言语的隐含意义进行深入地探究。因此，

本文将在约翰·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框架下

对钱钟书的著作《围城》进行反讽言语行为剖析，这

样分析的目的是探究小说中的反讽言语行为的隐含

意义。这种探究不仅加深了读者对《围城》中反讽

言语行为的理解，而且可以挖掘作者进行反讽言语

行为的真正意图，从而深化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引起

读者的共鸣。［１］６０

一、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

２０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提出了
言语行为理论（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ｔｈｅｏｒｙ）。在《如何以言行
事》［２］一书中，约翰·奥斯汀指出语言不仅仅发挥

着“陈述”“说明”“描写”事情的作用，而且发挥着

通过语言做事情的作用。于是，他将句子划分为两

种类型：表述句（ｃｏｎｓｔａｔｉｖｅｓ）和施为句（ｐｅｒｆｏｒｍａ
ｔｉｖｅｓ）。后来，由于这两种分类不够全面，约翰·奥
斯汀在此基础上对其分类进行完善，把言语行为划

分为三种类型：言内行为（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ｃｔ），言外行为
（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ｃｔ）和言后行为（ｐｅｒ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ｃｔ）。
而约翰·塞尔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根据语言的功能

不同，将言语行为划分为五种类型：阐述性言语行为

（ａｓｓｅｒｔｉｖｅｓ）、表达性言语行为（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指令性
言语行为（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ｓ）、承诺性言语行为（ｃｏｍｍｉｓ
ｓｉｖｅｓ）和宣告性言语行为（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３］同时，约
翰·塞尔指出，说话人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才能

成功实施其言语行为：第一，基本条件（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ｓ），即说话人能够承担起实施其言语行为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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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第二，命题内容条件（ｐ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即说话人通过言语表达自己将要实施的行
为；第三，准备条件（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ｙｄｉｔｉｏｎｓ），即说话人
认为自己将实施的行为不仅与听话人的利益相符

合，而且听话人愿意说话人实施其行为，但这一行为

并不是说话人经常实施的行为；第四，诚意条件

（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即说话人真正愿意实施的行
为。其中，说话人实施任何一种言语行为的必要条

件是诚意条件。ＨｅｎｋＨａｖｅｒｋａｔｅ提出：说话人只要
对诚意条件进行反讽性操作，其言语行为就可以达

到反讽性言语行为。［４］１００如果说话人实施的言语行

为没有遵守诚意条件，那么其言语行为就可能达到

反讽的艺术效果，其言语意义就不能仅仅理解为说

话人言语的字面意义，而是与其字面意义相反的意

义。［５］１１８

“反讽”（Ｉｒｏｎｙ）作为一种文学常用的艺术手法，
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代表作《理想

国》中，含有“伪装、欺骗”之意。后来，随着对其研

究的不断深入，“反讽”才具有文体学和美学的价

值，相应地其研究范围也随之扩大，越来越多的学者

将其用于文学作品的赏析中。近年来，不少学者从

语用学领域对反讽的艺术手法进行了研究。其中，

国内外一些学者深入地研究了用言语行为理论分析

文学作品的可行性，如：荷兰学者 ＴｅｕｎＡ．ｖａｎＤｉｊｋ
从宏观言语行为（ｍａｃｒｏ－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ｓ）和微观言语
行为（ｍｉｃｒｏ－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ｓ）两个视角深入地对文学作
品进行剖析；中国学者朱小舟进一步细致地探究了

用宏观言语行为与微观言语行为两种角度赏析文学

作品，她指出宏观言语行为是作者在文学作品中通

过文字与读者进行交流的言语行为，而微观言语行

为是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与人物之间交流的言语

行为。［１］６０这些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起到

了指导性作用。总之，将言语行为理论用于文学作

品赏析时，宏观言语行为决定了整部文学作品的基

调，而微观言语行为决定了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

间的社会关系。由此，从言语行为理论研究反讽艺

术手法往往是说话人通过言语的字面意思来传达与

其相反的意思，而听话人需要透过言语的字面意思

来推测其暗含的意思，说话人借此达到反讽的目的。

二、《围城》中的反讽言语行为研究

从言语行为理论的框架下对文学作品的反讽艺

术手法进行赏析，不仅需要从宏观的角度对文学作

品的反讽艺术手法进行言语行为研究，而且需要从

微观的角度对其进行言语行为探究。因此，本文将

在约翰·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框架的指导下，从宏

观言语行为和微观言语行为两种视角对钱钟书《围

城》中的反讽艺术手法进行细致地剖析。

（一）宏观反讽言语行为

宏观反讽言语行为是指作者在文学作品中通过

文字与读者进行交流的言语行为，即作者通过文字

的字面意思来传达与其相反的隐含意思，而读者需

要透过作者的字面意思来推测其暗含意思，借此达

到反讽的目的。本文的宏观反讽言语行为将从小说

中作者的审视视角、主题表达、语言组织以及人物塑

造四个方面对其进行深入地探究。

１．审视视角
《围城》中，作者钱钟书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审

视着“围城”内外所发生的一切。作者避开小说中

的人物，用文字直接和读者对话，向读者传递自己的

看法、态度和情感，这种外在式的写作视角使小说文

本中出现大量的反讽艺术手法。因此，作者以自己

的口吻从侧面向读者描述“围城”中所涉及的人物

及事件，间接地对其进行讽刺，使小说语言委婉含

蓄、蕴意深刻、富有哲理。例如，文中作者描述方鸿

渐购买假文凭时写到：“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

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

纸能够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

来。”［６］９作者表面看似在叙述文凭的作用，实际是借

用“遮羞的树叶”等言语向读者传递出对男主人公

方鸿渐伪造文凭这件丑事的讽刺。主人公方鸿渐并

没有对自己伪造文凭这一行为进行正面评价，而是

作者以一个旁观者的态度通过文字向读者描述主人

公方鸿渐伪造文凭这件事，透过文字的字面意思向

读者传递对伪造文凭这种丑陋行为的讽刺。这种外

在式的审视视角使作者站在围城之巅，欣然笑看世

间丑态百相、人事浮华，从而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

２．主题表达
《围城》这部经典著作是以描述旧中国不同阶

层的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的生活为对象，全文围绕着

一个主题“人生百态就像一座座围城，城外的人渴

望冲进来，而冲进城内的人却急切地想逃出去”。

作者主要通过描写小说中不同知识青年的教育、爱

情、事业和婚姻状况四个方面，从侧面向读者揭示出

主人公们所遭遇的困境就像一座座围城，引诱着城

外面的人冲进去，而冲进城内的人却又急切地想逃

出来，逃出城外的人却又不知不觉地陷入另一个围

城，如此循环，永远逃不出围城的束缚的现象。作者

在文中看似是在叙述旧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教育、

爱情、事业和婚姻状况，实际上是用这种循环往复困

于围城的现象从侧面嘲讽人性的虚荣、懦弱、丑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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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同时也讽刺当时旧中国残酷的社会现实。因

此，作品主题的反讽为整部小说奠定了反讽的基调。

３．语言组织
小说语言诙谐幽默、寓意深刻、妙趣横生、富有

哲理，其中最独特的艺术特色是作者通过运用多种

艺术手法达到讽刺的艺术效果。因此，本文将从内

敛性反讽、漫画式反讽和戏谑性反讽三个方面对

《围城》中最具特色的反讽言语行为进行解读。

（１）内敛性反讽
内敛性反讽即作者通过叙述自己的看法、态度

等，从侧面对掩藏在语言背后的事物进行揭露，以此

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例如文中描述县里人们的就

业情况时，写到：“他们那县里人侨居在大都市的，

干三种行业的十居其九：打铁，磨豆腐，抬轿子。土

产中的艺术品以泥娃娃为最出名；年轻人进大学，以

学习土木工程为最多。”［６］７作者看似是在向读者介

绍旧中国百姓所从事的三种职业，实际上则是通过

对现实的描写，从侧面向读者传递当时中国贫穷的

社会状态，以及对人们传统职业观的讽刺。因此，作

者借用内敛性反讽艺术手法与读者进行交流，传递

出自己的真实意图，使读者感受旧中国的窘迫处境

及人们思想的腐朽，从而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

（２）漫画式反讽
漫画式反讽即作者用漫画的笔法夸大小说中人

物的形象，使之生动传神、栩栩如生，展示出作者对

笔下的人物的态度和看法，从而勾勒出对小说中塑

造的人物的性格特点的讽刺，以此达到反讽的艺术

效果。例如，文中刻画法国巡捕时，描写到：“法国

巡警本来苍白的脸色现在红得像生牛肉，两眼里新

织满红丝，肚子肥凸得像青蛙在鼓气，法国人在国际

上的‘绰号蛤蟆’，真正名副其实，可惊的是添了一

团凶横的兽相。上海这地方比得上希腊神话里的魔

女岛，好好一个人来了就会变成畜生。”［６］１２９作者连

用多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手法对法国巡捕的面部进行

夸张性地描写，使人物形象惟妙惟肖、形神俱佳。瞬

间，一幅栩栩如生的凶神恶煞般的漫画浮现在读者

脑海里。作者通过一种奇特的人物面部形象描写看

似是在勾勒法国巡捕的形象，实际上是通过诙谐幽

默、夸张的描述表达出对法国巡捕的厌恶，同时也反

映出旧上海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人性的摧残，从而也

对旧中国的社会现状进行抨击。

（３）戏谑性反讽
戏谑性反讽即作者将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融于

一体，看似是以开玩笑的口吻戏谑众生，创造出一种

富有智慧、谐趣的审美境界，实际上作者是从侧面对

小说中的对象进行讽刺，以此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

例如，“鸿渐一眼瞧见李先生他的大铁箱，衬了狭小

的船首，仿佛大鼻子阔嘴生在小脸上，使人起局部大

于全体的惊奇，似乎推翻了几何学上的原则。那大

箱子能够从大船上运下，更是物理学的奇迹”［６］１３９。

作者看似是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对李先生的外貌及行

李进行描写，实际上是用局部大于整体、几何学原

则、物理学等科学的隐含意思来讽刺李梅亭可恶的

嘴脸和一堆繁重的行李，从而从侧面向读者传递出

李梅亭占便宜、想赚钱的丑恶嘴脸。因此，作者用戏

谑性反讽的艺术手法既对李梅亭的丑恶嘴脸进行了

讽刺，又揭露了当时人们生活苦不堪言的社会现状，

进而从侧面对旧中国当时贫穷的社会状态进行讽

刺，这种艺术手法使得语言蕴意丰富。

４．人物塑造
小说通过大量的反讽性描写成功地塑造了不同

知识青年的人物形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男主人

公方鸿渐，他作为小说中当时封建社会下的牺牲品，

留学归来，一踏上阔别四年的故土，就接二连三地陷

入人生的“围城”，逃不掉爱情与婚姻的“围城”，摆

脱不了事业的“围城”、最后又沦陷于社会的“围

城”。作者向读者展示方鸿渐所遭遇的不同“围

城”，更能体现出他的生活状况。在爱情与婚姻中，

他意志薄弱，优柔寡断，被鲍小姐引诱后，又遭其抛

弃；继而被苏文纨羁绊，随之遭她报复；最后又陷入

孙柔嘉的诓骗中，方鸿渐可谓是饱尝感情上的折磨。

因此，才有流传至今的婚姻观：婚姻仿佛一个金漆的

鸟笼，笼子外面的鸟迫切地想飞进去，而困于笼内的

鸟想飞出来。在事业中，方鸿渐屡遭同事暗算，莫名

地卷入到同事之间纷繁复杂的恩怨纠葛，使他在事

业上遭受痛苦。在社会磨练中，方鸿渐，一名留洋回

国打算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回国后地位依然低下，

四处求职，却屡遭碰壁，使他无所适从，似乎他的一

切都被一只冷漠的大手所束缚，最终，使得本就无能

想靠买假文凭工作的他只能屈服于这只隐形掌控的

大手，一回国就逆来顺受地接受亲戚和朋友的施舍，

随之又屡次踏入爱情的陷阱，进入事业的低谷。作

者通过文字对方鸿渐婚姻、爱情、事业等方面的失败

进行描写，从侧面向读者传递出对社会的炎凉、爱情

与婚姻的欺骗及事业的无奈。

（二）微观反讽言语行为

朱小舟学者认为微观言语行为是指文学作品中

塑造的人物之间进行交流的言语行为。约翰·塞尔

将言语行为理论划分为五种类型，但 ＨｅｎｋＨａｖｅｒｋａｔｅ
指出：由于说话人的宣告性言语行为缺乏诚意条件，

·９９·



因此宣告性言语行为不具有反讽艺术。［４］９４因此，本文

将从约翰·塞尔的阐述性言语行为、指令性言语行

为、承诺性言语行为和表达性言语行为四个方面对

《围城》中最具特色的反讽艺术手法进行探究。

１．阐述性反讽
阐述性言语行为即说话人的言语具有真实性。

阐述性反讽是说话人从反面描述事情，即所描述的

事情不具有真实性，说话人可以通过赞扬来表达批

评，也可以通过批评来表达赞扬，目的是使听话人推

测其话语的暗含意思，并相信话语的真实性。以

《围城》中唐小姐和曹元朗的对话为例：

唐小姐也把那诗看了，说：“曹先生，你对我们

这种没有学问的读者太残忍了。诗中的外国字，我

一个都不认识。”曹元朗道：“我这首诗的风格，不认

识外国字的人愈能欣赏。题目是杂拌儿、十八扯，你

只要看忽而用这个人的诗句，忽而用那个人的诗句，

中文里夹了西文，自然有一种杂凑乌合的印象。唐

小姐，你领略到这个拉杂错综的印象，是不是？”唐

小姐只好点头。曹元朗脸上一圈圈的笑痕，像投了

石子的水面，说：“那就是捉摸到这诗的精华了，不

必去求诗的意义。诗有意义是诗的不幸！”［６］７４

曹元朗表面上看似是在为不理解复杂诗风的唐

小姐解围，赞扬唐小姐读懂了诗的精华，而实际上他

的话语违背了合作原则中的质量原则，话语不具有

真实性。因为如果看不懂诗，又怎么能够捕捉到诗

的精华？所以他是在奉承唐小姐，没有诚意地赞赏

唐小姐。作者通过运用阐述性反讽手法对人物间的

对话进行描写，看似是在描述人物间的对话，实际上

是从侧面对曹元朗乐于奉承的人物形象进行刻画，

以此使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２．指令性反讽
指令性言语行为即说话人要求听话人做某件事

情的言语行为，包括命令、建议、请求等。指令性反

讽是说话人的言语表达出与自己所说的言语的字面

意思不同或者相反的隐含意义。当说话人的言语并

不是真正要求听话人做某件事情或者是一件听话人

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时，其言语行为就达到了反讽

的艺术效果。

例如，当谈到苏小姐结婚时，方鸿渐调侃赵辛

楣：“应当是杏花，表示你爱她，她不爱你；还有水仙

花，表示她心肠太硬；外加艾草，表示你为了她终身

痛苦。另外要配上一束石竹花来加重这种涵意的力

量。”［６］１３４

赵辛楣喜欢苏小姐很多年，而在苏小姐即将和

别人结婚之际，方鸿渐却建议赵辛楣送花给苏小姐。

赵辛楣，作为多年的爱恋者，并不是苏小姐的结婚对

象，在这种情况下是绝对不会送花给苏小姐祝福的，

但方鸿渐给赵辛楣推荐各种花，建议他送花给苏小

姐。方鸿渐并不是真正地要求赵辛楣给苏小姐送

花，双方都知道给苏小姐送花这件事情是根本不可

能的。方鸿渐的指令性言语一方面是在描述要求赵

辛楣送花给苏小姐这件事，另一方面从反面透露出

赵辛楣对苏小姐的放不下，进而从侧面对爱情进行

了讽刺。由此，指令性反讽言语行为巧妙的运用语

言技巧，使得小说中塑造的人物之间的话语蕴意丰

富。

３．承诺性反讽
承诺性言语行为即说话人通过言语使自己承担

起实现承诺的义务，主要有发誓、保证等。即说话人

能够完成自己所承诺的言语行为。若谈话双方都知

道说话人并不能完成自己的承诺却主动承担时，其

承诺便有了反讽的意味。因此，承诺性反讽是说话

人通过言语承诺了一件自己根本完成不了的事件。

以《围城》中方鸿渐的父亲为例：

方鸿渐父亲：“既然如此，你辞了就好。咱们这

种人，千万不能够为了贪图小便宜而忘记大义。我

宁愿你逃出来做个难民。不回乡，你不过也是为了

一点点民族气节，当初你进报馆工作，我就不赞成，

觉得还不如教书。明天你过来，咱们爷俩再讨论讨

论，我替你找一条出路。”［６］１１６

方鸿渐的父亲在方鸿渐辞职时，承诺帮他寻找

一条出路。但是，以他父亲的能力是不能帮助他找

到工作的，更不可能实现他自己的承诺。他父亲为

了在媳妇和儿子面前维护自己的形象，才做出了一

件自己实际上实现不了的承诺。同时，当初方鸿渐

去报社工作，他父亲巴不得他在那里工作，现在，却

说出如此违心的言语。因此，方鸿渐父亲的言语是

一个典型的承诺性反讽的言语行为，从对其言语的

隐含意义的解读，可以看出这种手法从侧面对他父

亲死要面子的穷酸文人的形象进行讽刺，从而达到

反讽的艺术效果。

４．表达性反讽
表达性言语行为即说话人真诚地表达自己对某

事件的态度、看法或情感，如：表达感谢、祝贺、问候、

赞美；表示抱怨、道歉等等。表达性反讽是说话人的

言语与其内心的真实想法相反，以达到称赞或贬低

听话人的目的。［１］６４

例如：顾尔谦的兴致倒没有减低，嚷成一片道：

“今天好运气，真是死里逃生哪！那时候就想不到

还会跟你们两位相见。我想今天全船的人都靠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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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福———李先生，有你在船上，所以飞机没光顾。

这话并不荒谬，我相信命运的。曾文正公说：‘不信

天，信运气。’”［６］１４０

顾尔谦表面上看似在赞扬李梅亭，而实际上是

李梅亭带的行李太多，携带不方便，在遇到紧急逃命

情况时，拖了大家后腿，他还心里怨恨别人，一脸不

高兴。这种情况下，顾尔谦的言语并不是真诚地赞

赏李梅亭是他们的福气，隐含的话语是在讽刺李梅

亭行李累赘，拖后腿，从而表达出对李梅亭的不满，

但是因为不好意思直接表达出来，所以只能够用这

种隐含话语的方式来表达。顾尔谦使用表达性言语

行为从侧面讽刺了李梅亭的丑恶嘴脸。

三、结语

综上所述，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语用学领域的一

个重要理论，不仅仅为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

角，而且对文学作品的赏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

文在言语行为理论框架的指导下，从宏观言语行为

和微观言语行为两个角度分析《围城》的语言艺

术———反讽，既使得小说中的反讽艺术手法在言语

行为理论的框架中得到细致地剖析，也使读者深入

地理解作者进行反讽言语行为的意图，从而进一步

验证了用言语行为理论赏析文学作品的可行性。因

此，这样有助于读者更为深入地从一个新颖的角度

理解文学的艺术性，为以后的研究创造崭新的思路

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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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管怎么说”是汉语口语中经常用到的话语标记，从形式上看，它通常出现在句首和
句中且拥有变体形式。语义上，用“不管怎么说”连接的两个语段通常包含让步、补充、转折、因果、

顺承等关系。在语用方面，除了提醒注意、明示后续内容等功能，“不管怎么说”还具有凸显强调的

功能。在历时演变过程中，动词“说”的语义逐渐泛化、虚化，“不管怎么说”的结构逐渐凝固，最终形

成了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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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现代汉语口语中经常用到“不管怎么说”这

个短语，在有的情况下，“不管怎么说”与说话行为

有直接关系。

（１）你不管怎么说都说不过他的。
（２）他不管怎么说，大家就是不信。
在有的情况下，“不管怎么说”的意义与说话行

为没有直接关系，是作为一个整体来使用的。

（３）不管怎么说，她总是不幸的。（刘振华《女
儿悲》）

（４）不管怎么说，总不能不讲经济效果。（刘莱
敏《父亲》）

这一类“不管怎么说”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语

音上具有可识别性，“不管怎么说”之后可以停顿，

也可以加语气词“吧、呀、啊”等；第二，句法上具有

独立性，“不管怎么说”经常出现在句首，不与相邻

成分构成任何语法单位，属于句法以外的成分，删除

它们不会导致句子不合语法；第三，语义上具有非真

值性，“不管怎么说”的有无并不影响语句的命题内

容，不影响我们对句子的理解；第四，功能上具有连

接性，“不管怎么说”在话语中具有总结、转折等功

能，能够表达出说话人附带的不满、责怪或表决心的

主观情感。［１］２０２

从这些特点来看，作为整体的“不管怎么说”是

一个典型的话语标记。本文将从话语标记“不管怎

么说”的句法位置及其变体形式、语义背景、语用功

能等多方面考察它的用法。

二、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的句法位置及变体

形式

在各大语料库中我们没有发现居于话语末端的

“不管怎么说”，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要么出现在

句首，要么出现在句中。如：

（５）不管怎么说，在校园里，我还算得上是一位
明星，因为校台里有过我的声音，校报上有过我的名

字。（卞庆奎《中国北漂艺人生存实录》）

（６）不管怎么说，我可完全是为了大局，为了演
习任务！（肖云星《天幕下的恋情》）

（７）良久，他才把话接下去：“伟明，不管怎么
说，我们总算是一母同胞嘛。（贺政民《一个理论家

的愤怒》）

（８）我并不后悔，不管怎么说，两次都毕竟给我
心头留下记忆。（肖复兴《中学生梦幻曲》）

董秀芳在《词汇化与话语标记的形成》［２］５８一文

中指出，话语标记经常存在变体形式，“不管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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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也有一些功能相似的变体形式，如“不管怎么

着”“不管怎么样”等，“不管怎么说”及其变体形式

的后面还可以出现语气词，如“吧、呀、啊”等。例

如：

（９）不管怎么着吧，反正抓破脸了，看你屙啥
屎。（许俊选《金牛奇传》）

（１０）不管怎么样，再过十二年，我小黄狗决意
把“狗年”让给猫姐姐，让世界上出现第一个“猫

年”。（郑文贤《花猫黄狗贺猪年》）

（１１）当天晚上，夫妻俩商量决定，不管怎么样，
尽快搬家，以避开那个奇怪的女人为好。（王薇华

《她走了……》）

例（９）（１０）（１１）中的“不管怎么着”“不管怎么
样”都可以用“不管怎么说”代替，说明动词“说”的

语义已经虚化、泛化，不再表示说话行为。

三、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的语义背景

我们把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出现的语义背

景概括为“Ａ，不管怎么说，Ｂ”。通过对语料的分析
我们发现，Ａ和 Ｂ之间的语义关系主要有以下几
种。

（一）Ａ段陈述某些事实或现象，Ｂ段是与之相
关的既定事实。Ａ段与 Ｂ段常常伴有让步的逻辑
关系。

（１２）我弟弟他除了盗窃行为，还经常在家聚众
赌博，甚至有时带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家里举行

舞会，夜里就都住在屋里。为这事我说过要他注意

影响，可他不听，我们还吵过一架。后来我见劝阻无

效，就采取了消极的做法生把间壁门堵了起来，只是

自己洁身自好，没有向派出所报告，客观上起了纵容

他的作案动机。我当时的错误思想是：不管怎么说，

弟弟总是弟弟，父母去世早，只有我们俩相依为命，

能教育尽量教育，不能轻率走极端。（王朔《枉然不

供》）

（１３）“去你妈的整形吧。整形不是借助器械、
绷带、采用手术和牵引的办法改变骨骼和肌肉的走

向、位置及厚度吗？这一切我通过意念同样可以办

到，就是慢点，但没痛苦。”“你知道我不管怎么说也

是唯物主义者，精神原子弹那号玩艺几十年前就是

陈词滥调了……”（王朔《痴人》）

例（１２）中Ａ段陈述弟弟行为不端的事实，Ｂ段
陈述兄弟俩相依为命的事实，并做出了“弟弟总是

弟弟”的让步，因而“没有向派出所报告”。这里的

“不管怎么说”可以用“退一万步说”来代替。例

（１３）中Ａ段陈述整形可以通过意念办到，Ｂ段中说
话人表示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这一既定事实，委婉表

示了自己并不相信这些陈词滥调。

（二）Ａ段陈述某些事实或现象，Ｂ段对 Ａ段的
信息作一些补充说明。Ａ段与 Ｂ段之间有补充关
系。

（１４）他也给我介绍了这样一位姑娘。我努力
了，但终于忍受不了她习惯性流露的轻佻口吻以及

那总是罩在我心头的淡淡迷惘，像走进一幢布局复

杂的房子，本来想进这间屋子，却走进了另一间屋

子。吹掉了。不管怎么说，在我身上我们原先那种

精神，是大大减弱了的。（王朔《空中小姐》）

例（１４）中Ａ段陈述的事实是“忍受不了她习惯
性流露的轻佻口吻以及那总是罩在我心头的淡淡迷

惘”，Ｂ段“在我身上我们原先那种精神，是大大减
弱了的”是对Ａ段“忍受不了”的补充说明。

（三）Ａ段陈述某些现象或情况，Ｂ段引出的结
果与Ａ段在语义上不是趋同的，而是出现了相反或
相对的情况。Ａ段与Ｂ段常常有转折关系。

（１５）伍凤兰之死，引起了伍家的一阵慌乱，别
看伍学礼的父亲开着南川市最大的报关行，独霸一

方，但不管怎么说，伍凤兰毕竟是他逼死的。（陈定

兴《香港之滨》）

（１６）马锐的小伙伴们都忿忿地说：“有这么不
讲理的么？看都不能看了！”马林生完全想象得出，

马锐的那一眼是怎么看的，他的那双眼睛有时比说

出话来还气人。但不管怎么说，这也不能成为暴打

人家一顿的理由。（王朔《我是你爸爸》）

例（１５）中Ａ段陈述伍学礼的父亲独霸一方的
事实，Ｂ段却不是顺承地说伍学礼的父亲可以不顾
人命，而是说“伍凤兰毕竟是他逼死的”，也就是说

伍学礼的父亲需要对伍凤兰的死负责。因此，Ａ段
和Ｂ段形成转折关系。例（１６）中 Ａ段陈述马锐的
“那双眼睛有时比说出话来还气人”这一事实，其结

果是遭受了一顿暴打，但是 Ｂ段中马林生却觉得这
不能“成为暴打人家一顿的理由”，Ａ段和 Ｂ段之间
有转折关系，这里的“不管怎么说”经常和“但”“但

是”连用。

（四）Ａ段陈述某些事实或现象，Ｂ段推论出这
些事实或现象产生的结果。Ａ段与 Ｂ段之间常常
有因果关系。

（１７）对这一拾金不昧事件，有人解释为“衣食
足而后知礼义”，有人说“贫贱不移，富贵不淫”是劳

动人民传统的风骨，有人归功于“五讲四美”的宣传

和村规民约的作用；不管怎么说，反正这一下子，就

让那些高调入云而贪占无餍者，显得形象不那么高

大体面了。（邵燕祥《蠡县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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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１７）中，Ａ段陈述对这一拾金不昧事件的各
种说法，Ｂ段是这些说法造成的后果，即“让那些高
调入云而贪占无餍者，显得形象不那么高大体面

了”。

（五）Ａ段陈述某些事实或现象，Ｂ段表达说话
人对这一事实或现象的主观想法，多用来提出建议、

说明理由、表现决心、反省自责等。Ａ段和 Ｂ段常
常是顺承的关系。

（１８）亚茹也发现了这点：“怎么，你对他还挺有
好感的？”

“没有没有。”慧芳连忙否认。

亚茹道：“不管怎么说，这些人还是离他远点。

孩子是单纯的，很容易就受到一些不良影响，她们不

会分辨是非，还是要以正面教育为主———特别是女

孩子。”（王朔《刘慧芳》）

（１９）“这是两码事戈玲，他对敌人对同志那是
两种态度，一个横眉冷对，一个俯首甘为，不能混为

一谈。不能！绝对不能！”牛大姐气愤地站起来。

戈玲：“不管怎么说，我认为现在还没到各自逃生的

地步。出了问题就解决嘛。其实你们就是不往后

缩，挺身承担责任，我们年轻人不会让你们顶雷，我

们也会主动承担这件事的责任———对不对东宝？于

德利？我们惹出的麻烦我们不推诿。”（王朔《懵然

无知》）

例（１８）中，Ａ段中陈述亚茹以为慧芳对他有好
感，Ｂ段是亚茹对慧芳提出的建议“这些人还是离他
远点”，这种用法在Ｂ段经常会出现“该”“应该”等
词语。例（１９）中，Ａ段陈述牛大姐支持各自逃生的
理由，Ｂ段则说明戈玲反对各自逃生的理由。

有时Ａ段可以省略而不会影响对 Ｂ段语义的
理解。

（２０）“你这一套骗得了周瑾骗不了我。”赵蕾
说，“不管怎么说，不管你是不是真拿我当意中人，

反正我是看上你了，由此也就缠上你了，不管今后会

发生什么，你是休想甩掉我。恩断情绝好，另有新欢

也好，你有千条计，我反正一条道走到黑，坚决不跟

你离婚，耗也耗你一辈子。”（王朔《给我顶住》）

（２１）但是，不管怎么说，自己的确太毛糙，太容
易冲动，已经过了“而立”之年，还像个不经事的中

学生，好动感情，浮躁浅薄，一触即跳。（杨镰《青春

只有一次》）

例（２０）中，Ｂ段表现的是赵蕾看上听话人，一
辈子跟定听话人的决心。例（２１）中表现说话人对
自己“太毛糙，太容易冲动，已经过了‘而立’之年，

还象个不经事的中学生，好动感情，浮躁浅薄”的自

责与反省。

以上根据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的上下文的

语义关系将其语义背景大致分成了五类，不排除在

现实使用中有更复杂的语义背景。下面我们谈谈话

语标记“不管怎么说”在语用中的功能。

四、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的语用功能

王刚认为话语标记“再怎么说”的主要功能是

提醒和明示［３］６４，我们认为，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

也具有提醒和明示功能，除此之外，“不管怎么说”

还有凸显强调的功能。表示这一事实非常重要，不

可忽视。

（一）“不管怎么说”后面跟的是说话人希望听

话人注意的事实，为引起听话人的重视，往往冠以

“不管怎么说”进行强调，例如：

（２２）不管怎么说，蒋芹正怀着你的孩子，对她、
对孩子你都要负责任。（于久惠《粉红色的梦》）

（２３）不管怎么说，少了生养孩子的体会，也少
了许多麻烦和负担，便有时间和精力去体验更丰富

的生活。（于久惠《粉红色的梦》）

例（２２）中，“不管怎么说”引出的事实是“蒋芹
正怀着你的孩子”，提醒听话人应当“对她、对孩子

你都要负责任”。例（２３）中“不管怎么说”引出的事
实是“少了生养孩子的体会，也少了许多麻烦和负

担”。

（二）一般来说，“不管怎么说”强调是说话人或

听话人不愿承认的事实，如：

（２４）不管怎么说，我打一个挨过敌人子弹的
人，我，我有罪。（翟剑萍《迎春花》）

（２５）是我不够尊敬您，伤了您的面子？没有没
有，不管怎么说，我心里始终还是把你当爸爸……

（王朔《我是你爸爸》）

例（２４）中“不管怎么说”引出的是“我打一个挨
过敌人子弹的人”的事实，由于这一行为并不光彩，

因此说话人不太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例（２５）中，
“不管怎么说”引出的事实是“我心里始终还是把你

当爸爸”，但是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听话人觉得说话

人“不够尊敬”、伤了自己的面子，因此不愿承认说

话人把自己当爸爸这一事实。

（三）“不管怎么说”还经常用于提醒听话人不

一定考虑在内的事件，或者是是听话人未意识到的、

忽视的事实。如：

（２６）不管怎么说，总不能不讲经济效果。（刘
莱敏《父亲》）

（２７）真的天德，不管怎么说，咱们早年好过，那
么好过，我，我……有一肚子话没有人说了，就都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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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了吧。（于德才《野血》）

例（２６）中听话人提醒听话人“不能不讲经济效
果”，显然听话人没有把经济效果考虑在内。例

（２７）中“不管怎么说”引出的事实是“咱们早年好
过”，但是听话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说话

人后面还用了“那么好过”进行强调。

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体现了说话者的一种交

际策略，本来听话人认为是不应当或者非必要的事

情，说话人想要委婉说服他人，因此采用让步策略，用

“不管怎么说”陈述客观事实，希望降低因自己的看

法、态度和情绪给听话者带来的心理影响，这也表现

了话语标记具有主观化和交互主观化的特点。

五、“不管怎么说”的发展机制

到现代汉语阶段，“不管怎么说”才作为话语标

记被普遍加以使用，在北大 ｃｃｌ语料库中我们能找
到的“不管怎么说”首次出现在民国小说《武宗逸

史》和《雍正剑侠图》中，摘抄例句如下：

（２８）这天，天还没亮，宋员外及县令等人就带
着礼品来城南向江彬请罪。不管怎么说，这场误会，

死三人，伤无数，总是闯了大祸。县令回到家中，不

敢入睡，连夜把宋员外等人叫到一起商议。最后认

定还是主动向江爷请罪，保不准还能见到皇上呢。

（《武宗逸史》）

（２９）再过十年只要身体不坏，他们也差得多
哪！但如果人家真过来，哥哥这么大的年纪，可叫人

担心哪！要是老哥哥于成被人家打上一拳踢上一

脚，岂不把一世的英名付于流水？再说，不管怎么

说，老人家为我们管闲事，怎么也不能让老侠客总动

手哇。（《雍正剑侠图》）

（３０）“二位起来，咱们没多大交情，我也不是诚
心拿的他们俩，误打误撞，该着你们俩省点儿事。你

们也别给我道谢，我也不要你们的情。”“不！老人

家，不管怎么说，贼人是您拿的呀，您这一拿住他们

俩，我孙亮就能得回故里，我的老母八十多岁，孩子

又都很小，他们押在大牢已经三年了。这回，我们一

家子二十七口就能出牢啦！”（《雍正剑侠图》）

可见在民国时，“不管怎么说”已经虚化成为了

话语标记。在言语交际中承担提醒、明示和强调的

作用。

构式语法（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Ｇｒａｍｍａｒ）是近二十年来
兴起的研究语言的方法，Ｇｏｌｄｂｅｒｇ对构式的定义是：

“当且仅当 Ｃ作为形式与意义的结合体 ＜Ｆｉ，
Ｓｉ＞，Ｆｉ的某些方面或Ｓｉ的某些方面不能从 Ｃ的构
成成分或从已经确立的构式中精确地推导出来时，

Ｃ就是一个构式”。［４］２９４

“不管怎么说”从状中短语发展成为意义较为

整体的话语标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下面从构

式语法的角度探讨其发展机制。

（一）构式原型：“不管Ｓ１，Ｓ２”
根据吴福祥的研究认为，充当连词的“不管”形

成于唐五代，例句来源于《敦煌变文》，梁洁、汪秀君

也对此表示赞同［５］２７：

（３１）财物库藏，任意般将，不管与谁，进（尽）任
用。

连词“不管”一般引导无条件条件复句，表示条

件或情况不同而结果不变，下文多用“都、总”等副

词跟它呼应。如：

（３２）不管远不远他都不去。（《现代汉语词
典》）

（３３）不管困难多大，我们也要克服。（《现代汉
语词典》）

构式原型突出的是Ｓ２所陈述的事实或者期望，Ｓ１
的条件变化与否并不重要，表现出一定的主观倾向。

（二）“怎么”进入Ｓ１：“不管ＮＰ怎么ＶＰ，Ｓ２”
为了加深程度，“不管”后面往往有并列的词语

或表示任指的疑问代词，于是出现了“不管ＮＰ怎么
ＶＰ”的结构，并逐渐成为常规用法。例如：

（３４）但是，不管鱼玄机怎么逼迫，她就是不承
认有那码事。最后，绿翘实在支持不住了。（民国

小说《古今情海》）

（３５）不管三个人怎么追问，雷春就是不说。
（民国小说《雍正剑侠图》）

这一阶段构式加强了“不管 ＮＰ怎么 ＶＰ”结构
的凝固性，突出了Ｓ１的客观条件对Ｓ２的不利，更加
突出Ｓ２的主观化。

（三）ＶＰ逐渐稳定：“不管ＮＰ怎么说，Ｓ２”
在这一阶段，由于口头动词的常见性，ＶＰ渐渐

固化为动词“说”，演变为“不管ＮＰ怎么说”句型。
（３６）不管江彬怎么说尽好话，士兵就是不开关

门。（民国小说《武宗逸史》）

（３７）何吉在旁边也接话茬了：“不管爷怎么说，
奴才认为教师这一下打得好。”（民国小说《雍正剑

侠图》）

这个阶段的实意动词“说”还未虚化，依然表示

“说话”这一行为动作，如例（３６）中“怎么”后面跟
的是“说尽好话”整个短语，因此动作前面必须跟施

事主语ＮＰ。
（四）ＮＰ虚化脱落，ＶＰ虚化泛化：“Ｓ１，不管怎

么说，Ｓ２”
这个阶段中间与其他成分联系不太紧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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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灵活多变的 ＮＰ脱落，同时“说”的语义逐渐虚
化、泛化，不是单纯的指说话行为，最终形成了现代

汉语中的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

（３８）可是，相差十九岁呀，又残废到这种程度，
不管怎么说，部队也没同意她跟黄山丁走。（刘兆

林《心灵》）

（３９）不管怎么说，叫他这一哭，搅得我心里头
也乱糟糟的，真替他感到难为情。（王兴浦《他是我

的老乡》）

例（３８）中，“不管怎么说”具有实在意义，“说”
可以替换为“请求”“申请”等动词，句中的“不管怎

么说”不能省略，此时的“不管怎么说”还不是话语

标记。例（３９）中，“说”的语义已经虚化、泛化，不能
用其他动词来替换“说”。明示了“我心里头也乱糟

糟的”这一事实，具有凸显强调的语用功能，去掉

“不管怎么说”后，不影响对句子的理解。标志着

“说”的完全虚化和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的最终

成型。

六、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

具有语篇的衔接功能，衔接的上下文往往具有让步、

补充、转折、因果、顺承等关系。其语用功能在于提

醒和明示后续内容，并具有凸显强调的作用。虽然

在历时过程中我们没有发现“不管怎么说”明显的

发展脉络，但我们推测，是在“不管Ｓ１，Ｓ２”的构式原
型中发展出来的状中短语“不管怎么说”的动词

“说”语义虚化、泛化后，最终形成了话语标记“不管

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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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过程中师德建设现状、影响因素的分析，探讨了进一步加
强师德建设的路径及策略，这对于转型时期应用型高校的建设与发展以及建设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和

特色鲜明的师德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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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德，指教师的职业道德，是教师的道德品质、
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教师作为教育过程的

具体实施者和文化的传播者，他们的素质水平、理想

信念和道德修养对学生的价值取向会产生深远的影

响。因此，加强师德建设，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是教育体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教学方法提

升的关键，是培养高水平人才的前提，是新时期助力

我国高等教育跨进世界前列的保证。

地方本科高校在转型发展过程中随着目标定位

和教育内涵的转变决定了对师德的要求具有不同于

其他类别高校的特点。通过对转型高校在校大学生

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学校转型发展中对师德的需求

不仅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操守，继

承以身作则、身正为范、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传统

优良的情操和品质，并且还要符合９０后甚至００后
大学生自身特点的新需求，即在转型发展过程中要

着眼于创新教育、特殊教育和主题教育，以良好的思

想政治素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来影响、教育学

生。［１］

一、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中师德建设的现状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传

统的教师队伍管理、考核、评价、监督、激励机制也发

生了较大的变化，暴露出师德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之

处，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

（一）重教书，轻育人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教师不仅要传

授给学生大量的知识，帮助学生学习文化，更是学生

思想和发展上的导师和引路人。而当前，大部分教

师则认为，只要按照学校的规定完成课时量和科研

任务就可以了，教育学生是辅导员、学院和学校专门

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事情，跟自己关系不大，对学

生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视而不见，存在着“我教我

的课，学生学不学与我无关”的思想。而在缺乏约

束机制的情况下，教师只要不犯错误，不管育人质量

如何，师德考核就是合格，甚至优秀。

（二）重功利，轻敬业

列宁说过：“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而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某些负面影响下，部分教师缺

乏事业心，有“人在曹营心在汉”的现象，把追求个

人利益最大化作为最高理想，工作中敷衍了事、斤斤

计较，缺乏敬业精神。对学生不关心，与学生接触

少，更不愿意积极主动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学习

要求，上课对学生不考勤，无平时成绩，不认真备课，

存在照本宣科等现象，对学生缺乏热情和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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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己名利相关的事情非常关心，却对教育事业极

其淡漠，如教研活动没有领导参加，教研室主任就召

集不起来；因为没有相应的经济和政治待遇，党务等

事务性工作不愿意干；更有甚者，个别老师在外面做

兼职，不参加学校的政治学习等相关活动，把学校作

为辅助事业，存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思

想。［２］

（三）重科研，轻教学

由于当前对教师评价机制存在着一定偏差，各

种评优考核、职称评定等过多地倚仗于科研项目的

完成量，对教学工作量及教学效果没有更多的要求，

导致一部分老师把主要精力放在发表论文和做项目

上，忽视了教学工作。

二、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中师德建设的影响

因素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过程中师德建设的影响

因素有多种，既有转型阶段这一特殊时期对教师要

求提高，教师个人对转型期的迷茫而造成的影响，还

有社会环境变化和学校师德建设工作机制不完善所

带来的影响。［３］

（一）转型期所特有的影响

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发展，对教师队伍的要求

不管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较大的提高。高职称

和高学历（主要体现在博士学历）比例的提高，“双

师双能型”教师队伍所占比例的提高，教师专业知

识和结构合理性的提高，教学能力和创新素质的提

高，这些都要求高校教师需要转变观念，需要有将学

科专业知识转化为与转型发展相适应的产业行动能

力，需要明确转型后学校的定位、人才培养和课程设

置等方面的不同，如何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和人才

培养目标的要求而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以及还要

有与转型后相适合的科研方向的转变和科研能力提

高。这些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和

实践，势必会给教师带来相当的压力，对教师师德方

面的培育和塑造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社会环境的影响

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随着各项改革的

深入，各种思想观念的相互碰撞和交融对教师的职

业道德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和

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想直接侵蚀和影响着部分教师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导致部分教师角色定位不

清，价值标准混乱，理想信念缺失，相对较低的教师

待遇也使得教师在观念和行为方面发生了一些变

化，如职业认同感缺失、心理失衡，从而产生价值迷

茫、育人意识淡薄等问题。有些教师甚至不讲政治

和原则，对社会主义信念和改革开放的信心、党和政

府的信任不够坚定。这些消极的心态或情绪直接影

响高校教师的师德建设。

（三）师德建设机制不健全的影响

师德建设的关键在于要建立有约束力、可操作

的评价体系。当前师德建设的规章制度很多已经跟

不上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在转型期所遇到的一些新

问题、新情况，找不到合适的处理方案；对于师德建

设的规章制度，也都是重制定轻实施，流于形式；师

德建设的评价体系及奖惩内容也大都是宏观多抓手

少，内容空泛，标准模糊，可执行度不强，监管部门对

此更是缺乏监管力度，没有形成良性激励、惩治机

制。

（四）教师自身师德自律意识不足

高校在转型期对教师的要求是多元的，包括教

育教学理念和思想的转变、教学内容和方法的转变

等等，教师自身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升，以及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高校职能都要

求教师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习转型过程中。而

目前所面临的情况确实十分严峻：一是教师认识不

到转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缺乏学习和提高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二是教师面临着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

力，无瑕顾及职业素质的提高，进而发生思想道德失

落的现象；三是部分教师角色意识模糊，尤其是年轻

教师，他们背负着学校提升科研水平、以及自身评定

职称等多种考核，使其更多地注重科研任务，从而忽

视了教书育人环节，再加上大多数教师并未受过系

统的教师职业培训，对教育教学的技能和技巧并不

熟悉，而高校对年轻教师的培训和引导又缺乏一套

长期有效的机制，师德建设可以说是空谈。

三、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中加强师德建设的

路径

在学校转型发展过程中，师德的需求一方面需

要督促教师自觉地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和学生的

利益而尽职尽责，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师德对教师

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提升精神境界、践行师德行为、

获得幸福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因此，面对学校转型

发展的挑战，我们更加认识到加强高校教师师德建

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加强师德建设，提高教师的

思想道德素质、开拓他们的创新意识、提升其教学实

践能力始终是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根本任务，这需

要教师个体、学校和社会等各方面共同努力。

（一）教师个体

对教师本人来说，首先要转变观念，提高主体意

识。教师要明确学校转型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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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学校转型后办学定位的改变、人才培养的改

革、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和师资队伍的转型以及转

型发展的途径和突破口。作为转型期的教师，只有

形成了这种理念，将主体意识内化为道德修养，用自

己的思想和行为来影响学生，才能使学生学会对问

题独立的思考，有自己的见解，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发

展。其次，教师要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远离墨守成

规，着眼创新教育。教师要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素质，

树立正确的教师职业理想和专业的学术态度，不断

提高教学质量。教师要有科学创新精神，不断更新

自己的教学方法，不盲从、不附和。既要有创新，又

要在创新中有继承的思想，给学生增添一双想象的

翅膀，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教师要通过学习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尽

快融合到学校转型的发展过程中。第三，提高自身

的职业道德水平，做到为人师表。要学会育人，培养

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加强师

德修养，形成以敬业为本、以敬业为荣、以爱生为怀、

以奉献为乐的师德规范，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关爱学

生，做学生的知心朋友，以渊博的知识引导学生、以高

尚的人格塑造学生、以良好的道德风范影响学生。

（二）学校方面

对学校来说，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要找好抓手，即

抓好“两支队伍”和 “两个基层组织”建设。抓“两

支队伍”就是要抓好“党员干部队伍”和 “教师整体

队伍”；抓“两个基层组织”是指抓好“基层党组织”

和“基层教学组织”，也即党支部和教研室。做好两

个抓手工作：一是要提高认识，重视宣传教育。要宣

传好党的大政方针，宣传好典型人物，以典型事迹带

动师德建设，同时通过抨击和揭露师德师风中出现

的丑陋现象来遏制不良的师德现象出现。二是要完

善机制，重视正面引导。要事实求是，制定出切实可

行、操作性强的师德师风建设机制，引导教师自觉遵

守师德规范。三是要加强考核，重视奖罚落实。在

好的机制推出后，考核评价必须跟上，奖罚必须分

明，监管必须到位，采取有效措施引导教职工自觉加

强师德修养，模范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四是以解决

师德师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着力抓好

集中整改，例如，以师德建设和考核管理等方面存在

的突出问题，来查找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尊

重学生，严谨治学和为人师表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

题，分析出原因，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上下联动、

集中整改的办法予以解决。

（三）社会方面

从社会层面上，高校教师的师德建设需要社会

大环境的支持。一是国家应提倡尊重教师、尊重人

才、尊重知识和尊重创新的观念，对教师创造的价值

给予充分的肯定，对他们付出的劳动给予充分的认

可，努力营造有利于师德建设的良好氛围，不断提高

教师的社会待遇和地位，使教师在劳动中能够获得

认同感、荣誉感和自豪感，从而激发他们为教育事业

献身的热情。二是国家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领高校师德建设，积极地引导高校教师要做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

党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三是国家要遵循高校师德

建设的规律，着眼长远，培育高校教师首先要做道德

上合格的教师，然后再实现以德施教和以德立身的

好教师楷模，将高校师德建设全面推向规范化、制度

化、法制化的轨道，逐步促进师德建设迈向新的台

阶。四是要做好舆论宣传工作，例如，可以通过举办

“最美教师”的评选活动、“优秀教师”和“文明教

师”的表彰活动等，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传播

正能量和弘扬主旋律。

四、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中加强师德建设的

措施

师德建设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

一蹴而就。地方高校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加强师德建

设工作，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

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有关国家法律

法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尊重和落实教师主

体地位，发挥教师师德建设主动性，积极探索建立宣

传教育、示范引领和实践养成相统一，政策保障、制

度规范和法律约束相衔接，考核监督和奖惩相结合

的师德建设工作机制。

（一）建立健全师德教育制度，创新师德教育模

式

１．建立健全师德承诺制度、日常师德教育制度、
岗前师德教育制度和入职宣誓制度。将教师的理想

信念教育、学术规范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心理健康

教育、法制教育和岗位行为教育等作为重要内容纳

入到师德教育体系工作中。

２．创新师德教育载体，精心设计师德教育内容，
增强师德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将师德教育贯

穿到教师日常的教学科研工作中，积极开展教师师

德论坛、青年教学基本功大赛、青年教师论坛等与教

学科研密切相关的活动，鼓励教师积极参与调查研

究、学习交流、挂职锻炼和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活

动，在实践中提升师德素养，增强服务国家、服务社

会、服务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师德榜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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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建立师德先进人物事迹库，定期组织师德大讲

堂、典型人物事迹展等形式多样的师德教育活动。

（二）增强教师自身师德建设的主动性和自觉

性。

引导教师珍惜荣誉，增强职业自尊，自觉遵守教

师职业道德规范，将师德修养自觉纳入职业生涯规

划，在个人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

承等实践活动中自觉恪守师德规范，注重内省、内化

品行，不断提升师德践行能力，积极养成师德自律习

惯。在道德养成和道德实践过程中自觉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与国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结合起来，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做到内心深处真正明白，切

实树立教书育人的根本宗旨。

（三）积极推进师德宣传制度化、常态化，构建

“部门联动，形式多样”的师德宣传格局和舆论环

境。

１．培育和宣传师德先进典型。挖掘和提炼优秀
教师为人为学为师的典型经验和感人事迹，推出最

美教师优秀事迹展，弘扬高尚师德，引领校园风尚。

每年定期开展以“立德树人、教书育人”为核心的师

德建设主题宣传活动等，引导广大教师自觉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２．创新师德建设宣传教育途径。宣传师德榜样
事迹，警示师德失范行为，拓展师德宣传媒介。建立

“校园网师德建设专栏”，探索官方微博、微信以及

微电影等新媒体宣传师德的新路径和新形式，拓展

校广播站、校报等传统媒体在师德宣传方面的功能，

构建师德宣传、学习和交流的综合性平台。［４］

（四）健全师德考核体系，激励教师践行师德规

范

１．建立健全师德考核评价体系。将教师的理想
信念、工作态度、职业操守、学术道德、工作实效等师

德表现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将师德考核作为年度

考核评定的一项重要内容。

２．建立全覆盖的师德考核机制。要尊重教师主
体地位，坚持客观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采取个

人自评、学生测评、同事互评、单位考评和社会参与

等多种形式进行师德考核，科学合理设定各项分数

比例。

（五）强化师德监督机制，防止师德失范

要不断完善师德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师德状况

调研、师德重大问题报告、师德舆情快速反应和师德

建设年度评议等制度，及时研究加强和改进师德建

设的政策措施，积极构建学校、学生、教师、家长和社

会“五位一体”的师德监督体系。设立师德投诉举

报电话、邮箱及信箱，及时掌握师德信息动态，及时

纠正不良倾向和问题，努力将各类违反师德的行为

消除在萌芽状态。对师德问题做到有诉必查，有查

必果，有果必复，做到公平、公正和公开。［５］

（六）完善师德激励机制，促进教师自我完善

１．完善师德表彰奖励制度，定期评选表彰师德
标兵、师德先进个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

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党支部、优秀教师、教学名师、青

年教学骨干教师和优秀辅导员等先进典型，树立师

德榜样，塑造教师师德形象。

２．将师德表现作为评奖评优的首要条件。在评
优评先、干部选拔、职务晋升、岗位聘任、研究生导师

遴选、派出进修以及各类项目申报等工作中，同等条

件下，师德表现突出者优先考虑。

（七）建立健全教师违反师德行为的惩处机制

按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对于

违反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如：损害国家利益、

侵犯学生和学校合法权益的行为；在教育教学活动

中有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在科研工作中

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违规

使用科研经费以及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影响

正常教育教学工作的兼职兼薪行为；在招生、考试、

学生推优等工作中徇私舞弊；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

的礼品礼金等行为；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

生不正当关系等都要依据规定给予相应的处分。凡

出现以上情况，出现师德年度考核不合格者，在年度

岗位聘任、考核评优、职称晋升、绩效奖励和申报各

类项目等各项工作中实行一票否决。

（八）建立和完善保障制度，切实加强师德建设

１．学校成立师德建设委员会，负责师德建设的
总体规划和统筹协调工作，研究解决师德建设的重

大问题。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师德建设委员会

主任，分管部门的校领导担任副主任，成员由人事

处、纪委、宣传部、组织部、保卫处、工会、教务处、学

生处、科研处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人事处为牵

头部门。各基层党总支成立师德建设分委员会，在

学校师德建设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本单位师德建设

工作，党总支书记和院长担任分委员会主任，各学院

党总支委员、教务办主任、教研室主任、教师代表等

担任成员。

２．明确任务分解，保障师德建设任务的全面落
实。各成员单位密切合作，结合本单位工作开展师

德建设工作。人事处、组织部、学生处和保卫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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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师德考核与惩处工作，科研处重点负责与学术

相关的规范、奖惩、评审与推荐工作，教务处重点负

责教师课堂教学的行为与规范，宣传部重点负责师

德建设宣传工作，人事处、宣传部、工会重点负责师

德激励工作，纪委（监察审计室）重点负责师德督查

工作。

３．建立问责、追责机制。对严重违反师德行为
的教师监管不力、拒不查处、拖延处分或推诿隐瞒，

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单位，将追究该单位主

要负责人的责任。

４．加大师德建设经费投入力度。将师德建设专
项经费纳入单位日常运行经费中，确保师德建设工

作顺利开展。

总之，加强高校师德建设是地方高校转型发展

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所在。要建立一支“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６］的高

素质教师队伍，必须以党的高等教育各项法律法规、

方针政策为指导，通过牢固树立全员、全方位、全过

程育人的教育理念，发挥教师在学生思想道德建设

和学风建设中的示范作用，形成“爱国守法、敬业爱

岗，教书育人、关爱学生，传承文明、勇于创新，严谨

治学、启智求真，为人师表、乐于奉献”的师德风尚，

以优良的师风带动学风、校风建设，以高尚的情操和

良好的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和促进学生在德智体美等

方面全面发展，以扎实的专业和娴熟的教法作为人

才培养工作，充分发挥师德建设在地方高校转型发

展中的重要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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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河南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的增长速度较快，具有专业种类、学科门类及
学校归属相对集中的特点，新增专业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存在盲目增设、重复现象严重、

建设任务重等问题。政府应逐步落实高校专业设置的自主权，发挥宏观调控功能；高校应合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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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正在实施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
改革工程，把专业设置、布局调整与专业认证确定为

重要的建设内容，要求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对

人才的实际需求出发设置、调整专业。［１］河南省普

通高校存在本科专业盲目重复设置，专业布局和专

业结构不能完全适应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等问

题，［２］已经严重影响了河南省普通高校向应用技术

大学的转型发展。为了进一步引导河南省高校调整

和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推进高等教育的内涵发展，根

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２０１２）》和《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教高［２０１２］９
号），本文以河南省普通高校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以来教
育部新增和撤销的本科专业［３－７］为研究对象，进行

分析论证，以期为河南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的优化

与发展提供帮助。

一、河南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增长的特点分析

（一）本科专业增长速度较快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间，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含民
办和职业院校）共新增本科专业１１６个，撤销１７个，
调整专业按新增专业处理（下同）。其中２０１２年新
增本科专业１个，撤销８个；２０１３年新增６个；２０１４
年新增９９个，撤销４个；２０１５年新增２个；２０１６年

新增１４个，撤销５个。５年来，每年都有新增专业，
并且新增本科专业数量远远超过撤销专业。河南省

普通高校的本科专业数量总体上呈现增长态势，而

民办高校撤销专业远远超过新增专业。

（二）优化的本科专业种类相对集中

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部分新增专业点分布比较

集中，会计学、物流管理、物联网工程、翻译、机械电

子工程、商务英语、车辆工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软

件工程、财务管理、商务英语等专业，共布点４６个高
校，占本科专业调整院校总数的３９．７％；其他新增
专业分布比较分散。对于临床药学、金融学、飞行技

术、绘画和应用统计学、服装和服饰设计等专业，有

的高校是新增这些专业，而有的高校则是撤销这些

专业。

（三）优化的本科专业门类分析

截至２０１４年底，河南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已涵
盖了２０１２年版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以下简称《目录》）中所有１２个学科门类，共设置
８０个专业类，覆盖《目录》中 ９２个专业类的
８６．９６％。［２］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河南省普通高校新增专
业均为《目录》中的专业，其中基本专业为９５个，占
新增本科专业总数的８１．９％，涵盖了除哲学和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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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１０个专业类，工学、管理学和文学居于前３位；
特设专业为２１个，占新增本科专业总数的１８．１％，
主要是工学。撤销专业均为《目录》中的基本专业。

从新增本科专业所属门类来看，主要集中在工

学、管理学、文学、理学、农学，共有１０８个，占新增总
数的９３．１％，其他学科新增专业点比较少。撤销专
业中，艺术学最多，其次是理学和工学。

（四）优化的本科专业学校分析

为了方便研究，将河南省高等本科学校按类型主

要分为传统本科高校、新兴本科高校和民办高校。新

兴本科高校、民办高校和传统本科高校分别新增本科

专业４８个、３７个和３４个，新增专业均集中在工学和
管理学等学科。各类本科高校撤销的专业数量比较

少，主要集中在工学、管理学和艺术学等学科。

从新增本科专业高校的性质来看，主要分为综

合类大学、理工类高校、师范类高校、农业类高校、医

药类高校、财经类高校和政法类高校。理工类高校

新增本科专业４１个，师范类高校新增３１个，财经类
高校新增１５个，综合类大学新增１３个，农业类高校
新增１１个，主要是管理学和工学相关专业；医药类
高校新增６个，主要是医学、工学相关专业；政法类
高校新增２个工学相关专业。综合类大学撤销了理
学和艺术学专业；理工类高校撤销了艺术学、经济

学、工学和管理学相关专业。

河南工程学院、许昌学院、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新乡医学院、南阳师范学院、新乡学院、商丘师范学

院、信阳农林学院和黄河交通学院主要新增工学、管

理学、理学和艺术学等相关专业；河南大学新增历史

学、理学和管理学相关专业，同时撤销理学某些专

业；郑州华信学院新增管理学相关专业，同时撤销经

济学和管理学某些专业。

二、河南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调整中存在的问题

（一）新增专业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河南省的经济产业结构正在调整和升级，急需

一些新兴学科和应用学科。河南省普通高校的本科

专业结构和专业布局存在以下不足：支撑河南省支

柱产业的专业设置明显不足；战略性新兴专业布点

较少，专业种类不多；培养从事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

服务业人才的专业设置缺乏。［２］这些都严重制约了

河南省的经济转型和发展。近些年虽然河南省普通

高校逐步新增了食品加工、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机械

电子工程、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智能电网信息工

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等国家急需的专业，撤销了一些

社会需求小的专业，部分程度上优化了河南省普通

高校本科专业的结构与布局，但是新增专业多是学

科基础比较成熟的基本专业，有关信息技术、生物技

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物流管理等战略性新

兴专业的设置严重不足，培养出的人才还不能完全

符合河南省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

（二）新增专业存在盲目性

高校专业设置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和高校自身的实际情况，通过对产业、行业进行深入

的市场调查，进行科学论证。［２］肖红艳认为湖南省

部分高校增设本科专业时缺乏前瞻性，存在一定的

盲目性。［８］尤其是部分新兴本科高校和民办高校，

为了片面追求学校的短期利益，未能客观分析学校

的专业特色和办学优势，没有充分考虑社会需求，盲

目追求学科专业的小而全，甚至跨学科设置专业。

河南省新增本科专业覆盖范围广，出现师范类院校

新增工学、农学和管理学专业，理工类院校新增人文

社科专业等现象。新增专业大多属于工学、管理学、

文学，其中会计学、物流管理、工程造价等专业成为

热门专业，还有一些社会需求趋于饱和、就业率低的

专业。［２］这些新增专业多为比较成熟的“短、平、快”

专业，教学成本较低，而撤销的多为办学成本较高的

艺术类专业。

（三）新增专业重复现象严重

王婕认为河南省普通高校专业设置重复，雷同

现象严重。［２］从河南省普通高校新增本科专业来

看，新增本科专业涵盖专业门类广，主要集中在工

学、管理学和文学等几个专业门类；新增热门专业如

会计学、物流管理、工程造价等分布于多所高校，而

撤销的专业数量过少，力度不够，导致普通高校的本

科专业数量过度膨胀。说明河南省高校专业设置的

趋同现象比较严重，许多高校都朝着多科性、综合性

的方向发展，部分高校逐渐丧失其原有的办学特色

和专业优势。

（四）新增专业的建设任务繁重

近五年河南省有８５个新增本科专业，主要分布
在新兴本科院校或民办高校，占新增专业总数的

７３．３％。新兴本科院校或民办高校的学科建设参差
不齐，专业基础比较薄弱，办学经费、师资队伍、仪器

设备及实验条件等与老牌本科高校相比明显不足，

这些高校只有在办学条件等方面不断加以完善和提

高，才有望实现该校本科专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目

标，否则这些高校无法取得跨越式发展。［９］

三、对河南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发展的建议与

对策

（一）政府应逐步落实高校专业设置的自主权

落实高校专业设置的自主权，核心是理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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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校的关系，明确两者的权利、责任和义务。［１０］根

据河南省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国内外高校发展的

经验和教训，教育主管部门要顺应时代潮流，对高校

专业设置的管理应由直接管理模式向间接管理模式

转变，逐步将专业设置权下放到学校，让各高校根据

社会需求和自身办学条件，单独进行专业的设置、调

整和改革；政府对专业设置的管理应该由前置性审

批逐渐转变为后置性评估，专业目录的作用可由指

令性转变为指导性。［８］教育主管部门可以适当放开

民办院校灵活设置本科专业的权利，亦可以在不同

地区，选择部分新建本科高校进行试点，取得相应的

成功经验后，在充分吸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向

全省推广。

（二）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功能

专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是一个动态、持续不断的

自我调整过程，没有终点，［１１］政府应充分发挥宏观

调控功能。

１．积极引导高校合理设置专业
政府部门可根据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产

业结构调整的需要，积极引导高校发展目录外专业

以及工科引导性专业，积极设置和建设与河南省支

柱产业、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相关的应用型专

业，大力发展应用型、复合型专业。

２．统筹规划全省高校学科专业布局
政府要积极引导高校在一定条件下自行设置符

合社会需要与学校发展定位的专业，［１２］不再增设就

业红牌专业，对专业总数较多的院校实行专业数量

控制，统筹规划全省高校学科专业布局。［１３］对于新

增专业，高校应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和专业就业前景，

制定科学合理的专业规划；对于就业率较低的特色

专业，应积极寻求专业的优化转型。［２］政府要大力

支持和重点扶持具有强烈社会需求和良好发展势头

的学科专业，尤其是建设一大批符合我国倡导的

“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与智能化、信息化、新型城镇

化等新兴战略性产业相关的学科专业，对部分就业

率低、重复程度高的学科专业果断进行 “关、停、并、

转”，［８］不断优化普通高校的专业布局和专业结构，

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

３．搭建高校专业建设信息共享平台
政府应充分调研，总体把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趋势和人才需求变化，引导高校及时设置、调整学科

和专业方向，同时充分考虑新建本科高校转型发展

阶段的不同诉求，以调动新建本科院校办学的积极

性；［１４］在专业设置的审批上，对新建本科高校和老

牌本科高校要区别对待，实行匿名评审制度和淘汰

制度，对不同专业进行动态管理与评估。［１５］政府应

搭建全省新建本科院校专业共享平台，为新建本科

院校主动调整专业结构，践行错位发展提供必要的

信息支撑。

政府应重点加强对新兴本科高校和民办本科高

校专业设置的调控和引导。部分新兴高校新增专业

建设乏力，而民办高校虽然专业设置相对灵活，但从

撤销专业数量远多于新增专业的现象就可以看出，

民办高校的专业结构和布局已与社会严重脱节，学

生就业前景缺乏竞争力。政府应积极引导这类高校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深

入调查研究，科学分析论证，科学合理设置专业。

（三）高校应合理定位，错位发展

高校必须合理定位，按照各自的相对优势和特

色错位发展。［９］王婕提出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专业

设置应侧重基础理论学科、国家重点发展学科和具

有相对优势的学科，而地方本科高校，尤其是新兴本

科高校和民办高校，应积极向应用型大学方向转变，

努力培育符合地方经济社会需要的专业人才。［７］同

时高校应坚持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专业规模、结

构、质量和效益的关系。［１６］普通高校，尤其是新兴本

科高校和民办高校，应主动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充

分利用学校的办学定位、办学目标和办学条件，制定

规范合理的专业建设规划，逐步形成与众不同的专

业品牌和优势，打造自己的专业特色和专业优势，在

不同领域、方向和层次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只有

这样，才能够降低同行业之间的竞争，形成有别于其

他普通本科高校的差异化优势，并不断强化自身的

核心竞争力，才有助于高校在高等教育市场的激烈

竞争中取胜。

（四）高校应加强内涵建设

高校本科专业调整的目标是优化专业结构，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河南省普通高校，尤其是新兴本

科高校和民办高校，更应该在本科专业调整后，努力

加强本科专业建设，尤其是新增专业的内涵建设，逐

步提高专业建设质量。河南省普通高校只有主动适

应新形势，分别从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特色专

业建设、教学管理和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着手，不断优

化本科专业布局，才能构建符合教育规律、适应社会

需求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具有大学科、跨学科

概念的新型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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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高等院校尤其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工作开展时间相对较晚，对
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目前仍处于摸索阶段。本文对应用型本科高校和创新创业教育内

涵进行阐述，分析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构建“一二三四”创新创业

人才培养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路径。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７．０５．０２５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１６－０５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进入以结构调整、质量提
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阶段，一种崭新的教育类

型———应用型本科教育应运而生。作为培养应用

型、技能型高级人才的基地，应用型高校要积极实施

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创新创业人才，使之具备创新思

维和创业技能，转变以往陈旧的人才培养理念，由培

养“就业者”向培养“企业家”转变。郑州工程技术

学院是一所新升格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学校高度重

视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于２０１５年正式成立金河众
创空间，建筑面积２７００ｍ２，可同时容纳２５０名创业
者在孵经营，为创业者提供创新创业培训、创业孵

化、项目推介、创业指导和政策扶持等一站式创新创

业服务。

总体上来看，我国很多高校对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因为种种复杂因素的

制约，多数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起步较晚，发展迟

缓。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的现状及客观存在的问题，对应用型本科高

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在课程体系、长效运行机

制等方面提出可行性建议，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教

育工作的发展。

一、应用型本科高校与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

（一）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内涵

所谓应用型本科高校，是以本科教育为主，服务

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学科为依托，以应用型专业

教育为基础，以人才需求为导向，培养高层次应用

型、技能型人才的高等院校。

应用型高校是高等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必然产物，面向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一线，

承担着培养以技术为基础的应用型人才的重要职

责，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具有开阔的眼界、较前沿的知

识体系，较强的实践水平和动手能力，还应具备一定

的创新创业能力。因此，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教育

基地，应用型本科高校不仅要注重对学生的基本理

论、知识技能的培养，同时需要注重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的培养。

（二）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

创新创业教育是一种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和创业能力的教育形式。创新与创业是密不可分

的，创新是创业的基础和核心，强调原创性的“推陈

出新”，而创业则是创新的重要体现形式，强调把创

新的理论变成实践，开创新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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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有利于高校培养

具有开拓精神的创新型人才，有利于培养能将理论

转化为技术，进而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应用型高

级人才。所以，应用型本科高校的首要任务就是，围

绕社会需求和区域产业发展，注重创新创业人才的

培养，造就一批既会动脑又能动手，既拥有较高知识

水平又具备较强实践技能的人才。

（三）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十三五”规划内涵

２０１５年，学校明确提出了实现“十三五”规划的
“一二三四”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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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动“教学质量、管理水平、创新创业”三个跃升，实现

四个显著增强，即师资队伍素质显著增强、教科研水

平显著增强、学生综合能力显著增强、学校发展活力

显著增强，确保五年后顺利通过教育部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教学合格评估。

二、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现状

作为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基地，应用型本科

高校已逐渐认识到了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纷纷

走上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道路。但由于起步较晚、

基础薄弱等种种因素的制约，目前在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的的发展现状并不理想，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一）针对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缺乏系统性和

完整性

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针对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工

作的研究相对较晚，且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很多高

校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或流于形式无实质性内

容，或仅仅把创新创业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一部分

内容，尚未做到把创新创业教育同各专业教育有机

结合，现有的师资、教材、课程体系、教学手段、实践

基地等教育资源满足不了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需

求。

（二）尚未形成支持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有效

机制

多数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仅作为第

二课堂的内容，未纳入到学科建设规划、人才培养目

标、质量评价体系之中。部分学校虽已建立一套创

新创业人才培养方案，但协调机制不畅，导致了人才

培养效果不明显，达不到培养目标的相关要求。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该校虽然成立了大

学生创新创业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但创新创业课程

归教学口管理，创新创业竞赛类大赛归属部门较多，

有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指导中心、教务处、团委等部

门管理，北大学城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的部分管理又

受制于后勤管理部门，相互之间缺乏统一的协调机

制，对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激励机制不够系统。

（三）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与培养方式脱节

当前，很多高校正处于转型发展期，部分高校的

人才培养目标虽然已经定位于“应用型”，但人才培

养方式的调整严重滞后，仍停留在研究型高校阶段。

主要表现在：一是重理论、轻实践，缺乏特色，与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不能有效接轨，无法满足现代化、差异

化、多样化的人才需求；二是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大学

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手段欠缺，部分高校迫于规

定只开设了孤立的创业课程，与其他的专业课程衔

接不够紧密，且师资有限，大多未经过系统专业的创

新创业教育培训。

刚升格为本科高校的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近年

来在不断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成立了职业发展和

创新创业教育教研室，尝试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

才培养全过程。但是，在课程体系的开发和建设、创

新创业专职教师专业素养提升机制、创新创业学分

设置等具体措施还不到位。

三、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存在的

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对创新创业教育内涵和价值的认识还不

到位

很多刚刚转型的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教育理念仍

处于较为感性的“功利主义”阶段，部分高校的就业

指导部门甚至学校领导把创新创业教育作为缓解大

学生就业压力的一种途径，只是对学生进行简单的

技能培训和临毕业前的就业指导，而未从根本上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思维，更不从学校的办学

定位、人才培养的高度，去探索契合本校实际的创新

创业人才培养方案，导致创新创业教育要么应付差

事、盲目跟风，要么急功近利、不切实际，有悖于创新

创业教育的基本理念。究其原因是对创新创业教育

的内涵和价值的认识不到位。

（二）创新创业教育资源短缺

与科研型高校相比，应用型高校在创新创业教

育方面存在严重的师资队伍缺乏、教材选用随意、专

项配套资金不足、创新创业场所有限等教育资源短

缺问题。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的创新创业教育师资不仅数

量上不足，知识结构也较为单一，大多数教师未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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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企业的实际工作，更无创业实践经历，满足不了创

新创业教育的实际需求。其次，现有的创新创业教

学用书相对比较混乱，对教材的选用没有结合专业

进行，无法按要求实现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另

外，实践教学场地和创新创业场所未得到充分利用，

开展创新创业的专项配套资金不足也是制约创新创

业教育的关键因素。

（三）“协同创新”合作机制有待改善

在协同创新合作方面，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的

人才培养方式大致分两种。一是内部协同，指高校

内的院系、职能部门之间的合作；二是外部协同，包

括兄弟院校之间、高校与行业或企业的协同创新合

作，还包括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学。这两种形

式都有其局限性，内部协同的组织较为松散，加之有

些学校管理体制不畅，缺乏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外部

协同由于信息、需求、利益分配的不对称性，导致各

方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工作浮于表面，难以建立深

度协同创新合作机制。

（四）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有待改进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于２０１６年成立了以校级党、
政一把手为组长，主管校领导为副组长，相关职能部

门和院系负责人为成员的创新创业建设委员会，对

统筹协调学校的创新创业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然而，在协同创新合作方面，仍存在职能部门之

间和院系之间沟通不畅、校企合作涉及创新创业领

域少、与行业缺乏深度的协同创新等问题，制约着学

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开展。

四、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

构建

结合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现

状、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生创

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可构建为：“一二三四”模式，

即“一个目标”“两轮驱动”“三种能力”“四项改

革”。

（一）一个目标

以培养应用型的创新创业人才为目标，使大学

生成为具有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应用型、技能型

高级人才。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培养政治信念

坚定、专业理论扎实、专业技能过硬、综合素养较高、

创新创业能力较强的应用型人才。在创新创业体系

构建中，加大科技创新团队和科技平台建设力度，重

点引进、培养科技团队带头人，在已培育的创新团队

和科技平台中重点推出一批研究方向稳定、梯队合

理、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创新群体。

（二）两轮驱动

强调理论与实践教学两轮并驾齐驱，注重讲授

理论知识的同时，通过实习实训、参观学习、模拟比

赛，沙盘操练等行之有效的方法，促进学生的专业水

平、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齐头并进的发展。在

理论教学方面：一是从师资入手，多措并举，加强师

资队伍建设；二是从过程入手，建立多方参与的教学

质量监控体系，建立教学质量管理机构，健全质量监

控制度。建立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制度，对人才培

养工作实施全过程监督、指导、考核、评价。改革教

学工作量计算办法，把教学、科研、指导学生创新创

业、指导学科专业竞赛等纳入教学工作量的计算。

在实践教学方面，注重以下工作的提升：创新科技管

理体制，优化科技管理和评价机制；壮大科技创新团

队，加强科技平台建设；加强产学研合作，提升服务

社会能力；加大科技经费投入，培养科技创新骨干。

（三）三种能力

即培养具有专业基础能力、社会实践能力、创新

创业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人才。专业基础能力是指相

关专业理论知识，在本专业领域具有独立的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实践能力包

括两个方面，一是能将所学专业知识灵活地运用到

实际工作中去，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二是具备良好

的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能很快地融入和适应社会。

创新创业能力是指要了解创新创业的相关知识，掌

握其规律，培养创新意识，提高创业能力。

（四）四项改革

应用型本科高校要结合本校实际，从机构设置、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保障机制等四个方面大刀阔斧

开展教育教学改革。要成立专门机构，逐步完善创

新创业教育长效运行机制，优化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合理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参

与性、创新性。构建创新创业教育的保障机制，从制

度建设、资金保障、评价体系等方面共同营造创新创

业教育的良好氛围。

五、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

实施路径

（一）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主动探索教学新

模式，将创新创业课程纳入并作为人才培养方案的

重要环节，逐步在教育教学全过程建立多层次、立体

化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１．理论课程方面
把高校已按规定开设的大学生就业指导、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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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规划等课程内容进行融合，增设创新创业基础

课程纳入公共必修课。将创新创业课程与专业课程

体系有机结合起来，鼓励开设《管理学原理》《市场

营销学》《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有利于提高

大学生创业技能的课程作为选修课。此外，还要充

分利用学校网站，开发微课、慕课等在线课程，方便

学生随时随地学习。

２．实践课程方面
一、二年级学生以开展行业、企业认知实践为

主，逐步培养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如到企业实地参

观、认知实习等；三、四年级学生可以组织开展创新

创业大赛、实战训练、学科竞赛、创新创业技能培训、

入驻基地进行项目孵化等。

３．课程讲授方面
可摒弃以往“一个老师讲到底”的现象，尝试模

块化教学、专题式授课，每个老师只讲授最为擅长的

其中１—３个模块。操作性较强的模块和专题，鼓励
聘请有实战经验的行业专家和企业精英到校讲授。

（二）完善创新创业教育长效运行机制

１．提高领导重视程度
通过成立并推动校级创新创业建设委员会的运

行、定期召开全校性的创新创业工作会议等方法，提

高各级领导对创新创业工作的重视程度，协调有关

部门加强同各学院的联系沟通，增强主动服务意识，

加快提升学校创新创业工作水平。

２．成立创新创业指导服务专门机构
成立专门机构是创新创业教育长效运行的根本

保障。在学校层面，可成立与市场衔接的专门部门，

如创新创业管理中心、创新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创新

创业学院等，负责对外联络、对内协调，统筹全校的

创新创业教育；在院系层面，成立创新创业办公室，

与教务、学生工作部门同级，负责落实学校的相关政

策，安排部署院系的创新创业工作；在教师层面，成

立创新创业教研室，负责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

的开发、设计与讲授；在学生层面，成立创新创业协

会，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内在潜能和主观能动性。

３．搭建创新创业实践平台
因地制宜地建设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制定规

范可行的管理和运行制度，组建专家委员会，对创新

创业孵化项目、市场分析及创业计划书等进行评估，

提供指导意见；为创业者提供创业培训、政策咨询、

小额贷款、税费优惠等咨询服务；建立创业导师制

度，由专家团队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进行有针对性的

指导和帮扶，提高创业成功率。

（三）构建“校企协同”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

应用型本科高校是以“为区域或行业经济发展

服务，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为目标，突出“以学生

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的理念。因此，要本着资源

互补、优势共享的原则，充分挖掘高校和企业的优势

和潜能，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

务等领域开展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１．校企共建教学体系
根据企业需求增设专业课程，开发校企合作教

材，让企业参与到该专业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中

去，使高校的课程设置与用人单位的需求结合更紧

密；邀请企业精英担任专业建设委员会成员，在人才

培养方案的制定上给用人单位更多的话语权；实战

型较强的专业课程，交由行业专家和企业精英讲授，

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水平。

２．校企共同实施培养过程
鼓励企业通过订单式培养、共建实验实训设备、

派驻实习实训指导教师等形式，与高校共同实施培

养方案。让企业为高校搭建实习平台，让高校成为

企业的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基地，双方共同打造合

作共赢的校企合作平台，全方位提高大学生的创新

创业意识和能力。

（四）搭建创新创业教育的保障机制

１．加强领导，建立院系联动机制
创新创业教育必须加强领导，建立以学校发展

为最终目标，学校统筹、学院推动、全员参与的工作

机制。建立以创业部门为主，各学院书记、院长责任

共担，及时组织力量，完善工作手段，通力合作，才能

形成了全校上下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具体来说，

在校级层面，要成立创新创业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

署、协调和管理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在联动

机制层面，建立以大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牵头，学

工、教务、团委、科研、财务、国资、人事、招生、后勤等

部门齐抓共管，学院积极参与的创新创业工作机制。

２．重视师资建设机制
当前，大多数高校严重缺乏既具有较高理论水

平，又有一定的实践经历的师资，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的师资力量薄弱。因此，着力构建一支以专职教师

为主体，企业精英、成功创业人士为补充的创新创业

师资队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此外，还要定期组织

教师到企业实地参观、参加创新创业培训，引导自主

学习，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３．形成资金保障机制
学校每年投入专项资金开展各类学生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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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可汇聚学校资源和社会资本，设立“大学生

创新创业行动基金”“大学生创新实验基金”“自主

创业资助基金”等创新创业基金，也可联合银行开

展小额贷款，为大学生创业提供资金支持。

４．加强制度建设
为了指导和规范创新创业的具体管理工作，学

校要制定与创新创业工作相关的奖惩制度、基金管

理办法、学分管理办法等相关管理制度。在制度健

全的基础上，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制度执行监

督，确保各项政策落地生根。

５．优化评价机制
构建多维视角的融督导评价、同行评价、学生评

价、社会评价等为一体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评价体

系。评价指标应结合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来

合理设定；评价内容上，应重点关注教学内容、方法、

手段和质量；评价主体上，强调全员参与；评价手段

上，多措并举，综合运用期末考试、双创竞赛、日常训

练等评价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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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人口大国发展为人口强国，助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施，高等教育尤其
是以应用型教育为主的高等教育肩负着十分重要的责任和使命。然而应用型大学概念的提出及推

进发展刚起步不久，对其办学规律的认识把握还不够准，还受着传统高等教育教学思想的禁锢，其办

学规模和发展速度、教学改革创新和办学效益远不能满足国家和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因

此，必须加强对应用型大学本质属性的认识，解放思想，打破常规，以改革和创新精神大力全面发展

应用型大学。

关键词：应用型；高等教育；改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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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型本科高校对中国高等教育来说是一个全
新的事物，也具有全新的概念和定位，全新的内涵和

外延。在中国高等教育处于大发展、大提升，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节点的历史时期，举办应用型

本科高校是历史的必然，是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办好应用型本科高校任重道远，时不我待。本文

就从应用型大学的历史性认识、发展应用型大学的

必要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等四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对应用型大学的历史性认识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员会、财政部联合下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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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层面

做出了加快推进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顶层

设计。之前，教育部在有关应用型大学的政策论述

中，也明确要求将６００所左右的普通本科转变为应
用型大学，转型的大学正好占到普通本科高校总数

的５０％左右。我国高校类型的传统定位是：教学
型、教学科研型、研究教学型和研究型。从这种划分

来看，教学型本科高校可能更接近应用型本科一些，

但实际上其定位并不十分清晰，在培养目标上存在

着单一化、表述过于笼统及与其它类型高校同质化

等问题。这类教学型高校大多具有建校时间长、带

有计划经济时代烙印、且多为省级以上政府或行业

单位办学等特点，与新常态下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

的要求和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萌

芽起因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所带来的人才短缺。从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开始，在我国东南沿海及一些
经济较发达地区率先出现了一批由中心城市举办的

新型地方性大学（专科性质），这类学校后来逐渐发

展到１１０多所。随着自身办学实力的增强以及国家
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１１０多所地方高校中的大多
数都已升格为本科学校，如广州大学、青岛大学、济

南大学等，他们具有职业性、地方性、实用性等方面

的特点。这是我国现代最早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学

校，即现在所提应用型本科高校的雏形，其间不过三

十多年的时间，相比于我国动辄百余年、数十年办学

历史的普通高等教育来说，高等职业教育（应用型

本科高校的雏形）的办学历史还比较短，对办学规

律、办学内涵等方面认识还不够。但是，这类高校所

承担的人才培养任务却是社会急需完成的，也是十

分繁重的。从形势发展来看，未来的应用型本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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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应包含全部地方本科高校和部分原教学型普通本

科高校。

二、发展应用型大学的必要性

（一）发展应用型大学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必然要求

《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２０１４）》提出我国高
等教育存在着许多不足，如：学科专业设置优化不

够，成果转化不够；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不高，创新

人才培养不够；质量意识相对薄弱，绩效评价不高；

学生创新创业总体比较小，就业与传业关联度不强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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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出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人才供给与需求关系深刻变化，面对经济

结构深刻调整、产业升级加快步伐、社会文化建设不

断推进特别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高等教育

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同质化倾向严重，毕业生就业

难和就业质量低的问题仍未有效缓解，生产服务一

线紧缺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尚未

完全建立，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尚不适应经济结构

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要求”的问题。

我国高校的转型发展，实质上也是一种高等教

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习近
平同志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到，从当前经

济发展现实出发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指的是对生产者一边进行调整，

通过这种调整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包括制度改

革、创新创业、对外开放等诸多内容。实际上就是改

革当前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全面释放生产力的潜在

能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经过十余年的高速发展，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后，高校同质性发展

造成了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学科专业结构千篇一

律以及设置的不够科学导致了人才培养质量和人才

培养目标远远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面。

教育事业要发展，必须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形成高校发展的新常

态，要进行大刀阔斧式的结构调整，形成特色鲜明、

各具活力的多层次高校群体。

（二）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必须重视应用型本

科人才的培养

高度重视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培养，是经济发达

国家的成功经验。

２１世纪的金融危机重挫各国的虚拟经济，而以
高水平的技术创新为本的实体经济国家如德国、瑞

士、荷兰、芬兰、奥地利等则应对自如，在其背后是合

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和完整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支

持，尤其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兴起的应用技术大学所
提供的人才资源和技术服务的支撑，应用技术大学

对实体经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欧洲发达国家

高等教育实行“双元”包括综合性大学和应用技术

大学，德国高等学校总数为４２１所，包括１０８所综合
性大学，２１０所应用技术大学。应用技术型人才培
养数量在欧洲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中占绝大部分。目

前，欧洲发达国家应用技术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培

养的比例一般在８２，这与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
求的结构是相吻合的，而应用型大学是这类人才培

养的重要机构。

三、应用型大学的内涵和实质

我国未来的应用型大学将包括地方性本科高校

和教学型普通高校，目前，地方性本科高校面临着如

何进一步提升内涵的问题，教学型普通本科高校则

面临着如何突出应用型特点的问题。解决这些问

题，需要对应用型本科学校的办学定位、指导思想、

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等方面

进行深入探索，建立清晰明了的认识和界定，尤其是

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具体实施者、政府主管部门、高等

教育研究机构之间，要形成统一的认识和界定。应

用型本科高校教育在诸多方面不同于普通高等教

育，必须以解放的思想、创新的思维、开拓的视野去

厘清应用型本科高校教育的内涵和外延。

（一）对高等教育学科类型的认识

对高校的分类有多种标准，譬如国际上通常用

研究型、应用型、技术型来划分的。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１９９７年制定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是以教学
计划为基础对教育的等级进行分类的，它把整个教

育系统分为６个等级，涵盖了中专、专科、本科、研究
生等多个层次，其中第５级又分为 Ａ、Ｂ两类：第５
级中的５Ａ级，就相当于普通高等教育，其课程是以
理论性为主的；５Ｂ级的课程体系的内容是面向实际
的，适应具体职业需要的实用性技术的知识体系，这

就是应用性技术教育。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可分为

两大类型，一类是普通高等教育，另一类是应用性技

术教育，而且这两类教育都可以举办专科、本科或硕

士这几种不同层次的教育。正是高校分类标准的多

样性，导致了高校办学类型的多样化，适应了社会人

才结构的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

（二）对应用型大学教育价值取向的认识

应用型大学教育价值的本质就是应用型技术大

学教育价值主体之间的一种需要的满足与被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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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因为应用性教育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创造

活动，所以，应用性教育的价值在应用教育的目的演

化上表现得尤其显著。也就是说，应用性教育就是

一种能力本位教育。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是培养学

生具有某一职业应备能力的教育，它要求先分析出

作为一位成功的工作人员应具备的能力，然后再根

据这种分析所得的“应备能力”来设计职业教育课

程及教学，学生接受这种课程和教学而且必须真正

获得这种“应备能力”后方能毕业。要把握能力本

位教育的基本理念，首先必须理解能力本位教育的

能力观，因为，对能力本位教育的理解往往源于对其

能力观的理解。用英语表述为“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其含
义是完成某具体任务的技能、态度，而知识是能力的

基础，无知必然无能。

四、我国应用型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应用型教育有了很大的发

展，为经济建设培养了不少人才。然而，总体上说，

我国的应用型教育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应用型教育

的发展不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第一，应用型教育

基本上还停留在“应试教育”上，注重学历化教育，

不注重能力培养。第二，应用型教育没有形成完整

的体系。目前，我国应用型教育绝大多数属于公立

性质。在办学类型上，基本上是学校教育，而企业教

育、社会教育滞后，应用教育的社会化程度低；在办

学层次上，较高层次的应用型教育学校较少，满足不

了学生、家长追求高学历的愿望。第三，没有形成系

统的推动应用性教育广泛、持久服务社会的机制。

教育培训经费投入不足，生产实习条件差。尽管近

几年来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增加了投入，但是就应用

教育的整体而言，投入是不够的，办学条件相对较

差。第四，师资队伍的问题比较突出。没有高素质

的教师，不可能有高水平的应用型教育的专门人才。

随着我国应用型教育规模的扩大，现在应用型教育

的师资结构、总量和质量都与现实需求不相适应。

五、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应用型高校建设

针对我国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依据教育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下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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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我国应用性高等教育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

以完善和发展：

（一）转变观念，加大投入

要加大对应用型高等教育的投入，加强应用型

本科高校的基础建设，改善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

条件，其中包括提高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推进应用型高等教育教学的现代化。如前文所述，

这次改革将有６００所地方普通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而其中不足三分之一的高校具备应用型本科高校的

雏形，其中多于三分之二还是传统的教学型学校。

因此，必须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改造和提升。虽然国

家和各地方政府对应用型高校的重视程度越来越

高，投入也越来越大，但是比起教学科研型或科研型

高等教育而言，差距仍然相当大。笔者认为，这是一

个思想观念的问题。所以，应用型高等教育教育的

现代化不仅是设备、技术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应用

型高等教育教育的办学思想和管理的现代化。

（二）找准定位，有的放矢

选准应用型教育定位，是保障应用型高等教育

健康发展的核心所在。培养哪个层次的人才，这是

应用型高等教育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应用型教育

主要是以应用为着力点、以就业为出发点的教育而

不是教学科研型教育，发展应用型高等教育必须与

繁荣经济、促进就业、消除贫困紧密结合，而不能无

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市场对毕业生需要不需

要，企业对毕业生欢迎不欢迎，经济社会对毕业生满

意不满意，既是评价应用型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尺

度，也是衡量职业教育改革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

如果我们的应用型高等教育只重理论、轻实践，重知

识、轻技能，办成普通教学型、研究型大学的另一种

形式，那么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很难适应社会的需要，

应用型高等教育也势必陷入发展的困境。

（三）加强融合，开门办学

加大应用型高校教育的外延性和联合互补性，

实行“校校合作、校企合作、校政合作、工学结合”，

与行业企业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需求对接，争取地

方政府、行业企业支持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促进应用

型教育融入经济社会、促进创新创业的根本途径。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
经济带建设、区域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社会建设

和基本公共服务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和发展，亟

需应用型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入和重要作用的发挥。

应用型高等教育只有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才能更

好地培养社会急需人才，而应用型高等教育要真正

融入经济社会，必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四）以人为本，双师双能

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双能型”队伍是决定

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成败的关键。教师素质和技能

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应用型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工学结合”必须有足够数量和水平的“双师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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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教师的保障。随着企业对技能型人才要求的提

高，传统单一的知识型、理论型教师已越来越不能适

应职业教育的发展。一是建立激励机制，加大力度，

通过继续教育、走入行业企业等措施促进教师队伍

向“双师双能型”转化；二是调整高校教师人才引进

标准，争取“双师双能型”教师的引进，形成新进青

年教师到校企合作企业先行工作一年的制度；三是

加强与相关校企合作行业企业、单位部门的教学深

度融合，形成相关技术人才走进校园指导实践的机

制。

（五）提升内涵，以德化人

加强人文素养和职业道德教育，是职业教育不

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人文教育对人的综合素质的形

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中国应用型高等教

育中，应特别注意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把应用型高

等教育办成普通教育的另一种形式，换汤不换药；另

一种是单纯强调“技能”，把职业训练与素质培养割

裂开来，与创新创业割裂开来。前者是我们已经意

识到并且致力于纠正的，而后者还没有引起我们足

够的关注。事实上，无论是普通教育还是应用型高

等教育教育，都不应忽视人文教育。

总之，应用型高等教育对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有

着重要作用，我国必须加强应用型高等教育建设，以

迎接新的经济时代对人力资源的挑战，只有这样，才

能全面提高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才能促进

我国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才能保证“中国梦”的

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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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时代”下高校辅导员
在学生突发事件中的应对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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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辅导员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线人员，是学校与学生紧密联系的纽带，在应对学生突
发事件时发挥主力军作用。“微时代”的到来对高校辅导员处理学生突发事件提出了新要求。本文

通过论述高校学生突发事件的内涵以及“微时代”下高校学生突发事件的新特征，进一步分析辅导

员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在“微时代”下辅导员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策略。

关键词：“微时代”；高校辅导员；学生突发事件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７．０５．０２７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２５－０４

　　当前，越来越多的新兴媒体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从微博、微信到现在流行的微电影、微小说等等，一

系列的新兴“微”事物逐步登上了互联网的大舞台。

随着社会转型和高校环境的日益开放，网络渗透到

高校学生的各个方面，加之现在大学生个性突出，对

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强，使得学校在日常管理和发

展中面临诸多不可控因素。尤其是“微时代”的来

临受到了青年大学生的青睐，并对学生的生活和行

为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在此互联网背景下发生的一

系列学生突发事件，均能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因

此，有必要对“微时代”下高校辅导员应对学生突发

事件的机制进行研究。

一、高校学生突发事件内涵

高校突发事件一般是指发生在校园内或者与高

校成员相关的，由于自然的事故、公共卫生和社会安

全等原因诱发的，对学校的正常秩序、安全稳定造成

一定影响的事件。高校突发事件有多种类型，主要

包括：校园安全事故、校园公共卫生事件、社会政治

类事件和自然灾害事件等。本文中所指的高校突发

事件主要指高校学生突发事件。在高校，一旦学生

发生突发事件，往往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并产生

巨大反响。因此，维护高校稳定也是社会稳定工作

的重点。［１］

二、“微时代”下学生突发事件的特点

“微时代”下，新型交流软件的相继出现，使得高校

突发事件既具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主要特征如下：

（一）参与主体多样化

“微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存在于学生生活的各

个方面，高校一旦发生危机事件，网络舆论就会贯穿

整个过程。高校突发事件参与主体多样化的突出表

现还在于学生在网络空间的虚拟身份，他们可能以

虚拟身份发布和传播信息，并“直播”事故发生现

场，给危机事件的处理带来很大困难。

（二）传播速度快

能够及时快速传播信息是互联网的最大特点。

高校突发事件发生后，只需短暂的几秒钟互联网就

能将信息传播出去，信息传播的速度极快。如果高

校管理者不能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就不利于突

发事件的处理和舆情监测。加之现代大学生善于利

用新媒体和自媒体直播、转发和评论危机事件，可能

造成事故态势急剧扩散，负面消息泛化，会带来放大

效应。［２－３］

（三）影响范围广

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交流是一种即时互动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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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播。高校突发事件一旦发生，信息很容易在

学生群体中迅速传播，甚至波及到同一城市乃至全

国各地的兄弟院校，即使突发事件得到了有效控制，

但其负面影响仍可能在其他高校存在，造成影响的

持久性及范围的扩大化。［１］

（四）控制难度大

“微时代”下，高校控制突发事件的原因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互联网信息传播即时快速、

途径多、传播速度快，导致高校处理突发事件的难度

大大增加；二是高校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发生危

机事件的隐患无处不在，事件发生的随机性也给处

理和控制危机事件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三是高校一

旦发生规模性的突发事件，由于矛盾众多和庞大的

网民体系，辅导员不能很好地把握舆情，大大增加了

学校对危机事件的控制难度。

三、高校辅导员应对突发事件存在的问题

学生突发事件的解决是个综合性的难题，其影

响因素包括：事件本身的复杂性、紧急性；高校辅导

员在应对学生突发事件问题上自身掌握的理论以及

实践能力的局限性；事件主体的不配合性；法律法

规、规章制度的不完善性等。辅导员自身综合素质

的不足势必会影响到其对学生突发事件的处理效

果。

（一）辅导员对突发事件的预防应急能力不足

高校学生突发事件发生频率低，但是一旦发生

后果不堪设想，防患于未然是最好的办法。目前高

校辅导员普遍年轻化，经验不足，缺乏网络舆情相关

信息，洞察力不足，对潜在的危机缺乏高敏感性，对

突发事件苗头不能进行准确判断分析，在校园网络

舆情工作中容易处于被动地位，甚至错失良机。大

学生“网络大军”个性较强，思想活跃，对于各类信

息的鉴别能力极为缺乏，容易被虚假信息蒙蔽双眼。

高校辅导员在学生工作的第一线，要多和学生接触，

正确引导，提升危机舆情的研判力。

（二）辅导员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相关知识和

技能

辅导员是学校和学生之间联系的纽带，对于处

理突发事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辅导员在面对学

生突发事件时需要有关理论来引导其解决问题。但

是现实情况是很多辅导员缺乏相关的理论知识，即

便拥有理论知识，在紧急情况下能把这些理论知识

应用于实践的技能操作却又是一个问题。很多年轻

辅导员缺乏相关工作经验和必要的培训且对网络舆

论认识不足，难以有效运用网络与管理网络，［４］当

学生突发事件发生后容易惊慌失措或不能合理运用

应急理论化解矛盾，甚至导致事态恶化。

（三）辅导员应对突发事件的恢复能力不足

在处理突发事件的最后阶段，辅导员担负着大

量的“扫尾”工作。有的辅导员以突发事件前期处

理工作结束作为整个事件完结的标志而忽略了对相

关学生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和疏导，忽视操控舆论

方向和开展教育工作等善后恢复事项。［５］突发事件

会给学生当事人和参与学生造成一定的心理影响，

如果辅导员没有及时对学生当事人进行必要的心理

干预和疏导，在“微时代”下，网络的聚合效应可以

将一件小事瞬间放大成一件大事，甚至在很短的时

间发酵成舆情。［６］有时高校辅导员没有进一步操控

舆论方向，导致旧有的突发事件刚结束又引发新的

事件，不仅损害学校名誉，而且扰乱学校秩序。当校

园突发安全事件前期处理工作结束后，部分辅导员

没有趁热打铁对其他学生进行校园安全教育，致使

学生对此认识不足，不能有效预防同类事故发生。

四、高校辅导员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研究

高校一旦发生大学生危机事件，学校必须紧急

响应，尽快解决。辅导员往往担负着处理学生突发

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因此建立完善的应对突发事件

的机制，对高校辅导员至关重要。“微时代”下，在

突发事件的预防应急上，辅导员要有效利用网络舆

情信息监督系统收集、分析学生安全信息并进行必

要的干预；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辅导员要以自身掌握

的理论和技能为基础，争取学生积极配合，多方联

动，共同处理突发事件；在突发事件处理后期，辅导

员要利用专业知识对学生进行心理干预和疏导，控

制好网络舆情，并开展事发后的学生教育工作。

高校学生突发事件处理相关工作机制的构建如

图１所示。
（一）设立预防应急机制

校园突发事件的发生防不胜防，对于高校辅导

员来说，对学生状况应具有高度的敏锐性和警惕性，

提前建立一套相对完备、运转协调的预警机制，在突

发事件尚处于潜伏期时就能够预防控制，并制订应

对措施，力争将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

“微时代”下，要建立有效的预防应急机制，就

必须构建起全方位多主体的网络舆情信息监督系

统，使高校辅导员能够及时获得相关信息，以便尽快

采取应急预案，做到全方位、多主体以适当的方式掌

控事件发展趋势。全方位指的是网络舆情信息监督

系统必须对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等多个方面进

行管理，以掌握相关学生较为全面的信息；多主体指

的是充当安全信息情报员的学生干部及其他学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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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ＱＱ、微信、微博、论坛等网络媒介主体。这些
主体扩大了辅导员了解学生安全信息的来源渠道，

有利于辅导员更好地监督和掌握学生日常动态。辅

导员在日常工作中还要善于注意有关学生思想、学

习、生活的相关信息，通过走寝室、进课堂等方式掌

握学生发展规律，了解学生在心理、就业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遇到异常、特殊问题，要根据预警机制分析

处理，把预警和防范意识提升到战略高度。［７］

图１　突发事件处理工作机制

　　（二）构建危机处理机制
高校辅导员是学校与学生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对上要向上级组织汇报有关

学生工作的情况，对下要通知学生有关学校的相关

政策措施，规范学生言论和行为，指导学生干部控制

好局面，正确引导舆论方向。突发事件发生后辅导

员要以自身掌握的理论和实践技能为基础，多方联

动共同处理。

１．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控制事态蔓延
学生发生突发事件，辅导员必须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控制局势，如果遇到威胁学生生命安全的突发

事件，要本着生命至上、保护学生的原则，视情况拨

打１１０、１１９或１２０请求救援，及时挽救学生生命。
２．快速了解信息，及时上报领导
处理危机事件的其中一个重要步骤就是上报信

息。遇到突发事件，有时辅导员的处理方式、能力和

水平有很大的局限性，必须第一时间将信息上报给

有关领导，让领导了解真实情况，并协调各个部门做

好配合，才能更加全面有效地处理学生突发事

件。［８］

３．联系学生家长，争取支持配合
家校互动是化解危机事件的长效机制。一旦学

生发生事故，辅导员不仅要按应急预案及时处理，还

要及时联系家长，并向家长说明情况，表达学校对学

生的关心和对事故的高度重视，争取得到家长的理

解、支持和配合，共同做好危机事件的相关处理工作。

４．做好舆情监测，引导舆论正面传播
“微时代”下，大学生大多通过微博、微信、ＱＱ、

ＢＢＳ论坛等多种网络渠道获取信息，辅导员应全面
掌握学生的交流方式，充分发挥学生干部和党员以

及信息员的力量，主动参与，积极应对。可以有组织

有目的利用网络进行讨论，及时跟帖澄清事实，以便

正确引导学生言论，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做好主

题教育等相关工作。

（三）加强善后恢复机制

善后恢复是辅导员应对突发事件的延续，主要

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辅导员要提高突发事件善后恢复意识，深

刻认识到处理突发事件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善后恢

复。辅导员要对在事件中受到影响的学生进行心理

疏导，根据突发事件性质合理选择“一对一”或“一

对多”等形式开展工作，驱散突发事件可能给他们

造成的心理阴影。

第二，“微时代”下，辅导员需利用网络舆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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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监督系统持续关注校园网络舆情现状，对不良信

息加以规范，以免负面网络舆情再次出现而导致同

样的恶性结果。

第三，辅导员还需对本次突发事件进行反思总

结，分析原因，找到突发事件处理过程中的薄弱环

节，总结经验教训，并将处理方案和处理过程整理归

档，这样更有助于提高辅导员预防和处理突发事件

的能力和水平。

第四，开展主题教育活动。辅导员要抓住契机，

以本次突发事件为例，通过班会以及班级 ＱＱ交流
群、微信、微博等多种网络渠道在学生中开展危机意

识、爱国主义、心理健康、科学等主题安全教育活动，

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培养大学生科学理性

看待事物的能力。

五、结语

高校学生突发事件的发生影响校园和社会的和

谐稳定。辅导员作为高校学生工作的组织者、管理

者和指导者，是应对处理突发事件的主力军。在

“微时代”下，防范及处理危机事件，要求辅导员有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本着“防治结合、重在预防、以

人为本”的原则，充分运用新媒体资源，守住网络阵

地，形成正面的处理危机舆情的主流舆论强势，有计

划、有方向、有目标地开展工作，减缓消极影响，维护

高校的正常教学秩序，确保社会的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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