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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文化批评，视域宽广的新历史主义为人们重新认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提供了新的
机遇。以新历史主义的视域、研究路径与方法为题展开系统论述，指出其全景化视域为观看人类生

命实践、符号建构活动奠定了始基，以文学作为路径来认识历史提供了新的研究导向，新历史主义拓

展文学的意涵，取消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间的边界，通过权力话语分析揭示宏大叙事的虚假，用多元

化叙事对历史进行重新书写。作为一种思维样式，新历史主义从根本上改变着人对历史的认知方式

和书写方式；作为研究路径与实践的方法，为文学创作者、文化实践者提供了一种新型的介入文化创

作活动、实践活动的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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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于 １９８２年发表在《文
类》上一篇文章中使用“新历史主义”一词以降，那

些在思想主题、理论框架、研究取向、探索路径与格

林布拉特相同、相近、相似的著述的作者，皆被划归

入新历史主义者的行列，这些人为数众多，其中有布

鲁克·托马斯、弗兰克、林特利查、伊丽莎白·福克

斯、杰诺韦塞、朱迪斯·劳德·牛顿、理查德·特迪

曼、玛格丽特·佛格荪、多利蒙尔、阿兰·辛菲尔德、

科尔曼·赖恩、邓·Ｅ．韦恩、列奥纳多·泰伦豪、路
易斯·蒙特鲁斯、罗伯特·卫曼、莱因哈特·科瑟莱

特、弗兰克·摩提拉、Ｐ．帕克，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等，他们从跨学科、跨领域的极为广阔的研究视域，

择取丰富多样的研究策略，运用多学科的研究路径

与研究方法，撰写切中问题核心的文章，出版的相关

专著，一时间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新历史主义是一

种宽泛的称谓，研究者的这种划归是普泛意义上的

归类。毋须说，这种归类并不严格，张京媛编著《新

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中选取了近十位这种类

型的人的论著，但这些人是否皆为真实意义上的新

历史主义者仍然存有争议。一般而言，人们公认的

新历史主义者为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

约纳森·多利摩尔、阿兰·辛菲尔德、科尔曼·赖

恩、列奥纳多·泰伦豪、路易斯·蒙特鲁斯等，其中

在这一领域成绩最佳者，当属格斯蒂芬·格林布拉

特与海登·怀特，二人在总体思想基调上一致，但每

人又各有侧重与专攻，成就斐然。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学术探讨以文艺复兴时期

为研究重点，从文化政治批评的视角介入研究，将作

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置入错综复杂的历史语

境中，探索其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习俗

惯例与精神环境，关注文学历史研究中权力、权威与

意识形态的维度，用心去挖掘被主流历史排斥在外

的趣闻轶事、奇异话题、意外插曲，对不同种类的写

作事件进行重新命名与划界，通过文本与语境研究

来重构历史，对文学史、思想史进行全新的改写。其

代表作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莎士比亚的

自由》《文化流动》《转向：世界如何成为现代》《莎

士比亚的协商》《学会诅咒》《俗世威尔：莎士比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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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成为莎士比亚》《奇妙的财富》，编著有《新世界邂

逅》《边界的重绘》等。

海登·怀特的研究则集中于历史与文本的思

考。他认定在历史的存在与历史的文本之间，并不

存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应关系，更不存在对等关

系。实在域与符号域并不相通，亦不对应，人们永远

不可能真正触摸到已经成为过去的实在域的历史。

人们所见之历史，其实皆为文本化的历史，即以文本

为载体的历史，作为文本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一种文

本的叙述和修辞活动，历史文本的生成既取决于历

史上实际发生的的事件与活动，更取决于记述历史

事件与活动的主体的认知、理解、选择、叙述、修辞、

释义和价值判断。在广泛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他创立一整套用修辞学来解释历史、建构历史的

独特理论。其理论主张与观点体现在他的《元史

学：１９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历史的负担》《叙事
的回归线》《希腊罗马传统》《形式之内容》《借喻的

现实主义》《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表现》《希

腊罗马传统》《比喻实在论：模拟效果研究》等一系

列著述之中。

二

新历史主义甫一登上历史舞台，即对现存的多

个学科领域的理论提出质疑和挑战，进而遭到来自

多方面的抨击，其中历史主义与新批评对其斥责尤

甚，将其斥之为双重谬误，称其既是“文本主义谬

误”，又是“文化主义谬误”，然而真正成为谬误的一

方却恰恰正是指斥者一方。

新批评力主文本中心主义，切断文艺活动的实

践者———作为文艺活动主体的作者和读者与文本的

联系，既反对用作者意图来解读作品的意义，将此意

图称之为“意图谬误”，亦反对用读者的感受为依据

来解读作品，将其指斥为“感受谬误”，他们在语言

形式与结构研究四周筑起高墙，将心理、哲学、社会、

政治、经济等影响语言运用的要素排斥在研究之外，

醉心于所谓的语言、风格、结构、语义的内在性研究，

忘记了语言的形式、风格、结构与意义源于语言活动

主体的语用，忘记了语言活动主体是生活在具体的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环境之中的人。其消解

语言活动的主体的实践，取消文学文本的社会维度

与历史维度的做法，导致其研究与文学实践主体的

脱节，与文艺活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历

史环境的丧失联系，最终走向孤立的境地，失去对其

研究对象的解释力，终究逃不过形式主义谬误的命

运。

历史主义则相信历史决定论的神话，相信历史

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发展规律支配着历史进

程；依据社会发展规律，可以做出历史发展进程的预

见，可对长时段的社会发展做出预测。历史主义有

着丰厚的传统与诸多的信奉者，从维科、卢梭、赫尔

德、柏克、黑格尔到柯亨、狄尔泰、斯宾格勒、奥铿，他

们皆信奉一种历史整体性的发展观，而且他们倾向

于相信历史是一种实际存在，独立于认识主体，独立

于主体的研究手段，历史是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

域。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研究者若能够克服其主

观因素，适当使用其语言工具，即可以挖掘出掩藏在

时间尘埃之下的历史史实，再现历史真相，并由此获

取有关历史的客观的真理。

这样的历史观影响深远，世人多倾向于这种所

谓的客观历史观，并对其所谓的正确性深信不疑。

然而，这种历史观从根本上看并不真实，脱离了主体

的客观历史从来就不曾存在，主体始终参与历史的

创造与历史的书写。恩格斯在其有关历史问题的表

述中，明确无疑点明了主体主导着历史的创造，恩格

斯坚称，历史不是别的，而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

的活动”［１］１１９。马克思的表述更为清晰明了，“人们

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２］６０３。就人与历史的关系而

言，“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物’，又是历史的‘剧作

者’”［２］１１３，从根本上说明了人与历史之间有着不可

分割的血肉联系。显而易见，人在历史创造与书写

中原本即是无法规避的关键要素。

卡尔·波普尔直接否定了总体发展的历史观，

否定了所谓社会规律主宰历史发展进程的历史主义

主张，指出历史决定论是一种迷思。在其《历史决

定论的贫困》一书开篇，他就宣称：“历史命运之说

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

测人类历史的进程。”［３］１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姊

妹篇《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他解释说：“历史主义

者没有认识到，正是我们自己在选择和安排历史事

实，而他们却相信‘历史本身’或‘人类历史’，通过

其内在的规律，决定着我们自己、我们的问题、我们

的未来，甚至我们的观点。”他以一种更为激进的语

调宣称：“不可能有‘事实如此’这样的历史，只能有

历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每一

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他们不仅有权形成自

己的解释，而且有义务这样做，因为的确有一种寻求

答案的紧迫需要。我们想知道我们的困难如何与过

去相关，我们想看到一条道路，我们可以沿着它找到

我们 感 受 到 并 且 所 选 择 的 主 要 使 命 的 答

案。”［４］２５９－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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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这种所谓的客观历史主义的学者不胜枚

举，无论是宣称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５］１４的克罗

齐，还是断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６］２４４的科林伍

德；无论是言说历史之光并不投射在“客观的”的事

件上，而是投射在写历史的人身上，历史照亮的不是

过去、而是现在的沃尔什，还是认为根本不存在主宰

历史发展的一种一以贯之的基本规律的费耶阿本

德；无论是主张历史是选择与重构的丹托，还是言称

历史是透过语言、特别是通过“话语”而同现实、未

来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权力结构的福柯，都反对历史

主义所信奉的所谓纯粹的、客观的历史，他们或是从

过去与现实及主体的关联意义来理解历史，或是从

历史与人的思维、判断、反省和领悟的关系来看待历

史，或是从历史与历史书写者及现实的联系上来认

识历史，或是从反决定论、反宿命论的角度来解读历

史，或是从历史书写主体的选择和建构角度来界定

历史，或是从话语、现实与权力网络分析的维度来揭

示历史的真相。新历史主义也从其独具特色的视角

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和认识，新历史主义者通过文

学文本介入历史研究，将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皆作

为文化文本来阅读，拆除其间的边界，根据互文性分

析，发掘被主流权力话语扭曲、遮蔽、忽视、省略、删

除的历史事实，揭示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在历史的

建构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文学史、文化史，乃至

整个人类历史进行澄清、去蔽、增补，以多元化的方

式重新解读历史、书写历史。

三

与其他学科被限定的边界清晰的有限视域不

同，新历史主义的视域极为广阔，从不局限于某一学

科本身的疆域。从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实践中可以看

出，其研究视域是跨学科的、跨领域的、跨文化的、多

维度、多指向的全景视域，从其视域中可以看到所有

与人相关的研究对象———从最为具象化的到最为精

神化的，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性别到哲

学、文艺、心灵、信仰、习俗、制度、意识形态等。有人

言称新历史主义视域边界不清，实在是其自己视域

过于狭隘；有人称新历史主义缺少原创性，没有自己

新的建树，实则是其对原创性与建树的理解过于皮

相。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认识到，视域的狭隘使人看

不到自设视域之外的事物，而外在于其视域的事物

却与其视域内的事物有着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联

系，若不打破狭隘设限的域界，就无法看清事情的真

相。

视域的全景化即是新历史主义的重要建树，以

往从未有过哪个学科或那种理论有过视域的全景

化。先前的学科或理论皆将其视域限定在其边界

内，无论是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语言学、符

号学、叙事学、解构主义，还是精神分析、批评理论、

解释学、接受理论、后殖民主义等，都有其固定的视

角以及相关的被限定的视域。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

理论虽然使用全景监狱这样的比喻，但他使用指称

由勒沃设计的全景敞视建筑、边沁建构的全景监狱

的用意，在于从监视控制视角来谈论视域，而新历史

主义则并不局限于此，其注重的是全方位的、全视角

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观看视域。

在此视域中，不仅可以看到权力对人的监视、控

制、胁迫，对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渗透，也可

以看到人的自主、人的选择、人的抗拒和坚守；既可

以看到政治、经济、制度、习俗、环境对人的制约、限

定和强制，也可以看到人的自由空间、人的创造力、

人的个性与尊严的表达，人对于信仰、理想和希望的

执着和追求；既可以看到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劳

作、艰辛、困苦和被动，也能够看到在生产活动尤其

是精神生产活动中人所展现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

无尽的创新能力，人创造出的伟大、灿烂的文明。全

景化的视域让人看到的历史不仅只是铁和血的历

史，不仅只是一连串的统治者的权力的争夺、宫廷政

变、战争、屠杀和征服的历史，而且更是无数人类文

化的创作者创造出的灿烂辉煌的文化和文明的历

史。简言之，新历史主义提供的全景化的视域能够

让人看到尽可能广阔的人的世界、尽可能多的维度

的人的生命实践和尽可能多的层面的人的活动。

新历史主义对全景化视域的持守，消解了其他

学科理论自建的有限视域边界，让人看清视域自限

阻止人走近真相。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

构主义等固守文本、刻意切断与文本的作者和文本

的读者的联系，在文本之内研究语言的修辞与叙事、

结构、意义，将其认定为语言的内在属性，忘记了修

辞后面是修辞者，叙事后面是叙事者，文本不能自

成，修辞不会自现，如何叙事不是叙事结构决定的，

而是叙事者的态度、立场、叙事策略、叙述方法决定

的，而意义是在此基础之上生成的。解构主义在面

对世界与文本的关系时也有一种近乎文本拜物教的

情结，其领军人物德里达公然宣称“文本之外别无

他物”，他虽可使用其自己的逻辑自圆其说，但换种

视角观看，其武断的言论与事实不符，解释力极为有

限甚至没有解释力。

历史主义迷恋于客观性和规律性，在其有限的

视域中，看不到主体在历史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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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作用，盲目地相信所谓的客观性与规律性，执

拗地认定有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在支配

着历史的进程。以其逻辑推断，人只需等待，也只能

等待，因为历史必然会遵循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向前

发展，人的任何努力都改变不了历史的进程。历史

主义者用其有限的视域将历史活动的主体屏蔽在

外，全然盲视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事实，其视

域限定下的历史决定论，甚至可以说是历史宿命论，

不仅贫困，而且罔顾事实，其追求所谓客观性和规律

性的努力，恰恰使其走向了反历史的歧途。

新历史主义的宽广视域让人得以认识构成历史

的诸种成分和要素，不为狭隘视界所限，既视见历史

物性存在之遗存，又看到作为历史实践和活动的主

体的人，同时看到最多的是承载历史事件、历史事

实、历史活动的文本。不仅如此，它还让人看到由于

历史的书写者的有限性，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并不

可能全部都载入历史文本之中，“历史从定义上讲

是重构，在众多事件中进行挑选”［７］１２９。而书写者的

刻意为之，或迫于历史上当政者的压力而被迫为之

的书写，又会使历史事实被歪曲、被篡改，甚至被删

除，灭踪除迹。《四库全书》的编篡曾被官方作为乾

隆皇帝治下的一大功绩加以宣扬，载入史册，其实则

是乾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伤害，甚至是一次文

化洗劫。以“稽古右文”为名
!

他推行唯我独尊的

文化专制，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向国人征集图

书
!

收缴所有在民间可能存在的书籍，实施“寓禁

于征”
!

销毁或篡改大量文献，对有违清朝统治的

书籍，采取了全毁
"

抽毁和删改的作法，编篡出了

《四库全书》。据不完全统计，销毁图书为 １３６００
卷，焚书总数约为１５万册，销毁版片总数为１７０余
种、８万余块，明代档案逾１０００万份。假如乾隆皇
帝不曾召集和糰等 ３６０多位高官、学者编撰，３８００
多人抄写，始于１７７２年，费时１３年，编成《四库全
书》，尚存在世的中国古代文献要大大多于《四库全

书》收录的体量，世间也不会增加无以数计真假难

辨的篡改、编造、歪曲之作。

四

在正统的历史著作中，文学的地位几乎是无足

轻重的，标准的历史教科书中，通常在讲述完宏大的

生存斗争事件、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活动、

历史风云之后，文学只是作为点缀用只言片语加以

提及。在非教科书类的历史著作里，文学的踪迹几

难寻见，一方面是因为学科的归化，文学不在史学之

列，所以不为史学家所关注，另一方面，史学家重视

物性化的历史材料，并以此为依据建构事件史与活

动史，而对于构筑人的精神史和心灵史的文学则相

当忽视。这种忽视造成了人们认识历史的完整性的

重要缺失。

文学作为构成历史的组成部分被忽略，其因由

通过历史上统治者的态度和其实施的文化专制政策

体现出来，自焚书坑儒以降，统治者为了维护话语霸

权，对不利于自身统治的文化始终进行打压，文化禁

毁活动几乎从未中断过，从世界范围来看，亦是如

此。禁书是其常用的手段，在被禁的书籍中，有相当

大比例的是文学作品。文学被禁，究其原因，不外乎

文学以虚构、隐喻的方式书写了统治者不愿意面对

的真实历史。文学对历史的书写，不仅具体历史事

件是真实的，而且因文学修辞手段的运用，天然具有

象征意味，其具体的形象表现不仅具有个性，更具有

共性与普遍意义。

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第九章中，对文学表现

普遍性的属性进行了说明，“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

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

的事，而历史则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所谓‘带普

遍性的事’，指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某一类人可

能会说的话或会做的事———诗要表现的就是这种普

遍性，虽然其中的人物都有名字”［８］８１。文学对于历

史的表现与塑造，在某种程度上其真实性并不比历

史差，它可以使用虚构和隐喻的手法进行创作，其形

象性、叙事性及故事的表现力强于历史叙事，其感染

力自不待言，而且其针对性无论是在统治者还是在

民众看来都一目了然。像《古拉格群岛》《一九八

四》《我们》等之类的作品所指清晰可辨。因此，统

治者对于文学的重视，一点也不亚于对历史的重视，

而且还会找出各种借口，查禁在他们看来对其统治

构成威胁的文学作品，迫害相关作家。即使到了文

明的２０世纪，迫害也未停息，前苏联作家因与官方
意见不合，遭查禁或迫害的作家、诗人为数众多，即

使像布罗茨基、叶甫图申科、帕斯杰尔纳克、索尔仁

尼琴等享有国际声誉的诗人、作家，也同样遭受官方

的打压和迫害，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要被驱

逐出境，流亡海外。

历史学家对于文学的轻视还有两个原因，一是

他们将文学仅看作是审美活动的产物，其主要功能

在于审美，而非再现历史真实；二是即使文学能够真

实地表现历史，由于其通常采用虚构、想象、隐喻和

象征等相对自由的表现手段，其创造所运用的规范

与历史的写作规范不符，历史学家无法依据自有的

规范，使用文学材料来研究历史和书写历史。但新

·４·



历史主义的宽广视域让人看到了文学的复杂样貌。

文学是人的建构活动的产物，既可用于审美，也能作

为认识、教育、娱乐、观念建构。文学是人学，文学不

仅是审美活动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建构，文学不仅建

构着人类精神史、观念史、心灵史，而且也建构着人

类生存实践的历史。

新历史主义的全景化视域，拓展了人们观看文

学的维度，深化了人对于文学的认识，让人看到了新

历史主义者为何如此看重文学在人类历史建构中的

作用的深层缘由。新历史主义对文学的重新观看，

让人看到了文学在建构人类完整的精神和物质历史

的过程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让人认识到

文学在建构历史的过程中使用虚构、想象、隐喻和象

征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必然性，同时对新历史主义使

用的虚构、想象之类的词语的意涵有了新的认知。

新的视域带来新的视野、新的视角和新的观看，

被观看对象在新的观看中，其多面性、多维性、复杂

性得以呈现。文学的多维性、复杂性和多层次性的

立体式的构成被重新发现。在新历史主义的视域

中，文学既是审美文本，也是历史文本、文化文本，在

这种重新发现中，文学原有的那种广义的内涵得以

重现，其最初的作为人类活动文献的定义得以恢复。

五

正统的历史学家小视文学在历史建构中的功

能，或即使认识到文学的重要建构功能，也因学科规

范的限定，不知如何使用文学文本来从事其研究，也

不可能从真正的严肃意义上对待文学文本。然而正

统历史学家做不到的事，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家却做

到了，这得益于其宽广的视域和在宽广视域中对文

学的重新定义，将文学文本视为文化文本，视为人类

生命实践的文献。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家的实践，让

人看到了新历史主义的另一重要建树，即将文学领

域与其他学科领域打通，打开因学科自定的边界，将

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各个专业学科的研究对象如

政治、经济、社会、法律、伦理、习俗、制度、宗教、文

学、历史、哲学等，纳入以文化人类学为根基的广域

文化视界之中，广泛利用各种各样的理论资源，吸取

对其研究有益的方法，进行一种大综合式新的探索

与研究实践，并结出累累硕果。

新历史主义从广义的文学进入历史的研究领

域，对历史进行一种别开生面的探索，运用多种研究

策略与方法，将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联系在一起，进

行互文性的阅读。在比较阅读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

的基础上，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找出其与历史的

关联；通过语境重置的方式，努力复原文学文本得以

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习俗、文化环境；运用权力

关系分析和话语分析的方法，找出内里的原初关系

形态与结构要素，对官方历史遗漏的内容进行补足，

对其删除的部分进行恢复，对其刻意歪曲的部分进

行正本清源，对其伪造的部分进行揭露，对其篡改的

部分进行改写。与此同时，注重文本与现实的联系，

对历史进行多元化的重新书写。

对于历史的认识，新历史主义从一开始就有着

基于实存意义上的理解。历史大于文本，文本是压

缩的历史，而历史则是文本的延伸。人类的历史活

动通过文本的承载而达于后世，承载过程是历史书

写者淘选的过程，选中并通过文字书写下来的历史

为后世所见，而未入选承载于文本之中的历史活动

最终踪迹泯灭。历史的书写既有官方的书写，也有

民间的书写；既有初始的书写，也有继后的续写；既

有有组织的集体书写，也有个人化的书写。书写的

文类、方式、风格、样式各异。正统的历史学家也知

道，历史的书写是做减法，尤其是宏大历史的书写更

是如此。当政者为了取悦民众，常喜欢宣称，人民是

历史的创造者。可阅遍古今中外宏大叙事的历史，

也始终找不到创造历史的这个最大的群体———人民

的踪影。人民在历史中永远是缺席的，在场的永远

只是书写者认为重要的少数人。

为了使历史能够增加一些细节，显示出有别于

公共空间的私人生活领域的个人痕迹，著名历史学

家菲利普·阿利埃斯和乔治·杜比主编了五大卷本

的《私人生活史：从私人账簿、日记、回忆录到个人

肖像全纪录》，约３０００多页，１８０万字，为人们了解
私人生活空间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范例。编录

此书的目的，按乔治·杜比的说法，是想要让人读到

较之宏大历史、其真实程度更高的“私人生活的历

史”，这部历史所展现的是“私人生活领域。在这

里，每个人都可以扔掉他在公共空间冒险时必备的

武器和防范工具……这个地方很随意，不拘礼节。

这也是个秘密场所。人们拥有的最为珍贵的东西，

被置放在最贴身的私人生活领域，只属于自己，与他

人毫无关系”［９］７。

由于官方具有占据主导地位的绝对话语权，加

上其推介和倡导，官方所修的历史始终占据中心地

位，民间书写的历史则居于边缘。一般而言，官方所

书写的历史是其权力话语的集中体现，而民间书写

则更多地显示为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述。民间书写

的历史虽居于边缘，力量微弱，却是异于官方的另一

种声音，对于官方力推的充满意识形态话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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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能构成实际的威胁，官方总是千方百计地限制或

剪除民间的声音，或是通过严酷的文化整肃，或是通

过文献汇集编篡等名义上的学术活动，来搜缴民间

的文本文献，最终力图达成清除不同的声音的目的，

《四库全书》的编篡即是典型例证。这一被作为丰

功伟绩记录在史册的事件，实则是文化洗劫和文化

蒙难。鲁迅先生和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对此皆有专门

的论述。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余》一文中，曾尖

锐地指出：“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

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

‘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不说

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

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

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纂修

《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

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

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

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

有些骨气的人。”［１０］１５３费正清则在其所著述的《美国

与中国》一书中，点明了清朝统治者借编纂《四库全

书》之名，行使文化专制的真实用意，“通过这项庞

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

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

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

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

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正如 Ｌ．Ｃ．古德里奇所论
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１１］９２。两位学者一

中一美，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彼此相距遥远，但在如何

看待编篡《四库全书》一事上，两人的观点却惊人地

接近。

六

新历史主义者清楚地知道，宏大历史中充斥着

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其书写过程即是权力运

作的过程，“成王败寇”既是其评判的原则，亦是其

书写的原则，因此为王者撰写的大历史充斥着谎言

也就不足为奇。要想接近真实的历史，就要诉诸其

他的途径，寻找别样承载人类历史实践活动的记述

文献。这也就是为何新历史主义者喜欢搜集趣闻轶

事、奇异话题、意外插曲、偶然事件、异样事物、私人

记录、民间纪事，探索和解析文学文本承载的内容的

缘由。这些被主流历史话语排斥在外的文本，常常

可以显示出历史的真实面容，雷蒙·阿隆在《论治

史》谈到一句看似平常的记述，却揭示了一种暗含

的历史真相，“笛卡尔曾在荷兰生活，这一事实让我

们弄懂了为什么那个时代的法国知识分子一直生活

在受迫害的阴影里”［７］１２９。

文学文本之所以为新历史主义者所青睐，是因

为文学文本承载着无比丰富的内容，文学不仅表现

人类情感，塑造人类的精神与形象，而且也表现和反

映现实，以虚构和想象的手法，使事实真相得以变相

地存留。文学文本中包含着与当政的统治者并不相

合的他异性构成，但常以匿名或化名的方式弥散地

存在，得以逃过并不高明的文化审查者的注意而幸

存于世。当政者对于文学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一方

面可以将其意识形态化而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其内

在包含的他异性的构成又会对其统治造成麻烦，可

这种他异性存在虽不利于当下的存在，却可能服务

于未来。因此，历史上从未有过对文学的完全禁毁，

文学是当政者和社会允许其存在的为数不多的具有

他异性甚至反抗性的文化形式。

新历史主义者深谙其间的奥秘，深知文学的复

杂构成、丰富的内涵和能够为其使用的方式。他们

以文学文本的解读作为研究路径，采用适宜的探索

方式与研究方法，达成自己追寻的目标。他们运用

的方法多种多样，因人而异，但归结起来，大体有如

下数种：

１．背景重置。将文学文本进行历史的境遇化，
把文本置入其得以形成的历史条件与环境之中，尽

可能复原制约或促成文本形成的政治、经济、社会、

制度、习俗、伦理、宗教等要素，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形态以及与大历史的关系。

２．语境分析。文本意义的生成离不开语境，要
了解文本表达的意义，需对语境展开分析，其中包括

对不同历史单位形成的语境进行分析，对文本中的

语境进行分析，对文化系统中的语境进行分析，对多

次阅读的语境进行分析。

３．互文性实践。将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联系起
来，注重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和通约性，让文学文本与

历史文本互为对方的镜子，相互嵌入，相互映照，彼

此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共同形成从历时态与共时态

两重维度向文本不断生成的开放网络，对文学和历

史进行重写。

４．互主性实践。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皆为主体
活动的产物，在文本的阅读与书写的过程中，必然会

与文本原有的书写主体和文本中的主体相遇，不同

的主体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和相互塑造，在此过程中

彼此可能发生视域融合，也可能产生视域冲突，一旦

冲突发生，即采取厚今薄古的立场，消解冲突。

５．话语权力分析。历史书写是权力话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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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读历史的文本时要充分考虑到权力和由权力派

生的利益、意识形态及政治倾向性对历史书写的作

用和影响力，分析权力的结构与功能，解析权力对话

语的支配作用和对历史形态的塑造。

６．叙事与修辞分析。进入文本的历史是一种叙
事与修辞，因此，应从叙事和修辞的维度对历史进行

分析，查看叙事与修辞如何造就历史文本的形态，探

讨叙事与修辞在历史文本的书写与解读过程中所发

挥的作用。

７．多元化叙事。宏大历史的写作因官方权力的
介入会造成本真、完整历史叙事的偏移、歪曲、删改

与遮蔽，为了抵消官方权力介入历史写作的消极作

用，应进行多元化的历史叙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

面、不同性别、不同宗族与人群对历史进行尽可能多

样化的书写。

事实上，新历史主义者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并

不局限于以上方法，他们会更多地使用任何他们认

为适用的、从其他学科和理论借用来的方法。

七

新历史主义的研究视域、路径给人带来了理解

文学与历史的新的可能性，也招致了各种各样的非

议和批评。这些非议和批评，有的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有的则源于误解。海登·怀特讲，人不可能找到

历史，因为历史业已逝去，无法重现，不能复原，只能

找到关于历史的叙述，或找到被阐释和被编织过的

历史。这样的表述就被指斥为文本历史主义，事实

上，人的确无法直接触摸历史，人所能看到的是转域

的文本化的历史，就是能看到历史的遗迹，那也不是

其原有模样。对海登·怀特最深的误解，应是对其

使用的虚构和想象的词义的误解。关于他是在什么

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语，海登·怀特在其著述《元

史学：１９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中专门给出了
解释：“我倾向在现代边沁主义和费英格尔的意义

上来理解虚构的观念，即将它看作是假设性构造和

对实在的‘好像’（ａｓｉｆ）式描述，因为这种实在不再
呈现在感知前，它只能被想象而非简单地提起或断

定其存在。”［１２］７

无论是否承认，新历史主义批评给人带来的影

响都是巨大的，其不仅对人的意识与对历史的认知

判断产生了影响，也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实践产

生了影响。为数众多的作家的作品都受到新历史主

义批评的理论观念的影响，如陈忠实的《白鹿原》，

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刘恒的《苍河白

日梦》，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１９３４年的逃亡》

《罂粟之家》《妻妾成群》，格非的《青黄》《风琴》《迷

舟》，余华的《活着》《一九八六》《往事与刑罚》，叶

兆言的《状元境》《追月楼》，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

花》，廉声的《月色狰狞》等，皆带有明显的新历史主

义观念的意味。陈忠实《白鹿原》的出版之所以艰

难，电影版的《白鹿原》和电视版的《白鹿原》之所以

经历漫长的审查，与其作品表现的对那段历史所作

的颇具新历史主义意味的诠释有着密切的联系。

相比传统的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所提供的视

域和观看历史的方式，的确可以让人尝试从一个全

然不同的视角来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对其进行重

新解读。而这种认识历史、解读历史的方式，使人能

够看到被官方的大历史所遮蔽的多元的他异性的历

史存在。

杨显惠、郑念、巫宁坤等人也许并未关注过新历

史主义批评理论，在写作过程中也从未想要尝试用

新历史主义的观看视角来处理写作的素材，以文学

的形式来书写历史。但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郑

念的《上海生死劫》、巫宁坤的《一滴泪》，的确可以

从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视角来进行理解和解读，作品

从个人或小群体的视角，表现了１９４９年以后知识分
子坎坷多难的命运。

国内不少评论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文章都宣称，

新历史主义业已衰微，正在成为过去，有人甚至断

言，新历史主义已经成为历史。这种说法缺乏充分

的依据。事实上，新历史主义并未过时，也未成为过

去，只是其存在方式发生了某种形式的改变，以往是

一批人集中在一起，现在是大家弥散开来，在各自不

同的领域，继续依据新历史主义的观看视角来从事

着有关文学与历史的探索、研究、批评与实践，而且

还有人不断地加入他们的行列，尝试用新历史主义

的观看视角来认识、评判和解读文学和历史。因此，

不能从狭隘的意义上去判定新历史主义的走向与命

运，妄称新历史主义已是穷途末路。

新历史主义不仅是一种批评流派，它更是一种

思维样式，一种对人类历史认知和书写的方式，一种

研究路径和实践的方法。作为一种思维样式，它已

深深地嵌入人们的意识中；作为一种对人类历史认

知和书写的方式，它从根本上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的

理解和书写；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和实践的方法，它已

经为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采

用，为文学的创作者、文化实践者提供了一种新型的

介入创作活动、文化实践活动的通途。新历史主义

以弥散的方式，对诸多不同领域中的文化实践者、文

学创作者、文化探索者和研究者产生着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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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影响，改变着他们的思维走向，影响着他们对现

实与历史的认知与书写。新历史主义的影响力是多

维度、多层面的，其深邃的影响力注定是广域的，深

远、绵长、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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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生态意识和生存智慧

刘　晗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７－１０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苏轼生态型人格研究”（２０１８－ＺＺＪＨ－３１４）
作者简介：刘晗（１９７８—），女，河南遂平人，文学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跨学科研

究。

摘　要：苏轼一生命运多舛，却抵达了生存的天地境界。他一生德及草木，恩施动物，有着仁爱
万物的慈悲之心。他乐于山林之乐，抱朴守真，过着简单、节俭的生活。他一生宦海沉浮，却始终葆

有随缘放旷的精神境界，追求内心的安适和自由。苏轼戒杀生、尚素朴、与天同一的生存之道，蕴涵

着万物平等、敬畏生命、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

关键词：苏轼；生态；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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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曾将人生境界分为四类，其中，天地境界
乃人生至高境界。冯友兰认为：“处于天地境界的

人有着高度的觉解，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

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有这种觉解，他就为

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

义，自觉做他应做的事。”［１］５００真正觉解的人参天地，

赞化育，做一个对整个宇宙有用的人。因此，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民胞物与”是生命个体身心修养的基

本规范，“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人追求的生存至境。

从这个层面讲，苏轼可谓抵达了生存的天地境界。

他性好山水，仁爱万物；生活简朴，精神富足；随缘放

旷，性命自得。在宦海沉浮的人生际遇中，苏轼超越

了种种局限，最大限度地开掘了生命的广度和深度，

最终抵达了触目皆春、与天同一的人生境界。曾繁

仁曾说：“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古典形态的生态文

化，生态文化是中国的原生性文化。”［２］３在充盈着生

态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苏轼的生存智慧进行

生态学的考察，也许并不牵强，尤其在生态危机日益

严重的今天，更是必要的。通过探析苏轼的生存智

慧，或许有助于人类寻回失落已久的天真、质朴，有

助于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人与自我的

理想社会。

一、德及草木，恩施动物

“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这是儒家的生活态

度，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３］１５９对于中华

民族来说，天地之间充溢着化育万物的生命力，它是

一切生命的源泉，古人称为“气”。阴阳二气的氤氲

化合形成了日月山川、花草树木，当然包括人类。

“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天道’不可脱离的一部分，正

如山川河流一样，是‘大化’合法的存有，是‘气’之

流动所产生的结果。”［４］因此，“气”成为中国古典哲

学的核心范畴，“自然”也就成了生生不息、大化流

行的有机生命体。苏轼一生“性好山水”，自言“身

行万里半天下”，西起眉山，东至登州，北至定州，南

至儋州，一生足迹几乎遍布整个北宋版图，他曾自豪

地宣称：“人间胜绝略已遍，匡庐南岭并西湖。”［５］２１９０

对自然丰富感知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苏轼，尤其是

贬谪之地的荒山野水给了他独特的生命体验。在自

然山水之间，苏轼感受着春华秋实的生命律动，和人

与自然合一的生存极境。“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

自摇沙水清。”［５］４３７“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

相呼。”［５］３１７鸢飞鱼跃、草长莺飞的生命世界跃然纸

上，野桃、溪柳、沙水、鱼鸟，无不生动活泼，生机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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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苏轼的世界里，“自然”有着天然的生机和意

趣。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生生之德”，即所谓

“天地之大德曰生”。冯友兰曾说，程明道不芟窗前

绿草，为的是“常见造物生意”；又于盆中蓄小鱼数

尾，时时观之，“观万物自得意”。所谓“生意”“自得

意”，即万物的生机。冯友兰还指出，惟对宇宙人生

有极高觉解者，才会对天地万物产生一种休戚相关

的真情实感，才能得见自然物之“生意”，才能感受

鱼鸟虫兽之“自得意”，获得极大的快乐和幸福。苏

轼每到一处，无论如何困窘，总是置田舍，广植树。

元丰五年，苏轼在黄州东坡造雪堂，遍植桑、柳、桃、

橘、茶等果蔬草木，真乃一个花果园。绍圣四年，苏

轼建惠州鹤峰新居，亦在新居周围广种果木，“门外

橘花犹的韟，墙头荔子已斓斑”［５］２２２６。诗文形象写

出了庭园内外果木繁茂的景象。元符元年，苏轼在

海南买地筑屋，美其名曰“桄榔庵”。同年岁末，在

屋舍旁边开建了小圃，里面种植了许多草木蔬菜。

由此可知，苏轼有着强烈而自觉的家园意识，每到一

处，遍植林木，营造了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与草木

瓦舍、田园果蔬相亲相迎，感天地之浩然，体宇宙之

博大，自觉抵达生机盎然、自在自足、和谐圆满的生

存境界。

也许，我们还需要走得更远。苏轼对自然有着

超乎常人的敏感和洞察，善于了悟自然生命的神奇

与玄奥，他从不以异己的态度对待天地万物，热爱自

然、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已内化为其内在的生命诉

求。元丰三年，苏轼在被贬黄州的路上，看到湖北麻

城原县令张毅为荫蔽行人在路旁种植的上万颗松

树，在张毅离任后不到十年，只剩下不足十之三四。

痛惜感慨之余，写下了《万松亭》，表达了爱护植物、

保护自然的强烈愿望。苏轼还曾留遗墨“流响”于

五祖寺，只因五祖寺弘仁大师曾为破峨山栽植松道，

苏轼非常敬仰，游后留下了“流响”二字。苏轼对松

树尤为喜爱，从小就喜欢种植松树，一生种松达数万

株，在诗文中予以记载：“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

岗。”［５］１０２７“予少年颇知种松，手植数万株，皆中梁柱

矣。”［５］１９０２

苏轼融入自然，不仅仅是自我生命的内在诉求，

而且包含着对天地万物的道德要求和生态责任。方

东美曾说：“我们以平等的心情，待人接物，自不难

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共证创造生命的神奇。惟

有这样，我们在内心深处才能发展一种广大的同情

心，把它发现出来，才可以布满大千。”［６］１２８所谓“布

满大千”，即能够感受到内心与自然万物的同情和

契合，从而尊重生命，敬畏存在。在自然面前，苏轼

懂得“体”。入自然，悟自然，全在于一个“体”字。

“体”意味着人类要抛却一己之私，充分扩展自我的

同情心，使生命本性得以实现，从而认同万物，保全

所有，自觉参与到天地化育的生命场域中。这是因

为自然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生命体，人类作为其

中的成员，与万物休戚与共，只有善待土地、山川、河

流、草木等，确保自然的完整、稳定与美丽，才有“返

乡”“归家”之感，才能诗意地栖居。

苏轼对动物抱持天然的喜爱和仁慈之情，将悲

悯之心施加到所有小生灵身上：“我哀篮中蛤，闭口

护残汁。又哀网中鱼，开口吐微湿。”［５］１２０５“钩帘归乳

燕，穴纸出痴蝇。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５］２１１５充分

显示了其仁爱万物的慈悲情怀。苏轼还将自己的仁

爱之情落实到为官行政的过程中。在惠州时，他说

服亲友出资买下一方陂塘，修建成水面开阔的水库，

在其中养鱼养虾，为防止当地民众竭泽而取，还制订

了合理捕捞的公约。即使流放到了海南，他仍然四

下奔走，广为呼吁，力图改变当地“屠牛事巫”的陋

习。当时岛上的原著居民有一种陋习，有病不问医，

而是以巫代医，杀牛祷神。结果牛死人也死，烧香等

于烧牛肉，于人、于神、于牛都是一场荒唐事。苏轼

对此十分焦虑，专门写了文章，并拿去广为传播，力

图阻止这种虐牛、害人、渎神的行径。苏轼还喜放

生：元丰元年，曾和道潜放生于百步洪边，作诗《次

韵潜师放鱼》记之；绍圣二年，于海会院旁做放生

池；知杭州期间，疏浚西湖，理由之一便是“西湖是

放生湖”……无论动物还是植物，均是天地造化所

生，都有其生存的权力，人类不应为一己之私而轻易

杀生害物。史怀泽认为：“同情动物是真正人道的

天然要素，人们不能对此不加理睬。我以为，这是在

思想的昏暗中亮起的一盏新的明灯，并越来越

亮。”［７］２罗尔斯顿也强调，“如果我们的良知能演进

到能包容整个生态系统，那一定会是非常高尚

的”［８］３５。因为“生命应是自然的基本存在样态。自

然的魅力来自生命的魅力。当我们努力捍卫自然

时，我们也在试图拯救生命”［９］２０。敬畏自然、关爱

自然，就是保护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生命共同

体。这样一种人，才是真正“有道德”的人。

苏轼一生德及草木、恩施动物，有着民胞物与的

生态情怀和宇宙风度。他是真正有道德的人。“一

个人，只有当他把植物和动物的生命看得与人的生

命同样神圣的时候，他才是有道德的”，有道德的人

“不打碎阳光下的冰晶，不摘树上的绿叶，不折断花

枝，走路时小心谨慎以免踩死昆虫”［７］７３。这才是最

大的“善”，真正的“有道德”。因为“善是保持生命、

·０１·



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

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

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７］９。因此，人类的一

切活动都要从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完美出发，遵

循“以时”和“节用”的原则。“以时”就是遵照一定

的时间或季节的限制，要等到动植物自然完成其生

长周期或者完成一个生命周期；“节用”就是保持量

的限度，不滥伐树木、过度捕杀动物等。“以时”和

“节用”是人类对动、植物的仁德，苏轼曾说：“杀之

以时，而用之有节，是待禽兽之仁也。”［１１］１１４在中国

的《月令》《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历代典籍中，记

载着不允许杀幼虫、胎、夭、飞鸟，不可伐木等一系列

生态保护的律令，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人不违农时、爱

物节用的生态情怀，至今闪烁着道德的光芒和人性

的光辉。中国古人相信，万事万物都是“道”的具体

呈现，人类只有消解对世界的占有欲望与僭越之心，

以质朴、率性、虚静之心直面自然，才能在生机活泼

的凡常存在中见出造物者的深意。如此，中国古人

的爱物节用已提升到了人类个体生存的高度，遵从

自然“生生”的秩序和目的，按照天地运行的方式行

事，在自我实现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葆有自然的自足

性、自在性。

二、每加节俭，惜福延寿

苏轼一生始终抱持勤俭的生存理念，过一种简

单、素朴的日子。对于物质生活，苏轼要求极低，他

曾说：“吾无求于世矣，所须二顷田以足餤粥

耳。”［１０］４５要求不多，自容易满足，即使在最为困苦的

贬谪时期，依然可以从野菜、清汤中感受到快乐和满

足。在黄州，猪肉极为下贱，当地人几乎不食用，经

济拮据的苏轼将其买回，精熬慢煮，制作出了今日所

谓的美味佳肴“东坡肉”。在黄州，苏轼还发明了

“二红饭”。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家人不得不经常吃

大麦仁或赤豆，为改善饮食，苏轼将大麦仁和赤豆掺

在一起，味道甚佳，苏轼戏称为“二红饭”。苏轼似

乎天生有着享受生命的热情和浪漫，善于以欣赏的

眼光对待日常而单调的生活，发明了“东坡肉”“东

坡羹”“东坡鱼”等。但如果基于此，将苏轼拉平至

“美食家”的行列，则极大消解了苏轼以诗意的眼光

对待人生困境的生存智慧，广为流传的东坡美食几

乎都是在其生活极其困苦的贬谪时期发明的。但如

果我们认为，苏轼素朴的生活方式完全迫于生计，则

有失公允。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时，十分痛恨迫于应

酬而狂饮无度、铺张浪费的饮食习惯，称之为“酒食

地狱”。元年间，苏轼再次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

出任杭州知州时，对那种穷奢极欲的生活依然极为

反感。

谪居黄州期间，苏轼在雪堂书下了《书四戒》，

作为自己养生的座右铭：“出舆入辇，命曰‘蹶瘘之

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

‘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１１］２０６３可

见，苏轼将“甘脆肥浓”之物视为养生大忌，提倡亲

近自然、素朴简淡的饮食方式。在苏轼的诗文中，随

处可见许多有关素食养生的内容，如枸杞、菊花、蔓

菁、荠菜、桃花等，均为东坡所喜爱。晚年更是提倡

节食减欲的生活：“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

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告

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

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１１］２３７１众生生活于

世间，以眼、耳、鼻、舌、身等器官与外界接触，生发

色、声、香、味、触等感觉，进而产生欲望，生贪婪之

心，只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１１］１４９９。惜

福，就是要节俭，节约衣、食、住、行等一切生活资源，

过一种清贫、简朴的生活。如此，有利于身体的康

健。熙宁七年，苏轼知密州，日食杞菊，反而，“貌加

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１１］３５１。天然、素朴的生活

方式反而获得身体的康健。不仅如此，素朴的生活

方式更有利于精神生态的养护。因为，素朴的生活

态度乃生命个体真淳本性的流露。鲁枢元认为：

“素者，不染之丝也；朴者，不雕之木也，皆为‘自然

而然’者。道法自然，因此‘见素抱朴’即得‘道’。

不染不雕即物之本色与初心，素朴于是又具备了原

初、本真之义。”［１２］２５７只有在简单、素朴的生活中方

能寻到生命的真谛，存在的本源。守“贫”抱“清”成

了中国古代理想人格的特质。因此，真正爱惜生命

的人，更乐于“山林之乐”，而非“富贵之乐”，追求一

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对财富、物质需求甚少，尽享精

神的富足和愉悦，以终生感悟自然精神为乐趣。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苏轼称得上独一无二的旷

世奇才。他一生留下了《苏氏易传》《论语传》《书

传》三部专著，成为北宋“蜀学”的领军人物；他创作

了２７００多首诗歌，３００多首词，１００多篇散文，诗、
词、文均达到北宋文学的顶峰，诗与黄庭坚并称“苏

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并开

创了影响深远的中国文人画……苏轼毫不掩饰他对

文学艺术的喜爱，自称平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作文。

鲁枢元也认为，文学艺术可以使人类感受一种奇特

的“幸福”，因为，文学艺术是人类的一种近乎本能

的精神需求，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存在方式，一种人类

生命活动辉煌灿烂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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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多数的奢华生活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必

要，反而成为人类向前发展的障碍。谈到奢华与舒

适，聪明人实际上过着一种比穷人更简单朴素的生

活。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的古老的哲学家都属于

此例，他们的物质生活往往贫困不堪，但精神上却很

富足。”［１３］９鲁枢元提倡一种“低物质能量运转中的

高层次的生活”，认为人类对外在世界的欲望已让

地球不堪重负，应该从人类自身内部调整追求的目

标，为此，他也找到了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家作为典

范。他认为，注重精神生活的人，对外部物质生活总

是较少地依赖，陶渊明、苏轼、陆游、曹雪芹、托尔斯

泰、安徒生、凡高等都在困窘的境遇中获得了精神的

满足和愉悦。物质越是简单，似乎越能抵达通达天

地的自由人格，人类如果过分热衷于对外在物质、财

富、名利的追逐，就不能站在安贫乐道的境地去审视

人类的生活。苏轼似乎有着神奇的魔力，可以将平

淡的甚或苦难的人生艺术化、情趣化，从而获得精神

的丰赡和满足。贬谪期间，居无定所，衣食无着，遭

遇常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困境，食“东坡羹”“二红

饭”，还躬耕于田间地头，头戴蓑笠，脚着木屐，下地

劳作，与农夫无异，甚至深以为乐。后来身居要职，

生活富足，却常常怀念黄州时期的生活。在苏轼心

中，京都的亭台楼阁、玉盘珍馐，比不上黄州的小桥

流水、菜蔬汤羹。可见，苏轼注重的不是物质层面的

丰盛，而是精神层面的丰足。苏轼在素朴的生活方

式中获得了生命个体的“幸福”和“安适”。从现实

世俗层面看，贬谪将苏轼推至生存的困境，从文化精

神层面看，恰恰成就了一个真正丰满、本色的苏轼，

从此东坡居士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人格典范。由此

可见，精神的富足似乎和物质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

物质越困窘，精神反而越丰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问道德，大多旨在引领人

裁抑物质生活，抵达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孔子倡

导简朴的生活方式，认为“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

不逊，宁固”［１４］８７。“孔颜之乐”更成为文人士大夫

推崇的至高生存境界。许多文人士大夫过着粗茶淡

饭的清苦生活，却乐在其中，洋溢着生命的热情和人

性的温暖，这是真正的“富足”。老庄也推崇守“贫”

抱“清”的人格。老子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

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１５］１７６尚俭、尚朴、忌奢、忌

盈成为老子哲学的基本精神。在庄子看来，“平为

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１６］７９７。

物质之丰盛反而对人有害，“夫恬淡寂漠虚无无为，

此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质也”［１６］４０６。从现代生态伦理

角度来看，过于奢侈的生活不仅影响人的身心健康，

也注定造成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导致生态环境的

失衡和生态资源的枯竭。大自然以能量守恒为准

则，够用就行，多则费。在大自然中，不存在无用的

东西，也没有过分的东西，一切都恰到好处，只要够

用就好。人类作为自然之子，理应生活简朴，约束自

我的欲望，对自然万物抱持非常节制的态度，正如苏

轼在《赤壁赋》中所说：“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

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１１］６其实，人类生命

个体基本生存所需的物质和能量都十分有限，生活

简朴，精神富足，才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因

为人的自我价值实现和天地万物的价值实现是完全

一致的。当代深层生态学者主张实现“轻踩大地”

的生活形态，提倡居住在一个简朴的、原生的“小

区”里，使消费和物质需求达到最小，尽可能使人类

的生活对其他物种的影响降到最低。正如格里芬曾

说：“我们必须轻轻地走过这个世界，仅仅使用我们

必须使用的东西，为我们的邻居和后代保持生态的

平衡。”［１７］９４因为，“地球上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健

康和繁荣有其自身的价值（内在价值、固有价值）。

……除非满足基本需要，人类无权减少生命形态的

丰富性和多样性”［１８］５３。人类只有以平等、共生为理

念，才能真正认识到人在自然中的生态位，从而调整

自我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生活方式，才能最大限

度保全自然的多样性、完整性。在人类文明发展的

岔路口，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素朴、简约的生活方

式，以“自然”为宗，以“够用”为好，减少不必要的支

出和消耗，使人的生命法则同于自然法则，让生命在

自然中流转、展开，实现生命在现世的安顿和超越。

三、性命自得，与天同一

在遇赦北归途经金山寺时，苏轼曾自题画像云：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

州惠州儋州。”［５］２３０３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居留黄

州、惠州、儋州时期，是苏轼遭遇人生困境的时期，也

是苏轼一次又一次实现精神突围的时期。苏轼自幼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无论凤翔、杭州、密州，抑或居京

在朝，始终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

信念，坚守“以民为本”的仁政主张，为官一方，造福

人民。“乌台诗案”似乎取消了苏轼所有的价值和

信念，他饱满、坚实的精神世界遭遇生平第一次困

境。在黄州，苏轼渐渐洗去了个体形迹的尘垢，也洗

去了内在的分别之心，使自己从功名利禄的羁绊中

逐渐解脱出来，在困苦而真实的生活中抵达生命的

本源、存在的真实。无论《东坡八首》，还是《赤壁

赋》，都充分展现了苏轼超越外在、乐在“心安”的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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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襟怀：“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

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

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１１］６苏轼取消

了对峙，消除了差异，将个人之悲喜、人生之沉浮放

置于大化流行的自然中，不再执着于一时一物之得

失，从容走进一种自然、自由的生活，在日益逼仄的

生存空间中开掘了更为广阔的心灵境界。不得不

说，这是苏轼的伟大之处。当再次被贬到更为荒远

的惠州、儋州时，苏轼对人生的体悟更为本真、通透、

深邃，将他人视为“地狱”般的生活过成了“天堂”。

儋州，自古被称为“蛮荒之地”“瘴病之地”“鬼门

关”，自然成了贬谪之人的畏途。据统计，唐代贬谪

到海南的共有２７人，宋代有２９人。唐代贬谪海南
的官吏中，最著名的是李德裕。李德裕被贬往儋州

时已年过六旬，不到一年，李德裕便在忧愤交加中逝

去。苏轼被贬儋州时，年岁与李德裕相仿，同样面临

着“饮食不具，药石无有”的困难处境，却在离开儋

州时，深情地说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

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５］２３６３此时，丰富、本色、诗

意、旷达的苏轼人格才真正完成，最终抵达了“也无

风雨也无晴”的自得、自适、自由的人生至境。常人

把遭遇贬谪视为人生中的大不幸，而苏轼却将其视

为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因为正是在贬谪生涯中，苏轼

得以在持续推进的“洗心”过程中，一步步完成了内

在精神世界的超越，抵达心无挂碍的至高境界。

如果单从生命个体的日常情感来看，顺境则欣

喜，逆境则困苦，这是人类最自然的情感，也是人类

生活之现实。但自然流转不息，世事沉浮盛衰，此乃

天道、人道。荣与辱、穷与达、出与入，以“道”视之，

全然没有本质的不同。人生如寄，风雨也好，晴天也

好，都是生存的外显形式，属于生命中应有的不同状

态，且瞬息万变，相互转化，又何必执着。如此，黄

州、惠州、儋州，只是生命存在的自然境域；外在事

功、山林之乐，也都只是生命存在的一种样态，当超

越了穷达、荣辱的分别和对待，就完成了对存在的超

越、对价值的超越，全然回到与自然精神合一的自

我，真正抵达随缘放旷、性命自得的至高境界。苏轼

知密州时，密州连年灾荒，身为太守的苏轼也只能到

郊外采摘枸杞、甘菊充饥，还为此写了一篇《后杞菊

赋》，说道：“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

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１１］４所谓的贫富、美

陋之别皆因人类的一己之私，世间万物即生即变，方

成方毁，哪有一刹那的停驻。贵贱、荣辱、穷达、得

丧、寿夭皆为生命的色彩，共同构成了整一的生命存

在，且相互转化，流转不息，当破除了执念和偏私，就

会以阔大的心胸坦然接受生命中所有的际遇，无论

苦痛、欣喜，经过岁月的打磨和心灵的过滤后，最终

都会化为生命中最为醇厚的那抹静美，就都无须介

怀了。苏轼一生历经贬谪，却始终以一颗超绝、旷达

的心直面生命中的风雨阴晴，泯灭一切人为的对立

和分别，内在与外在，此岸与彼岸，过程与结果，有限

与无限，在生命个体自由的心灵里完成了统一，抵达

了“心安”的生存至境。因此，苏轼的“心安”，绝非

仅仅是身处困境中回归内心的自我安慰，而是穷达

皆适的一种高贵品德和独立人格。在变动不居的生

存世界里，苏轼始终追求一种“珍视自身的生命存

在，努力超越种种窘逼和限制，执着于生命价值的实

现，获取生活的无穷乐趣和最大的精神自由”［１９］５３的

诗意人生。

穷达皆适的人生境界有赖于苏轼淡泊虚空的精

神世界。只有内心虚空，才能无往而不自得，坦然应

对人生的各种磨难，保持精神世界的平衡，真正做到

“任情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１１］１６７１，

完成对现实存在的超越，抵达超脱旷达的人生境界。

王耘认为，“虚空”于心而言，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是

合于本体的存在，这样的存在与鸢飞鱼跃、生机盎然

的自然是一体的，在“虚”中生出“实”，构成了世界。

日月星辰、大地山河尽在虚空中，乃自然全有，如果

人类以一己之私“挟物”或“释物”，均不能“虚”，不

能“安”。人类生命个体只有克服“小我”，超越行迹

和欲望的牵绊，才能葆有人性的天然、真纯与素朴，

“虚空”万物，“静观”自然，在与天地万物相遇相成

中抵达“天全”的自由境界。苏轼有诗曰：“惟有此

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５］６７３苏轼凭着过人的

智慧自觉将自我融入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自然中，

与万物为一，与天地同体，抵达“天全”。“天全”就

是物我相忘，天然自得，与天同一。这是一种天地境

界。处于天地境界的人才真正走向成熟，完成了自

我实现。

当代深层生态学家阿伦·奈斯认为，人类生命

个体的自我成熟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从本我到社会

的自我；从社会的自我到形而上的自我。只有达到

形而上的自我，即生态自我的阶段时，才能自觉将个

体生命融入到所有生命的自然过程中，实现人与自

然的同一。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有

着内在的契合。中国古人相信：天、地、人共同处在

一个相互交错、彼此影响的生命环链中，它们是一个

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万物化生”不是简单地物物

相加，而是阴阳、刚柔、乾坤、天人之间的交感呼应。

在人的身心结构中，存在着将自我发展为与天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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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真正潜能和巨大可能性，即自我精神和自然精

神的合一。因此，中国人喜欢讲“天人合一”。正如

钱穆所说：“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

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地配合着讲……

‘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

献。”［２０］这是一种有机整体、普遍联系的宇宙观。李

约瑟称之为“有机的自然主义”。苏轼之所以能够

使自我生命与自然精神融为一体，完全有赖于他的

天地之心，而非一己之心。正是有着对自然生命的

独特感受和对自然精神的深刻体悟，无论处于怎样

的境地，苏轼总能将自我深植于自然之中，参与自然

生命力内部的共鸣，使心灵与自然节律交感、共振，

从而在尽物性、尽人性中抵达“天人合一”的生存化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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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２０世纪３０—７０年代的文学史编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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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学研究。

摘　要：在１９３０—１９７０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老舍的地位呈现出高开低走而又逐渐上升的趋
势。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文学史，对于老舍的评价较为客观和平和，也能在文本细读的前提下对作品提出
独到的见解。对于其“幽默”“讽刺”的创作风格尽管褒贬不一，但并未以此否定其作品的思想性；建

国以后至“文革”结束前，大陆的文学史叙述中，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规约，老舍在文学

史中的意义与价值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新时期，从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开始，老舍在文学史

中的独特价值又得到关注。通过考察５０年来老舍在文学史叙述中的流变，可以发现文学史写作中
存在的一些问题。正视并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此后文学史中关于老舍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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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１９４９年前文学史中的老舍

关于老舍研究最早的文字可以追溯到１９２８年
１０月《时事新报》所刊登的两则广告，这两则广告是
为了推广老舍刚刚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部长篇小

说：《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从这两则广告中可

以概括出老舍给文坛带来的“新意”是“讽刺的情

调”与“轻松的文笔”。从此以后，老舍逐渐被文坛

所熟知，关于老舍的研究文章也逐渐增多。①而老舍

正式进入到文学史的叙述范围之内，则是在１９３３年
由北平杰成印书局出版的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

动史》（以下简称《运动史》）中。《运动史》是“第一

部具有系统规模的中国新文学史专著”［１］３２，以五卅

运动为界，将新文学创作分为两个时期，老舍的创作

被放在第二期（第六章）中介绍。《运动史》认为，老

舍前期创作（《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

记》）的共同点是“在作风上还保持着讽刺的风味，

所描写的对象，仍不外顽劣古旧的人物”［２］２２５，并且

对于这些作品从创作态度、人物性格、情节处理等方

面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总括起来说老舍所持的

创作的态度，是以夸张的、诙谐的、讽刺的笔锋，暴露

中国腐败的社会，揭破一般愚蠢陈旧的人物的面孔，

并向中国旧礼教旧风俗的壁垒上施以猛烈的攻击。

他对于人物性格的描写，很逼真动人，而处理如此复

杂的情节，使之线索分明、从容不迫地发展，使人读

了不觉得冗长与紊乱。就作风上说，在当时讽刺小

说也不是没有，然像这样雄宏的气魄，冗长的题材，

巧妙的诙谐，除了老舍的作品以外，尚找不出第二

人。只就他打破当时一般作家的成规，另向新的风

格方面创作而论，已经值得我们的佩服了。”［２］２２５可

以说，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学史书写中，很难再

见到对于老舍前期创作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

在《运动史》出版十年后，１９４３年由世界书局出
版社出版的李一鸣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讲话》中，

只是在第五章“小说”的“第一派”中写到了老舍。

李一鸣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讲话》在论述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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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二十年来（１９１７—１９３７）的小说创作时，既没有
给重要作家设置单独的章节，也没有按照文体（长

篇和短篇）和时期来分类，而是选择“就作家们的派

别来叙述”［３］８５。但较为特殊的是，他并没有按照文

学社团来划分作家创作，而是“就他们的作风”将这

２０年来小说创作概括为四个派别，而把老舍归为
“以鲁迅叶绍钧作代表”的第一派里，这一派里的其

他作家还有许钦文、王鲁彦、沈从文、黎锦明、冯文

炳、王任叔等。李一鸣认为“他们取材是古老社会

里的人物，大都用讽刺或幽默的笔调写出，他们纯粹

是写实主义者，他们的手法，平淡而冷静的”［３］８５。

在这一派里，老舍和沈从文是除了鲁迅与叶绍钧之

外，作者给予较多篇幅来论述的作家，但是往往引用

小说原文就占据了将近一半的篇章，这也是《中国

新文学运动史讲话》的一个论述模式。在老舍的论

述部分中，李一鸣对其创作的讽刺风格评价不高：

“讽刺不免流于恶谑，不及鲁迅那样的深刻”；但肯

定了其语言的爽朗风格：“文字完全近于口语，爽朗

得异常呢。”［３］８５李一鸣在一些基本史实方面显然没

有做过细致的考究，比如他认为老舍“好像是山东

人”就犯了一个基本的史实错误。由于“范围的限

制，材料的缺乏”，《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讲话》所述的

文学史截至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前为止，因而并没有涉
及到抗战文艺的发展。而弥补了这一缺陷的，是蓝

海（田仲济）在 １９４６年出版的《中国抗战文艺史》
（以下简称《抗战》）。

在史实考证和史料搜集方面，蓝海相对于李一

鸣显然是下了很深的功夫的，作者在后记中明确地

表明了自己写这本文学史的意图：“写这个小册子

的目的便是企图弥补一部分缺陷，保存一部分史料，

使它不至于全部失散。”［４］４７４而且蓝海作为“从头到

尾亲身经历了那个伟大的时代”［１］７１的亲历者与见

证者，在研究抗战文艺时面对的就不仅仅是史料，更

是生活与亲历的见闻，这使得《抗战》中保留了不少

有时代氛围的史实，给人一种极强的代入感，也增加

了对那个时代的感性认识。正是由于作者这种战争

亲历者的写作身份，以及在写作时较少受到建国后

那种意识形态的规约，使得他对于一些现象和问题

的思考能够从历史真实出发，“从占有事实开始，从

事实引出判断”［１］７１。以老舍为例，《抗战》对于老舍

在抗战时期的“文协”工作与文学创作都给予了充

分的关注。相对于建国后的文学史书写，对老舍

１９３８年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兼
总务部主任，并在“文协”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史

实的只字未提，《抗战》对这一重要历史事实进行了

客观的还原：“‘文协’的总务部主任实际是‘文协’

的主要负责人。老舍是最适宜的人选，也是两党都

能够接受的，这事是周恩来同志苦心安排的。”［４］３４

而在涉及其创作时，《抗战》既没有刻意忽视老舍的

成就，对于作品中存在的问题也没有选择性回避。

全书有四个章节提及了老舍的战时写作，分别论述

了老舍的通俗文艺、小说、戏剧以及诗歌的创作。

在论述其通俗文艺时，《抗战》指出，“老舍是当

时致力于通俗文艺创作的最热心的人”，进而认为

《王小赶驴》是“他利用民间文艺形式表现抗战内容

的较好的作品”［４］７９，并且引用老舍的创作谈来总结

其通俗文艺制作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抗战》把

老舍的小说分为长、短篇两个部分论述，长篇论述了

《骆驼祥子》《火葬》和《四世同堂》。《抗战》认为后

两部小说尽管都“洋溢着抗战时代的浓厚气

氛”［４］２０８，但《火葬》并“不是作者成功的作品”，而

《四世同堂》的主题思想与艺术表现俱佳。不过蓝

海同时也指出由于“作者主要依靠第二手材料，对

实际生活缺乏深刻的感受和体验，影响了小说反映

现实的深度”［４］２０９。而在这里把长篇《骆驼祥子》归

为战时小说略有不妥，对于《骆驼祥子》“写于抗战

爆发前后”的判断实际上是有误的。事实上，老舍

在１９３６年夏天就开始创作《骆驼祥子》了，同年 ９
月１６日，作品就已经在《宇宙风》第 ２５期开始连
载，至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日第４８期续完，并于１９３９年
３月和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分别由人间书屋和文化生活出
版社发行单行本。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骆驼祥

子》是写于抗战前，而发表于抗战前后。

在论述老舍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时，《抗战》把

目光投向了老舍一部鲜为人知的作品《不成问题的

问题》，并把它放在了第六章第四节“黑暗的暴露”

中。在这一时期暴露国统区黑暗现实的作品里，张

天翼的《速写三篇》显然在文学史中的名气更大。

而蓝海则敏锐地注意到了老舍的这篇“冷门佳作”，

给予了“写得非常出色”的评价。在之后的文学史

书写中，除了王瑶的《史稿》以外，很少再有文学史

提及过这部小说。另外对于老舍的戏剧与诗歌创

作，《抗战》也有所提及，并在肯定这些创作“为抗战

服务”的精神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总

的来说，蓝海的《抗战》是第一本较为全面介绍老舍战

时创作，以及对其创作给予充分肯定的文学史著作。

在一些论述方面，这本书深刻地影响到了建国后王瑶

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写作，该书关于老舍部分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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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观点和句式都明显保留着《抗战》的痕迹。

二、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文学史中的老舍

（一）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的老舍形象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

对老舍的文学创作给予了较为全面的评价。在全书

的二十个章节中，有五个章节提及了老舍。这部文

学史结构严整、宏伟、有气势，按照毛泽东《新民主

主义论》关于文化革命四个时期的论述，将新文学

分为四个阶段：１９１９—１９２７、１９２８—１９３７、１９３７—
１９４２、１９４２—１９４９。每一个时期，《史稿》均设五章，
分别评介文艺运动、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在每

章之下，又将作家作品分别归纳为若干节。由于该

文学史没有给作家设计单独章节，而是把这些作家

放在每个时期的文学发展脉络中来考察，所以老舍

的文学创作被分割成不同的部分散落在不同的章节

之中。《史稿》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较少对作家的单

篇作品、甚至是作家著名的代表作品作出细致的评

析。但这恰好能真正凸显出王瑶的学术功力来，他

所擅长的是对作家创作特点的高度概括，“评论创

作言简意赅，很有概括力，往往能比较准确、精辟地

概括出某些特色”［１］８９。对于老舍创作特点的评论

同样如此，有不少观点至今仍对读者有启发性，也影

响了后来文学史的写作。

在《史稿》中，老舍首次出现在第二编：左联十

年（１９２８—１９３７）中的第八章，“多样的小说”里第四
节“城市生活的面影”中。在这一章中，王瑶对老舍

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几乎逐一介绍评价，其中不乏精

辟之见。关于早期的作品《老张的哲学》和《赵子

曰》，王瑶肯定了老舍的讽刺风格，但由于“笑料太

多，描写也过于夸大，讽刺便有点失去了力量”［５］２６７；

而结构方面“过于松懈”，“每章开始总有很长的解

释”［５］２６７，王瑶认为这可能是由于老舍受到旧小说影

响很深的缘故。他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

对《骆驼祥子》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思想内容方面，

“通过祥子的悲剧，作者深刻地揭露了那个社会的

罪恶，这就使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艺术

形式方面，“善于用明畅朴素的叙述笔调，幽默生动

的北京口语，简洁有力地写出富于地方色彩的生活

画面和有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在写实手法的运用

和语言的凝练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不足之处

在于“时代背景描写比较薄弱，与那个时代的社会

重大变化缺少联系，故事的结局是低沉的”［５］２７０－２７１。

受《史稿》的影响，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来阐释《骆

驼祥子》几乎成了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固定的阐释模

式。直到新时期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才开始从

这种思维定式中脱离出来，尝试从更多的角度来对

《骆驼祥子》进行阐释②。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老舍

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创作，王瑶不仅给予了关注，还

给出了较高的评价：“比起以上这些长篇来，短篇集

《赶集》《樱海集》《蛤藻集》中的一些小说倒有写得

很好的。”［５］２６８

此外，《史稿》还对老舍抗战时期的长、短篇小

说、通俗文艺创作、抗战戏剧，以及长诗《剑北篇》等

进行了逐一评述。王瑶并没有因为这些作品是服务

于抗战宣传就不加分析、盲目地给予正面评价，而是

以艺术性的标准来对作品进行客观地品评。在小说

的相关章节中，王瑶尽管认为“作者的这种爱国热

情和追求现实的精神是很可佩服的，而且也的确收

到了鼓舞读者的效果”，但对老舍长篇小说《火葬》

的艺术性评价不高，“不算怎样成功”［５］４３９；相反，对

于老舍战时的各个短篇小说，王瑶却评价不低，“他

的各个短篇也都刻有战争的烙印，精神都很健

旺”［５］２６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瑶关注到了《不成

问题的问题》这个老舍以往不为人知的短篇小说，

并认为“嘲讽是非常有力的”。笔者认为，王瑶的这

番评述大概是受到了评论家李长之的影响。后者曾

在１９４４年《时与潮文艺》的第３期上发表题为《书
评副刊：贫血集》的评论文章，对老舍写于抗战时期

的五部短篇小说进行了评论，并认为这五部作品

“都有着战争的烙印，都有着新的体验和新的智慧，

文字上都超过了干脆俏皮而入于坚实硬邦，一点也

不油滑”，“作品并不贫血，反之，却很健旺”［６］。在

这五部作品中，李长之又推崇《不成问题的问题》为

“最佳”，是当中最为“坚实”的一部。如果我们对比

来看王瑶和李长之的评论，这其中的相似性就不言

自明了，也似乎可以认为王瑶在写《史稿》的时候，

的确是参考过李长之之前的评论的。

除了老舍在战时的小说创作，《史稿》还关注到

了老舍为数不多的诗歌写作。关于老舍１９４０年创
作的长诗《剑北篇》，王瑶认为“读起来太铿锵了，铺

叙得也过于零碎，似乎反而受了民间形式的束缚。

一到歌颂抗战的句子就又不能不陷于说明，诗的力

量就比较减弱了”，但王瑶仍然指出其“尝试的精神

仍然是很可宝贵的”［７］４２５－４２７。同样，在论述老舍的

戏剧创作时，王瑶也是在充分肯定其“严肃地为抗

战文艺努力贡献自己能力的精神”的大前提下，指

出了老舍戏剧的诸多问题，比如，“情节太简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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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太少，演出的效果不算好”，“主题过于抽象……

因此人物也几乎成了抽象观念的代表”，“舞台动作

安排的还不够熟练，主题的思想性也未能很深

入”［７］４４９－５００。应该说，王瑶在评价作品时，同时顾及

到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而没有单纯地

以思想性的强弱来作为评判作品质量的唯一标准，

这显然是难能可贵的。

《史稿》对于《四世同堂》的评价，在第四编第十

八章中的“腐烂与新生”一节。这一节主要介绍

１９４２年以后的国统区小说。王瑶在介绍具体作家
作品之前，对于这个时期国统区的小说创作有过这

样的概述：“这些作品反映了国统区的现实，旧的腐

烂的统治势力灭亡前的挣扎，和方生的新的人民力

量的成长。”［７］６９０但是若以这个标准来看，老舍的

《四世同堂》实际上是以沦陷后的北京为背景的，它

并没有“反映了国统区的现实”，而是反映了沦陷区

的现实。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小的瑕疵。尽管这样的

划分有些不妥，但王瑶对于《四世同堂》艺术价值的

评价与判断大部分还是中肯而到位的，比如他既肯

定了其“结构匀称”“对话传神”，“对暴露帝国主义

者的血腥统治是有效果的”等优点，对其中存在的

问题也没有回避。他认为：“书中的人物也多少有

些类型化了；汉奸都是小丑，面善良的又几乎都是无

力的。”［７］６９１－６９２王瑶的评价是准确的，他所描述的实

际上是老舍作品中一直存在的通病，即对于正面人

物和反面人物描写都不到位，缺乏深刻性。老舍最

擅长描写的其实还是那些所谓的“老派市民”，以及

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保守、中庸、不思进取、因

循守旧的“老中国儿女”的落后国民性；但他们也不

乏优点，老舍对于这些人是持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所

以诉诸于笔下的时候很容易把他们写得精彩，让人

信服。而一旦涉及到“新派”和“正派”人物的描写，

老舍却总是容易陷入“漫画化”“标签化”的陷阱之

中。当然《史稿》中有些评论却有失偏颇，比如王瑶

认为《四世同堂》“对于人民力量的坚持奋斗方面写

得少了一点……如果能把城外人民抗日武装的活动

和城内斗争呼应起来，那不仅可给读者以更大的鼓

舞，而且城里的那些善良不屈的人物也可写得更有

力量一些”［７］６９１－６９２。黄修己就认为，这种“把写了什

么或没写什么作为衡量成败的重要标准，并且贯彻

全书，便造成对不少作品的批评失当”［１］９１。

总的来说，王瑶的《史稿》对老舍的文学创作还

是进行了较为客观、全面的评价。尽管这其中存在

着以是否符合革命潮流来评价作品高低的倾向，比

如在总结老舍前期的小说创作时，因其作品和当时

的左翼文学潮流有一定距离，而批评其“思想性是

比较薄弱的”。但在大多数时候，王瑶还是秉承实

事求是的态度，从文本出发，来对老舍作品的独特性

进行把握，发掘优点，对缺陷也绝不回避。之所以说

其全面，是因为相对于后来文学史中过于关注老舍

的小说创作而忽视其他文体创作的现象，王瑶的

《史稿》显然对老舍的创作进行了更加全面的把握，

论述涉及到了他的长短篇小说、诗歌以及话剧，这在

某种程度上还原给读者一个更为全面的老舍形象。

但《史稿》并未对老舍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散文进行
必要的介绍，而且对于老舍在“文协”所起到的重要

作用只字未提，明显有违历史的真实，这不得不说是

一个遗憾。

（二）《史略》与《初稿》中的老舍形象

在王瑶的《史稿》之后，还有一些文学史也相继

出版，比较有名的有１９５５年７月出版的丁易的《中
国现代文学史略》（以下简称《史略》），同年１０月出
版的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一卷）》（以下简称

《史纲》），以及１９５６年４月出版的刘绶松的《中国
新文学初稿》（以下简称《初稿》）。由于王瑶的《史

稿》在１９５２年受到批判，批评者普遍认为《史稿》的
主要问题在于政治性、思想性不强，“对无产阶级对

于新文学的领导，包括思想影响、组织领导等，都说

得很不够”［１］９４，所以对于接下来文学史的编写者们

来说，一个需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就是如何在

编史过程中鲜明地表现出“正确的”政治立场。在

这种背景下，王瑶《史稿》之后的文学史著作，无论

是《史略》《史纲》还是《初稿》都开始大幅度向政治

倾斜，向革命史靠拢，文学史书写的政治化趋势也愈

加明显，“在文学史编写中也要坚持政治标准第

一”［１］９７，在这种文学史观的影响下，对于老舍的文

学史评价也自然而然留下了这种“政治化”的痕迹。

在丁易的《史略》中，首次以作家的政治态度而

不是文学上的影响来给作家划线。在这种划分标准

下，老舍被列入了比“革命作家”更低一等的“进步

作家”的行列之中。虽然作者对于《月牙儿》《骆驼

祥子》《四世同堂》等作品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但同

时也批评它们对“前途看不出一点光明”，比起那些

“站在革命立场来从事写作的”作家来说，老舍“积

极的政治意义却是不及前者来得大”［８］７８。不难看

出，这一阶段新文学史编纂的鲜明的“政治化”痕

迹。而刘绶松的《初稿》是“清算胡风、批判王瑶《中

国新文学史稿》之后以更加‘正统’的姿态出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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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教材”［９］１００。他写这部文学史的目的很明确，就是

力图让《初稿》更加政治化，“更能显现新文学发展

作为阶级斗争历史的‘规律’，也更加富于战斗性、

批判性和排他性”［９］１００。

《初稿》大体上也采用了王瑶《史稿》的“按文体

分章、按文学史发展时期分编”的编写方式，并没有

给予重要作家单独的篇章。关于老舍的论述也同样

分布在不同时期的章节当中，但相对于《史稿》来

说，涉及到老舍的篇幅已经大大缩减，如果说王瑶的

《史稿》还算较为全面地涉猎了老舍的小说、戏剧和

诗歌创作，那么《初稿》对于老舍战时的戏剧和小说

创作却只有只言片语的介绍，对于老舍的诗歌和散

文创作则只字未提。而且由于“政治化”写作模式

的需要，对于老舍的评价也很难再像前者那样做到

客观与公正。关于老舍的论述，首次在《初稿》中出

现是在第三编第七章第二节“对于现实的暴露和批

判”中，这一章主要介绍这一时期（１９２７—１９３７）的
小说创作。从这一节的题目可知，《初稿》把老舍放

入这一节中，是肯定了老舍对于“腐旧的社会生活

中某些灰暗的角落”的暴露与批判的，但同时也认

为老舍的思想性不强，“缺少观察和分析社会生活

的正确思想”［１０］３６２。而《骆驼祥子》尽管表现出了老

舍“对于集体主义的赞成和向往”，较之以往也显示

出了“作者思想的进展”，但是《初稿》仍然认为“故

事的结尾太低沉了，太阴惨了”，看不到发展的前

途。对于老舍这一阶段在创作中体现出的“幽默”

风格，《初稿》是不假思索地持批判态度的，“因为作

者是那样‘抱住幽默死啃’，‘油腔滑调’不免遗给作

品以浮浅的毛病”“他的‘故示宽大’的‘幽默’作

风，损害了它，冲淡了它”，而《初稿》肯定《骆驼祥

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品“没有作者所一贯具

有的‘油腔滑调’的毛病”［１０］３６３。

《初稿》在“绪论”中强调研究新文学史必须具

备几个“基本观念”，这也可以看作是《初稿》基本的

文学史观：一是“划清敌我界限”，凡是“反人民的作

家”，就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二是分别主从，即突出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流；三是把对鲁迅的研究

提到“首要地位”上来。所以和丁易的《史略》一样，

《初稿》在严格遵循“分别主从”的要求的前提下，在

论述老舍３０年代的创作时，也把老舍放在了比“革
命作家”低一级的位置，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

支有力的同盟军”［１０］３２４的一员。另外，由于抗战时

期老舍是以国统区作家身份进行创作的，而《初稿》

对于国统区的创作又有着先入为主的“偏见”：“国

统区的作家，如所周知，是在主客观两方面的限制之

下进行创作的，因此，在小说创作方面就不可避免地

要存在一些缺点和偏向。”［１０］４４９《初稿》在评价老舍

抗战时期的创作时，就必然会受到这种潜在意识的

影响，进而导致无法全面、客观地对老舍的创作进行

把握和认知。比如在评价老舍的《四世同堂》时，

《初稿》就这样写道：“但也由于作者生活幅员与思

想水平的限制，这部作品也同国统区其他许多小说

创作一样：还不能本质地描写时代生活中的矛盾和

斗争，黑暗的暴露多，光明的描绘少。”［１０］６０８“黑暗的

暴露多，光明的描绘少”，这种对于作家应该写什

么，不应该写什么，“指手画脚，诸多苛求，其实并不

符合该书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９］１０３。

正是因为老舍一直不属于刘绶松所推崇的“革

命作家”的行列，所以他在评述老舍时就总会先入

为主地判定其“思想水平”不高，这似乎已经成为了

论述者的一个僵化思维定式。实际上，认为国统区

的作家创作具有主客观两方面的限制，是《初稿》中

对国统区文学的一个基本判断和评价逻辑。《初

稿》认为，文学创作客观上的限制主要是由于国统

区作家们“所处的环境的确是太黑暗艰难了”，“在

反动统治下面作家缺少深入生活的自由”；而主观

方面的限制则是因为国统区的作家们没有能够像解

放区的作家们那样，“直接地受着党和毛泽东同志

的亲切关怀与加意培植”［１０］４５２，“没有掌握到马克思

列宁主义，还缺少观察生活和理解生活的正确思想

武器”［１０］３７７。这样一种认知逻辑实际上是存在问

题的，因为它并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并

没有坚持从作家的具体作品出发，通过分析其思想

性和艺术性来客观、真实地呈现出作家作品的面貌。

这种文学史的编纂实践，“不顾历史事实，理论为

先。实是政治为先，按照政治的要求来描绘、阐释历

史，实际上歪曲了历史”［１］１０８。国统区的作家，自然

包括老舍在内，都在战争时期创作了一大批思想性

与艺术性俱佳的力能扛鼎之作，其水平并不亚于甚

至有些超过了解放区文学的整体水平，但《初稿》却

置这些历史史实于不顾，尤其是对于老舍这样一个

在抗战时期担任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总务长，对

于抗战文艺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作家，不仅没有作

出客观正确的评价，而且对于他领导“文协”这一史

实竟然只字未提，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复旦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

史》③相继出版。出于实际教学的需要，这些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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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了对作家作品的论述，老舍的《骆驼祥子》由于

成为日常课程教学的范文，这几本文学史对于这部

代表作的论述也进一步深化。尽管这些文学史开始

给老舍设置了专节来论述，但其地位仍然被排在

“革命作家”的“民主主义作家”或“进步作家”之

后，可以说对于老舍的总体评价仍然几乎没有进展。

（三）“唐本”中的老舍形象

“文革”结束以后，较有影响力的文学史是唐

主编的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下简称“唐

本”）。１９７９年６月，该书的第一卷问世，接着于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和１９８０年１２月陆续出版后两卷。这
也是“文革”后第一部总结性的现代文学史著作。

“唐本”对老舍的叙述分别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

在“唐本”第二卷中，把老舍与巴金、曹禺一起放

在第九章中叙述，而在排名顺序上，老舍已经被排在

了曹禺的前面。而在之前的一些文学史版本中，老

舍的文学史地位并不高，他的位置或被放在曹禺之

后，或在洪深之后，甚至有的还在胡也频、叶紫、殷夫

以后。另外，尽管老舍仍然没有在这本文学史中单

独成章，但其篇幅较之以往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

从这些细微之处隐约可以察觉到老舍在文学史中的

地位逐渐被重视起来。

在“唐本”中，一个明显的改变之处就是出现

了以往很少被写入文学史中的“作家生平介绍”的

内容，作者运用大量的具体事实，很形象也较为全面

地勾勒出老舍的生平和思想发展历程。“唐本”

提及了老舍“满族人”的身份并强调他“出身贫寒”

“从小就熟悉城市贫民的生活”的经历，认为“这些

给他创作的选材和命意以深刻的影响”［１１］７８０。对于

老舍最初从事文学创作的动机，“唐本”也进行了

相应的说明：“五四文学革命唤起了老舍对于新文

学的兴趣”，“但正式开始文学生涯，是在１９２４年去
英国教书以后”［１１］７８０。对于老舍在抗战爆发以后参

加中华文艺抗敌协会、并担任重要职务的历史史实，

也进行了还原，而没有像之前的几本文学史一样选

择回避与遗忘。值得注意的是，在“唐本”中，特

意强调了老舍在１９３９年到延安参观访问时，“受到
毛泽东同志的接见”这一事实，这也是相对于以往

文学史书写的一个独特之处。总之，所述老舍之生

平，专业的研究者也许觉得并无新意、独特之处，但

却是一个大学中文系本科生必须要掌握的知识。掌

握了这些 ＡＢＣ，才能为进一步学习、研究老舍打好
一个坚实的基础。可以说，这种加入作家生平的文

学史书写完全符合教材要求，同时也是历史著作应

该有的写法。

“唐本”对于老舍前期的创作评价并不高，认

为这些作品尽管“都涉及严肃的课题，对社会黑暗

有所揭露”，但因为老舍当时以“立意要幽默”和“看

戏”的态度从事写作，“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意义”，

“艺术表现上有时也流于浮泛和枝蔓”［１１］７８０－７８１。这

种批评模式沿袭了建国以后的文学史对于老舍创作

“幽默风格”与“思想内涵”之间关系的一贯认知，它

们大都无一例外地认为老舍幽默的文风影响了其思

想性的深度，这也是老舍前期作品不被重视的一个

重要原因。而“唐本”对于其后期作品的评价明

显高于前期，认为老舍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６年间创作的
短篇小说“风格和内容确实在逐渐发生变化”，体现

在“题材开阔，倾向鲜明，文字结构也较前精炼紧

密，思想上艺术上都有进展”，这是由于老舍“对于

祖国深重灾难有了较多的认识”［１１］７８０－７８１的缘故。

“唐本”花大篇幅论述了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

子》，并对其进行了细致的文本细读，尽管其中很多

观点明显保留着前人文学史中的痕迹，但也不乏自

己独到的见解。

“唐本”在最后总结老舍创作时指出了其作

品“受有英国小说的明显影响，主要是取其幽默风

趣和用语力求机智俏皮的特点”，体现出研究者的

国际视野；而且开始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来把握老舍

创作的独特性，指出老舍的作品不仅在“城市居民

中拥有广泛读者”，而且还有“较高的国际声

誉”［１１］７９０，这些均体现出老舍在文学史中的地位逐

渐上升的一个事实。

三、关于老舍文学史书写中的几个问题

通过回顾与考察老舍在将近５０年的文学史书
写中的流变，笔者发现其中存在着这样几个普遍的

问题：

（一）因袭前人评价多而鲜有新发现

在文学史书写过程中，有时因为前人的研究成

果影响较大，所以后来文学史书写的观点与模式就

会不自觉地受其影响，导致对于作家作品的论述多

呈现出“重复书写”的现象，而鲜有新观点的发现。

例如，蓝海的《中国抗战文艺史》尽管只是对老舍战

时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梳理，但其论述的大体框架和

价值观点对于后来的文学史书写启发很大，也为后

来老舍的文学史书写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模式。建国

以后出版的几本文学史，在描述老舍创作、尤其是抗

战时期的创作时，基本上都是按照蓝海的思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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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很难有所突破。例如，王瑶的《史稿》对老舍

战时小说、话剧、诗歌、通俗文艺以及报告文学的论

述，就基本沿袭了《抗战》的观点与写法。而王瑶的

《史稿》，也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后来文学史的写

作。比如在《史稿》之后出版的《史略》与《初稿》

中，都以是否符合革命潮流的标准来衡量老舍的创

作，并认为老舍的作品的思想性普遍薄弱；而对于老

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的阐释与解读，基本上也都

是按照《史稿》中“社会批判”的角度来对其进行论

述与阐释，很少有采用其他研究视角对《骆驼祥子》

得出新的结论，发现新的问题的。总的来说，建国前

的几部文学史（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李

一鸣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讲话》、蓝海的《中国抗

战文艺史》）的独创性，较之建国后要更强一些，作

者的个性也能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得到充分的发挥。

而建国之后，尤其是５０—７０年代的文学史书写，受
政治的影响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编篡者往往很

难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与观点，对于老舍的书写也

就往往呈现出千篇一律的状况。

（二）对于老舍散文创作重视不够

１９３０—１９７０年代的文学史对于老舍在散文方
面的成就有所忽略，重视不够。尽管老舍以小说见

长，散文创作并不多，但对于老舍这样一个写作的

“多面手”来说，“散文创作”应该在老舍的文学史书

写中占据一席之地。遗憾的是，大陆文学史的编篡

者对于这方面的重视不够，反而是１９７９年由香港昭
明出版社出版的司马长风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

中，专列一节，讲述老舍的散文创作，并给予了“几

乎篇篇都是佳作”［１２］１３８的极高评价。

（三）对老舍生平资料介绍不够

除了唐在１９７９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以外，在这之前其余文学史中都没有对老舍的生平

进行详细的介绍，关于老舍的一些重要信息，比如其

满族旗人的身份、其接受洗礼成为正式的基督教徒，

以及１９２６年在英国经许地山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
的史实，我们都无法从文学史中获得；甚至从建国以

后到新时期之前的文学史书写中，对于老舍在１９３８
年担任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一职的重

要史实都缄口不提，不得不说是有违“史家精神”

的，也使得人们无法从文学史中了解到一个真实、全

面的老舍形象。

（四）对于老舍在文学史中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认知与挖掘

除了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对于老舍

“夸张、幽默、讽刺”的文风给予了充分肯定之外，后

来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对此都持否定态度。尤其是建

国后到文革结束前的文学史书写中，普遍认为老舍

的这种幽默的文风损害了作品的思想价值。即使是

像《骆驼祥子》这样不再“具有‘油腔滑调’的毛

病”，也会因为没有设计一个光明的结局、没有过多

地与时代相联系而受到指责与批评。另外，在章节

的编排上，老舍也从来没有享受过“自成一章”的待

遇，甚至有时还因为自身不是革命作家身份的缘故

被排在极为靠后的位置，这显然与老舍的实际创作

水平是极不相称的。随着新时期以后老舍研究的深

入与发展，老舍在文学史中的位置也逐渐得到了提

升，他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艺术贡献也开始被

人们广泛熟知。

注释：

①除了文中提及的《时事新报》的两则关于老舍小说的广

告，最早研究老舍的文章是朱自清以“知白”为笔名于

１９２９年发表于《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的《〈老张的哲学〉

与〈赵子曰〉》；１９３０年代随着老舍创作的日趋成熟，关于

他的研究论文也逐渐增多，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李长之

１９３４年１月发表于《文学季刊》的《离婚》、赵少侯１９３５年

９月发表于天津《大公报》的《论老舍的幽默与写实艺术：

评〈离婚〉》、尹雪曼１９３６年９月发表于《文艺月刊》的《老

舍及其〈离婚〉》等。

②比如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

学三十年》中，就从“现代文明病”的角度对《骆驼祥子》进

行重新阐释，认为这部小说所写的主要是“一个来自农村

的纯朴的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相对立所产生的道德堕落

与心灵腐蚀的故事”。参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

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版，第２１２－２１４页；而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史》中，论者则注意到了《骆驼祥子》中的象征意义与隐形

结构，并指出文本中含有风月宝鉴的色戒成分，最终要揭

示出“色便是空”的大结局。参见：严家炎主编：《二十世

纪中国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

３７１－３７６页。

③这些文学史分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复旦大学中文系

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５９年初

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和文学史

教研室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中国现代

文学史》（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

编），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

参考文献：

［１］黄修己．中国新文学编篡史［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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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２００７．
［２］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Ｍ］．北平：杰成印书局，
１９３３．

［３］李一鸣．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讲话［Ｍ］．上海：世界书局出
版社，１９４３．

［４］蓝海（田仲济）．中国抗战文艺史［Ｍ］．济南：山东文艺出
版社，１９８４．

［５］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
社，１９８２．

［６］李长之．书评副刊：贫血集［Ｎ］．时与潮文艺，１９４４－０４－
２７．

［７］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

社，１９８２．
［８］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Ｍ］．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５５．
［９］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
［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０］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卷）［Ｍ］．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１９７９．

［１１］吴怀斌，曾广灿．老舍研究资料（下）［Ｃ］．北京：北京十
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

［１２］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Ｍ］．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
公司，１９７９．

（责任编辑　刘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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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学术研究方法类型初探

孟　勐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２０
作者简介：孟勐（１９９５—），女，河南邓州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理论。

摘　要：王国维作为２０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大师级人物，在建设中国现代学术体系、提倡学术
自由以及学术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王国维作为开风气的大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涉及

多个领域，学术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哲学研究到文学戏剧再到经史之学，王国维都取得了引人注

目的成绩。这除了与他的天资和勤奋有关外，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他的二重证据

法、阙疑法、系统研究法、分类归纳法、阐发研究法等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当今的学术研

究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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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过这
么一段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

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

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

者，谓之未入流。”［１］陈寅恪其实谈的是学术创新的

问题，以我们今天的理解，创新应不仅包括研究对象

广度和深度的开拓，也应包含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

在１９—２０世纪之交，西方的研究方法开始传入中
国，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传

统研究方法中轻归纳、不求实证、缺乏怀疑创造精神

的局限暴露出来。近代学者们在中西文化的碰撞

下，对新思想方法的传入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对西方

科学的研究理念进行介绍和宣传，并在自己的研究

方法中加以吸收和创造。王国维就是杰出代表之

一。他对于中西方思想方法的融合和运用，我们在

他的著作中可见一斑。本文将试着对其研究方法进

行归纳梳理并加以探讨。

一、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自提出以来，在中国史学界、考

古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其实在此之前，王国维已

经通过对甲骨文字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初

步形成了“二重证明法”的概念。１９２５年，王国维在
清华研究院担任导师时，在他的《古史新政》课上正

式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的理念，他谈到：“吾辈生于

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

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

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

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

者，不得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２］２－３

王国维所说的“纸上之材料”即文献资料，“地

下之新资料”是考古资料。就王国维那个时期而

言，正是甲骨文发掘的时代。１８９８年，在河南安阳
西北小屯村偶然出土第一批甲骨卜辞，此后专家们

开始对此进行搜集和研究。随着甲骨文的大量出

土，为我们考证和研究商周时期的社会历史提供了

重要的参考。几乎同时，研究者们在敦煌发现汉简

等古代文物，这些实物的出土对于研究古代历史提

供了更为可靠的资料。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就

是运用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研究古史古籍的，它实则

就是以实证史，以史考实，打破了传统经学从文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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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研究模式。如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

考》一文中，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将发掘出的

甲骨卜辞与此时代记录有关的论著，如《天问》《山

海经》等拿来作比较，得出《天问》中的“该秉季德”

“恒秉季德”的“该”和“恒”都是季的儿子。由此，

通过王国维的考证，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号和世系基

本得到了确认，殷商史的体系大致上建立起来。

陈寅恪先生在为《王静安先生遗书》作序中曾

高度总结了王国维一生的治学方法，主要分三方面：

“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

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

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３］１１“取地

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即是二重证据法

的精髓所在，王国维在文献、经史方面的应用最为突

出。“二重证据法”也是对清代考据学派的继承和

发展。乾嘉考据学派重视客观文献史料，它治学的

根本方法在于“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王国维常

用的“考之古音以通其谊（义）之假借”的治学方法，

就是从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戴震的研究方法发展而

来。但王国维在考证中，将研究材料的范围扩大，将

野史、文学作品（如《楚辞》）等考据学派不采用的资

料都拿来作为参考证据，以研究古史古籍，王国维的

《宋元戏曲考》就是由此编撰而成。“二重证据法”

不仅拓宽了史料的来源，而且提出了检验以往文献

的问题，是对学术界研究方法的一大创新。

二、阙疑法

阙疑是指对有疑问的地方要保留，对疑惑不解

的东西不妄加评论，这是一种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

阙疑法实际上早在春秋时期就开始使用，《论语》中

孔子有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这是子

张向孔子学习求官位得俸禄的方法时孔子所说，即

多听，有疑问的地方先予以保留，对其余无疑问的谨

慎地说出，这就能减少过失。这种方法对于古文的

研究，尤其是文献的整理有着重要的意义。后来的

学者们多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治学方法。许慎将这一

方法运用到文字学当中，在《说文解字》中，我们常

见“阙”字的出现，其实就是表示对此存疑不能妄下

定论。

王国维同前辈学者们一样，将“阙疑”贯穿于整

个学术研究中。他曾坦言自己读《尚书》“不可解”，

但同时也认为前人的解释是“强为之词”，不可通，

他不能赞同。这并不是王国维否定前代学者们的成

就，而是认为各时期的学术成果有其肯定之处，但也

需不断推进。这表明了王国维实事求是的学术精

神，他反对跟在古人后面人云亦云，但也不完全地否

定古书，而是独立客观地对待古书材料，在新旧材料

中相互借鉴，融会贯通，获得确证。如在《国朝金文

著录表》中，王国维对彝器的年代进行了考据，最终

只确定了一少部分器物的年代，对于大部分器物的

年代和作者没有确定的证据来把握，所以，王国维均

表示阙疑。同样，在王国维的其他论著中，对于他不

能确定的事，都坦诚表明“不详”。王国维对“阙疑

法”的认识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和作为一

名学者的学术素养，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学术研究也

是有益的启迪。

三、系统分析法

朱光潜在谈中国人的心理时说：“偏于综合而

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谨严的分析与逻

辑的归纳恰是治诗学者所需要的方法。”［４］３王国维

作为中西文化交汇时期的学者，他的学术观念受到

外来思想的影响，他也曾说：“凡学问之事，其可称

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５］１１７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被郭沫若高度评价，认

为可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并称为中国文艺史

上的双壁。在谈及研究中国戏曲的原因时，王国维

在他的《三十自序·二》中说道：“余所以有志于戏

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若戏

曲。”又说：“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者尚以百

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

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因此，我们从《宋元

戏曲考》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王国维的系统思想。从

宏观上来看，《宋元戏曲考》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

至七章论述了中国戏曲的起源及发展演变；第八至

十三章以元杂剧为中心，论述了它的渊源、时地、存

亡、结构和文章；第十四、十五章论述了南戏的渊源、

时代、文章；第十六章“余论”为最后一部分，是对我

国戏曲的总结和影响的阐述。整个结构清晰明确，

各部分之间紧密联系，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除了《宋元戏曲考》，我们也可以从王国维的另

一部著作《人间词话》中看到系统分析法的应用。

《人间词话》一共有６４则，以“境界说”为核心展开。
６４则词话按照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
一到九则，主要阐释了王国维所指“境界”的内涵以

及与境界相关的，如“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概

念；第二部分是第十到五十二则，王国维主要通过具

体的作家作品来详细论述他的境界理论，并以境界

为艺术评判的标准，将词家、词作进行区分；第三部

分是五十三到六十四则，主要阐述了词在创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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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具体问题，其中渗透了王国维的美学理念，如对

“真”“自然”的重视。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较之中国此前的词话论

著，最大的特点就是结构严密。中国传统的诗话、词

话重感悟，常用具体例子来说明问题，缺少分析、论

证。王国维在吸收西方重逻辑、重实验的学术观念

后，将它与中国感悟式的思维方式融合，使理论的阐

发与作品的引证联系起来；《人间词话》除以境界为

中心外，相关概念之间也组织成一个有联系的系列，

全文在结构上三个部分之间也相互关联，形成了一

个有机的整体。

四、分类归纳法

“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

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

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及分析（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之二法，故言
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

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

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

也。”［６］９８这是王国维在比较中西文化时所谈，指出

中国文化研究缺少分类归纳。分类法为实证主义所

长，王国维受斯宾塞等实证主义者的影响，将分类法

运用到自己的实践创作当中，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

展。

在《宋元戏曲考》中，王国维对各时期的戏剧形

式进行了分类，如将宋代的小说杂剧分为六个类别：

小说、傀儡、影戏、三教、讶鼓和舞队。具体方面又对

院本名目进行了分类，在院本名目下分十一个子目，

详细阐述金院本的状况。在另一部著作《人间词

话》中，王国维同样运用了这种方法，把艺术境界分

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两种。“有我”和“无

我”主要是通过主体的情感状态表达的显隐来区分

的，正如王国维所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

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则是“不知何者为我，何

者为物”。根据境界审美特征的不同可分为“优美”

与“宏壮”。在境界的创作中，王国维又区分为造境

和写境两种。“造境”多为浪漫主义诗人所运用，

“写境”多为现实主义诗人所运用。而依据“造境”

与“写境”的特点分为“不隔”与“隔”，即是否达到

物我一体，水乳交融的状态。王国维通过对诗词的

分类，使研究对象更加细化，两两对立的分析，使研

究更加清晰透彻，因此使得《人间词话》作为最负盛

名的词话著作，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

的地位。

五、阐发研究法

阐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常用的一种研究类型，

它是指将不同民族的文学理论、文学观念和文学批

评中一些具有可比性的问题加以相互阐释，相互发

现。王国维处在中西和古今文化的交汇点上，他的

一些思想观念、学术研究方法是中西思想文化碰撞

的产物。王国维善于用西方的理论对中国的文论和

作品进行阐释，在接受西方的理论中，以叔本华的影

响最为深远。叔本华融合佛教的哲学思想和重视艺

术的特点，都使王国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用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

对中国古代词学理论进行阐释的典型性著作，它与

传统词学的不同在于王国维对宇宙、人生问题的探

讨，使研究进入哲学视界。“境界说”中的“有我之

境”和“无我之境”最富有哲学意味，王国维对这两

者的划分受到了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这里

的“我”不仅指审美主体及其情感，而且指人们普遍

拥有的意志和欲望。在“有我之境”中，主客体是相

互对立的状态，“我”的意志尚存。如：“泪眼问花花

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而在“无我之境”里，主客

体达到了和谐，主体意志和情感不再那么强烈，甚至

已经摆脱个人意志的束缚。如：“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在叔本华看来，人都有生活之欲，并受意

志支配。只有意欲灭绝才能得到解脱，而这又并非

简单事，因此王国维认为“无我之境”之作更为难

得。除此之外，叔本华的审美直观、天才论等观点也

可在“境界说”中找到痕迹。可见，《人间词话》既接

受了西方哲学理论的洗礼，又继承了中国传统美学，

融贯中西，对中国美学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王国维运用西方的理论对中国的文学作品进行

阐释的代表作是《红楼梦评论》。《红楼梦评论》也

是立足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哲学、美学和悲剧观，

来阐发这部小说的意义和价值的，开创了中国传统

小说批评的新风气。

在王国维之前，学者们对《红楼梦》的研究主要

以索隐和评点为主。索隐即索引，是对古籍的注释

考证。这种方法类似于清代的考据之风，为从小说

中考证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评点是受为经书

作注影响，对小说也进行点评。王国维否定了“贾

宝玉即是纳兰性德”的说法，也批评了《红楼梦》是

曹雪芹自传的提法，认为以此法读小说是不懂文学

艺术的特质。王国维在接受西方的理论思想后，运

用叔本华的悲剧哲学和美学观来诠释《红楼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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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悲剧命运。

叔本华的哲学充满浓厚的悲剧性，他认为人都

有原罪，将悲剧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恶人造就的悲

剧；第二种是盲目的命运的悲剧；第三种是因人们不

同的地位和彼此之间的关系造成的悲剧。这三种悲

剧以第三种最为强烈，是“天下之至惨也”。王国维

认为《红楼梦》正是第三种悲剧，是人生的悲剧，而

这悲剧的中心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王国维

从新的角度来阐释《红楼梦》这部小说的价值，是采

用西方哲学与美学观点来阐释中国古代小说的最早

范例，开启了现代文学批评的新范式。

六、结语

王国维作为中国文学的奠基人，博通古今，学贯

中西。从实证求实的立场出发，在文学、史学、哲学

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方

法是中西融合与创新的结果。他立足于实事求是的

治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既继承了我国前辈学

者求实阙疑的学术之风，又吸收了西方科学的逻辑

归纳之法，在学术研究方法上将两者加以融合，并在

此基础上大胆创新，采用中西文论互释的方法，使其

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王国维的治学方法除了使自

己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之外，在近代学界也起到了

更新观念、奠定范式的作用。其一生治学生涯形成

的一整套科学严谨的治学方法，在今天仍然值得我

们去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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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灰色理论预测人口新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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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建立Ｌｅｓｌｉｅ模型，利用Ｍａｔｌａｂ
对实际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下我国未来的人口总数及人口结构的预测；其次，

建立灰色预测模型，得出不实施新政策下我国未来人口结构的预测，并与之对比；再次，建立多元回

归模型，利用ＥＶｉｅｗｓ、ＳＰＳＳ等数学软件编程，给出人口结构与人均 ＧＤＰ的预测；最后，结合预测结
果，提出我国人口发展的合理化生育政策建议。

关键词：Ｌｅｓｌｉｅ模型；灰色预测模型；多元回归分析；人口新政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５
中图分类号：Ｃ９２４．２１；Ｎ９４１．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２７－０４

　　１９７１年，“有计划地增长人口”被确定为我国既
定的人口政策。这项特殊的人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

控制了我国人口增长的速度，但也带来了另一重大

人口问题：过高的人口老龄化。我国政府改变人口

政策，逐步放开生育政策，推行“全面二孩”政策。

这一政策在社会各界引起了激烈讨论。林杰等对基

于不同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１］，李咏

馨等基于综合评价法对人口可持续发展模型进行了

研究［２］，本文基于Ｌｅｓｌｉｅ矩阵和灰色预测模型，研究

“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人口结构的影响。

一、基于Ｌｅｓｌｉｅ模型分析新政策对我国未来人
口的预测

（一）数据准备

利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前中国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根据最近五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数据得出不同年龄阶段的妇女生育
人数，并计算出不同年龄阶段妇女生育人数占总出

生人数的比重（简称出生比），见表１。
表１　不同年龄阶段妇女生育人数占总出生人数的比重

年龄段／岁 １５—１９ ２０—２４ ２５—２９ ３０—３４ ３５—３９ ４０—４４ ４５—４９
生育人口数／人 ５３５８００ ５５３６６００ ７３２２６００ ３５７２０００ ４１０７８０ ３０３６２０ １７８６００
出生比 ０．０３ ０．３１ ０．４１ ０．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１

　　（二）研究方法
我们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建立 Ｌｅｓｌｉｅ矩阵［３］，对我

国２０１７—２０３０年人口情况进行预测分析。
将人口按年龄大小等间隔地划分为若干个年龄

组，假设人口的生育率与死亡率不随时段ｋ变化，只
与年龄组有关。记存活率为 Ｓｉ（１－死亡率），生育
率为ｂｊ。

人口数量为ｘｉ（ｋ）的变化规律为：当时段 ｋ＋１
时，第一个年龄组的数量是各年龄组在时段 ｋ的生
育数量之和；第ｉ＋１年龄组（ｉ＝１，２，…，ｍ－１）的数
量是时段ｋ第ｉ年龄组存活下来的数量。由此得到

ｘ１（ｋ＋１）＝∑
ｐ

ｉ＝１
ｂｉｙｉ（ｋ），ｋ＝０，１，２… （１）

ｘｉ＋１（ｋ＋１）＝ｓｉｘｉ（ｋ），ｋ＝０，１，２，…；
ｉ＝１，２，…，ｍ－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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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１）（２）是差分方程，记人口数量在时段 ｋ
按年龄组的分布向量

ｘ（ｋ）＝［ｘ１（ｋ），ｘ２（ｋ），…，ｘｍ（ｋ）］
Ｔ，ｋ＝０，１，２，…

由生 育 率 和 存 活 率 构 成 的 矩 阵 Ｌ＝
ｂ１ … ｂｍ
  

０ …









０

则（１）（２）可表示为ｘ（ｋ＋１）＝Ｌｘ（ｋ），ｋ＝０，１，

２，…
当矩阵和年龄按年龄组的初始分布 ｘ（０）已知

时，可以预测人口数量在时段 ｋ按年龄组的分布为
ｘ（ｋ）＝Ｌｋｘ（０），ｋ＝１，２，…

通过使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依据往年的总人口、女
性人口、出生婴儿数等数据，计算出该年份的生育

率、繁殖率、女性人口比率、存活率，建立 Ｌｅｓｌｉｅ矩阵
Ｌ，通过公式计算出，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年我国总人口数（单位：亿人）

时间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总人口数 １３．９３２９ １３．９９９８ １４．０６５２ １４．１２７４ １４．２１１４ １４．３４８６ １４．４９０６
时间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２０２６ ２０２７ ２０２８ ２０２９ ２０３０

总人口数 １４．６３８６ １４．７９９８ １４．９８３９ １５．１８３１ １５．３７６９ １５．５９５５ １５．８０５９

　　同时利用该模型计算出（０—１４岁、１４—６４岁、
６５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见表３。

表３　“全面二孩”政策下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中不同年龄结构

（单位：万人）

年份 ０—１４岁人口数 １５—６４岁人口数 ６５岁及以上人口数
２０２０ ２５５７９ １００８３７ １４８５８
２０２１ ２５６０８ １０１６４１ １４８６５
２０２２ ２５８６５ １０２７５４ １４８６７
２０２３ ２６４０８ １０３６２７ １４８７１
２０２４ ２７０５６ １０４４５４ １４８７６
２０２５ ２７４９７ １０５６２２ １４８７９
２０２６ ２７６８３ １０７２７４ １４８８２
２０２７ ２７８３６ １０９１０９ １４８８６
２０２８ ２８１７９ １１０７００ １４８９０
２０２９ ２８７１７ １１２３４３ １４８９５
２０３０ ２９２８４ １１３３９５ １５３８０

　　（三）结果分析
将 Ｌｅｓｌｉｅ矩阵的结果（“全面二孩”政策下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年我国人口总人数）绘制成折线图，如
图１所示。

图１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年我国总人口数
从Ｌｅｓｌｉｅ矩阵计算得出的结果可以看出，实施

“全面二孩”政策之后，我国的人口总数显著上升，

且上升速度不断变快，说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下

我国人口出生率有了显著提升。由此可以得出，这一

政策的实施对于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现状有积

极影响。

二、基于多元回归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

展的影响

（一）数据准备

查找并整理得出过去２０年我国人均 ＧＤＰ、０—
１４岁人口数、１５—６４岁人口数、６５岁及以上人口
数、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人口出生

率、人口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

（二）研究方法

１．相关分析
以人均ＧＤＰ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０—１４岁人

口数、１５—６４岁人口数、６５岁及以上人口数、总抚养
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

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解释变量，做相关分析，并得

出线性值［３－４］，见表４。
由Ｒ２线性值可以看出，０—１４岁人口数、１５—

６４岁人口数、６５岁及以上人口数、少儿抚养比、老年
抚养比、人口死亡率与人均 ＧＤＰ成较强的线性关
系，总抚养比、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人均

ＧＤＰ线性关系较弱，故而剔除总抚养比、人口出生
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３个因素。
２．回归分析
建立０—１４岁人口数（Ｘ１）、１５—６４岁人口数

（Ｘ２）、６５岁及以上人口数（Ｘ３）、少儿抚养比（Ｘ４）、
老年抚养比（Ｘ５）、人口死亡率（Ｘ６）与人均ＧＤＰ（Ｙ）
的回归方程［２，５］，得出回归方程如下：

Ｙ＝－９４９７１．９３－５．８３０Ｘ１＋０．３９６５Ｘ２＋２６．７６０６Ｘ３＋
５９１０．３１１Ｘ４－１９９８９．８１Ｘ５＋１０１６．８２３Ｘ６

表４　各变量的Ｒ２线性值

自变量 ０—１４岁 １５—６４岁 ６５岁及以上 总抚养比 少儿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 人口出生率 人口死亡率 人口自然增长率

线性值 ０．８２３ ０．７９５ ０．９７ ０．６５８ ０．７８ ０．９７１ ０．２６２ ０．７５５ ０．３９３

　　由回归分析结果得出，Ｆ检验对应的概率值为 ０．００，小于 ０．０５，各因素对方程的影响较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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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ｔ检验可以看出１５—６４岁人口数（Ｘ２）、人口死
亡率（Ｘ６）的ｔ检验不通过，因而剔除这两个因素再
做回归分析。得出新的回归方程如下：

Ｙ＝－４６７３．５３－５．７２Ｘ１＋３０．５９Ｘ３＋
５７２９．２１Ｘ４－２３８８２．４９Ｘ５

做自相关检验发现０—１４岁人口数（Ｘ１）与少
儿抚养比（Ｘ４）相关性较强，６５岁及以上人口数
（Ｘ３）与老年抚养比（Ｘ５）相关性较强，因而对回归模

型进行调整，最终以０—１４岁人口数（Ｘ１）、６５岁及
以上人口数（Ｘ３）为解释变量，以人均 ＧＤＰ为被解
释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回归方程如下：

Ｙ＝－８９３５７．４６＋０．６６４５９８Ｘ１＋８．７８１３１３Ｘ３
最终，把 Ｌｅｓｌｉｅ矩阵计算出的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我

国人口情况代入回归方程，得出“全面二孩”政策实

施下我国人均ＧＤＰ情况，见表５。

表５　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的人均ＧＤＰ（单位：元）

年份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人均ＧＤＰ ５８１１５．０２ ５８１９５．７６ ５８３８４．１３ ５８７８０．１３ ５９２５４．７ ５９５７４．１３
年份 ２０２６ ２０２７ ２０２８ ２０２９ ２０３０ —

人均ＧＤＰ ５９７２４．０９ ５９８６０．９ ６０１２３．９８ ６０５２５．４４ ６５１６１．２ —

　　（三）结果分析
从相关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对我

国人均ＧＤＰ产生影响，尤其是老年人口数量和老年
抚养比对于人均ＧＤＰ的影响尤为显著；从多元回归
分析可以看出，近些年我国人均ＧＤＰ一直呈上升趋
势。当然，影响人均ＧＤＰ除人口结构以外还有其他
多种因素，回归分析的结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呈同方向变动，且这一发展状

况是基于我国特定国情的。

三、我国人口合理化发展的生育政策建议

（一）研究思路

首先预测出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我国的

人口结构情况，并将人口结构情况代入多元回归方

程得出不实施人口政策下我国的经济情况预测；然

后将它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下的经济情况预测

进行对比，进而给出合理化的生育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

根据收集到的１９９６—２０１５年我国人口结构情

况，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建立灰色预测模型［５－６］，预测出实

施“全面二孩”政策下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我国人口结构
的情况，见表６。
表６　“全面二孩”政策下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我国人口结构（单位：万人）

年份 总人口数
０—１４岁

人口数

１５—６４岁

人口数

６５岁及

以上人口数

２０２０ ２２４０７０ １８９０９ １０９０２０ １６３７６
２０２１ ２２６４１０ １８４７６ １１０２００ １６８９９
２０２２ ２２８７８０ １８０５２ １１１３８０ １７４３９
２０２３ ２３１１７０ １７６３７ １１２５８０ １７９９５
２０２４ ２３３５９０ １７２３２ １１３７９０ １８５７０
２０２５ ２３６０３０ １６８３７ １１５０１０ １９１６３
２０２６ ２３８５００ １６４５１ １１６２５０ １９７７５
２０２７ ２４０９９０ １６０７３ １１７５００ ２０４０６
２０２８ ２４３５１０ １５７０４ １１８７６０ ２１０５７
２０２９ ２４６０５０ １５３４４ １２００４０ ２１７３０
２０３０ ２４８６２０ １４９９２ １２１３３０ ２２４２３

　　以０—１４岁人口数、６５岁及以上人口数为自变
量，代入上述回归方程对人均 ＧＤＰ进行预测，得出
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我国人均
ＧＤＰ预测情况，见表７。

表７　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我国人均ＧＤＰ（单位：元）

年份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人均ＧＤＰ ６７０１２．１９ ７１３１７．０４ ７５７７７．１６ ８０３８３．７７ ８５１６３．８６ ９０１０８．６６

年份 ２０２６ ２０２７ ２０２８ ２０２９ ２０３０ —

人均ＧＤＰ ９５２２６．２９ １００５１６．１ １０５９８７．５ １１１６５８ １１７５０９．６ —

　　（三）结果分析
由回归分析得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与不实施

“全面二孩”政策下我国人均ＧＤＰ情况如图２所示。
根据回归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实施“全面

二孩”政策，我国人均ＧＤＰ发展态势都呈上升趋势，
但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的人均 ＧＤＰ增长幅度明
显要低于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的人均 ＧＤＰ增
长幅度。由此可以看出，从短期来看，“全面二孩”

政策的实行可能会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图２　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与不实施“全面二孩”

政策下我国人均ＧＤＰ

·９２·



这可能是“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不断增加的生育

费用、婴幼儿抚养费用等导致的。但从长期来看，

“全面二孩”政策可以改变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改

善我国的人口结构，提高我国劳动力数量，这是有利

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

综上所述，关于我国的生育政策，给出以下建

议［６］。

第一，要实施适当的“全面二孩”政策，辅之以

一定程度的生育限制。过高的生育率除了降低人口

老龄化，还会带来高的社会抚养比，在短期内会减缓

经济发展的幅度。

第二，人口政策的实施需要结合民情。如果普

遍社会生育率不高，人们生育积极性低，可以进行一

定的鼓励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当前人口发

展的重大问题，长期发展下去必然带来社会抚养比

提高，劳动力缺失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

第三，把握好实施生育政策的度，及时根据社会

实际情况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综合考虑生育政策

可能带来的各方面影响，选取最为合理的生育政策。

第四，人口出生率不仅仅受到人口政策的影响，

还会随着社会环境、人们心理因素的变化不断发生

变化。因此，生育政策的选择，还需考虑到心理因素

的影响。

四、结束语

综合利用Ｌｅｓｌｉｅ矩阵、灰色预测模型对实施“全
面二孩”政策和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我国人口

数量和结构进行预测，同时利用回归分析得出人口

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将预测得出的

人口结构代入回归方程预测出我国未来的人均

ＧＤＰ。预测结果显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下，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会减缓我国经济

增长态势；但从长期来看，这一政策的实施是有助于

改善我国目前不合理的人口结构的。任何一个政策

的实施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在给我们带来利益的同

时也会有一定缺陷，我们要在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辨

证地选择政策，对于人口问题更应在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上用全面的眼光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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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政府投资基金财政风险防控研究

张新星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事业发展部，郑州 ４５０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８－３１
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政府性投资基金财政风险防控机制研究”（２０１７Ｄ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度河

南省科技发展计划软科学研究项目“政府引导基金风险防控研究”（１８２４００４１０１８１）
作者简介：张新星（１９８３—），男，山西阳城人，工商管理硕士，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事业发展部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项目

投资。

摘　要：近年来，河南省各级财政部门创新财政投入方式，设立或参股政府投资基金，基金数量
和规模迅速扩大，在发挥撬动社会资本杠杆作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同

时，也出现了基金管理专业化水平不高、项目渠道来源单一、财政资金大量结存、绩效评价不够完善

等问题，需要从强化风险防控制度设计、创新基金运行模式、理顺参与主体关系、健全监督评价机制、

加强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规范管理、防控风险，更好地放大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引导各类社会优质资

源向战略重点集聚，推动产业快速发展。

关键词：政府投资基金；风险防控；绩效评价；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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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政府投资基金发展迅猛，但其管
理、运营水平尚处于起步阶段，基金规范管理的相关

制度还不够健全，基金的设立、运营、终止等发展体

系还不够成熟，这些因素进一步加大了政府投资基

金面临的各种风险。目前，我国政府投资基金在风

险防控方面遭遇到几个困局：一是退出渠道不畅。

ＩＰＯ上市门槛高、等待时间长、综合成本大，而股权
收购和转让，企业价值难以直观放大，同时，各地产

权交易市场分散、缺乏政策规范，价格并不公允，种

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投资对象的高风险性，使

得基金所投项目很难以理想价格退出，或将带来财

政资金损失。二是扩大政府隐性债务。各地城镇化

基金纷纷涌现，部分以虚假股份和真实债务形式保

证固定收益，投向保障房和土地一级开发等，可能成

为地方政府扩大隐性负债的新通道，若政府对基金

回报兜底，当土地出让收入无法覆盖本息时，很可能

成为政府的直接债务。三是政策性市场性关系处理

不当。政府投资基金更为关注资金安全和发展红

利，可能会适当让利甚至不设收益要求，而社会资本

则寻求利益最大化，两者利益关系一旦处理不当，势

必影响基金整体的运作效率、收益和风险管控效果。

四是监管评价机制不健全。政府侧重于基金募集、

投资，对投后管理缺乏关注，有的基金信息披露、监

管制度存在漏洞，也存在一些行政力量干预，基金偏

离了市场化运作轨道，增加了投资风险，出现了财政

资金使用效率降低的问题。

政府投资基金作为创新型融资方式，可以有效

撬动财务杠杆，带动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放大财政资

金作用，已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和强力助

推器。但目前设立的各类政府投资基金尚处于创立

探索阶段，如何保证其健康稳定发展也成为社会各

界关注的重点。

一、政府投资基金的概念

（一）产生背景和发展渊源

政府投资基金的前身为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

金，与财政涉企资金的基金化改革密不可分，产生于

政府鼓励创业投资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经

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等十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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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２００５年１１月联合发布了《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
行办法》，办法对投资引导基金的设立主体、扶持方

式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即“国家与地方政府可以设

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参股和提供融资担保等

方式扶持创业企业的设立和展。”２００７年７月，旨在
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发布。２００８年１０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

设立与运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对引导基金的设立

运作进行了细化和规范。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北京、

上海等地纷纷设立引导基金，率先开启财政涉企资

金基金化改革尝试。在多年的具体实践中，引导基

金也逐步突破了传统的创投领域，经济发展的重点

领域和薄弱环节也开始成为其关注的重点，引导基

金的发起设立也由发改委牵头逐渐转变为由财政部

门联合其他业务主管部门共同发起。

随着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启，政府

对财政涉企资金扶持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２０１４
年１０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
革的决定》，又在１２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清理规
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随着国家对企业的税

收、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得到全面清理，财政涉企资

金扶持方式得到进一步改变和优化，“政府投资基

金”这一概念也得以明确。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激发社会资本创新创业

活力、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新要求，鼓励“发挥财政

资金撬动功能，创新融资方式，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

与投资”。为促进政府投资基金的健康持续运行，

财政部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制定了《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
理办法》，１２月又出台了《关于财政资金注资政府投
资基金支持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规定了政府投

资基金的相关事宜。

（二）主要特点和运作模式

政府投资基金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政府单独或

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其中，政府出资应符合《预算

法》规定，符合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等一系列预算安排；第二，与传统的

风险补贴、拨款、贴息等无偿方式相区别，基金的主

要运作方式为政策性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有偿方式；

第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是基金

的主要投资领域，以支持该领域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为主要目标。

在实际运作中，政府投资基金主要包括母子基

金、专项基金两种模式。在母子基金模式中，母基金

层面通常采用平行投资的架构，以吸引大型金融机

构的参与，放大杠杆优势，再由此借助各管理人的投

资特点，通过子基金投向标的企业。在专项基金模

式下，财政资金联合行业龙头、金融机构和其他社会

资本共同设立，采用单层基金架构，重点支持特定行

业或特定类型企业。

二、河南省政府投资基金开展情况

（一）制度保障逐步规范

河南省于２００８年启动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的设立运行等工作，开启了财政涉企资金的基金化

探索改革序幕，并在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先后出台了
《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河南省股权投资引导

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河南省股权投资引导

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规范政府引导基金

的落地实施，从投资对象、组织结构、投资管理、操作

程序、退出机制、收益分配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规

定。

伴随着财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河南省人民

政府于２０１５年３月发布《关于省级财政性涉企资金
基金化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了省级财政性涉企

资金基金化改革试点方案，开启河南省试点改革工

程。２０１７年３月，河南省财政厅结合河南省情实际
和财政涉企资金基金化改革两年来的实践经验，又

制定出台了《河南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等５个规范性文件，内容涉及基金设立、运作模式、
组织架构、风险控制、退出机制、预算与资产管理、绩

效考核与监督管理、受托管理机构及基金管理机构

的选择标准、受托管理机构的履职程序和规范、投资

项目的备案管理等，为河南省政府投资基金的规范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二）各类基金发起设立如火如荼

２０１５年，在河南省制定的省级财政性涉企资金
基金化改革试点方案中，提出了首批设立先进制造

业、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文化产业等四支政府性产

业发展基金，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筹备设立各类政

府投资基金，先后设立了农业综合开发股权投资基

金、ＰＰＰ开发性基金、“互联网 ＋”产业发展基金、中
小企业发展基金等，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底，河南省级财
政涉企基金数量已达八支。在基金设立过程中，根

据河南省情不断创新基金的内容模式。比如，ＰＰＰ
开发性基金在全国范围内首获国家批复，开创了以

基金方式支持鼓励 ＰＰＰ模式推广应用的先河。同
样，科技创新风险投资基金作为省内首支天使投资

基金，践行了国家“双创”战略，旨在打造经济发展

新引擎。２０１６年９月，河南设立了首支“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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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基金，总规模达１０００亿元。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央
企扶贫河南开发子基金成立，暂定总规模２０亿元。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河南省设立了１０００亿元规模的现代
服务业产业投资基金。２０１７年１月，河南省战略新
兴基金产业投资基金成立，采用“１＋Ｎ”母子基金架
构，形成总规模１０００亿元的母子基金群。

在省级政府投资基金蓬勃发展的同时，河南省

各地市政府也在积极推动筹备设立各类产业发展基

金。２０１６年４月，经国家发改委批复的全国第三、
河南首支超百亿元产业投资基金———中原航空港产

业投资基金设立，基金规模 ３００亿元。２０１６年 １０
月，郑州市确定设立１００亿元的制造强市发展基金，
全面促进工业发展。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中原

航空港基金公司发起总规模３０亿元的通航产业发
展基金，漯河市政府携手中原证券、平安银行成立漯

河市产业投资基金……近两年来，河南省各地、各行

业一大批政府投资基金设立投运，规模已达数千亿

元，呈现多点开花局面。

三、政府投资基金风险防控需要关注的问题

河南省政府投资基金在财政风险防控方面存在

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基金管理的市场化专业化水平还比较薄

弱

河南省政府投资基金基本都能满足有专业机构

具体受托管理的条件，但是一些基金管理机构、团队

对基金的操控能力还相对偏弱，基金管理的专业化

能力还有待提高。一是政府投资基金的管理机构有

相当比例仍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深受传统

国企决策流程和程序的影响，决策时间较长、效率不

高。二是一些政府部门直接参与基金运作，行政干

预一定程度存在，市场化运作程度不高。三是河南

省优秀的私募投资机构较少，基金管理机构水平良

莠不齐。

（二）撬动社会资本能力欠佳

目前，河南省已设立的政府投资基金大多出于

对发展本地经济、培植壮大财源的考虑，通常规定了

基金的投向，即必须将大部分资金投向本地，这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项目的选择范围，影响了社会资本

参与投资的积极性。调研发现，政府投资基金所投

项目往往因为行业收益低、周期长，难以吸引社会资

本，许多基金在对外募资时，经常以银行配资的方式

来满足项目资金需求。随着国家金融监管政策日趋

严格，银行配资的方式和额度也势必受到影响，若基

金无法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未来发展将面临较大的

财政风险。

（三）项目来源渠道单一

一是政府投资基金普遍有投资地域限制，在本

省、本区域可投企业、项目并不充裕的情况下，可能

出现一些投资价值不高的项目能得到基金支持的现

象，从根源上加大了投资风险；二是投资基金的项目

渠道有限，在一些基金项目来源中，由政府和企业主

管部门推荐的占据了较大比例，政企合谋也会加大

投资风险。

（四）财政资金大量结存

调查显示，河南省政府投资基金普遍存在投放

率不高、财政资金结存的状况，这是基金规模激增、

管理能力不足的直观表现，也是质量与效率不匹配

的具体体现。目前，河南省基金管理机构有的没有

对基金发展做出翔实可行的规划，有的缺乏足够的

专业投资能力，有的优质项目储备不足，有的暂无合

适项目可投，随着基金规模的快速扩张，钱虽然多

了，但“花不好、不敢花”仍一定程度存在。财政资

金大量沉淀，虽然形式上没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但

资金闲置，效率不高，效益不佳，也带来了一定的财

政风险。

（五）绩效评价考核机制尚需完善

政府投资基金的运作通常面临财政部门、发展

改革部门、证监局等多个政府部门的监管，不同部门

的监管侧重点各有差异，但无法避免会有重复，个别

时候还有矛盾之处，政府在评价基金绩效时，缺乏一

套合理的评判体系。调查显示，河南省政府投资基

金在绩效评价时，较多关注投出项目成功率，较少关

注项目综合收益率，使得许多基金管理人员顾虑因

素较多，难以完全按照“二八原则”投向一些真正有

潜力的企业或行业。

（六）风控制度还不够具体有效

从实际运行情况看，河南省各类政府投资基金

还缺乏扎口管理，特别是缺乏统一部门、统一制度、

统一标准、统一考核等，一些投资基金重复设立、层

层设立，省、市、县（区）各级基金运作方式不尽相

同，客观上存在效益不高和收益流失的风险。有的

基金没有把握好“本源”，没有处理好基金公益性与

收益性的关系，有时过于偏重盈利性，忽视了弥补市

场失灵的公益属性，没有达到政府投资基金的设立

初衷和预期效果。

四、加强投资基金财政风险防控的建议

（一）加强基金风险防控制度设计

１．建立完善项目筛选机制。完善项目投前的筛
选程序，委托会计师、税务、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

机构对项目开展尽职调查，从而规避部分风险。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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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每一个拟投项目，完善审批环节，加强过程管

理。比如，可以通过政府推荐、管理人初步调查、中

介机构尽职调查、投委会审议、董事会决议、托管人

复核等几个环节，逐渐剔除风险高的项目，最终留下

优质项目。

２．探索财政出资适当让利制度。２０１５年财政
部发布的《关于财政资金注资政府投资基金支持产

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合理确定财政出资让利

措施，财政资金注资设立的政府投资基金原则上与

社会出资同股同权。政府投资基金，其设立初衷是

就是要充分发挥基金的引导作用，既引导社会资本，

更要引导人才、技术、平台等全要素资源向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聚集，发挥技术进步、组

织创新、资本带动的促进作用，支持相关产业和领域

发展。从基金投向看，有相当一部分比例是投向

“市场失灵”突出的领域，存在其他社会资本不愿

投、不敢投的情况。因此，基金可以采取向社会资本

让渡部分分红等让利措施，财政资金可以少分甚至

不分收益，但必须严格加强风险控制，保证财政资金

不受损失。同时，财政让利应明确具体范围，对于市

场主体不愿从事的微利、无利行业或处于初创期的

企业，可以采取让利措施，对于充分竞争的行业，应

遵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投资基金不得

向社会出资人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不得保证最

低收益。根据所投领域的不同，基金可以给予不同

的失败容忍度。

３．投入资金应分阶段有序进行。政府部门可以
与社会资本签订出资方案，约定具体的出资节点、时

序，也可根据政府本级财力状况、预算安排、投资进

度、用款需求等灵活掌握、合理调控，采用分批、分次

拨付的方式将财政资金注入到基金中。为加强对被

投企业的道德约束，防范委托代理风险，投资基金可

以与被投资企业签订协议，约定分阶段向子基金或

项目注入资金。若采用跟进投资方式，应在合同中

约定分阶段投资的具体策略，如果项目前一阶段投

资达不到预期效果，投资基金可以不再继续投资，真

正起到审查监督作用。

４．适当放开投资地域限制。一些投资基金特别
是部分经济欠发达县（市）、区设立的基金，可以适

当放开投资地域限制，避免资源闲置浪费，提高基金

的运作效率。对于政府参股比例较低的基金，不需

要对基金投资地域做过多的限制，应当允许其跨地

域投资，不断发展壮大，如果基金所投企业有好的技

术水平和成熟的经营模式，可以充分对接当地资源

优势，积极借鉴引入进来，带动、回馈本地发展。

５．建设基金信息服务平台。基金管理政策、投
资信息在平台上公开，方便投资方、融资方和基金管

理机构对接。部分基金投资项目的进度、成效也可

通过平台向社会公示。政府主管部门要发挥熟悉产

业政策、了解项目情况的优势，将本行业重点项目提

供或推荐给基金管理人，建立投资项目库并及时更

新，以便遴选、对接投资项目。

（二）创新基金运行使用模式

１．构建联合参股机制。省级基金可以与中央基
金、市县基金互相参股，充分发挥集群优势。各级基

金上下联动，聚少成多，可以获得更多的谈判优势，

扩大投资项目可选择面。省级基金参股市县基金

时，应结合全省区域与产业发展规划，综合考虑各地

产业基础和产业特色，对重点地区、重点产业进行政

策聚焦，促进各地更好发挥资源优势。

２．探索可转债投资模式。可转债是一种灵活的
投资模式。在企业运行初期以明股实债方式进入，

可以保障投资基金前期不受企业经营初期的影响，

只要适当控制投资比例及采取有效的增信措施，确

保企业有适宜的偿债能力，就可以降低风险。后期

当企业实现产业化经营或产能扩大运营平稳后，基

金按照约定条件将债权转为股权，可以增强与企业

的密切联系，实现更好的投资回报。

３．以信誉担保方式资助企业。企业在初创期或
产品处于研发阶段时，短期内难有较大的投资回报，

同时还面临大额的资金需求，而政府投资基金的投

资额度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审慎评判后，

若能采取政府信誉担保，则可以大大增加中小企业

的直接融资机会，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尽快实现产

业化经营，助推企业提升造血能力，早日走上良性发

展道路。

（三）理顺基金参与主体的关系

１．确保财政资金发挥导向作用。投资基金的发
起设立协议，重点是要保证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能

够正常发挥，要解决好满足社会公共利益根本目标

和市场化运作机制之间存在的矛盾，因此，在一些涉

及引导作用发挥的关键问题上，可以设置一票否决

权等特别条款。同时，要把握好特别条款的设置尺

度，减少基金运作的行政干预，避免因决策程序过于

复杂导致效率降低。

２．平衡好政策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确保
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有完善的制度予以保证，要建

立制度明确基金目标、实现目标过程中出资人、管理

人、受托人等各个主体应承担的责任。此外，还要建

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促进基金可持续、滚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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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除采用固定管理费和退出收益让利等常规手段

外，还可根据项目实际进度、项目困难问题解决情

况、提供的多样化增值服务等因素对管理费进行一

定比例的浮动，达到激励目的。

３．建立合理的风险共担机制。政府投资基金的
参与主体中既有政府有关部门人员，代表政府出资

行使监管职责，又有完全市场化的管理团队，按照市

场经济运行规律操控基金，通常情况下，政府部门注

重规避风险，而市场主体愿意承担“高风险、高收

益”下的博弈机会，两者对基金项目的风险偏好、决

策意见等有着较大差异，平衡解决好这种差异或矛

盾才有利于基金的健康发展。避免投资风险转嫁给

政府部门，需要设计安排好参与主体间的风险共担

机制，即政府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风险，不能为

吸引社会资本而作出减少同类竞争、予以财政补贴、

进行项目扶持、提供配套基础设施等特别承诺，防止

出现被投资机构绑架的情况。

４．设定基金的提前退伙条件。政府投资基金的
管理需要实现投资方向政策导向正确和资金安全稳

定使用两个目标相统一，加强日常管理、避免资金受

损尤为必要。为确保资金安全，需要在基金发起设

立章程或协议对财政资金的退出条件进行明确约

定，即除正常投资期满顺利退出外，要充分考虑各种

意外情况，比如基金的投资方向偏离政策目标的，资

金使用或未按协议约定严格履行的，基金长期闲置

实际投出率不高的，或者其他章程协议未具体约定

但影响基金效益的，财政资金可以提前退伙，并且无

需征得其他出资人同意。在财政资金退出权益的计

量方面，应聘请资产评估机构进行出资权益评估，作

为退出价格参考依据。

（四）健全完善监督和绩效评价机制

１．加强风险监管体系建设。一是采取安排项目
人员进入所投企业董事会等适当的方式加强管理；

二是加强对所投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控制，政

府投资基金对所投企业的股权比例通常有限制性规

定，往往居于企业的中小股东地位，要通过定期对生

产经营活动、交易行为的监督管理，防范企业实际控

制人的道德风险，防止基金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同

时，基金管理机构也要定期向出资人出具管理人报

告，揭示基金运作情况；三是对政府投资基金业绩的

考核，既要看基金本身的投资回报率，还要看基金运

作对产业发展的整体促进作用。

２．完善绩效评价体系。建立全方位、多维度的
绩效评价体系，考核指标应包括硬指标，也包括软指

标，既有业绩考核，也有行为考核。指标应贯穿基金

运作的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事前指标着重考核

设定政策目标、选择管理机构等情况，事中指标主要

考察市场化、专业化管理程度及运作合规性等，事后

指标重点考核项目完成情况、政策目标实现程度以

及经济效益等。要建立健全对收益让渡项目的风险

分担和考核评价机制，委托中介机构定期对基金投

资运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财务收支情况开展专项

审计、进行监督检查。除提交年度投资计划、出资证

明等一般性的监管措施外，政府投资基金应当对各

子基金和投资项目的运行情况作出风险评估，对风

险性较大的进行重点监管。基金运营机构要及时报

告投资管理中的重大事项，制定风险防范制度，从制

度、技术、操作、市场等多方面着手，切实保障基金的

安全和效益。

３．主动提供增值服务。为更好地防控投资风
险，政府应积极协调社会资源，为所投企业提供包括

制定发展战略、优化企业架构、规范公司治理、设计

激励约束机制、招募管理团队及核心成员、推荐中介

服务机构等在内的多项增值服务，帮助所投企业并

购重组、公开上市等，使企业经营战略更加明晰，盈

利能力和公众形象明显提高，促使投资基金能顺利

实现退出。

（五）加强风险防控保障体系建设

１．推动基金所投企业主板上市。建议政府有关
部门进一步发掘河南省在农业、交通运输、制造业、

互联网等方面的优质企业，加大对河南省企业主板

上市的支持力度，对符合上市条件、发展潜力较大的

新兴企业给予政策指导，鼓励券商、银行、投资机构

等积极参与上市辅导和项目投资。

２．推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快速发展。区域性股
权交易中心可以为企业提供有关资本市场运作的各

类服务，帮助企业提升管理水平。河南省已确定中

原股权交易中心为省内唯一合法的区域性股权市场

运营机构，做大做强中原股权交易中心的展示、交易

等功能性业务，开展路演、公关等创新服务业务，将

为地方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也将丰富政府投

资基金的退出渠道。

３．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制定政府投资基金人才
专项工作计划，加大对投资基金相关领域人才的培

养力度，强化职业培训，鼓励行业从业人员与国内外

领先机构加强交流合作，鼓励政府部门有关人员到

基金公司挂职锻炼，提高专业管理水平。支持引进

熟悉金融创新、资本运作、拥有相关行业背景、从业

经验丰富的优秀基金管理团队和人才，给予富有竞

争力的薪酬待遇，并在落户、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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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提供优惠政策。

五、结语

时至今日，河南政府投资基金已走过了十年历

程，在发展和演进中，其风险控制水平在逐步提高和

改善，财政资金对引导产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积

极效用在日益体现。但政府与市场的职责界定还比

较模糊，政府和市场主体的信息不对称难以消除，社

会资本的逐利性与政府财政的公共性相悖仍广泛存

在。特别是在防风险攻坚战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中的隐性债务仍在增长受到了更多关注，政府隐性

债务规范清理、金融监管政策日趋严格给政府投资

基金的平稳发展带来了更多挑战。面对新形势、新

变化、新要求，只有不断探索完善政府投资基金风险

管理的模式、手段，切实提高财政风险防控能力，才

有助于提升基金的投资能力和管理效率，推动其在

吸引社会资本、引导投资方向和发展社会经济重点

领域行业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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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桶理论视域下河南文化高地建设的短板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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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南是文化资源大省，但目前还不是文化强省，与先进省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借鉴
木桶理论，分析河南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过程中存在的创新、产业、协调等三个短板，建议以新

发展理念统领河南文化建设，以创新驱动助推河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以群众的获得感完善河南

公共文化服务。

关键词：木桶理论；文化高地；短板；河南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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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管理学家劳伦斯·彼得提出的“木桶理
论”，认为水桶的盛水量不是由最长的那一块木板

决定，而是由其中最短的那一块木板限制，即“短板

效应”。这一理论常常被应用到企业管理中，其实

对区域文化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不论是文化产业

还是公共文化服务，不论是传统文化的保护还是新

兴文化业态的发展，都影响着区域文化的发展水平。

河南是文化资源大省，文化资源丰富，但目前还不是

文化强省，与先进省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２０１６
年１１月，河南省十次党代会提出要“加快构筑全国
重要的文化高地”的总目标，在这种背景下，找到河

南文化发展中的短板，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一、河南与全国文化发展先进省（市）情况的比

较

文化高地的目标对河南文化发展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寻找河南文

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寻找差距。北京、上海、广东、

江苏、浙江作为全国文化发展的第一梯队，近年来文

化快速发展。本文选择这五个省（市）来与河南进

行比较，从而寻找制约河南文化建设的短板。

１．资本要素
资本可以为文化发展带来物质保障，是区域文

化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主要包括文化产业规模、文

化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政府投入及大型文化企业数
等。文化产业规模是衡量一个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水

平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河南文化产业取得了较快

的发展，产业增速连续 １３年高于同期 ＧＤＰ增速。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２０１４年实现增加值
９８４．６６亿元，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收
入２４３１．８亿元，在中部六省排名第一；２０１５年实现
增加值１１１１．８７亿元，其中法人单位实现增加值
１００５．５１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大关；２０１６年实现增加
值１２１２．８０亿元。［１］但与全国文化发展先进省（市）
相比，河南的差距还比较大（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京、沪、粤、苏、浙、豫文化产业增加值

（单位：亿元）

文化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反映了一个地区文化
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河南文
化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均低于年度全国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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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见表１，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河南统计年鉴公布
的数据整理而成），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

等省（市）相比差距更大。

表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河南省文化产业增加值情况

年份
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

占ＧＤＰ的比重（％）

河南文化产业增加值

占ＧＤＰ的比重（％）
２０１４ ３．７６ ２．８２
２０１５ ３．９７ ３．００
２０１６ ４．１４ ３．００

　　政府是推动区域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尤其是
涉及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离不

开政府的投入。近年来，河南投入文化建设方面的

资金逐年增长，为满足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提供了

资金保障。但总体来说，河南财政资金在文化方面

的投入还是非常不足：２０１３年河南文化事业费占财
政支出的比重为０．２９％，在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
区）中排名倒数第四；２０１４年河南文化事业费占财
政支出的比重为０．２９％，在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
区）中排名倒数第三；２０１５年河南文化事业费占财
政支出的比重为０．３０％，在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
区）中排名倒数第四。［１］文化企业作为文化产业的

主体，影响着区域文化产业的实力。骨干文化企业

作为行业内的标杆，已经成为衡量区域文化产业水

平的重要指标。“十三五”期间，河南实施“双十工

程”，着力打造１０个省级重点文化产业园区和１０个
省级重点文化企业，培育壮大文化产业主体。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河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河南

文化影视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华强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开封清明上河园股份有限公司、洛阳日报报业集

团有限公司等大型文化企业入选“双十工程”，为河

南省文化高地建设提供了主体支撑。但是迄今为

止，已经评选了十届的“全国文化企业３０强”名单
中，河南仅有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一家上过榜，说明河南的文化企业总体来说在全国

的竞争力不强。

２．消费要素
消费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随着经济的

发展，文化消费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近

年来，河南一方面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一方面积极构

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多样的文化

产品，刺激群众的文化消费。２０１６年６月，洛阳被
列入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第一次）２６个国家文化
消费试点城市之一；２０１７年２月，郑州被列入第一
批（第二次）１９个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之一。这
两个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对于河南培育文化消费

增长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但河南的整体文化消费

水平不高，虽然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６年河南的人均教育文
化娱乐消费在逐年增长，但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

浙江差距较大，就连全国的平均水平也未达到（见表

２，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整理而成）。
表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情况比较（单位：元）

地区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全国平均水平 １７２３．１０ １９１５．３０ ２０８６．００

北京 ３２６８．３０ ３６３４．６０ ３６８６．６０
上海 ３３１１．４０ ３７１８．１０ ４１７４．６０
广东 １９６５．００ ２１１７．３０ ２４５１．２０
江苏 ２２３８．２０ ２４２３．８０ ２５１４．５０
浙江 ２１６９．００ ２４２８．３０ ２７９４．３０
河南 １１６０．８０ １３３７．２０ １４３９．５０

　　３．技术要素
如今，文化与科技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科技已经

渗透到文化生产消费的全过程。科技不论是对公共

文化服务还是文化产业都具有重要意义。今后，谁

占领科技创新的制高点，谁也就具备了文化创新的

主动权。近年来河南科技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不断有重大科技成果涌现。２０１４年，洛阳成为国家
级文化和科技创新融合示范基地；２０１６年，国务院
批复同意郑洛新国家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科技创新国家政策的落地为河南的科技创新带

来了新机遇。但总体来说，由于河南创新资源不足，

创新能力不高。２０１５年全国区域科技创新水平指数
前五名的省份依次为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河

南排名第２１（指数为４８．２１％），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６７．５７％）。河南的综合科技创新水平不高与研发投
入不足有密切关系，如 ２０１６年研究与试验发展
（Ｒ＆Ｄ）经费为４９４．２亿元，投入强度为１．２３％，在全
国排名第１６。［２］

４．劳动力要素
文化作为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

神活动及其活动产品，对于从业者的素质要求更高。

文化发展的高地往往也是人才的聚集地。北京、上

海、广东、江苏、浙江这５个文化发展先进的省份也
是人才竞争力较强的地区，在全国３１个省（区）人
才竞争力指数排名中处于前五名。而河南排名第

２１位，名次处于中后位。［３］

文化与人才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文化发

展需要人才，另一方面，文化发展还能促进就业。根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６年河南文化企业的
数量为３２０８个，在全国排名第五；年末从业人员的
数量为４８５８２１人，比北京、上海的还多，在全国排名
第六，可见河南文化产业带动就业的能力并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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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而言，河南省人均创造

的主营业务收入还不算高（见表３，根据《河南文化
产业统计概览２０１４—２０１６》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表３　２０１６年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情况

地区
企业单位

数（个）

年末从业

人员（人）

营业收入

（万元）

人均营业收入

（万元／人）

北京 ３５３９ ４８１２８１ ８１９５４４８９．８ １７０．３
上海 ２３６２ ４２０８７４ ８７７１８６５０．２ ２０８．４
广东 ７３２７ １８３６９８９ １５８７４０１５６．０ ８６．４
江苏 ７５７１ １２０４５７６ １４４１３１１８５．５ １１９．７
浙江 ４６１６ ５６５７８８ ７１４６６５５８．６ １２６．３
河南 ３２０８ ４８５８２１ ３５８０８９３５．６ ７３．７

　　区域文化的发展还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如
资源要素、制度要素等。就河南文化发展的现状来

说，这些要素并不是河南的突出问题，甚至有些要素

河南还具备优势，如资源要素。在此本文不作比较

分析。

二、与文化高地目标相比，河南文化发展中存在

的短板

１．创新的短板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不仅对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

意义，对于发展文化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实

现河南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综观国内文化

建设先进省市，无一不是改革创新走在全国的前列。

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２０１０年至 ２０１６
年连续７年在全国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中位居第
二，２０１７年跃居全国第一。正是由于在这种创新能
力的引领下，文化产业壮大成了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２０１６年，广东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增加值为４２５６．６３
亿元，占全省ＧＤＰ比重为５．２６％，占全国文化产业
总量的１／７，连续十多年领先全国各省区市。［４］在一
定程度上，观念的保守僵化是区域文化发展滞后的

重要原因。河南长期是个农业大省，受计划体制的

影响较深，科技创新资源不足，区域创新能力不强，

创新已经成为河南文化高地建设的一大短板。它就

像“阿喀琉斯之踵”一样，成为河南文化高质量发展

的“致命软肋”。河南文化发展中创新的短板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理念的短板。理念是指

导实践的先导。如果发展理念不能适应时代的发

展，那就会影响河南文化发展的全局。长期以来，河

南文化发展还是遵循传统思维，缺乏“互联网思维”

和融合理念。二是人才的短板。河南虽然是人口大

省，但还不是人才强省，人才竞争力总体水平不高，

在全国３１个省（市）中排名仅为２１名，与经济社会

发展的需要不相称。文化繁荣不仅需要“高峰”，也

需要“高原”。目前，河南文化领域在全国叫得响的

领军人物不多，同时缺乏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文化

人才。另外，河南在科技人才方面还有很大的缺口，

而现代文化产业更是“智慧产业”，对于人的知识能

力和综合素质都有很高的要求，科技人才的数量和

能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河南文化创新能力

的提升。因此，人才不足是河南文化高地建设的另

一短板。

２．产业的短板
文化产业发展状况是衡量一个地区文化竞争力

的重要内容。河南文化发展中最突出的一个短板就

是文化产业。产业的短板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

是文化产业规模小。２０１６年，河南文化及相关产业
实现增加值为１２１２．８亿元，与全国文化产业领头羊
广东的 ４２５６．６３亿元相比，少了 ３０４３．８３亿元。
２０１６年，河南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仅为
３％，比全国的平均水平４．１４％还低了１．１４个百分
点；而北京、上海早在２０１４年就已超过１０％。二是
产业结构不合理。河南文化产业结构中传统的文化

制造业份额过大，核心产业地位不突出。２０１６年文
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文化服务业增加值之

比为５０．２０１３．００３６．９０。［５］７２３而信息化程度较高
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发展相

对滞后，２０１６年河南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以上企业
营业收入为３５８０．８６亿元，其中文化信息传输服务
企业的营业收入为５４．６０亿元，仅占１．５％；文化创
意和设计服务企业的营业收入为２１５．７０亿元，仅占
６．０％。根据文化发展的实践来看，新兴文化业态往
往能够带动区域文化产业的繁荣。广东省的文化产

业之所以成为全国的领头羊，很大程度上与“互联

网＋文化”等新兴文化业态的快速发展分不开，全
国ＡＰＰ总榜安装量前三名（微信、ＱＱ、酷狗音乐）均
为广东企业。仅酷狗音乐就拥有５．５亿用户和３０
亿移动端、３０亿 ＰＣ端安装量。２０１６年，广东数字
出版总产值１８００亿元，位居全国第一。［４］目前河南
的文化产业结构还存在不合理的问题，直接影响了

河南文化的发展质量。

３．协调的短板
文化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文化的协调发展。

目前，河南文化建设仍存在三个不平衡。一是城乡

文化发展不平衡。相比较城市，河南的农村文化设

施和基本条件还比较薄弱，虽然现在实现了“县县

有图书馆、文化馆，乡乡有文化站”，但基层仍有一

些文化设施老旧、不达标。另外，由于农村居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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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不高，农村文化消费还是比较落后的。２０１６
年，河南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总支出为１８０８８元，
其中文化教育娱乐消费为２０７９元；农村家庭人均生
活消费总支出为８５８７元，其中文化教育娱乐消费为
９４９元。［５］２８２，２９４从总量上来看，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
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二是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河

南各省辖市之间文化发展水平差距比较明显，郑州、

许昌、开封、洛阳等市在全省走在前列，其他城市的

文化竞争力远远落在后面。２０１６年，全省文化产业
增加值前三名的郑州、许昌、南阳均超过百亿元，但

与此同时，全省还有８个省辖市增加值未到５０亿
元。２０１６年，许昌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
达６．１３％，在全省遥遥领先，开封的文化产业增加
值占ＧＤＰ比重达５．４８％，但是全省还有６个省辖市
的比重尚未达到 ２％。三是需求与供给之间不平
衡。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２０１６年１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贯彻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明确指出，“我国

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

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供需矛盾在

文化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每年有大量的文化产品

不断涌现，但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却没有得到充分

释放。河南的文化领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过剩”

与“短缺”并存，一般性的文化产品供给过多、质量

高的精品不多。

三、补齐突出短板，加快构建河南文化高地的对

策

为了补齐短板，有效推进河南文化高地建设，今

后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着力：

１．以新发展理念统领河南文化建设
２０１５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牢固树立

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这个新发展理念是聚焦当前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短板而提出的，具有重大的实

践意义。要补齐河南文化发展中的突出短板，首先

就要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坚持创新发展，就是要传承创新

中原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坚持协调发

展，就是要推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文化协调发展，

实现城乡文化一体化；坚持绿色发展，就是要坚持可

持续发展模式，对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行合理保护和有序开发；坚持开放发展，就是要加

强文化交流与合作，推进中原文化进一步“走出

去”；坚持共享发展，就是文化发展要坚持社会效益

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切实增强老百姓的文化获得感。

２．以创新驱动助推河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文化产业的发展

与创新能力密不可分。创新能力突出的区域即使自

身文化资源不丰富，也能实现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例如，深圳作为改革开放之后的新兴移民城市，并无

太多文化资源，但由于创新能力超强，２０１６年深圳
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为１９４９．７０亿元，占全市 ＧＤＰ
比重为１０％，［６］成为深圳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当前
河南文化发展中突出短板之一就是产业短板，这很

大程度上与创新能力不强有关。河南作为创新资源

相对贫乏的省份，今后要深入挖掘培育本地创新资

源、科技优势。一是推进“文化 ＋科技”，发展文化
产业新业态。优化河南产业整体布局，加快发展移

动多媒体、网络视听、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等新兴产

业，不断提升河南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和原创能力。

二是借助“文化＋互联网”，实现传统文化产业的转
型升级。当前，河南报纸、广播、电视、出版等传统媒

体亟需深度融合发展。今后，可以依托大河网络传

媒、大象融媒体等，建立以传统主流媒体为龙头、融

媒体集团为引领、“三微一端”为支撑的媒体框架，

提高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三是做强市场主

体，使企业成为文化创新的主体。创新是与市场密

切相关的活动，只有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才能更快

更好地把握创新机遇，才能把科技创新应用于文化

产业的发展。河南应当加强培育文化旅游、创意产

业、出版印刷等龙头企业，打造陶瓷、玉器等有河南

特色的工艺美术品牌企业，壮大现有的文化产业园

区。

３．以群众的获得感完善河南公共文化服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文化生活成了重要

的民生问题。２０１８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提高保障和
改善民生水平”工作建议中明确指出，要为人民过

上美好生活提供丰富精神食粮。公共文化服务具备

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等特点，是满足广大人民群

众基本文化需求的主要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就是要使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为了实现有效供给，河南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的着力点应放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继续加大

政府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力度。近年来，河南

不断加大对文化的政府采购投入，积极打造五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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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文化服务体系，但是投入依然不足。今后，应当进

一步加大投入，增强文化惠民力度。特别是要加大

文化扶贫力度，在贫困地区积极实施百县万村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二是推进供给侧机构性改革。

创新服务模式，通过“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
精准对接群众文化需求，构建开放兼容、内容丰富、传

输快捷、运行高效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

４．以人才战略支撑文化高地建设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区域竞争说到底就是

人才竞争，人才已经成为区域竞争的关键要素。河

南打造文化高地，离不开人才强省战略的支撑。今

后，要围绕河南文化发展战略，在实践中发现、培育、

凝聚人才，激活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一是

制定政策，吸引急需人才。实施更加开放、有效的人

才政策，树立“不唯地域、不求所有、不拘一格”的引

才用才理念，通过刚性引才与柔性引智两条路径，集

聚国内外高端文化人才。重点引进一批能够引领文

化创新发展、带动产业转型的领军人才、创新团队，

以及一些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企业家、职业经理人。

二是加大培养力度，打造文化豫军。依托省内高校

及部分文化相关专业发展较强的外省高等院校，建

立河南文化人才培养基地，培育贯穿文化创作、生

产、孵化、消费各个环节，包括文化开发与保护、文化

经纪、文化组织管理、文化贸易与交流等方面的全链

条人才。加大力度培养高层次的文化领军人物，继

续实施“中原千人计划”“河南省艺术名家推介工

程”“河南省青年艺术人才扶持计划”等专项人才培

养工程等，发挥国家艺术基金、扶持艺术发展专项资

金等的导向作用，在出精品的同时出人才。加强文

化志愿者队伍建设，发现和培养扎根基层的文艺骨

干、文化能人。三是营造良好环境，留住人才。积极

搭建项目平台，让文化人才有所为。出台文化创业

扶持政策，支持大学生来河南干事创业。制定优惠

政策，切实解决文化人才在就业、住房、医疗、社保、

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完善文化人才考核和

评估机制，建立以德才兼备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指标

体系。推动分配制度改革，探索以知识产权、技术要

素、管理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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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既是统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必然要求，
又是推动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让中原更加出彩的重要举措。河南省当前既具有政策基础、物质基

础和内生动力等多重优势，也面临着文化产业发展质量不高、文化投入力度不够、文化建设人才缺乏

等诸多挑战。结合河南实际，提出了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实现路径

与保障措施。从促进文化资源产业转化，培育区域特色文化品牌，构筑中原文化城市群，推进文化体

制改革与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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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
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１］河南省第十次党代会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率先提出了“加快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的战

略目标，这既与河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

发源地的历史地位相匹配，又与党的十九大精神

要求高度契合，充分展现了河南省委高度的文化

自觉、文化自信。

一、河南省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的优势

与挑战

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河南既拥有多重

优势，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蓬勃发展，全民精神文明需求日益增长，民族文

化创新不断增强，河南省建设文化强省，加快构筑全

国重要文化高地战略势在必行。在党的十九大精神

指引下，河南加快构建全国重要文化高地具有重要

的时代价值，也面临难得的机遇。［２］

（一）河南省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拥有

多重优势

第一，省委、省政府站位全局，团结带领全省人

民，大力推进文明河南建设，加快文化改革发展，为

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

础。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加快建设文化强省，

塑造中原人文精神”，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了“加快

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近年来，河南省陆续

发布实施了《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方案》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实施

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出台了《文化创意和设计

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等
一系列文化改革发展规划及相应的政策措施，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着力提供优秀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促

进公共文化服务共建共享，推动河南文化高质量发

展，促进全省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发展优势转变。

河南省委省政府的上述政策方针深入贯彻落实了新

时代党和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彰显了对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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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的信心与决心。

第二，河南省综合实力大幅提升、文化建设成果

丰硕，为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夯实了物质基

础。近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全力推动经济平稳健

康发展，经济增速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南省

生产总值２０１７年达到４．５万亿元，年均增长８．４％，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３个百分点。［３］伴随着经济大
省地位的更加巩固，河南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越来越精准化，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越来越深

入，重点文化产业园区集聚发展的效应越来越突出，

文化旅游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作用越来越重要。同

时，大力推进文明河南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

入人心，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愚公移山精神持

续弘扬，社会诚信体系加快建设，全民公共文化服务

效能不断提升，文化工作保障能力不断增强，文化产

业发展和市场监管水平不断提高，全省文化呈现繁

荣兴盛的局面。

第三，河南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利用能力不断

增强，为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提供了内生动

力。近年来，河南文化产业的增加值明显高于其他

生产总值，文化创意产业也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并已

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呈现出多向交互融合

态势。２０１６年，河南省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１２１２．８
亿元，连续１３年高于同期ＧＤＰ增速，成为河南经济
发展的重要力量和新的增长点。２０１７年前７个月，
河南省文化产品出口 ８１３９万美元，同比增长
８２．８６％。［４］濮阳杂技、登封少林武术、郑州动漫等
一批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打出了河南文化软

实力的品牌。在此基础上，河南省出台了《河南省

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实施方案》《关

于印发河南省支持文化企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

单位转企改制若干政策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文

件。这些政策的制定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构建了

中长期规划和健全的政策扶植体系。

第四，河南拥有内涵丰富、历史悠久的优秀传统

文化优势，为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提供了宝

贵资源。河南作为我国文化资源大省，历史悠久，文

化深厚。从夏到宋３０００多年里，河南始终是中国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先后有２０多个朝代在此建
都，形成了政治文明的鼎盛和辉煌。中国八大古都

河南占其四，悠久的历史锤炼锻造出底蕴丰厚的中

原文化。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正根、正道、正

宗、正统”，这里的根文化、汉字文化、姓氏文化等是

发展文化产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５］从古至

今河南孕育了众多有影响力的名人，现代河南文化

发展更是百花齐放。丰富的中原文化资源，尚未充

分开发的文化遗产，为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

孕育了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奠定了扎实、快速发展

的坚实基础。

（二）河南省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面临

的挑战

一是文化产业发展质量亟待提高。就目前来

看，我省的文化产业规模小，竞争力不强。文化企业

规模普遍偏小，规模以上的文化企业数量较少，龙头

企业缺乏，参与跨省竞争、国际竞争的能力亟待提

高。文化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传统文化产业

所占比重仍然较大，新兴文化产业比重明显偏低。

譬如，河南省是旅游资源大省，又有着深厚的文化资

源优势。然而，文化内涵挖掘不够、资源整合能力不

强、创新发展思维滞后、体制束缚现象严重、资金与

人才匮乏是当前河南省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融

合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必须加大宣传与塑造经

典产品相结合、树立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６］

二是文化产品市场竞争能力不强。文化产业区

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现象仍然突出。２０１５年
河南省文化产业增加值虽然同比增长１２．９％，但占
ＧＤＰ比重只有３．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支柱性
产业占比５％差距较大。［７］究其原因，“文化发展不平
衡、文化政策落地难、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不稳

定、城乡文化消费动力不足”［８］等制约因素依然存在。

三是文化投入力度不够。我省人口多、底子薄、

历史欠账较多，２０１５年各级财政投入文化事业经费
人均仅有２１．７元（全国平均水平４９．７元），位居全
国后列，在中部六省中也是最少的。《河南省建设

文化强省规划纲要（２００５—２０２０）》提到，到 ２０１０
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达到４％左右，到
２０２０年达到７％左右，而河南目前的发展低于４％
的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虽然政府在文化产业扶

持上加大力度，但是资金短缺、投入不足依然是阻碍

文化发展的最大问题。

四是文化建设高端人才依然匮乏。当前，文化企

业人才大多集中在北上广深等文化产业发达城市，河

南省缺乏文化建设发展方面的高端专业人才和经营

管理人才。因此，亟需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吸引和培

育更多既懂经营又懂文化的高端人才，尤其是将创意

文化、中原文化和产业结合在一起的专业人才。

二、河南省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的总体

思路和目标任务

（一）总体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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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

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落

实“一带一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战略部署，推

动我省文化改革发展在新形势下取得更大进展。坚

持文化高质量发展，主动服务中心、服务大局，着力

提升艺术创作质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文

化产业发展和市场监管水平，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成效，提升文化工作保障能力，推动河南文化繁荣

兴盛，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文化支撑和重要保

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中原更加出彩中做出更

大贡献。

（二）目标任务

１．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取得明显成
效。推动中原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推进文艺精品工程、文化惠民工程，着力提升艺

术创作质量，提升文化工作保障能力，推动河南文化

繁荣兴盛，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文化支撑和重

要保障。加强大运河河南段沿线地方文化产业发展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打

造华夏文明核心区展示平台，让文物保护利用融入

群众生产生活实践；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企

业搭建交流平台，促进业务合作，做好陈氏“太极

拳”申遗、宝丰县说唱文化曲艺展演。

２．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揽精神文明建设全局，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

共同行动，使之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成

为全社会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引领全社会共同

的价值追求，从细微处抓起、从身边小事做起，让核

心价值观走进每一个角落、每一户家庭，凝聚起共筑

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３．全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
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拓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不断提高公民道德水平和

社会文明程度。加强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教育培

养，促进公民的身心协调发展，实现公民素质的自我

展现、自我提高，为中原更加出彩提供强大精神力

量。

４．全社会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风尚更加浓厚。
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进诚信建设和志

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奉献意识，引导

人们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做真善美的追求

者和传播者。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承良好家风家训，形成爱

国爱家、相亲相爱、崇德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

家庭文明新风尚。

５．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加快构建
标准化、均等化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造“中

原文化大舞台”“舞台艺术送农民”“高雅艺术进校

园”等文化惠民品牌，实现文化惠民全覆盖。创新

服务方式，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以群

众需求为出发点，探索如安阳的“３２１”文化共建模
式、平顶山的“文化客厅”等多种文化服务模式，实

现文化的精准推送。

６．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推动文
化产业快速发展，重点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

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

育新型文化业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

施文化惠民工程，提高标准化均等化水平，推动文化

小康顺利实现并不断巩固。

７．加快建成全球华人根亲文化圣地、中国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示范基地、中华文化“走出去”重要基

地。明确根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的战略定位，做大

做强祭祖寻根文化系列品牌，深入挖掘中原根亲文

化旅游资源，建立紧密配套的寻根文化资源开发的

产业体系。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把河南建设

成为保护展示和传承弘扬中华历史文明的重要窗

口。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展示河南形

象，让美丽河南在世界上闪亮起来。

三、河南省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的主要

路径

（一）实现文化符号和元素融入发展，提升河南

形象感染力

文化符号和元素是区域文化的集中体现。通过

精心提炼中原文化符号和元素，将无形的文化内容

有形化，融入到文化活动、新闻宣传、大众教育等各

方面，有利于形成极强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９］

利用媒介融合的优势真正打造文化传播的新平台，

彰显区域文化独特的魅力，不仅能够对外吸引眼球，

对内提高向心力，而且能够促进区域文化软实力的

发展，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１０］因此，有效提升河南

形象感染力，要依托各类媒体传播文化符号和元素，

在电视台、电台、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全面融入特色

文化符号和元素，并对其进行全方位解读、宣传和弘

扬，逐渐构建起具有河南特色的文化符号体系和价

值认同。大力弘扬河南精神、传播河南价值、凝聚河

南力量、讲好河南故事，构造起具有国家意义的文化

河南和印象河南，全面增强河南在国家和全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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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感染力。同时，要加强对河南周易文化、儒释道

文化和诸子文化等元典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阐发、

展示，推出一批研究成果，建成一批主题基地，维护

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依托登封少林寺、焦作陈家沟，

建设少林武术和太极拳展示体验园区，打造世界功

夫之都，把中原历史文化元素和文化符号融入到提

升影响力过程中，促进文化遗产资源在重塑影响力

中实现传承创新。

（二）促进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发展河南文化

生产力

一是加强文化产业发展主体建设。做大做强文

化产业发展载体，加强对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

地的指导巡检、动态监管和绩效评价，提高园区、基

地的带动和辐射效应。推进文化文物单位文创产品

开发相关工作，适时在各地市级文化文物单位推广，

在全省树立一批文创企业先进典型和文创产品知名

品牌。充分利用文化产业发展扶持资金和基金，重

点支持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服务等新型文化业态发

展。

二是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平台建设。积极拓

宽文化产业投融资渠道，推动文化和资本对接，举办

文化企业项目路演、融资对接和项目推介活动，引导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各类投资机构

投资文化产业。充分发挥扶持新业态扶持资金带动

效应，在评审过程中引入观察员制度，让政府扶持项

目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注入。积极搭建文化消费平

台，探索文化消费新模式、新渠道，进一步拓展文化

产品的销售渠道，推动相关产业的传承和发展。

三是不断扩大文化产业影响力。主动融入国家

战略和河南省发展大局。主动对接国家“一带一

路”发展需求，将文化产业发展作为推动中心工作

的一项重要措施，扩大文化产业的影响力。积极推

动中原文化与国内外其他类型文化融合互动，积极

带领企业参加国外和国内举办的各类文化产业交易

活动。整合各类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整合

节庆会展活动资源，形成一批集文化产品展出、评

比、销售、招商引资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文化盛会。

（三）培育区域特色文化品牌，强化河南文化的

带动力

一是突出中原优势，打出中原品牌。充分利用

中原文化资源，依托中华姓氏、宋文化、功夫文化、甲

骨文文字、轩辕故里等根亲文化资源优势。充分发

掘民间工艺、民间演艺、民俗文化，如开封汴绣、禹州

钧瓷、平顶山汝瓷、洛阳唐三彩、朱仙镇木版年画、淮

阳泥泥狗、西平棠溪宝剑、浚县民俗、宝丰魔术演艺、

镇平玉文化、濮阳杂技等。深入开展“文明河南·

欢乐中原”“教你一招”“舞台艺术送农民”“春满中

原”“百城万场”等品牌文化活动，鼓励支持各地举

办具有地方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实现市市有品牌、

县县有特色。加快提升“大宋·东京梦华”“水秀”

“隋唐百戏”等演艺品牌价值。

二是结合区位优势，构建大中原、大文化理

念。根据各地实际，出台依托中原文化整合发展

的文化创意产业长期规划，加大财政投入，吸引民

间资本，把具有示范性、能够展现地方文化特色的

工艺艺术、文化名城和文物遗存丰富的地区项目

列为财政支持对象。针对目前文化创意产业开发

出现的同质开发、无序竞争、低质开发、失当开发

等现象，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对项目进行深入了

解，统一协调。

（四）构筑中原文化城市群，提升河南城市群文

化聚合力

一是加强中原城市群之间的文化合作共享。一

方面，要持续强化中原城市群间的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发挥中原城市群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优

势，联合开展跨界重大遗产保护，推进区域文化遗产

连片成线保护利用，拉近各城市间的文化距离。另

一方面，着力推进公共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共同

建设一批服务项目，建设全面覆盖、互联互通的特色

文化产业带，加强区域间文化产业协作，整合区域文

化资源，建立合理有序的文化产业地域分工和布局

体系。

二是构建中原城市群间的文化传播平台。紧紧

围绕兼容并蓄、刚柔相济、革故鼎新、生生不息的中

原文化精髓，深挖功夫、姓氏等中原文化特质，以历

史传统优秀资源为合作基础，共同组织好国家级文

化交流活动，加强民间文化交流。全面提升中原城

市群文化的国际化和开放性，全方位开展国际文化

交流合作，重塑中原城市群的文化魅力。建立政府

购买服务、惠民工程、体育赛事、文化市场合作机制，

形成城市群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文化交流合作的

良好局面。

（五）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与发展，激发河南文化

创造活力

一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新。贯彻落实中央、

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精神，激发内生动力，增

强发展活力。出台深化文化体制和文化企业改革的

配套政策文件，大力推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

分开。逐步完成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

建立有文化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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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科学设置企业内部组织机构，真正把文化企业特

性和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融入法人治理结构之中。

二是加快文化企业转型升级。文化企业的转型

升级与改革是相辅相成、一脉相连的，改革是为了促

使企业转型发展，而转型升级需要通过改革这一手

段才能实现。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实现国有文化企

业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并推动并购重组。同

时，全面加强媒体建设，扎实推动媒体融合，由原来

的“体验式”向未来的“服务性”拓展，利用大数据进

行整合营销和增值服务的开发，真正实现国有文化

企业可持续发展。

三是进一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优化国有经济布

局，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有利于实现国有资产

增值，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所以，

要降低门槛，在国有资产控股的前提下，允许社会资

本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

参与国有文化企业改制重组或者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增资扩股以及企业经营管理。要坚持因地施策、因

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

宜退则退，灵活运用产权制度。此外，探索性开展特

殊管理股试点、股权激励试点、员工持股试点等多个

试点，不断优化股权结构。

（六）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增强

河南文化辐射力

１．搭建平台载体。进一步建立健全“走出去”
政策促进、服务保障和风险防控体系，重点扶持以曲

艺、功夫、陶瓷、民俗、杂技、姓氏等为主要内容的文

化产品和服务，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借助“一带一

路”发展机遇，鼓励河南文化艺术团赴意大利、西班

牙等国家和地区开展文化交流演出。做好“河南文

物精品展”赴国外展出，支持海外少林文化中心、太

极海外文化中心建设。持续开展中原文化海外展系

列活动，积极搭建中国文博会、中国文化年、丝路瑰

宝展等交流平台，不断扩大河南文化知名度。

２．讲好“河南故事”。利用文化大省的资源优
势，吸引海外人士走进河南、了解河南文化的发展现

状，大力讲述“河南故事”。通过让海外人士到我省

参观考察、亲身体验等形式，为海外新华侨华人、华

裔新生代和社团新力量讲述河南悠久厚重的历史文

化和快速发展的现状，通过他们言传身教，带动更多

的海外人士了解和认同河南，增强河南在海外的影

响力与知名度。

３．扩大对外文化贸易。充分发挥对外文化贸易
对于拓展文化发展空间、提升河南文化软实力、推进

产业和外贸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作用。支持文化与

科技深度融合，加快发展创意设计、数字影视、网络

电视、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等以创意为核心、具有高

增值性的新型文化业态，形成对外文化贸易新增长

点。以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为基础，逐步在美、欧及

周边国家和地区建设一批文化贸易平台，形成合理

布局。支持文化企业参加境内外重要国际性文化展

会和文化活动，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港

澳台地区的文化产业交流合作。

四、河南省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的保障

措施

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是一项系统工程，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和“两手抓”的思

想原则，抓规划、抓项目、抓人才、抓高层次文化平台

建设、抓高端文化品牌建设、抓标志性文化设施建

设、抓“文化高地”建设投入，促进河南经济社会发

展转型和提升跨越。［１１］

（一）强化组织领导

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

化高地的现实意义，将其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大力发展文化事

业的重要举措，切实加强对文化建设发展的统筹协

调和组织推动，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完善和细化相关

政策措施。要加快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宣传思想文

化部门统筹协调、相关部门积极参与的对外文化贸

易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和资源整合，形成推进对

外文化贸易工作合力。

（二）加大投入力度

建立公共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确保公共财

政每年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同级财政经

常性收入增长幅度，提高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

加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把主要公共文化产

品和服务项目、公益性文化活动纳入公共财政经常

性支出预算。创新文化投资机制，拓宽文化投资渠

道，鼓励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向文化领域合理

流动。设立相关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支持各地组建

专业文化投融资平台，提高文化资产运行质量和效

益。

（三）完善政策法规

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离不开法治保障。

要加快文化立法的步伐，在文化立法中既要注重保

护河南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丰富的科教人文资

源，又要根据当前文化发展的新形势新需要，为文化

产业的发展提供全面的法治保障，从而促进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完善文化行政执法体制机

·６４·



制，规范执法程序，加大执法监督力度，通过良好的

文化法治环境，不断推动全省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

（四）建强人才队伍

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是一项涉及文化建设科学发

展的系统工程，需要得到各级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

力量共同支持和努力。要按照《河南省中长期人才

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河南省宣传思想
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要
求，深入推进“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中原文艺

人才培养工程、优秀青年社科理论人才培养工程、文

化产业领军人物建设工程。突出问题导向，深入推

进人才引进培养机制改革，加快建设高素质创新人

才队伍。制定切合实际的人才教育培训计划，综合

运用集中培训、挂职锻炼、交流任职等多种方式，提

高文化人才队伍综合素质与能力水平。

五、结语

在加快推进河南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河南提

出打造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为全省发展提供精神

动力与智力支持，充分彰显了推进文明河南建设、让

中原更加出彩的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一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精神要求，持续深化文明

河南建设，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加快构筑全国重要的

文化高地，为打赢打好“三大攻坚战”、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让中原更加出彩提供强大的理想信念动力、

思想文化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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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中国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在申遗成功后，其保护和利用
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存在开发利用工作处于浅表层次、遗产价值的研究挖掘工作尚待加强、专

业人才短缺、世界文化遗产衍生发展和经济社会融合不足等困难和问题。对此，建议树立科学理念，

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供战略保障；注重人才培养，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供智力保障；以人为本，

完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策支撑体系；利用高新科技，全面提高遗产的展示利用水平，发挥世界文化

遗产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支撑作用，推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事业迈上新台阶。

关键词：郑州；世界文化遗产；“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通济渠郑州段；遗产保护利用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９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４８－０４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文化遗产的历史意义与作用，将其作为新时

期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组成部分。古都

郑州有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分别是登封“天地之中”

历史建筑群和中国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天地之

中”历史建筑群分布于登封市区周围，包括太室阙

和中岳庙、少室阙、启母阙、嵩岳寺塔、观星台、会善

寺、嵩阳书院、少林寺常住院、初祖庵、塔林等８处
１１项历史建筑，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６处，
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２２处，各类文物珍品
６７００多件。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位于郑州市惠济
区，包括通济渠索须河段和通济渠惠济桥段，附属文

化遗产有惠济桥、荥阳故城城址、古荥汉代冶铁遗址、

纪信墓及碑刻、荥泽县城隍庙等。这些文化遗产不仅

为郑州城市发展储备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也为郑州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提供了关键支撑。与北京、上海、重

庆等国家中心城市相比，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刚

刚开始，世界文化遗产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大潮中

如何保护和利用，其中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利用世界

文化遗产助推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是当前我们

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郑州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现状

（一）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保护和利用

工作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日，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
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３９处世界
遗产。申遗成功后，登封市从更高层面开展了一系

列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分别成立了世界文化遗产管

理委员会、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公室和登封市世界

文化遗产监测站，健全了遗产保护管理机构机制。

２０１５年完成了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体系和安防体系
建设，目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手段和监管已部分实

现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２０１５年“文化遗产保护
与数字化国际论坛”在登封市举办，论坛围绕世界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面向未来的世界文化遗产

等议题进行讨论，唤起了更多社会公众保护文化遗

产的责任感与自觉性，为登封在数字化时代更好地

管理全市丰厚的文化资源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理

念。近年来，登封市先后实施了少室阙保护房、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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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中心、太室山白鹤观修缮、塔林保护维修、中岳

庙峻极殿、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监控体系等大小工程

１６个，涉及本体维修、安防消防、监测监控、环境整
治等方面。今年以来，登封市成立遗产环境整治工

作指挥部，全面开展保护嵩山和世界文化遗产综合

整治活动，对违规违法建设等行为进行集中执法，同

时加快实施各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推进世界文化

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围绕“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

承”，２０１８年登封市文物管理局组织开展一系列活
动，展示了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成果。观星台、

汉三阙等文化遗产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对公众实行

免费开放。嵩阳书院开展的“拜孔仪式”，让游客参

与其中，感悟儒家文化。这些宣传活动，使当地文化

遗产保护成果惠及群众，引导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

化遗产保护之中，进一步提高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

（二）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保护、展示和利用工作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２日，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
申报项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３８届会议上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作为中国大运河的一段重要河

道，成为郑州继“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后的第二处

世界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之后，郑州市文物局每月

按时向国家大运河监测预警平台上报监测数据和遗

产监测报告，结果表明，运河遗产本体、水质水位、行

洪功能、河床驳岸等状况一切良好。郑州市政府根

据《世界遗产公约》的规定以及国家文物局、河南省

文物局的有关要求，在惠济区古荥镇依托大运河附

属遗产———纪信庙，建设郑州运河遗产博物馆，集中

展示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相关运

河文明。目前博物馆建设正在稳步推进中。近年

来，市委、市政府确立启动的“四大重点文化片区”

建设是新时期针对郑州文物大市资源优势提出的新

理念、新思路、新方针。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位于惠

济区，众多遗产点位于惠济区古荥镇，目前正在大力

推进古荥运河文化片区建设。２０１７年国家提出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战略之后，市文物局向市政府提

出建立“郑州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领导小组”的申

请，统筹全市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市主要领

导高度重视并批示“结合古荥运河片区抓紧推进”，

市分管领导批示文物部门抓紧落实有关工作。按照

国家发改委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要求和上级文物

部门工作部署，市文物局、市发改委、水务部门、惠济

区政府协调开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项目摸底调查，

对大运河文化带相关资源进行梳理并制定了《郑州

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专题报告》。此外，我市还加

强了与全国大运河沿线城市的联系：２０１７年参加了
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ＷＣＣＯ）中国联络
员工作会议和理事会会议，作为会员城市确认组织

章程、目标责任。２０１７年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的研
究和宣传工作取得了新的成就，出版了《郑州大运

河》一书；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宣传片拍摄制作并

于中央四套《国宝档案》播出。

二、郑州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中存在

的困难及问题

（一）开发利用工作停留在浅表层次

两处文化遗产申遗成功后的开发利用工作处于

浅表层次，与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结合度不高。尽

管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进行了河道及周边环境整

治，遗产展示标识系统也在积极建设中，但全长约

１９公里的运河与沿线已形成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
等并没有有机融合，游客体验、娱乐购物、留住设施

等更是不足。“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８处１１项历
史建筑尚未穿点成线，各建筑缺乏优势互补和资源

共享，无法满足游客多样性需求。两处世界文化遗

产线路长、遗产点多、周边景区和其他文化遗产也较

多，游线、交通、人员等如何组织都需要从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这一高度统一规划、顶层设计，减少或避免

各唱各的调。

（二）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停留在表面

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价值的研究挖掘工作尚待加

强，深度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文化影响力仍需不

断增强，与国家中心城市相匹配。申遗前期，各遗产

点在历史文化价值研究挖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由

于没有持续的文化研究发酵和新的遗产成果展示，

申遗实现的文化轰动效益后继无力，尚未形成相应

的学术研究热点和重点。以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为

例，“运河科研工作已经取得了部分成果，但对于博

大精深的运河文化而言，这些是远远不够的”［１］。

目前我们对运河文化的研究缺乏系统的、跨学科的

学术研究，对运河文化的价值认知缺乏基本的分类

及评估体系，科研力量有待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

的价值研究跟不上，文化遗产无法活起来，无法说话

讲故事，更谈不上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增添力量。

（三）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才短缺

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的专业性很强，目前，

郑州市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文献学、文物修复、陈

展设计等专业的人才极为缺乏，特别是学术领军人

才、年轻后备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亟需加强。人

才缺乏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市文物保护、藏品整理、研

究展示等业务工作。此外，近年来，随着文化遗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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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专业性越来越强，对文化遗产工作者的素质要

求越要越高。由于专业人才的极度匮乏，导致队伍

整体素质一直无法得到有效提升，极大影响了世界

文化遗产的传承、宣传和展示利用工作的建设步伐。

（四）世界文化遗产衍生发展和经济社会融合

不足

在世界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工作中，目前尚存

在文物部门单打独斗的现象，系统和跨系统多部门、

多渠道、多行业联手合作成为短板，全域文化建设和

大旅游协调发展格局还需要进一步培育，县市区各自

为战，缺乏相互融合和取长补短，虽然形成了各自特

点，但却与全市生态建设、城镇建设和观光旅游等没

有真正结合起来。以“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为例，

“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处于低端环节，例如纪念品的品

质较低、样式老化、品种单一，文化产业的链条延伸度

低，游客参与、体验、表达的产业品种缺乏，尚未形成

产业化、规模化、高端化的发展模式，其经济效益并

未完全开发出来”［２］。两处世界文化遗产的成果共享

程度较低，社会经济效益战略性分析较为缺失。这些

因素直接影响了世界文化遗产的衍生发展，不利于世

界文化遗产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发挥作用。

三、郑州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利用的建

议和对策

为全面有效保护郑州市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切实

做好世界文化遗产的展示利用工作，促进遗产保护带

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社会民生，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提供支撑，通过实地考察，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树立科学理念，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供

战略保障

在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利用过程中，需

要着重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保护与利用的

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

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

科学理念，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贯

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

作方针，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

利用，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在保

护与开发过程中必须树立‘保护先行、保护为重’的

理念，把‘保护’置于‘开发、利用’之前、之上”。［３］

在确保文化遗产获得有效保护的前提下，促进保护、

利用和开发的有机结合，同时加大文化、文物、旅游

开发之间的融合力度，赋予古老的文化遗产以新的

时代气息和精神风貌，使文化遗产资源更好地服务

于经济社会发展。二是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

系。“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既要满足当代

人鉴赏及受教育的需要，又要保证后代人公平享有

文化遗产资源的权利。”［４］保护和开发是为了世界

文化遗产资源的永续利用，而不是为了眼前和近期

的利益。既不能以牺牲和破坏文化遗产为代价无限

度地开发利用，换取一时的经济利益；也不能片面强

调保护，忽视对历史文化的利用和开发。三是整体

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是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结果。尊重、保护各方利益，有效

地调动各方积极性，尤其是调动遗产所在地居民的积

极性，是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

件。在实际工作中，包括地方政府、组织、居民，外来

旅游者以及相关研究者等人员在内的各方利益相关

者，以整体利益和目标为导向，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全

局利益，短期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最后在整体的工作

推进中，完成整体目标，使各方都能受益。总之，要正

确处理保护与利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

与局部利益的关系，不能以牺牲和破坏世界文化遗产

为代价无限度地开发利用，换取一时的经济利益。

（二）注重人才培养，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供

智力保障

人才培养方面，建议委托高校和研究机构，加大

专业人才的培养，尤其要注重培养既懂文保又熟悉

旅游的复合型人才。一方面，市、县区要尽快出台吸

引高端人才的政策措施，重点引进世界文化遗产保

护和管理所需的专业人才、旅游人才和相关的经营

管理人才。有计划地选送专业技术人员到高校、科

研院所学习进修。联合市、省、国内外相关专家学者

和研究机构，深入挖掘遗产的价值。另一方面，要加

强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积极与郑州大学、河南

大学等知名院校建立长期的文化创意人才培养协作

关系，加强文化产业领军人物和各类专业人才的培

养，为推进我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人才保障。此外，还需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地文物

管理机构人员的培养与培训。建议省、市文物、人社

部门对世界文化遗产地文物管理部门的专业技术人

员、讲解员、安全管理员等工作人员，在培训培养、职

称评定等方面，给予重点关注与倾斜，为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科学研究和社会宣传提供智力人才支持。

（三）以人为本，完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策支

撑体系

文化创意产业以创意为先，以创意人才为本，需

要政府给予政策上的扶持，鼓励创意企业从郑州区

位优势、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布局特点出发，从市级

层面对发展我市文化产业的规划目标、发展战略、文

化创意产业布局、重点发展行业和项目扶持、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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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创意产业市场秩序等。建议在“古荥运河文化片

区”规划中突出创新创意、引进共享创业共享办公

理念。“古荥运河文化片区”不仅是城市的文化消

费区，也应该成为城市创意产业的聚居区，成为创意

行业汇集和创新型人才激发碰撞灵感的“郑州文化

硅谷”。“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依托的是历史，服

务的是现代，目的是借助文物资源，打造新型体验，

因此，在展示利用的过程中要对现代人的欣赏感受

及消费体验进行充分调研，特别是对即将成为社会

消费主流群体的９０后、００后一代年轻人，关注他们
追求文化品味，追求个性化消费的理念和消费习惯，

引导并适应他们的需求是世界文化遗产展示利用工

作能否具有吸引力和长远性、生命力的关键。

（四）利用高新科技，全面提高遗产的展示利用

水平

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充分运用云计算、大

数据、“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实施遗址、文物
建筑、石质文物、纸质文物等数字化保护示范工程，

构建文化旅游信息服务平台。通过文物展示、专题

论坛、学术研讨等形式，打造以文化博览和文创产品

交易为核心的文化交流平台，创新多元文化碰撞、交

汇与融合载体，建设多元文化体验之城。充分利用

好建设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契机，牢牢抓住新时代文

物事业发展新机遇，切实把以“古荥运河文化片区”

和“生态促遗工程”等为代表的郑州文化工程，作为

郑州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示范工程、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的重要文化品牌和城市形象展示的品质窗口，积

极打造具有中原底蕴特色、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

国际化现代化文化大都市。

总之，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工作是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撑点。在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的历史进程中，保护和利用世界文化遗产的任

务更加艰巨，文化遗产资源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积极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文化事业的管理水平

有待进一步提高，需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政府、社会

各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需要我们抓住机遇、奋发有为，形成全社会群

策群力、共建共享的生动局面，从而全面推进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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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三维度”论证

牛东芳
（华东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４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２８
作者简介：牛东芳（１９９０—），女，河南郑州人，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ＴＲＩＰｓ协定开宗明义写道 “知识产权即私权”，该宗旨目前尚未真正得到法律学界的认
可，仍有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是一项公权力或公权与私权混合型权利。一项权利放置于公权领域或者

私权领域，将带来不同的法律效果。知识产权从封建王权脱身而来，涉及言论自由、公共福祉等利益

平衡，自身已然具有极强的公权外观，如果不从更为深刻的法律理论上确认其权利性质，知识产权的

私权属性将有可能被扭曲，损害知识产权人的私权利益，阻碍科技进步。从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

“纵向”“横向”和“深度”三个维度分析来看，知识产权的本质为民事私权。

关键词：知识产权；民事私权；社会系统论；法哲学原理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５．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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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脱胎于西方封建特权的知识产权，它只是在近

３００多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和发展，目前已成为世
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器，也是公司企业等经

济主体竞相追逐的对象，争议标的额之大凸显知识

产权的价值。然而，对于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它并

没有像物权、债权一样被理所当然地归入民事私权

范围，理论界对于其究竟属于公权、私权抑或公私二

元的性质一直争论不休。

国内许多著名知识产权法学者对于知识产权的

属性发表过自己的观点。吴汉东先生认为：尽管知

识产权更多地受到来自公法的保护、干预和限制，但

这仍然是知识产权法自身要求和立法宗旨所必须

的，并通过法律平衡和调整机制设计完成，这些情形

没有也不应该改变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１］刘春田

先生认为：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是基于创造性智

力成果和工商业标志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２］王

利明先生认为：知识产权是同时兼备人身权和财产

权双重性质的权利。［３］国内另一种以冯小青教授为

代表的折衷观点认为，知识产权虽然有着个人私权

利益在其中，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对公权的依

赖使其内在属性兼具了公权和私权双重含义。在这

一观点之下，知识产权由于具备了公权属性，因此它

要更大程度上缩小知识产权人的权利来满足社会公

共利益。［４］有学者则直接明了地认为，随着知识产

权客体的扩大，以及知识产权日益侵害公共领域的

知识财富，公权力对于知识产权的干预被不断强化，

使得知识产权已然脱离私权领域而应被当做公权的

工具。［５］

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讨论包含着众多层次的意

义，它应当是一个立体而三维的深度证成而绝不仅

仅是平面的阐述。对于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探讨也

并非简单的形而上的决定，它源自当前社会发展中

由于对知识产权性质产生质疑而导致的一系列非法

伤害，例如行政公权力对知识产权的过分干预、知识

产权权利人的私权利益未得到全面认可、公民对他

人的知识产品的肆意滥用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

对知识产权的性质认识不清。许多人认为知识产权

是利用了公共领域中应当为全人类共有的知识，因

此知识产权人在此基础上的知识产品不应得到私权

保护，其他公民可以进行免费使用。又或者认为，知

识产权是国家干预下赋予知识产权人的权利，本质

上是公权并非完全属于私权，知识产权人要服从公

权力对它的配置。这极大地缩小了知识产权人的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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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益。正是由此，本文期望通过对知识产权属性

的多角度论证而使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归本正源，

还原其私权面目，最终使得整个社会的“天才之火”

不被熄灭。

二、知识产权公权与私权属性争论的本质

（一）知识产权性质争议的原因

造成知识产权性质争议的原因有三点。

首先，在于知识产权的历史沿革。从历史上看，

知识产权真正的产生时间要从１６２３年英国议会通
过《关于垄断以及摒弃刑法和由此产生之没收的法

律》（简称《垄断法案》）算起。在此之前，知识产权

只是以国王特权的形式存在着，国王将专利权、著作

权、商标权作为个人的荣耀的象征赐予个人，它的目

的不在于保护发明人的经济利益以及更深层次的人

格利益，而是为了避免技术外泄从而在国际竞争中

处于不利地位或者维护封建统治地位，这些特点还

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内涵。而到了《垄断

法案》《为鼓励知识创作授予作者及购买者就其已

印刷成册的图书在一定时期内之权利的法》（简称

《安娜女王法》）和《拿破仑法典》，发明人、作者和商

标权人的利益才正式得到保护。在这三部法典中，

知识产权的核心轮廓被构筑起来，知识产权的私权

性质得到重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由此开端。

由于知识产权在封建特权和公权领域内的徘徊良

久，并没有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纳入民事权利范畴，使

得知识产权的性质晦涩难辨。

其次，知识产权的保护依赖公权力。知识产权

的权利强度类似于物权，但传统的物权可以由权利

人凭借一己之力来维护，物权人通过控制物权的客

体，对客体进行占有，从而享受到物权的使用、收益、

处分等权利，实现物权的价值，而知识产权却在这一

点上有着重大区别。知识产权所保护的专利权、著

作权和商标权，本质上传递的是一种信息，这种信息

经过传播和利用，能够产生出巨大经济利益或者人

身利益。尽管知识产权保护的是能够凝结在具体实

体物上的信息，但仅仅控制单一的实体物，还不能实

现权利的垄断。因此，知识产权人很难独自阻止他

人利用这种信息（尽管商业秘密也可以成为一种信

息的保护手段，但权利人需要自己承担风险，商业秘

密一旦泄露后，无法取得知识产权这样便捷高效的

保护），不得不依靠公权力的统一管理，于是，知识

产权需要对其专利、商标等信息到行政管理机关进

行登记，形成了以公开信息让渡一部分私权来换取

一定时间内的合法的垄断的局面。由于公权力在知

识产权保护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知识产权也

时时刻刻都在与公权力打交道，因此它与其他民事

权利似乎有了差别，导致知识产权的私权中融入了

公权的因素。

最后，知识产权涉及了与言论自由、公共福祉等

利益平衡问题，它不是权利人能够肆意获利的权利

工具，它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地域以及强度范围内进

行私权使用，而当社会对于某一具体知识产权发生

公共性质的需要，知识产权也必须让渡出其私权利

益，来服务公共事务，例如知识产权法中必要的合理

使用制度和强制许可制度，就掺杂了强有力的公权

行政干预色彩。这一点也使得知识产权的性质具有

迷惑性。

（二）知识产权公权与私权属性争论的根源

知识产权属性的争论已经持续了３个多世纪，
知识产权是属于公权范围还是私权范围争论的意义

在于知识产权人能够在多大的领域内实现自己的人

格价值和经济利益。如果将知识产权看作是一项公

权，那么就意味着，国家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对知识产

权人进行干预，例如在公共利益以及国家调控面前，

公权力能够更加强势地要求知识产权人放弃自己的

利益，无限制地扩大知识产权的公权范围。如果将

知识产权定位于私权框架内，那么将更有利于保护

知识产权人的利益。知识产权人在处理知识产品

时，可以像处理其他私有财产一样对知识产品进行

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三、从“三维度”定义知识产权私权属性

（一）知识产权私权属性在社会横向系统中的

映射

知识产权作为一项社会法律制度，它同其他法

律部门和宗教一样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因此要对

知识产权的属性进行考察，必然要将它同当时横向

的社会结构相联系，在它所依附的社会系统中寻找

证成论据。近现代的任何学科派系的学者，对于社

会系统和社会结构事实上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即：

社会系统是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这

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作

用，也相互制约。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对于

知识产权的定位以及属性的理解有着关键的作用，

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梳理出知识产权产生的社会环

境，从而确定知识产权的性质。

在社会系统的构造中，应当将知识产权放入政

治结构———市民社会财产法结构中来剖析知识产权

的性质。

在政治结构中，它包含的内容是国家与社会成

员之间管理与被管理以及平等主体之间的交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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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后产生了政治观念，而个体是组成国家的成员，

也是家庭的一份子，个体之间的交往形成了市民社

会。因此，在政治国家中，是由国家、市民社会和家

庭三个子系统组成。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

中就将“伦理”分成了三部分：国家、市民社会以及

家庭。在调整上述三个子系统时，应当分别运用公

法、市民法和伦理道德。在权利配置方面来看，以国

家为代表的公法和以市民阶层为代表的私法表现为

“公权力—私权利”之间相辅相成而又紧张对峙的

关系。［６］政治结构之下的知识产权上位系统便是市

民社会结构。社会成员最初的状态是自然界完全自

由的个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以及财产利益，按照

一定的契约组成了具有社会秩序和其他保障措施的

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成为了市民。因此，市民

社会的组织目的就在于维护个人人身和财产利益，

在这一目的基础上，形成了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

和财产的法律制度，这些法律制度的特征就在于主

体地位的平等，市民法是以私权为本位。按照罗马

法体系，市民法是由人法、物法和诉讼法构成。这种

立法体例不仅为大陆法系所继承，也深深地影响着

英美法系。财产法是由物权法、债法和知识产权法

构成。这三者的区分标准在于它们调整对象的属性

不同。知识产权虽然可以为权利人占有、使用、收益

和处分，权利外观极为类似于绝对权物权，但它仍

然没有被划分进物权领域，原因在于，知识产权虽

然也是一种绝对权，但知识产权的客体属性却更

特殊，知识产品不像物权客体一样能够明码标价，

依靠权利人自身就能够有效地进行风险控制，它

极易被其他社会成员滥用而得不到有效制止，必

须依赖法律的强制力来将权利垄断归还给知识产

权人。另外，知识产权人在利用知识产品收益时，

还要承担比物权更大的社会公益责任。而物权和

知识产权放诸财产法系统中，在于它们在进行权

利利用以及受侵害寻求法律救济时都必须通过债

法的方式进行。

通过对知识产权存在的社会系统的框架分析，

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知识产权的属性。例如，在市

民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时（如主体地位是否较为平

等、私有财产是否神圣不可侵犯），社会结构的其他

要素达到了何种平衡的条件下，出现了知识产权法

律制度。

（二）历史观第二维角度下知识产权制度的诞

生

公元１６世纪到１８世纪之间，以专利权和著作
权为代表的真正的知识产权保护法案诞生，这意味

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雏形初现。事实上，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在很早的中世纪就已经发源，却到了这个

时候彻底立足于世界之中，不免让人遐想。在中世

纪，出于维护王权的需要同时提升国力来抵御外敌，

知识产品事实上也受到了国家保护。

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专利法是英国于１６２３年
颁布的《垄断法案》。在此之前的１６０２年，Ｄａｒｃｙｖ．
Ａｌｌｅｎ一案暴露了在封建特权时代的专利保护实际
上是王权垄断的产物。该案是由 Ａｌｌｅｎ提起，他认
为被告销售的纸牌侵犯了其专利利益。而被告则认

为，这种垄断实际上干涉了个人选择职业的自由，而

且这种随意的垄断导致价格上涨以及质量的不可

控，后来该案原告败诉。许多年后，经济学家利用该

案来说明“特权”与寻租的关系。如果有方法能够

通过特权来垄断社会资源，那么从事创新的企业将

会越来越少，并且这种垄断并没有创造经济价值和

技术进步。因此到了１７世纪，当资本主义社会结构
已经就绪，科技的存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时，拥

有先进生产力的资本家们不甘心技术成果被他人窃

取，也不愿将科技成果被王权垄断，因此在革命中通

过了《垄断法案》。该法案禁止王权对专利的垄断，

鼓励社会真正的创新，并且拥有对该创新的所有权。

国王将自己需要的著作或者专利以封建特权的

形式授予给出版商、引入科技的外国人或者其他王

室成员，尽管知识产品得到承认和保护，但是知识产

品真正创造人的利益被搁置一旁，因此，这种知识产

权的保护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保护。直到１７
世纪，在英国发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取代封建社会

系统时，尤其在思想意识领域，完整的资产阶级纲领

以及建国要领形成体系后，司法中的普通法脱离王

权管辖范围，议会的决议能够压制王权的肆意扩张，

市民阶级开始重视自身劳动所得的私有财产权，并

将私有财产权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资本主义社会

系统中的政治、经济、意识要素已经达到了耦合的平

衡，尽管英国尚未成为世界最强国，而知识产权法律

制度的诞生已经有了配套的环境。因此，在《安娜

女王法》中，原先将著作权授予给出版商转移给了

作者。这部法律被称作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案的

真正原因并不在于谁最终得到了著作权，而是作者

可以自由地获得著作权，并对其进行收益、使用和处

分，不需通过王室授予就可以享受到这种利益。因

此，《安娜女王法》是一部真正保护私权的知识产权

法案。

（三）知识产权私权性质的法哲学第三维度论证

对于知识产权的法哲学原理，近现代学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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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的产权理论。如洛克、亚当·斯密的“劳动

价值”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黑格尔的人格财产权

理论、萨伊的“无形产品”理论、麦克劳德、凡勃伦的

“无形财产”理论以及考特、尤伦的“知识产品”理论

等。［７］这些理论为我们建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以及

完善知识产权疏漏之处提供了丰厚的学理基础，它

们论证了知识产权的私权正当性，为我们对知识产

权的私权认知提供了新的解读方式。

１．劳动财产权论在认定知识产权私权属性上的
应用

劳动论在认定知识产权属于私权方面最早是由

英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引证的。１７６９年，英国最高
法院受理了一个关于著作权是否能成为私人财产权

来继承的案件。法官们认为，有形财产可以被继承

人所继承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那么继承人

对于被继承人所创作出来的著作也应当享有独占的

印刷和出版权。这一案例当时引发了法官们的争

论，但大多数法官还是支持了曼斯菲尔德法官的意

见。他认为，按照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作者付出

自己的天赋和辛勤劳动而创作出来的著作并获得金

钱收益是具有自然法上的公正性的。作者在出版前

和出版后同样拥有该著作也是合乎自然法的原理以

及道德上的恰当性。这部著作所享有的权利是属于

私权范围，可以被继承人合法继承。这个意见在后

来几个世纪中，都被大不列颠王国所肯定。该案是

最早用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来说明知识产权是属

于私权领域的权利。

后来，陆续有许多法学家对知识产权私权属性

进行的主张和说明。１８７８年，英国学者斯宾塞
（ＨｅｒｂｅｒｔＳｐｅｎｃｅｒ）向英国皇室委员会主张专利和著
作权在法理和道德上应当属于个人私权。他认为，

法律的公正性体现在社会成员能够承担和享受自己

行为导致的利益和损害。如果知识产品的创造者付

出天赋和劳动取得了知识产品，那么该产品所带来

的利益也应当归属于该社会成员。学者柯慈纳（Ｉｓ
ｒａｅｌＫｉｒｚｎｅｒ）也支持这种论证。他认为，自然人通过
自己的劳动将资源进行整合利用并将产品创造出

来，这种“经由创造的所有权”应当归于个人，这种

理论（被称作是“探寻者—保持者”理论）诠释了知

识产权私权的合理性。知识产品正是创造者利用自

己的智力天赋和思想资源并结合恰当的劳动所得到

的成果，这种劳动成果相比于有形财产是艰辛并且

更难取得的，对于这种方式创造出来的产品和权利

毫无疑问属于个人。这种归属按照洛克的观点，具

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和自然法上的先天性。

２．知识产权私权属性中的“自由意志”和人格
财产权精神

到了１８世纪，资产阶级为了满足自由交易的需
要在欧洲掀起了一场启蒙运动，这场运动在政治、经

济、思想上产生了巨大冲击。私人财产权神圣不可

侵犯以及个人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一

时期，德国自由主义法学家康德提出了“自由意志”

理论，该理论拓宽了私有财产权的正当性基础，也为

知识产权私权化在另一个层面提供了助力支持。这

一理论同样为知识产权私权属性提供了依据，甚至

说，知识产权的私权保护更需要自由意志理论来支

撑。知识产权的客体实质上是无形物，权利人很难

对其进行自然占有，而知识产品作为权利人意志创

造的外在对象，更加需要纯粹法律上的占有来保护，

使得个人财产不受干扰。从共同意志层面来说，知

识产品之所以能够成为财产权的一种，决定因素并

不是自由意志的结果，而是社会全体成员对知识财

产的承认和尊重。但是，知识产品本质的无形性也

超出了财产权人的控制能力，因此它也更依赖于国

家的暴力机关来履行职责对其进行特殊的保护。黑

格尔将知识产品看作是个人人格的衍生品，它反映

出的人格在更深层次上来说是意志自由。如果将知

识产品放入公权理论，那么个人的意志自由将受到

强力的不合理干涉，这不利于社会成员的人格形成

和意志的自由交流，势必将阻碍社会的进步。知识

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意志自由决定了知识的高度。

３．社会工具论对知识产权性质的认定
在知识产权制度构建中引入社会工具论的经典

著作是《知识财产法哲学》，它是澳大利亚学者彼

得·德霍斯（ＰｅｔｅｒＤｒａｈｏｓ）于１９９６年出版，该书出
版后立即在当代知识产权法领域掀起了理论研究的

热潮。

第一，知识产权是在“抽象物”上设立的权利。

德霍斯认为，抽象物是一种大脑的智力思考，它的存

在是独立的也是不可否认的，抽象物也是知识产品

内部所包含的精神构思架构了通向知识产权的桥

梁。最早有抽象物的记录是古典哲学斯多葛学派，

罗马法上的“无形物”（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ｔｈｉｎｇｓ）也就是“不
可触及的物体”（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ｏｂｊｅｃｔ）。但当时罗马法
上的无形物指法律制度中种类繁杂的权利（不包括

所有权），德霍斯对财产的有形与无形的划分，并不

决定于权利本身的不同，而是在于权利的客体。抽

象物的特征有无形性、不占据物理空间和时间，例如

信息、数字或者某项功能，这些抽象物都是客观存在

的，它必须依赖人们的大脑活动而产生，可以说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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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在有形物上添附了自己的劳动，正是由于抽象物

的无形性，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说，抽象物并不能实

际的列举，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假设的范围，因此法

官在判断抽象物的界线时比有形物困难许多。但

是，社会的发展需要确认抽象物的存在和价值，它已

经在更广的领域和更深的程度上影响到了人和人之

间的关系，利益冲突日渐激化，因此财产权制度应当

在此发挥作用。在德霍斯看来，知识产权应当属于

无形财产，这就像“法律假定在某些抽象物中存在

着权利。盘尼西林的分子式和化学结构即是抽象物

的例证，许多人需要、使用并依赖于这些物，由此产

生了基于抽象物而形成一种新的财产权利形

式”［８］。

在识别抽象物时，应当注意到抽象物与有形财

产之间的关系。在罗马法上，无体物对应的是有形

财产主观拟制的财产权利，也就是以实在物为客体

的财产权，这样一来，无体物与实体物和物质化财产

就有了相似性和关联性。［９］基于罗马法对无体物的

认识，德霍斯提出了抽象物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其

一，抽象物本质上无法存在于客观世界，如果想被外

界感知获得形而上的特征，那么就需要将抽象物表

达出来。正如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如果抽象物的创

造者希望获得财产权的认可并能够主张知识产权保

护，则需要将抽象物具体化、有体化，例如在专利制

度中的专利说明书，或者在商标制度中提交给登记

机关的商标图样。通过将抽象物表达出来，创造出

抽象物的有体外衣才可以使抽象物获得财产权的认

可。其二，通过控制抽象物的有体形式展示出财产

权的意义。根据上述，抽象物只有在获得具体的形

而上的表现形式之后才能得到法律上的认可，除此

之外，这种控制抽象物有形的形式也是创造者实现

其私人利益的途径。德霍斯认为，抽象物可以被包

含在各种有体物之中，当抽象物的所有人例如著作

权人、专利权人以及商标权人正当地获得抽象物的

财产权后，就能够获取无限多种类和数量的有形物，

正如专利权人通过申请专利对技术垄断，在该技术

指导下的机器、设备等将都有可能成为权利的垄断

对象。因此，抽象物成为未来世界攫取有形财产的

有力杠杆。当抽象物中的财产权利被法律认可后，

存在于客观世界中对抽象物财产权利以及财产关系

的安排意义重大。

第二，抽象物是知识产权的客体并应当被赋予

私有权利。财富或者资本通常来说是私权的来源。

在过去，评估社会财富分配和集中形式时，主要考虑

的是资本的分配范围，通常是以生产工具或者设备

厂房等加以识别。然而，在许多有形资产的背后，却

有着抽象物的支持。美国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魏

步伦认为，现代工业企业的主要资本基础已经转变

为无形物。现代企业能够在同行竞争中生存下来的

核心要素是对某种无形物的垄断。例如对商誉的垄

断，有了商标法的保护，消费者可以通过商标背后传

达的信息来识别商品，现代市场营销的核心是创造

出一种印象，以说服消费者选择购买对其有价值的

产品。

第三，抽象物与知识产权制度的设立密切相关。

前述了许多与抽象物相关的法律理念，与抽象物最

紧密相关的就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架构。抽象物

由于其并不会因为他人使用或者侵犯而受到减损，

且抽象物可以通过有体化来控制现实世界的物，因

此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当有所限制。它所获得的

报酬不以抽象物的存在时间为限度，而是由特权形

式授予其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的独占垄断权利，这一

能够超越他人的暂时性权利就是特权，一旦超过该特

权限度即不受保护。在知识产权中，抽象物上设立的

个人财产权垄断会在社会当中构成一种特定的“人身

依赖关系”（ｐｅｒｓｏ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正是在
这一特殊性之下，如果放纵个人对知识产品进行无休

止的利益追逐，那么将导致两个问题。

一是限制公众的个人自由。如果对所有的抽象

物都放任个人追逐财产利益，那么在抽象物和财产

权之间建立的知识产权制度令人感到担忧。一旦个

人主动进攻性财产权种类增多、范围扩大，他人的消

极自由范围就相应地缩小，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受限

制的主体，总会在某个层面遇到知识产权的障碍，社

会长期面临不受干预权利的侵扰，久而久之就会酿

成权利滥用的危险。因此，这种滥用的财产权制度

不能促进社会这个共同体的进步反而阻碍了自由，

根据这一结论，德霍斯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有碍

自由的特许权。”

二是打破了公共的分配正义，扩大了贫富差距。

如前所述，知识产品是创造者付出智慧和劳动将抽

象物具体化的过程，要刺激创造者继续为社会贡献

自己的智慧并且达到自然法上的私权保护目的必然

要给予创造者以知识产品私有财产权独占性的保

护，知识产品的独占性使得知识产权人通过一个抽

象物控制更多的具体物或者通过一个抽象物而垄断

更多相关抽象物成为可能，这样一来，其他的社会成

员便丧失了自主研究的能力和自由，必须依靠抽象

物所有人的许可进行活动，社会资源极大地倾斜向

了抽象物所有人。在抽象物上设立财产权极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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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增加社会少数人的力量和个人的威胁程度的后

果，需要由赋予个人权利的法律进行限制，使其不逾

越自由的边界，保证社会在合理的轨道上运行。而

抽象物的这一危险恰恰与知识产权相联系，知识产权

的客体就是这些捉摸不透的抽象物。现代社会中的

知识产权客体往往与社会的重要资源相联系，如果对

抽象物的拥有者不加以任何限制，那么该知识产品一

旦获得了知识产权保护，个人贪婪的本性将使得其无

限制地追逐个人利益，抛弃社会契约的原则。

因此，在社会工具论的观点看来，知识产权无疑

是一种个人私权，但这种私权属性在人的本性面前

可能面临社会危险，如果这种私权没有合理地被限

制，知识产权不仅不能够促进社会发展反倒有可能

使社会重新进入一种知识产权人的“奴隶制社会”。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德霍斯提出的知识产权工具

论就是用来解决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负面影响。总

而述之，德霍斯的知识产权工具论是从相反的方向

证成了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

四、结语

知识产权属性的争论已经持续了３个多世纪，
知识产权是属于公权范围还是私权范围争论的意义

在于知识产权人能够在多大的领域内实现自己的人

格价值和经济利益。如果将知识产权看作是一项公

权，那么就意味着，国家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对知识产

权人进行干预，在公共利益以及国家调控面前，公权

力能够更加强势地要求知识产权人放弃自己的利

益，无限制地扩大知识产权的公权范围。如果将知

识产权定位于私权框架内，那么将更有利于保护知

识产权人的利益。知识产权人在处理知识产品时，

可以像处理其他私有财产一样对知识产品进行占

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知识产权应属民事私权是无可怀疑的。无论其

中公权力干涉的程度如何，都不应将其归入公权力

范围或者公权与私权交叉部门。只有如此，才能激

励创造者更加积极地为社会贡献聪明才智，使“天

才之火”代代延续。但这并不是说知识产权人就能

够无限制地垄断知识产品，有权利就有限制，知识产

权人也必然要对社会公益有所付出，这也正是社会

契约精神的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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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经营权的法律表达

宋天骐
（烟台大学 法学院，山东 烟台 ２６４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８－１７
基金项目：烟台大学２０１８年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三权分置：土地流转与土地商事经营的法律透视”（ＹＤＹＢ１８０３）
作者简介：宋天骐（１９９２—），男，山东威海人，烟台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

摘　要：农地“三权分置”的两种声音都有一定理论依据，但反对论中的立论依据解释方向有
误，支持论中的解释路径差异化，导致支持论本身的种种矛盾。肯定农地“三权分置”的积极意义，

需要全面理解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其立论根源在于土地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的基本理论。农地

“三权分置”在话语表达上不应过分苛求，“三权分置”和“三权分离”具有同样的表达效果。将土地

经营权作为一种权利用益物权的观点有待商榷，政策目的、物权功能、权能分离理论只能辅助立论，

而不能成为立论的本据。土地经营权的权利配置应注意基本权能的特殊性。

关键词：三权分置；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权利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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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都不断关注“三农”
问题①，而处理“三农”问题的基点在于妥善处理农

村土地问题②。由于历史和国情，我国农民普遍形

成了对土地的依赖和特殊情感，土地既是其成长的

原点，也是其生活的依靠。近代以来的土地改革，让

农民从饥饿贫困的边缘走了出来；特别是十一届三

中全会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性改革，不仅让

农民收获温饱，更引导他们迈向小康。改革开放四

十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发展都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然而基于当时农村现状的土地产权制

度已经不能适应当下农村的经济变革。换言之，制

度红利几乎用尽，农村土地亟需变革以改变农村面

貌、提高农民收入。有鉴于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提出，要“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

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

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２０１４年的中央一号
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的若干意见》指出，“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

定农户承包权和放活土地经营权”。于此，我国农

地“三权分置”作为全国性政策的设想初步形成，但

“依法治国”背景下的“三权分置”法律制度还未完

善。笔者梳理学界对“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和土

地经营权性质的争论，提炼土地经营权的法律表达，

并希望对未来相关农地产权制度的设计提供一定的

参考。

一、“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之辩论

不可否认，农地“三权分置”的政策设想来源于

经济学界对农村土地问题的持续关注。经济学界基

于“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推演出农地“三权分

置”的权利配置方式；然而，在此权利配置已上升为

国家政策时，法学界仍存有不同声音。这些争论中，

既有应否构建新型的农地“三权分置”制度之辩论，

也有农地“三权分置”的基本概念是否合理之辨析。

其中，“土地经营权”的概念和性质之争尤为突出。

（一）“三权分置”抑或“三权分离”的话语表达

之辨析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法律语言学视角下，相较于

“三权分置”，采用“三权分离”的话语表达更具有优

势，其理由主要有：其一，政策话语表达应当一致，尤

其是针对同一问题，前后矛盾的政策话语会误导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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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形成内心确信的相关主体。１９７８年以来的农地
产权改革，改变了最初的“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

产权配置方式，代之以实施家庭承包经营、统分结合

的经营体制。在这一过程中，中央使用的政策话语

是“分离”，法学界的话语也采用“两权分离”。其

二，农地产权改革的探路者采用“三权分离”的话语

表达，江苏、上海、四川等省市的政府文件都采用

“分离”的表达方式。③其三，权能分离理论支持“三

权分离”的话语表达。法学界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提
出了“三权分离”理论，政府文件中采用权能分离理

论表述“三权分置”不够准确。其四，尊重语言表达

规律。“置”的设立含义与“离”的分离含义不同，

“离”更突出权利的来源和所有权行使的弹力性。④

笔者认为，就“三权分置”或“三权分离”的话语

形式而言，其实质并无不同（为行文的统一，本文采

“三权分置”的术语表达）。“置”与“离”在农地产

权改革的法律语言体系下，二者都可体现对语言规

律的尊重，都能阐释产权配置、传达政策意蕴，可以

一体使用，但同一文件中应保持一致。⑤针对农地产

权改革这一同类问题的政策话语，并不强行要求字

语的同一性，能够准确传达政策意蕴、解释改革内容

的表达为佳。农地“三权分置”的政策意蕴本在于

创设，“置”能够契合其意，“离”强调的权能分离在

说明权利的来源和创设意味上较弱。⑥至于改革试

点中的话语表达，其本就是探索和开辟之举，却并不

代表试点的话语表达就更准确。

（二）土地经营权配置之争

在法学界，关于土地经营权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这些声音总的来说可分为反对与支持两种意见。反

对者称，土地经营权的生成路径不符合物权法逻辑，

而且违背“一物一权”［１］原则。定限物权的生成，都

必须具备相应母权、基础，而所有权是产生定限物权

的母权、基础。［２］依据权能分离理论和用益物权的

权利内容表征，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土地经营权二者

都包含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所以，二者在内容

上相互冲突，在性质上无法兼容。试图寻求突破的

“权利用益物权说”，在比较法上没有可靠依据，其

权利为客体的观点，不仅不能脱离与土地的关联，而

且易使物权的行使与实现产生混乱。相对而言，现

有农地“两权分离”的理论架构可以破解农地流转

经营的困境，避免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的不利

法律后果，确保土地的农业用途，规避集体成员失地

的社会风险，因此，无需重新配置农地产权。

支持者虽认可“三权分离”的权利配置，但对其

权源与合理性论证有所争议，主要有三种论辩，即权

利用益物权说［３－５］、农地使用权说⑦、所有权行使方

式说⑧。

权利用益物权说认为，现有用益物权客体过于

狭窄，不能充分发挥权利配置的效能，不利于资源更

高效地配置，应当依据多层权利客体理论，拓展权利

客体的范围，让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以自身本权为标

的设立土地经营权。换言之，土地承包经营权既是

用益物权具体类型之一，也可成为其权利客体，从而

土地经营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为客体层次分明的

两类用益物权，彼此之间可以共存，但不发生冲突。

农地使用权说认为，当前观点对农地“三权分

置”政策的解析存在误区，其原因在于顶层制度设

计的矛盾———担保立法层面中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转让，却严格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民法

解释上有“举重以明轻”的解释规则，而“转让”的权

利限制程度显然重于“抵押”，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

“转让”，却严格限制其“抵押”，这有悖于民法原理。

集体成员承包土地的资格当然涵摄于集体土地所有

权主体制度的内容之中，因此，认为从土地承包经营

权中可以分离出其本不含有的内容，就已经陷入了

理论误区。为了高效配置集体土地资源，不应局限

于土地经营权的分离与否，而应统筹农地使用权体

系，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

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一体构建，同时推进土地产权

市场的一体建设，让农民集体和农民个人享有的土

地权利发挥更大价值。换言之，“三权分置”的权利

构造可以是“集体土地所有权 ＋成员权 ＋农地使用
权”。

所有权行使方式说认为，土地经营权以土地所

有权为基础，脱胎其中，却并非权能分离的当然产

物，而是具体行使土地所有权的形式之一。用益物

权具有支配性，可以直接支配客体而发挥其使用价

值；具体而论，土地经营权就是直接支配土地而利用

土地使用价值的定限物权。复杂高深的权利配置理

论未必能将“三权分置”政策解释清晰，简洁明了的

基础理论延伸有时也能发挥强大作用。从土地所有

权的内涵着眼，将权利行使方式多样化，既可以避免

繁琐设计的制度成本和理论负担，也可以有效解释

政策内容，实现政策目标。

（三）“三权分置”的解释之立论

制度演进过程存在着一种路径依赖的内含性特

征⑨，农地“三权分置”的改革推进过程也不可避免

地内含着路径依赖的特点。换言之，制度生长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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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经济、社会等背景，潜移默化地成为了制度演进

必须遵循的轨迹。回顾近代以来我国的农村土地改

革，自上而下的政策指导和贯彻发挥着重要作用，即

便是农村自生的土地经营形式———小岗村的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其完全推广也依靠国家政策和法律

的支持。理论上，对土地改革政策和法律依据的理

解和阐释，也多依循着路径依赖的特点。上述反对

论的权能分离理论、“一物一权”都是在既有内容基

础上的演进，支持论中的权利用益物权说提出的权

利客体多层理论、农地使用权说对农地经营权利的

整合也依赖固有民法理论，并未脱离农地制度演变

的路径依赖。虽然诸多观点都有着路径依赖的特

征，但准确理解“三权分置”的观点应当达成一致。

１．反对论提出的权能分离理论解释存在偏差，
“一物一权”观点理解狭隘，而且回避抵押融资的问

题。第一，用益物权不是所有权权能分离的产物，土

地经营权也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分离的产物，

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分离来解释土地经营权的

权源，就已经陷入误区。第二，“一物一权”原则不

意味一块土地上不能共生两个用益物权，土地承包

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在性质和内容上并不冲突，可

以共生，也可共存。第三，农地“三权分置”可以走

出抵押融资困难的迷途，既让务工农民保证农地收

入，也让新型农业经营者摆脱资金困境，走向农地规

模化经营、农业现代化经营的康庄大道。

２．支持论的多层权利客体理论使用益物权体系
混乱，而整合农地使用权的观点也有成本过高、效率

低下、制度演进过快、基础理论准备不足等缺陷。第

一，为了解决反对论所称的内容冲突，学者提出多层

权利客体理论以层次化区分土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

两大客体，然而无论何种层次的权利客体，最终都无

法摆脱对“土地”的利用。因此，理论上划分用益物

权的客体层次，实践中无法发挥作用。土地之上的

权利行使，即使经过多次权利流转或客体嫁接，都难

以脱离“土地”这一紧缺的生产资源。作为客体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只是成为土地经营权作用于土地

的媒介而已，并无很多实践意义。我们知道，物权的

支配性在于其对物的直接管领和控制，而配置物权

关系应当简洁明确，以避免物权关系不适当复杂化

架空物权的支配性。［６］多层权利客体理论为求解释

的便利性，强行复杂化用益物权客体，也使得权利

行使和实现在理论上复杂化。第二，长远来看，统

一的农地使用权概念利大于弊，它可以简化权利

体系结构，整合土地利用。正因如此，现阶段的权

利整合显得步伐过大，而农地使用权的基础理论

研究尚有不足，会导致制度演进过程中的种种问

题。同时，短期内完成这样的权利整合，也会导致

制度成本过高，整合效率低下。因此，现阶段解读

“三权分置”中的土地经营权，不宜采用农地使用

权的概念和理论。

“三权分置”政策致力于释放土地作为生产要

素经济活力，实现农民集体和集体成员的土地权利

的增值，以配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战略目标。

我们应当准确理解其政策意蕴，不盲目追求理论创

新，而是扎根土地所有权基础理论，做到政策理解的

合理合法、理论解释的清晰明了、制度设计的简洁可

行。上述几种观点虽有可取之处，但难掩其解释路

径的不足。

笔者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理论内容丰富，可以

解释“三权分置”中土地经营权的应有内涵，避免理

论误区。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转包、互换、出租等土

地流转方式，其实也是权利行使方式。土地经营权

能够抵押、转让，既是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变革，也是

权利行使方式的演进。政策中的“放活土地经营

权”，实质在于释放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经济活力；

集体土地不能抵押、转让，但权利可以抵押、转让。⑩

传统上，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包括土地承包，但严格

限制处分；新形势下，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具化为

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土地经营权不

是土地所有权的权能分离产物，也不是土地所有权

具体行使的方式，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性行

使方式。此外，对土地经营权的行使会架空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担心是多余的。

举例而言，集体成员甲承包一块集体土地，期限

为３０年。在第１０年时，该集体成员计划外出务工，
遂将该块集体土地转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乙。因该地块与乙自己承包地相邻，乙将两块土地

整合以便于规模经营。次年，因资金问题，乙以土地

经营权为抵押进行融资。到期后，乙未偿还债务，银

行拍卖该土地经营权（限制为农业经营），丙拍得该

土地经营奴。期间，乙仍需向甲支付土地应有的费

用；３０年期限届满，土地仍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甲
仍可要求承包土地。由此可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行使不会影响土地经营权的行使和实现，即便因抵

押期限届满无法偿还债务而拍卖土地经营权，也不

会抵销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行使土地承包的资格。

反对论所谓的集体成员失地的风险没有出现，现阶

段集体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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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经营权的性质定位

在制度设计上，土地经营权的性质是农地“三

权分置”政策的焦点争议之一。我们知道，《物权

法》第５条明确规定“物权法定”原则，即物权的种
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因此，现行物权制度体系下

难以出现法律规定之外的用益物权种类和内容，也

就无法为“三权分置”政策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实际上，物权理论和立法实践都有推导土地经营权

性质的营养因子，深耕其中，便得几味。

（一）土地经营权的概念之辩论

关于土地经营权的政策话语是否符合法律表

达，有学者认为，土地经营权的概念并不符合法律语

言学的要求，理由主要为两点：第一，“经营”语意多

元，不能准确表达经营主体的权益；第二，土地经营

权不能体现政策意蕴中的创设之意，其语意偏于中

性。④

笔者认为，法律语言学表达法律概念、诠释法律

内涵，并非僵化地套用固有概念，而且法律属性的概

念有法律特有的意蕴。“经营”虽语意多元，但都能

体现使用和收益的权能，尤其是土地经营权的抵押

担保、股份置换，其无不体现经营的特征。政策意蕴

中的创设之意，并不在于将法律概念新型化，承认土

地经营权是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这本身就是创设。

（二）土地经营权的性质之探讨

理论上，对土地经营权的性质有着不同讨论，主

要有“债权说”“物权说”“二元说”三种。至于“无

用说”瑏瑡以及“废弃说”瑏瑢两种观点，因与农地“三权

分置”政策意蕴相悖，不能自我理论周延，也限缩理

论解释和创新，有较大的局限性。诚然，政策和经济

学表达上的权利用语与纯粹的法律概念用语有所差

异，但这并不影响法律解释的逻辑周延。无论是

“次级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还是“经营权能”的

解释，都无法否认土地的耕作与经营的差异，而这种

差异本就是经济学上的。经济学上的这种差异，并

不会影响“土地经营权”的性质，正如经济学上依据

“成本—效益”分析所得出的农地“三权分置”结论，

并不会影响土地所有权的性质一样。因此，下文主

要针对“债权说”“物权说”“二元说”三种观点展开

讨论。

１．债权说
“债权说”认为，土地经营权与不动产租赁权没

有实质区别，土地经营权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债权而

已。不动产租赁权可以解决农地流转的问题，理论

创新的土地经营权并没有更大价值。从其权利来源

而言，土地经营权派生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基于土

地流转合同产生的［７］，其本身没有独立存在的依

据，只有在农地流转时才有价值［８］。从实证法而

言，物权法定原则在理论上有缓和的趋势，但这难以

动摇理论根基，新型物权的构建必须有物权法的确

认，现阶段为适应政策要求和农地流转需要，可以赋

予土地经营权一定的担保功能，但必须承认其债权

的性质。

２．物权说
“物权说”论证视角多元，从多层权利客体理论

而言，土地经营权是区别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新型

用益物权，其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客体媒介，间

接作用于承包土地，发挥农地占有、使用、收益的权

能。［３］从政策目的和物权功能而言，土地经营权不

同于所有权的使用权能，创设新型用益物权不存在

现实障碍；农地“三权分置”政策的原初目的就包含

将“三权”置于私法的同一层次上一体保护，而且不

同流转方式产生的土地经营权都具有物权功能。［９］

从权能分离理论而言，土地所有权权能分离方式可

推导出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具体的弹性分离和

土地信托的权能分离方式还可论证土地经营权权能

的独特价值。［１０］

３．二元说
“二元说”认为，对于土地经营权应区分不同情

况分别对待。第一，以流转方式的性质差异来界定

土地经营权的性质。物权性质的流转，如转让、互

换，土地经营权就属于物权；债权性质的流转，如转

包、出租、入股，土地经营权就属于债权。第二，以权

利的分离路径和产生基础来区分土地经营权的性

质。确权确股不确地之土地经营权具有物权化的合

理空间，而确权确地之土地经营权定性为债权比较

妥当。瑏瑣

笔者认为，“债权说”只看到土地经营权作为物

权可能产生的种种弊端，对债权救济保护效益的相

对弱质化、权利公示效果的相对化、融资担保性的差

异化视而不见。该说看到了土地经营权具有的担保

功能，却不敢承认土地经营权的物权属性；同时，该

说批驳“物权说”解释路径的种种不足，却没有直接

支持债权性质的立论依据。“二元说”看似类型化

分析不同生成路径的土地经营权，却将简单问题复

杂化。无论是确权确地，抑或是确权确股不确地的

两种类型瑏瑤，都不会影响集体土地上原有的社会保

障功能和财富增值功能，不会消灭农民的身份资格

和土地承包资格，也就不会改变土地经营权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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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据流转方式的性质差异来类型化土地经营权的

性质，大有缘木求鱼之意。权利犹如行驶在大道上

的汽车，流转方式则是具体路况，汽车并不会因为具

体路况的差异而改变其为汽车的本质；同理而言，土

地经营权的物权性质也不会因流转方式的差异而改

变。

“物权说”肯定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性质，但解释

路径的差异化使得其物权属性扑朔迷离。农地“三

权分置”政策有权利平衡之意，而具体阐释权利平

衡的路径却难以圆满。多层权利客体理论提倡的分

层化客体，使得“三权分置”错位，而让土地经营权

独木难支。就比较法而言，其基于历史传统而形成

的权利或动产用益权，主要是为特定人的生活需要

而设定的［１１］４，也会因权利人的死亡而消灭、不能被

转让或继承。相对而言，土地经营权可以抵押、转

让、继承，也有承包期限和农业生产主体的要求，这

与用益权在权利内容、存续期限、权利主体等方面皆

不相同，因此比较法上用益权理论并不适用于我国。

而从政策目的和物权功能角度论证，虽然可形成逻

辑自洽，但没有找到土地经营权的权源和立论的延

展论据。至于权能分离理论的论证，只能作为论证

体系的一个侧面，难以确立土地经营权物权性质的

本体。

（三）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性质之立论

准确理解土地经营权的性质，既不应片面追求

理论引入和创新，也不能忽略政策意蕴和实践需求。

所有权理论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内涵，寻求适当的解

释，不必舍近求远，从所有权理论中深度挖掘，就可

得到答案。

１．从用益物权与所有权的关系来看，用益物权
既是以所有权为基础而产生的，又是具体行使所有

权的方式之一，还是对所有权支配性实现的一种限

制。［１１］３８－５３而土地经营权也是以所有权为基础产生

的，可以看作是所有权在土地上行使的一种方式，但

土地经营权却不是对所有权的限制。我们知道，我

国现行法禁止土地流转，土地所有权也无法实现处

分权能，作为政策所设计的土地经营权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处分权能，如土地经营权的抵押担保、入

股合作等。

２．从所有权的权能分离理论来看，所有权具有
四大主要权能以及管理、经营等其他权能，但用益物

权绝不是所有权权能分离的结果，其相应权能的行

使是自身性质所固有的。瑏瑥退一步论，可以对所有权

的使用权能作广义解释，管理、经营权能都可看作是

使用权能的应然内容。“经营权能”与“土地经营

权”中的“经营”一词是否具有相同含义，并不是问

题的核心，关键应在于土地经营权的抵押融资、入股

合作等流转方式是否具有物权意义。我们知道，发

挥土地的经济效益，难以脱离对土地的占有和使

用。瑏瑦而土地所有权在行使方式上有一定局限性，即

在使用权能的实现上有一定局限性，不能通过抵押

或其他融资方式实现土地交换价值。一定程度上，

土地经营权的设立可以解决融资困难，能够缓解农

地规模经营的资金压力，助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培育。这也就是土地经营权权能独立性的价值所

在。

３．从用益物权的立法和理论上看，缺乏处分权
能的用益物权概念并不实质影响土地经营权处分权

能的实现。我国土地公有制决定了土地所有权的处

分权能无法完全实现，而基于土地所有权而生发的

土地用益物权在处分权能的实现上，存在先天不足

的缺陷。我国《物权法》第１１７条规定的用益物权
权能不包含处分权能，这也是后天不利。生发上的

先天不足，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成长上的后天不利。

我国《物权法》虽然并未直接赋予土地承包经

营权处分权能，但流转方式中的转包、互换、转让等

方式实际发挥着部分处分的功能。［１２］《农村土地承

包法》第二章第五节单独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流转”，２００８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发展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增加股份合作的流转方式，２０１３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增加抵押担保的融资方式，这都表明政策和立

法中客观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权能，并使处

分权能不断完全化。既然客观层面规定了用益物权

的具体处分形式，且实现情况良好，那么用益物权概

念中明确处分权能就不存在现实障碍。

从理论上看，用益物权能够实现处分权能，这与

作为其母权的土地所有权不能实现处分权能并不矛

盾。比较法上，土地所有权或用益物权能够完全实

现处分权能，这是其历史、文化和制度演变的产物。

我国法上，土地所有权的处分权能难以实现，并不存

在过多理论和实践的掣肘，也只是我国历史、文化和

制度演变的结果。但这只限制事实处分的行使，并

不影响法律处分的实现。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例，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客体是土地，因涉及土地所有权

归属而无法完全处分，尤其是集体成员的承包土地，

无法转让、抵押和入股；而“四荒”地因其特殊性，可

以转让、抵押和入股。转让、抵押和入股属于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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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实质上是将土地本身所有的交换价值通过用

益物权的行使来实现。

理论上担忧土地因流转对象范围的扩大，造成

集体成员失地的风险瑏瑧，可以通过物权体系的完善

和抵押担保在债权实现方式上的限制来规避，甚至

可以让政策性银行或政府金融、土地管理部门参与

土地经营权的拍卖、变卖，以实现失地风险的最小

化。

４．从权利保护的效果来看，相对于物权保护而
言，债权保护在实现权利人权益方面相对薄弱。前

文已述，即便支持土地经营权债权性质的学者也不

否认物权功能和物权保护的优势；既然如此，面对民

法典编纂的大背景和物权编体系、内容发展的具体

情势，肯定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应是趋势使然。

５．从土地国情和土地所有制来看，其内在机制
决定了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性质。不断扩大的土地流

转规模和依旧单调的土地流转去向之间的矛盾瑏瑨，

严重影响了新型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瑏瑩，也制约着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科技化发

展。“所有—流转—经营”的模式是现有家庭承包

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内在机制。坚

持土地公有制的理论前提，坚守“集体土地，集体所

有”的现有基础；统分结合的制度内涵即为“统”与

“分”，然而，现实却仅体现为土地分别流转至农户，

农户分别经营，地方上很少或几乎没有统一经营的

范例。其实，这就是现有农村土地经营的迷途———

集体缺统，农户少营。要整合土地，发挥规模效应，

不仅要集体层面合理规划土地统一经营，而且要个

人层面解脱土地流转的束缚，间接地让新型农业经

营者经营土地，形成市场化的规模经济。

６．从土地经营权的权因来看，其产生可总结为
两种物权路径，其一是土地所有权具体行使而成，其

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具体行使而成。土地承包经营

权涵摄于土地所有权的行使方式之下，土地经营权

也可以涵摄于土地所有权的行使方式之下。但我国

集体土地所有制强调集体成员的身份性，土地所有

权具体行使也难以解释土地经营权。集体土地有承

包地和“四荒”地之分，“四荒”地能够直接由非集体

成员获得，但承包地只能由集体成员基于其自身的

身份而获得，这也就导致土地所有权的行使方式不

能涵摄土地经营权。土地承包经经营权人可以自行

经营土地瑐瑠，也可以设立土地经营权负担，由新型农

业经营者经营土地。无论何种物权路径，实质上都

坚持土地经营权物权性质的立场，在物权的基点上

讨论土地经营权的流转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土地经营权也只有在流转时才能发挥经济价值，而

当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自行经营时，土地经营权则内

含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中，不发挥其融资担保的经

济价值。

综上所述，生发于土地所有权的土地经营权可

以具备处分权能，这一处分权能既是理论延伸的当

然结果，也是立法实践的应然内容。土地经营权在

农地流转、农地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和科技化方面

起到推动作用，在农地权利配置方面平衡集体成员

和经营主体的利益。土地经营权承接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法律处分，并因其抵押担保功能的独立性和特

殊性，产生权利类型的独立价值。土地经营权具备

物权权能，在弹性分离和土地信托瑐瑡上大有作为，同

时有政策目的、物权功能、现实国情与制度内在机制

的回应，应当认定为物权性质。

三、土地经营权的权利配置

土地经营权作为一种新型用益物权，其权利内

容应当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区分。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设立源于土地承包合同，其权利内容中的土地转

包、互换、出租等流转方式在流转对象上限制在集体

成员之内；而土地经营权则直接由所有权的行使而

设立，即集体经济组织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而产生

土地经营权，其权利内容中的抵押、入股等流转方式

没有流转对象的限制。

（一）土地经营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关系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基于当时国

情和农民需求而设立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

其历史进步性也不可否认。其历史局限性在于严格

限制了土地流转和集体土地取得的身份性，而其历

史进步性则在于充分肯定了农民的实践创造和土地

种植收益。然而，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重

大突破和农业现代化建设面临挑战的背景下，土地

承包经营权的历史使命和法律含义都在悄然发生变

化。城乡二元化结构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进

城务工人员增多瑐瑢，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相

对减少，这都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承载的社会保障

功能相对弱化。但农村人口的绝对数字仍然很大，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社会保障功能还不能彻底抛弃。

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应维系原有社会保障功能，其

提高农民收益的功能则可由土地经营权实现。

土地经营权作为全国性政策的具体内容于

２０１４年被正式提出，其政策实践也相继在部分县市
开展试点。瑐瑣就目前的试点情况而言，土地经营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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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分发挥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通过流

转经营权以实现农地的规模化经营，并赋予其抵押

融资内容以解决新型农业经营者或新型农民的资金

问题，同时也有助于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科技化。土

地经营权的抵押融资，是其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行使方式而生发的主要价值，也是其作为流转方式

变革的重要意义。因此，从权利产生背景、权利内容

和权利功能上看，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土地经营权不

是母权与否的关系瑐瑤，而是相互独立和相辅相成的

关系。

（二）土地经营权的权利内容

土地经营权作为一种新型用益物权，应当具备

用益物权占有、使用、收益的基本权能，同时，也应当

具备一定的处分权能。其原则性的权利内容及其与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关系应由物权法（或民法典物权

编）规定，具体行使规则由土地承包法规定，即“物

权法（民法典物权编）—土地承包法”的体系构建。瑐瑥

土地经营权的占有、使用、收益权能，具有一定

特殊性，具体表现在占有权能的直接性［１３］、使用权

能的农用性、收益权能的法定性。占有权能的直接

性是指土地经营权的权利人必须直接占有支配土

地，以构成现实管领和经营的前提。当权利人为新

型农业经营者时，具体管领和经营土地的事务可交

由职业经理人，但这并不妨碍占有权能直接性的实

现，土地经营权的权利人和占有权能的抽象享有者

依然是新型农业经营者。换言之，权利主体和经济

上的经营主体可以分离，但权利主体仍直接占有土

地。使用权能的农用性是为了约束土地投机和禁止

非农用途的转化，资本的逐利性难以克服，在土地的

使用上法律必须明确禁止事项，不给资本可乘之机。

收益权能的法定性主要在于保障土地经营权人的经

营成果，当国家出于公共利益进行征收时，权利主体

的青苗补偿费、土地增值补偿费、土地经营成果的现

实损失和经营土地的转换补偿等需要法律的明确规

定和可靠执行。

土地经营权的处分权能主要指流转方式，包括

抵押、入股等商事性质的方式。在法理上，土地经营

权人不能对土地进行事实处分，但可对权利本身进

行法律处分，包括设定权利负担和再次流转权

利。［１３］权利人为土地经营权设定权利负担，既为其

筹集经营资金、摆脱资金流转困境，也能实现土地作

为生产要素的经济属性。土地经营权的再次流转，

应当在土地管理部门处进行报备登记，以公示土地

经营权的权利主体、权利负担、权利行使期限等内

容。

四、结论

“三权分置”政策在经济学界的主导下正式提

出，尚缺乏法学界形成对“三权分置”的一致认识。

“三权分置”应否配置，关键不在于传统理论能否解

释，而在于农业、农村现实和立法实践的已然证明是

否存在悖谬。物权理论可以合理解释“三权分置”

的立论基础，现实依据可以支撑“三权分置”的实践

贯彻。农地“三权分置”是农地权利平衡的必然产

物，而问题节点的土地经营权性质可以从物权理论

中形成逻辑自洽。同时，在土地经营权的权利配置

中应注意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能的特殊性，并

在体系构建时遵循“物权法—土地承包法”的模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突出“新时

代”特点，而农地“三权分置”其实就是农地产权制

度的“新时代”特点，是新时代治国理政在法律实然

和应然层面的考量。

注释：

①除２０１１年针对水利事业调控之外（从侧面看，水利改革仍
有助于农业灌溉，提高农业科技化水平），自２００４年开始，
中央一号文件均把“三农”问题作为重点改革领域。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扎实推进农业现代

化和新农村建设。为此，农地“三权分置”政策也应运而

生。

②“三农”问题中的“农业、农村、农民”三者，无不以“土地”
为基石———农业生产经营需要土地，农村建设需要土地，

农民生活、耕种更需要土地。费孝通先生曾在其著作《乡

土中国》中表达我国农民的“土气”，这既反映农民对土地

的依赖，也体现土地在农民心中的地位。

③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发放
经营权证书的意见》（苏发【１９９８】９号）规定：“三权分离
就是要在明确土地所有权和稳定土地承包权的基础上，积

极搞活土地使用权，促进土地流转机制的形成。”上海市

农业委员会《上海郊区开展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稳定和

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意见》（沪农委【１９９９】７８号）规
定：“坚持三权分离，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的原则。”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有序进行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意见》（川办发【２００９】３９号）规
定：“实行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坚持集体

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经营使用权。”

④申惠文：《法律语言学视角中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
第七届两岸民商法前沿论坛论文集（下）。

⑤实质上，政策和农业部门负责人的话语表达就不同，如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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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使用

“三权分置”的表述，而相关农业部门负责人则使用“三权

分离”，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部长叶兴庆、农业

部原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红宇等人都在不同场合使

用“三权分离”的表达。

⑥“离”仍暗含创设之意，分离出来也即意味有了创设。

⑦此观点持有者认为，“三权分离”中的“三权”应重新解读，
即“所有权”“成员权”“农地使用权”三权。其中，农地使

用权则对应土地经营权，以便于流转。参见高飞：《农村土

地“三权分置”的法理阐释与制度意蕴》，《法学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３期。

⑧此观点与反对者针锋相对，并直言否定说对“权能分离”
理论理解有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理解有误。

⑨制度演化存在一种称之为路径依赖的规律性现象，其基本
含义是今天的制度演化受以往制度的影响（参见高飞：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法理阐释与制度意蕴》，《法学研

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同样地，道格拉斯·诺斯教授认为，
在制度的选择中存在某种“路径依赖”（ｐａｔｈ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一种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

续存在并影响其后的制度选择，在路径变迁的自我锁定与

自我强化效应中，变迁只能按照这种路径下去。（参见刘

和旺：《诺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经济评

论》２００６年第６期。转引自许中缘：《商法的独特品格与
我国民法典编纂（上）》，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５页）。

⑩党的十九大报告会中，习近平总书记宣告本轮集体土地承
包期到期后，再续期３０年。这也意味着承包土地的转让
也有期限。

瑏瑡该说认为，土地经营权的概念是经济学上为实现农业发展
政策而强调的土地之使用，而且从《土地管理法》的章节

名称“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质

包含“次级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理论空间来看，土地经营

权只是政策用语、经济学用语，并不能也不必成为法律概

念。参见朱广新：《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政策意蕴

和法制完善》，《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１１期。

瑏瑢该说直接否定土地经营权的概念，但承认经营权能。土地
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都包含经营权的内容，再分离出

土地经营权既无实际作用，而且限制了流转方式的多元

性。经济学上的权利用语，不能妥善表达法律权利内涵。

参见申惠文：《农地三权分离改革的法学反思与批判》，

《河北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瑏瑣确权确股不确地之土地经营权，是指采取确权确股不确地
之确权方式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

商等承包方式，将农用地交给规模经营主体使用而形成的

经营权。原始的确权确股不确地是指只为具有本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确定分享集体土地收益的股份权，却

不划分地块。参见高海：《论农用地“三权分置”中经营权

的法律性质》，《法学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瑏瑤依据确权方式的形成路径，可以分成两类：其一，集体土地

直接股份化而形成的原始的确权确股不确地；其二，集体

土地间接股份化为确权确地之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转化的

确权确股不确地。参见高海：《论农用地“三权分置”中经

营权的法律性质》，《法学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瑏瑥房绍坤教授从所有权的历史渊源、含义、属性和用益物权
的自身属性的角度，结合反向推论，论述了用益物权并非

所有权权能的简单分离，其权能应是自身独立性和性质的

体现。参见房绍坤：《用益物权基本问题研究》，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４－４８页。

瑏瑦当然，地役权可以不经直接占有而通过供役地对需役地的
作用来实现。因本文讨论土地经营权，本处所指也在于

此。

瑏瑧囿于我国的土地所有制，集体成员获得土地承包资格需要
基于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申言之，即便土地流转后，

因经营不善导致土地经营权陷于偿还债务的困境，债权人

所追索的也只是土地经营权，而非土地本身。不能将权利

客体当作权利本身，作为客体的土地所有权不会因土地经

营权的流转而发生变化。

瑏瑨自２００６年以来，我国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农业规模经
营渐成趋势。２０１６年的土地流转规模为４．７１亿亩，２０１６
年的流转面积占比已经达到３５．１％。从土地流转的去向
来看，流入农户的面积最大，增速较快的是合作社，其中企

业流转的土地增长较慢，长期以来保持１０％左右的比例。
参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ｙｘｘ．ｃｏ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７１１／５８２００２．ｈｔ
ｍｌ，中国产业信息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３－１６。

瑏瑩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７年末，全国共有新型职业农民１３００万
人，预计 ２０２０年将达到 ２０００万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２８０万个，包括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等。参见 ｈｔｔｐ：／／ｊｉｕｂａｎ．ｍｏａ．ｇｏｖ．ｃｎ／ｚｗｌｌｍ／ｇｈｊｈ／
２０１７０１／ｔ２０１７０１２２＿５４６１５０６．ｈｔｍ，农业部《关于印发〈“十
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的通知》，访问时

间：２０１８－０３－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ｏｎｇｂａｏ／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０１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０３６００．ｈｔ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意见》，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３－１４。

瑐瑠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自行经营土地，并通过取得其他集体成
员的承包土地，形成一定土地规模，也可以实现土地规模

经营的效益。

瑐瑡土地信托在安徽宿州、浙江绍兴、湖南益阳等地已开展试
点。

瑐瑢２０１７年全国共有农民工２８６５２万人，外出务工的占比约
６０％，其余４０％为本地务工。相比于５年前，全国农民工
总量增长２３９１万人，而且自２０１１年起，农民工总量增速
放缓。农村青壮劳动力的流失，导致农地耕作的老龄化、

妇女化、兼业化现象严重。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１８０２／ｔ２０１８０２２８＿１５８５６３１．ｈｔｍｌ，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３－１２。参见 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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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３／０５２７／ｃ１００４－２１６２４９８２．ｈｔｍｌ，人民
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３－１２。

瑐瑣 参 见 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ｏ．ｇｏｖ．ｃｎ／３４４７３／３４５１５／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１５１５２２０／１５１５２２０．ｈｔ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访问时间：
２０１８－０４－１５。

瑐瑤前文已述，笔者否认权能分离理论对农地“三权分置”的
解读，因此，由权能分离理论推论而出的派生与被派生的

关系也不具说服力。

瑐瑥王洪平教授曾提出制定《土地法典》的观点，若如此，土地
经营权的细致内容及其权利保障可由《土地法典》规定，

而体系构建则形成“物权法（民法典物权编）—土地法典”

的模式。

参考文献：

［１］单平基．“三权分置”理论反思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困境的
解决路径［Ｊ］．法学，２０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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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高海．论农用地“三权分置”中经营权的法律性质［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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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闻思想对新时代高校新闻舆论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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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教育。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媒体时代给新闻舆论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以加强和改进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这些富有创见的新闻思想是指

导新时代广大新闻工作者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科学指南，也为新时代高校开展好新闻舆论工作指明

了奋斗方向，提出了思想遵循。要做好新时代高校的新闻舆论工作，广大新闻舆论及相关部门工作

者必须加强学习，认真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新闻思想，掌握好精髓要义，推动我们的实践探索。

关键词：新时代；新闻思想；高校新闻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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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期我国新闻舆论工作作出
了重要论断和高度概括，体现了政治性、权威性、针

对性和实用性特征，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历

代中国领导人新闻思想的历史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

基础上，对当前新闻舆论工作和现实问题的科学研

判和政治回答，为我们深刻把握宣传思想形势，做好

新闻舆论工作，建设好社会主义大学提供了坚定的

政治保障和思想遵循。

一、习近平新闻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

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因传播技术变革大潮而

带来的新闻舆论工作新任务、新挑战，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科学研判和战略布局，就如何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系

列新思想新观点。

（一）对党的新闻舆论的性质任务与工作使命

作出新定位

明确的性质任务与工作使命是事业发展的理论

基石，可以为事业发展提供明确的方向。不同时代，

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新闻舆论工作面临着不同的性质

任务与工作使命。面对新时期以来新闻舆论工作发

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新

时期新闻舆论工作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提出新闻媒体是各种势力争夺的重要阵地，新

闻舆论工作处在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的论断。还提

出要做好新时期新闻舆论工作首先要坚持新闻舆论

工作的党性原则，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高度重视

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

为我们衡量开展新闻舆论工作效果与质量的检验标

准。工作上大力宣传主流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先进的案例感染人，优

秀的典型激励人。在实施宣传过程中，各个环节都

要层层把关，人人负责，鮸力同心巩固壮大主流思想

舆论。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

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

谬误、明辨是非，联结中外、沟通世界。”［１］３３２这是习

近平总书记根据时代要求对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

做出的新概括。习总书记强调，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是第一位，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党性原则，要弘扬主旋

律、传播正能量。要通过加强新闻舆论队伍建设，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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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造就一支让党放心，人民满意的新闻舆论工作队

伍；通过持续创新新闻舆论工作的方法手段，不断提

高新闻舆论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巩固壮大主流思想

舆论的影响力。

（二）对党的媒体融合新闻舆论工作创新作出

新部署

习总书记对新闻舆论工作高度重视，提出“新

闻宣传是否善于创新，是否能够做到常做常新，是其

发展壮大、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关键”［２］。明确指出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

创新”［３］。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创新为要”［４］，要

“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

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５］。

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

要新视野、新举措思维和创新融合观念。新时期以

来我国新闻舆论传播的环境和要素发生了新的、深

刻的变化，高度普及化的互联网技术在便利人们生

产生活的同时，也加大了党对新闻舆论领导工作的

难度，一些不良的、非法的甚至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在

网络泛滥，互联网日益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只

有加强媒体融合与创新，掌握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

权，才能有效保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为

国家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习总书记高度

重视网络舆论工作的重要性，强调“把网上舆论工

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６］。根据习

总书记对融合新闻舆论工作作出的新部署，广大新

闻舆论工作者在认识上要重视互联网新闻舆论的系

统性，强化互联网思维一体化发展理念；工作中要加

强协调性，动员各方面力量相互协调，积极推进新闻

舆论的各种资源要素有效整合，协同发展。要增强

阵地意识，要加强网络内容建设，把握好网上舆论引

导的时效度，提高正能量新闻舆论的影响力。

（三）对加强国际传播力建设作出新阐述

着眼于国内外舆论环境的发展变化，对加强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习总书记进行了深刻思考。他清

醒地认识到我国新闻媒体在国际舆论格局中仍处于

弱势地位，国际传播能力还不够强，在国际交流中存

在着信息交流“逆差”；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很大程

度上仍是“他塑”而非“我塑”，造成我国社会发展的

软实力和硬实力形成了巨大的“落差”。提出要下

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着力打造具有较强

国际影响力的外宣旗舰媒体，真实、立体、全面地展

示中国，让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得以在全世界全面

覆盖、有效传播，让世界人民都能听到、听清、明了中

国过去、现在和未来。

（四）对加强新闻舆论工作队伍建设提出新要

求

“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就

是人才优势。”［１］３３３习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才对新闻舆

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

作，关键在人。要选好配强领导班子，把德才兼备、

真正“有两把刷子”的干部选好、用好，对不适合、不

适应的坚决做出调整。总书记强调，“做好宣传思

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

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

责”［７］。在构建强有力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时，各

级党委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自觉担负起舆论宣传

工作的领导责任，加强分析研判和统筹领导，不断提

高新闻舆论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此外，在新闻舆论

队伍建设中还应创新思维，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

念，革新宣传工作由宣传部门自己负责的观念，相关

部门密切协作，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领域工作更加

紧密结合起来。

二、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有坚定的政治

立场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正在实现伟大飞跃。新

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指导，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紧扣

时代脉搏、顺应时代潮流、回应时代关切、引领时代

风气。做好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我们必须要

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准确把握习近平新闻思想提出的坚定党

性原则

“党性原则”是党员干部在执行党和国家交与

的职责时必须要坚持的重大原则，任何情况下都必

须坚守、不可动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闻媒

体工作中党性原则的重要性，多次强调：“党的新闻

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

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

宣传阵地，必须姓党。”新闻舆论工作中坚持党性原

则，首先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要在新闻舆论工

作中彰显党的意志，贯彻执行党的主张。其次还要

坚持党媒姓党，要明确新闻舆论工作的方向与目标，

深入解读有关方针政策，使其入脑、入心，成为指导

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精神力量。坚持党媒姓党，还

要将正确舆论导向放在新闻舆论工作的首位，牢牢

把握政治方向，敢于善于进行与论引导，积极开展舆

论斗争，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潮、错误言论，以唱响

主旋律弘扬社会正能量，打好舆论宣传的主动仗。

坚持党媒姓党，新闻舆论工作者还要加强党性教育，

听党指挥，严守党的纪律，做到守规矩、听招呼、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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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有底线。

（二）准确把握习近平新闻思想体现的鲜明人

民立场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习近平新时代新闻思想的鲜

明特征。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

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

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

向前。”这一论断为我们开展新闻舆论工作指明了

方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原则，要以人民群

众为新闻报道的主体，将人民群众作为新闻舆论的

服务对象，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进行卓越

追求。深入到人民群众中，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

所急，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用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讲好共产党人牢记使命，不忘

初心，带领全国人民奋发有为、砥砺前行的中国故

事。此外，坚持新闻的人民立场还要将党性和人民

性相统一，正确反映出人民群众呼声与期盼。

（三）准确把握习近平新闻思想强调的遵循规

律要求

新闻工作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做好新闻舆论工

作必须充分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遵循规律，使新闻

报道在社会舆论中抢占先机、发挥最大效用。首先

要根据自身特色、定位，实施差异化舆论宣传，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全方位、多层次、多声部的

主流舆论矩阵”。其次要正确处理好正面宣传和舆

论监督的关系，正面宣传要增强吸引力、感染力，提

高质量和水平；舆论监督要坚持改进工作、解决问

题、重在建设。第三要整体把握时效要求，新闻具有

很强的时效性，在开展正面宣传、热点引导与舆论监

督工作时，要善于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工作策

略，提高宣传效度。第四要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在

新闻工作中要如实描述发生的事实，处理好“树木

和森林”的关系，在坚持微观真实基础上，保持宏观

和本质真实。

（四）准确把握习近平新闻思想彰显的勇于创

新精神

新闻与论是社会生活的最敏感神经，始终最先感

知变革先声，新闻工作必须不断改革创新、与时俱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随着形势发展，党的新闻与论工

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

体制、机制。”这一重要论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既立

足发展实际，又与时俱进、锐意创新的巨大勇气。首

先要创新宣传渠道，加快推动多形态新闻媒体的融合

发展，打造新型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主流媒体，构建并

落实与人民群众信息交流新渠道，发挥好新闻媒体的

正面宣传引导作用。其次要充分发挥新技术在新闻

舆论工作中的支撑引领作用，适应新时代媒体传播特

点，多样化展示、多介质推送，提升新闻舆论工作效率

与质量。最后要坚持“内容为王”的新闻舆论工作基

本规律，打破惯有思维模式，加大创新力度，不断推出

适应新媒体时代要求原创性新闻作品，进一步
#

强新

闻报道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五）准确把握习近平新闻思想展现的宽阔国

际视野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在中

国全面崛起并逐步走近国际舞台中央之际，只有加

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才能正确反映出我国在

当今世界经济版图和政治秩序地位与作用，传递出

国家的立场、观点与态度。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

当前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

做好新形势下对外宣传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

要坚定不移按照习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拓宽国际视

野，提高传播能力，创新话语表述形式，使外国人愿

意听、听得懂，产生共鸣。围绕重大事件主动设置议

题，明确提出中国观点、立场，用我们自己的话语定

位国家形象，增强国际话语权。最后要优化国际传

播战略布局，一方面要加快打造自己的外宣旗舰媒

体，树立有影响力的新闻舆论平台；另一方面加强国

际合作，积极利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把中国声音传

得更快更远。

（六）准确把握习近平新闻思想中提出的队伍

建设精神

人才是生产力诸要素中的核心要素，当今世界

竞争关键也是人才竞争，只有拥有了大量高素质人

才，事业也有持续发展的保障。素质过硬、工作有力

的新闻工作队伍，才能肩负起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

要求，将党的方针政策转化为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

目标。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加快培养造就一支

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

闻与论工作队伍”的重要要求。高素质的新闻工作

队伍还要求新闻工作者树立高度的使命感，认真履

行社会责任，把最好的新闻作品奉献给人民。走基

层、转作风、改文风，发扬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通

过新闻报道展现百姓风采、人民本色。

三、将习近平新闻思想贯穿于高校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的全过程

新闻舆论工作是党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体系中处于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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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最直接、最有影响力位置，直接服务于党和国

家事业的全局。作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

高校，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人才的过程中

更要加强新闻舆论工作，用习近平新闻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高校新闻与论实践、推动高校新闻与论

工作顺利开展。

（一）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是新闻工作者的价值导

向，是指导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科学理论。人无魂

不立，业无魂不远。新闻舆论工作是管导向的，引导

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具体到高校就要牢牢坚持继承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本原理，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

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立德树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大学为目标，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联系实际，

实事求是，以生为本，以师为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的新闻思想，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抵御外来纷繁芜杂

思想观点的侵蚀和挑战，不被西方新闻观所迷惑，不

迷失前进方向，管好自己的导向，激发工作的动力，

才能做好党的高校新闻舆论工作。

（二）按党的精神举办好校报校刊

“党需要的首先是一个政治性机关报。”［８］党媒

姓党，是党的性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性质、党媒的

客观属性、党与媒体的关系决定的。校报校刊是党

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必须遵守和阐述党的

纲领和方针政策，必须按照学校党委精神做好编辑

工作，要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下开展工作。要坚持

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让新闻鲜活起来。要坚持

“政治家办报”“要多谋善断，要一眼看准，立即抓

住，抓紧，形势一变，要转得快”［９］。这样报纸才能

办好；新闻工作要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毫不动摇地

坚持“党性原则”，突出宣传党的主张，按照学校党

委精神，围绕学校党委决策部署，围绕学校中心工

作，办好党报党刊，体现学校党委的意志，宣传好党

委的主张。

（三）牢牢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

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１］３３２这是开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舆论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是党

对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的最直接体现。报道什么、

怎样报道，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怎样发出声音，都

会受到报道者、表达者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影响。

报道有思想，舆论有倾向。舆论导向正确与否，会

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舆论导向正确，走向就正面

积极；舆论导向错误，舆论走向就负面消极。党要

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就必须牢牢坚持新闻舆论

工作正确的舆论导向。

做好正面宣传就是要把新闻舆论工作的重点始

终放在大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正面宣传；就是要增

强吸引力和感染力，必须进行活的宣传，不能因循守

旧、沉闷无趣。当然，我们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同

时，也要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疏导社会情绪，化解

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问题就摆在面前，逃避问

题更成问题，迎着问题而上，是新闻舆论工作的责任

和担当。关键是要把握好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的合

理布局，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同时，发挥舆论监督

的积极引领作用。

（四）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进入新时代以来，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作用更

加凸显。推进“四个伟大”需要意识形态工作引领

方向，凝聚力量，保驾护航。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

域矛盾多发，斗争尖锐，处于意识形态工作最前沿的

新闻舆论工作承肩负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习总书记

说：“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

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７］做好新闻舆论工

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必须坚持党管新

闻、党管媒体，巩固意识形态阵地。各级党委都要增

强阵地意识、管理意识，把所有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

之下，都在党的管理之中。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

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五）构建全党动手的大宣传格局

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更加快捷开放透明，各种

声音百家争鸣，舆情热点随时形成，话题突然爆发。

任何一件事情甚至一两句话都有可能引爆舆情，如果

缺少预判，应对不当，或者把握失序，出言不慎，都会

把正面的事情变成负面的事情。负面的事情再激发

舆情，进而继续发酵。新形势下做好高校新闻舆情工

作任务繁重、难度更大，仅靠高校新闻舆论工作部门

远远不够，需要学校多部门协作、多方力量合作，齐抓

共管，鮸力同心，形成大宣传、大新闻、大舆论格局。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部门应发挥主导、组织、协调

作用，当好“大管家”，打好主动仗，当好参谋部，多

给其他部门出主意，协调各个部门一道做好新闻舆

论工作。统筹好内宣外宣、网上网下，管理好所有阵

地。要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在新闻舆论宣传的

内容、体裁、形式、方法等方面加强创新，增强针对

性、时代性，提高接受度。同时还应当抓住时机、把

握节奏，从时效着力，体现时效要求，突出新闻舆论

的实效性。

（六）增强领导干部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

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是对高校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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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提升的新要求。领导干部同新闻媒体打交道，

要了解互联网、了解新媒体、把握好互联网时代传播

新特点、新规律。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要善

待媒体、会用媒体，要创新管理方式方法。新闻宣传

的创新既包括媒体自身工作的创新，也包括对媒体

管理工作的创新。领导干部要熟悉掌握互联网时代

新的传播特点、规律，探索新形势下媒体管理办法，

既严格加强管理，又要鼓励媒体创新，要形成既有统

一管理又有生动活泼的局面。领导干部更要关心媒

体，关心新闻工作者，加强媒体的队伍建设，给新闻

人才更好的成长空间。

四、结语

作为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要在掌握基本

观点上下功夫。结合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实际，结合

高校工作实际，进一步强化宣传队伍的党性意识，坚

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自觉承担

媒体责任。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进一步坚

定新闻的党性原则，不受各种错误新闻观的诱惑，增

强免疫力，炼就“火眼金睛”，增强新形势下做好新

闻舆论工作的自觉性，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学

校党委的决策部署，与党同心同德，保持清醒的政治

头脑，保持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鉴别力，增强大局意

识，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站在学校党委的大局上

想问题、看问题，为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为学校党委

的决策部署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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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情绪对道德事件传播的影响及其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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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含有道德缺失或争议的事件中，道德审判成为事件传播、发酵的主要推动力。一方面
使社会底线伦理得到彰显与维护，一方面也易使公众沉溺于情绪的宣泄，形成非理性的情绪化传播。

非理性情绪来源于现实生活中情绪化反应的累积，道德事件的情绪化传播则是这种累积的网络投

射，当道德事件传播中的非理性情绪演变为道德审判和网络暴力，最终也会从线上蔓延至线下，形成

新的道德事件。非理性情绪与道德事件之间呈现出互为因果、相互促发的关系，对非理性因素的弱

化与排解是道德事件传播中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非理性；道德事件；情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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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江歌案”被爆出后，网络舆论聚
焦于当事人之一刘鑫的失德行为，除道德谴责之外，

网络中还弥漫着大量谩骂和人身攻击的言语。这一

事件中，当事一方都存在明显的、严重的道德缺失，

是典型的道德事件，在事件传播中，道德力量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基于道德正义感，网民展开对失德者的

谴责，在短时间内形成一边倒的网络舆论。这些网

络舆论包含情绪化色彩，投射了愤怒、怨恨的感情，

而它们又进一步激起网民的非理性情绪，导致更多

的道德审判和网络暴力，从而形成了新的道德事件。

由事件到情绪再到事件，由线上到线下，非理性情绪

与道德事件之间互为因果，相互促发。

一、非理性情绪：道德事件的催化剂

按照《新闻传播百科全书》中对舆论的定义：舆

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

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有相对

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

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

分。［１］可见网络舆论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

的。所谓理性，是指人们形成概念、做出判断并进行

逻辑推理的认识能力，以及按照逻辑思维规律指导实

践的实际活动能力，而非理性则指人所具有的一种非

逻辑、非条理化的精神能力，这种精神能力推动着人

们去从事那些难以表述的认识和行动。［２］

在传播学研究中，情感被视为非理性表达的一

种主要形式。有观点认为在互联网以及新媒体社交

平台上，几乎随处可见情绪化表达的情况，它没有或

缺乏理性判断作为情绪宣泄的支持，也不会以一种

理性认识和行为选择来结束，是比较明显的过激、偏

执、狂热以及混淆是非等情绪和行为倾向。［３］网民

在公共事务中的负面情绪化表达主要包含偏激性、

愤怒性、攻击性的语言暴力，谩骂式的网络污言秽

语、网络谣言、道德审判等。［４］

非理性情绪在道德事件传播中的表现尤其明

显。道德事件中的当事一方往往具有行为上的道德

缺失，这种道德缺失使得非理性的情绪化表达有了

正当的名义，借助维护社会正义或秩序的理由，人们

将当事者作为情绪宣泄的对象，在事件传播中情绪

不断升级，网络暴力由此产生。纵观历年来道德事

件的传播，其中非理性情绪的作用与表现都引人关

注。早在２００６年发生的“彭宇案”中，非理性的情
绪化传播就有显著的表现，在当事人表述含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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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依据调查作出判决的情况下，舆论一边倒地认

为当事者彭宇受到了“冤屈”，这一事件在网络上传

播与发酵的结果之一，是制造了现实中新的“信任

缺失”的道德事件。２０１５年安徽一女大学生被称为
“女版彭宇”。她在上学路上疑似剐蹭一位老人，当

她扶起倒地老人后，曾在事件现场向目击者寻求帮助

并承认撞人，随后将老人送到医院并垫付医药费。但

事后她又改称受到“讹诈”，并连续发布微博“澄清”

事实。这一事件迅速被与多年前的“彭宇案”联系起

来，新一轮情绪化舆论再次出现，倒地老人遭受网络

舆论的猛烈抨击，虽经法院判决赔偿，但女学生迟迟

不履行判决，网络舆论则继续对当事老人进行道德审

判。在这些案例的推助下，“扶老人”彻底成为纯粹的

道德事件。

非理性情绪往往使人偏离惩恶扬善的初衷，从

道德的审判者成为网络暴民，在网络传播中形成无

视他人权益的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行为。几乎在

每一例包含道德判断的事件中，网民都出于一种道

德正义感，将当事者的个人信息公布在网络上，致使

其本人与家人遭到各种形式的影响甚至威胁。这凸

显了道德事件传播中的非理性一面，即偏激意见表

达、逾越道德底线、无视法律制度，情绪化贯穿于事

件始终。［５］在具有明显道德是非的事件中，非理性

情绪的负面效应更为突出，作为被指责一方的当事

者往往遭受到猛烈的“人肉搜索”，网络暴力也会从

线上到线下，并延伸到其家庭其他成员。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网民的非理性情绪并不是

没有来由的，其重要来源之一在于现实生活中的情

绪累积，因此非理性既是导致情绪化的原因，又是情

绪累积的结果，道德事件给了累积的情绪一个出口，

或者说，道德事件传播是负面情绪的集中爆发和放

大，而负面情绪的累积则与社会环境中的经济、文化

等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随着收入、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关乎基

本生存的条件出现问题，人们的生活成本和心理压

力也随之增加，公众的焦虑情绪不断加剧。伴随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加

快，９０后乡村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壮年劳动力流动到
城市中学习或是谋生。在三十而立的人生节点，青

年人承受着不可预计的物质财富积累压力，天价的

房子、车子、结婚彩礼，以及孩子的教育、父母的养老

等每一项都是足以使他们备感焦虑。［６］一些年轻人

面对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压力和潜在的危机，因无力

改变现状常常感到自卑和无奈，充满了无力感和消

极悲观的情绪。近年来以“丧”文化为代表的各种

流行网络话语都表达了年青一代对社会的无奈，这

种无奈与焦虑的累积有可能带来的是价值体系的崩

溃和精神世界的崩塌，其言行在网络空间中易表现

得情绪化。

其次，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各种不平衡，其中

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有时会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速度，

部分人通过利用制度空白获得了意外的成功，引起

一些投机者的躁动和仿效，加之金钱观的推波助澜，

容易形成浮躁的社会氛围。这种社会现象会使那些

遵纪守法的人感到不公，从而引发不满情绪，造成社

会心态失衡。２０１７年一项研究发现，２０１３年我国高
收入阶层人数占比仅为０．７％，中等收入阶层占比
为３８．１％，低收入阶层占比高达６１．２％。高收入阶
层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资本收入，中等收入阶层

居民的收入同时来源于资本与劳动收入，而低收入

阶层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收入；各阶层之间

的收入差距较为悬殊，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间高收入阶层
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低收入阶层的１０．７倍左右，在
此期间，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低收入

阶层的３．７倍左右；而２０１４年一项研究则发现，中
国最富 １％家庭财富占全国总财富的三分之一以
上，而最穷的２５％家庭财富仅占全国总财富的１％
左右。［７］社会阶层差异的悬殊，使个人向上流动的

机会受到阻滞，阶层固化形成，处于较低阶层的群体

因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而成为社会弱势群体，这

一生存现状易使人产生心理的极度敏感和脆弱，继

而出现心理失衡。

最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加剧，利

益受损群体的负面情绪在聚集化的网络参与中更

容易得到蔓延，当网民聚集在同一个网络空间时，

通过彼此之间的互动而相互影响和感染，使原本

独立的个体在情感上趋向一致，陷入情绪感染。

人们对某个社会问题的归因和认识并不一定与事

件本身相关，而是对承受的社会压力进行释放，通

过情绪感染让事件在网络中迅速发酵，非理性情

绪则在这一过程中相伴而生。古斯塔夫·勒庞在

《乌合之众》中指出，当人们聚集成群，其感情和思

想就会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自觉的个性消失，代

之以一种集体心理，由这种心理支配，他们的感

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作为孤立的人独处时非常

不同。近年来，“涉官”“涉警”“涉富”等弱者与公

权、特权实力悬殊的对立，往往引发网民普遍的关

注和情感投入，甚至出现无原则同情弱者的倾向，

这其中有着共同的情感逻辑，即对社会不公的愤

怒和对弱者的同情。［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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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德事件：非理性情绪的扩散与放大

现实生活中累积的负面情绪推动道德事件的非

理性传播，而道德事件一经传播，则又会使非理性情

绪进一步扩散与放大，形成更大的情效化效应。道

德事件中所裹挟的仇官、仇富等社会情感，使一些网

民在不了解事件真相的前提下盲目跟风他人观点，

不负责任地发表言论，渲泄个人情感，发泄心中不

满，这些情绪化话语汇聚成网络舆论，在网络传播中

迅速得到扩散与放大，使道德事件的情绪化色彩进

一步增强。

道德事件往往是网络热点事件。网络热点事件

通常是指通过网络媒体发布、在互联网上形成相应

舆论进而成为社会关注热点的事件。也有学者将其

定义为一定数量的网民为了特定目的围绕热点事件

在网络公共领域大规模汇聚意见进而影响现实生活

的群体性事件。［９］事件能否引起网民的关注与事件

的热点因素相关，如争议性、敏感性、重要性等，事件

当事人的知名度以及双方的矛盾都会引起公众的讨

论。由于热点因素的存在，事件的传播会触发网民情

绪，也会因此而引爆舆论。公众对事件的情绪反应越

强，事件就越能够受到关注，舆情也会随之增强。

面对一些情绪触发点突出的热点事件，公众需

要释放和沟通的平台，网络便成为愤怒、不满、情绪

化的发泄场。在事件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公众会

自发猜测事件的真相、成因以及批判潜藏在背后的

社会道德和体制因素。在网络空间中，网民言论的

匿名化和碎片化更具有非理性的话语特征，伴随着

浓厚的感情色彩，从而再次鼓起情绪化的狂澜。近

年来，中国网络公共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往往遵循情

感的逻辑，存在强烈的泛道德主义倾向，［１０］在“于欢

案”中，该事件一出，“辱母杀人”作为事件关键词被

迅速传播开来，网络热点事件也随之迅速成为引人

瞩目的道德事件，这一事件的传播又放大了人们的

非理性情绪，与“江歌案”相同的是，为数众多的网

民抛开了法律裁决，聚焦于网络声讨。

不可否认的是，道德事件中体现出道德缺失的

当事者有着接受舆论批判的必要，这是社会底线伦

理得以保障的方式，但同时，事件传播过程中公众非

理性情绪的过度扩散与放大，往往使事件偏离焦点，

真相更难以显现。这与道德事件的网络化传播特征

有密切关系。首先，网络传播的双向交互性特征，打

破了传统媒介的单向传播模式 ，加之匿名化形成的

传受双方身份的隐匿性 ，使信息内容更自由，更具

有自主性，微信、博客、微博等平台日渐成为公众发

表言论、释放情绪的重要场所。同时，网络发布的匿

名性使信息发布者所承担的风险和责任相应减少，

也使得一些网民出于各种目的传播虚假信息，大量

未经证实的信息甚至是非理性的看法纷纷出现。言

论越激烈，越容易煽动公众的情绪，传播的范围就越

广泛。正是基于网络和现实社会强大的联动性、发

散性和蔓延性，各种非理性、负面的社会情绪通过道

德事件的网络传播迅速扩散和放大。

道德事件传播中并非没有理性的声音，但理性

的声音往往被非理性的情绪化传播内容所湮没。

“沉默的螺旋”理论揭示，为了防止因孤立而受到社

会惩罚，个人在表明自己的观点之际首先要对周围

的环境进行观察，当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或“优势”

意见时，他们便倾向于积极大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

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使“优势”意

见显得更加强大，这种强大反过来又迫使更多的持

不同意见者转向“沉默”。如此循环，便形成了一个

“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

的螺旋式过程”。［１１］在道德事件中，随着部分网民和

媒体的言论感染，一些原本只是围观的网民也加入

对事件当事人的批判当中，使整个网络舆论呈现一

边倒的趋势。由于道德事件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

受众容易将自己替换成事件主体，植入个人情感和

态度，因而全民参与传播，使事件影响力扩大，非理

性情绪也随之放大。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中的情

绪相互感染和蔓延下，由网络空间引发的各种积极、

消极情绪会大量地传递进现实中，很快融入进某种

社会情绪；而社会情绪一旦形成，也会让更多的公众

受到感染，形成更大的情绪洪流。

在道德事件的传播中，除了网民自发的转发评

论，自媒体对事件的情绪化解读也会使非理性情绪

被扩散和放大。在我国，自媒体并不具备发布新闻

的资格，但为了取得更高的关注和点击，一些自媒体

会紧跟社会热点事件，发表分析评价类的文章。其

中一些文章往往深谙“越情绪化，越易引起关注”

“越争议，越突出”的“道理”，或片面地强调事件的

某一方面，或对当事者进行偏激的道德评判，以毫无

顾忌的情绪化表达迎合人们的非理性情绪，使事件

传播的非理性特征进一步增强。近年来，“情绪消

费型自媒体”日渐走红，它们“不提供工作、生活方

面的有用信息，不具备实际可用性，契合特定人群特

定情绪，能引起这部分人的强烈共鸣，主要适于不善

于情绪管理、情绪起伏较大的那部分年轻人”［１２］，这

类自媒体在日常信息传播中往往以捕捉生活趣闻、

细节并加以创作发挥的方式，以短视频或短文段子

的形式起到疏解生活压力、愉悦身心的作用，但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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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事件传播中也会存在过度消费情绪的现象，以

“咪蒙”为代表的这类自媒体的情绪消费型传播经

常引起争议。

三、把握网民心态，加强舆论引导

非理性情绪来源于现实并与道德事件之间存在

着互为因果、相互促发的关系，因此，降低道德事件

负面传播效果既需要对非理性情绪进行有效的弱化

和疏导，又需要对道德事件的传播过程加以干预。

非理性情绪来源于现实中负面情绪的累积，要对其

进行疏导，需要了解社会矛盾，把握住网民的心态，

从根本上进行弱化和排解；对道德事件传播过程的

干预则需要抢占传播先机，发挥网络空间中意见领

袖的作用，加强舆论引导。此外，还要加强网络传播

道德教育，形成良好的网络传播环境。

首先，把握道德事件网络传播的初始环节，快速

反应，应对舆情。道德事件的网络传播具有“散

播—集聚—热议—流行”四个阶段，其中“散播”阶

段是事实开始传播的阶段，这一阶段事件信息通过

当事者或知情人公开，但往往还没有经过大范围的

转发评论，舆情还没有形成，是干预和引导舆论的最

佳阶段。当事件处于“散播”的初始阶段时，管理者

应该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迅速对事件的舆论走向

进行观察、跟踪，依据微博转发量、评论数等要素对

舆论反应的规模、影响程度等方面做出及时的判断，

在此基础上，及时阻断网络谣言等有害信息的传播

过程避免网络暴力的集中爆发。这就要求管理者密

切关注网络信息，对事件的性质和舆论走向有充分

的预判力。

从传播模式上看，网络传播具有显著的群体传

播特征，信息在群体成员之间传播，并受到群体意识

的影响。在社交媒体广泛应用的条件下，网络人群

也呈现出群组化、圈层化的特征，意见领袖在信息传

播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拥有大量粉丝的个人微信

公众号、个人微博都有影响舆论的能力。因此，引导

网络舆论，充分发挥网络中意见领袖的作用，将一些

能够客观公正看待问题、思想成熟的意见领袖的社

会影响力调动起来，通过他们对网民的意见进行整

合分析，让权威、主流的声音占领网络空间，以期对

网络舆论环境发挥净化作用。

其次，正视社会问题，梳理社会矛盾，缓解社会

冲突。公众的非理性情绪是由现实生活中所形成的

不满情绪累积，以及社会事件的刺激所产生，要想从

根本上进行疏解和引导，必须理解网民的心态，把握

住非理性情绪的来源。这就需要从事件具有的争议

点出发，梳理各种矛盾与冲突，追踪事件背后的社会

问题。近年来，引爆网络舆论、传播影响从线上延伸

至线下的典型事件大多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对公共

利益公正公平的维护，是消除负面情绪的最好方式。

同时，非理性情绪往往是心态失衡的极端表现，社会

群体的生存困境加之社会各阶层之间相差悬殊，心

态失衡的现象会随之出现，非理性情绪往往是心态

失衡的极端表现，而心态失衡现象的弱化来自社会

各阶层之间所存在的生存条件过大差距的弥合。缩

小阶层差距，最终还要靠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完善和

管理水平的提升。

此外，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使理性的

声音成为主流，实现传播的“自净化”。在主体多元

化的新媒体传播环境中，新闻事件的真相在众声喧

嚣更加扑朔迷离，大量不实信息充斥网络，影响人们

对事件的理性判断。在道德事件出现时，一些媒体

为了满足公众的猎奇心理，获得更多受众，有意地对

事件进行渲染和夸大，使公众在未了解事件真相时

已经爆发激烈情绪。这时，只有真相才能让公众做

出正确的判断，主流媒体应积极传播真相，以事件真

相引导舆论，从源头扼制公众非理性情绪的集中爆

发。主流媒体应利用自身的权威性、公信力的优势，

及时消除网民的不确定心理，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

引导作用。

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就需要加

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在极端言论充斥、非理

性情绪过剩的网络空间中，公众还是倾向于从主流媒

体上获得关于事件的权威信息和解读。因此，在新媒

体已成为主要传播渠道的情况下，电视、报刊等传统

媒体仍具有自身的传播优势。但传统媒体的受众面

日趋狭窄也是不争的现实，所以传统媒体实现媒介融

合，借助网络及时发布信息，是扩大其影响力的必要

手段。主流媒体一方面避免在报道中干预司法审判，

同时密切关注网络舆论，分析网络舆情，针对网络中

非理性情绪宣泄的重点进行干预和疏导，是推动道德

事件传播朝着积极方向发展的有效方式。

最后，加强网络伦理教育，提升网络传播道德素

养。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赋权使新闻传播走向了

“去专业化”，基于职业化的专业主义原则在这一条

件下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制约减弱，新的传播伦理的

构建有赖于广泛的网络传播道德的提升。网络传播

道德需要法制的不断完善提供保障，更重要的是加

强普遍的传播伦理教育成为自觉，因此，把加强公民

的网络道德教育作为网络建设一项基础性工程，提

高公民的网络传播道德意识成为当务之急。在道德

事件传播中，如果网民能够遵守传播道德，减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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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和网络暴力，那么道德事件传播中的非理性情

绪就会随之弱化。把网络道德教育纳入青少年与大

学生的教育课程中，树立网络评论和行为的底线意

识，树立文明网络评论的思想，逐步提高未来网民的

媒介素养和公众舆论能力，有利于从根本上减少导

致网络非理性情绪产生的因素。

四、结语

现实生活中生存压力、社会不公、浮躁心理的存

在，都使公众累积负面情绪，负面情绪形成的非理性

推动道德事件的发酵，并在情绪的刺激下进一步放

大，演化为新的道德事件。同时，网络空间和现实社

会中的观点相互交融，情绪不断扩散，使原本不明真

相的围观公众也很快融入到非理性情绪洪流中。情

绪化使公众无视法律，失去理性，站在道德的高度发

表道德评判，促使道德事件传播中的负面影响进一

步扩大。非理性情绪与道德事件之间互为因果，形

成了相互促发。

公众普遍具有一种朴素直观的正义感，也能对

人心世道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是社会道德底线存在

的基础，也是道德事件传播中可以借助的正向力量。

同时，在道德事件传播中，仍需要防止简单粗暴的情

绪，哪怕这种情绪是以正义之名的。道义声讨当然

需要，但是对道德的审视，不能替代法律审判，这是

启动所有道德话题的根本前提。在当前道德事件不

断爆发的情境下，管理者要积极了解争议焦点，探析

事件背后存在的社会问题，占据先机，把握网民心

态，加强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弱化非理性的情绪化

传播。同时，传统媒体和自媒体更应坚守真实客观

公正的原则，及时传播真相，不以博得眼球和煽动舆

论为目的进行报道，营造良好健康的信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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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新闻播音员与电视出镜记者：
角色的差异与转型的技巧

韩雁锋
（安阳广播电视台，安阳 ４５５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８－２５
作者简介：韩雁锋（１９７７—），男，河南安阳人，安阳广播电视台新闻主持人、一级播音员，主要从事新闻节目主持和出镜报

道工作。

摘　要：在现代电视新闻节目中，电视新闻播音员时常出镜承担现场报道的任务。无论对新闻
播音员本人还是电视新闻节目而言，出镜现场报道都是新闻播音员角色的转型，需要新闻播音员完

成角色的转型，即从电视新闻节目甚至电视台的人格化身转型为新闻现场的专业见证人。结合１７
年新闻播音和出镜报道经验，提出了播音员出镜做现场报道需要注意的几项要求：一是衣着上要以

简洁大方为主，与现场氛围相适应，同时保持准确的姿态；二是在表达时最好开门见山，抓住重点，吸

引观众注意力；三是要善于通过体验式报道和情感式表达将观众带入现场。而这些与新闻播音员在

演播室的要求不太一样。

关键词：新闻播音员；出镜记者；角色差异；转型技巧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５．０１４
中图分类号：Ｇ２１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７７－０４

　　在现代电视新闻节目当中，电视新闻播音员时
常出镜承担现场报道的任务。这对于电视台和播音

员而言都是有利的事情。对于电视台而言，电视播

音员是电视新闻观众最熟悉的面孔，代表着电视台

新闻节目的公信力、权威性和形象感，对于播音员而

言，则是离开正襟危坐的演播室，展示自己专业的新

闻判断力和现场发挥水平的良好机会。但是，播音

员向出镜记者的转型，并非是自然而然、必定成功的

事件，如果转型不当，既不能给电视台的形象管理加

分，也不能使自己摆脱在观众心中念稿者和端坐者

的刻板印象。也就是说，电视新闻播音员在担任现

场新闻出镜记者的时候，需要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作

出调整，加强新闻采编素养，对自己在镜头前的表现

进行全新的设计。

一、电视新闻播音员与新闻出镜记者角色的不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

提出：“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在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坐标定位，牢记社会责

任，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

问题。”［１］“找准坐标定位”“解决好‘为了谁、依靠

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就是要求新闻工作者明

确自己的角色和位置。按照美国学者戈夫曼的看

法，社会中每个人都在地位系统和地位模式中拥有

自己的位置，并通过交互的纽带以及任职者必须履

行的权利和责任，同系统中的其他人保持关系。［２］

角色承担者需要应社会规范的要求行事，无论是职

位、职业或者社会其他方面的规范。如果角色承担

者能够按照规范进行活动，就被社会视为正常状态，

如果不能按照规范进行活动或者表现，就会被社会

界定为异端、越轨者。这种情况在社会学中被描绘

为角色失调和社会表演失败，即人们平常在社会中

所感觉到的行为不合适或者说话不适合。

新闻传播作为社会中非常重要的职业，本身承

担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其主要承诺是为社会提供真

实、平衡而令人相信进而可以此做出决策的新闻资

讯，如李普曼所描述的，实际上几乎所有地方的人们

都认为，新闻报道应当“每两三天就为我们描绘一

幅我们所感兴趣的整个外部世界的完整画面”［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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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社会角色的履行是通过分工来实现的，对于

电视新闻节目而言，即把新闻节目分成若干个类型，

不同类型的节目由不同的专业工作者承担赋予该节

目真实、权威形象的职责。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新

闻联播和晚间新闻都是兑现新闻报道承诺的关键节

目，节目完成主要角色任务的是播音员和出镜记者。

他们在合作中存在着自己的角色差异，节目对他们

的要求也不一样。

按照约翰·菲斯克的观点，体现新闻报道可靠

性的关键是演播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包括国内的新

闻播音员），新闻节目主持人不是他或她自己的话

语的作者，而是客观的关于事实的口头话语的发言

人。［４］这位新闻播音员的价值在于，它是整个电视

新闻节目的人格化身，他代表整个新闻制作团队向

观众报道新闻，说明整个团队见证了新闻的发生，他

是唯一知道当天所有新闻事件的告知者，同时类似

于电脑的操作系统，是观众知晓新闻必须经过的窗

口。正因为如此，除了表达清晰等基本要求之外，新

闻播音员是电视节目定位的直接体现者，如果是高

级新闻节目，播音员需要端庄大方，语音雄厚，着装

严肃，语调平缓，如央视新闻联播中的新闻播音员；

如果是轻松且个性化的电视新闻节目，需要播音员

语调轻快，着装轻便，不是坐着读新闻而是能够在演

播室内随着演播屏边活动边说新闻，同时能够提供

代表节目个性的评论、问候等话语，以拉近节目与观

众的距离。电视新闻播音员需要与电视新闻节目定

位协调配合，其个性不单单是播音员自己的个性，而

是代表着整个电视新闻节目的个性，这种个性的目

标是展示新闻节目的传播欲求，即取得真实、权威或

者轻快、愉悦的效果。

现场报道是呈现新闻真实可信且生动形象效果

的关键环节，出镜记者则是赢取这种效果的中介。

作为中介，出镜记者既作为个人也作为电视新闻制

作团队的形象出现。作为个人，他要以“普通人的

身份”在现场看到活生生的现实，并且代表观众去

见证事件发生的细节、去问观众需要知道的问题。

作为电视新闻制作团队的成员，他又是代表电视机

构将电视镜头从演播室延伸至事件发生的现场，具

有专业人员的性质，表明是通过职业手段获取了真

正的事实。出镜记者与新闻播音员有许多不同之

处，与新闻播音员是知道所有新闻报道的全知者相

比，出镜记者只知道他采访的这件事；与新闻播音员

可能为事件定性下结论不同，出镜记者需要以普通

人的感觉提供具体的事实材料；与新闻播音员需要

正襟危坐最多能够沿着演播屏活动不同，出镜记者

需要根据现场情况做出远离或者贴近事实的动作；

与新闻播音员多数不用自己创作不同，出镜记者需

要在现场发挥自己的观察能力与表达能力，随机出

镜描述自己了解到的情况；与新闻播音员需要穿着

职业装进入演播厅不同，出镜记者需要穿得更符合

场景的要求，特别是在报道普通事件，穿着需要体现

观众出现在该场景中着装的平均水平。所有这些要

求的最终目标是让出镜记者看着像个专业的普通

人。

新闻播音员与出镜记者之间的差异，使得新闻

播音员在担任出镜记者时，既不能完全放弃新闻播

音员的身份，以免影响将来播报新闻时给观众留下

不良印象而影响传播效果；也不能端着播音员的架

子放不下来，直接影响出镜时需要现场感、生动感。

新闻播音员出镜是播音员与出镜记者身份的融合。

二、新闻播音员担任出镜记者时的衣着规范

播音员从演播室的镜头前过渡到新闻现场的镜

头前，往往在衣着、举止方面颇费脑筋。一方面是因

为习惯问题，演播室严格的着装要求使其养成了严肃

的着装习惯，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播音员在出镜时着

装过于随便，会使电视观众在以后观看新闻时回忆起

这些场景而使得新闻播报的效果受到影响。播音员

着装时要注意细节，融入环境，以简洁大方为主。

（一）新闻播音员出镜时衣着不能太随意，应当

简洁、大方，衣服上不宜有明显的标牌，引发观众不

必要的关注。有一段时间，意大利品牌背靠背十分

流行，不少同事都爱穿这个牌子的衣服，但是这个牌

子的衣服标志和特征格外显眼，出镜时穿这种衣服

引来了很多观众的猜疑，以为是专门的服装赞助品

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误会。这种误会还在其次，最

主要的是因为“人类的身体是衣着的身体，社会世

界是衣着的世界”，［５］衣着过于个性化，会给观众明

确地描绘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新闻真实客观的

目标往往要求新闻播音员能够代表各个阶层各种职

业，避免使观众赋予其衣着过于明确的意义。

（二）新闻播音员出镜时的形象应与出镜时的

环境相适应、相协调。比如在生产车间、施工现场必

须佩带安全帽，甚至工作服，在田间地头不宜穿着西

装、套装，穿高跟鞋等不适宜劳作的服饰。另外，重

大活动开幕、庆典活动等现场，一定要正装出镜，以

免破环现场原有的气氛。

（三）出镜记者还要特别注意手持话筒的位置

和握法，这也是个人形象的一部分。新闻播音员在

演播室播报新闻时，镜头的远近、头部和身体的大小

往往都有明确的规定，且已经由演播室工作人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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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得当。在出镜时，虽然摄像记者很有经验并且经

常会明确的提示。但是播音的习惯往往会带来一些

不适当的动作。很多播音员出镜时常会话筒位置过

高且以正面面对镜头，结果往往在屏幕上呈现出下

巴颏儿“长胡子”的尊容，让人啼笑皆非。正确的手

持话筒姿势应该是，手部放松，上臂与小臂成９０度
直角，让话筒顶端的高度介于上衣第一颗和第二颗

扣子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话筒位置过高是很多出

镜者的通病，有些人通常是随着报道的进行，话筒不

断上移，对画面和个人形象造成影响。良好的习惯

要从平常抓起，适当花一些时间和功夫，把握好话筒

正确的位置会使出镜者的形象和气度更上层楼。

三、新闻播音员担任出镜记者时的表达技巧

与出镜记者不同，新闻播音员播报的新闻稿件

常常是新闻记者和编辑已经拟就的成熟的稿件，同

时往往经过了部门主任和值班领导的审核，新闻播

音员多数情况下不用自己“创作”播报文稿，即使是

主持新闻节目评论新闻事件，其分寸和尺度已经由

新闻制作团队讨论确定。但是担任出镜记者时，多

数情况下需要播音员自己在现场对发生的情况作出

准确而简洁的描述，这是对其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

的考验。新闻播音员需要在平时即关注出镜记者的

表达规范，同时结合自身播音时的规范要求，确定描

述模式，追求好的传播效果。

（一）交代环境，抓住重点。好的开头是成功的

一半，新闻播音员出镜时要明白，观众首要关注的是

地点不是时间，镜头不可能全面地反映新闻发生的

地理位置，因此一般而言，记者在出镜的开头要告诉

观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注意重音要在

“位置”二字，而不在“我”这个人上。在交代了位置

之后，播音员需要开门见山，直接描述自己所处的位

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在交通事故现场就需要

用一句话说明是什么样的事故、事故损害到底有多

大、事故处理情况如何。由于播音员往往播报的新闻

具有书面语性质，在出镜时需要注意书面表达和口语

词汇的有机结合，这样使自己既显得是以普通人的身

份在现场探寻情况，又表明自己具有专业资质。

（二）善用道具，吸引关注。尽量从观众能看见

的、具体的内容说起，逐渐过渡到观众看不见的内

容。在不久前的一条主题性报道中，为了反映产业

转移给地方经济带来的变化，笔者作为出镜者走进

一家出口型企业的生产车间，发现企业生产的产品

都是小型玩具和礼品，虽然产品色彩鲜艳、造型可

爱，但是体积太小，既使成百上千排列起来也显得非

常不起眼，而整个生产场景也显得有些凌乱，无法让

人产生好的联想，于是放弃了把厂房生产场景和成品

库作为背景的想法，而是顺手抄起一个产品完成了这

次出镜：“（中景）这里是位于河南滑县开发区的一家

由闽商投资的加工企业，（顺手从生产线上）我手里拿

的这个可爱的圣诞老人就是这家企业面对西方节庆

市场而生产的工艺品，在这个车间里每天都会有各种

各样类似的小工艺品生产出来，（镜头拉开至全景）源

源不断的输送到欧美市场，换回大批外汇……”

（三）巧设环节，延展视听。电视的特点是视听

兼备，出镜记者如果一味强调视觉和听觉方面的内

容无疑是画蛇添足，要增强现场感还要注重叙说观

众无法透过屏幕之感知，比如嗅觉、味觉、触觉、温

度。２０１６年８月，笔者所在的栏目《安阳新闻》报道
了河南省内黄县部分苦水区村庄用上了洁净自来水

的消息，出镜者当时手持两个透明矿泉水瓶，分别灌

上了原来褐色的苦水和新近接通的洁净自来水现场

比对，让观众对水质的变化一目了然，更妙的是出镜

记者将两瓶水分别尝上一口，现场描述两种水在口

感上的差异，让新闻摆脱了生硬的套路，给了观众更

加直观和丰富的感受。

四、新闻播音员出镜时的语态调整

（一）多作体验式描述。播音员工作的特点是

有稿创作，习惯书面语言的表达，但进入新闻现场后

必须改变语态，因为让既定稿件过目成诵并非易事，

而且表达效果也很糟糕。高明的出镜者会主动融入

新闻现场，让自己成为新闻事件的一个元素。出镜

内容也是依托现场的背景、人群、细节等，采用体验

式的描述，使报道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安阳曹操

高陵进行发掘后，在报道发掘现场时，一般的出镜报

道思路会用数字来展现墓葬规格，比如说“曹操墓

前墓室平面近方形，东西长 ３．８５米、南北宽 ３．８７
米。四角攒尖顶，墓顶距墓底高６．４米。”这样的表
述和现场环境毫无关联，生硬拗口，说者不易记忆，

听者也难留印象，所以笔者当时采取的报道方式是：

“现在我就站在曹操墓室的前室，这里刚刚清理完

大量的於土，所以泥土的味道非常浓烈。这个墓室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呢？先拿我的臂展来做比

例，我的臂展大概是一米七五（把双臂伸平比划一

下），大概有我两个那么宽，可以看出来这个墓室长

宽都接近４米，像一个正方形，从平面上感觉像现在
我们普通人家居住的客厅大小。（抬起头往上看）

但是高度更高（把一只手向上伸直），我双脚站定原

地摸高是２米３左右，差不多三个我叠起来才能触
到墓顶，可以想见这座古墓的形制和规格还是很高

的……”这种把自己的身体当尺子的出镜报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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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为一种很好的体验式出镜报道。中央电视台在对

南方冰冻灾害作现场报道时，出镜者站在一片山坡

下，身后是电力检修人员在除冰作业，在形容挂在电

线上的冰溜子时，主持人并没有用数据来形容，而是

说冰溜子和自己手中话筒的粗细差不多，以直观的

比喻来告诉观众结冰的厚度。

（二）要善于营造现场感。一般来说，动态性新

闻或事件新闻更适合出镜，如灾害救援、案件抓捕、

极端天气以及车祸等突发新闻，其内容相对单一，时

空相对集中，事态在不断发展，现场需要突出展现。

但正因为这些新闻是突发性的，所以等记者赶到时，

现场往往已成过去，而变得相对静态。如何让这类

新闻现场感更强一些呢？这就要靠记者出镜来调

动。如果背景是静的，出镜者就要是动的，如果背景

是动的，出镜者就要是静的。２０１６年年初，笔者所
在的城市安阳京珠高速安阳段因冰雪天气发生了严

重的车辆滞留现象。记者赶到现场时大雪封路，能

见度只有几十米，摄像机机位不动的话要展现出车

龙绵延几公里的场景几乎不可能，这时候笔者迅速

组织了一段语言，结合现场环境，以尽可能快的速度

边走边说，适时和车上的司机们进行互动，用一段长

达４０秒的出镜将糟糕的天气、冰冻的路面、绵延的
车龙、亟待救助的司乘人员展现在观众面前。

另外，情绪也是现场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兴奋或

紧张，高兴或悲伤，都是现场感的一部分。在千变万

化的新闻现场，出镜者本人的情绪最能打动观众，这

时候出镜者的情绪要尽量自然，不要故意控制，不然

会遗漏宝贵的现场感。在笔者所在的安阳电视台《一

帮到底》栏目，有一位从ＤＶ拍客成长为外景主持的
女记者，２０１２年３月她只身带一名滑县病残儿童赴美
国波士顿儿童医院做心脏修复手术，在衣不解带精心

照顾孩子的日子里，她坚持每天在镜头前出镜，记录

在美国的点点滴滴，有一次她因语言不通受到房东夫

妇的误解遭到指责后，在镜头前她忍不住嚎啕大哭，

这样一段真实的新闻播出后，许多人被感动得热泪盈

眶，出镜者也与这个瞬间一起被观众记住。

１７年的播童主持工作经历让笔者体会到，播音
主持的岗位不仅仅局限在镁光灯下演播室内，出镜

报道同样也是播音员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一次次

用心的播报不仅为人生增添精彩的注脚，也必将被

最珍视的观众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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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背景下养老机构体育养老服务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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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健康是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体育锻炼具有增进老年人健康、延缓衰老的作
用。在养老机构内开展体育养老服务，可以增进机构内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延缓衰老，丰富老年人的

精神生活，使老年人能够老有所乐，安享晚年生活。在养老机构内构建体育养老服务是社会发展的

需要，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背景下，通过对郑州市１０家养老机构体育养老服务的现状进行调
查，发现机构内老年人对通过体育锻炼这一途径增进身体健康有较高的认识，希望能够得到专业的

体育养老服务，而各养老机构内健身设施数量及种类差异较大，且没有体育指导员为老年人健身进

行指导服务。在此现状下，提出建立体质健康监测中心及健身指导服务站，加大投入现代化的健身

康复器械及多样化的运动健身场所，探索养老机构内体育养老服务的构建，为我国健康老龄化的发

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健康；养老机构；体育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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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已成为和
谐社会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

养老模式主要由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及居家养老三

种模式组成。养老机构是综合型养老服务社区，集

老年人居住、护理、保健等于一体。［１］在养老机构

内，老年人可以与更多的同龄人相处交流，得到专业

的护理，安度晚年生活。健康是老年人晚年生活质

量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曾说过，把健康比作 １，事
业、家庭、名誉、财富等就是１后面的０，人生圆满全
系于１的稳固。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明确提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研究表明，体育锻

炼具有增强人体的心肺功能，延缓骨质疏松的功能，

老年人可以通过健身活动达到增进健康、延缓衰老

的目的。［２］本研究旨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背景

下，探索在养老机构内开展体育养老服务的措施。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养老机构中体育养老服务的开展情况为研究

对象，调查样本为郑州市养老机构内的老年人。

（二）研究方法

１．文献资料法
以“健康中国”“养老机构”“体育养老”等为关

键词，通过互联网等工具查阅大量文献资料，涉及社

会学、老年学、体育学等多个领域，获得大量参考资

料，为本研究的设计、分析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

２．问卷访谈法
根据研究需要，科学设计调查问卷，目的在于了

解郑州市养老机构体育养老服务的开展情况。该问

卷遵循体育科研方法和社会学原理要求，初步制定、

设计问卷的基本内容，拟成初稿。通过向专家咨询，

对问卷进行审核，反复修改，最后定稿。问卷经由专

家进行效度检验表明，问卷的题目设计符合调查的

要求，有效性较高。

根据研究任务对郑州市１０家养老机构进行走
访，其中公办养老机构 １家，公办民营养老机构 ３
家，民建公助养老机构４家，民营养老机构２家。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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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对机构内的１６５名老年人进行问卷访谈，了解老
年人对体育养老服务的需求。因老年人身体状况的

特殊性，问卷采用访谈形式进行，由专人进行记录。

问卷发放 １６５份，回收 １６５份，其中有效问卷 １６５
份，有效回收率为１００％。
３．数理统计法
本研究采用数理统计分析法，对调查问卷收集

到的数据运用有关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处理，并根据

统计数据进行表格绘制和图表制作。

二、调查结果

（一）郑州市养老机构开展体育养老服务现状

走访的１０家养老机构中，全部都有健身设施，
有的养老机构中的健身器材不仅先进，而且种类较

多，而有的机构中只是象征性地摆放了几件健身设

施。１０家机构内都没有专业的体育指导员为老年
人进行健身指导服务。

（二）机构老年人对如何增进健康的理解

表１　增进健康的途径 （ｎ＝１６５）

因素 人次 百分比（％） 排序

体育锻炼 １４９ ９０．３ １
合理饮食习惯 １４０ ８４．８ ２
心情愉快 １１９ ７２．１ ３
无不良嗜好 ９６ ５８．２ ４

　　调查结果显示，机构内老年人认为体育锻炼是
增进健康的有效途径，有９０．３％的老年人认为体育
锻炼是增进身体健康的最佳途径，其次为合理的饮

食习惯、良好的心情。

（三）机构老年人对体育养老服务的需求

表２　机构老年人对体育养老服务的需求 （ｎ＝１６５）

是否需要机构提供体育养老服务 人次 百分比（％）
是 １６５ １００
否 ０ ０

表３　老年人对机构内体育设施的需求 （ｎ＝１６５）

体育设施 人次 百分比（％） 排序

健身设施 １６５ １００ １
拥有先进设备的健身康复馆 ９７ ５８．８ ２

专业运动场地 ８ ４．８ ３

表４　机构老年人对体育指导的需求 （ｎ＝１６５）

人次 百分比（％）
需要专业人士进行指导 １５４ ９３．３

有无都可以 １１ ６．７
不需要 ０ ０

　　调查显示，机构内的老年人都需要机构提供体
育养老服务。老年人对机构内的体育设施有一定的

要求，除了需要有关健身设施外，有５８．８％的老年
人希望机构内能够建设拥有先进设备的健身康复

馆，４．８％的老年人希望能够在养老机构内偶尔进行
游泳以及打乒乓球、羽毛球等活动。在调查中发现，

９３．３％的老年人希望能够得到专业的体育指导员的
指导，帮助他们进行正确的健身活动，从而增进身体

健康。

三、分析讨论

（一）养老机构内开展体育养老服务的必要性

从全国老龄办公布的数据来看，截至 ２０１７年
底，我国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２．４１亿人，占总人
口的１７．３％。老年人人口数量急剧增多，尤其是第
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开始步入老年，我国人口老

龄化的情况愈发严峻，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成为和谐

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难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年

轻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第一代独生子女已成为

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为了不给子女增添负担，越来

越多的老年人愿意主动走进养老机构，在机构内养

老。养老机构是指为老年人提供饮食起居、生活护

理等服务的综合性机构。以前我国绝大多数养老机

构为政府建立，不以赢利为主要目的，以帮扶、救助

为主，其公益性特征尤为明显。但随着市场经济的

发展，这些公办养老机构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许多民营养老机构纷纷建立，公办的养老机构也已

开始转型为公建民营机构，现在的养老机构已经成

为集老年人居住、护理、医疗、娱乐等活动于一体的

综合型养老服务社区。

为促进我国健康老龄化的发展，全国老龄办、国

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于 ２０１７年 ３月发布《“十三
五”健康老龄化规划》，指出要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素

养，通过健全体育组织、丰富体育活动内容、建设体

育设施、加强体育指导等措施，鼓励老年人以积极健

康的生活方式安度晚年，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

生活质量。［３］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全方位的向人民群众提供健康

服务。［４］健康不仅是人全面发展的根本，也是社会

发展的基础条件，只有全民健康，国家才能够走向富

强，民族才能够得到振兴。

进入老年，人体机能下降，老年人容易出现心脑

血管等疾病，不但为自己带来痛苦，也给家人带来一

定的负担。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对身体健康的

关注度不断提升，他们关注各种各样的健康资讯，采

取多种多样的方法促进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服用一

些保健药品、使用一些保健按摩仪器等等。［５］越来

越多的老年人认识到体育锻炼对健康的重要作用，

希望通过锻炼达到预防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只

要身体条件许可，多数老年人还是非常愿意参加体

育锻炼的，但由于许多老年人不懂得科学的锻炼方

法，导致锻炼效果不佳，因此，有必要在养老机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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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体育养老服务。体育养老是一种新的养老模

式，它建立在对老年人进行生活照顾的基础之上。

研究表明，人体生理机能的衰退是由于老年人缺乏

体育运动引起的，体育运动可以有效地延缓人体生

理机能水平的衰退。同时，参加体育活动具有消除

不良情绪的作用。步入老年，尤其是进入养老机构

后，老年人或多或少会出现失落、伤心、孤独等不良

情绪，通过参加体育活动，加强人际交往，可以帮助

老年人尽快摆脱不良情绪，感受到轻松愉悦。［６］因

此，在养老机构内开展体育养老服务，可以增进机构

内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延缓衰老，丰富老年人的精神

生活，使老年人能够老有所乐，在机构内安享晚年生

活。

河南省是我国的人口大省，人口基数大，老龄人

口众多，养老问题尤为突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

结构的变化，年轻人忙于工作，老年人独自在家不但

缺乏照料，还会感到孤独寂寞。［７］因此，越来越多的

老年人愿意走出家门，进入养老机构。养老方式由

居家养老变成机构养老，导致养老机构的床位供不

应求。近年来不断有新的养老机构成立，仅郑州市

就有近两百家大大小小的养老机构。在调查中发

现，机构老年人对养老机构中的生活照料是比较满

意的，但对于体育养老服务方面不甚满意。因此，需

要加大养老机构中体育养老服务的构建，指导老年

人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和健身

方法。［８］在养老机构内构建体育养老服务，有利于

维护老年人的健康功能，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二）养老机构内体育养老服务的构建

为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文

件。《“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中指出要在全民
健身活动中推广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传统运动

项目，提高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到２０３０年，使
我国居民预期寿命平均达到７９岁，寿命显著延长。
要加强科学健身指导服务站点建设，完善体质健康

监测体系，加强科学指导，促进老年人积极参与全民

健身。《“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中指出要营造

有利于老年健康的生活环境，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

平。２０１５年，国家体育总局等部门发文要求充分发
挥体育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９］体

育活动是老年人维护健康，结交新朋旧友的重要手

段，不仅可以增加交往，还可以增强体质。作为养老

机构，体育服务是不可缺少的内容。体育养老服务

使老年人身心健康，心情愉悦，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

首先，在养老机构内建立体质健康监测中心，养

老机构是老年人相对集中的场所，定期为机构老年

人进行健康测评，建立老年人健康数据库，形成体医

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通过健康数据，

分析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有利于体育指导员有针对

性的为老年人设计健身方案。同时，监测中心的数

据还有利于政府部门掌握老年人体质状况，对出台

相关政策提供数据支持。其次，在养老机构内建立

健身指导服务站，招聘专业人员专职为老年人的健

身进行指导，根据体质测评的数据开发适合不同健

康状况的老年人健身项目。研究表明，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能强健体魄，延缓人体生理机能的衰退，延长

人的寿命。如对一些心肺功能较强，身体状况良好

的老年人可以适量进行一些强度较高的力量器械活

动指导；对一些身体健康，但较少从事剧烈运动的老

年人进行广场舞、太极拳或轻器械运动的指导；对一

些年龄较大，不适宜剧烈运动的老年人进行八段锦、

五禽戏等健身气功的指导；对一些身体状况较差的

老年人提供康复健身的指导等。［１０］另外，有条件的

养老机构内还可以对老年人提供游泳、乒乓球、羽毛

球等项目的指导及陪练。［１１］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

所以孤独是人类的一种自然属性。不论是主动还是

被动来到养老机构的老人，都或多或少地会有失落

孤独感，而群体性的体育活动对于孤独老人来说，正

是排除他们心中苦闷的一剂良方。很多老年人缺乏

健身的意识及科学的健身方法，体育知识储备不足，

在此情况下，盲目的健身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健

身指导服务站可以定期为老年人开展包含健身、保

健、疾病防治与康复等内容教育活动，提升老年人健

康素养。［１２］老年人通过参加各种不同形式和类型的

体育项目，在锻炼中寻找快乐和健康。最后，加大养

老机构体育健身投资力度，投入现代化的健身康复

器械及多样化的运动健身场所，如游泳池、乒乓球、

羽毛球场馆等。老年人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能够挑

选自己喜欢的锻炼方式来强身健体、愉悦身心。

四、结语

在养老机构内构建体育养老服务，加大投资力

度，通过建立体质健康监测中心，形成老年人健康数

据库，促进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相融合；

通过建立健身指导服务站，安排专业人员为老年人

的健身进行指导，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素养；通过建设

现代化的健康设施，使广大老年人在宽心舒适的氛

围中，积极参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体育运动，丰富生

活内容，提升身体素质。养老机构内的老年人通过

体育养老，在健身中展示着自信，也展示着晚年生活

的风采。体育养老服务帮助老年人贯彻全民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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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体育的理念，实现“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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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郑州黄河湿地植物物种的调查，统计出区域内植物组成的特点，分析归纳了湿地
植物在医药、食用、饲料、工业原料、观赏、净化环境等领域的潜在价值。湿地植物面临着围垦造田、

滥采滥挖、违规开发、环境污染等突出问题，据此提出应采取加强湿地保护区建设、加快湿地植物的调

查和研究、完善保护法规、建立专门的保护机构、加强湿地保护的宣传和教育等一系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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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长期以来
在地球生态系统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它不仅为栖息

的鸟类、鱼类、爬行类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赖以生存

的食物、水和庇护场所，而且发挥着诸如净化水质、

调节洪水、改善物质循环等生态功能。其中，湿地的

生态净化功能尤为突出。郑州黄河湿地是郑州现存

面积最大的湿地，栖息着多种珍贵的动植物，但近年

来，郑州黄河湿地受到人为活动的影响，加之地表径

流减少和旅游开发等影响，湿地内的天然植被退化

明显。通过对郑州黄河湿地区域内湿地植被进行调

查和统计分类，以期为郑州黄河湿地植被的保护、恢

复和湿地生态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一、材料与方法

１．研究区域概况
郑州黄河湿地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处郑州巩义、

荥阳、惠济区、金水区和中牟辖区内，湿地全长

１５０ｋｍ。此次选取荥阳桃花峪大桥和中牟东狼城岗
之间区域为调查范围，该区域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

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在 １４～
１４．３℃之间，年平均降雨量６４０．９ｍｍ。调查区域内
河床平坦，河道宽阔，由于含沙量大，水流缓慢，泥沙

淤积严重，形成著名的地上河奇观。

２．野外调查
该调查区域属典型的河流型湿地，主要由永久淹

水区、江心洲、河漫滩、边滩、岸坡、河口等组成，本文

对郑州黄河湿地野生植物进行了全面调查统计，选择

典型的调查线路和调查样点，在典型代表性的地段每

间隔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ｍ设置调查样带，用 ＧＰＳ记录其坐
标。采用调查样带和样方相结合的方法，每块样带根

据生境条件、群落类型等差异，设置不同数量的调查

样方。其中，草本样方尺寸为１ｍ×１ｍ，灌木样方尺寸
为１０ｍ×１０ｍ，乔木样方尺寸为２０ｍ×２０ｍ，共设置样
方２１０个。调查时采集植物的标本，同时记录其个体
形态、高度、盖度、组成种类和数量等特征。以此为基

础，对采集到的植物进行鉴别，确定其科属。

二、结果与分析

经前期调查和数据统计，郑州黄河湿地被子植

物由３０８种植物组成，这些植物隶属于 ７４科 ２２８
属，分别占全国湿地植物种数的 １３．５％、科数的
３２．８％和属数的２７．９％。［１］

在所有科中，超过１０属的科有十字花科、豆科、
菊科、禾本科等４科，占总科数的５．４％；介于２～９
属的科有藜科、莎草科、伞形科、唇形科、锦葵科、毛

莨科、蔷薇科、桑科、旋花科、百合科、大戟科、浮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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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葫芦科、忍冬科、石竹科、苋科、玄参科、龙胆科、

荨麻科、蓼科、柳叶菜科、萝雐科、?牛儿苗科、葡萄

科、千屈菜科、茜草科、茄科、卫矛科、杨柳科、紫草

科、泽泻科、罂粟科、雨久花科等３３科，占总科数的
４４．６％；只有１属的科有瑞香科、榆科、木犀科、夹竹
桃科、紫茉莉科、桔梗科、白花丹科、鸭跖草科、苦木

科、茨藻科、酢浆草科、灯芯草科、蒺藜科、堇菜科、败

酱科、景天科、柽柳科、远志科、楝科、水鳖科、天南星

科、无患子科、小二仙草科、眼子菜科、商陆科、鼠李

科、柿树科、睡莲科、薯蓣科、山茱萸科、木贼科、漆树

科、马鞭草科、马齿苋科、川续断科、车前科、鸢尾科

等３７科，占总科数的５０％。
在所有属中，含有２种及以上的属有牵牛属、鸢

尾属、慈姑属、卫矛属、南蛇藤属、苋属、莲子草属、牛

膝属、香蒲属、婆婆纳属、忍冬属、木贼属、委陵菜属、

蓼属、酸模属、鹅绒藤属、老鹳草属、毛莨属、唐松草

属、藜属、大戟属、莎草属、草属、车前属、白酒草

属、香青属、紫菀属、蒿属、苦苣菜属、黄鹌菜属、向日

葵属、小苦荬属、菊属、鬼针草属、稗属、狗尾草属、孔

颖草属、苜蓿属、槐属、胡枝子属、大豆属、野豌豆属、

苦马豆属、黄耆属、田菁属、合欢属、木蓝属等４７属，
占总属数的２０．６％；只有１种的属有菟丝子属、打
碗花属、杨属、旋花属、秃疮花属、白屈菜属、紫堇属、

雨久花属、梭鱼草属、凤眼莲属、鸭跖草属、紫茉莉

属、远志属等１８１属，占总属数的７９．４％。
在所有植物中，以草本植物为主，藤本、灌木和

乔木为辅。草本植物占植物总种数的８１．８％，常见
植物有白茅、狗牙根、狗尾草、小花山桃花等；藤本、

灌木和乔木植物合计占植物总种数的１８．２％，常见
植物有女贞、杨、榆、柽柳、扁杆草等。根据植物对

土壤中水份的适应能力和需求度划分，该区域内植

物以水生、湿生和半湿生为主，中生植物为辅，水生、

湿生和半湿生植物合计占植物总数的８０．２％，常见
有芦苇、香蒲、菹草等，中生植物占植物总数的

１９．８％，常见有旱柳、柽柳等。
三、湿地植物的利用价值

１．医药
湿地植物中不乏常见的中药材，例如菟丝子在

保肝补肾、调节免疫、改善亚健康、增强体质方面有

很好的功效；［２］泽泻味甘、性寒，是一味天然的利尿

良药，同时它还兼有预防脂肪肝、防动脉硬化、降

“三高”、泻肾火等功效；［３］牛膝与地黄同属“四大怀

药”，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前者具有强筋

健骨、补肝固肾、消肿止疼、利尿通淋、引血下行之功

效，［４］后者在增强免疫力、保护胃粘膜、抗肿瘤、养

颜美容等方面有奇效，临床还可用于止血，辅助治疗

糖尿病、心脑血管及高血压等疾病；［５］枸杞也是一

种常见的保健品，其不仅用于抗氧化、抗衰老、增强

免疫力、调节血脂，而且在治疗化学性肝损伤、预防

酒精肝、视网膜病变、青光眼等疾病方面也具有一定

的功效。［６］桑叶因有清肺、润燥、明目、清肝、疏散风

热的作用，常用于治疗风热性感冒、头痛发热、胸闷

咳嗽等疾病，兼具抗菌消炎、降血糖和降血压等功

效。［７］益母草具有活血化瘀的作用，临床上用于妇

科病的治疗，还可辅助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艾全身

皆是宝，《本草纲目》记载其有消炎、平喘、止咳、散

寒、止血、温经、祛湿、抗过敏等功效，中医据此发明

了艾灸疗法，可以消肿止痛、通经活络、祛除阴寒。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艾中富含挥发油类、黄酮类、苯丙

素类、三萜类等成分，其中挥发油具有镇咳、祛痰和

抗过敏性休克的作用，还能对抗肾上腺素和组胺引

起的心肌收缩，达到降低心脏收缩力、抑制中枢神经

系统的作用，黄酮类物质具有抗菌、抗氧化、活血化

瘀、消肿止痛和免疫抑制等作用。［８］蒲公英中含有

的萜醇具有杀菌消炎、抗肿瘤、抗氧化、治疗糖尿病

等药理作用，其水提取物对 α－糖苷酶活性具有显
著抑制作用，具有降低餐后血糖的功效。［９］

２．食用
湿地植物也给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食

材，例如莲、胡萝卜、茭白。慈姑的球形根茎蒸熟似

芋头、山药般绵软，富含蛋白、淀粉、膳食纤维和人体

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具有较高的营养价

值；茭白的果实又称菰米，乃“六谷”之一，其肥大的

纺锤形肉质茎口感爽滑又有嚼劲，一直以来都作为

一种优质蔬菜受到人们的喜爱；荠菜、马齿苋、车前

草均是餐桌上的“野菜”。

３．工业原料
酸模富含单宁，是制备鞣料的重要原料，泽泻富

含萜类化合物，芦苇富含优良的纤维，可用来造纸，

可也生产粘胶纤维，荆三棱的根茎中含有丰富的多

缩糖、纤维素和木质素，是水解糠醛和人造树脂工业

的优良原料。桑树皮可入药、造纸，桑木用来制造车

辕、桑杈等农业工具，苎麻纤维质地强韧、拉力强、富

弹力、耐潮湿，是制作夏布、飞机翼布、橡胶衬布、渔

网、人造棉（丝）的首选，也是纺织、纤维、火药等行

业的原材料。艾草是制作印泥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原

料。杨树是工业生产胶合板、纤维板、刨花板、造纸、

火柴和家具等的重要原材料。

４．观赏
每种湿地植物都有其独特的形态，给人以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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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与植物间、植物与自然景观间科学合理的搭配

设计往往更能达到景观美学的要求。例如一望无际

的芦苇搭配曲折通幽的小径，与一望无际的天际线

形成独特的景观效果；睡莲和水烛互相搭配后形成

错落有致的比较；烟波浩渺的湖面、形态各异的挺水

植物，与岸边高大的乔木相映成趣，其映射出的远山

给人若隐若现的朦胧之美。

５．饲料
湿地植物往往也是动物的食物来源。例如菹

草、苔草、浮萍既可作鱼饵，又是家畜、家禽的优良饲

草，苔草同时也有牧草的功能。荨麻可做牛、羊、猪

等家畜越冬度春的补饲用草或粗饲料，作为饲料使

用的荨麻，既解决了冬春过渡季饲草的青黄不接，还

充分利用了其药理和药效，起到防病治病，增强弱乏

畜、病畜和产后母畜健康的目的。苜蓿粗蛋白含量

高，易消化，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含量丰富，是

各种畜禽喜爱的优质牧草。

６．净化环境
湿地中的大部分植物根系发达，具有较强的繁殖

能力，同时兼有一定的抗旱、抗水淹能力，在防风固

沙、调节土壤水分、改善土壤酸碱性等方面具有突出

作用，同时湿地中许多水生和湿生植物能够净化环境

中的污染物。例如，凤眼莲可有效去除不同程度富营

养化水体中的氮、磷物质，实验证明生长初期的凤眼

莲通过新陈代谢可主动吸收快速、高效的净化水体中

高浓度氮（ＴＤＮ），同时还能够快速去除水体和底泥中
的磷。［１０］浮萍则是另一种净化含汞、镉、砷的水生植

物，种植在被污染水体中的浮萍，与荆三棱、美人蕉、

香根草组成的植物带可有效降解水体中的ＮＨ３－Ｎ，
ＣＯＤ和 ＴＰ，去除效果分别为 ７８．７％，４４．１％和
７１．４％。［１１］杨、臭椿、榆则是工矿业和城市绿化的良
好树种，对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氯气、二氧

化氮、粉尘等污染物有较好的净化能力，同时作为行

道树防风降尘、消音减噪、美化环境起到重要的作用。

四、湿地植被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与保护对策

为更好地保护好黄河湿地及生物资源，２００４年
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郑州黄河湿地自然

保护区，保护区西起巩义市康店镇东至中牟县狼城

岗镇，跨越１５个乡镇，是郑州市目前最大的湿地自
然保护区。该保护区目前存在大规模围垦造田和滥

采滥挖、违规开发、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严重破坏

了湿地植物群落和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导致原有

的生态系统逐渐失衡，出现了湿地退化现象。

１．加快湿地保护区的建设
加快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是保护湿地和湿地

生态系统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依据《关于加

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和《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加

快湿地资源的抢救性保护，合理规划，实时调整和优

化珍稀濒危物种分布区等重点区域保护，提高湿地

自然保护区范围和区划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创新发

展模式，通过开发特色产业、开展生态旅游、实施生

态保护补偿等，吸引和吸纳当地居民参与到湿地的

保护和管理中，建立反哺机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妥

善处理好湿地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产

生活的关系，走出一条融合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可

持续利用、环境可持续改善的新路。

２．加强湿地的研究
相对于传统学科来说，湿地学是一门新兴学科，

其研究范围交叉了地理学、测绘学、生态学、环境学、

植物学、微生物学等诸学科，学科体系还在不断地探

索、构建和发展中，由于研究时空界限的模糊性和湿

地类型的复杂多样性，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湿地的

确切定义还处在探讨中，但这毫不妨碍对湿地的探

索，特别是对湿地的生态修复和生态保护前人已做

出了大量的探索性工作，也取得了许多突出的成果。

未来对湿地生态系统系统科学的研究为如何更加科

学合理的管理和保护湿地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为我

们研究和保护其他类似的自然生态系统提供有益的

思路和借鉴，因此，更多的科研项目应该向湿地研究

倾斜，包括湿地生态系统修复和保护的关键技术、湿

地生态监测、湿地的生态演化规律等，这些研究工作

将为未来的湿地管理和保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３．完善湿地保护法规
湿地与海洋、森林并称世界三大生态系统。然

而在我国，海洋和森林作为独立的环境要素立法保

护早已有之，唯独湿地保护立法的系统性、完整性不

足，就是在为数不多的涉及湿地保护的法律条文中

也仅是突出对水土、动植物、矿产、河道等资源的管

理和保护，对湿地的整体保护缺乏可操作性。因此，

一部全面且系统保护湿地的法律的制定显得十分紧

迫和必要。在湿地保护法下将所有湿地纳入保护范

围，确定各类湿地的生态功能，建立湿地分级管理体

系，明确湿地保护主体的责、权、利，划定湿地保护红

线，建立健全湿地生态修复机制和生态效益补偿机

制等。随着湿地保护的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湿

地管理和保护必将更加科学化和规范化。

４．建立专门的湿地保护机构
湿地是水生生态系统到陆地生态系统演变的重

要过渡带，这个独特的特征决定了湿地的管理往往

受到来自农业、林业、渔业、环保、河道和地方政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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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部门的多重领导，多部门交叉管理的后果往往

是部门职责不清、权限不明、管理效率下降，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湿地保护工作的开展。因此，需要进一

步理顺湿地保护工作的管理机制，明确湿地的主要

管理部门和责任主体。同时，该管理部门的职能包

含湿地内涉及的农、林、牧、渔、旅游、国土、环保等，

其监管职责和权利应该涵盖湿地保护区域内的所有

要素，包括水域、土地、动物、森林和污染物排放。为

加强不同区域湿地的保护，多种保护和管理措施应

协同实施，在维护好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持续

性这一首要目标基础上，开展生态旅游等多种形式

的活动合理开发利用湿地资源，实行谁污染谁治理、

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调动湿地保护的积极性。

５．加强湿地保护的宣传和教育
湿地保护和高效管理与公众参与是分不开的。

而调查显示６０％的在校大学生对湿地的概念还较
为抽象，对湿地的保护知识更是空白，因此，今后政

府、高校和社会应通过多种渠道不断加强公众尤其

是在校学生在湿地知识和保护技能方面的培训。同

时为吸引公众都能积极投身于保护湿地的行动中

来，还要不断扩大公众的参与渠道，应建立专门的网

络平台，通过信息技术将有关湿地的信息更快、更准

确的传达，使大众能第一时间了解到湿地保护的动

态和知识，并不断通过网络自媒体扩大公众之间的

宣传效果，引导公众树立积极的社会意识，激发他们

参加保护湿地的热情。鼓励发展湿地保护相关的公

益性非政府组织，维护其在湿地保护中的权益，提高

公众参与湿地保护的层次。同时不断提高公众的参

与意识，通过微博、微信、ＱＱ群等互联网新兴媒介，
以讲座、授课、演讲等方式宣传湿地保护的重要性，

增强公众在湿地保护方面的思想认识，使被动参与

逐渐转变为主动参与，从而实现更好的参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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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文化语境下的道德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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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中，“道德”一词至关重要，很多圣人自身就是社会道德楷模，在
“何为道德”这一命题上，孔子认为道德的核心是仁，老子以为德即道之显现，《左传》中则明确写道：

德是国家之基也。对于道德养成之路径，大致有重视“不言之教”，把抽象的道德理论实践化，从经

典文献中汲取营养以及从汉字中寻求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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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建设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

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教

社科〔２０１４〕３号）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

园［１］。中华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

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

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长河中，道德圣人灿若群

星，既有老子、孔子、孟子等思想楷模，也有周公、海

瑞、包拯等清官形象，他们的高尚情操和人格魅力足

以让我们学习和借鉴；古代先哲们留下了大量的经

典书籍和言论，是当下进行道德建设的重要思想源

泉。另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载体的汉字，音形藏

义、字形藏理（象形表意）的功能，蕴涵着巨大的道

德能量，足以警示着我们依道前行。

一、何为“道德”

《管子》：“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故德者，

得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

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２］子曰：“德之不修，学之

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３］《左

传》：“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３］

关于道德，《老子》在第三十八章中写道：“上德

不德，是以有德；下德有失德，是以无德。”上德的表

现是利他、为人，不索取，是有德的表现；下德之人追

求的是不失去，甚至不该得到的也想方设法得到，这

是无德。高亨先生认为：“老子所谓德，即道之本

性，亦可云德者道之用。”［４］当代道家著名研究学者

陈鼓应先生认为：“无形无迹的‘道’显现于物或作

用于物是为‘德’（‘道’为体，‘德’为用，两者是相

辅相成、不可分离的）。”［５］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

简史》中指出：“每个个别事物都从普遍的道获得一

些东西，这就是‘德’。‘德’意指 ｐｏｗｅｒ（力）或 ｖｉｒ
ｔｕｅ（德）……一物自然地是什么，就是它的德……道
是万物之所从生者，德是万物之所以是万物者。”［６］

从以上几位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老子所述之“德”

与“道”是相伴而行，德是道之用，道是德之体。德

是道的显现，道是德的本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道与德是一体两面，实为一物。所以王弼才说

“德由乎道也”，只有做到了道之“自然”“无为”，就

是有德。河上公在注释《老子》第二十五章“道法自

然”时，用了“道性自然”一词，也充分说明了自然与

道、德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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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则用“君子”“大丈夫”等词来形容道德高

尚之人。如“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居天

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

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作为君子要时时刻刻

严格要求自己，一刻也不能离开仁，“君子去仁，恶

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

于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儒家的“君子”之德最

重要的体现是“仁”“仁者爱人”“亲亲而仁民，仁民

而爱物”，从爱亲人开始，逐步推及到对大众的爱以

及对万事万物的爱，儒家的这种爱是一种差等之爱，

但确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

管理学中有一个规则：首先做“正确的事”，然

后才谈得上“正确地做事”。做正确的事，是指要确

立一个正确的目标和方向；正确地做事是指不管目

标和方向正确与否都尽心尽力严格按照程序把这个

事情做完。

怎样才能确立正确的目标、选择正确的方向、做

正确的事呢？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道德修养的问

题。

怎样才能有德？几节品德教育课就有德了吗？

德可以从书本学到吗？通过考试可以检验出一个人

是有德、无德还是缺德吗？检验一个人道德水平的

高低不是看这个人懂了多少关于道德的知识，而是

要把这些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小事做起，把

这种行为和习惯积累固定下来，才能形成道德，才会

有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集小

善为大善。

二、道德养成的基本路径

（一）身教重于言教，感化重于教化，即老子所

讲的“不言之教”

何谓“不言之教”？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三章

中写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

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

下希及之。”［７］老子的“不言之教”不是绝对地“不

言”，而是“希言”。老子在很多章节中都有关于

“言”的论述，如第二十三章中的“希言自然”，第七

十章的“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第二十七章的“善行

无辙迹，善言无瑕谪”，第十七章的“悠兮其贵言”，

第八十一章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等，虽然都

是表达老子反对 “多言”，如“多言数穷，不如守

中”，因为多言是多欲的表现，会带来“多为”“妄

为”，必然无缘于“无为之益”，但老子没有把“不言”

绝对化，只是告诫人们不能多说，正如现代社会所说

“言多必失”，多言必多“为”。“不（无）言之教”即

无言之教化，即身教。

子曰：“己身正，不令则行；己身不正，虽令不

从。”［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是指身教的正面影

响；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指身教的负面影响。如果

长辈、老师、上级都行道德之事，那么相对应的孩子、

学生、下级在潜移默化中自然就会效法或模仿；如果

长辈为老不尊，老师行为不端，上级说一套做一套，

孩子、学生和下级还会讲道德吗？美国作家珍妮·

艾里姆曾经说过：孩子的身上存在缺点并不可怕，可

怕的是作为孩子人生领路人的父母，缺乏正确的家

教观念。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风，必偃。”［３］

《大学》：“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

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

有薭矩之道也。”品德高尚的人总是实行以身作则，

推己及人的“薭矩之道”。

（二）把抽象的道德原则落实到具体的行为中，

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

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只有在行为中不断

地重复和强化，再经不断反省或反思，最后内化为一

种心中的道德律令，才能表现为外在的道德习惯。

如果真正成为了一种习惯，诸如诚实守信、助人

为乐、见义勇为、爱党爱国等等就不是一个思考以后

或权衡以后才决定的事情，而是一个出于本能非做

不可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个过程艰难、复杂、漫长甚

至还有反复，所以古人才提出要“修”（修行、修道、

修身、修德等，并在实践中坚持下来）。

一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当上了美国一所中学

的校长，每当新教师来校报到，他都会交给新教师一

封信，信上写着：“……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的

请求是：请你帮助学生成为具有人性的人。你们的

努力绝不应当被用于制造学识渊博的怪物、多才多

艺的变态狂、受过高等教育的屠夫。只有在能使我

们的孩子具有人性的情况下，读写算的能力才有其

价值。”

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学生成为一个具有人

性的人。教育不仅是要教会一个人知性，更重要的

是培养一个人的人性、德性，否则就是为社会培养了

一个危险物。正如罗斯福所说，培育一个人的知性

却没有培育他的德性，等于是给社会创造了一个威

胁性的存在。

司马光曾对德与才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

“夫聪察强毅（聪明、察觉、刚强、坚毅）之谓才，正直

中和（刚正不阿、忠恕谦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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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

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８］

明代洪应明《菜根谭》的论述最为形象：“德者

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无德，如家无主而奴用事

矣，几何不魍魉猖狂？”

培养学生的德行最重要的就是通过一些制度使

学生在一言一行中贯彻道德原则。要让学生牢固树

立“学校兴亡，我的责任”的观念，在生活和学习中，

主动承担责任，而不是把责任推出去。老师就是要

让学生养成擦黑板、扫教室、捡纸屑的习惯；养成尊

敬老师、尊敬家长、关爱同学的习惯；养成讲究卫生、

爱护公物、保护环境的习惯。

《老子》第六十三章：“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

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美

国太空３号快到月球时，它却不能登上去而无奈地
返回来，为什么？只是因为一节３０块钱的小电池坏
了，他们这个酝酿很久的航天计划被破坏了，几亿元

报废了！

《老子》第六十四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

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小事不仅

可以立身，还体现为爱国。在日本广岛举办亚运会，

６万人的会场，在运动会开完后场内居然没有一片
纸屑，全世界为之震惊。爱国是一种很高的道德情

感，是道德修养里面的最重要的一条，是有没有德的

一个重要标志。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国在哪里，找不

到国来爱，好像国很抽象，离自己很远。孝敬父母、

关爱家人、友爱同事，就是爱国；遵纪守法、克己奉

公、热心公益，就是爱国。爱国就体现在一件一件的

具体的小事当中。任何一个行为都可以与爱国联系

起来。在一个社会中，只有人人都从小善做起，不断

地加强道德修养，国家才有希望。

（三）从传统经典中汲取营养

对传统的宗教经典、道德经典的解读，可以增强

你的德行。尤其是历史上一些道德圣人的言论对今

天加强道德修养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从传统经典中汲取营养，就是要听圣人言，对于

不听圣人言的人，孔子警告道，只有小人才不知天

命，“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他在给卫灵公讲课的

时候说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仁”，《论语·颜渊篇》

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就是说要成为一个

有道德的人，首先要学会爱。儒家仁爱思想也贯穿

于他的政治、伦理、文化等诸多方面，尤其是在做人

的问题上，孔子认为仁爱是做人的根本。仁爱不是

遥不可及的道德要求，“人皆可以为尧舜”，而是一

种非常具体的行为方式。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

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

宽，信，敏，惠……’”但这种行为方式不是与生俱来

的，而是“克己复礼”的结果。“颜渊问仁。子曰：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爱作为一种行为方式，普

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成为人类社会永恒的法则

之一，就是要做到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共生共赢。

“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

谓仁之方也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孟子认为仁爱就要学会推己及人，“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正如《礼运·大同

篇》中所说“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只有

社会中的每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君子”“仁爱”之

要求，国家才能和谐、大同。

同样，《道德经》中有很多关于道德修养的言

论。

《老子》第七章写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

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

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无私与有私看似矛盾，实则统一。没有无私，也

就没有有私；反之亦然。一定条件下，无私也就是有

私，有私也就是无私，圣人以“不争”达到“争”，以

“无私”达到 “私”的目的即是此意。［９］因此，就要求

圣人修身养性，做到“无为”而治，不可与民争利，只

有“无私”最终才能“有私”。正如孟子在《梁惠王》

中所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你已经拥

有了整个国家，就不要再谈利益了，要讲仁义道德。

《老子》第九章写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

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

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老子》第四十四章写道：名与身孰亲？身与货

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老子把满足的标准定为是否知足，具有很强的

实践意义，因为只有知足才能满足。对于欲壑难填、

贪婪无度的人，“拥有”的再多也不叫满足或者不能

使其满足，心理上不满足必然带来行为上的“不知

止”，“辱”必近也，“祸”必至也。“知足”乃清静无

为之表现，亦是“不欲”“寡欲”之结果，“未有能寡欲

而不知足者，亦未有不寡欲而能知足者。只有常知

足，才能自律，只有自律，才会充满自信和幸福，才能

保持“浴不必江海，要之去诟；马不必骐骥，要之善

走”［１０］的正常需求，才不会做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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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夫君子之行，俭以养德，静以修身，非淡泊无

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１１］“欲不可去，求可

节”，“防欲（欲望膨胀）如挽逆水之舟，才竭力便下

流，力善如缘无枝之树，才住脚便下坠。是以君子之

心无时而不敬畏也。”［１２］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

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

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３］

（孔子说：“有钱有地位，这是人人都向往的，但如果

不是用“仁道”的方式得来，君子是不接受的；贫穷

低贱，这是人人都厌恶的，但如果不是用“仁道”的

方式摆脱，君子是不摆脱的。君子一旦离开了仁道，

还怎么成就好名声呢？所以，君子任何时候—一哪

怕是在吃完一顿饭的短暂时间里也不离开仁道，仓

促匆忙的时候是这样，颠沛流离的时候也是这样）。

“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可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

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３］

作为一名炎黄子孙，特别是作为一些具有特殊

行业的人，如教师、公务员等，在工作过程中，要不断

地反求诸己，正如曾子所说：“同游而不见爱者，吾

必不仁也；交而不见敬者，吾必不长也；临财而不见

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穷，怨

天者无识，失之己而反诸人，岂不亦迂哉？”“所恶于

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

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

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薭矩之道。”

（四）从汉字中寻找道德能量

汉字，被外国人称之为中国古代的高科技，包涵

有巨大的精神能量，有着极强的生命力。汉字能造

就一种独特的意境，这种意境用其他文字是很难翻

译的。另外，在文字的构造上也有道德的意涵。

道：上面的两点可以写成阴爻（断开的横线），

下面的一横是个阳爻，底下是身体身的上半部，加在

一起是个首字，也就是人的头部，金文直接把首字画

成一个人头，走字旁。“一阴一阳谓之道”。为什么

首的上面是一阴一阳？是因为当人的大脑处于阴阳

平衡状态时，才是人最有智慧的时刻，人的思考才是

积极地、正面的，也就是说才有正念。把这种正念表

达出来就叫正语，按照正念去行动就叫走正道。所

以我们看这个道，有思考、有行动、有表达（道也是

说的意思）。立正念、言正语、走正道，这难道不是

职业道德建设中的最基本的要求吗？

德：古人在造字的时候，就把这个德的内涵全部

地包容在其中。“德”，右边上面是个“十”，下面是

个“四”，再下面是个“一”，下面是个“心”，左边是

个双人旁“彳”，这个整体效果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在众人面前，自己的“言、听、视、动”，要一心一意地

体现十种善心（忠孝心、廉洁心、诚信心、敦化心、决

恒心、好善心、慈悲心、平等心、博爱心、勇猛心）。

（还有一种解释：很多双眼睛盯着你，看你是不是心

口如一、表里一致、一心一意。如果不是，你就是虚

伪、狡诈和不诚实，因而也就是无德或缺德）。

教：在古代，最大的缺德和无德莫过于不孝。这

个孝字就是德的代称，有德才能教你知识、教你本

领，无德或者德还没有建立起来，就没有资格学习文

化。因为有才无德———危险品。所以古代有不孝不

教的说法。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

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厂（
$

）：按照繁体字，尚，就是高尚，有道德；

文，是指有文化、懂技术。那么工厂企业就是聚集和

培养有道德懂技术人才的地方。松下创始人松下幸

之助深得中国文化之精髓，他曾说：松下是为社会培

养圣贤之人的地方，电器生产只是我们附带的业务。

试想，如果企业都是一帮圣贤之人，还会有假劣伪

冒、坑蒙拐骗吗？还会有“毒奶粉”“瘦肉精”“染色

馒头”“地沟油”吗？

三、结束语

温家宝同志曾痛心疾首地指出：“近年来相继

发生的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

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企业家的身

体里面应当流淌道德的血液。一个国家，如果没有

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

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在中华民

族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上，我们不仅要实现全面小康

的生活目标，同时要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承发

展下去，正如古印第安语所说：别走得太快，等一等

灵魂。

注释：

①注：文中《老子》原文除特别注明引用出处外，其余皆引自
王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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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原音韵》韵谱的性质

金有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１９
作者简介：金有景（１９３１—１９９９），男，浙江义乌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学、

汉语方言学、中医学研究。（本文由金有景先生的儿子商务印书馆的金欣欣编审授权发表）

摘　要：《中原音韵》是元代的一部关于元曲创作的著作，由韵谱和“正语作词起例”组成。《中
原音韵》对此后的戏曲创作有重要影响，对研究元代的汉语语音也有重要价值。关于《中原音韵》韵

谱的性质，学者们多认为是同音字表。经研究发现，《中原音韵》的韵谱只是广义上的押韵字典，不

是同音字表。如果我们把《中原音韵》的韵谱看成同音字表，那么就会给《中原音韵》音系研究带来

困扰。

关键词：周德清；《中原音韵》；韵谱；同音字表；押韵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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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音韵》是元代的一部关于元曲创作的著
作，由韵谱和“正语作词起例”组成。《中原音韵》对

此后的戏曲创作有重要影响，对研究元代的汉语语

音也有重要价值。

关于《中原音韵》韵谱的性质，学者们多认为属

于同音字表性质。本文拟对此做一些讨论。

一、《中原音韵》的韵谱不是同音字表

为了给诗文押韵提供一个规范，历史上曾有过

许多押韵字典，例如《切韵》《广韵》《集韵》等等。

人们习惯上称这种押韵字典为韵书。

押韵字典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狭义的押韵字典，比如《切韵》《广韵》《集韵》

等，这一类押韵字典在声调、韵母、声母的区分上非

常严格，必须是同声调、同韵母、同声母的字才放在

一个同音字组里，每个同音字组都注明反切和字数。

这种同音字组习惯上称作小韵。正因为上述诸韵书

区分每个字的声韵调如此严格，所以这种韵书实际

上都是一种严格的“同音字表”。

广义的押韵字典，比如周德清编辑的《中原音

韵》，它是为元曲押韵服务的，按说也是一种押韵字

典。不过，它与《切韵》《广韵》《集韵》一类押韵字

典有点区别。

《中原音韵》全书分为１９个韵部，每个韵部里
再分平声阴、平声阳、上声、去声以及“入声作平声”

“入声作上声”“入声作去声”等声调。在每个声调

里，再把所收录的单字按读音差异分成若干组，在字

组与字组之间用符号“”隔开。比如东钟韵平声

阴：

“东冬锺钟中忠衷终通踻松嵩冲充

舂忡鳲艟 罛种邕?雍空胓宗
%

靭……”

由于“”有“空”的意思，所以习惯上就把由

隔开的一组（字）称为一“空”，比如周德清在《中原

音韵》的“正语作词起例”第１１条指出：
“《音韵》内每空是一音，以易识字为头，止依头

一字呼吸，更不别立切脚。”［１］４５

由于周德清自己说“每空是一音”，所以研究《中

原音韵》的专家学者就把《中原音韵》的“空”理解为

“小韵”，即理解为“同音字组”。既然“空”等于“小

韵”，那么，《中原音韵》的韵谱，自然就跟《切韵》《广

韵》《集韵》一样，是一部“同音字表”了。例如：

１．杨耐思先生《中原音韵音系》
“中古音系的‘知（彻澄）、章（昌船书常）、庄

（初崇生俟）’三组字在《中原音韵》里已经合并。合

并的情形大部分是同一个小韵①里‘知’组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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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组字混，或‘知’组字和‘庄’组字混。例如：

江阳 ［平阴］章漳獐樟璋彰鮪章张知

江阳 ［平阴］庄妆装庄桩知……”［２］２０－２１

此外，这部书第七章［２］７６－１８６为单字音表。该章

的标题是“中原音韵同音字表”。

２．李新魁先生《〈中原音韵〉音系研究》
这部书第六章的标题是“《中原音韵》的音节结

构”。

第六章首段说：“前面几章我们已经把《中原音

韵》的性质及它所代表的音系以至声、韵、调的情况

讨论过了。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来具体探明它所

反映出来的音节结构。要把它所反映的语音系统比

较完整地展现出来，较好的方法是将它的语音系统

平面化起来，也就是把《中原音韵》一书所列出的

‘小韵’（代表各个声韵调相同、即读音完全相同的

具体的音节），按照我国宋元时代出现的表示韵书

反切系统的韵图的格式，列为单字音表，或者叫做音

节表。”［３］１２６

３．宁继福先生《中原音韵表稿》
这部书未用“小韵”之名，但称《中原音韵》的

“空”为“有调音节”：

“周氏的音②，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有调音节。

《中原音韵》有１４５０个有调音节。”［４］１６３

４．薛凤生先生《中原音韵音位系统》
这部书称《中原音韵》“每空是一音”的“空”为

“同音字组”。例如《前言》说：

“本书的基本假定是：《中原音韵》把大量的汉

字分成相互独立的同音字组，从而记录了当时汉语

音节间一切可能存在的语音对立……”［５］１

笔者认为，把《中原音韵》每个“空”当作“小

韵”，把《中原音韵》的韵谱当作“同音字表”，是不妥

当、不正确的。

事实上，周德清在《正语作词起例》第１１条提
到的“《音韵》内每空是一音”，其含义与《切韵》《广

韵》《集韵》一类韵书的“小韵”内诸字间都同音的含

义并不相同。《切韵》《广韵》《集韵》一类韵书，每

个“小韵”都标了反切，它所含诸字都是严格意义上

的“同音”字。《中原音韵》里的“空”其所含诸字间

大部分也是严格意义上的“同音”关系，但也有一部

分的“空”，其所含诸字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

音”关系（这一部分“空”占多大比例，有待进一步研

究）。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还需要从周德清编辑

《中原音韵》一书的时代背景谈起。

二、周德清编辑《中原音韵》的时代背景

在周德清所生活的时代，中古音系已全面瓦解，

音韵系统大为简化。声调方面出现了“平分二义、

入派三声”的新局面，韵母方面由５７个平上去（入）
系列（共含２０６韵）简化为１９个平上去系列。声母
方面，全浊声母作为音位已不复存在，但作为音位变

体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元曲作

家、演员再按《广韵》《集韵》的押韵系统来创作、演

唱元曲，就产生了极大的困难。深谙元曲韵律的周

德清，适时编辑了一部反映在中古音系瓦解后新形

成的近古音系的新韵书《中原音韵》。周德清心里

十分明白，编辑《中原音韵》的重点应放在正确体现

元代汉语新音系的框架（声调方面是“平分二义、入

派三声”，韵母方面是出现了１９韵的新系统，声母
方面全浊声母诸音位已不复存在）上头，至于新音

系的细节问题（同音字组）则不可能反映得那么全

面、细致、准确。事实上，即使周德清想要全面准确

地反映细节问题，客观上也有困难。

首先，周德清正处在汉语语音史上第三次大变

动的末期，许多语音还没有完全定型；旧音如全浊声

母还没有消失干净，入声虽然韵尾已发生大变化，但

入声作为一个调类还勉强保持着，如此等等。要在

“同音字组”（“空”）里全面、细致、准确地反映上述

变动中的过渡型语音，在技术上是有相当难度的。

其次，我们从今天有限的关于周德清生平的资

料来看，周德清编辑《中原音韵》，其条件是比较差

的。一是长期颠簸，生活不安定，不见得有资助经

费。他从事这么一部划时代的大作品的编纂，难度

的确是比较大的。古今许多专家都认为周德清编辑

《中原音韵》是归纳当时诸位元曲大家的作品韵脚

而成。笔者认为他不一定能全部读到当时元曲关、

郑、白、马等等大家的作品，更不用说全部摘录、归纳

关、郑、白、马等等大家作品中的韵脚。周德清首先

是根据自己对元代汉语语音体系的认识制订出《中

原音韵》音系大框架，当然这个大框架在相当程度

上是与关、郑、白、马等等大家的押韵情况相符合的。

但肯定也有一些元曲作家，主要是北方话以外地区

的作家以及各地的新作家，创作的元曲在押韵方面

不够规范，存在一些问题。再说有了这个大框架，周

德清还不可避免地要参考、抄录《广韵》《集韵》这类

韵书上的例字。从现在可以见到周德清连韵书的字

音都抄错③这一点来看，他那时并不具备良好的生

活条件和编纂环境。假如我们要求周德清进一步把

《中原音韵》的每个“空”内的字都搞成严格意义上

的同音字，恐怕是不切实际的。即使周德清想那么

做，客观上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何况周德清会认

为，从当时客观上对《中原音韵》一书的要求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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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音韵》已经基本上都做到了。唯一的一点欠

缺，有些“空”（同音字组）里诸字之间容许声韵母方

面有点小异，看来也无伤大雅。

以上所说某些“空”里声韵母存在小异也无伤

大雅，是从押韵功能的角度来说的。假如我们要通

过对《中原音韵》韵谱中每个“空”的分析来构拟元

代汉语的音系情况，那是另一回事了。现在就笔者

见到的研究《中原音韵》的著作，几乎毫无例外地全

都把《中原音韵》韵谱里的“空”当作“小韵”，从而

进一步把《中原音韵》的韵谱当作同音字表，这当然

不能不认为是一种认识上的偏差甚至错误。这种偏

差或错误已经对《中原音韵》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

三、把《中原音韵》的韵谱当作同音字表所带来

的问题

笔者认为，把《中原音韵》的韵谱当作同音字

表，至少会带来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把并不是真正同音的字当作了同音字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例如：

１．东钟韵，平声阳第８空
重钟合三澄虫东合三澄慵鳙钟合三禅／崇东合

三崇

在《中原音韵》时代，前四字与“崇”不同韵母：

前四字读－ｉｕη韵母，后一字读－ｕη韵母，这可以从
与《中原音韵》同时代但略早的《蒙古字韵》《古今韵

会举要》得到证明。可周德清硬是把“崇”字与前边

四字同放在一个空里。因为从元曲押韵角度出发，

这么处理是完全可以的。可是有的研究者则认为，

这或许是传刻有误，应该在“崇”字前头加个圈号

“”，以表明“崇”字是单独一空。

２．庚青韵，平声阴第一空
“京鸄庚赓更粳羹?惊荆经兢矜泾”

以上一共１５个字。这些字其实也不都是同音。
先来看看它们的历史来源。从等韵学角度看，这１５
个字分别来自梗摄、曾梗的二等、三等、四等：

Ａ．来自梗摄二等庚韵的：庚赓更粳羹，
来自梗摄二等耕韵的：?（耕）；

Ｂ．来自梗摄三等庚韵的：京鸄惊荆，
来自曾摄三等蒸韵的：兢矜；

Ｃ．来自梗摄四等青韵的：经泾。
按一般规律推断，在《中原音韵》时代，以上来

自二等庚、耕两韵的“庚赓更粳羹，?（耕）”等７
个字与来自三等庚韵和蒸韵、四等青韵的“京鸄惊

荆，兢矜，经泾”等８个字尚未合流，也就是说，这１５
个字还没有变成同音。即使在６００多年后的今天，

一般的北方话里这两组共１５个字也还读不同的音。
比如，前７个字中，北京话读音为：

“庚赓羹”都读ｇēｎｇ。
“更”有ｇēｎｇ、ｊīｎｇ两读：“自力更 ｇēｎｇ生”，“打

更ｊīｎｇ”。“五更”则有 ｗǔｇēｎｇ（文读）、ｗǔｊīｎｇ（白
读）两读。

只有“粳～米”一般读ｊīｎｇ，没有读ｇēｎｇ的。
我们不妨设想，６００多年后的今天的北方话尚

且如此，６００多年前的《中原音韵》里，“庚赓更粳
羹?（耕）”等７个字反而会读ｊīｎｇ吗？

这个问题，对比一下与周德清《中原音韵》同时

代的卓从之《中州乐府音韵类编》，就更清楚了。上

述这１５个字，卓书收了１３个，即少收了“鸄”“泾”
两字。在卓书里，这１３个字不是合成一“空”，而是
分成两“空”，即“庚更?（粳）赓羹?（耕）”为一

“空”，“惊京荆经兢矜”为一“空”。［１］１１６估计《中原

音韵》时代，“庚更?（粳）赓羹?（耕）”（二等）与

“惊京荆经兢矜”（三四等）的读音有些差别。这种

情况，一直到今天的广大北方话区域，也还大致保持

着，并没有大的变化。④根据当今北方话的实际读法

和卓从之《中州乐府音韵类编》的真实记录，可以有

把握地认为《中原音韵》里“庚赓更粳羹?”与“京

鸄惊荆兢矜经泾”的读音存在着差别，很可能前者

读［ｋｊｉ］，后者读［ｔｉ］。这种差别，笔者认为周
德清肯定是能分辨的，但是周德清并没有把这两组

字分开来，分列两“空”。这也是好解释的，因为周

德清认为他仅仅是在编供元曲押韵的押韵字典（广

义），不是在编“同音字表”。

（二）把其实是同音的字当作了非同音的字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例如：

１．支思韵，去声（共８空）
“是氏市柿侍士仕使示谥莳恃事施嗜豉试弑筮

视噬似兕赐姒巳汜祀嗣饲笥耜縵俟寺食思四肆泗

驷次刺?字渍?自恣鈙志至?二贰饵

翅厕”

这里第７、第８两空存在问题。按说，支思韵是
拼ｚｈ、ｃｈ、ｓｈ、ｒ、ｚ、ｃ、ｓ这７个声母，这里却出来８个
音节。原来，“翅”字读音古今不同。现代北方话

“翅”一般都读 ｃｈì，可在《广韵》里都读“施智切”即
ｓｈì。《中原音韵》处在《广韵》时代和现代的近乎半
中间，所以在《中原音韵》的时代估计“翅”字很可能

是ｓｈì、ｃｈì两读。由于支思韵第１空里“是氏市柿
……视噬”等２１个字读音比较单纯，都只有 ｓｈì一
读，而“翅”则有ｓｈì、ｃｈì两读（而且很可能新生读音
ｃｈì已变成主要读音），让“翅”与“是氏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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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个字放在一起，就有点不合适了。显然周德清为
此左右为难。但他最后还是把“翅”字单成一“空”

了事。从广义的“押韵字典”角度看，这么做并没有

什么不合适。还有一个“厕”字（《广韵》“初吏

切”），也许周德清开始没有收它（先不必考虑是什

么原因———当然也可能是漏收）；但最后还是决定

要收，但这时书版都已经刻出来了。那时木版雕

刻⑤，不像今天铅字排印，更不像电脑排字，改个字、

加个字那么方便。那时加个字，只要是无害大局，都

加在最末尾（校勘学上一般称这种字为“后加字”或

“增加字”）。这样，“厕”字就只能放在最后，即

“翅”字的后边。按说《中原音韵》时代的“翅”“厕”

都可以读ｃｈｉ，从这点看，它们也可以放在同一“空”
里。可是由于“翅”字还有传统的 ｓｈì一读，两字还
不是完全同音，周德清最终还是让“翅”“厕”各占一

空。这么一来，却令现代学者感到困惑。比如：

杨耐思先生《中原音韵音系》在其《中原音韵同

音字表》支思韵去声“翅／厕”下加了一个脚注：
“‘翅’‘厕’两小韵连出。‘翅’，《韵会》归‘审’

母，《蒙古字韵》对音∫，但《中原音韵》这地位已有
‘是’。现代北方话区域内‘翅’与‘厕’同音的常

见。《中原音韵》两小韵连出，或中间衍一。”［２］９１

在这个问题上，宁继福先生的《中原音韵表稿》

只是把 “厕”字放在了第３空“次刺?”里，未加任
何说明，使这个原来３个字的“空”成了４个字。［４］２９

在语音学里，“发音”与“读音”是不同的概念。

比如方言区人学普通话，甲乙二人都对普通话的卷

舌声母ｚｈ、ｃｈ、ｓｈ学不好。甲呢，对普通话哪些字读
ｚｈ、ｃｈ、ｓｈ，哪些字读ｚ、ｃ、ｓ，记得清清楚楚，从不会说
错。可是由于唇型不标准，卷舌动作有欠准确，他说

的 ｚｈ、ｃｈ、ｓｈ总带有方言的色彩。乙呢，普通话的
ｚｈ、ｃｈ、ｓｈ学得很像，可哪些字读ｚｈ、ｃｈ、ｓｈ，哪些字读
ｚ、ｃ、ｓ，总是记不住。这样，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评判
甲、乙两人的问题所在：甲学习 ｚｈ、ｃｈ、ｓｈ，读音上没
有问题，发音上有问题；乙学习 ｚｈ、ｃｈ、ｓｈ，发音上没
有问题，读音上有问题。普通话的《学话手册》（比

如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各地编辑出版的《某某（地名）人
学习普通话手册》）不仅要帮助方言区人克服“读

音”上的难点，还要帮助方言区人克服“发音”上的

难点。《普通话正音字典》只管“读音”上的问题，比

如告诉读者，“塑料”念 ｓùｌｉàｏ是对的，不应念
ｓｈｕòｌｉàｏ或ｓｕòｌｉàｏ；却不管“发音上的问题”，比如它
不必告诉读者，普通话卷舌声母应该怎么学才能学

得标准。

从“发音”“读音”的差别来看，“同音字表”重

视“发音”差别胜过“读音”差别，像《中原音韵》这

种押韵字典，则重视“读音”差别胜过“发音”差别。

在这一方面，《中原音韵》与“正音字典”的性质很相

近。其实，《中原音韵》的韵谱，就是专门为元曲押

韵编辑的一部“正音字典”，因为它实质上是指导元

曲作家如何正确地押韵的一种特殊性质的“正音字

典”。

２．莆豪韵，“入声作上声”第８空“郭廓”与第１９
空即最后一空“戳 ”

（前７空略）“郭廓朔?剥驳爵削
柞作

&

错
'

阁各壑説绰?谑戳 ”

以上第８空“郭廓”和第 １９空“戳 ”如果从

“同音字表”的标准来要求，都有问题。

（１）先说“郭廓”
今音“郭”音ｇｕō，“廓”音ｋｕò；《广韵》“郭”古博

切，“廓”苦郭切。今音与《广韵》“郭廓”两字都不

同音。那么，处在《广韵》时代与今音近乎半中间的

《中原音韵》怎么可能两字同音呢？其实，周德清肯

定知道这两个字不同音，那么他为什么把它们同列

一“空”呢？原来，在《中原音韵》时代，在入派三声

过程中产生出来一个怪韵母［ｕａｕ］（［ｕａｕ］是一种过
渡音，没有多久就消失了）。这个韵母在《蒙古字

韵》里共收４０余字，而在周德清《中原音韵》里一共
才３个字：

入声作平声：［γｕａｕ］镬
入声作上声：［ｋｕａｕ］郭
［ｋ‘ｕａｕ］廓
由于《中原音韵》的韵谱不是“同音字表”，而只

是一种广义的押韵字典；加上“郭”“廓”声母又很相

近，两字也就凑合地同列于一“空”之内了。６００多
年前的周德清到底不是职业的语音学家，而是一位

杰出的曲韵家和元曲作家。所以他在编《中原音

韵》韵谱时，更多地是从押韵正音的角度去看问题

和处理问题。由于曲韵家与音韵学家观察问题、分

析问题的角度、目的不同，所以会引起后人的一些困

惑。

（２）再说第１９空“戳 ”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先就“戳”的字形做一些辨

析工作。

《中原音韵》萧豪韵入声作上声的“戳”字，各本

均同。参张玉来先生等《中原音韵校本》［１］３３。但是

此字似当为“ ”。理由如下：

第一，“ ”见于《广韵》觉韵：“刺也”，敕角切。

“戳”字《广韵》《集韵》未收；《篇海类编》戈部：“枪

戳也”，侧角切。从周德清在编辑《中原音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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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必然会参考前代韵书的角度说，“ ”的可能性更

大。

第二，在《广韵》中，“侧角切”有“捉銽 馦蒟”

等５个字，《中原音韵》收入了“捉”字。《广韵》“敕
角切”有“?躶

(

踔 ”等５个字，就现在可以见到
的《中原音韵》各种版本看，《中原音韵》一个字都没

有收。如果此字确为“戳”字，那么按照《篇海类编》

的反切“侧角切”，把“戳”放在萧豪韵入声作上声第

２空“捉卓琢”内，使之与“捉”同音，似更妥当。如
果没有上文提到的增加字的原因，那么“戳”字不应

另为一“空”。

第三，“戳”与“ ”字形相近，如果是把“ ”讹

为“戳”，也是有可能的。

下文即以“ ”字代替“戳”字，讨论以下问题

⑥。
“ ”与“ ”今音、《广韵》都不同音。“ ”今音

ｃｈｕō（《中原音韵》归上声），《广韵》敕角切；“
（槊）”今音ｓｈｕò，《广韵》所角切。那么周德清为什
么硬要把这两个不同音的字放在一起呢？先看《广

韵》觉韵［６］４６４－４６５上的记录：

“朔：月一日。……所角切。十二。

敕：口?也。

嗽：上同。

?：矛属。《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谓

之?。

槊：上同。

蒴：蒴 。药也。

数：频数。

跘：《说文》曰：以竿击人。又舞者所

执。又苏?切。

：缄也。

：木名。

蝡：纤也。又臂长⑦貌。又相邀切。

： 。罘 。”

以上“所角切”的这１２个字当中，周德清收了
第１字“朔”和第４字“?”。大概后来又想起要增
加一个“ ”字，因版已刻成，不好动了，就加在最

末，即加在“ ”字后面（这种校勘学上的“增加字”，

《广韵》里就不少见）。由于《中原音韵》的韵谱只是

广义性质的押韵字典，“ ”“ ”声母差一点也就差

一点了。⑧

四、余论

综上所述，《中原音韵》的韵谱只是广义上的押

韵字典，不是同音字表。如果我们把《中原音韵》的

韵谱看成同音字表，那么就会给《中原音韵》音系研

究带来困扰。

此外，就《中原音韵》的分“空”问题来说，《中原

音韵》的确有不少像“戳 ”“庚……京”这样一

“空”非一“音”的例子。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该持

什么样的态度呢？现在有的《中原音韵》研究者主

张给它添加“”符号，以维持一“空”一“音”的原

则。笔者认为不必这么做，也不应该这么做。作为

汉语史和古音学研究者，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中

原音韵》这部广义的押韵字典所提供的元代语音信

息，构拟出《中原音韵》时代汉语通语的语音面貌。

具体地说，是要编出《中原音韵》时代汉语通语的同

音字表。我想，要编出这份同音字表，必须先看清

《中原音韵》的性质只是广义的押韵字典，不是同音

字表这一点。然后，再去把《中原音韵》韵谱里全部

一千四五百个“空”剖析清楚。如果发现问题，就把

问题的性质、原委讲清楚，但是却不必对相关内容加

以改动。

注释：

①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② 引者按：即“《音韵》内每空是一音”的“音”。
③ 限于篇幅，本文作者将另文讨论这一问题。
④ 这里所举的这种“庚更”（二等）与“惊经”（三四等）读音
不同的问题，不只存在于庚青韵平声阴第 １空（已如上
述）。另外，平声阴第１５空“轻卿 倾，坑譪铿”，平声

阳第１２空“形刑邢
"

硎，行桁衡珩”，上声第 １空“景儆
瞡？警境颈，鎛鲠绠梗耿哽”，去声第１空“敬径?经镜獍
竟兢劲，更”，第１８空“胫兴，杏幸癰行”等空里边也都是
存在的。限于篇幅，不再细说。

⑤ 宋代虽然已发明活字印刷术，但雕版印刷术并未被取代。
后者在元代仍然盛行。

⑥ 由于下文主要是讨论“ ”字，即使《中原音韵》的“戳”字

无误，也不影响这一讨论的结论。

⑦ “臂长”，泽存堂本作“长臂”，此从《新校互注宋本广韵》。

⑧ “戳 ”中的“ ”字到底是哪个字，还需要进一步分

析。上述《广韵》“所角切”的１２个字当中，第４字“?”与
第５字“槊”所指为一，都是指“古代兵器，杆儿比较长的
矛”（《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第１２２７页）。至于第１０字

“ ”，周德清收入的目的，一个可能就是针对“木名”，还

有一个可能是因为“槊”字的不同写法（就像把“
#

”字写

成“岭”字一样）。以下两部辞书可以参考：

（１）《集韵》入声觉韵：“ ：木名。一曰栅也。色角

切。”“槊”与“ ”同音。

（２）《汉语大字典》（第２版）：“ ：①木名。《玉篇·木

部》：‘ ，木名。’②栅栏。《广雅·释宫》：‘栅谓之 。’

③同‘?’。长矛。《篇海类编·花木类·木部》：‘ ，亦

同?。矛。’”（第３卷，第１３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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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可能是周德清一时疏忽，错把当时手写体中流

行的“?”之异体字“ ”（即“槊”字）给重复地收入字表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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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话语所具有的实践性和建构性本质功能，使其与国家形象的关系，不仅仅是“反映与被
反映”的静态片面关系，更是“建构与被建构”的动态辨证在线关系。对此，在考察分析大量国家外

宣语篇的基础上，总结出国家形象话语建构的主要手段，即词汇手段、句法手段、语篇手段以及积极

修辞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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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认知工具，

对广大普通受体而言，主要通过话语来获取作为认

知客体的国家行为体的相关信息，并建立起关于认

知客体国家行为体的表象，进而表象形成国家形象。

同时，通过话语建构的国家形象经过广大受体的认

知而又不断得到建构与再造，并反过来对认知客体

国家行为体的国家形象构筑发生反馈作用，促使其

不断进行话语调整与建构。可见，国家形象的形成

过程其实是一个话语过程。正如胡范铸、薛笙

（２０１０）所指出的，“任何国家行为都是需要用语言
加以叙述的，用语言加以表达，用语言加以理解

的”。［１］３６窦卫霖、杜海紫、苏 丹（２０１２）也指出，“国
家身份和形象是语篇的产物，通过语篇被构建和传

达”。［２］８３对此，在考察分析大量国家外宣语篇的基

础上，本文试对国家形象话语建构的具体话语手段

做一分析与归纳。

二、词汇手段与国家形象建构

（一）表国家形象范畴词语

所谓“表国家形象范畴词语”，指的是能直接展

现和彰显国家形象的词语。比如：

（１）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

而是人民勤劳、维护和平。（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２０１７０１１８）
（２）中国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人民崇

尚言必信、行必果。我们将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巴黎协定》，为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坚持不懈努力。（张高丽《推进落实

〈巴黎协定〉共建人类美好家园———在〈巴黎协定〉

高级别签署仪式开幕式上的讲话》，２０１６０４２２）
例（１）、例（２）中，通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这些“表国家形象范畴词

语”，鲜明而得体地凸显和展现了当前国际社会中

交际主体中国的形象定位。

（二）评价性词语

评价性词语作为使用主体对人或事物、事件进

行主观比较性反映，包含着使用主体对人或事物、事

件的立场、观点、态度、情感和评价等。根据语义的

褒贬和显隐，可分为正面评价性词语、负面评价性词

语和显性评价性词语、隐性评价性词语。

国际交往中，或显性或隐性正面评价性词语的

恰当使用，大大有助于展现、彰显、塑造和建构交际

主体国家积极正面的良好形象。根据我们对２００８
年中国国防白皮书《２００８年中国的国防》的统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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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发现，交际主体中国在显著凸显和建构国家形象

的国防白皮书中，通过显性正面评价性词语，如“认

真”“切实”“积极”和隐性正面评价性词语，如“履

行”“采取”“参与”“发展”“合作”“坚持”“开放”

“建设”“实现”“加强”“完善”“新”“反对”“防御

性”“致力于”等有机搭配使用，有力展现、塑造和建

构了一个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形象。

当然，在发生国际冲突、矛盾时，交际主体国家

一方也可通过负面评价性词语的使用，来对“他者”

国家的身份、地位、形象等进行否定性塑造与建构，

进而有助于自身合法、合理良好形象的打造与构筑。

在与菲律宾有关南海的争议中，作为交际主体的中

国，在显著凸显和展现使用主体国家的立场、观点、

态度等的声明中，通过负面显性评价性词语“违背”

“侵权”“挑衅”“急剧恶化”“破坏”“滥用”和负面隐

性评价性词语“单方面”“关闭”“导致”等有机搭配

使用，既对菲律宾在南海有关争议上的立场、身份和

行为进行了否定与解构，又有助于其为南海诸岛主

权的合法、合理“拥有者”、南海有关争议的和平“协

商者”这一良好形象的展现、打造与构筑。比如：

（３）菲律宾提起仲裁以来，单方面关闭了与中
国通过谈判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的大门，并违背双方

达成的关于管控分歧的共识，采取一系列侵权和挑

衅行动，导致中菲关系和南海局势的急剧恶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坚持通过双边谈判

解决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有关争议的声明》，

２０１６０６０８）
（三）表情态词语

国际交往中，表情态词语不仅传达了交际主体

国家对相关命题或提议的肯定（否定）程度，而且有

助于其良好国家形象的打造与构筑。比如：

（４）ａ．中国永远是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稳定的
坚定力量。（２００６年中国国防白皮书《２００６年中国
的国防》）

ｂ．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
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习近平在

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２０１４０３２８）
（５）我们应该紧紧围绕经济务实合作这条主

线，在贸易投资、货币金融、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

创新和产业合作等领域拓展利益汇聚点。（习近平

《深化金砖伙伴关系 开辟更加光明未来———在金砖

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大范围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１７０９０４）
例（４）中，通过“永远是”这种情态里最具肯定

意味的表达法和“绝不”这种情态里最具否定意味

的表达法，有力传达和展现了交际主体中国对相关

陈述内容的坚定信念与立场。因此，也大大有助于

一个坚定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维护者”国家

形象的展现、打造与构筑。例（５）中，作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代表的习近平主席，在外交公开场合，通过中

低量值道义型表情态词语“应该”等的使用，来传达

交际受体国家需承担的相关责任或义务的同时，也

给交际受体国家留下了一定的选择余地与空间，增

强了话语的可协商性。因而，有助于展现、塑造和建

构出一个深具民主、平等品性以及客观中立的国家

形象。

（四）人称代词

人称代词不仅仅是表指代的词，还具有表称谓

和定位、评价和同盟关系三位一体的立场建构功能。

因此，国际交往中，人称代词的恰当使用，也有助于

交际主体国家良好形象的展现、塑造与建构。比如：

（６）我们要继续以创新发展为第一动力，在“１
＋３＋６”务实合作新框架内，发挥优势，协同行动，
提升中拉务实合作的层次和水平。（习近平《同舟

共济、扬帆远航，共创中拉关系美好未来———在秘鲁

国会的演讲》，２０１６１１２１）
（７）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

要顺势而为，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

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同舟共

济、扬帆远航，共创中拉关系美好未来———在秘鲁国

会的演讲》，２０１６１１２１）
例（６）、例（７）中，通过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我

们”的使用，在有效塑造和建构起了中国与交际受

体国家之间的同一立场和“群内成员关系”的同时，

也有助于打造和构筑交际主体中国为新型国际关系

的“积极参与者”和“打造者”这一良好形象。

（五）数词

数词作为人类计量最基本、最有效的工具，作为

语言特殊而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仅用来表明

事物的数量，也具有本体建构功能，能够生产和建构

社会实在。艾喜荣指出，“中国的 ＧＤＰ总量在２０１０
年约为５．９万亿美元，大多数人对这个数字可能并
没有深入的理解。但是通过数字的序数功能，可以

看出中国的 ＧＤＰ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
第二大经济体”。［３］４６可见，国际交往中，数词的本体

建构功能也有助于交际主体国家良好国家形象的展

现、塑造与建构。比如：

（８）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６．９％，第三产
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５４．１％，新增城镇就业
７３５万人。（习近平《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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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十年”———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讲

话》，２０１７０９０３）
例（９）中，通过基数词“６．９％”“５４．１％”“７３５

万”等，对相关数字信息的凸显和描述，清晰而有力

地展示了交际主体中国经济的良好增速。因而，大

大有助于展现、塑造和建构一个冉冉升起的“新兴

经济大国”的良好形象。

三、句法手段与国家形象建构

不同语气的句子，发挥的言语功能不同，传递的

信念、态度、观点、地位等也不同。因而，也成为凸

显、展现、塑造和建构交际主体国家良好国家形象的

一种重要手段和方式。

（一）陈述句

用来提供信息、陈述事实或使用主体看法、表达

声明的陈述句，可使话语内容显得庄重、肯定，更具

有说服力。因而，国际交往中，陈述句的大量使用，

有助于展现、塑造和建构交际主体国家坚定、自信、

客观而权威的良好形象。比如：

（９）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个民族最
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

中来进行基因测序。有着５０００多年历史的中华文
明，始终崇尚和平。（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

的演讲，２０１４０３２８）
例（９）中，交际主体中国，通过陈述句的形式，

有力展现、塑造和建构了其崇尚和平、不尚暴力、坚

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良好形象。

（二）祈使句

祈使句作为一种控制性的言语行为，表示要求／
不要求、允许（命令）／不允许、告知／请求听话人做／
不做某事，体现了使用主体的权威与主控地位。因

此，国际交往中，祈使句的使用，有助于展现、彰显、

塑造和建构交际主体国家的权威性、号召力与坚定

自信等良好形象及其所处的权势身份地位。比如：

（１０）第一，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加强宏观
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

定。……第二，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创新发展方

式，挖掘增长动能。（习近平《构建创新、活力、联

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

峰会上的开幕辞》，２０１６０９０４）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习近平主席，在外

交公共场合，通过“让我们……”“我们要……”“我

们应该……”等祈使句的使用，在向交际受体国家

发出相应号召和要求的同时，也有助于凸显和展现

交际主体中国在对话中所处的主导和支配性地位，

展现、彰显、塑造和建构了交际主体中国作为最大发

展中国家的自信而又权威的良好形象及其所处的相

对权势身份地位。

（三）感叹句

表意丰富的感叹句，在国家形象的得体塑造和

建构过程中，主要是用来传达和展现交际主体国家

对实现美好未来的强烈肯定、憧憬与向往这一积极

形象。比如：

（１１）我相信，只要我们矢志笃行，中哈关系必
将插上梦想的翅膀，飞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

平《为中哈关系插上梦想的翅膀》，２０１７０６０７）
例（１１）这样的感叹句，充分传达和展现了交际

主体中国对实现美好未来的强烈憧憬、向往与肯定

这一积极形象。

四、语篇手段与国家形象建构

（一）语体

每一种语体都在建构着使用该语体主体的地

位、角色、立场、态度等。因此，在国家形象的话语建

构过程中，选用什么样的语体也至关重要。中国在

与菲律宾之间的南海有关争议中之所以频繁采用

“声明”的语体形式，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

关于 管 辖 权 和 可 受 理 性 问 题 裁 决 的 声 明》

（２０１５１０３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坚持通
过双边谈判解决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有关争议的声

明》（２０１６０６０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
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２０１６０７１２），就是
因为这种语体形式能强烈凸显使用主体国家的立

场、观点和态度等，彰显着使用主体国家对有关事项

或问题的不可辩驳的坚定立场和不可否定的强硬态

度，从而大大有助于塑造和建构使用主体中国为南

海诸岛主权的“合法”“拥有者”、南海有关争议的和

平“协商者”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维护者”这一良好

形象。

当然，除了声明这种语体形式，白皮书尤其是国

防白皮书、宣言、公报、外交演讲、条约等，也都是有

力展现、塑造和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语体形式。

（二）话语内容

国际交往中，在话语内容上注重对交际主体国

家积极信息的凸显与展示，也大大有助于打造与构

筑其良好形象。试比较：

（１２）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加快演变的历史性
进程之中。和平、发展、进步的阳光足以穿透战争、

贫穷、落后的阴霾。世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

潮流。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极大解放和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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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力，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

了需要认真对待的新威胁新挑战。（习近平《携手

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

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

话》，２０１５０９２８）
（１３）然而，在未来几十年内，增长迅速的发展

中国家将几乎成为全球碳排放量所有增长部分的来

源，这些国家也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其中一些

国家已经为发展和使用清洁能源迈出重要步伐。然

而，这些国家仍需承诺在国内采取严厉的措施，同意

坚持履行有关义务，如同发达国家也必须坚持履行

自己的义务一样。所有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必须采

取共同行动，否则我们就无法迎接这一挑战。我们

别无选择。（奥巴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首脑会

议上的讲话，２００９０９２２）
从话语内容上看，例（１２）中，强调指出“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

潮流”，处处传达和突出的是发展中国家面向国际

社会的主张与立场。因此，展现、塑造和建构出了一

个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呼吁者”和“维护者”这样的

国家形象。而例（１３）中，强调突出的则是敦促发展
中国家“也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承诺给予其相

应帮助，号召广大交际受体国家“必须共同努力”，

“必须抓住时机”，“必须采取共同行动”。因而，展

现、塑造和建构出了一个发达国家利益的“呼吁者”

和“维护者”这样的国家形象。

（三）话语礼貌

国际交往中，交际主体国家采用较为礼貌的话

语形式，无疑有助于其为“礼仪之邦”良好形象的打

造与构筑。比如：

（１４）尊敬的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尊敬的校长先
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好！这次，我应纳扎尔巴耶夫总统邀请，来

到伟大邻邦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有机会来到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同大家见面，感到十分高兴。

首先，我向友好的哈萨克斯坦人民，向纳扎尔巴

耶夫大学的老师们、同学们，向今天在座的各位朋

友，转达中国人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

平《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

夫大学的演讲》，２０１３０９０７）
例（１４）中，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习近平

主席，在外交公共场合，通过划下划线部分所示的礼

貌话语，不仅有助于展现、塑造和建构交际主体中国

与交际受体国家间友好、合作的身份关系，也有助于

展现、彰显、塑造和建构交际主体中国讲究礼仪、不

愧为“礼仪之邦”的良好形象。

五、积极修辞手段与国家形象建构

（一）隐喻

隐喻的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选择和搭配，不仅

能折射出使用主体的主观认知、信念、态度和情感，

也引领着受体的思维，重塑着受体的态度，帮助人们

建构社会实在。开启隐喻认知研究的莱考夫和约翰

逊曾指出，通过隐喻的形式，用一个概念来理解另一

个概念的某个方面时，会不可避免地使后者的其他

方面被掩藏起来。也即通过隐喻，可以把接受者的

注意力导向使用主体所建构隐喻强调和凸显的那个

方面。正如张巨岩、巩昕萺、宋婧（２０１０）所指出的，
“通过对文本和话语中隐喻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修辞者运用这些隐喻所营造的‘现实’”。［４］４２翁青青

（２０１３）通过语料库方法，统计分析得出，英国通过
旅途隐喻塑造和建构了气候谈判路上起表率作用的

“先行者”形象，而中国则通过植物隐喻和建筑隐喻

等，把自身塑造和建构成一个气候谈判的积极缔造

者和播种者形象。［５］可见，国际交往中，隐喻也可以

用来展现、彰显、塑造和建构交际主体国家良好的国

家形象。比如：

（１５）ａ．在世界经济充满挑战的大背景下，亚太
经济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和潜在的困难和风险。亚太

经济如何保持正确发展方向，如何找到新经济增长

点、巩固增长引擎地位，值得认真对待和深入思考。

ｂ．面对世界经济中的激流险滩，亚太这艘巨轮
必须校准航向、把好舵盘，亚太各经济体必须勇于担

当、同舟共济，努力推动全球增长。

ｃ．亚太在这方面要走在世界前面，努力创新发
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路径。

ｄ．任何蓝图都不会自动变为现实，实现上述目
标，需要亚太各成员携手并肩、共同努力。

例（１５）中，交际主体中国，通过“困难”“风险”
“方向”“激流险滩”“这艘巨轮”“校准航向”“把好

舵盘”“走”“前面”“路径”等词语构建了“亚太经济

发展是一次漫长艰难的海上旅行”这一隐喻，并着

重指出了这一“旅行”的“方向”和“道路”。在此隐

喻基础上，通过“同舟共济”“携手并肩”等词语，又

形象构建了“亚太各经济体是这趟海上旅行的同舟

共济者”这一隐喻。通过这两个隐喻，一方面，传达

和展现了交际主体中国对亚太经济发展之路的艰苦

性、长期性的看法和立场，唤起广大交际受体国家的

忧患意识、紧迫感和“选准道路、携手并进”的认同

感；另一方面，也有力展现、打造和构筑了亚太各经

济体实为“同舟共济者”，只有相互协作、共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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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因此，这两个隐喻有助于间

接凸显和建构交际主体中国为亚太经济发展之旅途

上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会肩负

起自身应承担的行囊重量，做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

大国。

（二）引用

国际交往中，通过引用较为权威文件、国家代表

性人物或官方报刊、官方教科书等中的话语，指出或

附录上相关具体文件等，也有助于展现、彰显、塑造

和建构交际主体国家在相关事件上的积极正面形

象。比如：

（１６）１９５６年６月１５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
部副部长雍文谦接见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李

志民，郑重表示：“根据越南方面的资料，从历史上

看，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应当属于中国领土。”越南

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黎禄进一步具体介绍了越南方

面的材料，指出：“从历史上看，西沙群岛和南沙群

岛早在宋朝时就已经属于中国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之《“９８１”钻井平台作业：越南的
挑衅和中国的立场》，２０１４０６０８）

例（１６）中，交际主体中国，通过直接引用对方
国家代表性人物、教科书中的相关陈说以及附录上

相关文件等，如划下划线部分所示，有力彰显、塑造

和建构了其为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合法性、合理

性“拥有者”形象。

六、结语

以福柯、福勒、费尔克劳夫、梵·迪克等为代表

的“语言建构论”认为，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语言，

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与社会之间存在着辨证

的相互建构的关系。“一方面，话语是社会的产物，

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另一方面，话语又在建构社会

实在、社会意义和社会关系，参与社会变革。话语不

仅表现世界，而且说明世界、组织世界和建构世

界。”［６］７９－８０话语所具有的这种实践性和建构性本质

功能，使其与国家形象的关系，与其说是“反映与被

反映”的静态片面关系，不如确切地说是“建构与被

建构”的动态辨证关系。国际交往中，良好的国家

形象，主要是交际主体国家在与交际受体国家互动

的基础上，通过词汇（主要包括表国家形象范畴词

语、评价性词语、表情态词语、人称代词、数词等）、

句法（主要包括陈述句、祈使句、感叹句等）、语篇

（主要包括语体、话语内容、话语礼貌等）及积极修

辞手法（主要包括隐喻、引用等）等各层面话语手段

的战略性选用，动态凸显、展现、塑造与建构的产物。

参考文献：

［１］胡范铸，薛笙．作为修辞问题的国家形象传播［Ｊ］．华东
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６）：３５－４０．

［２］窦卫霖，杜海紫，苏 丹．中美政府国防白皮书与国家身份
的构建［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
（３）：８３－９４．

［３］艾喜荣．试论数字在国家身份建构中的作用［Ｊ］．长春师
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５）：４４－４７．

［４］张巨岩，巩昕萺，宋婧．公共外交与修辞中的隐喻：美国
“９１１”后公共外交修辞中的系列隐喻［Ｊ］．国际新闻界，
２０１０（８）：４２－４９．

［５］翁青青．气候外交话语中的隐喻和身份构建———以英
国、加拿大、中国在历次气候大会上的发言为例［Ｊ］．当
代亚太，２０１３（５）：１３９－１５６．

［６］闫亚平．国家身份之话语建构策略［Ｊ］．北京化工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４）：７９－８３．

（责任编辑　谢春红）

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ａｇｅ
ＤＡＮＧＬａｎｌ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Ｅｌｅ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４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ｎｏｔｏｎｌｙａｓｔａ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ａｎｄｂｅｉｎｇ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ｂｕｔａｌｓｏ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ｏｎｌｉｎ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ａｎｄｂｅ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ｌａｒｇｅｎｕｍ
ｂｅｒ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ｔｅｘｔｓ，ｗｅｐｏｉｎｔｏｕｔ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ｔｈａｔ
ｉｓｔｈｅｌｅｘ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ｔｅｘｔｕ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ｍｅｔｈｏｄ

·３０１·



第３５卷　第５期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５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Ｏｃｔ．２０１８　

听力理解中的元认知策略培训

傅　由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１０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０８ＸＮＢ０５３）
作者简介：傅由（１９６８—），女，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员，曾受国家汉办委派于芬兰赫尔

辛基大学孔子学院等国任教，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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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对学生进行汉语听力元认知策略培训有利于学习成绩提高，所设计的元认知策略培训方法实用、

有效。

关键词：元认知；听力理解；策略培训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５．０２０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５－０１０４－０５

一、引言

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听力课是一门压力

很大的课，学习者常常不能很快理解听到的内容。

听不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第二语言教师有责

任帮助学生尽快找出听不懂的原因，从而有的放矢

地帮助学生提高听力理解水平。然而，“听”从本质

上来说是一个看不见的认知操作过程，发生在人的

大脑中，并不产出可以观察的成果［１］。因此，老师

通常只能凭经验推测学生听不懂的原因，并指导学

生理解。

元认知（ｍｅｔａｃｏｎｇｎｉｔｉｏｎ）理论的提出，改变了这
种以老师为主体、从外部推动学生践行认知过程的

学习模式。通过元认知策略培训，让学生结合自身

元认知知识，自主实践计划、监控、评价等一系列元

认知策略，可以更好地实现认知目的。

笔者通过要求学生填写元认知策略指导表、听

力理解障碍清单，并指导学生进行反思性讨论等方

法，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汉语言专业留学生进行

了听力元认知策略训练。实践证明，随着经验的积

累，学生的元认知策略有所提高，对自己的听力理解

障碍和原因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学习由被动变主

动，听力成绩有明显提高。

二、理论框架及相关研究

美国心理学家 Ｆｌａｖｅｌｌ（１９７６）首次提出元认知
概念，将其定义为“个人关于自己的认知过程及结

果或其他相关事情的认知”。［２］它是关于认知的认

知，可以用来监控认知过程，确保认知目标的实现。

人们利用元认知策略管理自己的学习过程，计划、监

督、评价认知活动，再根据评价结果进行调整，继续

新的计划、监控及评价过程，从而实现认知目标。

国外关于第二语言听力元认知策略的许多研究

表明，元认知策略可以促进语言学习，提高听力水

平。Ｗｅｎｄｅｎ（１９９８）和Ｇｏｈ（２００６）建议，第二语言
教师组织学生讨论听力理解的过程，帮助他们建立

自我反思和自我指导型的学习，自己评估并调节学

习［３］。Ｖａｎｄｅｒｇｒｉｆｔ（１９９９）提倡利用听力理解表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帮助学生有意识地关注听力的过程以及
使用的关键策略，调整并运用正确的策略，能够提升

听力成绩［４］。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Ｖａｎｄｅｒｇｒｉｆｔ和
Ｇｏｈ等（２００６）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听力元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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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问卷（ＭＡＬＱ），既可以帮助学生自我评价当前
的元认知水平，记录自己的策略使用和听力意识的

变化发展状况，逐渐培养成功的听力意识，又可以

作为教师诊断和增强学生元认知意识的工具，评价

学习者使用听力策略意识的变化。

在对外汉语教学界，关于听力认知策略的研究

不少，而专门针对元认知策略的研究有限。张本楠

（２００８）认为：“一个人听力水平的高低与他使用听
力策略的能力相关。听力策略教学即通过各种不同

的训练，使学习者有意识地使用各种有效的听力策

略，提高听的能力。”［５］１３０他同时提出，策略教学的基

本方法是：提供有效使用策略的良好环境；向学生提

供应当使用何种策略的建议；鼓励学生思考和使用

有效的策略［５］１５２。

在元认知策略研究方面，狄蓉考察了初中级留

学生汉语听力理解中的元认知策略的使用状况，指

出计划、监控和评估策略与汉语听力成绩呈正相关，

监控策略是与听力成绩最相关的策略［６］。白琼烨

（２００７）发现中高水平组学生比初级水平组学生更
多地运用元认知策略［７］。陈东芳、孔雪晴（２０１２）发
现中亚留学生在汉语听力中监控策略使用率最高，

计划策略使用率最低，在使用元认知策略上没有性

别差异［８］。

上述研究多基于问卷调查，本文试图通过策略

培训、填写策略清单、反思和座谈等多种方法，考察

元认知策略是否可教、是否有效。以期通过培训，学

生掌握元认知策略，了解自己听力的过程和使用的

对策，有的放矢地改进策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元认知策略培训

笔者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本科班留学生进行

了为期８周的听力元认知策略培训。学生随机分为
一班和二班，开设课程和教材一致。两班ＨＳＫ平均
成绩为４级，实验前两班平时测验成绩和期中考试
成绩基本相当（平均分别为７９和７８．２分）。将一
班２０人设为实验组，在课堂上进行元认知策略培
训；二班１８人设为对照组，继续延用普通方法教学。
每周４课时，共计３２课时。使用教材为《发展汉语
中级听力Ｉ》，学习１４篇课文。

元认知训练需要每次５—１０分钟时间，对照组
比实验组多出来的时间用于多听一遍录音，或者边

听边讲解，然后展示文本。最终学生也能理解所听

的内容，并准确完成课堂练习。

学期结束后比较两班教学效果，比较方法包括

比较考试成绩、对学生进行访谈等，同时对比较结果

进行ｔ检验。
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三种方法，分别从三个角

度培训学生的元认知策略。第一是从普遍性入手，

为每个学生提供一份启发元认知意识的自查表，目

的是希望学生对自己的听力活动积极地进行计划、

监控和评价。第二是从针对性入手，要求学生填写

各自的听力理解障碍清单，追溯自己听力过程中产

生问题的原因，最终选择恰当的听力策略。第三是

引导和交流，通过老师在听力课中对元认知策略的

有意使用及组织讨论，引导学生自觉使用元认知策

略，提高元认知能力。

（一）元认知策略指导

在第二语言听力过程中，学习者不会像听母语

那样，不使用任何策略也能自动化地完成理解。由

于有各种影响理解的障碍，他们必然会自觉或不自

觉地使用各种帮助理解的策略，其中有预测、推理等

认知策略，也可能有监控、评估等元认知策略。这些

策略的使用，可能是基于他们的学习经验自己摸索

出来的，也可能是听力老师引导使用的。在本研究

中，我们尝试明确、有系统地传授给学生元认知策

略，引导他们使用，而不是等他们自己摸索。

我们首先要求学生填写下面的元认知策略指导

表。目的是使学生能够了解计划、监控、评价这三个

元认知策略，当学生熟悉并掌握了这些元认知策略，

就会在不断强化之下变成自发的行为。

本研究中的元认知策略指导表是根据Ｖａｎｄｅｒｇ
ｒｉｆｔ［９］和 Ｇｏｈ等（２００６）提出的在听力中启发元认知
意识的问卷，结合汉语听力教学的特点而设计的。

该表分听前、听时和听后三部分，分别应对了元认知

策略的计划、监控和评价三元素。该表可以引导学

生建立元认知意识，帮助学生在听前、听中和听后了

解、掌握和运用元认知策略，促使学生不断思考自己

的听力过程。这个表格需要反复使用，每次上课都

要求学生认真填写。为了避免流于形式，还增加了

提问环节，让学生填写完以后，回答表上的问题，以

强化学生的策略使用意识，使之习惯成自然，在每次

听力活动中常常提醒自己运用计划、监控和评价的

元认知策略。

元认知策略指导表在使用时，分两次填写。听

前做第一部分，听后做第二、三部分。在实验之初，

对学生解释问卷每一项内容的要求和目的，学生理

解并熟练以后，可以缩短填写的时间。

我们要求学生每次上课都填写上表，之后与学

生讨论，对他们的选项提出进一步的问题，使学生反

思这样选择的深层原因。我们在注意力和使用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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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方面得出了以下结果：经过多次的提示和训练，

学生在听前的注意程度由无意识变得有意识，会逐

渐关注自己的注意程度，提示自己在听时使用适当

的策略。在听的过程中，知道什么情况下容易分神，

什么时候注意力最集中。

表１　元认知策略指导表

听前

序号 内容
结果

（是／不是）

１ 已集中注意力来完成任务

２ 已经尽力去验证了自己的预测

３ 已及时修正了自己预测中的差错

４ 已经做到了只注意听该听的内容

５ 听时运用了背景、声音、语调等线索猜测不懂的词、句

６ 听时做到了通过听关键词、句来抓听力材料的主旨

７
听时做到了运用自己对该话题有关的知识来理解听力

材料的主旨

　　听时

序号 内容
结果

（是／不是）

１ 已明白了听音的目的

２ 已懂得了在听音时该注意听什么

３ 已了解了有关听音材料的知识和信息

４ 已对即将听到的材料根据有关的知识和线索进行了

预测（如听前已根据题目和选项，预测将听到什么

并准备有针对性的听音等）

５ 已准备好集中精力听该听的内容

　　听后

序号 内容 结果

１ 听第一遍时，我听懂了％，不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

２ 听第二遍时，我听懂了％，不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

３ 听懂的内容比第一次多，因为

４ 我的收获是（内容、词汇、语法、听力策略等）

５ 遗憾的是

６ 对听力材料的评价（是否有趣、难度如何、词汇量是

否合适等）

７ 对自己的评价（课前是否预习生词、上课是否专注、

情绪如何等）

８ 我对下次课的希望

　　注意程度从高到低依次递减的顺序是：１．刚开
始上课时；２．刚开始听录音，很想听懂内容；３．老师
讲的内容自己不太懂的时候；４．带着问题听录音的
时候；５．老师讲解听力策略的时候；６．讲解答案的时
候。

注意力不能集中的原因由大到小分别是：内容

太难，所以注意不集中（４３％）；文章太长，到后来不
能集中（３７％）；听录音后，觉得疲倦，不能集中
（２４％）；听完之后，如果自己对内容都理解了，注意
力就不再集中（２０％）。

我们把表１的分析结果反馈给学生，以便他们

了解自己听力的过程，正视自己的问题，想办法提醒

自己在适当的时候保持注意力。同时，在讲课的过

程中，预测学生注意力不集中的状况，及时切换学习

内容，重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除了引导学生反思自己的注意程度，我们还要

求他们对自己的听力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价，包括听

懂了多少、原因是什么、有哪些收获、对下次听力课

的预期等。经过几次填写表格之后，学生反应因为

要写出自己的收获，他们比以前更加关注使用了哪

些听力策略，学到了哪些语言形式，提升了成就感。

但对听不懂的具体原因缺乏清楚的认识，只能大概

估计，于是我们根据 Ｇｏｈ（２０００）提出的学习者听力
难点［１０］，设计了一份针对留学生汉语听力理解的障

碍清单。

表２　听力理解障碍清单

序号 障碍内容 结论

１ 记不住，很快忘掉听到的内容 （）

２ 生词多，不理解词义 （）

３ 不能认出已知词汇 （）

４ 理解词汇，但不明白句子的意思 （）

５ 考虑意义时丢失下文 （）

６ 不理解句子结构 （）

７ 分辨不出相近的语音 （）

８ 语速太快 （）

９ 边听边看，时间不够 （）

１０ 内容听懂了，可问题太快，没听懂 （）

１１ 不熟悉材料所谈的内容 （）

１２ 对所听的内容不感兴趣 （）

１３ 无法集中注意力 （）

１４ 其他 （）

　　这个清单可以看作是表一中“听后自我评估”
的细节表。具体做法是，在完成听力任务之后，给学

生展示听力文本，让他们比较自己听到的和实际内

容是否相符，如果发现有理解错误，则进一步分析阻

碍理解的具体原因。要求学生先填表，再口头报告。

听力理解障碍清单条目基本涵盖了能引起听力障碍

的各种因素，目的在于指导学生了解自己的听力过

程和理解障碍，并反思他们使用的听力策略。

由于学生是在刚完成听力任务时进行这个反思

训练的，对思维过程还记忆犹新，可以基本客观地描

述自己的问题和使用策略。这个清单填写起来比较

费时间，在开始时，我们只要求学生针对一个听不懂

或者误解的问题进行分析，待使用熟练之后，可以分

析更多的问题。

在表２列举的听力障碍中，学生选择的影响理
解的主要障碍有５个，我们跟学生一起分析以上障
碍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对策，以便他们能够接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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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水平有待提高的事实，不要因此而沮丧和焦虑。

另一方面，运用恰当的策略跨越障碍。我们把与学

生分析讨论的结果总结为表３。

表３　听力理解障碍及原因分析

主要理解障碍 原因分析 教学建议 学习策略建议

１．记不住，很快忘

掉 听 到 的 内 容

（２２％）

来不及把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没

有时间对短期记忆进行分析和去粗取

精，保留有价值的信息。

在听前提出针对课文内容的问题，要求

学生带着问题听，这样有助于记住听到

的内容。

认识到这是第二语言学习者普遍的

问题，在达到自动化地处理听到的内

容以前，建议用记住关键词和联想的

方法尽量记住已经理解的内容。

２．理解词汇，但不

明白句子的意思

（１７％）

对句法不熟悉，缺乏相关的背景知识，

或者过于关注词汇的意思，而忽视或没

有时间考虑整个句子的意思。

对语言结构进行一定的讲解和举例。

激活学生的背景知识。提示学生不必

过于关注词汇，理解句子、语段、语篇的

意思才是最重要的。

尽量熟悉汉语的句法结构，利用标

题、问题等展开联想、预测，并在听的

过程中调整自己的预测。

３．不能认出已知词

汇（１６％）

没有把词语的音和形联系起来，对词语

的“认识”仅限于书面层次，没有达到

自动化的程度。自己的发音可能不准，

听音时不能对号入座。

留意学生的发音，在一时难以彻底纠正

发音的情况下，增加听音、辨音的练习。

大声朗读新学的词汇，自己听到自己

的发音，也可以起到在大脑中强化音

义结合的作用。

４．考虑意义时丢失

下文（１３％）

没有足够的时间理解听到的内容，在努

力理解的同时，下面的信息接踵而至，

以致没有精力理解，造成充耳不闻，恶

性循环。

提醒学生遭遇障碍时不要纠结于某个

词语或句子的理解，听不懂时，把注意

力转到下面的内容。

留意实词和重复的词语，尝试抓住关

键词，提醒自己放弃不理解的内容。

５．语速太快（１０％）
初学者在收听第二语言时，常常会感到

语速过快。

不宜因此放慢速度，可以用同样的速度

多放几遍录音，教师也可以示范朗读课

文的内容，让学生观察教师的口型。

认识到这是初学者普遍的听力问题，

接纳自己汉语水平有待提高的现实，

给自己一段时间，适应一般中国人的

讲话语速。

　　（二）示范引导和讨论交流
灌输的知识不易被真正掌握，身体力行的示范

容易被理解和接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自觉运

用元认知策略，并让学生体会到这样做的意义，从而

促使学生自己去实践。

首先，老师要有预评估的能力，能预见学生的理

解障碍，一步一步引导学生思考听力理解的过程。

比如课文中有一个句子“很快，等待修表的士兵们

便在钟表店门前排起了长龙”。“长龙”是学生没有

学过的词语，练习中要求学生填空。老师可以用一

连串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括号里的词的发音是什

么？你认为是哪两个字？为什么这么想？这个词有

什么意思？

其次，给学生示范如何监控自己的听力过程。

建议运用有助于学生关注自己听力过程的练习形

式，比如完型填空。在听录音以前，以完型填空的形

式给学生提供部分信息，空白处是关键词或者重要

数字，甚至一个句子。空白部分让学生先行思考，或

者小组讨论。这样在收听时，可以集中注意力，预测

他们将要听到的词句。另一种方法是在听以前告诉

学生，他们将要听到一组数字，比如８万件、３００多
种、２０％等，要求他们听一遍后说出这些数字代表了
什么。这样训练有助于学生掌握预测、计划的元认

知策略，同时可以降低理解的难度。

再次，完成听力任务之后的评价，同样是元认知

策略的重要内容。在任务完成后，老师可以组织学

生讨论他们所使用策略的适切性和影响理解的因

素。同时，要求他们分享自己用的听力策略和他们

的看法。比如，是什么帮助了你理解？听关键词是

否有帮助？哪些暗示帮助了你，是怎么帮的？如果

你不是每个词都听懂，是怎么理解这段内容的？第

二遍听录音是如何帮助你的？对于这个任务，你最

喜欢什么部分？你认为下次需要改进的是什么？

四、结论与建议

结束实验研究之后，我们对两个班进行了基于

内容的测试。包括４０％课上学过的内容和６０％课
外内容（听力相对其他课型而言，在考试上具有特

殊性，不能完全考察已经学过的内容，也不能全部考

察新的听力材料。故分为课内和课外两部分。）考

试形式包括听句子选择正确答案、听对话和短文判

断正误、选择正确答案、简单回答问题、填表等。主

要考察学生对对话和短文的主旨及细节的理解能

力、猜词能力、推测能力等。结果，实验组平均成绩

为８０．６５，对照组平均成绩为７７．１９，实验组比对照
组平均高３．４６分。经ＳＳＰＳ１３．０版统计分析件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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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两组数据进行 ｔ检验，结果支持两组数据存在显
著差异的结论。

为进一步验证教学效果，我们与实验组学生进

行了座谈，大部分同学认可这种元认知策略的培训

方式，并认为自己会不断实践这一策略。由于老师

对他们每次听力课所填写的表二进行了分析整理，

虽然数据还很有限，但也能够指出学生听力理解的

部分障碍，学生对此感到惊喜；同时认为，如果没有

这样“掘地三尺”的反思和评估自己的听力理解障

碍，也就是使用元认知策略，他们不会这么清晰地了

解自己的听力困难，也难以判断使用的策略正确与

否，也就不会有高效率的学习。

根据此次研究结论，我们建议开设专门的学习

策略讲座。在现行的课程设置中，只有听说读写等

语言技能课，并没有语言学习策略的课程。实际上，

很多经验丰富的老师在课堂上也会传授一些策略，

但基本上是随意的、点拨式的，缺乏系统性。我们认

为，开设学习策略的讲座，对学生进行策略培训，并

在课堂活动的设计和实践中践行和示范，可以有效

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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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
保障。特殊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其他教育体系不可替代的作

用。而特殊教育的实施，对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事业、合理就业、收入分配、社

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管理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特殊教育；教育体系；中国特色；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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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将特殊教育作为八大教育任务之一提出，指出

要“关心和支持特殊教育”，并要求“完善特殊教育

体系”，要“健全特殊教育保障机制”。《国家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用一个专节，强

调加强特殊教育的重要意义。充分说明了党和国家

对特殊教育政策的延续性，更彰显了党与国家对特

殊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可以说，特殊

教育事业已经纳入了党和国家的发展大局。党和国

家之所以如此重视特殊教育事业，是因为特殊教育

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说明我

国特殊教育既是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社会建设的主要推动力，可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提供积极、有效的支持作用。

一、特殊教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关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特殊教育事业发展

提供强大的政治保障

加强特殊教育事业，促进残疾人健康发展，充分

实现“平等·参与·共享”的目标，是现代文明社会

残疾人观的核心价值，也是促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特殊

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殊教

育是指使用一般的或经过特别设计的课程、教材、教

法和教学组织形式及教学设备，对有特殊需要的人

群进行的旨在达到一般和特殊培养目标的教育。因

特殊人群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特殊教育也随之有广

义与狭义之分。对狭义特殊人群进行的教育就是狭

义的特殊教育，亦称“残障教育”“缺陷教育”“治疗

教育”，指对有生理或心理发展有缺陷人群的教育。

这里所提到的特殊教育主要是指针对大众理解意义

上的狭义特殊教育，即对生理或心理发展有缺陷儿

童进行的教育，他们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１］。特殊

教育的发展对我国８５００万残疾人达到心理健康、适
应社会、方便就业、政治坚定基本人文要求，进而促

进他们发展、参与、创造、奉献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这些价值目标的实现是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强

大政治后盾的。

（二）特殊教育事业发展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必然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就是从我国所处

的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顺应社会发展趋势，遵循社

会发展规律，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动员各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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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力量，在社会各领域从事的各项建设。社会建设

的重要功能在于它着重解决社会问题，缓和社会矛

盾，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建设强调的是全社会的共

同性，实现的是全社会的整体利益，重视的是全社会

的最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首先是人的全面

发展。［２］马克思在“三形态理论”的阐释中提到：“人

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建立在个人全

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

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个人自由是第三阶段，形成了

自由个性的第三阶段是人的全面发展，即‘自由人

的联合体’。”［３］我们可以看出，共产主义的实现首

先是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的，所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首先要突出人的主体地位，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要保障所有人的全面发展。抓好

残疾人的教育事业即特殊教育的发展，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

点，对残疾人更是格外关心、格外关注，指出“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都不能少”。党和国家

近五年来的发展理念就是：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

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从教育、就业、分

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管理等方面建设和谐

社会。也就是说社会建设包括六大内容，即教育、就

业、收入分配、城乡居民保障体系、医疗公共卫生体

制、社会管理等。

二、“以人为本”的特殊教育新价值认识

（一）特殊教育对教育事业建设的价值认识

１．价值认识。当前国家间的竞争，主要是科学
技术的竞争，而科技的竞争最终还是人力资源的竞

争。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人力资源强

国，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水平和

素质。而文化水平和素质的提高要立足于教育，教

育是实现与提高劳动者文化水平、专业技能与素质

的主要方式。如果一个人接受过高水平的教育，并

形成一定的技能与素养，个人和国家都会因此获益。

开展特殊教育是使残疾人真正实现受教育权的最有

效途径，也是特殊教育事业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关

键。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

的平等成员，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梦，是民族梦、国家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

也是每一个残疾人朋友的梦。”当前，我国实施的特

殊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以残疾人为教育对象，主要包

括盲、聋、哑、肢残等群体。他们在社会上都属于弱

势群体，在受教育机会以及对教育资源的占有和利

用上远远落后于正常人群，在教育上处于不利地位。

而对于国家或社会来说，只有人人都能平等享有受

教育权，这个社会才能够和谐发展。［４］因此，可以通

过残疾人在受教育方面能否享有平等的权利，来检

验该国家社会文明程度。正因为此，党和国家一直

十分重视特殊教育的发展，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将残疾人事业作为重点内容进行安排。而实现残

疾人的公民权、解放其生产力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坚

持发展特殊教育，通过特殊教育教学活动释放特殊

人群的能量，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

２．做好特殊教育事业的方法和途径。《残疾人
教育条例》（２０１７年５月１日修订）指出：残疾人教
育应当提高教育质量，积极推进融合教育。做好特

殊教育事业，提高教育质量是本，开展融合教育是

方。但是，特殊教育是一项综合性事业，需要众多的

要素参与其中。一是提高认识，补齐特殊教育这个

短板。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特殊教育可以说

是教育体系的“短板”，根据“木桶理论”，其发展状

况决定着我国教育体系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只有将

特殊教育事业发展好、将特殊人群教育好，才能构建

符合中国国情的“和谐教育”，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社会建设的宏伟目标———“五位一体”社会，贡

献特殊教育事业应有的力量。二是加强学科融合，

共创特教教材教法。因其对象的特殊性，教学中除

了需要有必要的教学安排，提供合适的教材教法，对

其进行教育时还要涉及到心理学与教育学等众多学

科。为了促使特殊群体能更好地进行学习，这些学

科也需要同步发展，对这些学科的教育也要及时更

新。因此，要有学科融合、部门合作的思想观念，建

立专业服务平台和跨部门合作机制，在发展的过程

中，各学科联动，相得益彰，也推动了教育的各个领

域的共同发展。三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师资

队伍素质。近年来，国家在符合条件的县（区）建设

了一批特殊教育学校，然而特殊教育师资专门人才

尤其是研究生以上人才却远远供应不足，而且多供

职于一、二线城市特殊教育机构。因此，加强特殊教

育师资队伍建设刻不容缓。各大师范院校要加强特

殊教育师资队伍专门人才培养；各综合性、专业性院

校要加强特殊教育专业课普及，作为选修课记入学

分；要加强在岗特殊教育师资的培训学习，提高他们

的特殊教育综合素质。四是加强政策支持，促进普

教融合。开展融合教育是促进残疾人自尊、自信、自

理、自强，实现公平、公正的有效途径。有关部门要

出台相应政策，促进普通学校、有关专业面向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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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加大力度扶持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北京联合大

学、长春大学、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武汉理工大

学、四川大学等６所高校开展融合教育实质性开展，
并做好融合教育的相应性研究，为全国推广打下理

论和实践基础。

（二）特殊教育对于构建“合理就业体系”的价

值认识

１．价值认识及存在问题。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基
础，国家的健康发展，社会矛盾的减少，有很多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使人人都有合适的工作，能

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身价值。因此，各级政

府、相关部门都应该在就业体系建设时考虑社会的

整体利益。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残疾人８５００多万，
很明显，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人力资源大军。发展

特殊教育，通过适当的教育和职业技术训练，促使他

们能够顺利就业，这也是提高残疾人士自信心和参

与社会的重要条件。但在实际生活中，特殊人群的

就业形势并不乐观，据有关特殊群体就业调查的统

计信息表明，有５６．８％的特殊群体认为没有工作使
他们面临非常大的压力，２６．７％的人认为没有工作
使他们压力较大，这些压力如果不得到合适的释放，

随时可变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在这些特殊群体中，

绝大多数是有能力从事社会相应工作的，经过特殊

的教育和培养，将这些珍贵的资源充分挖掘、开发，

使之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５］残疾

程度较轻者同普通人一样可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

任，可以从事相关社会劳动；中度残疾人群通过教育

也能够照顾和养活自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

们通过自身努力与特殊教育来减轻自身的痛苦，并

减轻家庭、社会的负担，可以解决当前社会面临人力

资源短缺现象，也可以增加特殊儿童父母和照顾者

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增加人力资源总量，提高就业人

数和就业比例。

２．从特殊教育角度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方法和途
径。一是加强法律法规保障。进一步健全、完善残

疾人就业的法律法规并确保落实之，是残疾人有效

就业的基础。同时，残疾人再就业需求、用工矛盾、

基本保障等方面也用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进行维

权。二是要做好职业规划。国家在保证残疾人人尽

其学的基础上，要做好对残疾人进行分层施教、分层

管理、分层服务。在分层的基础上，特殊教育就要及

时介入残疾人的职业生涯规划，帮助他们充分认识

自己、认识社会，有针对性设计职业定位和方向。良

好的职业生涯规划是残疾人就业的生命力。三是要

保障接受良好教育和职业培训。国家和各教育机构

要充分保障残疾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各教育

机构要充分保障提升残疾人的就业技能，为就业打

下坚实基础。同时，激励非特殊人士努力向上，不断

提高自我能力，带来就业人群质量和数量的双重增

长。

（三）特殊教育对于促进“收入分配”公正化的

价值认识

１．价值认识及存在问题。收入分配是体现个人
价值的一个标准，是社会对个人的肯定的表现形式。

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还是要做到分配机制的合理

与公正，使社会各阶层都能通过劳动获得相应的报

酬。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都强调社会财富在初

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时都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关系，

并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分配，而特殊教育可以对收入

分配起到一定的调整与平衡作用。

收入分配差距在各个社会都存在，政府所要做

的就是尽力缩小差距，而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途径

就是教育。英国杰出经济学家米德说：“教育是影

响人们获得收入能力的一种重要形式的投资，它可

间接地对财产的分配产生深远意义的影响。由税收

收入资助的公立教育，基本上体现了向穷人子女的

教育投资，是有利于公平的。”［６］在我国，特殊教育

基本属于公立办学性质，可以起到调节收入分配差

距过大的作用。其中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特殊教

育，通过对国家的适龄残疾儿童实行免费教育，使他

们可以通过有针对性教育来提高他们的劳动能力，

从而缩小他们与正常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义务

教育既可以实现全体学龄期儿童的入学问题，又可

以增加其获得收入的能力。特殊教育需要较多的投

入，包括师资、教学设施、康复设备等，因此上学成本

较高。同时，大多数残疾儿童家庭都或多或少存在

经济困难的问题，如果国家不提供免费义务教育，大

多数残疾儿童家庭对孩子接受教育将会承担较大的

经济压力，更无法保障他们学得一技之长，进而拖累

家庭。而免费义务特殊教育既可以让这些孩子有学

可上，又间接缩小了家庭间收入分配差距。而高等

特殊教育的开办则为这些特殊群体提供更高的职业

技术培训，可以使其获得更为专业的技能。进入社

会后，这些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较高的收入，

缩小群体间的收入差距。

２．特殊教育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的方法
和途径。一是给予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以更大的资

金支持。目前，普通高等院校举办特殊教育的院校

据不完全统计有２３所，其中有四分之三的高校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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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２１世纪以来尤其是２０１０年以来，随着国家对特
殊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而诞生的，每年有１０００多名
学生进入大学校园。但是，学费对残疾人家庭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目前仅有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省、

市对本地区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由政府

基于补贴，大多数地区学生仍需缴费入学。国家应

该出台政策，“统一要求，不同标准”由中央财政和

地方财政各自承担一半费用负责学生的学费。二是

给予各层次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教师以特岗津贴。

目前，全国各地区出现特岗津贴发放层次不统一，发

放标准不统一的情况，影响了特殊教育教师的工作

积极性和基本生活需求，应该统一标准，严格实施。

三是对于残疾人创新创业，国家、各级地方政府除在

税务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以外，也要引导创新创业，

提供平台帮助创新创业，切实发挥自强模范的作用，

引领创新创业。在这一点上特殊教育机构也要发挥

应有的作用。

（四）特殊教育对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价值

认识

１．价值认识及存在问题。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支柱，关系国家改革、发

展、稳定的全局。党中央历来重视社会保障体系的

重要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全覆盖、保基

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

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

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

系，切实保障残疾人权益”。

特殊儿童的社会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

容。特殊教育的存在弥补了城乡居民保障体系主体

的不足，是城乡居民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完善。城乡

居民保障体系的主体和对象是全体居民，尤其是弱

势群体，正是特殊教育的存在和不断发展，让人们意

识到社会中这一群体的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并督

促党和国家不断努力建设一个完善的保障体系。特

殊教育能为儿童实现生活自理和家庭成员得到特殊

指导提供帮助，间接为保障体系提供补充。另外，特

殊儿童在学校接受特殊教育，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

的“保障体系”，在学校生活，可以避免社会上的危

险和他人的排斥，并培养特殊儿童应对社会问题的

能力，为儿童生活提供一层保护。特殊教育的发展

为城乡居民保障体系的建设具有评价和反馈意义，

从特殊教育的发展水平部分地可以看出保障体系建

设的水平、实施的效果以及有待改进的方面。但是，

总的来看，融合教育明显不够普及，普校接纳残疾人

入学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够，残疾人接受义务教育入

学率远低于普通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情况更不容乐

观。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计数据，截至 ２０１６年
底，视力听力智力三类残疾儿童入学率为９０％。实
际上，多年以来全国大部分地区义务教育普通适龄

儿童入学率就保持在９９％以上。
２．特殊教育对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方法和途

径。一是加强立法和执法，大力推进残疾人受教育

权，确保教育入学公平；二是加强教材教法改革，优

化教育设施、教育环境，提升师资队伍水平，保证教

育过程公平；三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机制，确保

残疾人教育管理公平。

（五）特殊教育对优化医疗卫生体制的价值认

识

１．价值认识及存在问题。公共医疗卫生涉及到
所有人的生命健康与各个家庭的幸福，社会对此非

常关注。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提出要为群众提供便

利、安全、有效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但由于我国

人口众多，仅仅靠医疗卫生体系提供服务是不足的，

关键还是要通过个人及社会的共同努力，减轻对社

会医疗卫生的压力。特殊教育的对象是残疾人群，

对于生理或心理存在缺陷的特殊人群，由于其特殊

性，对公共卫生体制的依赖性更强。就目前来说，虽

然对特殊儿童的评估依赖于医院的诊断，影响较大

开展比较好的康复形式主要是医疗康复，康复地点

主要是医院和康复机构，康复人员也主要是物理治

疗师等具有医学背景的人员。但特殊教育同样可以

为医疗卫生的发展提供支出。首先是特殊教育培养

的人才可以为医疗的发展提供学科、人才等的补充

和支持，有效地弥补了医疗康复的不足，促使医疗卫

生体制更完善。其次是特殊教育承担了一部分特殊

儿童的康复工作，能为医疗卫生体制的建设减少压

力。所以说，特殊教育的发展间接地促进了医疗公

共卫生体制的建设。

２．特殊教育对优化医疗卫生体制的方法和途
径。一是特殊教育机构作为特殊群体的教学、研究

机构应该担负残疾人心理、伦理、生理等方面的研

究、帮扶等责任；二是随着国家“医教结合”试点工

作的推进，特殊教育机构要争取做到教书育人与治

疗育人相结合，两手抓，教学、医疗相长，学习、康复

并进；政府部门、社会医疗相关机构在促进“医教结

合”方面也要发挥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宣传引

导、专业辅助等作用，健全特殊教育背景下的“医疗

卫生体制”。

（六）特殊教育对促进社会治理的价值认识

１．价值认识及存在问题。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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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和保证，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当前，社会上存

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在经济高速发展的

时期可能还被掩盖着，但是一旦出现问题就是很严

重的事情，严重影响社会的发展，绝对不能忽视。因

此，应通过一套完善的社会机制建设来解决当前社

会治理面临的问题。社会治理涉及面广，需要考虑

多方面情况，尤其是要考虑（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弱

势群体的利益。我国的残疾人群规模较大，根据有

关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的残疾人占人口总量的

６．２１％，达到８５００万人，如此庞大的弱势群体，如果
处理不当将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因此，他们生

存和发展状况，应当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并给予积

极应对。但是，该群体中文盲率高达４３．２９％，而普
通群体的文盲率只有６．７２％，差距十分巨大。为了
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当采取特殊政策，实施有针对

性的教育。通过教育的方式，使其掌握相应的技能，

学习社会规则和法律，顺利融入到主流社会，减少社

会治理成本，方便社会治理实施。

２．特殊教育对有效社会治理的方法途径。一是
要在特殊教育机构（融合教育机构）对残疾学生加

强思想政治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他们明辨是非曲

直，健全健康人格，建立人生导向。二是要积极开展

法制教育。要让残疾学生知法、守法，既要懂得、善

于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要知道

那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做到不触犯法律，做合法公

民。三是特殊教育机构以及从业人员也要积极主动

为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和人

才保障。

发展特殊教育事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的根本要求，也是其最核心的内容，是保障残疾

人事业健康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平等·参与·

共享”的最直接体现。通过特殊教育可以促进社会

的和谐共存，形成互帮互助、共同发展、平等友爱的

社会氛围，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团

结，有利于社会的治理，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社会现代化建设。因此，要重视特殊教育，充

分发挥特殊教育在社会建设中的减震与润滑作用，

最大限度地将特殊群体融入社会建设中去，发挥他

们的聪明才智，并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共同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得更加和谐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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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应用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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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大数据时代对统计人才的需求变化及统计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出发，以我校应用
统计学的教学与改革为例，分析了目前应用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用统计学

专业应遵循“ＯＢＥ”的人才培养理念，以社会对大数据人才需求为导向，以数据分析能力人才培养为
核心，优化课程设置，改进人才培养方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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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使大数据革命正在席卷全
世界。伴随着大数据越来越渗入人们的生活，利用

先进技术对海量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实现了数据信息

的增值，颠覆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应用统计学由

于自身专业的属性，不可避免被大数据时代冲击和

影响。传统的应用统计学面对大数据有些力不从

心，我们必须要抓住大数据时代的良好机遇，迎接挑

战，认真研究，准确把握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积极

改进应用统计学专业建设方案，融合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培养出社会需要的有用人才。

一、大数据与应用统计学

（一）应用统计学

统计学是一门很古老的科学，他通过收集、整

理、分析等手段，采用专业的统计方法和统计技术挖

掘数据信息，来推断研究对象的本质，预测其未来可

能情况的一门综合性科学。统计学使用了大量的数

学及其它学科的专业知识，而应用在社会科学和自

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应用统计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

的学科，他将统计学的理论和知识与实际学科相结

合，收集所获取的系统性数据研究和分析。主要利

用概率论建立数学模型进行量化分析、归纳、总结，

进而推断和预测，为相关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由

于应用统计学在各个专业领域具有巨大应用价值，

在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方面得以应用，发挥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因此，理工类、管理类等高校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中大都设置了应用统计学课程。

（二）大数据时代

什么叫数据？世界的本质就是数据，是对客观

事物的性质、状态以及相互关系等进行记载的物理

符号或这些物理符号的组合，表示客观事物的未经

加工的的原始素材。什么叫大数据？大数据指拥有

５Ｖ特点（ＩＢＭ提出）：Ｖｏｌｕｍｅ（大量）、Ｖｅｌｏｃｉｔｙ（高
速）、Ｖａｒｉｅｔｙ（多样）、Ｖａｌｕｅ（低价值密度）、Ｖｅｒａｃｉｔｙ
（真实性）的数据，无法靠人工和常规软件处理的数

据集合。我们现在进入了依靠数据说话的时代，数

据的处理不再仅仅是决策，而且还有预测，大数据的

核心就是预测。大数据时代可以处理所有数据，将

改变我们的理解和组建社会的方法，在教学上要求

我们将数据融入课堂，使教学内容标准化、教学手段

多样化、教学反馈及时化，形成既注重教学体验又以

教学结果为导向的教学体系。

（三）大数据时代的应用统计学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应用统计学的理论体系较

为完善。应用统计学从所研究的领域或专门问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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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采用适当的指标体系和统

计方法，以解决所研究的问题。大数据是一种战略

资源，它的理论体系还不算太完善。大数据依托于

云计算技术真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整体把握

数据信息表象特征，进行准确预测。

大数据与应用统计学有着内在的联系，大数据

分析更适合对海量的数据对象，应用统计学需要数

据的数量不一定很多，需要的是对关键数据进行分

析统计得出比较精确的答案。大数据的研究一定离

不开传统统计学的知识，大数据分析时经常运用统

计学分类整合、数据整理手段，使用统计学的数学模

型，但两者在使用模式、数据形式和运用方式上并不

完全相同。然而，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处理模式，极大

地冲击了传统应用统计学，使得我们必须要发展和

创新应用统计学。

二、应用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

南阳理工学院原来只有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为适应社会对统计学人才的需求的增长，２０１２年设
置应用统计学专业。应用统计学专业建设初期主要

沿袭了传统的应用统计学人才培养方案，同时也采

纳了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培养方案中的一些好的成

熟的内容和做法，也曾对人才培养起到一定的积极

作用。但是，在大数据时代和高校转型发展的双重

背景下，原有的人才培养方案就显得有些落伍，有些

滞后，有些力不从心。

（一）专业定位宽，针对性不强

原有的应用统计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

备扎实的数学与统计学基本理论，熟练掌握统计学

方法和数据采集、建模与分析处理技能的高素质、复

合型、应用型人才。专业定位覆盖笼统、模糊，实用

性和针对性不强，培养的人才什么都会却什么都不

精，远远跟不上大数据时代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知识大爆炸，社会对人才的

需求观念已从“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转变

为“一招鲜吃遍天”，作为地方性本科院校对自己的

专业定位针对性不够，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很好地

满足社会就业的要求。对我校最近几年毕业生就业

跟踪调查表明，市场对大数据人才需求迫切，而应用

统计学专业毕业生对大数据技术只是略知一二，对

其应用还存在有不小的差距。

（二）课程设置不合理

一是数学基本理论知识模块的比重较大，如拓

扑学等理论性较强的数学基础课程偏多，挤压了统

计模块。二是统计知识模块基本理论知识比重较

大，实践比重较小。三是计算机语言及编程课程偏

少。四是课程体系中涉及到大数据的人才培养内容

较少，仅在专业方向模块上开设了２学时“数据挖
掘”课程。总体上来说，原有的培养方案重基础理论

知识的培养，而对实践和应用的重视程度不够，技能

培养体现不足。再加上大数据这一新的挑战，使得

学生利用软件处理实际问题时显得束手无措，手忙

脚乱。由此可见，原有的培养方案已经不能很好的

满足社会对统计学人才的需求，尤其是对于培养学

生的大数据理念，提高学生的大数据分析能力是极

为不利的。

（三）大数据对应用统计学专业冲击

随着高新科技的应用，海量数据不断产生，大数

据时代来临。大数据不仅仅是数据量的增多，更呈

现了数据结构的多样性和数据关系的复杂性。大数

据的处理往往仅告知信息，不解释信息，要想解释信

息，挖掘价值，必须对其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

加工。这就像我们开汽车，需要使用的是“汽油”，

而大数据仅是“原油”，不能被直接使用，这就需要

提炼。提炼的过程，就是数据分析的过程，使用工具

主要是统计学，使用的技术被称为大数据技术。大

数据时代，尽管统计学依然是数据分析的灵魂工具，

但大数据元素的融入，使得社会对统计学人才的需

求更富有挑战意义。

（四）学校整体改革现状

南阳理工学院是一所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是

全国起步较早进行应用型教学改革与探讨的高校之

一，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学校走产学研用一体化

和开放办学之路，致力于应用型人才培养，先后获批

国家应用型本科产教融合工程项目学校 １００所之
一，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试点学校，河南省示范性

应用型本科院校１０所之一，河南省整体转型发展试
点学校，成功入选２０１８年度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
高校。近年来，学校加大了教学改革力度，人才培养

方案经过几次大的调整，极大地助推了学校的发展。

应用统计学专业借助这些创建活动，以培养学生综

合素质为目标，丰富了现有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

然而，转型发展是地方院校应用统计学专业可持续

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积极推动课程体系改革，

创新融合大数据背景下的应用统计学专业。

（五）教学理念落后，教学创新不足

地方高校大多用数学专业教师担任统计学教

师，这一类教师学的基础理论东西较多，形成了较为

固化的思维模式，在教学上也容易沿用传统的教学

模式。一些教师惯于从“教”的角度看待“学”，一切

教师做主，“我怎么教，他怎么学”，忘记了学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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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的学习方法。其实像情感、创造这些东西是

无法教的，但可以学来。在缺乏有力的措施和制度

约束下，在没有积极的政策鼓励下，缺少“推”和

“拉”的两个因素促进，很难有教学改革的动力。素

质教育和非素质教育的不同，表现在教学方法的不

同，实际上在深处是教学理念的不同，而教学方法的

不同源于教师起初的想法，也就是出发点的不同，由

于理论水平和思维方式的影响，有些教育工作者不

能洞见司徒见惯的教学行为中存在教学理念的差

异，因此在自己的日常教学中缺少教学创新改革的

源动力。

三、大数据时代应用统计学人才培养改革

互联网行业处于一个新的飞速发展时期，对大

数据人才的需求同步急剧增长，对大数据人才的需

求日趋迫切。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如何培养应用统

计学专业人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一个突出问题。

（一）确定统计分析为主线的培养目标

１．ＯＢＥ教育理念
成果导向教育（ＯＢ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Ｂａｓ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亦称能力导向教育、目标导向教育或需求导向教育。

新的培养方案遵循ＯＢＥ的人才培养理念，以人才需
求为导向，以促进学生发展为基本要求，以职业标准

为参照，着力培养学生面向职业岗位的能力和素养，

体现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即遵循如图１所示
的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原则，构建一个“由上向下设

计，由下向上支撑”的人才培养过程，重构应用统计

学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图１　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原则
２．准确目标定位
应用统计学专业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具备扎实的数学与统计学基础，具备一些大数据

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具备应用计算机软件处

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并能在统计、金融、电信、电子

商务等多个领域从事统计调查、数据分析，并依此做

出研究、评估和预测的高素质的统计应用人才。目

标强调了大数据基本素养的培育，强调了计算机软

件处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的培养。通过大学四年的

学习，学生毕业时应具备熟练使用计算机软件的能

力，了解或掌握数据分析及数据挖掘的软件、工具和

方法，初步具备数据分析师的基本素养。

（二）紧扣就业方向，优化课程体系

１．调查就业情况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引发了传统统计学的一次革

命。依据调查大数据时代有关专业的就业情况，并

进行广泛的调研和论证，然后融入大数据内容修订

后的人才培养方案，优化人才培养过程。大数据主

要的三大就业方向：大数据系统研发类人才、大数据

应用开发类人才和大数据分析类人才。对于应用统

计学专业来说，大数据分析类是统计专业的首选，培

养数据分析人才是应用统计学专业义不容辞的责

任。而根据中国商业联合会数据分析专业委员会统

计，而市场对大数据人才需求巨大，未来中国基础性

数据分析人才缺口将达到１４００万。
２．构建课程体系
根据确立的以统计分析能力培养为主线，按照

知识、能力、素质、改革和创新协调发展的思路设计

课程体系。特别是参考不同级别数据分析师的知

识、能力要求，搭建由通识平台、专业平台、专业方向

模块、素质拓展模块四部分组成如图２所示的课程
体系，并对平台与模块课程的重新构建及优化，以此

来支持毕业生要求。

图２　课程专业体系构建

（三）优化课程结构，注重学生应用能力培养

１．整体课程结构优化
培养应用型统计学专业人才，必须高度重视实

践教学。由表１知，实践环节的比例由原来的２９．
７．％，提高到了３５．３％。淡化了部分课程的理论深
度，强化了一些课程的实验、实践部分，如“描述统

计学”“抽样调查”有５０％学时是实验和实践；加大
了设计性、综合性实验的比重，设计性、综合性实验

的比重占实验课程的６０％；“统计预测与决策”“数
学建模”等课程均加强了学生应用能力、操作能力

的培养；增加了统计软件实训、统计建模实训；加强

了大学生学科竞赛等素质拓展部分的内容。强化了

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践环节设计，构建了分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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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多层次，校内外、课内外相结合的实践培养体系，

以实现实践教学全程化和学生能力训练的全程化。

表１　调整后课程结构和学分比例

课程

分类

通识平

台课程

专业平

台课程

专业方向

模块课程

素质拓展

模块课程

必修 必修 选修 选修

合计
实践

环节

占总学

分比例
２７．１％ ３７．６％ ２９．７％ ５．６％ １００％ ３５．３％

　　注：实践环节包括实验、实习、实训、课程设计、专业综合训练、毕

业设计（论文）等。

２．改革统计学课程的内容
目前应用统计学专业课程在数据探索与处理方

面，主要是讲授数据的分布。但是，大数据特点一般

不满足正态分布规律，有时也不需要对数据分布进行

分布检验。传统的统计教学内容和研究方法已不能

完全适应大数据背景下统计学科建设的需要。为了

适应大数据能力培养的需求，对一部分专业课程内容

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在非参数统计课程中引入多元

非参数统计方科法、非参数回的归模型和半参数回归

模型及其代码实现；在回归分析析课程中引入回归

树、ｂｏｏｓｔｉｎｇ回译；在多元统计分析课程中引入高维统
计分析方法及其实现等。针对大数据背景下数据的

管理、分析与挖掘的技能与方法类课程需要增加，尤

其需要增加一些有关大数据的统计实践类课程。

３．重视学生素质拓展
就业对毕业生素质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课程

设置要从整体结构上更优化，更重视学生基本素质

的培养，把学生的拓展模块课程作为单独的模块列

出，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为基本要求，

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培养过程，着力培养学生面向

职业岗位实际的实践能力和工程素养，体现知识、能

力、素质协调发展。课程设置比重见表１所示。同
时，为适应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如考研学生的

需求，学校可以采用分层次教学模式，在专业选修模

块中增加数学分析专题研究、高等代数专题研究等，

适应学生对课程的素质培养要求。

（四）对专业课程进行必要的优化

１．增设大数据的基础理论课
专业课程设置主要由数学、统计学、计算机软

件、大数据四大支柱搭建而成，调整后各模块比例见

表２所示，与原培养方案相比，专业课程设置上更加
优化。在专业选模块中增加“大数据技术应用”，目

的让学生掌握大数据相关的基础知识，掌握大数据

技术基础工具的应用。增加“数据分析与挖掘”学

时的比重，以使学生熟练掌握数据挖掘与分析的基

本概念和基本算法，并通过实际操作掌握算法的特

点和应用；增加“数据可视化技术”，以培养学生的

信息数据可视化处理能力。

表２　专业模块比例

类别 数学 统计学 计算机 大数据

占总学分比例（原） ４１．７％ ４３．９％ １１．３％ ３．１％
占总学分比例（改进后） ３１．７％ ３５．２％ １９．２％ １３．９％

　　２．适当减少基础数学理论课
为了强化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应用能力的培

养，学校在课程设置上，要适当减少基础数学理论课

程学时。将专业平台模块中的“数学分析”课程学

时由原来的２７２学时降低到２４０学时，并加大了数
学分析实验学时，弱化理论难度，强化计算能力和应

用能力的培养。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合并为一门课

程，由原来的１４８学时降为 １２０学时，把两课中交
融、重叠的部分重新优化组合，精简一些内容，在保

证两课主体内容不被削弱的前提下，增加了实验学

时的比例，保证学生学习和掌握更先进、更现代、更

实用的知识与技能。减少“实变函数”的学时，选修

模块中的“微分几何”“拓扑学”等学有余力的学生

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自修。

３．增加配套的计算机软件课程
在通识平台课程模块中设有“大学计算机基

础”，除进行计算机基础知识教学外，以加强计算机

基础软件统计软件ＥＸＣＥＬ方面的训练，为数据分析
课程打下技术基础。在专业平台模块中，设有“数

据库原理与应用”，以使学生掌握数据库设计的基

本理论和方法，并掌握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应用，为后

续的数据挖掘等课程打下坚实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增设“Ｃ语言程序设计”，以巩固学生程序编程基
础；增加“Ｃ＋＋程序设计”，以强化学生的设计能力；
增设“ＪＡＶＡ程序设计”，为大数据的数据挖据奠定
语言基础。总之，通这些课程的设置，强化计算机技

能的培养，并为各门课程的学习提供计算机分析与

计算工具，尤其是为数据的统计与分析打下基础。

（五）深化教学创新改革

１．重视教学方法改革
大数据对统计学的挑战，要求统计学教师改变

填鸭式、陈旧式、厌教式的教学模式。教师不仅要加

强专业学习，还要及时学习和接受新的知识，提供贴

近实际生活的问题的教学案例要给学生；要改单向

灌输的课堂模式为启发式、引导探究式、互动式等课

堂模式，鼓励并带领学生参与方案设计、学科竞赛、

教师的科研等，配合学生采用创新形式参与调查、调

研、统计分析；要充分使用教学新媒体，发挥各媒体

在统计教学中的作用，形象生动地开展多样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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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为教师提高授课技巧创造有利条件，为学生提

升表达、协作、创新的综合能力提供有力保障。要理

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培养学生在未来工作中的逻

辑思维和理论与实践结合能力，为实现理论创新和

知识创新、数据处理方法创新的有效融合打下良好

的基础。

２．建立完善的实践教学系统
将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做好基本知识技能

实验，也就是理论教学的课内实验，这是专业基础的

实践教学；做好综合性实践教学，对于采集的综合性

数据，使用数据挖掘、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和处理，这

是工具应用的实践；做好探索性实践教学工作，创造

设计社会调查形式，建立第三方毕业实习基地，多类

人员多种形式指导毕业论文完成。要加强产学研的

有机结合，完善合作制度建设，保障三方合作的正常

运行，使学生获得扎实的专业技能，提前接触社会和

生活，快速适应毕业后的工作岗位，促进“知行合

一”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

３．改革考试评价方式
应用统计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统计学

科考试应将基本理论、统计实践、统计思想纳入考试

体系中，课程学习一般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基本

理论和基本技能三个内容，要求学生具备综合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创新意

识和创新能力。因此，课程考试改革应按照“综合

考试”的思路设计，将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列

入考试评分标准中，并遵循多元化、动态性、过程性

原则，使考试模式不拘一格灵活多样。考试内容采

用基础知识与综合实验能力创新能力测试相结合的

形式，注重对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运用

能力考查；考试形式用卷面形式和其他形式相结合

的方式，可以是讨论、上机形式、课程论文等，也可以

是方案设计、数据挖掘、统计软件应用等。

四、结束语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催生社会经济生活的变革，

倒逼着人才培养方式的转变。应用统计学专业如何

适应这一时代发展的要求，需要我们不断地思考与

探索。文章以我校应用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

例，谈了我们的一些做法和认识，虽然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但深感这方面的探讨还任重而道远。如何把

大数据与统计学课程有机的结合优化课程设置，采

用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和手段来强化数据分析能力的

培养等，这些都是我们在统计学专业培养中不得不

思考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主动适应大数据时代

的客观要求，加大教学改革力度，改进应用统计学人

人才培养方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积极面对大数据

时代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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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学改革的背景
（一）当前的课程改革趋势

以强调“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态度、情感

与价值观”三位一体为主要内容的新课程改革方兴未

艾，在全国中小学中开展得如火如荼。职业教育有它

的特殊性，职业学校尤其是中等职业学校要彻底打破

基础教育模式的束缚，在专业课领域和学生的实习实

践方面进行比较有针对性地改革，对于文化课、特色

课或素质课等方面的改革也要同步跟进。由于职业

教育课程的复杂性和教育对象的特殊性，与普通教育

相比，职业学校进行新课程改革将面临着更多的问题

和困难，应当根据职业学校的实际情况和专业特点，

大胆进行教学改革，建立适合学校特点的校本课程体

系，突出办学特色，提高办学质量。

（二）学校发展的需要

由于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源于基础教育，如果要

彰显职业教育的办学特色，就必须进行教育教学改

革，教学改革是职业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课程

改革应该是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实

施教学改革和课程改革，建立适合学校实际的校本

课程体系是职业学校“以改革促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是财政部、人社部、教育

部等三部委命名的第二批国家中职改革和发展示范

校，河南省品牌学校。借助示范校创建，对人才培养

模式、教学模式、评价模式等进行了改革，探索出了

各学科教学模式，构建了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向，形

成了各学科课程体系和评价模式。

（三）统编中职教材本身存在的问题

统编的中职教材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日趋走向

成熟，但是由于中等职业学校的区域性，专业的复杂

性以及学生的特殊性，它仍旧无法适合所有学校和所

有专业的学生。比如文化课，就难免存在缺乏针对性

和专业特色不明显的问题，有的课程，如英语、数学

等，对一部分学生来说，难度较大，学起来相当吃力，

而对一些专业的学生，学习的必要性不大。专业课则

存在着内容陈旧的现象，如汽车专业、机电数控专业、

计算机专业的教材，由于现代技术发展迅速，智能化

水平越来越高，而统编教材在这方面往往表现滞后。

这势必影响到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四）中职学生的特殊性

１．学习启动原理。中职学生是中招考试的失败
者，自信心缺乏，学习动机不足，只有运用赏识教育、

成功教育的理念，同时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来

启动和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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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能量潜在原理。中职学生在其它方面如文
艺、体育、计算机等，表现出某些优势和动机。他们

有很大的潜能，且通过恰当的引导还可以转化成学

习动力。

３．活动学习原理。中职学生个性的一个基本特
点就是活动性，他们的优势或特长往往是在活动中

形成的。因此，活动设计是职业学校教学的一个基

本策略，活动性教学设计是否适合学生，将决定着职

业学校教学的成败。

４．自我调节原理。职业学校通过丰富多彩的活
动，让中职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快乐，通过积极的自我

体验和外部评价，改变他们过去失败者的自我意识，

形成积极的成功者的自我意识，是完全可能的。

（五）职业教育的任务

中等职业学校的任务就是为社会培养生产、服

务和管理第一线中初级应用型人才。中职毕业生不

仅具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还要具有交往

能力、学习能力、承受能力以及在职业中发展的能力

等。中职学生不仅要成为创造财富的人，还要成为

创造快乐和幸福、把握快乐和幸福、享受快乐和幸福

的人，就要具备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因此，中等职

业学校教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从人才培养模式、

教学模式、评价模式都要同步推进。课程建设不仅

注重专业理论和实习实训，还要注重文化课和专业

课建设，人文素养校本课程开发也要同步跟进。

二、理论基础

（一）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获取知识的过程，知识不

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

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

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

的方式而获得。

知识是学习者主动建构起来的。知识的建构是

人在一定的情境下，面临新事物、新问题、新信息时，

会根据情境中的线索，调动头脑中事先准备好的多

方面、多层次的先前经验，来解释这些新信息、解答

这些新问题，赋予它们意义。知识的意义总是存在

于情境之中。学习总是在一定情境之下进行的，人

不能超越具体的情境来获得某种知识。学习总是在

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进行的，即使学习者表面上

是一个人在独自学习，但他所用的书本、电脑都是人

类文化的产物，积淀着人类社会的智慧和经验。学

习的结果是先前经验的变化，具体表现为重新组织、

转换、改造［１］。

通过建构主义理论我们可以清楚知道，知识是

主体的经验、解释和假设；建构主义学习观告诉我

们，学习的过程就是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通

过人的主体感知、思维加工，分析判断，进而生成自

己的经验、解释、假设；建构主义教学观告诉我们，教

学过程不是像容器一样，从一个容器传递到另外一

个容器，而是学习主体主动参与、积极接受，这包括

了学习主题对知识的需求。因此，中等职业学校教

育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要紧紧围绕学生培养展开，

立足于学生主动的生活体验和知识建构，积极创设

学习情境，营造工作体验氛围，不断进行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法的改革，教学目标的达成与实现也就是

“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态度、情感、价值观”

的有机统一。

（二）多元智能理论

多元智力理论是由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

出的。他认为人具有８种不同的智力，即言语 －语
言智力、逻辑－数理智力、视觉 －空间智力、身体 －
动觉智力、音乐智力、人际交往智力、自知自省智力

和自然观察智力［２］。不同人的 ８种智力水平各不
相同。例如作家、诗人、记者、演讲家、新闻广播员的

言语－语言智力，科学家、会计师、工程师和电脑程
序设计者的逻辑－数理智力，摄影师、建筑师、画家、
飞行员和航海家的视觉 －空间智力，音乐家、指挥
家、作曲家、歌唱家的音乐智力，运动员、舞蹈家、外

科医生、表演家的身体 －动觉智力，政治家、公关人
员、成功的教师、社会工作者的人际交往智力，心理学

家、神学家和哲学家的自我认识智力，植物学家、生态

学家和园艺设计家的自然观察智力，相对于他们的其

它智力而言，就要发达一些。加德纳还指出，每一种

智力都包含若干种亚智力。

多元智能理论告诉我们，首先，教师应对教育对

象个体有正确的把握和判断。因为每个学习主体都

不同程度地拥有多种智力，且其内部结构各有不同，

所以开发学生智力应该充分尊重每个学生的智力领

域，积极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其次，教师应不断更

新教育观念。不同的学习主体都有其独特的内部智

力结构和学习方法，教师的教学策略和育人方式因

人而异，注重因材施教，教师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和手

段以保证学生全面发展和充分发展。

三、研究方法

（一）文献分析法

对国内外有关课程改革尤其是职业教育课程的

理论与实践的文献资料进行收集与整理，然后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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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学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确定改革的基本方向。

（二）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

运用问卷法和访谈法，在课程改革初期和中期，

充分征求和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

（三）比较法

在收集文献资料的过程中，认真比较了中外职

业教育的课程设置情况，着重分析了国内职业学校

的课程改革的实践；另外，我们也对我校学生在课程

改革前后的变化情况以及我校学生与兄弟学校的学

生进行了对比。

四、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文化课方面的改革

在文化课方面，主要对数学和英语进行改革。

本着“必需”“够用”的原则，突出实用性和趣味性。

（１）数学课改革
１．学生要参加市里的统考或是参加省里文化水

平测试，一年级数学课开三节课或四节课，基础模块

全部讲完后，二年级相关的专业（数控、机电、计算

机专业）可讲拓展模块，其他的专业抽出时间强化

专业实践课。对于那些有学习数学意愿的同学，则

有选修课为他补充所需要学习的内容。

２．教学方式上采用分层教学，根据实际情况将
学生分为Ａ、Ｂ、Ｃ三层。Ａ层的同学学习基础模块
Ａ组和 Ｂ组的内容以及老师补充的与本章知识相
关的知识，讲课可以采取先学后教的教学方法或者

小组合作和探究式学习方法；Ｂ层的同学学习基础
模块Ａ组的内容，较难的题不讲，主要采用讲授式
和诱导式的教学方法；Ｃ层的同学学习两方面的内
容：一是了解一些数学方面的常识（可以是数学家

的故事，也可以是日常生活中和数学相关的内容），

二是补习初中和小学的数学知识，补习完以后，再讲

基础模块中简单的最基本的信息。

３．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新的考核方案。
针对部分学生学习态度不太端正，学习兴趣不浓，学

习动力不足，交作业不积极的现象，学校加强对其学

习过程的管理，以此促进成绩的提升。故而平时成

绩占总成绩的５０％到６０％，平时成绩包括上课表
现、出勤率、单元测试、作业情况等，期末成绩占

４０％到５０％。
（２）英语课改革
１．主要采用菜单式教学，细化为字词句训练、美

文鉴赏、情景美剧等。实现整体进行，全面推进，重

点培养，因材施教，查漏补缺。

２．考核方式。卷面测试成绩占 ７０％，平常考

勤、作业上交情况占３０％。缺勤达到７０％者，可取
消成绩。建立试题库，考试不及格者，次学期补考通

过。

３．开发校本教材《英语》《英语选修教材》。
（二）专业课方面的改革

（１）汽车专业
１．根据社会调研和分析，明确本专业的工作领

域（汽车机电维修、汽车维修业务接待、汽车性能检

测、汽车钣金和涂装）所必须具备的专业技能，提炼

了７个相应的工作任务，以此为切入点，全面分析各
门课程在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构建和优

化了模块化的专业课程体系，专业课程体系由公共

课程模块、专业核心课程模块、专门化项目课程模块

和选修课课程模块组成。

２．建设《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汽车底盘构
造与维修》《汽车电气构造与维修》《汽车性能检测》

四门校级精品课程，参与共建共享《汽车认识》《汽

车维修基础》《汽车维护》《汽车发动机维修》《汽车

底盘维修》《汽车电器维修》等六门精品课程。开发

了《汽车应用与维修》等一批校本课程。

３．学生培养，主要采用方向化培养模式，包括汽
车营销方向、钣金涂装方向、汽车美容方向等内容。

（２）机电专业
１．构建新的课程体系，构建机电专业职业技能

“一条主线三个平台五个去向”的课程体系。

一条主线：能力形成的实践教学活动为主线

三个平台：一是基础技能训练平台，二是专门化

方向发展平台，三是能力拓展平台。课程标准都已

制定完毕。

专门化方向发展平台由三部分组成：

维修电工专门化方向发展平台（项目课程包

括：电工电子技术、机械制图、电子线路计算机辅助

设计、单片机技术应用、机械设备控制技术、ＰＬＣ控
制技术、维修电工技术、维修电工技术实习）；

机电设备安装与调试专门化方向发展平台（项

目课程包括：机械制图、电工电子技术、机械基础、电

子线路计算机辅助设计、单片机技术应用、机械设备

控制技术、ＰＬＣ控制技术、维修电工技术、机电一体
化综合实训）；

数控加工技术专门化方向发展平台（项目课程

包括：机械制图、电工电子技术、公差配合与技术测

量、机械基础、机械设备控制技术、数控编程技术、焊

接技术、焊接技术实习、数控车加工实习）。

五个去向：机电产品生产现场操作人员（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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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低压供配电施工与管理、机电设备销售与售后

服务技术人员（岗位）、制造类企业的机电设备维护

与管理人员（岗位）、自动化生产线设备现场技术人

员（自动化生产线的维护与管理岗位）。

２．开发校本教材《电子线路原理与实训》《维修
电工实训》《单片机应用原理与实训》《ＰＬＣ应用原
理与实训》。

（３）数控专业
１．建立基于“校企一体和项目驱动”的创新型

教学框架，采用“专业＋企业”“专业＋车间”的情景
教学法，新的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了“以数控加工工

作过程为导向，以岗位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的课

程体系，形成校内岗位情景模拟，校外顶岗实习，全

过程项目主导的“工学交替、校企循环”的人才培养

模式。考核评价增加了“过程性考核”。

２．数控专业编制了１２门课程标准；参加国家示
范性职业学校“数控技术应用”专业精品课程数字

化资源共建，并参与开发了《机械基础常识》精品课

程，专业教师编写了《数控车削实训》《数控铣床操

作与加工实训》两本校本教材。

３．教学资源建设
计算机应用专业开发了基于“模拟公司教学

法”系列校本教材，突出了具有工学结合特性的理

实一体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整体要求，编撰内容

上融进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培训大纲、企业生产技

术操作规范、职工上岗培训教材等内容，教材体例上

打破原章节顺序，采用了项目、任务、岗位、活动的模

块，体现了现代生产技术与综合能力培养训练的理

论与实践结合、课堂与现场相通的特点，邀请企业生

产技术人员参与教材编写活动，承担了整体设计、项

目书编写、审核把关和审定修改等工作任务。同时，

计算机应用专业通过教学资源建设活动，聚集了一

批企业参与示范校建设项目，在课程论证与开发、实

训基地论证及建设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专业以教

材建设为纽带，稳定了一支专兼结合的专业教学团

队。

４．开发校本教材《计算机应用基础与实训》《平
面设计实例》《网络工程》《广告设计与制作》

《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Ｘ４实用教程》《计算机专业技能竞赛试
题集（竞赛技能校本教材）》。

（三）建立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

目前，人文教育校本课程主要有国防教育、文学

欣赏、书法、绘画、电影等七门。这里重点介绍文学

欣赏课和国防教育。

（１）文学欣赏
目前，青少年的视野开阔，阅读面很宽，各种书

刊、大众传媒、网络等携带的各种内容都在竞相涌入

他们的视野，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据我

们的观察和了解，学生平时的课外读物种类繁多、五

花八门，而不健康的书刊也占相当比重。为了让学

生走进经典，了解经典，使文学经典在他们心中扎根

发芽，增强学生抵御不良东西的能力，从而占领学生

的阅读阵地，开设文学欣赏课势在必行。另一方面，

新世纪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从业者

不但要具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还要具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丰富的人文素养，为了全面提高

学生的整体素质，关注他们的终身发展，也需要开设

了文学欣赏课，以发挥语文学科丰富多彩的人文内

涵的优势。

文学欣赏课主要向学生介绍古今中外文学经典

或文学名著，其内容非常广泛，大致可分为中国文学

和外国文学两大类，每一大类又可分为诗词类、散文

类和小说类三个中类；在阅读内容或材料的选择上，

一方面要考虑作品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另一方

面还要考虑中专生的接受能力和欣赏水平。为更好

的配合文学欣赏课，学校风雷文学社经常性学生进

行文学作品阅读与分享，到校外进行采风等活动。

组织学生积极为文学社杂志《绿野》投稿。

文学欣赏课的开设，提高了广大中职学生审美

情趣，丰富了其思想内涵，激发其对文学经典的兴

趣，引导他们主动阅读文学经典视野得到开阔，人文

素养得到提升，从而在阅读文学经典中塑造他们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不

健康的书刊对他们的侵害。

（２）国防教育
国防教育是学校的德育特色，作为河南省国防

教育基地、郑州市青少年国防教育基地，学校国防教

育主题明确、制度健全、保障到位，国防教育基地作

用发挥明显。设有国防教育领导小组和国防教育办

公室，制定学校国防教育工作规划、年度国防教育工

作计划、学期国防教育实施方案，把国防教育工作纳

入学校工作要点。组建了专职国防教育教员队伍，

开展课题研究，编写了国防教育系列应用教材，配备

了国防教育专项设施和器材以及专用的国防教育宣

传资料，在国防教育特色建设上给与足够的经费保

障。国防教育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有声有色，做到

了正常化、经常化、规范化、课程化，社会教育效果显

著。学校组建了军乐团、三军仪仗队、高炮方队、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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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方队等１２个具有国防教育特色方队。其中三军
仪仗队受到时任军委副主席迟浩田、曹刚川接见。

军乐队在香港回归后曾经做过大型演出。

１．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１）制定了《年度国防教育计划》《学期国防教

育实施方案》《一日生活制度》《日常行为规范》《军

容风纪检查制度》《查铺查哨制度》《军训实施方案》

《四会教员训练与考核制度》，修订了《国防教育规

划》《国防教育例会制度》《国防教育检查制度》《国

防教育考核制度》，为国防教育活动的扎实开展提

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２）国防教育生活化。［３］一是在日常管理中，严
格执行解放军《三大条令》，对学生的纪律观念、一

日生活、内务整理、礼节礼貌、卫生习惯等行为规范

都用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二是通过听国防形势报

告、举办主题国防知识演讲会、开展国防教育日和军

事拓展活动、看军事题材电影、唱革命歌曲比赛、进

行野营拉练、每周一进行升国旗仪式和国旗下演讲、

饭前一支歌、每天一次内务评比等形式，使学生日常

生活过得紧张、充实、愉快，寓国防教育于活动之中，

教育效果十分明显。

（３）国防教育校本化。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充
分利用多年来的国防教育实践，积极开展国防教育

校本研究，积极申报市级课题研究，并成立专门的校

本教材研发团队，形成校本化的国防教育特色。郑

州市教科所课题《军事训练对中职生身心发展促进

作用研究》获得市级一等奖；《学生教员的培养、使

用与管理》《职业学校核心竞争力的培植———以国

防教育为例》分别发表在《新校园》《现代企业管理》

杂志上；研发团队编写并出版了《当代国防新论》

《军事理论》《军事技能训练》《军训与管理手册》

《素质拓展与生存防护》等国防教应用教材。

由于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国防教育工作成果显

著，获得中宣部、教育部、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授予

的“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单位”、郑州警备区授予的

“军事训练先进单位”等多项殊荣。中央电视台、河

南电视台及《解放军报》《河南日报》等国家、省市新

闻媒体多次对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国防教育成绩进

行了专题报道。

（四）产教融合助推学校发展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

必由之路，是培养有未来的产业工人的重要模式。

学校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引企入校、专业共建、课程

共担、跟岗顶岗实习等多种合作形式，并取得一定成

效。目前，学校和郑州宇通、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ＰＰＧ公司等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建立了宇通冠名
班、长城汽车冠名班等２６个，人数达到１１００人，实
现校企发展的双赢。

（五）大力倡导教学策略与方法的改革

教学内容改革的同时，教学策略与方法也必须

随之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学生知识、技能和情

感的统一，教育教学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为此，郑

州市国防科技学校大力倡导新教学、新教法，强调以

学生为中心，发放有关书籍，组织教职员工学习；在

教学评价中，贯彻新的教育教学思想，引导和鼓励教

师在工作中学习新思想，探索和实践新的方法和手

段。现在，我校教师均能较为灵活地运用行动导向、

研究性学习等先进的教学策略与方法，科研意识与

科研水平明显提高。

五、研究成果

几年来，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的课程改革是富

有成效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生方面

文化课与专业课的调整与改革，一改过去“听

不懂学不会”状况，学生的课业负担减轻的同时，学

到了更多有用的知识与技能，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开设，以丰富的内容

和生动的形式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与热情，通过这些

课程的学习，学生普遍提高了自我认识、规范了言谈

举止、提高了艺术品味、陶冶了审美情操；岗前教育，

使毕业生在就业前强化了专业知识和技能，端正了

就业观念，丰富了求职择业的技巧，提高了他们的就

业信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生就业。

（二）教师方面

在课程改革过程中，教师们都积极行动起来，学

习先进理念，勇于探索实践，总结经验教训，他们的

视野开阔了，思想丰富了，知识拓展了，业务素质提

高了，科研能力增强了。短短几年时间产生河南省

职教名师两名，省职教专家两名，省市学术技术带头

人３名。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通过示范校创建，不
断进行教育教育改革，激发了广大教师进行新课程

思想的探索，开发校本教材２８本，出版１２本，每年
都有大批教师申报省市课题，在河南省中等职业学

校优质课评选中，侯慧娟老师获得一等奖第一名。

（三）学校方面

教学改革，给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注入了生机

与活力，思想观念得到更新，激发了教职员工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很大的发挥，从而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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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得以提升；与此同时，学校的社会声誉也大大提

高，学校的生源状况明显好转，所招新生无论数量还

是质量每年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经过国家示范校

创建，该校已成为郑州职业教育的一张名片，郑州市

机车专业、机电数控专业、计算机专业技能工作室设

于该校，河南省汽车专业名师工作室也落户郑州市

国防科技学校。该校成为国家“现代学徒制试点单

位”。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一

项、二等奖五项、三等奖十二项，同时荣获河南省参

加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先进单位。
六、结束语

虽然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的教学改革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但是在改革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和

困难：教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评价模式尚未完全

形成，还需要行业企业等各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师资

力量有待加强，特别是专业课教师对行业企业标准

了解不够全面，实操能力尚需进一步提高，现代职业

教育理论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精品专业、精品课

程打造还需要一定过程。

在《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

意见》精神的指导下职业学校结合自身实际，以及

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进行教育教学改革，不断

提高学生就业创业的能力，培养更多既有较高的人

文素养，又有较高的技能水平，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

发展。通过国家中职改革和发展示范校示范校的引

领，相信职业教育一定会彰显个性与特色，为国家经

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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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意经济人才需求形势的高校艺术教育发展策略

陈学书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艺术系，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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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意人才的素质关系着创意经济的发展，而艺术教育关乎着创意人才的培养。我国高
校的艺术教育现状已经不能满足创意经济时代对人才的需求，急需在创意人才培养目标、创意人才

的团队意识与竞争意识、创意人才的时代性与开放性等方面制订出合理有效的培养策略，以适应新

时代对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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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创意经济定义为：“结合
创意生产和商品化等方式，运用本质为无形的文化

内涵，这些内容基本上受著作权保障，形式是物质的

商品或非物质的服务”的经济形态。［１］英国《英国创

意产业报告》中将创意产业定义为：“那些从个人的

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

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

会的活动的产业。”［２］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

则普遍认为创意经济是来源于个人创意或传统文化

积累，透过智慧财产的形式和运用，能够创造财富、

增强就业机会，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行业组织或经

济形态，并根据区域经济侧重点的不同大致将文化

创意产业分为文化艺术产业、设计产业及其他相关

产业三类。

按照美国学者佛罗里达关于创意经济的“３Ｔ”
理论，创意经济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创意

人才（Ｔａｌｅｎｔ）、技术（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和包容（Ｔｏｌｅｒ
ａｎｃｅ），我们不难看出，创意经济的发展实质上是人
本思想的回归，以及人们对“效率为先”的工业化生

产的反叛，通过文化的传承与凝聚、创意的发掘、技

术的跨界与融合和产业集群效应来实现产品或服务

的高附加值、个性化和价值优先等特征的经济行为。

创意经济是社会发展的更高层次后经济形态递进发

展的尝试，也是人类社会整体进步和经济发展改革

模式的必然选择。

一、创意经济发展及其人才需求

２１世纪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知识
经济的迅猛发展，创意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期，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新的发展模

式，也逐渐演变成世界各国软实力较量的新的平台，

被世界主要经济体赞誉为经济转型的主要依托。据

约翰 霍金斯的《创意经济》一书中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２
年，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２２０亿美元的财富，并
以超过５％的速度逐年递增。［２］根据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２０１７年文化与创意产业最新报告显示：全球
文化创意产业创造产值２．２５万亿美元，超过电信业
全球产值（１．５７万亿美元），并超越印度的国内生产
总值（１．９万亿美元 ）。从业人数２９５０万，占世界
总人口的１％。［１］

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正在进行产业

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改造，逐步淘汰一些过去引以

为重的资源型、资金驱动型落后的产能，提出“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创意经济正

是因为附加值高、可持续性等特征迎合了国家经济

发展的战略需求。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科技、文化的

高度繁荣促使国家提出“民族复兴”“文化自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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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而创意经济又是以文化、艺术的发展与创

新为基础的，是世界各国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高度

契合国家发展的目标、定位。当前，中国的创意经济

正在飞速的发展，形成了国家级、地市级和特色创意

小镇“三位一体”的创意发展格局，２０１４年，经过国
家审批的创业园区就高达２５００家以上，尤其是，北
京、上海、广东、湖南、云南等省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增

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已突破 ５％，成为区域经济的战
略性支柱产业，成为产业经济的新增长点。

创意经济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凸显创意人才的短

缺。据《中国文化产业蓝皮书》的数据表明，目前我

国文化产品占世界市场１９％的份额，表明我国有较
强的文化产品的加工与生产能力。而在文化创造力

方面，从事创意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比却不足１％，与
发达国家或城市的差距相当大（如纽约为１２％，伦
敦为１４％，东京为１５％）。［３］这表明我国创意经济
的发展仍然处在产业链的最低端，且从业人员多集

中在产品生产与销售上，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服务、创

意管理与市场研发类创意人才不足以满足我国创意

产业的需求。因此，提升创意人才培养的质量，扩大

创意人才的储备，成为当前中国创意产业各个领域

亟待解决的难题。

二、高校艺术教育与创意人才培养的内在联系

１９９８年制定的《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将创
意经济的定义为：“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

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

力的行业。”［２］根据这个定义，英国将广告、建筑、艺

术和文物交易、工艺品、设计、时装设计、电影、互动

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电视广播等

１３个行业确认为创意产业。这个定义被无数致力
于发展创意经济的国家或地区所采用，并得到不断

的发展和延伸。在东亚地区，基于民族文化的特殊

性，创意经济一般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指根植于当

代科技发展（尤其指智能数字技术、互联网 ＋和新
传媒）的基础上，以文化、艺术等形式与经济高度结

合为特征，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为主，向人们提供文

化、艺术、精神、心理与娱乐产品为目的的新型产业

形式。

建筑、艺术和文物交易、工艺品、设计、时装设

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动漫、游戏）、音乐、表演艺

术、电视广播等行业基本上都属于广泛的艺术类产

业范畴，至于广告、出版、和软件等行业也需要有一

定的艺术基础来作为支撑的。因此，西方不少学者

将创意经济理解以文化为根基，以艺术为灵魂，以创

新、创意为核心的新的艺术经济形态。

高校艺术教育不同于中小学以审美和基本功为

主的教育形式，它不仅向学生传递出更加丰富的艺

术知识、专业的艺术技能和深邃的艺术精神，更重要

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以此激发学生的创新潜

能与智慧。“高校艺术教育能够培养学生敏捷的感

知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无限的创造力，能够极大地促

进和提高人的思维能力。”［４］

三、创意经济时代高校艺术教育发展策略

高校艺术教育作为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的重

要组成部分，若能抓住历史机遇，适时调整人才培养

目标，构建出适合创意经济发展的培训体系，不仅能

够较好地满足形势发展需要，解决学生就业问题，还

能够较好地实现艺术与其它学科交叉融合，促进艺

术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一）确立创意人才的定位，制定出适合创意经

济现实需求的高校艺术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关于创意人才的概念，美国学者佛罗里达在

《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指出：创意人才是从事

“创造新观念、新技术和新的创造性内容”工作的

人。由此可以看出，真正意义上的创意人才是指能

够运用自己的知识和创意提出开拓性的观念，并能

够利用自我的创作技能或手段将新的观念转化为新

的技术或是内容，从而为社会提供高价值的、个性化

的产品或服务的复合型人才。这就要求我们既要重

视创意基础和创意能力的培养，诸如相关的专业知

识、文化素养、实践经验、专业技能、创新意识、学习

能力、社交能力、问题分析与转化能力、经营能力、敬

业精神等素质与能力，又要关注创意人才自身的性

格的培养，诸如思辨能力、批判质疑精神、包容性和

抗风险打击能力等人格因素，二者合一，方为完整。

高校艺术教育作为创意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

分，就应该制定出适合创意经济现实需求的人才培

养目标。首先，高校艺术教育要确认培养目标是复

合型人才还是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是指综合型

或学科交叉型人才，具备多个专业之间的知识交融

与综合能力，具有基础扎实、素质全面、思维活跃和

应用能力较强等基本特征，而应用型人才主要指从

事社会实践的专门技术人才，强调知识的运用与实

践能力。高校艺术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其人才培

养的目的也不仅仅局限于掌握或运用某种专业技

能，它有着更加广泛的社会意义和使命担当，特别是

创意经济时代，市场对于人才的需求更多的倾向于

创新性、高素质、综合运用与原始创意，而不是从事

低端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因此，创意经济时代高

校艺术教育人才定位更应注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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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知识与能力的培养要求。按教育部《普

通高校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录（２０１２）》及其相关说
明可明确看出，对于高校艺术教育，主要是培养专业

的基本理论、专业技能、了解文化事业方面的方针、

政策、法规以及国内外艺术的发展状况。这样的培

养要求显然不能适应新时期创意人才的需求，创意

的本身是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格

的统一，专业知识与技能只是培养要求中最为基础

的部分，而核心在于创新意识、思维与创新人格的培

养。因此，高校艺术教育除了专业的基础知识和基

本技能外，还应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问题

分析与转化能力、科学的思辨能力等，把专业素养与

创新思维统一起来，使学生成为时代需要的高端复

合型人才。

（二）注重创意产业人才集聚效应，加强高校艺

术教育人才培养的团队意识与竞争意识

产业集聚与人才集聚已经成为创意经济未来发

展的一个普遍趋势，马歇尔提出的空间集聚外在性

理论主要针对一般产业产业的空间集聚，而迈克

尔·波特的创意产业集聚理论是指在特定领域中大

量创意产业关联企业以及相关的支撑机构和人才的

空间集聚，形成强劲持续的竞争优势现象。对于文

化创意产业而言，空间集聚将融合文化、产业、人才

和消费者，是以设计、咨询、艺术等创意服务为主体

的企业的集中，能够形成一个开放与创作、实践与体

验、生产与销售、消费与展示共存的多元化产业生态

群。在这个生态群中创意人才依靠团队协同作战，

形成合作与竞争共存的态势，推动着产业的整体进

步。

当前，高校艺术教育由于专业的特殊性，其人才

培养模式往往倾向于单项的课堂教育模式，即注重

培养每一个学生相同或相近的专业技能与理论基

础，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发展与职业倾向，更忽视了学

生的团队意识和竞争意识，导致人才质量千篇一律

的局面，不利于形成人才集聚效应和学科的优势发

展，更不利于学生创新意识与竞争意识的培养。据

资料显示，美国、日本、韩国等创意经济发达国家，为

了使艺术教育更好的支撑创意经济的发展，大学艺

术教育普遍实行团队制或工作坊制，以具体项目或

案列为基础，实现团队间的合作与竞争，凝聚起一大

批优秀的创意团队，为创意经济的发展储备了大量

的优秀人才。

鉴于此，我国高校艺术教育创意团队的构建可

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化普通的课堂教学模

式为工作室制教学模式，工作室在导师的带领下以

项目或竞赛活动为基础，以赛代练，强调学员之间的

配合、沟通、协作与竞争，形成团队间人才培养的良

性循环，促进“产学研”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健康发

展。二是弱化第一课堂，强化第二课堂，利用大量的

课余时间广泛组织不同院系的学生参与到各自院系

自建项目、校级孵化工厂项目或其他社会项目中去，

依据学生的个性与专长，以创意市场实际需求为导

向，将学生分为若干创意团队，确保每个团队拥有原

始创意人员、市场化与艺术产品开发人员、策划与艺

术品经营人员和创意管理人员，赋予每个团队不同

的职责与任务，展开团队间的联合与竞争，激发学生

的潜能，达到既定教学目标。

（三）把握创意经济发展趋势，强化高校艺术教

育人才培养的时代性与开放性

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促使创意经济的内涵

和外延日趋宽泛，它已不是创始之初英国所界定的

１３各行业，而泛指与艺术、文化、科技、信息、休闲、
娱乐等精神心理性服务活动或产品相关，满足小康

形态下人们精神文化娱乐需求所有行业的集合体。

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所言，“可以断言，地

方和区域战略后１０年的任务是找到一种可以把文
化产业与更广泛的制造业部门联系起来的方式，创

造性、风险、创新和信息、知识与文化在全球经济中

将具有核心作用”［５］。面对这个趋势，高校艺术教

育要想培育出合格的创意人才，就必须进行变革，突

破传统固化教育理念，打破师资现有结构，将高科技

和新观念融入教育之中，强化人才培养的时代性与

开放性。

高校艺术教育人才培养的时代性是指教学体系

要符合时代发展的理念，教学内容要切合时代发展

的需要，教学方法要融入时代科技与互联网的发展

背景，培养出的学生要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与较强

的创新思维能力。因此，时代的需求使得高校艺术

教育必须进行如下改革。

１．教学体系。新的教学体系要符合经济与社会
发展的需求，以市场为导向，以文化为基础，以创新

为核心，以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加深校企合作、强化

团队意识，注重学科集群与跨学科整合教育，夯实文

化素质与创新意识，才能培养出有独立的思想、丰富

的知识、深厚的文化积淀、熟练的技能和较强创造力

创意艺术人才。

２．教学内容。创意时代的高校艺术教育不要将
专业课程划分过细，凝聚相近或相似的课程，产生一

批具有优势效益的课程群，教学以案例、项目或竞赛

为主，将教学内容融入实践中，不断增加艺术品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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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经营，文化艺术品牌建设与管理，文化产业战略

与商业模式，数字艺术的管理与运营等市场需要的

前沿课程，增加学生实践实训与社会调研的学分比

例，增加讲座的实践性、促使得教学内容更加弹性和

多元化。

３．教学方法。课堂上以个性辅导、案例探讨、团
队实践为主，广泛使用新媒体，利用微信等时代化社

交平台和大数据的力量，构建出全方位学生辅导答

疑体系和人才质量跟踪体系，让学生在数字化的环

境中形成个性化学习习惯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长久以来，高校艺术教学中始终存在着“重技

法、轻理论”“重课堂、轻课外”“重专业、轻素质”

“重基础、轻前沿”；师资队伍中存在“重学历、轻能

力”“重研究、轻实践”等不良现象。创意时代要求

我们在教学理念、学科机制、课程设置、教学方式、评

价方式、师资结构等方面进行调整，实行多学科并行

发展，跨学科融合发展；教学中要以课堂教学与市场

实践并重的双向人才培养模式代替课堂教学为主的

单项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引进西方优秀教学评价理

念，以综合素质与创造力作为学生评价的重要原则；

倡导师生平等，提倡师生团队，强化师生交流、协助

机制，不断拓展师资渠道，实现校内指导老师与市场

指导老师并轨的“双导师制”；积极引进那些学历不

高，但经验丰富的市场专业人才参与到课堂教学中，

引进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作为学科带头人引领专

业发展，实现师资引进的多元化，才能在把握常规的

基础上实现超越，满足创意人才的现实需求。

正如美国学者奥斯汀说言：“当前全球经济发

展正从工业化制造向艺术化创造转变，创造而不是

制造，艺术化而不是工业化，成为创新的新意所

在。”［６］我国正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经历着

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因此，高校艺

术教育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进行教育

改革，以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综合文化素质

和个性化为改革的切入点，调整人才培养的定位与

目标，改革教学内容和培养方式，重视高校艺术教育

的时代性与开放性，加强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才能

培养出符合时代需求的复合型创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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