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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３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联合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
股集团、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省文联主办，河南省作家协会、大象出版社、弘润华夏文学艺术中心承办的

“田中禾文学创作６０年暨《同石斋札记》新书研讨会”在郑州弘润华夏大酒店举行。来自全国文学界的知名
学者、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共９０多人，以田中禾６０年来的文学创作为切入点，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文学，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文学，极具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田中禾原名张其华，河南省唐河县人。年轻时代的田中禾，对大学文科的教学很失望，已读大三的他，不

顾家人劝阻，从兰州大学中文系依然退学，把户口迁回农村，当了农民，目的是更有效地阅读、写作和生活，当

然，这也让他尝到了底层生活的千滋百味。在后来艰苦的岁月中，他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经典。纵观田中禾

６０年来的漫漫文学生涯，这个性情化的作家，始终没有被现实同化，他创造现实而不是被现实改造。在以社
会现实为生活和写作基调的中国作家中，这样坚守理想的作家极其罕见，他像镜子一样照亮了我们，因此，田

中禾先生备受文学界同仁的由衷钦佩。

从１９５９年始，田中禾以一部长诗《仙丹花》开启自己的创作生涯，１９８５年以短篇小说《五月》荣获 “全国
优秀短篇小说奖”，此后陆续出版长篇小说《匪首》《父亲和她们》《十七岁》《模糊》等，最新出版的四卷本《同

石斋札记》散文、随笔文集，彰显了田中禾先生６０年来孜孜不倦的文学追求和文学成就，他超前的创新意识
和人性视角，个性立场和批判意识，语言的诗性品格等，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难得的兼具文学理想、

独立思想和文体意识的优秀“纯文学”作家；同时他的部分作品以英、日、阿拉伯等语译介国外。

记忆的动机、途径与伦理
———从《十七岁》到《模糊》

张　翼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４５３０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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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翼（１９７８—），女，河南新乡人，文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小说批评。

摘　要：记忆书写是田中禾始终坚持的创作方向之一，尤其是近十年来，从《十七岁》到《模糊》，
他的创作逐渐由细腻的记忆呈现深入到对记忆伦理的本质思辨。梳理田中禾记忆书写的动机、途径

与伦理，既是对作家记忆书写特征的总结，也将打开对文学是否应该记忆历史，又应如何变历史记录

为文学“记忆”，如何处理差异化的“记忆”等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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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中禾是个现实感十足的作家，他擅长从纷繁
的现象中抽取关键问题，代表作《五月》《枸桃树》直

击农村改革中存在的“卖粮难”“资源短缺”“青年出

路”等诸多实际问题，通过现实问题的探讨向人情、

人性的深处掘进。田中禾也是一个关注记忆的作

家，在直面现实的同时，他不断追忆个人的往昔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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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过往，尤其是行至人生暮年，回忆逐渐成为作家

创作的重心。从２０１１年的《十七岁》，到２０１３年的
《父亲和她们》，直至新作《模糊》，田中禾沉浸于对

亲人和往事的追怀。因为这些独特的个体的记忆追

溯总与“历史”保持着微妙联系，在个人经历、经验

的光影闪回中，一桩桩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抗

战、内战、建国、“反右”等等也纷至沓来、借机登场，

历史因此成了以文字为载体、糅合诸多经验的“记

忆”。

田中禾的记忆书写事实上触及了新世纪非常重

要的文学史、思想史命题，即面对２０世纪中国这样
一段容量丰富、脉络稠密的历史，文学是否有义务记

住过去的人与事？又应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使严谨

的历史记录成为有质感、有弹性的历史“记忆”？此

外，由于在历史结构中的位置不同，不同的人对于同

一历史的记忆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有时甚至是南辕

北辙、相互抵牾的，那么又该如何认识、交流差异化

的“记忆”？我们或许可以田中禾近十年的写作为

切入口，打开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一、记忆历史的冲动

文学与记忆的关联深刻细密，有作家曾经指出，

文学本质而言就是记忆。如果以此解释田中禾近年

来的写作与记忆的缱绻，也是有效的。但这一常识

性答案可以解释田中禾为什么写记忆，却不足以阐

释他的记忆及记忆书写的特征，无法回答他何以反

复记忆某些东西却并没有记住另外一些东西，何以

某个人、某桩事、某段历史在他的记忆中是如此这般

而非其他模样。记忆的成型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

响，其中记忆之所以发生的动机至关重要。动机触

发了回溯，特定的动机从最初就已经决定了记忆的

独特走向与特殊纹理。

田中禾的频频回首源于个人的情感伤痛。他在

长篇小说《十七岁》中以日记为序言，解释了为什么

要写这样一部追怀之作，那是因为：“此时此刻我才

明白，从此以后我要独立承受人世降临的一切，我真

的要做大人了。在甲子年二月初七这天之前，我并

不知道人世究竟是什么。母亲离开我的时候世界还

像往日一样，可我知道往日已经不复存在。”［１］１亲人

的离去成为个人生活史中的一个转折点，构成了生

命观念的断裂，“我”的记忆之门由痛苦而开启。痛

楚将离去的一切推向笔端，通过一遍遍重现往昔、回

味过去，作家的写作事实上也是情感的宣泄，他自觉

或是不自觉地以移情的方式抚慰自身的情感重创。

正如《父亲和她们》中的“我”所言，“让自己在述说

中得到安慰”［２］４。不得不面对的告别，也使作家较

之常人对正在流逝的、不可挽留的诸种人事更为敏

感。同时，相对于变动不居的现在和难以预测的未

来，过往即便再多繁乱也已是固定了的，它总能使人

经由怀想寻找到安适感、意义感，这就是为什么“过

去的一切终将是美好的”，也是所谓的“诗意的栖息

地”因何而生。田中禾之所以一再书写记忆，或许

也可循此心理线索找到答案。因情感创伤而开启的

记忆总是细节饱满、情绪充沛，也常常因物是人非、

流逝不止流露出沧桑感慨，并隐隐掺杂着时不我待

的内在紧张感。

除了情感的因素之外，对现实的困惑、不适也督

促作家有意识地追根溯源，追问来路，通过审视来路

辨析“现在”如何成为“现在”，思考“现在”应该成

为怎样的“现在”。简而言之，所有向过去的回望都

关联着尖锐的“现在”的问题。田中禾在新作《模

糊》中，有意识地安排两个叙事者讲述二哥张书铭

的故事，其中“我”作为主要的叙事者，把握全文的

叙述基调。两次叙述的起初，“我”都会特意向读者

说明，之所以执意回顾并不愉快的过去，是希望借此

与现实中的缺陷形成对抗。“当金钱、享乐成为时

代主流，人们忙于赚钱、忙于购物、忙于旅游、忙于性

享受，沉醉于花花世界的时候，谁愿意陪你为陈年旧

事感叹，被过往的伤痛扫兴，耽搁了当下的快乐时

光？”［３］１１０“忧伤是人类情感中高贵的情愫，我不敢

滥用它。在这物欲横流、追求金钱享乐的时代，忧伤

非但不合时宜，还会被人讥为有病。”［３］１８４两段表述

虽然存在反问与陈述的语气差异，但内在的逻辑却

保持一致，都是要构筑过去———现在、记忆———遗

忘、忧伤———享乐、沉重———轻松的落差张力，以此

表达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立场倾向，是要以记忆对

抗遗忘，以沉重质疑轻松，以伤痛警醒快乐。作者借

叙事者激烈地发声，有力地展示出作者介入现实、探

索历史的意志力，使读者感受到写作者内在的使命

感。正是因为使命感的贯穿，文本中情绪的经验的

个人回忆，繁复却并不破碎，伤感却并不空泛，它们

仍是有质感、有深度的文化记忆。

作家个人的情感与责任，驱动其创作不断回望

往昔、书写记忆，这为作家的记忆刻下了鲜明的个人

标识。同时也应注意到，记忆的产生既源于个体的

情绪与体验，也潜在地受到时代语境、文学传统的影

响与规约。田中禾寻找自己的方式，书写个人的记

忆，但他始终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处于特定的历史结

构之中，作为写作者处于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

的传统之中，某些既定的机制、规律注定会对他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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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有所触动，也有所示范。以文学传统为例，中国文

学中向来就有非常强烈的史传传统，这促使中国的

写作者回顾过去时总是不由自主地以“历史”为鹄

的。当代文学在历史书写方面的积累也十分丰厚。

十七年文学致力于革命历史合法性的叙述，新时期

文学对共和国历史的反思，９０年代以个体、欲望解
构宏大历史观念等等，近年来逐渐形成了以个人史

写大历史的写作趋势。纵观田中禾近十年来关于记

忆的思考和书写，发现他也在这样的思想延长线上

与文学脉络之中。

二、历史如何成为记忆

人生活在“历史”之中，也以自己的方式叙述

“历史”，但人对“历史”的叙述并不完全受制于“历

史”本身，或者可以这么说，人叙述“历史”的过程本

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叙述历史的方法有很多

种，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其中一种，并不取决于它对

“历史”的拓印，而在于它对“历史”的再认识、再创

造，即遵循文学特有的逻辑与方法，以情感之维、思

想之维对事件、史实进行重新观照，如此才能变记录

为“记忆”，丰富并超越历史。文学记忆历史不存在

绝对完美的方法，各种方法的优点与缺陷也几乎是

显而易见的。以下将主要从特征的角度出发，探讨

田中禾通过自身的创作实践，把历史记录转换为文

学“记忆”，于此提供了哪些路径，并尝试指出这些

方法具体的功能。

其一是以细节恢复历史实感。田中禾的记忆伴

随着２０世纪中国的诸多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作者并
没有采取正面强攻的方式去写时代风云的变幻，多

沉潜在日常生活的细处、深处，以细节还原历史现

场，以细节展现历史运行的细密轨迹与隐秘褶皱。

《十七岁》对乡间生活的描绘，既注重审美意义上的

细腻描写，以场院旁飞扬着的雾一般的蜢虫，池塘里

小树与灌木的倒影，从林子里飞奔而出的肥大的黄

狗，黄狗滴着口水的热乎乎的舌头，石碾上密布着的

星星点点的麻坑等渲染田园风光；也选取具有时代

标志的细节，如土地上铁轮车的辙印，洗脸用的铁面

盆与家织布方巾，疗伤用的墨鱼骨等等为田园生活

烙下旧日的标记，提醒读者这田园、乡村的时代属

性。与此相似，《模糊》中章明所穿的“苏联花布衬

衫”“毛料中山装”，所使用的“蘸笔”，所读的路翎的

《洼地上的战役》、屠格涅夫的《初恋》，假日里所去

的工人俱乐部、舞会等等，共同营造出建国初期特有

的生活景观与时代精神氛围。

除了描绘可触可观的生活景观细节，作者还把

握到了语言作为细节所凸显历史的阶段性特征，并

由此展示历史更迭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根本性改造。

谈及２０世纪的中国，无法回避绵延不绝的战争———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捻军起义，２０世纪初的军阀
混战，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４０年代中后期的国
内革命战争，５０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在田中
禾的创作中都有涉及。频繁的战争，使人们无法安

守家园，四处流散，躲避战乱成为生活常态，人们为

此特意启用了一个新词“跑反”。作者在文本中写

过战争中尸横遍野，也描述日本军机轰炸中国平民

的惨烈场面，然而当他抓住人们的语言系统中出现

了“跑反”并将之熟练地运用于交流的时候，才真正

剥出了战争的残酷，将战争对人的生存、精神的渗透

控制全息式地推至读者眼前。长篇新作《模糊》中，

“下放”“审查”“材料”“检查”“批判”等词汇，在人

们日常生活中的广泛辐射，同样起到了构筑历史实

感的作用。

其二是以经验丰盈历史维度。由于细节的灌

注，历史不再仅仅是遥远的过去事件、抽象的宏大规

律，而是有实感的，可触摸的。又由于细节往往建立

在个体独特的感受和经验之上，因此数量庞大、类型

庞杂的经验也得以汇入有关历史的记忆之中。各种

经验从各自的角度、立场出发，叙述自己对于过去的

印象与感觉。在被不同角度、不同立场反复描述之

后，历史不再是单一的、平面的，而成为多维的、立体

的。《十七岁》通过叙事时间的横纵组合，将经验化

这一方法发挥至极致。文本的叙事时间既没有以历

史的物理时间为序，也没有单独地围绕某一个个体

的成长经历推进，而是巧妙地将“十七岁”设为时间

节点，通过讲述母亲、大姐、六姐、大哥、二哥，以及

“我”的“十七岁”，以点阵的方式在推动时间前进的

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与个

体特殊成长经验的微妙关联。由于历史被不同的个

体经验叙述、勾勒，它的演进不再是清晰的线索，而

是交叉、重叠，它的不同侧面得以显现、打开。

譬如在如何认识战争的问题上，战争的残酷毋

庸置疑，它随意掠夺人的生命，迫使人们不得不在跌

宕起伏中艰难求生。但残酷、暴虐远非战争的全部，

还有许多难言的悲欣交集。如“我”的家道因战局

莫测而中落，却也因为同样的原因通过囤积食盐再

次积累了财富。战争使人颠沛流离，但动荡也使原

本坚固的礼教秩序有所松动，六姐与订婚对象因此

有了接触的机会，二人逐渐建立起扎实的感情基础，

避免了像大姐一样因包办婚姻不如意而抑郁身故的

悲剧。战争是集体的罪恶，但罪恶的集体中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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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无辜的个人。作品在铺陈日本兵残暴荒淫行径的

同时，还从孩子的视角写一个爱和街坊邻居开玩笑

的“老头太君”，在孩子的眼里他除了是日本人之外

与众乡邻并无差别。“老头太君”的存在解释了———

为什么当母亲目睹日本人战败撤退枪毙伤员时，几

乎忘记了日本人是怎样毁了自己的生活与家园，对

这些垂死之人表示出了同情而不是感到一朝雪耻，

大快人心。经验的驳杂，立场的交错，帮助叙事者打

开了探讨战争性质的众多角度与空间，战争不再只

是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暴力对抗，也不仅只用

来激发读者的憎恨、厌恶，它还蕴含着人性复杂、命

运无常等等难解的命题，推动读者由此展开对自身

与他人，个体与众人的深思。

其三是以想象补充历史留白。在田中禾的记忆

书写中，时常出现另外一个词“想象”。如：“我想象

着民国十二年的那一天，那似乎是一个很遥远的从

前的日子……”［１］１“在我从小长大的过程中，老家

经常诱发我的想象。我想象着在很早很早以

前……”［１］２“以我的想象，父亲和母亲当年走过的

路，应该是由伏牛山南麓逆汉水北上……”［２］２５“对

于我，库尔喀拉是一个牵系着半生惦记、诱发着我的

想象的地方，在我的心底留下了不堪触碰的记

忆。”［３］１１２虽然人们总强调记忆是对过去实有之事、

实存之人的再现，但记忆实质上是想象之一种，或者

说记忆就是幻象。过去的一切无法克服时间、空间

的局限再次真实地发生，却可在人的头脑中、通过对

所储存的既有形象进行再次加工，使前尘旧事得以

复活。独特的想象机制决定了记忆是自由的，它不

会被时空所局限，更不会被动地接受现实逻辑的解

释，而是穿梭自如、自成体系的。

记忆的自由特质赋予它虚构的特权，使它以虚

构填补“真相”“规律”无法笼罩的“历史”的留白与

间隙。记忆之于历史的想象、虚构不单指填充真实

发生过的历史的细节，还有可能弥补未曾发生过的

历史的遗憾。概括地说，记忆在解释历史的已然、必

然之外，也尝试解决历史的未然、或然。如《十七

岁》中关于早逝的大姐的想象。大姐因包办婚姻不

如所愿郁郁而终，生命永远停留在了十七岁。为了

避免难过，她并不被家人经常提起，并且大姐去世

时，我尚在襁褓之中，对她本应该没有太多印象，可

是大姐却奇迹般地存活在了我的记忆之中。我对她

的记忆远非印象，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象。在“我”

的记忆里，她不仅笑颜如花、青春永驻，还在我的想

象中不断成长———我常常在现实人生中寻找与她相

似之人，也在脑海里为她假设种种不同的生活走向，

推测她假若还活着将会在随后的时代风云中经历怎

样的人生。关于大姐的记忆与想象是全书的精华所

在，这段并不能够被“如实”所阐释的亦真亦幻、虚

实相间的叙述，细腻而灵动，感人至深；也使对大姐

的记忆得以漫漶为对这一代女性、这一类型女性的

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的描摹与思考。充分发挥记忆

的想象与虚构这一具体的叙述行为，已经彰显了作

者的历史观，他并不想一丝不苟地搬运历史，而是要

对历史做出猜想性的解释。作家田中禾已经不仅仅

是探索历史的规律，他还关心历史的诸多可能性。

关于历史记忆中真实与虚构的微妙辩证，是一个可

以无限阐释的话题，田中禾以自己的创作，对这一话

题做出了精妙而独特的回答。

三、历史记忆的差异与融合

如果仅从记忆呈现的效果考量，《十七岁》已然

显示了记忆书写所能够到达的高度，它所描述的历

史记忆实感、质感与立体感兼备，个体经验与宏大历

史交相辉映，文本情绪饱满、细节丰沛、叙事灵动。

可如果从对记忆的本质思考来看，《模糊》却较《十

七岁》更深一层。《模糊》仍述说往事，但呈现记忆、

借记忆抒情怀旧、思考现实已经不是文本叙事的全

部目的，文本围绕记忆所展开的叙事行为是技巧，更

是一种观念———它要讲过去的故事，更要提取“记

忆”本身，要将“记忆”拉到一定的高度对它进行审

视和追问。这事实上已经深入到了记忆的伦理层

面。

文本叙事结构的变化，体现了作者由记忆结果

向记忆伦理的深入。和以前的作品相比，《模糊》在

结构上有明显不同。

首先，叙事重心发生了转移，出现了由回忆过去

到现实求证的转换。虽然如前所述，所有向过去的

回望都包含着现实的、现在的需要，但此前田中禾的

记忆书写基本是过去时态的，无论是《十七岁》还是

《父亲和她们》的叙事都专注于讲述往事，而将“现

在”作为讲述往事的背景，是为“过去”建立的叙述

的角度。《模糊》的基本叙事结构却是“过去 ＋现
在”，且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叠加。它由两个故事

构成，第一个故事是章明的故事，主要是他在２０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经历；第二个是“我”对章明的原

型———“我”的二哥张书铭的回忆与寻找，具体涉及

“我”如何因神秘邮包唤醒被刻意封闭的记忆，如何

将作为“记忆”的章明与“真实”的张书铭进行比照、

阐释，又如何通过探访张书铭的旧迹、故人尝试解开

他的失踪之谜，期间更遭遇了是否应该以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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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打扰现实生活秩序的问题。虽然从篇幅来

看，章明的故事占据了整部小说的三分之二，但这一

段“过去”却被有意识地处理成“戏中戏”“书中

书”，使它嵌套在“我”的现实行动之中，章明的“过

去”故事始终被“我”的“现在”行动所统摄。同时，

还应该注意，章明的故事虽曲折坎坷，但对于读者而

言，由于既有阅读经验的影响，并没有构成“陌生”

的惊异感。章明遭遇种种不公，成为右派的故事，

事实上在《黑骏马》《绿化树》等小说中已经有了成

熟的叙事形态，其中的常见元素在《模糊》的“书中

书”里都有所体现，比如章明的英俊潇洒、谈吐不

俗、不凡见识等等都吻合此类型作品中卡里斯玛式

的主人公设定。再如章明在社会生活中的浮沉总伴

随着私人领域中的爱情、婚姻的分合，也遵循这类小

说以爱情、情爱等私人情感解说时代风云、社会事功

的叙述模式。相较而言，“我”的现实寻找篇幅虽然

不长，但对于读者而言却是陌生的、难解的，尤其是

其中头绪庞杂，歧义丛生，给读者造成困惑，也吸引

他们思考有关记忆的一系列问题。借助“过去 ＋现
在”的叙事结构，并通过“过去”“现在”的比重差异，

作品将叙事重心放置在“我”如何在当下的语境中

处置过去的“记忆”，而不是“我”通过回顾过往看到

了什么。“现在”在这样的结构安排中脱颖而出，不

再是背景或者角度。

其次，叙事立场出现位移，出现了由推崇往事正

义到向辨析记忆话语结构的过渡。在之前的创作

中，“往事”占据天然优势，感伤含混也美好难忘，是

情感所系，是探索历史的思想沉积层；但在《模糊》

中，作者对待“过去”的态度已经有所保留。他已经

意识到了“记忆”，尤其是文学的“记忆”是被叙述

的。这同样可以从“戏中戏”“书中书”的结构安排

里得到展示。虽然作为主要叙事人的“我”，在讲述

故事的过程中，一再强调“过去”之于现在的重要

性，但作品并没有采取线性的叙事方式，由过去写到

现在；也没有按照作家之前的叙事习惯，由过去的某

一个时间发散开来；而是将过去与现在通过“戏中

戏”“书中书”的结构设置，放置在了两个不同的叙

事层级上，有意识地使之在叙述立场上表现出分裂。

“戏中戏”往往与主线构成互文，发挥对主线故事进

行提示、解释、类比、渲染等功能，但这也使戏中之戏

多是主线故事的衍生物。具体到《模糊》中的“书中

书”来看，章明的“过去”事实上是被多次叙述的对

象。在神秘的书稿里，它被叙事者用第三人称叙述

了一次，而这本书又是以被“我”阅读的方式呈现出

来的，因此它还同时被“我”进行了第二次叙述。双

重叙述使章明与“过去”成为叙述中的叙述，是被叙

述的对象的对象。“过去”的自我叙述能力较之此

前已经明显减弱。“戏中戏”的另一个功能是制造

间离，提示读者文本中所有的戏剧性冲突及由此所

构成的故事是被叙述出来的，它实际上是由叙述背

后的话语及话语结构决定的。饶有意味的是，这部

“书中书”的作者是匿名的，书也并无题名，是“无名

作者的无名书稿”，由“英雄”到“无名”的转换，稀释

了“书中书”浓郁的悲情和理想的情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书”是个未竟的故

事，停止于章明恢复工作。《模糊》的后半部分，

“我”的一系列行为，虽强调是想寻找二哥的下落，

解开二哥失踪之谜，但事实上通过真实人物与虚构

形象的对照、真实档案的呈现、故人访谈的引入等多

种形式，文本真正完成的是对章明故事的修正。在

这个过程中，诸多与二哥有关联的人物纷纷讲述了

自己对他以及那个时代的感受，章明这一苦难英雄、

落难才子的形象，逐渐被二哥鲜活却也复杂的面貌

所模糊。

《模糊》之所以将叙述重心由过去转向现在，将

叙述立场由推崇过去正义转向辨析记忆话语结构，

是因为作者发现记忆是什么固然重要，但记忆本身

尤其是如何处置“记忆”及如何对待“记忆”的差异

也已经迫在眉睫。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对“现在”的寻找中，“我”

遭遇了一系列有关“记忆”伦理的问题。首先是“小

说里的事儿，能当真吗”［３］１８６，即记忆的真实性问题。

对此，文本中的“我”寻找记忆、尝试解开谜团的执

着，以及作者写作的行为本身，已经做出了回答。真

实并非记忆的唯一要义，记忆之所以生成更多地在

于给人提供情感慰藉。在真实性问题之后，“我”马

上遭遇了记忆的差异化问题，这个问题对“我”造成

的困扰，远超记忆的真实性问题。文本中叙述了这

样一个场面，在安葬母亲、为父母合坟的时候，父亲

的骨殖因种种原因散乱不全，众人都小心翼翼予以

回避，可是二哥却捧着父亲的一颗牙齿放声痛哭，让

众人陷入尴尬之中，引来我的伤心与埋怨。这个场

面既写实也充满隐喻的意味，它实际上指出记忆更

多是个体的。正如同为儿女，如何缅怀逝去的父母，

存在巨大差异一样。事件之所以能够成为记忆，依

赖的是人与事件之间的个人性联系。人可以共享记

忆，但未必有完全一致的共同记忆；并且，共享记忆

也远远不是诸多个人记忆的简单组合，而是重叠、交

错、抵牾的，是盘根错节的。对于同一事件的记忆，

并不取决于事件本身，而取决于人们对事件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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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确了记忆因个人性而存在差异的事实之

后，文本很快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假如记忆没有

达成共识，那么是否存在一种记忆优先于其他记忆？

又该如何处理各种记忆之间的差异？在“我”的寻

找过程中，“我”找到了二哥的两个女儿，在“我”看

来，她们是二哥的孩子，是“我”的亲人，理应知晓自

己的血缘。而二哥的两个女儿，一个对二哥还有稀

薄的印象，愿意相认；另一个却因为当时年幼，已经

完全遗忘了二哥，不愿意被打扰。认还是不认，这是

文本中人物的困境，也是作者面对存在巨大差异的

“记忆”时的困惑与焦虑。这个情节也同样充满了

隐喻。

因个体所处具体语境的差异，即便对同一人、同

一事的记忆，也存在着精度与强度上的巨大差别。

当记忆有冲突之时，到底应该如何取舍？差异化的

记忆是否存在融合的可能？又该如何融合？虽然文

本中因亲情，三个亲人终于得以团聚相认，然而这一

解决方案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作者充满善意的假想？

文本中的多个情节都涉及记忆的竞争与冲突的问

题，比如二嫂李春梅与二哥，薛兰英与二哥，赵苑民

与二哥等等。这些冲突较之上述情节不那么具有戏

剧性，却更难解，亲情、人性显然难以完全将之解释

清楚、处置得当。这些未解的难题恰恰是《模糊》的

可贵之处。

四、结语

正如俄罗斯小说家希什金曾就记忆、语言与文学

所做的思考，当记忆不再是记忆，语言不再是语言，小

说就诞生了。记忆书写中的种种问题迷人也难解，从

《十七岁》到《模糊》，田中禾有效地变历史记录为历

史“记忆”，并有意识地由记忆呈现深入至记忆伦理的

探索，他的创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书写记忆提供了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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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延展中的人性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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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田中禾的长篇新作《模糊》采用故事中套故事的叙事模式，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在“极左”
年代的往事。小说看上去写的是历史，但是更多的却想表达对人性的反思。借助这种独特的文本结

构方式，小说拉开了历史距离，让人性在一个更为长久的历史空间中呈现，从而呈现出人性的复杂，

也呈现了环境、话语等对个体生命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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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中禾的长篇新作《模糊》［１］有一个颇为有趣
的结构方式———小说是由一部小说手稿和叙事者对

小说手稿书写地方的实地探访组成。故事中套故

事，这种写作模式并不稀奇。《一千零一夜》中，山

鲁佐德就是用这种方式让她的故事无限期地延宕下

去的。田中禾这部小说的有趣之处在于，利用这种

结构方式，建构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从而给

人性的呈现提供了一个更为阔大的舞台。

一、拉开的历史时空与真实人性之问

《模糊》的第一部分是一部小说手稿。叙事者

某天收到了一个神秘的包裹，这个包裹中就是一部

小说手稿。而且，有趣的是，这部小说手稿中的主人

公章明，显然就是叙事者失踪的二哥张书铭。这部

小说手稿，就讲述了章明离开家乡之后的几十年的

详细经历。小说手稿是从章明来到库尔喀拉开始故

事叙述的。此时的章明，也已经是犯了错误的人，是

被下放到库尔喀拉的。但是，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

打击显然还没有伤害到他。他依然还是风度翩翩，

在工作上，也是技术骨干。此时的章明，除了在家乡

有一个妻子，在库尔喀拉还有几个不同的女孩在喜

欢他。接下来，章明开始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在遭受政治打击的过程中，他的妻子也反戈一击，检

举揭发了他，而且嫁给了主持打击他的领导老耿。

喜欢他的女孩，或者被迫离开，或者受到牵连自杀。

不断被朋友欺骗、被劳改的章明，依然被女孩子喜

欢。老家的姑娘小六，千里迢迢来到边疆，嫁给了章

明，并且给章明生了两个孩子。但是，在章明被通知

解除“右派”身份的当天，他却发现了小六和一个盲

流的奸情。这直接导致了他婚姻的破裂。之后，蹉

跎半生的章明，显然已经不再有当年的锐气，在又一

次婚恋无果之后，从单位神秘地消失了。

小说的第二部分是叙事者“我”对二哥的寻找。

“我”读到小说手稿后，立刻意识到小说中的章明，

就是自己的二哥———“我”的二哥也是神秘失踪的。

于是，“我”立刻踏上了去库尔喀拉的道路，去寻找

二哥。在这一部分，小说叙述了“我”对上半部中涉

及的一些关键人物的探访，如对二哥的两任妻子的

探访，对二哥当年同学的探访，等等。

从小说叙事来看，这个小说很容易被理解成是

一部对特定历史年代反思的作品，而且，毋庸置疑，

小说的第一部分即手稿部分，关于章明的命运的叙

述和呈现，也的确非常精彩、形象。事实上，对这部

小说做出这样的理解显然也并没有太大问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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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样理解作品，却也显然把这部小说的价值限定

在了对一个特定时代的反映，而忽略了其对人性更

为深刻的发掘。事实上，小说通过设置第二部分，即

对小说第一部分中历史当事人的实地探访，和小说

的第一部分一起，有效建构起了一个复杂的历史时

空。在这个被拉长的复杂的历史时空中，人性的复

杂性也被呈现了出来。

在“我”寻访二哥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二哥当

年的同学赵宛民。赵宛民是二哥的同学，也是一起

从河南走出的同乡。他们怀着报国志向主动来到新

疆落户。在小说第二部分的叙述中，“我”所见到的

赵宛民，是一个慈眉善目的长者，他同情二哥的遭

遇，对那个时代也进行批判，同时也主动给予我很多

帮助。赵宛民也对“我”讲过他和二哥的关系。在

赵宛民的讲述中，他和二哥的关系良好，而且赵宛民

对二哥也是称赞有加。这是当下时空中的赵宛民，

显然，这是一个善良的，而且有着强烈正义感的长者

形象。但是，在小说的第一部分，也曾经提到，二哥

张书铭之所以来到库尔喀拉，在这个地方一步步开

启他的悲剧人生，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原来的单位

犯了错误。当年，张书铭从学校毕业之后，主动申请

到新疆工作，被分配到了省交通厅。在省交通厅，章

明和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组建了红山文学社。但

是，不幸的是，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他们的这个文学

社很快被定性为小团体，而且遭到批判。在这种高

压局面下，一群曾经志同道合的同伴，开始互相揭

发。人生中的第一个打击，就是在这个时候到来

的———他被他曾经深深相信的同学揭发了。值得注

意的是，在这个时空中，揭发张书铭的，正是后来曾

经热情称赞张书铭的赵宛民。

在叙事者后来找到的当时的历史资料中，非常

清晰地写道：“赵宛民详细交代了文学社几次活动

的内容，把责任推给了张书铭和另外一位同学。他

说张书铭特别崇拜反革命集团里的作家，把某某的

小说和某某的诗歌推荐给大家阅读。社友给北京的

杂志投稿，都是张书铭提供地址。他为他们提供方

格稿纸，帮他们到邮局寄发。”为了能让自己立功，

他甚至不惜对曾经的伙伴恶毒攻击———“赵宛民材

料里的一个细节让我禁不住心跳骤停：‘文学社最

后一次聚会，大家传看报纸上登的反革命集团第一

批材料和编者按。张书铭上厕所，把这张报纸带去

擦屁股了。’”赵宛民当年对二哥的这个揭发，显然

非常恶毒，它已经远远超出了自保的意味，而更多带

有打击别人让自己获利的特点。我们可以说，张书

铭当年遭遇的坎坷，肯定是和赵宛民的揭发有关的。

这就是历史资料中的赵宛民：他曾经受害，但他也曾

经害人。那么，这个历史资料中的赵宛民和现在

“我”所见到的慈眉善目的赵宛民，哪一个是真实的

赵宛民呢？两个赵宛民，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呈现

出不同的形象，这充分呈现了人性的复杂性。

在小说中，伤害章明最深的，显然应该是他前后

两任妻子，因为他也在这两个人身上用情最深。小

说中章明的第一任妻子———李梅，是在章明受到围

攻的关头，突然反戈一击，背叛了章明的，而且她还

嫁给了主持打击章明的领导老耿。小说以另外一个

人物宋丽英的视角，描述了章明遭遇到李梅的背叛

的经过。因为章明的不识时务，批判他的大字报铺

天盖地而来。无法承受这个压力的李梅背叛了章

明，主动向组织靠拢了。而且，在李梅背叛章明之

后，章明还不知情的情况下，老耿主持召开了批判章

明的辩论会。所谓辩论会，不过是对一个批判对象

进行集中打击的另一种方式而已。当别人揭发检举

章明，或者和章明辩论的时候，章明显然早已做好了

准备。“有时候发言人点名要章明回答质问，章明

就在原地站起来回答。丽英……从上午到下午，她

对章明的表现很满意，别看他平时不爱说话，可每次

发言都很精彩，不但能说到点子上，还很文明，一句

脏话也不说，一个脏词儿也不带。她满心为他高兴，

深深为他自豪。”显然，章明的很文明，一句脏话也

不说，背后隐含的是他对这辩论会的蔑视，或者说，

这种打击对他而言，已经不是什么打击。他早已做

好了准备。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辩论的

高潮出现在晚上。一个娇小的女人手里拿着一摞东

西走上台，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会场里顿时鸦雀无

声。……从李梅走上台的一刻起，章明的脸变得惨

白……丽英看见章明的手和腿开始抖颤，腮帮上的

咬肌绷紧，整个脸扭歪了。”在这最关键的时候，来

自曾经最亲密的爱人的攻击，给了章明最沉重的打

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李梅对章明的攻击，不是敷

衍了事，不是应付差事，而是毫不留情地选取了对章

明来说最脆弱的点，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李梅

把章明私下说的牢骚话、反动话一条条揭发出来，用

革命道理分析、批判，这女人的口才不错，理论水平

也很高……他把我们党的干部比成苍蝇、蚊子、麻

雀、老鼠，大家看看，他对我们人民政权有多么深的

仇恨，用心有多么恶毒……他不知道这女人啥时候

把他的日记拿走了。她肯定把它交给老耿看过了，

有问题的地方都折了页，现在可以有条不紊地一篇

一篇读给大家听，一边读一边解释，再加上激烈的批

判。”显然，李梅对章明的批判，对于章明来说，是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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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打击。从此时李梅对章明的批判来看，似乎她

对章明没有爱，只有恨。但是，在叙事者“我”去寻

访当年二哥的历史的时候，却发现小说中李梅的原

型，即二哥的第一任妻子李春梅其实后来也悄悄帮

助过二哥。二哥在下放劳动的时候，因为无法忍受

艰苦的生活，曾经给李春梅写信，想让李春梅帮他说

话，调回原单位。二哥的这个举动，在当时也可以算

是严重的问题。如果李春梅举报二哥，那么等待二

哥的将是更为沉重的打击。但是，李春梅没有举报

二哥，而且还偷偷给他寄了五斤粮票。之后，在二哥

失踪之后，李梅也积极去寻找二哥。显然，李春梅的

这一切举动，都说明了她对二哥不是没有感情的。

可是，既然如此，在当年对二哥反戈一击的时候，李

春梅又为什么那么绝情？

显然，赵宛民也好，李春梅也好，以及书中其他

很多人物，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中，都曾经深深伤害过

二哥；但是，也正是他们，似乎又对二哥怀有感情。

那么，哪一个赵宛民是真实的赵宛民？哪一个李春

梅是真实的李春梅？帕斯卡尔曾经谈过人性的复

杂：“当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会奇怪我们有病时怎

么能做出那些事；但当我们有病时，我们就高高兴兴

地服药了；病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再也没有兴

致和愿望去进行健康所给予我们的但与疾病的需要

不适合的娱乐和漫游了。”［２］６３似乎，在不同的境遇

下，人性会自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如果仅仅看二

哥在特定年代的遭遇，我们似乎很容易就把赵宛民、

李春梅定性为坏人。但是，如果把历史拉长，看到之

后他们的举动，我们似乎又很难给他们贴上一个简

单的坏人标签。毫无疑问，人性是复杂的，在不同的

历史语境中，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表现。《模糊》用拉

长的历史时空，给小说中的人性以充分的呈现空间，

从而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关于人性可能性的思考。

二、环境、话语与人性的呈现

在《模糊》的上半部中，李梅在检举揭发章明的

时候，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地把人性之恶呈现了出

来。作为章明曾经最亲密的爱人，李梅把章明所有

对她说过的话，对其他人的讽刺等等，都说了出来，

而且还把章明的日记给拿了出来，以现场批读的方

式对章明展开批判。之所以说李梅在这时淋漓尽致

地呈现了人性之恶，是因为，此时如果她是不得不检

举揭发章明的话，她其实是不需要把章明私下给她

谈论过的、在别人看来罪大恶极的私人言语完全揭

发出来的，因为别人并不知道章明说过这样的话。

从她当时检举揭发的坚决和彻底来看，似乎是要置

章明于死地而后快。但是，在小说的下半部，我们发

现，李梅的原型李春梅似乎对章明的原型———“我”

的二哥张书铭，并无恶意，甚至还有感情。比如，在

张书铭向她求援的时候，她并没有落井下石———把

张书铭的这封信举报上去，反而悄悄给张书铭寄了

五斤粮票。在张书铭失踪之后，她也积极去寻找张

书铭。李春梅的女儿董红旗也对“我”说，其实李春

梅对她原来的婆婆———张书铭的母亲很有感情。显

然，李春梅检举揭发张书铭时候呈现出来的极端的

人性之恶，并非来自她对张书铭，或者对张书铭的家

庭的恨———她其实对这些人还是很有感情的。那

么，李春梅的人性之恶的来源是什么？

从小说中可以看出，李春梅通过检举揭发张书

铭，通过嫁给张书铭单位的领导，保证了自己的安

全———她不再是一个被批斗对象的妻子，而是一个

检举揭发者，进而成为一个革命领导的妻子。事实

上，保护自己，显然也正是李春梅在检举揭发张书铭

时表现出极端的恶的很重要的原因。阅读小说，我

们也会很容易找到李春梅如此紧张地保护自己的原

因———她的父亲曾经担任过伪职。在那样一个阶级

斗争意识统辖一切的年代，她父亲的这个经历很容

易给她的整个家庭带来灭顶之灾。显然，在恐惧中

长大的李春梅，在那个特殊年代，要比那个一开始受

了打击还坚持理想的张书铭成熟得多，当然，这也是

她和张书铭矛盾的根源。因为自己出身不好，所以

李春梅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显得积极向上。也

许，直到嫁给单位领导———老革命老董后，李春梅才

感觉到了安全。显然，恐惧，以及强烈的自保的愿

望，会激发起人性深处的恶———只要是为了保护自

己，一切的恶都是可以做的。在这里，环境是促使人

性中的恶被激发出来的关键原因。当年赵宛民检举

揭发张书铭，那种人性之恶的原初出发点，显然也是

出于自保。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被动

之恶，而不是主动之恶，或许，这也正是他们很容易

忘掉自己过去的恶的原因———因为他们不是主动为

恶的，所以，似乎也不需要为这个恶承担责任。

饶有意味的是李春梅的命运。在张书铭被批判

的时候，李春梅突然反戈一击，通过检举揭发张书

铭，保护了自己。此时李春梅的行为，是为了保护自

己，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她的家人———因为一旦她被

张书铭的事件牵连进去，她的曾经担任过伪职的家

人毫无疑问会成为首先被打击的对象。在嫁给老董

后，她把自己的爹妈、弟弟从河南老家接过来和她一

起生活。显然，她通过背叛张书铭，嫁给老董，似乎

获得了保护自己父母的能力，似乎让自己从恐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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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不过，在她嫁给老董之后，她还是没能保护好

自己的父母。老董趁着清查盲流，把李春梅的父母、

弟弟妹妹都交给了遣送队。两个老人被遣送回原籍

后，连批斗带冻饿，很快就死了。也就是说，其实李

春梅最终也没有保护好她的父母。老董之所以把李

春梅父母遣送回原籍，是因为李春梅喜欢上了另外

一个人———小于，而和他闹离婚。两个人的关系闹

僵了。当然，这里有趣的地方在于，当李春梅喜欢上

另外一个人，要和老董闹离婚的时候，她其实应该知

道，老董依然有着毁灭她、毁灭她父母的能力———事

实上，李春梅父母后面遭遇的悲剧也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同样是面对来自老董的压力，李春梅此时为什

么没有原来和张书铭在一起时的那种强烈的恐惧？

她此时为什么能直面来自老董的压力，甚至付出了

沉重的代价？

显然，李春梅前后表现出的差异，和她前后期所

处的环境不同，所面临的话语压力不同有关。在成

为老董的妻子之后，和老董成为仇人，李春梅虽然知

道老董仍然有能力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对她进行打

击，但是在她生活的外部环境中，却并没有各种话语

时时刻刻对她进行提醒或者强调，因此也无法让她

恐慌。但是，在批斗张书铭的时候，她所面临的环境

却不仅仅是来自老董一人的压力。当时的情况是：

老董打击张书铭的意愿，已经化作了单位中几乎所

有工作人员的意愿，并且通过这些人不断张贴出来

的批判张书铭的大字报呈现出来。此时，张书铭和

李春梅所面对的，就不仅仅是来自领导的打压，而且

还是无所不在的来自各个方面的强大的精神压力。

这种无所不在的大字报，无所不在的强大的批判话

语，无时无刻不在向李春梅暗示着之后可怕的处境：

张书铭将会被批判，张书铭将会被斗倒，李春梅会被

张书铭牵连，李春梅父亲曾经担任伪职的事情会被

发现并且张扬出来……对抗这种环境，显然需要极

大的心理定力。张书铭之所以还能坦然面对，更多

的是源于他在某种程度上的无知。但是，一直对自

己父亲身份极其敏感的李春梅，显然就无法承受这

种来自环境的巨大压力了。在这种无所不在的巨大

的威压之下，李春梅心理崩溃，为了保护自己，保护

自己的父母，背叛张书铭似乎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在某种程度上，无所不在的又似乎是漫无尽头的攻

击性话语，似乎比真实的打击更让人无法承受。当

年批判张书铭时候，李春梅人性中的恶，也正是在这

无尽的攻击性话语的挤压之下，彻底迸发出来了。

显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性从来就不是单纯的

存在，它和环境有关，和话语有关。

三、人性的弱点：遗忘，扭曲的记忆与对自我的原谅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特殊高压年代就是一

个人性的试验场。在这个试验场中，人性中极端的

恶与善都会迸发出来。这时候呈现出来的人性之

恶，或者人性之善，都具有人性标本的价值。不过，

人如何去面对自己曾经的恶，显然又是一个关于人

性的有趣的话题，而这个，似乎也和每一个人都有关

系。《模糊》这部小说设置了一个拉长的时空，在完

成了特殊年代人性的极端呈现之后，又让我们看到

了人性的软弱。

当叙事者“我”刚见到赵宛民时，“我”的眼中是

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先生。他热情善良，助人为乐，很

热情地招待我。他谈起了他在“极左”年代所受的

打击，但是有没有因为这打击而失去对生活的

爱———他依然对生活抱有热情，而且现在开始写自

己的回忆录了。如果没有“我”得到的关于赵宛民

的历史资料，显然，我们会难以相信这样一个人居然

曾经利用恶毒举报别人来谋取自己立功。小说写

到，赵宛民正在写自己的回忆录，而叙事者“我”也

看到了他回忆录的第一部分。在这个回忆录的叙事

中，赵宛民并没有对自身展开反思。那么，问题在

于，在接下来的回忆录的书写中，在涉及红山文学社

这段历史的时候，赵宛民会书写自己曾经冷酷地检

举揭发同伴么？至少，在叙事者“我”看来，是不会

的。“我猜想，赵宛民正在写的回忆录里，大约不会

有这些内容。人的回忆录之所以不可靠，就是因为

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在赵

宛民这里，我们似乎根本无法看到任何的愧疚或者

自责。他很干净利索地把自己曾经构陷同伴的令人

不齿的事情从自己的脑海中抹去了。“我”见到赵

宛民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热情、坦诚是真实的，而

且，还力所能及地为“我”寻找二哥提供帮助。他似

乎并没有担心我可能会找到他当年举报二哥的资

料，或许，在他的脑海中，他已经把这一段历史剔除

了。当然，在这里，也显示出赵宛民这个形象更值得

深入反思的地方，即他在反思历史的时候，并没有反

思自我。他用遗忘帮助了自己，彻底忘记了自己过

往不堪的行为，从而在自己心目中塑造出自我的健

康、善良的形象。

事实上，不仅仅是赵宛民用遗忘来保护自己。

值得深思的是，叙事者“我”也展开了对自我的反思

和批判。“一个亲人，当你失去他时，才会意识到对

他亏欠了很多，此生无法弥补。这部书稿不仅唤起

我对亲人的怀念，也唤起了我心底深深的愧疚。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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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铭每次探亲回来，为什么我不能多花费点时间陪

陪他，耐心听听他那些唆唆的倾诉？为什么不

能多给他一点亲情，多给他一点温暖？我自以为对

他够宽厚够仁爱，其实那只是一种怜悯和施舍。读

那些荒唐的来信时，为什么我心里没有同情，只有嫌

怨和不耐烦？以至于把他的失踪看作是我和大哥的

解脱，还觉得对他已经仁至义尽？”小说中“我”的二

哥张书铭是多年以前就失踪了的，但是“我”却没有

想到去寻找二哥；而是相反，“我”已经忘记了生命

中还曾经有过一个二哥，正是这部小说书稿，让我不

得不重新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我”曾经有过一个

二哥，他现在失踪了，而且，他失踪好多年，我也从来

没有认真去找过他。为什么“我”会遗忘曾经饱经

磨难的二哥，因为“我”曾经对他所经历的苦难极其

冷漠，因为“我”曾经把二哥看作自己生命的累赘。

所以，当听到二哥失踪的消息时，“我”本能的感觉

是解脱。但是，“我”的良知又告诉自己，自己对二

哥做的是不对的。于是，为了逃避自我良知的审判，

二哥便被“我”遗忘了。

这种选择性遗忘，还可以扭曲记忆的方式呈现

出来。在小说上半部关于二哥历史的叙述中，我们

可以看到，第二任妻子小六的背叛，对于章明来说打

击重大。章明怀着“右派”被改正的喜悦，披星戴月

回家找妻儿报喜，但是看到的却是一个盲流已经成

为自己这个家中的主人。然后，两个人就分开了，而

这次妻子的背叛，显然也给了章明沉重的打击。我

们当然可以给小六的出轨找出一系列的理由，比如

章明作为一个书生，现实生存能力太弱，所以这个家

庭需要小六承担太多的责任；比如章明长期在外面

劳动，经常不在家里，所以，家里的重体力活儿需要

有人承担，等等。我们可以对小六的出轨给予很多

理解，甚至同情，但是，毕竟这无法改变小六出轨的

事实。也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在两个人的关系

上，她是对不起章明的。那么，若干年后，历史中的

小六，会如何看待章明，看待自己和章明的关系呢？

小说的后半部分，在叙事者“我”探寻二哥的时

候，也找到了曾经的二嫂，上半部小说中小六的原

型———叶玉珍。在见到“我”的时候，叶玉珍首先发

起了对二哥的批判，说二哥无能，除了能在单位上

班，什么也干不了；说二哥没有能力保护自己，需要

她出面保护他……而且，在谈到两人离婚的原因的

时候，她轻描淡写地说：“笨蛋，窝囊废，还是个小心

眼儿！人家谁个女人打火墙？他连个火墙也不会

打，我请人帮忙打火墙，他就说我跟人家有什么什么

关系。……闹得像八辈子仇人似的，手里掂着铁锨，

撵着跟我拼命。”显然，在这里，她把自己的出轨，对

二哥的背叛，解读成了二哥小心眼。当然，言外之意

即是，她是没有错误的，只是二哥误会了而已。而

且，她把两人离婚的原因，推到了二哥身上，“他改

正了，到库尔喀拉去上班了，我带着孩子去找他，他

把箱子柜子锁上，像防贼一样防着我。户口、粮食关

系都攥在他手里不给我，连饭也不管。我跑去找他

们领导，他才给我饭吃。他上了班，有了工作，就不

想要我们了，嫌我们拖累他，想离了婚再找个有工

作、有工资的。”换言之，历史上原本曾经给予了二

哥沉重打击的来自妻子的背叛、离婚，在曾经的妻子

的话语中，成了二哥无能、小心眼，以及有意嫌弃妻

子。叶玉珍自然是清楚历史的真相的，否则，也不会

在“我”针对她对二哥的批判做出回击之后而哑口

无言。人性的复杂在叶玉珍这里又呈现出来。对于

这种状况，帕斯卡尔曾经有过一个有趣的说法———

人对真理充满仇恨。他认为，人类的本性是爱自己，

“其本性就是只爱自己并且只考虑自己”。然而，如

果自己并不完美甚至充满错误，“他就要尽可能地

摧毁他自己认识中的以及别人认识中的真理；这就

是说，他要费尽苦心既向别人也向他自己遮蔽起自

己的缺点，他既不能忍受别人使他看到这些缺点，也

不能忍受别人看到这些缺点”［２］５３。某种程度上，或

许叶玉珍对二哥还心怀愧意，但是，她必须要有合适

的理由来给自己和二哥的离婚做出一个解释；用这

个解释，对自己，对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所交代。于

是，在她的叙述中，她和二哥的关系，就完全成了另

外一个样子。换言之，叶玉珍是通过故意扭曲记忆

的方式，来有意对历史中自己不光彩的行为进行了

选择性遗忘。从叶玉珍对二哥的抱怨，其实我们也

可以看到人性的另一面，即人总是在有意无意地修

改着自己的记忆，从而可以让自己回避掉自己在历

史中的难堪，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对这个世界。人总

是习惯于原谅自己。

其实，无论选择性的遗忘也罢，还是更加强调对

自己的原谅也罢，背后折射的可能都是人性的软弱。

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即人

对自我无法面对的东西的有意无意地逃避。从这部

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人性的软弱。叙事者“我”

是软弱的，所以，我有意无意地把二哥给遗忘掉了；

二哥自己也是软弱的，他曾经那么勇敢，但是在生活

的困境中，他给自己曾经深深痛恨的背叛自己的李

春梅去信，希望她能帮助自己，甚至还向那个夺去自

己妻子的人问好；小说中李春梅和二哥的女儿董红

梅也是软弱的，虽然她是一个成功的女商人，虽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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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丈夫出轨也愤而和丈夫离婚，但是她却始终无

法放下对已经离婚的丈夫的爱，而甘愿成为前夫的

提款机。但是，人性的这种软弱显然不应该成为人

原谅自己的理由。在这部书的开头，叙事者说，中国

人是一个善于忘记的民族。从赵宛民、小六这些形

象，印证了作者的这个判断。但是，显然不仅仅如

此。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仅仅善于忘

记，而且还缺乏反思精神，缺乏自省精神。在反观历

史的时候，他们都努力去指责别人，展示自己的伤

疤，却都忘记了反思自我，批判自我。的确，在强大

力量面前，人也许如同一棵芦苇，是柔软的、无力的。

但是，人毕竟是会思想的芦苇。如果思想的锋芒从

来不指向自身，没有对自我的反思，那么，永远就不

会有人类自身的进步。

四、结语

显然，我们可以将《模糊》理解为对特定历史年

代进行反思的一部小说。小说中对二哥的历史的叙

述，毫无疑问能够达到这个效果———通过对二哥经

历的阅读和思考，我们会反思这个时代的问题。但

是，以这种方式看小说，显然也会限制作品意义的可

能性。事实上，因为小说是不被授权的话语，所以，

无论对某个时代的精神刻画是如何的深刻，也总不

能将之作为历史来看待。小说的价值，尤其是伟大

作品的价值，在于让每一个读者从中看到自己的人

生，在于让每一个读者对社会、对人性有更多的思

考。所以，我们显然也可以忽略小说与特定历史年

代的对应，去观察、分析小说中所蕴含的一般性原

则。那么，在这部小说中，除了对特定历史年代的反

思之外，我们更能发现作家展开的对于人性的深入

的思考———也正是在这样漫长的时空对比中，人性

的多面性才能如此毫发毕现地呈现出来。显然，

《模糊》是对历史的反思，更是对人性的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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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家园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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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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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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生仕宦沉浮，无论如何困窘，总会营造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家园，在可行、可居、
可游的家园中获得身心安放，在真实而困苦的田园生活中，走向性命自得的精神家园。他还将家园

扩展至大化流行的自然全体，一生仁爱万物。苏轼的家园意识已超越了单纯地缘意义上对故乡的体

认，而体现为更为宏阔的生存本源性意识，蕴涵着浓厚的生态情怀和深刻的生存智慧。

关键词：苏轼；家园意识；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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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一生仕宦沉浮，漂泊不定，每到一处，总会
布置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家园，有房舍、庭院、水榭，

还有植物、动物，栖居在自然、人文完美交融的时空

场域中，尽享生命的本真与存在的意趣。苏轼的家

园总与大地有关，它始终在自然中存在，这是中国古

人普通而日常的家居观念，但今天看来，却有着历久

弥新的价值。无家之感，也许是当代人普遍的生存

体验。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将人类赶进逼仄的都

市，居住在远离大地的钢筋水泥里，有房而无家，居

住而不栖居，身心无处安放的焦虑、孤独，蔓延在世

界的角角落落。苏轼在自然之中营造的家园，也许

会帮助当代人走出命如浮蓬的生存困境，重新回到

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存在之初。因为，中国古人的

家园是鲜活的，房舍、庭院、邻里、村落，构成了生动

而温馨的生命场景。它又是本体意义上的存在之

源，四季轮回的大地山水，以及晴耕雨读的日常生

活，流淌着生命本初的真淳和诗意。它更是古人安

放身心的精神空间，安居其中，随缘自适，清心素谣。

由此可知，中国古人的家园是一个多维度的立体存

在，是与整个生存大地息息相关的。

一、家园，总与故乡有关

故乡中的远山、近水，田园、牛羊，还有那方小小

的庭院，前后遍植林木，院内花木扶疏，这一切定格

为温馨而浪漫的时空场景，给予生命个体最原初、最

新奇的生命体验。无论以后身在何方，哪怕故乡的

山河、草木早已模糊，甚或再也无法返回曾经的故

土，但故乡始终是个体生命家园意识的起点。正如

托尔斯泰在晚年时讲：“孩童时期的印象，保存在人

的记忆里，在灵魂深处生了根，好像种子撒在肥沃的

土地中一样，过了很多年以后，他们在上帝的世界里

发出它的光辉的、绿色的嫩芽。”［１］２４故乡，承载着生

命个体最初的生命悸动。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

人浓厚的家园意识首先指向对故乡的依恋和怀念，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露从今夜白，月是故

乡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此等诗句俯拾

皆是，文人一次次在精神层面完成着对故乡的重构

和怀想。故乡，不仅仅是生命个体的原点，更是人类

永恒的精神栖息地。苏轼一生历经贬谪，漂泊不定，

回望故乡成为他诗词文赋中反复吟咏的主题。诗

曰：“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扫空。”“君不见

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我家江水初

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苏轼尽情吟唱着对故乡的

怀念和眷恋之情，峨眉、蜀江成为故乡的代名词。同

时，故乡不仅仅有蜀江、峨眉，还有素朴、真挚的乡邻

关系，以及浓郁的风土人情，“人闲正好路傍饮，麦

短未怕游车轮。城中居人厌城郭，喧阗晓出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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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２］１６２描写的是“踏青”时节的盛况。“千人耕种

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

苦逐欣欢。”［２］１６２展现了“蚕市”的热闹场景。此外，

还有“馈岁”“别岁”等，“农功各已收，岁事得相佐。

为欢恐无及，假物不论货。”［２］１５９“东邻酒初熟，西舍

豕亦肥。且为一日欢，慰此穷年悲。”［２］１６０在苏轼心

中，故乡是一幅丰富多彩的三维画面，山水草木、左

邻右舍、农耕生活勾勒着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园。

在苏轼的心目中，故乡不仅仅是具体的、生动

的，更是身心回归、灵魂安放的栖息地。回归，不仅

仅是走向现实的故土、田野、山林，更是回归一种与

自然息息相关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自然精

神相流转的精神境界。如果说茅舍、庭院、山水构成

了苏轼家园意识的时空场域，那么，农耕生活则是其

回归家园的直接路径。“农业劳动均在田野上露天

进行，头上是蓝天，脚下是大地，视界是青山绿水、碧

树繁花、农家村舍；耳旁是大自然的各种声响：水声、

风声、雨声，还有人的笑语、歌声及劳动工具发出的

声音。”［３］１１３农耕生活是一派自然、质朴、甚至带有野

性的田园生活。苏轼被贬黄州后，脱下文人长袍，穿

上农夫的短衣，自己动手开荒种地，俨然一位农夫。

“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农夫告我言，勿使苗

叶昌。”此等诗文既写出了苏轼春播、夏种、秋收、冬

藏的农耕生活的艰辛，又流淌着平静、充实、朴素的

快乐，在与良苗、嘉木、清泉相摩荡中，人与自然本为

一体的密码得以澄明，人类重新返回到自由自在的

生命状态。后来苏轼身居要职，生活富足，却常常怀

念黄州时期的生活，“屡梦东坡笑语，觉后惘然

也”［４］１５８３。“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

而已。”［４］１７１１“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帘外

百舌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

水。”［５］１１６９京都的亭台楼阁，比不上黄州的小桥流

水，再三叮嘱好友潘彦明照料好东坡：“朴暂出苟禄

耳，终不久客尘间，东坡不可令荒废，终当作主，与诸

君游，如昔日也。”［４］１５８４曾登临过人生之巅的苏轼再

次被贬到更为荒远的惠州、儋州时，他对人生的体悟

更为本真、通透，此时，本色、诗意的苏轼才真正完成。

相较于繁华的都市生活，田园生活显得质朴、粗

陋，有着天然的野趣。在苏轼的诗文中，充满野趣的

意象随处可见，如“野气”“野阔”“野水”等等，他还

自称为“野人”，即使身处繁华的帝都，依然渴望穿

越喧嚣寻找那抹诗意：“春色已盛，但块然独处，无

与为乐。所居厅前有小花圃，课童种菜，亦有少佳

趣。傍宜秋门，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颇便野性

也。”［４］１８０９生活的野性化意味着生命原初的天然与

直率。程大昌在《演繁露续集》中写道：“古无村名，

今之村，即古之鄙野也。凡地在国中、邑中，则名之

为都。都，美也，言其人物衣制皆雅丽也……及在郊

外，则名之为野，为鄙，言其朴拙无文也。”［６］３８在一

定意义上，“野”与“文”相对。与文明的“都邑”而

言，“郊外”更接近田野，朴拙，鄙陋，但郊野枝丫交

缠，盘根错节，形态各异而又相互依存，更具有生命

的质朴，保存了自然的多样和统一，呈现为生机盎

然、大化流行的气象。正因此，中国文人才有着对故

乡永恒的眷恋、对自然不变的渴盼。在一定意义上

讲，远离都市的田园村舍为人类提供了最佳的精神

栖居地。“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

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陶渊明一

生困顿，但田野、庐舍、耕种、读书又何尝不是试图于

喧嚣、伪饰的文明生活中张开自然之网、生命之网，

以抵抗人的异化，回归生命原初的诗意。苏轼一生

钟情并追随陶渊明，常常“欲示范其万一”，甚至认为

自己是陶渊明之“后身”，“只渊明。是前生”［５］１１６０。

苏轼与陶渊明的相遇，显然不仅仅是人生际遇的相

似，而是有着更为内在的精神契合。“半醉半醒问

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

西复西。”［２］２３２２此诗乃苏轼在儋州所作，并非和陶

诗，但全诗流淌着陶渊明自然的生命气息，却又全然

东坡性情；卸去了繁华与纷扰后，自然、真淳、天然的

本性才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也许，从荒野中走出

的人类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其生命的根源处还在那

远山、碧水、林莽、沧海中，渴望始终保持着同自然的

亲密联系，过着和山水融为一体的自在生活。

二、家园，具化为安居之所

但苏轼终未归乡。作为官员，苏轼是不能“任

便居住”的，又屡遭贬谪，其人身自由颇受限制。同

时，其父苏洵也表达了不愿回蜀、家族迁徙中原的愿

望。对于大多数中国文人而言，故乡，实际上成了永

远回不去的地方。在人生如寄的生存境遇面前，我

们的家园到底在哪里？生命个体在哪里，哪里就是

家园。苏轼最终悟得“此心安处是吾乡”，将对故乡

的皈依置换为任何可以“安心”的所在。如果说，故

乡是苏轼家园意识的起点和终点，安居之地的庭院

则建构了此在的家园，它是个体生命展开的具体场

域。朱刚曾说：“对于北宋士人来说，宦游也好，贬

谪也好，总要不断迁徙，在一个地方长住的可能性不

大，所以，贬谪中的士人也经常是赁屋而居，随时准

备离开的。”［７］２８６但苏轼欢喜买田筑屋，这是一个饶

有趣味的话题。每到一处，苏轼总是忙着营造真正

属于自己的一方家园，即使遭贬期间，面临巨大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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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困境，依然在黄州开东坡，建雪堂，“雪堂之前后

兮，春草齐。雪堂之左右兮，斜径微。雪堂之上兮，

有硕人之颀颀”［４］４１２。在惠州，“某又买得数亩地，

在白鹤峰上，古白鹤峰观基也。已令砍木陶瓦，作屋

三十许间”［８］７３。“雨后晴和，起居佳胜。花木悉佳

品，又根拨不伤，遂成幽居之趣。”［８］７３在儋州，“买地

筑室……为屋三间。人不堪其忧，公食芋饮水著书

以为乐”［５］３４２５。苏轼对此甚为开心，诗曰：“漂流四

十年，今乃言 卜 居。且 喜 天 壤 间，一 席 亦 吾

庐。”［２］２３１１有庐，有园，有建筑，有植物，有山水，应该

是苏轼对家园的基本诉求，理想中的安居之所，就是

与自然相亲相和的生命之所，它有温情的建筑，绕屋

的植物，还有刻在庭院中的生命印迹。

《说文解字》释曰：“家，居也。”“家”本义为门

内的居室，属于建筑形制之一。按照徐中舒的解读，

“人之所居”的地方为“家”。《尔雅·释宫第五》：

“牖户之间谓之?，其内谓之家。”［９］２０４很明显，“家”

乃被区隔的私人化空间，用于人身的安排和停顿。

王耘曾说：“家所适应的是‘居’的概念，居家居家，

所居即其家，室内即是家。没有屋室，没有居所，无

家可言。”［１０］７建筑从来且永远都是家的必需品，没

有“室”，何来“家”。苏轼想方设法建造房屋，实乃

生命个体身心安顿的前提和保证。“家宅是身体居

住的地方。它是空间定位的一个原点，是个体生活

世界的中心，是相对安全、宁静、幸福的原初承

诺。”［１１］１８９有了房舍，人类不再“穴居而野处”，才有

了家园之感。同时，苏轼营造房舍，更是敞开了诗意

居住的场域。苏轼躬耕于东坡，作雪堂，“追其远者

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间，是有八荒之

趣”［４］４１２。“趣”在哪里？在雪堂与荒野之间。“雪

堂之前后兮，春草齐……考?于此兮，芒鞋而葛衣。

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机。负顷筐兮，行歌儿采

薇。”［４］４１２如果我们乐意作一幅画，画中有春草，有

清泉，有斜径，有陶瓮，还有身穿葛衣芒鞋的人，唱着

歌儿采摘野菜。苏轼通过“室”“堂”的布置，将蓝

天、白云、草木、虫鸟等等引入房舍之中，从而营构

了没有中心、没有目的、浑整统一的生命整体，自

然万物（包括人）皆自我绽放，自我圆满，共同营造

出心心相印的生态世界。建筑终归被心灵化了，

被情趣化了，家园终究带着天然的温情和浪漫。

在阐释海德格尔的“栖居”概念时，鲁枢元从诗

学意义的层面将其高度概括为“筑造、居处、栖居”，

三者是同为一体的。人生于天地之间，筑造居处必

然在自然环境中展开。因此，“‘园林’，在我看来就

是‘家园’与‘山林’的有机整合……‘居家’与‘在

野’同时成趣，人与自然和谐相得，这便是‘园林’内

涵的价值和意义。‘园林’差不多就等于海德格尔

梦寐以求的‘栖居’”［１２］３１１。鲁枢元认为，“囿”“圃”

“园”等居家之所已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重新将山

石、湖水、林木等请入其中，自然野趣与人文情致相

得益彰，共同组成人类的栖居之所。“园林”就是通

向“诗意栖居”的林中之路，模山范水成为回归本真

的天然诉求，房舍与园林的有机结合就成为理想的

生存居所。中国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的生产方式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古人的居住观

念，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将山水草木引入其中，饮食起

居皆在生机盎然的自然中徐徐展开，池、水、堂、亭、

廊、轩窗、曲槛，还有鱼、莲、桃、李等动植物，自然天

成的野趣与层级分明的人文融为一体，共同组成了

中国古人诗意栖居的生动画卷，人安居于斯，劳作于

斯。这也许就是农耕文明的诗意。

“文人构园，其主题思想就在于求得人与自然

的理想的关系。”［１３］３４１身处天地万物之中，不一定就

能获得“心远”的生命体验，但自然山水确实有效阻

隔了世间的喧嚣，在社会秩序和个体存在之间铺设

了一条天然的缓冲带，士人可以盘旋、流连，与天合

一。其实，大部分士人并不能拥有一座曲水流觞、亭

台成趣的私家园林，更多的居所只是普通的住处，但

无论房舍的样式，庭院的布置，还是草木的栽种，都

有着精心的设计和安排，既有着合乎自然风水的要

求，又有着怡情悦志的考虑。苏轼，可谓出色的园林

设计师。嘉七年，苏轼在凤翔新葺小园，园中开三

池，皆引水，化生出短桥、轩窗、曲槛、莲鱼、桃李

等，且和亭、堂、厅、廊相得益彰，既有着高度的理性和

秩序，又有着内在的生机和情趣。在密州，苏轼营造

“西园”，园内有西斋、西轩等建筑，并广植花木、叠山

理水，还有菜圃、鱼池和种粮之地，集起居、休闲、农耕

于一体。有着浪漫情怀和生存智慧的苏轼，对居住场

所的设计和布置，既有着栽种瓜果蔬菜满足生活所需

的实际考虑，也有着引入亭台楼榭满足赏心悦目、心

神俱佳的情感需求，更有着对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

追思与渴慕，自觉将生命个体安置于天空之下、大地

之上，极力营造良好的栖居环境，缔结“好的因缘”，彰

显出超前的生态意识和深刻的生存智慧。

三、家园，永远在大地之上

在《水调歌头》中，苏轼如此慨叹：“我欲乘风归

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５］１１５０苏轼是浪漫

的，他渴望摆脱身体的局限，自由遨游于天地之间。

他又是高度理性的，始终将家园深深地扎根于大地

之上。苏轼的家园从来不是凌虚高蹈的，而是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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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的大地依托。“大地不是身体活动的背景，而

是其生命空间。”［１１］２０３大地成为一种象征和隐喻，意

味着生命、存在、诗意，是人类家园的承载和依托，

人、房舍、动物、植物皆在大地上生长、延宕、周转、圆

熟，尤其对于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华民族来说，更是

如此。曾繁仁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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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可谓洞见深刻。中国古人相信，人类生存

于大地之上，大地是养育万物的唯一家园。《周易》

将大地提升至人类母亲的高度，充满了对大地的敬

畏与歌颂。“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

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１５］３７“坤，至

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

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１５］４３《周易》从大

地的地位、品性、作用等层面进行了阐发，可以看作

中国古代大地伦理观念的素朴表达。中国古人的家

园与大地有着天然的联系，与整个自然存在紧密相

关。“农民祖祖辈辈生活、耕作在这片土地上，他们

既是这片土地的所有者，又是这片土地的劳作者，这

里是他们的家，是他们生命的根。可以说，这片土地

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不仅联系着他

们的收成、他们的生活状况，而且还联系着他们的情

感记忆，联系着他们的精神生命。”［３］１１３中华民族对

于土地的热爱和守护，应该是由衷而本然的。

正因为有着浓郁而强烈的家园之感，才有不忍

之心，才有对大地本然的热爱和敬畏。苏轼在《东

坡八首》中写道：“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２］１０８１

苏轼还说道：“其田美而多，则可以更休，而地方得

完。其食足而有余，则种之常不后时，而敛之常及其

熟。……相寻于其上者如鱼鳞，而地力竭矣。”［４］３３９

苏轼认为，如果过分盘剥土地，就会破坏土地的自然

恢复能力，终致土地日益贫瘠。人类不能一味地索

取，而需要善待大地，使其休养生息，才能充分发挥

大地的生养作用。这应该是农业文明时代极其宝贵

的有机生命观。人类“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就隐

含着保护大地的本然诉求，人类只有努力守护脚下

的每一寸土地，营造一方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美好

地生存于大地之上、世界之中。曾繁仁曾说：“中国

古代的‘家园之美’是紧密地与自然生态之风调雨

顺、万物繁茂、物产丰富、国泰民安等联系在一起的，

更多地包含了自然生态的亲和形成的人的美好生

存。”［１４］９美好的家园等同于谷物丰登，草木繁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始终是三位一体的，只

有这样才形成有机统一的生态整体，才能呈现鸢飞

鱼跃、人鸟相呼的家园之美。因此，守护大地，就是

守护我们的家园。如此素朴的情感却需要当今生态

伦理的介入被强制唤醒，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时代的

悲哀。利奥波德强烈呼吁“土地伦理”，即把道德关

怀推及至土壤、水、植物和动物。他认为，整个自然

存在是普遍联系的生命共同体，不仅仅有人类，还

“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

土地”［１６］１９３。而由土地、水、植物和动物等组成的大

地是人类的家园，善待大地就是保护人类唯一的家

园。如此，对于土地的尊重和保护，就是对于万千生

命的保护和对人类家园的守护。

“一个热爱土地的民族，他所热爱的绝不仅仅

是土地本身，而是从土地出发，向这大地上生长的动

植物延伸。自然界的动植物以其生机盎然的形象表

征着大地的生殖力，暗示着它存在根基的坚实和深

邃。”［１７］３２５因为，人类生存的家园，不仅仅是脚下的

这片黄土、红土或黑土，而且还包括所有由这片土地

生养的植物、动物，乃至空气、水、岩石等。“言说大

地时，我们时常遗忘了属于大地的事物———树木，山

脉，建筑，河流，动物。它们并非位于大地之上，不是

可以脱离大地的事物，而是大地的一部分。它们的

高度就是大地的高度。大地是一世界。我们在此世

界之中。在大地一世界之中，这才是表述大地的恰

当方式。甚至，天空也属于这个世界。”［１１］２０５鸟儿

飞，鱼儿跃，竹子在拔节，小草在破土，白云在嬉戏，

如此鸢飞鱼跃、生机盎然的世界，怎不引发人类的欢

喜之心和热爱之心呢？对于人类而言，一个活跃的

生命世界更加充满温情和诗意，“白云被看成天使

的翅膀，星辰被看成调皮的精灵，月亮更是人类空间

想象的集结区域”［１７］１６６。从大量诗文可以看出，苏

轼毫不掩饰他对这一生命世界的热爱之情。“水光

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一生惜生、爱生，从不以异

己的态度对待天地万物，而是将自我消融于山水之

间，使自己的生命情感与大自然亲密融合。苏轼曾

曰：“杀之以时，而用之有节，是待禽兽之仁

也。”［４］１１４充分体现了苏轼的仁爱情怀。“以时”和

“节用”是人类对动植物的仁德，就是要节制人类过

分膨胀的欲望，充分尊重动植物自然的生命历程，不

滥伐植物，不过度捕杀动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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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０人

类与自然万物同处一个生态系统中，“‘家园之美’

就是一种包括人类在内的稳定、和谐与美丽的生态

共同体”［１４］９。大地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场所，是人类

唯一的家园，同时也是万千有机体的家园，人类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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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自己的家园，使之具有“稳定、和谐与美丽”，才

能获得“在家之感”。如此，苏轼的“家园意识”体现

为较为宏阔的生存本源性意识，其家园不仅仅是安

居身心的那所房屋，及环绕四周的动物、植物，还有

更为辽阔的山川石木、云雨风雷，它们皆在家园中，

所有存在构成了彼此联系、共生共荣的生命环链。

人类的家园在哪里？应在那山、那水、那人中，

应在天朗气清、草长莺飞中，应在晨起锄禾、暮归炊

烟中，可当“城市”与“乡村”、“人文”与“自然”日益

作为相互对立的术语风行全球时，乡土、田野、茅舍

日益成为文明竭力要规避和抛弃的存在时，人类必

定要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人类文明，将何去何从？

苏轼对家园的体认也许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苏轼

终其一生躬行于天地之间，其家园早已遍布于广阔

的天地之间。苏轼对家园的认知，早已超越了单纯

地缘层面的厘定，体现出深邃、阔大的大地意识，此

始终与存在有关，既包括房舍、动植物、田园等具体

的场所，更指向生命的真意，存在的本然，以及自然、

自得、自适的人格境界。如此，苏轼对具体生存场所

的营造，及对天地万物的仁爱，构成了其家园意识的

显在层面；对本真存在、自然人性的回归则构成了较

为隐秘的存在，二者互为表里，须臾不可分离。海德

格尔曾说：“‘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

个处所，人惟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

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这一空间乃由完好无

损的大地所赠予。”［１９］１５人的存在就是“此在与世

界”的在世关系。历经文明淬炼的人类终将回归大

化流行的自然生命，回归自然真淳的生命自我，回归

最切近人类真实生存状态的诗意，重新走入自然，摆

脱对大地的征服与控制，在生生不息的自然万物中

敞开身心，感受山川草木的荣枯盛衰，体悟自然内在

的秩序与圆满，从而遵从“生”的意志和目的，美好

地生存于大地之上，抵达与天合一的生存胜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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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野圭吾的 Ａｎｇｅｌ与生态悲观主义

常如瑜
（江苏理工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江苏 常州 ２１３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１０
基金项目：江苏理工学院人才引进项目（ＫＹＹ１８５５４）
作者简介：常如瑜（１９８２—），男，山西太谷人，文学博士，江苏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跨学科研究。

摘　要：作为东野圭吾“毒笑”小说系列的经典篇章，Ａｎｇｅｌ以怪诞离奇的内容挑逗读者的神经。
小说揭开了人类虚伪的生态保护运动的伤疤，相比作者其他讽刺社会生活的短篇，该小说从人类社

会中跳脱出来，回望人与整个自然的关系，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人类集体，小说的批判态度可被视

作一种生态悲观主义精神。东野圭吾的生态悲观主义态度是十分激进的，他对所有由人类发起的生

态保护运动本身也持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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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生态悲观主义，即指对人类与自然万物和
谐相处这一生态理想的否定性观念。作为东野圭吾

“毒笑”小说系列的经典篇章，Ａｎｇｅｌ以怪诞离奇的
内容挑逗着读者的神经。外星生物的对话，揭开了

人类虚伪的生态保护运动的伤疤：

只要对那颗星球上的统治生物此前的

行为模式稍加分析，很容易就可以料想到：

他们表面上摆出重视其他生物的姿态，骨子

里却极端反复无常，任性妄为。是否允许一

种生物存续，全视对自己的利弊而定。［１］１２６

东野圭吾更像是一个冷眼旁观的生态悲观主义

者，他不相信人类能够真正履行保护环境和其他动

物的承诺，因为这个承诺的出发点本身就是自私自

利的。在他看来，人类对环境的保护运动永远无法

越过自我中心主义的精神围栏———它来自荣格集体

无意识理论中深度自私的集体情结。

Ａｎｇｅｌ具备生态警示类作品所共有的“奇观”性
特征，夸张的想象力和成熟的写作手法让小说的情

节显得既“陌生”又熟悉，故事离奇怪诞，却又令人

信服，因为这类“故事”似乎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

见。故事的发展也符合传统小说“出乎意料之外、

却在情理之中”的规范。在多次意料之外的翻转之

后，小说的悲观情绪也愈发浓烈。相比作者其他讽

刺社会生活的短篇，该小说的批判性要更强，范围也

更广———作家从人类社会中跳出来，回望人与整个

自然的关系，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人类集体。

概括而言，作品的批判态度可被视作一种生态

悲观主义精神。它是对一切生态保护运动和生态保

护观念的质疑。该观念生成于面对生态问题时的悲

观心理和否定性情结。在持有该观念的人看来，人

类的存在本身对自然万物构成了永久性的破坏和不

可逆的影响。在这个角度而言，Ａｎｇｅｌ更像是一种另
类的生态文学的生命写作［２］９－１４，是作家悲观主义生

态观念的投射。

一、生态悲观主义的起源与演变

Ａｎｇｅｌ就像一部缩写的人类探索自然的历史，作
家所写似乎并非小说，而是“致力于以生态互相依

赖性为基础来阐述历史”［３］３。从产生到繁衍再到濒

临灭绝，Ａｎｇｅｌ与人类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
程，随着叙事的深入，Ａｎｇｅｌ的悲剧史渐次展开。

最初被发现的时候，Ａｎｇｅｌ这种美丽的动物被
赋予神圣的美感，它被誉为天使般的存在物，它的名

字也证明Ａｎｇｅｌ的美对发现者灵魂的震慑。对 Ａｎ
ｇｅｌ的欣赏同人类设立自然保护区的动机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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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一批的自然保护区便是源于人类自然审美的需

要，因为秀丽环境能够让人类享受到审美的愉悦和

心灵的宁静。

接下来，它的美便逐步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它

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它丰富的表

情，不仅能够感染受众，还能让观者在它身上发现自

己的影子———它是按照人类的需要创造出的完美生

物，长相与人接近：

Ａｎｇｅｌ拥有五官，但依学者的看法，那
并非五官，而是头部的突起。实际上它没

有眼睛和鼻子，只有一张嘴巴，但嘴巴上方

凹凸不平，凹处很像眼睛，凸起则俨如鼻

子，头顶还长有头发。所有这一切组成的

面孔，同传说中的天使别无二致，而它那雪

白柔软的躯体也极像人类的婴儿。［１］８６

在外貌上，Ａｎｇｅｌ拥有与生俱来的亲和感，它被
认为是所有生物中最接近人类的物种，同时，它又拥

有超越人类、被人羡慕的特征———天使羽翼般的鳍

（象征神）。因而，它被命名为 Ａｎｇｅｌ完全符合人类
集体的心理需要。即便它的出现与核辐射之间的关

系令人质疑和担忧，大多数人也宁愿欺骗自己，相信

这种生物是自然的馈赠。

Ａｎｇｅｌ的审美属性混杂着人类自私自利的天
性，参观者对它的欣赏不止于赞叹和远观，在人类本

性的驱动下，它很快成为某些人的私属品，成为区分

身份地位的象征。当需求量不断增大之后，自然生

长的Ａｎｇｅｌ注定被人工养殖的 Ａｎｇｅｌ所取代，它的
命运也同其他生物一样不可避免地从自然栖息地走

向城市。在发现 Ａｎｇｅｌ以塑料为食之后，它的悲剧
如期而至。因为食物容易获取，Ａｎｇｅｌ也顺理成章
地成为普通家庭豢养的宠物；久而久之，有些人对它

的兴趣从单纯的审美和感官愉悦，转变为食欲。对

人类而言，变成食品的 Ａｎｇｅｌ退化为自然中的一种
普通生物，它与其他生物并没有本质差别，它在食物

链中的地位也并没有因其出众的外观而高于其他生

物，它一样可以成为人类的盘中餐。

从审美到实用，Ａｎｇｅｌ顺理成章地成为服务人
类欲望的工具。Ａｎｇｅｌ的作用越多，它们的命运就
越悲惨。它们原本就产生于变异，又不得不接受人

为控制下的进一步变异。那些食用了塑料或化学制

品之后的Ａｎｇｅｌ，已经不再像原始的Ａｎｇｅｌ具有自然
甜美的味道，相反，却充满了令人恶心的汽油味。

直到发现Ａｎｇｅｌ能够吸收核辐射，它的命运似
乎才峰回路转，但是它的地位仍旧无法与其最初呈

现在人类面前时相比。推而广之，如果从生态发展

史的角度来看，Ａｎｇｅｌ与人类的关系变化生动地反
映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演进。对此种关系的前

景，东野圭吾持否定的态度。在故事中，人与 Ａｎｇｅｌ
的关系就是在反复的对抗与妥协中不断恶化，最终

走向死胡同。Ａｎｇｅｌ因此具有史诗般的生态隐喻意
义，人类对 Ａｎｇｅｌ态度的变化同人对自然态度的演
变是一致的。

总之，人类对 Ａｎｇｅｌ的情感即人类对自然的情
感，其历史可以概括为：从审美主义到实用主义，再

到审美与实用的复杂结合，最后演变为赤裸裸的功

利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第二个阶段是最关键的转

折期，自然物对人类的意义一旦从审美下降到实用，

温情脉脉便被功利和实用所取代，最终走向对立。

因审美引发的灵光一现的亲和感，也很难疏解人类

集体的自我中心主义心理和无休止的欲望。在功利

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社会主流观念面前，审美和伦理

的需要显得弱不禁风，美与善很快就被贪欲所吞噬，

甚至被自我中心主义观念所利用，成为证明人类拥

有高于自然万物的智慧和权力的证据。人类成为

“唯一能够威胁以至于摧毁自己生存所依赖之环境

的生物”［４］１３，所有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描绘从一

开始便蒙上悲观主义的色彩。

二、反复失败的调适

在人与Ａｎｇｅｌ的关系的复杂变化中，Ａｎｇｅｌ并没
有本质的改变，人类却在不停地变化。人类始终是

主动的———主动去接受 Ａｎｇｅｌ，主动改变 Ａｎｇｅｌ，并
不断修正自我认知。作为讽刺小说，人类的自我认

知并没有带来环境的改善，相反，随着人类对 Ａｎｇｅｌ
态度的变化，小说的悲观气氛愈发浓重。

贪婪自私的人类和无辜天真的动物形成鲜明的

对比，尤其是人类食用Ａｎｇｅｌ的行为，更让读者不堪
忍受。东野圭吾却将这个过程写得荒诞不经，他用

对话的方式来描绘两人残忍地肢解并吞食Ａｎｇｅｌ的
情节，他们吃掉Ａｎｇｅｌ的目的仅仅是出于好奇，另一
个人的口头阻止更像是幸灾乐祸的怂恿。他们象征

着人类的原始欲望，在那一瞬间，建立在本能欲望之

上的猎奇心和物欲战胜了美的愉悦和伦理的底线。

这两人的对话同《等待戈多》中两个流浪汉的对话

如出一辙，只不过后者更隐晦，而前者更直接，也更

血腥。为了适应自然，人类不断调适自我，结果却总

是事与愿违。吞食 Ａｎｇｅｌ成为一个危险的信号，它
唤醒了人类集体心灵深处贪婪和自私的本性，就像

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继核污染之后，人类再次为自

己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态危机。

人吞食Ａｎｇｅｌ的行为，让这一天使般的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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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蒙上了浓重的阴霾，它不再是纯粹的美和纯洁的

象征，而被赋予了可怕的实用价值。接下来，人类与

Ａｎｇｅｌ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人类希望发掘
Ａｎｇｅｌ身上的每一种价值，Ａｎｇｅｌ则为了自身的生存
努力与人类进行“搏斗”。

关于Ａｎｇｅｌ能否被食用的投票，看起来也体现
出人类社会的自我调适机制：

食用 Ａｎｇｅｌ究竟是对是错，即将揭开
分晓。结果是反对派占了多数，从此 Ａｎ
ｇｅｌ被指定为特别保护动物，严禁食
用。［１］１０６

但是，被“过度”保护的 Ａｎｇｅｌ很快又成为人类
的“敌人”，它们吞食各种化学制品，成为人类新的

灾难。对Ａｎｇｅｌ的保护运动也成为笑料，“环境保护
团体和动物保护组织之间的争论永无尽头”［１］１１５。

喋喋不休的争论无法解决围绕Ａｎｇｅｌ产生的生态问
题，“认定Ａｎｇｅｌ为人类历史上危害最严重的生物，
此时距制定它为特别保护动物还不足十年”［１］１１２。

随着 Ａｎｇｅｌ数量的减少，屠夫又换上了保护主义者
的外衣；Ａｎｇｅｌ仍旧是那个看上去如同天使的生物，
而人类的自私和精神困境却暴露无遗。

其实，这样的调适也无法使问题得到解决，相反

却产生了更多的问题。人为区分食用化学制品变异

后的Ａｎｇｅｌ和原生的 Ａｎｇｅｌ的做法只是自欺欺人，
原本主张保护Ａｎｇｅｌ的环境组织甚至要求连原生的
Ａｎｇｅｌ也都铲除掉。这表明，人类从来没有真心热
爱过这种生物，只是把它当作延续自我生命和种族

的工具，所谓的环境组织也不过是掩盖人类自私本

性的遮羞布。推而广之，人类对待Ａｎｇｅｌ如此，对待
其他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的态度也莫不如此。

尽管Ａｎｇｅｌ中部分生态保护主义者像环境伦理
学家那样，强调动物的权利和人类的责任，但是他们

的立场仍然没有走出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仍然只

是因为保护Ａｎｇｅｌ这件事是符合人类“长远利益而
达成的协议（契约）”［５］１４８；或者说，是人类为了维护

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而进行的妥协，即汤姆·

雷根所批评的人类对动物的“间接义务”。

总之，在东野圭吾看来，人类对自我的调适是失

败的。自然始终如一，并未因人类历史的变迁发生

根本性的改变，人类却始终未能如其所愿地融入自

然。同其他生物相比，人类似乎总是显得格格不入，

即便是声势浩大的生态保护运动，也只是加剧了人

与自然万物的矛盾，以至于成为人类认清自我的障

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态保护运动反而促使人类的

虚荣心过度膨胀，自诩为自然守护者让人类陷入可

笑的“统治者般”的自我沉醉中。

三、作为他者的反思

Ａｎｇｅｌ无法解决Ａｎｇｅｌ造成的生态灾难，在小说
行将结束的时候，东野圭吾选择跳出人类世界，远离

充满欲望的、残忍的地球，站在他者的立场表达愤怒

和担忧。外星生物的出现降低了 Ａｎｇｅｌ结局的悲剧
性，让原本难以接受的恐惧转化成一种深度的反思。

东野圭吾带着读者逃离地球，让陷入忧虑的读者获

得短暂的喘息。

Ａｎｇｅｌ在开头便暗示悲剧结局的必然性：造成人
类陷入环境困局的原因正是人类自身。Ａｎｇｅｌ本身
就是核辐射过量而产生的变异生物，又因为能够吸

收核辐射而受到人类的重视。科学家可以探知 Ａｎ
ｇｅｌ产生的原因，却不愿研究人类制造核能的心理动
机。外星生物将其解释为“他们在环境方面的最大

追求，就是尽量让自己居住得舒适，也因此才会去清

除放射性物质”［１］１２７。自我中心主义的观念始终是

人类社会认识自然的出发点和主流观念，人类总是

在犯下一个错误之后，用更多的错误来弥补。

在外星生物看来，人类并非这个世界上从来就

有的生物，如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揭示的，智人

诞生于七万年前，而此时距离宇宙大爆炸过去了

１３０多亿年，地球也已经形成了３０多亿年。［６］３人类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消失的生物，因为无论人类多么

努力，还是无法“打破生物因素的限制”［６］３８９，不仅

个体会死亡，群体也会随着自然的演进逐渐消亡，甚

至会被新的物种所代替［６］３９６，况且人类的欲望正在

将自己推向危险的深渊。因此，人类只不过是自然

变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从他者的眼光，人类

的辉煌历史被东野圭吾描绘得可笑而幼稚，使小说

的悲剧性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Ａｎｇｅｌ曾是人类
的试验品，为了更充分地利用这种生物的价值，人类

不断探索和发现它的用途，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确

如愿以偿，并以此为荣。只是人类却不知道，其实自

己也是他人的试验品。Ａｎｇｅｌ就像实验室中测试小
白鼠各项机能的药物，而被测试者就是人类社会，实

验员则是遥远的外太空里拥有更高智慧的生物。

在东野圭吾看来，生态保护运动也只是人类延

缓族群生命、进一步满足贪欲的手段而已。在自我

中心主义的精神困局中，无法自拔的人类是不可能

真正考虑到其他生物以及整个自然的，生态保护行

为很容易成为满足人类物欲的方法，成为实现另一

种经济价值或权利的工具。在这种前提下，生态保

护运动只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可怕循环———产生生态

保护观念的源头便是对生态的破坏，而生态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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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却只能对自然造成更大的损害。Ａｎｇｅｌ的出
现，就是人类为了保护环境、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

源、减少污染而广泛开发核能之后的“副产品”，它

虽然能够吸收核污染，却无法吸收人类内心的贪欲。

在人类没有逃脱自我中心主义的精神樊笼之前，生

态问题是永远无法彻底解决的。即便核污染被 Ａｎ
ｇｅｌ控制了，但是谁又能料到下一种污染何时来到，
而且下一种污染方式对人类的影响可能更加可怕。

总之，东野圭吾辛辣的讽刺和悲观的幽默让读

者感到绝望。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很少就故事本身

发表任何评论或暴露作者的感情，但是在 Ａｎｇｅｌ的
结尾，他却忍不住宣泄自己的情绪———借外星生物

之口，痛快地宣泄了他对人类的不满，甚至从根本上

否定了人类存在的意义。对于生态保护运动和生态

组织，他也表达出强烈的失望之情。在 Ａｎｇｅｌ中，读
者似乎看不到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能。

四、余论

在Ａｎｇｅｌ中，东野圭吾表达了彻底的生态悲观
主义态度，其观念是十分激进的，他对所有由人类发

起的生态保护运动本身均持保留意见，他揭穿了以

生态保护为名却对自然进行二度破坏的伪善者的面

纱。相比作者的其他批判小说，Ａｎｇｅｌ对人性之恶的
抨击最为炽烈：它毫不留情面地否定人类的未来，对

人类所有调适自我与环境关系的努力都嗤之以鼻，

它无视一切以生态保护为名的行动，因为它看不到

这些行为背后的真诚。

在这部弥漫着嘲讽意味和悲观情怀的小说里，

东野圭吾的毒笑声恣意蔓延，从个体扩散到人类群

体，从轻佻的戏谑走向绝望的否定。这笑声就像

Ａｎｇｅｌ被人屠戮时愤恨的眼神一样，令人毛骨悚然。
Ａｎｇｅｌ曾一次又一次帮助人类走出堕落，它们曾像
天使一样浸染观者的心灵，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也能

通过吸收辐射以减少核污染对人类的伤害，甚至能

满足人类膨胀的食欲，却始终无法度化人类、改变人

类贪婪和自私的本性。小说证明，即便是生态保护

者对 Ａｎｇｅｌ的热爱也只是出于私利，人类社会似乎
永远也无法实现保护生态环境的愿望。

在奇观性叙事的伪装下，Ａｎｇｅｌ的真正面貌是悲
情下的冷漠———只呈现事实，却不解决问题。这也

是东野圭吾的毒笑、怪笑、坏笑等系列小说的一大特

色，可以将之概括为一种“东野圭吾式”的冷漠。远

离地球的外星生物就像古罗马决斗场上的看客，人

类则是那些为了生存相互残杀的奴隶。读者在唏

嘘，作者却在一旁含着泪冷笑，因为他既看不到希

望，也无法指明出路。假若依照 Ａｎｇｅｌ的逻辑，人类
的结局注定是悲惨的：“现在他们正在拼命苟延残

喘，清除辐射能是最后的挣扎了……进入某个时期

后，将会再度爆发肆意滥用辐射能的大战，这次连清

除的余地都没有，将直接导致他们灭绝。”［１］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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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技术在家庭服务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通过对人工智能技术在家庭服务业的
应用问题及趋势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智能家居行业的发展存在技术突破不足、伪智能化等问

题；提出智能家居存在智能化、简便化、安全化等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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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国内有很多学者都对智能家居的发展做出了自

己的研究和分析，陈柏霖（２０１９）认为智能家居的快
速发展是当今时代背景下的必然之势，是不可避免

的。但是在快速发展的背后，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

到国内智能家居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很多急需

解决的问题，例如高润鑫（２０１９）认为国内人工智能
的发展缺乏理论和人才的支撑，而且需要用到的数

据资源并不集中；郑昕怡（２０１９）认为智能家居产品
应该更多关注“４２１家庭模式”，适度降低适用门槛，
拓展更多适合老年人和儿童的智能化应用；赵瑞等

（２０１９）指出智能家居应该展现人性化的特点，进而
才能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李山（２０１９）通
过分析得出我国智能家居市场中的产品生产仍然处

于初级阶段，平台化运作还未成形；薛鸿彬等

（２０１９）基于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技术的现实背景，并
结合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技术的特点进行分析，得出

未来智能家居系统会拥有更加强大的感知能力，而

且感知能力的重要性也会愈加凸显；曹杰等（２０１８）
发现我国智能家居行业存在产品成本偏高，消费门

槛过于局限，产品人性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呙靓

（２０１８）认为智能家居之所以尚未普及，正是因为卖
家宣传不足、销售渠道不合理和技术突破的不足。

虽然国内对于智能家居行业发展的研究已经很

多，但是这些研究对于智能家居行业发展趋势的分

析却很少，本文不仅对智能家居行业的现状、存在问

题进行分析，而且对家庭服务业发展趋势进行研究，

可以为智能家居市场的发展提供一些方向，以期让

更多的消费者体会到家庭智能化的益处。

二、人工智能在家庭服务业的应用现状

智能家居最早起源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美国，
首个智能型建筑的建成揭开了全世界智能家居研究

和探索的序幕。然而，由于当时我们国家的计算机

技术还不够发达，计算机人才也不够多，导致了中国

的智能家居概念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才开始萌芽。
截止到现在，智能家居在中国的发展经过了萌芽期、

开创期、徘徊期和快速发展期这四个时期。当前，我

国在智能家居上的研发和生产正处于快速发展期，

特别是在“工业４．０”和“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战略的支
持下，许多从事家电和电子设备制造的公司不断进

行创新生产，在智能家电、智能安防、智能连接与控

制等产品的研发上都颇有成效，无一不体现了智能

家居行业的快速发展。总的来说，这些发展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各方面：

第一，智能家居行业竞争激烈，市场风口即将来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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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智能家居竞争格局呈现出金字塔的

形状，其中，处于金字塔最顶尖的第一大类是包括百

度、阿里巴巴、腾讯在内的中国三大互联网公司

“ＢＡＴ”，这些互联网公司与传统的家电厂商相互合
作，在智能家居产品的软件、硬件和内容等方面都有

所涉及，形成了互联网巨头公司与传统家电厂商融

合发展、相互促进的局面。处于金字塔中间的第二

大类是小米、京东、华为这些专注于生产电子设备的

企业，这些公司也与传统家电厂商进行合作，致力于

解决智能家居容易被忽视的一些问题，将传统家电

与智能电子设备结合起来，实现智能电子设备对智

能家居使用上的总体操控，比如使用手机 ＡＰＰ远程
控制智能家电的运行。处于金字塔最低端的第三大

类是海尔、美的、格力、海信等这些专注于生产智能

冰箱、电视、空调、洗衣机等传统家电类企业，他们在

原有的家电产品上增加了智能化的元素，通过人工

智能技术给传统的家电产品赋予了“活力”，使得智

能家电产品更加便利人们的生活，最典型的就是智

能家电的语音控制系统。

第二，智能家居行业发展态势良好，市场规模总

量正在不断扩大。

研究表明，中国的智能家居市场规模正在逐年

扩大，如图１所示，２０１４年我国的智能家居市场规
模为７２０亿元，当时正处于快速发展初期，智能家居
行业各个方面的基础都不扎实。到２０１７年我国智
能家居市场规模为 １４２８亿元，同比增长２５．２６％。
２０１８年我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已经达到 １７０７亿
元，同比增长１９．５４％，虽然同比增长率与２０１７年
相比有所下降，但是总的市场规模增长量仍然在上

升，智能家居市场规模依旧不断扩大。按照这样的

增长速度，２０１９年中国智能家居的市场规模会达到
１９８５亿元，同比增长率为１６．２９％，这样的规模将会
是２０１４年规模的三倍。短短五年的时间，我国智能
家居行业的市场规模就能实现三倍的增速，这充分

地说明了我国智能家居行业的发展态势良好。

第三，智能家居产品种类多种多样。

如今市场上出现的智能家居产品类种类繁多，

大到空调冰箱洗衣机，小到开关插座电灯泡，这些智

能家居产品大致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娱乐产品，

比如智能手机、智能音箱、智能电视；二、安防产品，

主要有智能门锁、智能监控、智能开关；三、厨卫家电

产品，例如扫地机器人、智能冰箱、智能洗衣机；四、

健康医疗产品，包括智能手环、空气净化器、智能水

杯；五、室内环境产品，主要是智能电灯、智能窗帘、

智能空调等。这些产品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

生活，不仅能够让用户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

还能够让现代生活更加便利、安全和环保。但是，这

些多种多样的智能家居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比以及受

欢迎程度不同。据报告显示，如图２，智能家居市场
上占比最多的是智能空调，高达２７．７％，其次是智
能冰箱和智能洗衣机，分别占比２４．７％和１９．８％，
占比较少的是家用摄像头和运动与健康监测产品，

只有０．９％和０．２％。

图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统计情况及预测

数据来源：２０１９年中国智能家居设备行业市场前瞻与投

资策略规划报告

图２　中国智能家居产品市场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２０１９年中国智能家居行业分析报告－行业

深度调研与发展趋势预测

然而，虽然最近几年国内智能家居行业的发展

速度很快，智能家居产品也越来越多样化和智能化，

但是纵观整个智能家居行业，会发现其在研发、生产

和使用方面依旧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第一，智能家居技术突破不足，产品兼容性不

强。

智能家居的发展需要依靠人工智能技术和物联

网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使得计算

机拥有人的思维和行动能力，而物联网技术则可以

使得家居物品与互联网相连接。目前最为流行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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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家居就是语音对话产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产

品是小米公司生产的小爱同学和百度公司生产的小

度智能音箱，在使用过程中用户可以随时与它们进

行语音交流，从而实现影音娱乐、信息查询、生活服

务等几百种多项功能的操作。虽然我国目前的智能

家居发展速度已经很快，但是由于我国智能家居行

业起步晚、发展慢、技术弱，所以与其他发达国家的

智能家居市场发展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尤其在产

品与产品之间的联系之间存在很大问题，每家公司

基本只生产自己公司设计的产品，而没有考虑到其

他公司产品的特性，导致各智能家居产品之间的兼

容性不够强，因此用户在选择时只能选择一个品牌

的产品，而无法选择众多品牌的不同产品来满足自

己的需求。

第二，智能家居产品概念化、伪智能化现象严

重。

智能家居作为一个现代化科技发展的产物，应

该以实用性、智能化、高质量为目标，而现实中的智

能家居大多数只停留在概念化阶段，各智能家居公

司对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在宣传时偏向于如何用高端

华丽的语言描述该产品的外表和特性，但缺少对智

能家居产品实用性的解释，导致不少智能家居爱好

者在用过某些产品之后的用户体验感极差。另外一

方面，目前的某些智能家居存在伪智能化现象，即智

能家居缺少智能性，只停留在概念上的智能化，而且

相比传统家电产品来说，后者在使用过程中的操作

程序更加复杂，尤其对于老年人，使用这些“伪智能

化”产品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例如市场上的某些

智能热水器，这些智能热水器可以通过手机 ＡＰＰ在
住宅之外提前打开，使得用户一回到家就可以用上

热水，但是与传统热水器只需打开遥控器按钮相比，

使用手机ＡＰＰ操作更加复杂，部分老年人由于不会
使用智能手机会更加青睐传统热水器，这也就意味

着如此的智能化是多此一举了。

第三，智能家居行业的安全性与可靠性需提升。

由于智能家居需要依靠人工智能技术、物联网

技术和大数据调查，每一位购买智能家居产品的用

户的个人信息都会通过各种渠道被收集到，并且在

网络上进行保存。众所周知，网络是一个相对不安

全的地方，因此消费者的私人信息就极有可能被泄

露，甚至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为了一己私利盗

用。而且，由于现在的智能家居产品刚刚兴起，智能

家居的各个方面发展都不太成熟，产品更新换代速

度快，所以许多产品的技术和质量都有待加强。不

仅如此，多数智能家居产品的后期维护和升级服务

也比较差，大部分消费者在发现产品出现问题时因

为过了保修期或者维护成本高而选择丢弃这些智能

家居产品，使得用户对智能家居产品的不信任感加

强，降低对智能家居产品的好感度。

第四，智能家居行业的统一标准体系尚未建立。

我国的智能家居行业虽然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就
已经出现了，但是准确来说是最近五年才逐渐扩大

起来的，之前的十几年间由于技术和人们接受能力

的限制，智能家居行业的发展一直十分缓慢，因此智

能家居行业的各方面体系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各厂家互相之间没有存在技术的联系，生产出来的

产品也互不兼容，各厂家生产出来的同质化产品的

价格也都差异甚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智

能家居市场的进步。统一的行业标准体系是一个成

熟行业发展的标志，是一个成熟行业发展不可或缺

的条件，更是一个成熟行业发展必须遵守的行为准

则，因此，建立起适合我国智能家居市场发展的行业

标准是今后智能家居市场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只

有建立健全了国内智能家居行业发展的制度体系，

我国的智能家居行业才能拥有更加蓬勃的发展。

第五，智能家居市场的用户过度集中于年轻人。

年轻人群的接受能力高、对新鲜事物的好奇感

强，因此智能家居产品主要被８０、９０后的年轻人购
买，然而对于中年人、老年人和特殊人群来说，他们

对于智能家居的了解还不够，甚至还不了解什么是

智能家居。在他们看来，智能家居的使用方法还不

如传统家居使用起来方便，这充分说明了智能家居

厂家忽略了智能家居行业的初衷是使用户生活更加

便捷、舒适，因此对于产品的宣传力度不够大，导致

许多接受能力差的人群对于智能家居望而却步。

第六，智能家居市场上人才储备过少。

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时代，一个知识经济

时代，信息技术可以大大提高“知识生产”的效率，

尤其是能够大大提高科技创新的频率和规模，为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永不衰竭的强劲动力。从国家

发展战略角度看，科技兴国和人才强国是相辅相成

的，只有拥有更多的人才储备，才会有科技创新和

科技强国的机会。应该清楚的是，我国目前在人

工智能方面的人才储备还不够，产品创新能力也

不够高，某些产品的核心技术还需要从国外进口

才能得到，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智能

家居行业的发展，而且不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核

心竞争力。

三、人工智能在家庭服务业的发展趋势

未来几年智能家居产品出台数量的波动增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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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侧面反映出了智能家居市场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

会遇到一些阻碍，而这些阻碍必然包括目前所存在

的技术创新不够、操作复杂、安全性低、行业标准未

建立、客户过于集中等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成

为智能家居行业在未来的发展中必须重视的。所

以，智能家居行业的发展趋势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智能家居技术更加数字化、网络化。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高

低直接决定了产品的前途和命运。智能家居产品的

智能化特征必须依靠高水平、高层次的人工智能技

术来实现，这样才能生产出个性化、数字化、网络化

的高质量产品。５Ｇ技术的普及将会是智能家居市
场发展的一个转折点，５Ｇ技术高速率、大容量和低
时延的特点也将会使得智能家居产品有更广泛的普

及。各公司和厂家要抓住这个机遇，将５Ｇ技术和
智能家居产品融合在一起，努力解决智能家居产品

现存的质量差、卡顿死机等问题，研发出让客户满意

的高质量智能化家居产品。

第二，智能家居产品更加兼容化，操作更加简便

化。

现有的智能家居产品之间兼容性很差，一款产

品通常需要一个手机软件进行操控，这样的结果就

是用户手机上必须安装众多软件才能使用相应的产

品，而且一些产品操作起来也比较复杂，一个错误操

作就有可能会造成产品的系统性问题。在未来的发

展和研发过程中，必须简化产品的操作过程，比如可

以在第一次使用某些产品时就设定好当用户距住宅

多远时自动打开该产品，从而减少操作过程，也会避

免用户因忘记而无法使用该产品。同时，产品之间

的兼容性也必须提高，各品牌的产品之间要实现互

通，最终达到只需在手机上安装一个软件就可以操

作家中所有智能家居产品的目的。

第三，智能家居产品更加安全化。

大数据社会下的个人隐私安全是一个无法避免

的问题，虽然各公司宣称用户输入的信息不会被泄

露，但是“黑客”们还是会想尽各种办法获取私人信

息，这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个不小的阻碍。所以，

用户个人信息的安全有必要得到保障，国家有关部

门必须出台更严格的法律政策，各厂家必须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在生产产品时加入可以防止被盗

取个人信息的程序。除此之外，相关体系必须向用

户宣传信息安全的重要性，提升用户的安全意识，使

得用户隐私有所保障。

第四，智能家居产品更加普及化。

目前，智能家居产品普及程度不高，其主要受年

轻人的喜欢，然而年长人群却因为认知程度低和不

会操作而对这些产品有所顾虑，部分接受程度高的

年长人群也只是对健康医疗这类智能家居产品有兴

趣。未来的智能家居产品不仅会继续方便年轻人的

生活，也将会根据年长人群的特点生产出适合他们

使用的智能家居产品，甚至能够研发出使所有年龄

段的人都可以在同一空间下共同使用的智能化产

品，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和社会的

进步。

第五，智能家居产品的性价比更高，维护成本更

加合理化。

由于智能家居在我国的发展时间有限，大部分

智能家居还存在价格过高的问题，这也是导致智能

家居产品无法完全普及的问题之一，同时，较高的维

修成本使得大多数用户选择丢弃坏掉的产品，从而

对这些产品的质量问题产生怀疑。但是在未来的几

年中，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提高，智能家居产品

的生产成本会明显减少，产品价格也会有所下降，产

品性价比会有所提高，用户体验感会不断增强。

第六，健康医疗产品更加功能化，测量更加精准

化。

现代人越来越注重身体健康的好坏，智能家居

市场上现有的健康医疗产品最受喜欢的是可以检测

用户身体状况的手环，然而这些手环智能准确检测

到用户的心率、步数，对于用户的血压和突发状况等

无法准确预测。未来的手环需要准确测量用户的血

压水平和其他身体健康指数，同时，对于用户的突发

状况检测也必须包括，并且在发生突发状况时及时

通过已经绑定的联系方式通知家属，以防错过最好

的治疗时间。另外，手环在检测用户的身体状况的

同时，还通过手机软件向用户推荐适合他们身体状

况的饮食计划，从而更好地保护用户的身体健康。

第七，智能家居行业发展更加制度化。

与国外智能家居市场相比较，我国的智能家居

行业起步较晚，发展速度较慢，国家对于智能家居市

场的发展重视程度还不够。因此，国内对于智能家

居市场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运行标准和制度体系，各

个企业也就没有了统一的生产规则需要执行，这就

造成了智能家居市场秩序混乱的问题。在未来，国

家相关部门会积极完善和发展智能家居行业的各种

制度，包括企业管理制度、行业生产制度、产品销售

制度等等，同时也会与时俱进地推进智能家居行业

的制度和体制机制建设，积极稳妥地推动智能家居

行业制度化发展，促进我国的智能家居行业的进一

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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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家庭服务业的应

用范围还比较小，智能家居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并

且存在技术水平低、伪智能化现象严重、安全性和可

靠性低、行业标准未建立、用户年龄段过于集中等问

题，怎样整合有效资源来解决这些问题使得智能家

居市场快速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应该看好智

能家居行业的发展，期待人工智能技术的提升给智

能家居行业发展带来的改变，在抓住机遇的同时应

对好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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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服务贸易跃身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扩
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必要途径。运用 ＰＥＳＴ分析和 ＳＷＯＴ分析方法，从宏观
政策、经济、社会、技术环境及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等方面结合河南省服务贸易现状进行了探讨，提

出了相应的对策及建议，以促进河南省服务贸易的健康快速发展。

关键词：服务贸易；ＰＥＳＴ分析；ＳＷＯＴ分析；环境分析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６
中图分类号：Ｆ７１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２７－０５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服务贸易在波折中前行，发展呈现

跌宕起伏态势，但总体增速快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

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了贸易与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引

擎。２０１７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
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服务业提质增效”的总体

目标。２０１８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积极
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

知》和《国务院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

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指出应通过取消或放宽对

交通运输、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领域外资准入的限

制，不断推进服务业开放，借鉴北京扩大服务业开放

的综合试点经验，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改革开放４０余年来，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发生
了巨大变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河南省工业

化程度低，地处工业相对集中的平原，服务业发展相

对全面。作为陆路交通的重要枢纽，凭借自身在交

通网络上的优势，河南省已成为第一个纳入国家战

略的机场经济发展先导区，随着物流业的发展，带动

其服务业的发展。近年来，地处内陆、不依海傍边的

河南，以建设交通枢纽为出发点，围绕打造内陆开放

高地的目标，进行了创新发展。以建设国际航空物

流中心为突破口，以郑州机场经济综合实验区为开

放平台，打通了“空中丝绸之路”，带动了“网上丝绸

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对接了“海上丝绸之路”，积

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形成了四路协同并进

的开放格局。

河南省作为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和支撑国家中部

崛起战略实施的重要经济板块，是我国第三批获批

自贸区，其经济的增长对于提高全国经济发展水平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随着“服务经济时

代”替代“工业经济时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

动力，分析服务贸易的环境现状以更好地优化服务

贸易结构，提升服务贸易的质量，对于加快经济增

长，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意义非凡。

服务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有着关键的作

用，因此研究其发展环境以促进服务贸易发展尤为

重要。曹清等（２０１９）［１］通过对我国服务贸易现状、
趋势进行研究，结合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实践提出了

在大环境下树立服务型管理思想，完善服务贸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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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体系等适应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林晨

（２０１４）［２］通过对我国服务贸易形势下的环境分析，
提出促进服务贸易与低碳经济共同发展，提升服务

业工作效率等措施。鉴于此，本文通过 ＰＥＳＴ和
ＳＷＯＴ方法，对河南省服务贸易环境进行了分析，最
后提出改善服务贸易环境的建议。

二、河南省服务贸易发展概况

２０１８年，河南省 ＧＤＰ总额达４．８万亿元，增速
７．６％，经济总量继续稳居全国第五，其中第三产业
增加值增长９．２％，较上年提高１．９个百分点，第三
产业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年均增长率近１０％，ＧＤＰ中

第三产业占比逼近第二产业占比。据２０１９年河南
省商务会议报告，２０１８年全省服务贸易超８０亿美
元，其中服务出口超１４亿美元，增长３０％以上，服
务外包接包合同执行额８．７亿美元，增长１５３．５％，
其中离岸外包执行额２．７亿美元，增长２１３．６％。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河南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总

体上呈上升趋势（如图１所示）。其中２０１６年服务
贸易进口额达到近 ２０年历史新高，比上一年增长
８．８％；进口额达到历史最高，比上一年增长８．９５％；
逆差总额达到２９２７７５．５７５２万美元，比上一年增长
９．１％。

图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河南省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变化情况

　　三、河南省服务贸易环境分析
（一）ＰＥＳＴ分析
１．政策环境
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顺应当今经济全

球化潮流趋势的“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地区间不

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以及经济上的密切合作。我国服

务贸易因为该倡议的提出拥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谋求了更多新的发展机遇。服务贸易在“一带一

路”倡议下前景极其广阔，将会成为未来经济发展

的又一次重大飞跃［３］。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

出为河南省经济优化转型及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很好的契机。对河南省而言，借力“一带一路”倡议

契机，通过改革创新提升河南省服务贸易的国际竞

争优势以加快建设贸易强省，利用自身市场规模吸

引外商为服务业发展注入更大的活力。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５日，河南省政府第８９次常务会
议研究通过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服务

贸易的实施意见》，建议优化服务贸易结构，不断增

加传统服务贸易出口，逐年提高高附加值服务贸易

比重，基本形成具有明显区域特色的服务贸易产业

体系。河南将继续扩大服务贸易规模，力争到２０２０
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２００亿美元，年均增长
１５％。一是充分利用国家和河南省发展对外贸易经
济合作专项资金，加大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支持力度。

积极落实与服务出口相关的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二

是鼓励金融机构和保险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创

新金融保险产品和服务。三是探索服务贸易进出口

检查机制，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简化审批程序，积极

推进服务贸易进出口。这些扶持性政策将有效发挥

政策导向、优化环境、提高服务质量、水平和效率的

作用。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子商务与

物流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２日，为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

物流协同发展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８〕１号）精神，
提高河南省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水平，河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

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要加快制度

创新，完善基础设施，提升管理水平，提高协调效率，

促进绿色发展，进一步提高河南省电子商务和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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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的协调发展水平，更好地适应和满足网上购物

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一是优化协调发展的政

策环境。二是完善电子商务快递物流基础设施。三

是促进配送车辆的标准化运行和便捷通行。四是提

高快递物流的终端服务能力。五是促进智能标准化

的协调发展。六是发展绿色安全的生态链。河南省

对服务贸易发展方向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表述，从政

策方面对河南省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大力

支持。由此可见河南省对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视程度

之大。

２．经济环境
目前河南省产业结构仍以第一、二产业为主，第

三产业所占比重仍然很低。河南省服务贸易规模较

小，但近年来的发展速度较快。新型服务业起步晚

且发展缓慢，高附加值类服务产业，如金融、教育等

相对落后，仍然处于传统服务贸易发展阶段，服务贸

易结构不合理、地区间服务贸易发展不均衡、政策体

系和统计体系不完善，所以目前服务贸易发展中面

临的产业环境较为严峻。

２０１８年，河南省商务系统认真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克服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影响，

“稳”字当头积极应对，全省商务运行整体平稳，质

量效益提升，跨境电商、对外投资快速增长，居民消

费、对外贸易、引进境外省外资金稳步增长，对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有力支撑。尤其是在第二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河南省诠释“中原实力”，近

８０００家豫企选品采购，河南交易团备受客商“青
睐”，签约近３８０亿元。
３．社会环境
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在影响未来服务需求构成和

专业化格局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决定服

务需求构成的一个本质要素便是人口年龄结构：不

同经济体的人口年龄结构将对服务贸易产生一定的

影响，发达经济体不断增加的老龄人口需要更多的

是卫生、保险服务，发展中经济体不断增长的年轻人

口将需要更多的是数字、金融和教育等类型的创新

服务，那么满足这些需求的有效途径便是发展服务

贸易。

社交媒体平台越来越受到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

青睐，“９０后”与“００后”这两个群体的用户目前占
全社会社交媒体平台主要用户的一半还多，每天平

均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也要超过两个半小时，所

以衍生出的对创意产品的需求是足够旺盛的。这种

需求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特别是对某

些特定类型的服务提供者，例如河南省的创意产业。

收入水平决定了货物和服务需求的构成，同时

也决定了对不同类型服务的需求。另外，随着总体

收入的增长，人们的消费行为、消费结构也在产生相

应的变化。例如，人们会越来越追求新产品、高质量

产品，尤其是经济条件较富裕的消费者在技术密集

型服务（如金融和保险服务）上的支出越来越大，而

经济发达的国家往往专门从事这些服务的生产。如

今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发展中经济体，以河

南省为例，发展势头良好，也都在努力转向技术密集

型服务行业，这些必将促使河南省更好地参与到推

动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中去。

４．技术环境
当前的服务经济时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数

字化技术的发展。国民经济随着服务跨境贸易的日

益增长，打开了新的机遇。全球在数字等新兴技术

层面的进步正在使服务贸易发展上升为更高更深的

层次，同时也使服务贸易变得越来越重要。新技术

还为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参与服务贸易提供了便

利，新技术不断发展进步的环境变化同样也对促进

服务贸易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数字技术也在进一步影响未来的服务贸易。

作为最早提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规划的国家之

一，中国已建立相对完善的人工智能发展政策体

系［４］。２０１９年世界贸易报告［５］指出：首先，数字技

术通过为传统上需要面对面互动的服务提供跨境

贸易，可能会降低服务贸易的成本。其次，数字技

术将使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接触到更多的数字连接

的客户，并为服务外包提供便利。最后，数字化使

得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之间的区别愈发的模糊。

技术进步和互联网的普及似乎在使基于服务的中

小型企业更快进入国际市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

用。而中小型企业经常参与的服务贸易类型是数

字化服务，例如专业和科学活动。这些趋势将会

使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

面加强力度。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６日，河南省郑东新区智慧岛大
数据实验区党工委召开２０１９年度工作会议，指出
１５１家大数据企业通过评审落地智慧岛，涵盖了金
融大数据、农业大数据、物流大数据、医疗大数据、教

育大数据等多个领域，在河南省数字经济的引领作

用进一步增强，逐步成长为政策洼地、服务高地、创

新宝地、创业福地。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７日，“智慧岛５Ｇ
智能公交项目”在郑州市智慧岛公开道路上试运

行。由此可见，河南省的数字技术正在逐步加强，技

术环境良好，前景明朗。

·９２·



（二）ＳＷＯＴ分析
１．优势
（１）政策支持：２０１２年５月８日，国家发改委办

公厅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国家商务示范城市电子

商务试点专项的通知》，郑州被列为全国跨境电子

商务试点城市。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使河南获得了

大量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从而为河南服务贸易的发

展提供了广阔而有利的外部环境。２０１７年 ６月 ８
日，为加快培育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促进外贸转型升

级和创新发展，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

快培育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的实施意见》（豫政办

〔２０１７〕５９号），从金融、海关、检验检疫、出口退税、
外汇管理、金融服务等方面，提出了支持外贸综合服

务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特别提出了对省外龙头外

贸综合服务企业在河南省新设立独立法人公司实行

“一事一议”。

（２）劳动力资源充足：河南省作为一个人口众
多的省份，劳动力资源充足，并且由于经济发展相对

滞后，劳动力价格也相对较低，从而形成了劳动力供

应的绝对优势，其中富士康工厂搬迁至郑州便是鲜

明的体现。富士康企业的引进，吸引了大量的劳动

力进入河南省，促进了劳动力增加。

（３）优越的地理位置：河南位于中原，介于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之间。它是通往西

北五省的门户，也是新亚欧大陆桥的重要一站。它

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并作为交通枢纽发挥着重要

作用。近年来，作为地处内陆的河南，围绕打造内陆

开放高地这一目标充分结合其交通优势而不断创新

发展，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形成了四路

协同并进的开放格局。

（４）品牌树立意识强：双汇、思念等食品加工业
以及宇通客车、中信重工、森源重工、郑州航空港、富

士康等品牌响亮，已成为河南的特色风景线。除此

之外，龙子湖智慧岛引进大数据人才，建立国家大数

据综合实验区。同时，华为云运营创新服务中心、华

为软件开发云创新中心、诺基亚全球交付中心等企

业登陆智慧岛，阿里巴巴等国内外知名高端信息通

信企业在河南设立了总部或区域基地，这一系列的

引进来措施将为河南品牌的走出去以及服务贸易规

模的扩大、服务质量的提高带来积极效应。

２．劣势
（１）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在河南省进出口贸

易中，服务贸易一直是一块短板，以往的发展过程中

主要以旅游、运输、建筑劳务服务承包等劳动密集型

产业为主。从郑州市服务贸易数据来看，２０１７年一

季度进出口总额达７．２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０％，其
中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高达５０％以上，但以金融、
教育、信息服务、计算机等为主的技术密集型服务贸

易收入仅为２０％，服务贸易结构不均衡。
（２）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河南省服务贸易主

要以郑州、洛阳、濮阳、漯河等地区为主，而周口、南

阳、信阳等地区服务贸易规模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河南省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总体来说，中

原城市群的产业结构优于全省平均水平，豫北经济

区域第二产业比重较高，第三产业比重较低。豫西、

豫西南经济区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三产业比重较

低。黄淮经济区产业结构相对滞后。

（３）高质量人才资源匮乏：目前河南省人才流
出严重，人才资源紧缺，“９８５”“２１１”和“双一流”高
校数量少，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高校和培训

机构对服务贸易人才的培养意识不强，服务中高端

人才缺失，中高端人才培养体系落后，缺乏技术型服

务人才。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加大人才引进

力度，吸引更多的人才留在河南，为河南的快速发展

提供重要支持。

（４）品牌集聚效应较低：树立一个好的品牌能
产生巨大的集聚效应，河南省虽然有很多脍炙人口

的品牌，比如思念、莲花、三全、宇通客车、中国洛玻

集团、中信重工等，但未能与其他品牌产生良好的集

聚效应，形成一条完整产业链，从而未能及时拓展国

内外市场规模以促进服务贸易的“引进来”与“走出

去”。

３．机会
（１）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已获

国务院批准，是全国首个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

航空港项目为河南对外开放提供了又一个重要平

台，利用物流业发展促进服务贸易发展，促进河南省

经济的快速发展。战略定位是国际航空物流中心、

航空经济带动的现代工业基地、内陆地区对外开放

的重要门户、现代航空城市、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增长

极。发展目标是到２０２５年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试验区，形成引领中原经济区发展、服务全国、连接

世界的开放高地。国家在港口通关、航空公司权利、

金融、税收、土地管理和服务外包等方面对试验区给

予政策支持。

（２）“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河南省经济的优
化转型及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利用

合作平台，积极建立与沿线地区的经济合作伙伴关

系，共同建设利益共同体，为实现互利共赢、服务贸

易积极发展、经济健康快速发展而努力，为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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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和贸易质量提高注入动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的举办，为河南省充分利用其优势抓住平台机遇

这一“助力剂”，扩大招商引资，拓展服务贸易渠道，

推进产业转型优化升级，提高其竞争力及服务贸易

质量提供了契机。

４．威胁
（１）如今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处于疲

软状态，企业发展积极性不高，这样的大环境对以加

工贸易业为主的河南来说是极其不利的。服务贸易

相关政策制度、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为服务贸易过程

的顺利进行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中美贸易战的爆

发，使得当前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作为第三产业的

服务贸易其发展尤其艰难。

（２）周边城市教育力量雄厚，比如武汉、西安，
其教育水平发达，“２１１”“９８５”“双一流”高校林立，
吸引了大量人才集聚，而河南省教育水平与周边城

市存在一定差距，这便导致人才流失严重，中高端人

才缺乏。其他以教育、金融、通信技术等技术密集型

产业为主的省份，比如江苏、广东等，产业基础好且发

展势头迅猛，而河南作为农业大省，技术密集型产业

起步晚、基础薄弱，在企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３）河南省的服务业增加值不高，与全国平均
水平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经济发展带动人们提高

生活水平、改变消费方式，越来越多人追求高质量、

创新类产品和服务。同时，高附加值类产品和服务

更新换代快，替代商品的出现仅仅使得大众的需求

得到了部分满足，并未缓解高附加值类产品和服务

供需关系，由此服务贸易出口带来一定负面效应。

四、加快河南省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第一，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以增大服务贸易规

模。“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河南省经济的优化

转型及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河南省

在传统的服务贸易上具有一定的优势，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劳务的需求对工程

项目承包具有重要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提高河

南省服务贸易的出口。总之，借力“一带一路”建设

契机，抓住沿线各国的资源禀赋，顺应经济发展新趋

势，借鉴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做大做强服务贸易的

有益经验，对标世界高水准对外开放与国际服务贸

易规则，精准而深入地嵌入国际服务贸易产业链，充

分利用国际、国内市场，把农业大省变为农业强省，

进行更深层次的开放，对扩大规模意义重大。

第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以适应新兴服务贸易

的发展。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环境下，及时淘汰

具有滞后性的政策制度以及地方性法规，出台原有

领域缺乏的且适应新兴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法规，

鼓励服务贸易的出口，重视中小型服务企业的发展

并予以一定的融资支持，使得服务贸易的发展环境

更加完善，服务贸易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时代化的

潮流之路。

第三，加强服务业品牌意识的树立，使河南省服

务贸易“走出去”。虽然河南省有一些比较有名的

品牌，但是知名品牌还是相对匮乏，特别是服务贸易

方面，导致服务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竞争力不突出。

因此，打造一批“信誉好、高规模、大品牌”的企业，

提高服务业出口产品档次和附加值，形成植根本地、

辐射全国、全球贸易服务网络将继续创造有利于服

务贸易竞争的新优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河南省服务品牌，推动产业集聚区

提质，对提升“河南服务”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带动

力具有深远意义。

第四，加强教育投资，引进和培育一批高级服务

贸易人才。河南劳动力资源充足相对来说在传统产

业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缺乏中高端人才，技术性

高端人才是目前服务业所必需的，服务贸易因其无

形性需要具有专业知识和经过专业训练的优质人

才。要树立“人才兴业”的思想，政府要支持在高校

内设立服务贸易方面紧缺人才的相应学科，将人力

资源变为人力资本。

第五，建立健全服务贸易统计机制。河南省服务

贸易相关的数据在搜集过程中十分困难，只能找到近

几年的服务贸易收入和支出总额，并未找到按照商务

部分类的具体分类数据。在对河南省服务贸易环境分

析过程中的总体分析和结构性分析具有一定的困难。

故在之后的工作中要建立健全服务贸易统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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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视域下河南省旅游业转型升级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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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在国家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家发展战略有了新的调整，各地纷纷出
台相应的政策及措施以推动各产业契合国家战略的要求。河南省旅游业如何在国家大力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居民消费结构加速升级的背景下，成功实现转型升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从构建大旅游产业集群、规划布局精准定位、融合智能技术、建立有效政策机制等角度提出意见建

议，以期助力河南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成为脱贫攻坚新引擎、经济增长新极点、区域形象新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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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顺应时代前进潮流，准确把握发展
大势，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

政治判断。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对河南旅游而言既

有希望也有困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既展现广阔空

间也充满崎岖坎坷。在国家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和居民消费结构加速升级的背景下，不断开发

高层次旅游产品契合旅游者需求，优化完善供给结

构提高供给质效，推动旅游产业实现从要素驱动向

创新驱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的“双转

型”，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从

产业链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转移的“双跨越”，使河

南旅游产业成为脱贫攻坚新引擎、经济增长新极点、

区域形象新代表，在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

的同时，推动我省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综合实力整体

跃升，是当前我们需要积极研究的全新课题。

近年来，河南旅游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旅游产

业发展各项指标实现倍增，不仅增速比全国平均增

速高出百分之十几，而且综合实力居全国前列、中部

地区之首。通过创新旅游发展模式，摸索出诸如

“三点一线”开发、“焦作现象”“栾川模式”“西峡经

验”等成功举措，吸引了许多省市前来考察学习。

但后来的发展中，河南旅游没能紧跟市场变化，被许

多省份超越，在市场竞争中退出了领先的位置。整

体来讲，河南旅游产业还处于结构调整期，既存在规

模扩张的现实需要，也面临效益提升的迫切需求，可

以说是机遇挑战并存、矛盾风险交织，迫切需要加快

推动河南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一、河南省旅游业发展现状

随着国家发展新理念和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

河南省旅游业得到了高度重视和重点培育，展现出

了强劲发展势头，也取得了巨大成果。一方面，政策

制定者编制完善科学、前瞻性的旅游发展规划，出台

相应推动扶持旅游发展政策措施，为河南省旅游产

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旅游从业者紧紧

把握行业发展新趋势，推陈出新、迭代开发出新的旅

游产品，科学优化拉长旅游产业链，打造具有鲜明河

南特色的旅游品牌，形成了河南省旅游发展的大区

域和大格局。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河南省旅游总收入在
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均超过 １２％且稳步增长。
更为可喜的是，２０１８年河南省共接待海内外游客
７８５８２．９５万人次，比上年增长１８．２％。河南省旅游
产业逐步成长为本省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

业。

然而当前河南省旅游业发展也面临着四大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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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一是效益提升与规模扩张的矛盾，整体看旅游产

业虽体量增长迅速，但有效投资规模还不够大，景区

门票收入占旅游总收入比重偏高，餐饮消费、购物消

费水平有待提高；二是丰富旅游资源与挖掘营销力

度不够的矛盾，河南省历史、文化、自然资源之丰富

自不必说，但营销方式还侧重于传统方式，现代化传

播手段运用不够，线上线下结合不紧；三是开发点多

面广与整合配套不够的矛盾，旅游开发层次偏低、规

模偏小、同质化严重，景区配套服务、基础设施信息

化以及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水平均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是产业发展与融合发展不够深的矛盾，旅游产业

发展相对独立，与工业、农业、文化等产业融合发展

程度低，关联带动作用发挥不够。

二、河南省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政策因素

旅游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旅

游产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总体规划、投资

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不断发展，旅游产业的作用、地位也在不断变

化，政府对旅游相关政策进行调整，引导其转型升

级。２００９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
的意见》，将旅游业定位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

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从放宽

旅游市场准入、优化旅游消费环境等五方面进行了

安排部署，明确了发展目标。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明确重点任务、责任分工和进度安排，对进一步促进

旅游业改革发展作出部署。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印发了
《“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首次将旅游业的发展

上升到国家层面，旅游产业发展成为国家重点专项

规划。２０１８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全
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发展全域旅游的

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对加快旅游业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作出部署。２０１９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从

深化文化和旅游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提

出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和活力，增强对经济增

长的带动作用。２０１９年９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
南，主持召开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国

家战略，体现了总书记对河南发展的高度重视、对河

南人民的亲切关怀。

与国家政策相配套，河南省也制定出台了《河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旅游业转型升级的意见》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旅游产业

转型升级行动方案（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的通知》和《河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十三五”旅

游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提出

建设郑汴洛旅游产业发展核心区、沿黄旅游带、南水

北调中线旅游带和南太行旅游区、伏牛山旅游区、桐

柏—大别山旅游区、豫东平原旅游区，构建河南省

“一核两带四区”旅游产业发展格局，加大土地、财

政、税费、金融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推动旅游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

（二）经济因素

旅游业的发展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

良好的经济基础意味着具备较好的出行、住宿、购物

等硬件设施和较高的旅游消费水平，能够为旅游业

的快速发展和升级优化提供有力支持。反过来，旅

游业又是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的发展

和转型升级能优化当地产业结构，影响和带动经济

的发展。

近年来，河南省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国家

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中

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五大国家发展战略形成了

推动河南省快速发展的战略体系。２０１８年，河南全
年生产总值４８０５５．８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６％；财
政总收入５８７５．８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７６３．９
亿元，增长 １０．５％；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８．９％；旅游总收入增长２０．３％，服务业增加值占生
产总值比重达到４５．２％。２０１９年，全省生产总值跃
上５万亿元台阶，粮食总产量达到６６９．５４千克，财
政总收入突破６０００亿元，实现了“三个同步”“三个
高于”目标。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增加，

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２０１９
年，河南省政府印发了《关于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郑州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的战略路径，要举全省之力，聚各方资源，

全力推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这些都为河南省

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强大支撑。

（三）文化因素

中原文化、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是中华

民族的根和魂。河南省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既有殷

商文化、神农文化、周易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

丝路文化等传统文化，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还形成

了以愚公移山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为代表

的红色文化。其中，“根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一张

名片，每年农历“三月三”在新郑举办的祭拜黄帝的

仪式，突出中华民族寻根拜祖的主题，缅怀先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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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在全球华人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２０１４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时提出：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中原更加出彩。”总书记把河

南更高层次的发展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

联系在一起。深挖我省丰厚的文化资源，保护、传

承、弘扬中原文化、黄河文化，是增强凝聚力、引领中

原人民自强不息奋斗的需要，是增强文化自信、体现

文化软实力的需要，是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的需要。

我们要担负起文化使命、文化担当，讲好“黄河故

事”，为中华文化繁荣发展凝聚精神力量，为实现中

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四）法治因素

古今中外，社会管理者都非常重视法治的作用。

古人云“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将社

会认可的行为规则通过立法机关确认，并由国家强

制力保证实施，形成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约束力，

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我国非常重视法治，制定

出台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

的系列法律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

形成。２０１４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对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

“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

念”。２０１９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
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这是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

的纲领性文件。

我国旅游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也加快推进。

２０１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公布实施；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
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

和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旅游市

场综合监管的通知》等相继出台，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依法治旅。２０１９年，《河南省旅游条例》已经河南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审议通

过，将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１日起施行，以立法的形式保护
利用文化和旅游资源，促进融合发展，实现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的协调统一。

三、河南省旅游业转型升级的策略

（一）构建大旅游产业集群，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大旅游产业集群是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为

导向，形成集旅游业、旅游文化产业、旅游产品的加

工制造业、娱乐服务业、旅游房地产业等相关产业的

群体产业。新形势下，河南省旅游业发展需要在大

旅游产业集群中实现转型，才能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１．加强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
依托河南省域内的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形成追

溯华夏文明之旅；借助嵩山少林寺少林功夫和温县

陈家沟太极拳影响力，再掀“爱上功夫”浪潮。深度

挖掘郑州、开封、洛阳、安阳等古都城市的文化魅力，

规划设计具有特色创意的古都文化之旅。采取多种

形式、利用智慧技术，使具有“中国历史天然博物

馆”之称的河南真正做到“让国宝活起来”。

２．加快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加快旅游业与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不仅

能够拓展新型旅游业态、优化旅游产品结构，更能促

进一、二、三产业的升级，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一是利用花卉种植、果园采摘等方式发展体验农业、

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发挥河南作为农业大省、资源

禀赋得天独厚的优势，不断深化农业改革，提升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积极探索建

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二是以信息化和新型工业化

建设引领旅游业发展，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和资金扶

持，努力引进社会资本，开发一批特色突出的旅游产

品，建设一批工业旅游园区，培育一批旅游商品生产

和旅游装备制造企业，发展壮大一批具有核心竞争

力和影响力的旅游产业集群。三是构建完善旅游服

务体系，加强旅游与医疗卫生、健康养老、文化教育

等行业的深度融合，改善旅游环境的软件和硬件，优

化旅游功能的产业和空间布局。

３．加快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

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新时代做好“三农”

工作的总抓手。党中央、国务院和河南省委、省政府

相继制定出台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规

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摆在

党和政府工作的优先位置，在政策、资金、土地、人员

等方面获得巨大的支持。旅游业要准确把握农业农

村发展的新趋势，加快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既能依

托大势促进行业发展，更能精准地谋划和推动乡村

振兴战略。一是发展乡村自然风光旅游，以生态文

明建设为引领，保护好山水林田湖，综合整治农村人

居环境，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层次提升，以环境美、田

园美、村庄美、庭院美的原生态吸引游客。二是发展

具有浓郁河南历史文化特色的乡村游，河南不少乡

村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建筑、民风民俗保存

较为完整，可以采取开发与保护并重、改变与传承兼

顾的策略，科学推进公共设施和生态环境改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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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对生态环境和原有格局改变少，尽可能对居

民生活和传统习俗影响小。三是将乡村旅游与脱贫

攻坚紧密结合起来，河南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三

山一滩”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村人口脱贫事关精准

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局，可以加大

对扶贫重点区域、重点乡村的环境整治力度，将道路

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旅游开发整体规划、整体推

进，实现资源开发与村庄发展良性互动，以旅游发展

带动贫困群众走上脱贫致富之路。四是发展农村特

色产业旅游，不少乡村依托资源优势，形成了具有地

域特色的农业产业，发展出了一批农业生产龙头企

业，既具有乡村特色也具有工业特征，既是经济优势

也是旅游资源优势，有效拓展其价值链，提升影响

力，增加附加值。五是开发养生养老和休闲体验游，

依托中心城市，利用交通、科技、信息等方面的优势，

推动农业、康复、健身、养生及休闲娱乐等产业融合，

发展新型旅游业态。

（二）规划布局精准定位，促进区域旅游协同发

展

当前，旅游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全国范围普

遍存在，河南省也不例外。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旅

游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不平衡，洛阳、安阳、开封等

地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南阳、信阳等地自然风光优

美，但部分区域旅游资源匮乏或缺少特色；景区开发

不平衡，热门景点时时人山人海，冷门景区即使在五

一、十一长假等旅游旺季游客仍然屈指可数；城乡发

展不平衡，城市依托便利的交通和较为完善的基础

设施，能够优先获得投资和建设开发；经济发展不平

衡，不同区域国民生产总值体量悬殊，财政收入和人

均可支配收入相差较大，直接影响和制约旅游消费

能力和旅游业发展。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就要深

化河南省旅游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把全省各种旅游资源当作一个整体

来看，把全省旅游发展当成一盘棋来抓。

１．加强科学规划布局
制定总体发展规划，综合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生

态环境保护、城乡统筹建设多方面因素，最大限度提

高各种资源的利用率，以高质量的规划引领河南省

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一是树立全域旅游理念，科

学、准确分析判断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准确定位发

展目标和方向，细分客户群体和潜在市场，打破地域

利益壁垒，促进强强联合，优化整合全省旅游资源，

做大做强河南旅游品牌。二是深度挖掘不同旅游资

源的潜力，突出差异化、个性化特色，调整产品结构，

推进旅游产业各要素科学配置、协调发展，提高产品

层次和质量。三是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开发中高端

消费领域，如休闲度假、康体养生、自驾营地等方面

的体验游、深度游，充分挖掘旅游消费者的消费潜

力，形成新的增长点。四是实行源头把控，注重生态

环境保护，强化可持续发展，既合理开发又全面保

护，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２．促进区域旅游协同发展
根据河南省旅游资源分布特点、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交通设施规划格局、宏观政策引导方向，

围绕郑州大都市区、洛阳副中心城市、南阳等三个区

域中心城市建设，做强郑州大都市旅游圈、做大中原

城市群旅游圈、构建跨区域旅游协作圈，既有资源整

合、服务管理、宣传推广的协同，也有产品开发、结构

调整、投资消费的协同，形成功能细分、定位明确、集

成高效、优势互补、携手并进的发展新局面。

（三）融合智能技术，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当前，全球范围内，５Ｇ、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方面新的技术快速发

展，信息技术向经济社会各领域不断延伸并深度融

合，技术与商业模式在互联网的影响下迸发出强大

的创造力，创新成果层出不穷。世界各国纷纷出台

政策加快智能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的步伐，我国也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旅游

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旅游产业与智能技

术的融合是顺应大势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在

具体举措上，一是加强基础教学培训，积极在学校相

关旅游或规划专业中设置相应课程，使受训者准确

把握智能技术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趋势，了解

智能技术在旅游设计规划方面的应用现状，培养具

备一定智能运用能力的旅游规划人才。二是加大旅

游规划部门智能融合技术运用力度，使用大数据进

行可行性分析，提高旅游规划方案的视觉直观性和

可操作性，而不只是停留在效果图和文本描述的层

面。三是建设旅游行业大数据中心，以河南省政府

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契机，建立旅

游数据中心，规范化、标准化数据的采集、储存、交

换，加大与交通、公安等相关部门和通讯、电力等企

业的合作力度，形成旅游数据“全覆盖”。四是打造

旅游设施和服务的智能化，加大机场、车站、宾馆、饭

店和景区内部设施的网络化、信息化建设力度，智能

调节游客流量，智能导游和讲解，运用 ＶＲ、ＡＲ技术
提高可视化程度，针对不同人群推送个性化甚至定

制化的产品，让游客获得更好的场景和体验。五是

推进智慧旅游生态圈建设，以全域旅游的视角，进行

不同平台旅游资源、数据和资金的整合，打破区域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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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关联生态圈内旅游全产业链条，拓宽产业格局，

打造新经济模式，实现优势互补、交互联动、互惠互

利，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相对统一。

（四）建立有效的政策机制，保障旅游可持续发

展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旅游业实现了大发展、大

跨越，逐步融入全省发展的战略体系，目前已经成为

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例

如，只为当下利益忽视长远发展、只为局部好处无视

整体利益，导致旅游建设开发无序和服务质量不高，

甚至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解决这些问

题的关键就是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加大促进河南省旅游业健康发展的制度供

给，加大旅游规划顶层设计，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

完善统筹推进的协调机制，保障河南省旅游的可持

续发展。一是认真落实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５年），依托其中关于黄河中下游生态旅
游片区、陕蒙晋豫黄河大峡谷生态旅游协作区的规

划政策，科学开发河南省黄河沿线自然风光、民俗风

情和太行山、伏牛山等地的生态旅游资源，打造黄河

生态旅游精品线路，叫响黄河旅游品牌。二是制定

出台河南省关于全域旅游的实施办法，建立上下联

动的政策体系，区域发展统筹协调、部门之间信息共

享，旅游与其他产业的融合顺畅高效，以政策制度引

领河南省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三是在旅游开发建

设中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行充分的研究论证和

环境影响评价，实施类型准入、空间规制，停车场、步

道、厕所全部实现生态化，加大景区新能源交通工具

的使用力度。四是在全社会倡导绿色旅游的理念，

积极宣传推广公共交通、骑行、徒步等出行方式，鼓

励引导旅游者低碳出行、绿色出行、环保出行，减少

酒店水电、一次性用品的消耗，建设新型旅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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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演绎类同人作品借用原作元素的知识产权问题新论

蹇佳伶
（华东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４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９－２８
作者简介：蹇佳伶（１９９６—），女，四川广元人，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　要：非演绎类同人作品通常只借用原作知名元素，并不对原作中具体的情节、语言或视觉表
达进行精确复制，一般不认定为对原作构成著作权侵权。法院通常认为原作对于上述元素的创造性

劳动是民法上的权益，因此从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商标法等角度对其提供保护。但是，非演绎类同人

作品并非绝对与原作形成竞争关系，更多构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一般不应认定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

同人作品通常不涉及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行为，商品化权益目前在国内也无法可依。在著作权法框

架内对作品进行体系化建设，给予知名作品区别于一般作品的层级化保护，对知名作品具有标志性

的知名元素的保护将更加合理。

关键词：非演绎类同人作品；商品化权益；知名作品；著作权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８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３．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３７－０６

　　同人作品是“同好者在原作或原型的基础上进
行再创作活动之产物”［１］，根据是否保留原作的基

本表达分为演绎类同人作品和非演绎类同人作品，

前者本质属于现有著作权理论框架中的演绎权可控

制的范畴，本文不做过多讨论；后者又称为狭义的同

人作品，其对原作的基本表达利用不多，一般利用原

作的作品名称、人物名称、人物形象和性格、人物关

系、场景或道具设置等元素，而增加的新内容的独创

性程度较高，构成独立的新作品，一般不构成对原作

的著作权侵权，这一观点典型地体现在著名的“金

庸诉江南”案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中。

学界也认为，单纯地对角色名称和经历进行利用不

构成表达上的实质性相似，尚难构成著作权侵

权。［２］目前针对同人作品借用原作元素的行为，尚

且存在几个疑点：首先，非演绎类同人作品即使不使

用原作的元素也可以构成独立的作品，但使用原作

元素的行为无法摆脱搭便车的嫌疑，是否属于不正

当竞争？其次，无论原作元素是否可以单独脱离原

作获得保护，不可否认原作者创作这些元素的创造

性劳动，那么在现行知识产权法框架下，应当如何对

原作元素给予一定程度的保护？

一、“作者之死”：非演绎类同人作品对原作意

义生发的贡献

“金庸诉江南”案中，法院审理认为《此间的少

年》不构成著作权侵权，但是江南与其他被告的行

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理由是同人作品一般是不以营

利为目的地与原作形成良性互动，江南在首次出版

《此间的少年》时使用“射雕英雄的大学生涯”这样

的副标题，搭借金庸作品影响力进而获利的意图尤

为明显，背离文化产业公认的商业道德，违反反不正

当竞争法。江南在其作品完成后对原作进行超过必

要限度的利用行为确实难逃搭便车嫌疑，但是如果

江南没有使用“射雕英雄的大学生涯”这样的副标

题作为宣传的噱头，其同人作品单纯以营利为目的

发行出版行为就一定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吗？沿用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的裁判思路，其遵循的是最

高人民法院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２条的适用条
件的解读，即“有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他经营者

合法权益受损害———违反诚实信用而破坏竞争秩

序”。实际上，在原作合法权益受损害这一点上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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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盖棺定论。首先，原作作者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合

法权益使得其足以阻碍公众进行二次创作？在美

国，角色名称和形象虽然通过判例确立的“充分描

述与展开标准”“构成被叙述的故事标准”等规则承

认了其版权法保护客体的地位，但在中国，尤其是在

“金庸诉江南”案中原作的人物名称和关系、形象性

格和爱好目前都不构成著作权法上独立的表达，尚

难构成著作权法客体，那么给予其“权益”地位的保

护有何依据？其次，“除涉嫌剽窃、抄袭的作品外，

同人作品大多与在先作品是相互支撑的关系，而不

是竞争的关系”［３］，同人作品的广泛传播反而可以

有助于原作的进一步传播，甚至有可能形成“同人

逆迷”①现象反哺原作，即原作的市场利益并非定然

受损害。

巴特的《作者之死》和福柯的《作者是什么》对

浪漫作者观念的解构，给予了看待上述两个问题的

新视角。浪漫作者观念萌芽于英国，印刷出版商们

为了巩固和稳定自己的利益，利用洛克劳动财产理

论论证了版权是给予作者劳动的自然财产权利，将

写作的本质界定为作者的个性体现，即是作者让作

品意义无限增生扩散，这促使“作者是作品的所有

者”这一浪漫观念传播开来。［４］然而，巴特和福柯从

结构主义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了作者这个角色，认为

这种观念没有严格地反映现代写作实践。他们认为

“作者是一位近现代人物”［５］，作者是启蒙运动和个

人主义高涨的结果［６］。在这样的作者权威之下，作

者是暴君，文本是作者的附庸，作者完全决定了文本

对读者的意义。话语压迫之下，读者没有任何的阅

读和理解文本的自由，只能被动接受作者认定的唯

一客观内涵。网络时代来临，这种固化的作者支配

读者的观念已然不符合现代社会作者、文本和读者

之间更加频繁的动态交互关系，所以“作者之死”，

就是要求作者走下神坛，使得文本和读者从作者的

创作意图中解放出来，创作一旦结束，读者可以主动

对文本的内涵进行千面解读。简单来说，对于作品

的内涵的生发，读者的参与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用“作者之死，读者之生”的观念来理解同人作

品与原作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二者并非定然呈现

竞争的关系。尤其对于非演绎类同人作品来说，原

作作者创造了独特的元素尚且难以构成著作权法上

独立可以保护的作品，便更多以思想的形式进入大

众视野，读者们利用这些元素进行更广泛规模的意

义生发，且并未复制原作的具体表达，读者们创作了

全新的作品。“作者死了”，才能有读者的狂欢，才

能有更多的作者。如果文本的自由流动受到阻碍，

将如何促进文化和文学的繁荣？史学家顾颉刚提出

的“层累”说［７］在社会科学上的普适意义也揭示出：

任何一部作品的创作都具有“同人”性质，或多或少

都是通过先人留下来的简单故事不断“层累”，逐步

进行完善和丰富，形成带有复杂情节和鲜明人物的

鸿篇巨制。从文化生成的意义上来看，同人创作历

来就是文化传承和生成的主要方式，所以同人作品

和原作是相互支撑的关系，共同参与文化创造。［３］

英国法院审理的“达·芬奇密码”案②尤其类似于

“金庸诉江南”案，美国学者认为该案的同人作品并

不能构成原作的替代品，而是一种互补品［８］，事实

也证明互补同人小说的销售会增加原作的销售，而

非侵占原作市场份额导致其销量下降。的确，“金

庸诉江南”案中，武侠小说和校园青春爱情小说分

属于不同的小说市场，二者井水不犯河水，江南独辟

蹊径，将看似毫无瓜葛的二者通过相似却不同的人

物元素结合起来，在不贬损原作品质和原作者人格

的情况下，无疑增加了青春文学爱好者探寻原作真

意的可能性。金庸对郭靖、黄蓉、欧阳克等武侠角色

的创造和塑造不可否认，但江南对这些角色多面性

的挖掘也值得肯定。同人作品和原作并非绝对的竞

争关系，它们共同为文化和意义生成作出了贡献。

作者需要“死亡”，读者需要空间，才能更好地实现

促进文化艺术繁荣的目的。

二、用商标法规制非演绎类同人作品的问题

上文已论述，无法将原作元素作为著作权法的

客体予以保护，有学者提出通过商标法来保护原作

元素，即将其注册为商标或者通过驰名商标制度予

以保护。的确，可视化人物形象具有自己独特的线

条、色彩和其组合，构成美术作品时，作为一个商标

予以注册是完全可能的，商标权人可以将其使用在

原作品各种跨媒介的互动设计和衍生产品上，进一

步强化该标志与原作者之间的识别性。文字作品中

的这些元素虽然不构成我国著作权法上作品，但读

者们在看到这些元素时确实可能将其与原作者相联

系，具有一定的识别性，然而这仍然难以有效地从商

标法角度对其予以保护。

（一）将原作元素注册为商标保护

受商标法保护的注册商标首先要满足显著性要

求，对于文字作品来说，能够进行注册的虚拟元素无

非是具有独立含义的可脱离原作的词语，除了完全

臆造的词语，其他的名称一般要考虑是否满足固有

显著性的要求。因为文字形象需要结合故事情节和

语言描述才能具体化，如果该名字本身的独立性不

强，公众能够对该词汇进行多义性解读的，需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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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侵占公有领域的概念，很可能因为缺乏显著性

而不能获得注册。无论是文字作品还是可视性作

品，将其注册为商标保护都需要投入巨大的维权成

本，而同人作品并不一定陷入侵权风险。因为，利用

原作元素创作非演绎类同人作品的门槛是非常低

的，只需要在不复制原作具体表达的情形下去创作

新的故事情节和表达即可。然而，注册商标侵权要

求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行为，商标必须在相同

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进行使用，如果非演绎类同

人作品没有与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或类似的商品或

服务结合起来，很难进一步认定造成消费者混淆。

如此，虽然将原作元素注册为商标是合法可行的，但

通过这种方式来防止同人创作对原作元素的使用是

不合理的，不仅成本高，而且不一定能达到禁止使用

的目标。

（二）将原作元素作为驰名商标保护

当原作的知名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其中的元素

不可否认地具有了“识别来源”的能力，使得相关读

者在看到这些元素时立刻能够联想到出自原作者的

作品。但是，首先要考虑的是此时的这些元素是否

能构成驰名商标。《商标法》第１４条第１款规定的
驰名商标认定因素中的“相关公众”和“知晓程度”，

与该元素是否满足《商标法》第４８条规定的商标法
意义上的商标使用行为有关，如果该元素并未注册，

仅在作品中出现，不满足“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使

用行为要求，即使产生了事实上的识别来源作用，也

不能径直认定其构成未注册驰名商标。因此，原作

元素作为驰名商标保护的前提是对其进行商标性使

用，可惜的是我国目前的 ＩＰ运营意识并未成熟，多
数优秀的原创作品产生之后并未考虑将其中的标志

性元素进行商标法意义上的商业性使用。其次，如

果原作元素构成驰名商标，通过反淡化制度予以保

护比较困难。第一，使用了原作元素的同人作品一

般不构成弱化，原因是单纯的同人创作行为并不会

稀释原作元素商标与原作或商标使用人之间的唯一

联想。第二，越是知名作品越容易因为自己的商业

推广而造成元素作为标志的退化，沦为通用词语。

比如《哈利·波特》中的“麻瓜”原本指魔法世界中

的普通人，后普遍用于指代超自然世界中没有特殊

能力的凡人；再如明代《二郎宝卷》中的“缚妖索”之

后被普遍用于各类游戏、小说、电视剧中指代能够束

缚住妖怪的绳索。第三，驰名商标的丑化，分为在不

良环境中使用驰名商标和将驰名商标使用在低劣或

普通商品上。［９］同理，单纯的同人创作行为很难构

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行为。美国赋予了迪士尼公

司禁止他人将《白雪公主》《睡美人》等作品中的虚

构角色使用在色情情节中的权利［１０］，日本也禁止同

人作品作者对《口袋妖怪》的“皮卡丘”等角色进行

色情创作［１１］，这是因为在美国和日本都有对原作虚

拟角色提供法律保护的判例渊源，而在我国并无此

先例。

（三）将原作元素作为商品化权益保护

北京市高级人民院在司法实践中率先引入“商

品化权益”这一概念，认为作品名称和作品角色名

称是一种“商品化权益”，属于《商标法》第３２条前
段“在先权利”，在非演绎类同人作品的语境下，保

护的是不构成作品的元素进行商业利用时产生的利

益。［１２］但北京市高级人民院在“葵花宝典”案的二

审判决③中明确否定了这一概念，认为其不属于“民

事主体享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民事权利和权益”范

畴，理由是缺乏法律上给予直接保护的法律依据，在

著作权法之外对作品构成元素给予保护，妨碍了社

会公众行为自由，增加了法律的不可预见性。虽然

法院赞成金庸对“葵花宝典”这一词语所付出的创

造性劳动需要保护，但却不赞成商评委使用“商品

化权益”来解释《商标法》第３２条所规定的“在先权
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２条第２款④仅对作品名

称和作品角色名称作出了规定，没有对其他作品元

素作出规定，且要求商标性使用，这意味着该条只能

规范到同人作品进行作品之外的商业性利用行为，

而非演绎类同人作品本身的出版发行行为并不受此

款限制。实际上，同人作品要使用原作元素进行商

业性利用，引起相关公众误认时，可以直接通过《反

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规制，而且因为该法的规制所

产生的反射性利益属于民法上规定的民事权益，便

能因此援引《商标法》第３２条“在先权利”。因此，
使用“商品化权益”不仅多此一举，收效甚微，还容

易造成法律体系内部的混乱，目前尚无引入我国立

法体系的必要。

三、知名作品体系化：化解非演绎类同人作品与

原作的冲突关系

目前，学界有倡导采用“知识共享协议”（简称

为“ＣＣ协议”）的方式来解决互联网时代著作权与
公众自由之间的冲突关系，它赋予作者在意思自治

范围内对需要保护的著作权权利进行选择的自由，

放弃一部分著作权权利可以更大程度上促进自己的

作品在公众领域内的传播和使用，保留的著作权权

利仍然受法律的保护。根据ＣＣ协议不同的类型⑤，

其他人就可以更自由地使用原作的元素进行二次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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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不陷入侵权风险。但是，ＣＣ协议无非是一种开
放式许可协议，由于我国《著作权法》已经有了合理

使用和法定许可制度作为对著作权的限制，在实践

中也能实现同等效果，所以是否有引入的必要仍有

争议。

演绎类同人作品受原作演绎权的制约，需要获

得原作者的许可并付费才能作为新的作品使用。非

演绎类同人作品并非基于原作的具体情节和语言表

达进行演绎而形成，其独创性程度更高，抛开所借鉴

的原作的元素完全是一部与原作没有任何关联的新

作品，读者可以在不阅读原作的情况下流畅、清晰地

明了其故事情节和人物个性。但又正是因为其借鉴

了原作的元素，使得阅读过原作的读者在阅读同人

作品的时候先入为主地代入了对原作的印象，这种

印象可以是对原作写作品质的评价，也可以是对原

作具体人物性格和关系的偏好，总而言之都会刺激

读者阅读同人作品的兴趣，不可否认同人作品借搭

了原作者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当然，同人作品也可

能反哺原作增加未接触过原作的群体对原作的兴

趣。因此，原作作者和非演绎类同人作品作者都对

作品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促进了二次创作市场的繁

荣，将非演绎类同人作品创作也纳入原作演绎权的

制约明显使得著作权过度扩张，不经原作者授权但

需要付费的方式更为合理，也体现出了非演绎类同

人作品在演绎类同人作品与原作品之间的本质差

异。那么，如何为这样的方式寻求一个合理的法理

基础呢？

在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体系中，商标法根据知名

程度的不同，分别对驰名商标、在先使用有一定影响

力的商标、普通注册商标提供不同程度的保护；专利

法根据创造性的高低，将发明创造分为发明专利、实

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分别提供不同程度的保护；反不

正当竞争法则是单独对“有一定影响的商品”的商

业标志提供保护，实质上区别于普通商业标志的保

护；但是在著作权法框架中，没有对作品进行体系化

分类，只是统一概括性地进行保护，这样就造成了著

作权法和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衔接和协调上

的问题。比如，涉及同人创作利用原作元素而诉诸

利益受害的作品一般是知名程度较高的作品，而著

作权法并未对知名作品进行区分性保护，导致司法

实践中法院只能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或者商标法对

于知名作品的知名元素提供保护，这实质上否定了

这些知名元素本身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知名

作品与一般作品不同，由于其广泛的知名度和独特

的美学价值，需要得到比一般作品更强的保护才能

体现著作权法对作品保护的层次性。知名作品本身

分为智力成果部分和标志性部分，前者对独创性高

低要求区分保护，体现其艺术价值所在；后者主要是

在发挥识别来源的作用时兼体现智力劳动成果，比

如作品名称、人物形象等，其识别性的发挥也离不开

智力劳动内含的美学价值彰显的作用。因此，知名

作品保护不可脱离二者，应当以《著作权法》作为知

名作品保护的主要法律依据，辅之以《反不正当竞

争法》和《商标法》对标志性部分进行补充保护。［１３］

（一）建立知名作品的评价标准和区分于普通

作品的保护体系

对作品层级化保护主要是由于知名作品具有更

高的经济价值，对其中的元素未经许可地进行利用

极有可能影响到原作的市场价值，这也是商标法体

系内对商标和驰名商标区分保护的理由之一。因

此，参考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知名作品的认定也应

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１．该作品是否经相关作品登记机关予以有效登
记、登记的年数；

２．该作品是否在相关市场上深受相关读者喜
爱；

３．该作品是否发行出版及其销量、销售区域大
小、相关市场占有率；

４．相关读者对该作品的评价；
５．该作品是否有任何改编情形及其相关版权费

用的数额大小；

６．该作品在相关市场上的宣传情况；
７．该作品被著作权侵权的情形等。
同时，根据作品市场的不同、时间的变化、读者

的不同，“知名作品”的定性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同

驰名商标一样，不能在司法上建立绝对的知名作品

的认定标准，采用“行政认定和司法被动个案认定”

双轨并行的方式更有利于二次创作中信息的自由流

动。目前我国国家版权局和各省级版权行政管理部

门是作品的登记机关，只就作品进行登记，还没有评

价作品的职能。因此，知名作品的行政认定和司法

认定都需要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进一步细化。

作品层级化保护方面需要体现对知名作品的

“知名”程度给予更多保护。受作品演绎权的控制，

他人要对作品进行演绎类二次创作且进行商业化利

用必须经过作者的许可且付费，这对于普通作品和

知名作品是一视同仁的。对于非演绎类二次创作，

比如利用原作元素，由于涉及的原作利益并非传统

著作权法定权利类型，对于普通作品来说其并无著

作权法上的利益可以保护，因为其不知名，可推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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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利用其元素时接触其作品的可能较小，相似更多

出于偶然，原作受此非演绎类二次创作的影响更小；

而对于知名作品来说，可推知同类市场上的其他作

者应当存在接触原作的可能，对于原作元素的利用

则更多出于搭便车的意图，原作的相关读者很可能

出于对原作塑造的人物形象的喜欢而阅读同人作

品，原作既可能遭受市场份额损失，也可能受益于

“同人逆迷”现象而扩展市场。此时，正是由于非演

绎类同人创作的两面性，用原作者演绎权限制原作

元素的自由流动是不可能且不经济的，通过“可以

不经原作作者许可但应当主动向其支付费用”的方

式向大众开放原作元素的使用，不仅有助于二次创

作的繁荣，也体现了著作权法对知名作品的更强保

护，鼓舞广大创作群体创作更多的知名作品。

（二）在《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商

标法》之间就知名作品保护上建立联系

我国目前的《商标法》仅保护商标，对于其他能

够产生识别性的商业外观标志通过《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６条给予保护。同理，对于知名作品来说，其
知名元素同样能够起到为作品宣传的作用，让相关

读者一看到就能联想到相关作品甚至作者，这种市

场优势源于作者的知识产权劳动成果，更有保护的

价值，共同体现在《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中。如果非演绎类同人作品和原作分属于不同的作

品市场，二者不具有竞争关系和竞争可能时，《著作

权法》对知名作品的分层化保护足以使同人作品作

者通过付费的方式自由利用原作元素来实现保护创

造和鼓励创新的功能；但如果非演绎类同人作品和

原作同属一个作品市场，二者具有竞争关系，此时同

人作品作者仅通过付费的方式自由使用原作元素即

可能对原作造成损害，就需要通过《反不正当竞争

法》来协调原作和同人作品的关系，在存在竞争关

系的前提下，同人作品作者必须经过原作作者同意

且付费才能使用原作元素进行商业化利用。

同时，《商标法》上关于驰名商标的规定也可以

适用到知名作品元素标志化的场合中。原作的某些

元素在改编的过程中即可能演化成衍生产品的商

标，比如米老鼠头部的外形就从整个“米老鼠”形象

的部分元素发展成一个独立商标，如果该元素予以

注册，则比较好判断是否予以商标法保护；但若没有

注册就商业化投入到衍生产品的开发中，只能通过

未注册驰名商标的方式寻求保护。由于我国目前还

未在著作权法体系中体现对知名作品的保护，所以

未来应当协调《著作权法》体系下认定知名作品的

标准和《商标法》体系下认定驰名商标的因素，使得

整个知识产权体系相互配合，合理地对知名作品中

的知识产权提供相对完整的保护。

四、结语

“金庸诉江南”案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法学

界对非演绎类同人作品借用原作元素的热烈讨论。

金庸在创造独特人物形象上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

以及江南对汴京大学所发生的校园青春故事的描绘

都不可否认，虽然不构成著作权侵权，法院却认为江

南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此举忽视了同人作品对原

作的促进、互补作用，对竞争关系的认定稍显粗略。

对于原作元素的保护，从商标法视域下的注册商标、

驰名商标、商品化权益入手存在保护不足或者保护

混乱的问题。非演绎类同人作品借鉴原作品元素产

生利益纠纷的，多为原作知名程度较高的情形，在目

前知识产权其他法律体系都呈现出层级化、区分性

保护的态势下，推动著作权法框架下的知名作品体

系化保护，明确知名作品的地位，才能进一步对知名

作品的知名元素界定合适的保护范围，进而廓清非

演绎类同人作品的权利界限，才能更好地解决同人

作品与原作之间的冲突问题。

注释：

①“迷”是因为喜爱原作品而创作同人作品，“逆迷”是因为
喜爱同人作品而喜欢原作。

②爱情故事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大量借鉴了另一部非
小说类著作《圣血与圣杯》，前者出版之后，后者的销量飙

升并一度重登英国畅销书榜单。《圣血与圣杯》出版商起

诉《达·芬奇密码》侵犯其著作权，被法院驳回。

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京行终６２４０号行政判决书。

④对于著作权保护期限内的作品，如果作品名称、作品中的
角色名称等具有较高知名度，将其作为商标使用在相关商

品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其经过权利人许可或者与

权利人存在特定联系，当事人以此主张构成在先权益的，

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⑤ＣＣ协议分别根据ｂｙ（署名）、ｓａ（以相同方式共享）、ｎｃ（非
商业用途）、ｎｄ（演绎禁止）这几个不同的要素进行组合，
主要有六种许可类型：ｂｙ－ｎｃ－ｎｄ，ｂｙ－ｎｃ－ｓａ，ｂｙ－ｎｃ，ｂｙ
－ｎｄ，ｂｙ－ｓａ，ｂｙ。详情参见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官
网：ｈｔｔｐ：／／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ｎｅｔ．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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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转破产程序“启动难”的解构与应对

祝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２３
作者简介：祝（１９９６—），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

摘　要：执行转破产作为《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一项新设的制度，是执行案件与破产案件衔
接的核心，对解决执行难、消化僵尸企业，推动市场资源再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然

而，目前执行转破产程序面临“启动难”的困境，具体原因在于债权人、债务人启动动力不足，法院受

理破产案件存在困境，相关制度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应当激发相关主体启动破产程序的动力，优化

法院审理破产案件的条件，完善执行转破产相关制度，从而解决执行转破产程序“启动难”的问题。

关键词：执行转破产；启动主体；繁简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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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正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
高社会生产力。具体而言，就是要淘汰落后产能，清

理与市场竞争不相适应的主体。执行过程中，对执

行不能的企业启动破产程序，将“僵尸企业”清除出

市场，从而释放更多优质的资源投入于更有活力的

新领域、新产业上，这不仅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保

障市场主体的正常运行，还适应了经济体制全面深

化改革的需要，从司法上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践中，“执行难”已成为影响法院公信力的一大因

素，困扰着司法的良性运作。而执行转破产程序能

够为此带来突破口，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执行案件的

积压，提高工作效率，还有利于控制并减少债权人、

债务人利益的损失，公平地保护双方的利益。但是，

目前我国执行转破产程序面临着“启动难”的窘境。

一、执行转破产“启动难”之现状

（一）立法现状

关于“执行转破产”的概念，在《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５１３条中已经进行了概括性的规定，即在执行过程
中，当企业法人（被执行人）具备破产条件时，经被

执行人或者申请执行人之一同意，裁定中止执行程

序，将执行案件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由只对个别

债权人进行清偿转变为对债权人集中公平清偿。

近年来，为解决执行转破产存在的问题，一些与

执行转破产程序相关的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相继出

台。２０１５年《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第５１３条至
５１６条规定了执行不能移送破产审查的内容，确立
了“执行转破产”这一新的程序模型。２０１６年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

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就无财产可供执

行案件如何退出以及执行与破产如何有序衔接等

问题作出规定，完善了执行程序的相关制度。

２０１７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
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就执行转破产适用条件、管辖权确定等事项

作出了规定。２０１８年《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
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中，第七部分

“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衔接”首先强调了执行转

破产工作的重要意义，然后对一些关键程序节点

如执行法院的审查告知义务、移送职责及执行法

院与受移送法院之间的移送接收等予以重申。

２０１９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中提出要完善执行转破产工作机
制，并提出了规范相关工作流程的指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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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现状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分别以“执行案件”

“破产”“执行案件、破产”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在

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８年期间，执行案件共计１３９２１７７３件，破
产案件共计 ３２８２３５件，执行转破产案件共计
１１４０６４件。其中，执行转破产案件占执行案件总数
的０．８２％，占破产案件总数的 ３４．７５％。具体数据
汇总如下①，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执行转破产案件数据分析

年份
执行案件

总数

执行转破产

案件总数

执行转破产

案件占执行

案件的百分比

破产案件

总数

执行转破产

案件占破产

案件的百分比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２

４４７０６２８

３９７３７７５

２９７０５５６

１４３４８８０

９０３２１４

１３０１８８

３８５３２

６４１４７

２７９９３

１３２０１

５２２４

３０４０

３７１

８８

１．４３％

０．７０％

０．４４％

０．３６％

０．３４％

０．２８％

０．２３％

１２６７９５

８３３３３

５７０３６

３０４６９

２４０９１

５１０５

１４０６

５０．５９％

３３．５９％

２３．１５％

１７．１５％

１２．６２％

７．２７％

６．２６％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８年期
间，我国执行案件、破产案件、执行转破产案件均逐

年增加，执行转破产案件占执行案件的百分比、执行

转破产案件占破产案件的百分比也均呈现增长趋

势。我国执行案件自 ２０１２年的 ３８５３２件锐增至
２０１８年的４４７０６２８件，特别是 ２０１５年后执行案件
的数量明显增长，说明在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

“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口号的指

引下，“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

展。我国的破产案件自 ２０１２年的 １４０６件锐增至
２０１８年的１２６７９５件，特别在２０１６年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政策导向出台后，破产案件的数量大幅上升。

我国执行转破产案件自２０１２年的８８件增长至２０１８
年的６４１４７件，虽然从增长速度上来看十分迅速，尤
其是在２０１５年《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了“执
行转破产”后，相关案件大幅上涨，但从总数上来看

仍然较少。尤其是执行转破产案件占执行案件的百

分比，仅由 ２０１２年的 ０．２３％增长至 ２０１８年的
１．４３％，不仅基数较少，增长速度也十分缓慢，说明
我国目前执行案件转为破产案件仍面临很多阻力，

执行转破产程序存在“启动难”的困境。

二、执行转破产“启动难”之原因

（一）执行转破产启动动力不足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执行转破产

需要经申请执行人之一或者被执行人的同意。②但

是在司法实务中，此项主观要件很难实现，不管是债

权人还是债务人都不愿申请破产。

１．债权人
对于债权人而言，一方面，常具有“只要被破产

企业还在，就有获偿的机会”的心态。［１］虽然被执行

人无现有财产可供执行，倘若其将来恢复了偿债能

力，申请执行的债权人先前未得以清偿的部分就仍

有受偿的可能性。但是经法院宣告破产后，债务人

的剩余债务也将全部免除，债权人未得到足额清偿

的部分也就基本丧失了获得后续清偿的可能性，这

也是债权人不愿接受的。另一方面，债权人在执行

程序将比进入破产程序获益更多。虽然申请执行的

债权人在执行阶段可能无法得到全部清偿，但是基

于执行程序中有着先申请先执行的保护机制［２］，其

通常也能得到部分清偿，并且执行程序具有成本低、

效率高、审理期限短的特点，债权人无须花费太多的

时间和精力便可受益。一旦执行案件进入到破产程

序并最终由法院宣告破产，申请执行人则要按照破

产管理人拟定的破产分配方案同其他债权人公平受

偿，其所得比例将会大幅度降低。［３］破产程序启动后

费时费力，且难以预料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清偿结果，

因此追求自身债权利益最大化的债权人主观上不愿

意进入破产程序。

２．债务人
相对于债权人，债务人对企业的经营状况、所欠

债务等具有信息优势，因此更适合申请破产。但是由

于各种原因，债务人也缺乏启动破产的意愿。对于经

营已经陷入窘况的企业来说，当然希望能够采取一定

的措施扭亏为盈。如果进入破产程序，则意味着企业

法人主体资格的丧失，企业将再无生机可言，股东个

人财产也会受到波及。破产管理人会在公司被申请

破产后对其进行全面的调查，一些在管理过程中存在

的“不光彩”行为也可能随之被发现。这些行为一旦

被社会所知晓，将会对企业产生不良社会影响进而造

成难以挽回的局面。倘若管理人员或者法人代表存

在违法行为，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甚至还要承担行

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当前我国的失信惩罚制度尚

不完善，相对于申请破产只免除部分剩余债务，一些

诚信缺失的债权人更愿意选择隐匿、毁损财产或直接

被注销从而逃避债务。［４］因此，出于以上各种因素的

考虑，债务人往往不愿主动申请破产。

（二）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存在窘境

１．部门之间协调不力加大了执行转破产的阻力
破产案件往往涉及人员安置、资金调查等多方

面的工作，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银行的帮助以及其

他相关部门的配合，仅有法院主导处置是很难完成

的。然而，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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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间在移送过程中的配合加以规定，《指导意见》

中也只对法院内部部门之间提出了“依法有序、协

调配合、高效便捷”的工作原则，但对与法院之外相

关的机关、银行等之间如何协调未进行规定。因此，

在司法实务中由于协调配合机制的不全面导致各部

门间协调不力，加大了执行转破产的难度。

２．执行转破产案件复杂导致法院积极性不高
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若有案件拟从

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法院不但要在移送前期对

被执行企业进行全面的调查、审查，并对结果进行汇

总、整合，还要对恶意破产的行为进行鉴别以及承担

移送后被退回导致“无用功”的风险。因此，考虑到

执行案多人少、相关资源紧张、绩效考核等多重因

素，执行人员主动引导案件从执行程序移送破产程

序的积极性不高。［５］

３．专业化人员缺乏导致案件审理困难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执行转破产

案件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相应地对人民法院的审

理工作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由于破产案件专业性

强，审理时不仅涉及《企业破产法》还会涉及其他诸

多部门法的综合应用，对法官的综合业务素质要求

较高。然而人民法院长期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且

具有高水平的办案人员不多，难以满足实际需求。

（三）相关制度存在缺陷

１．参与分配制度的扩大化适用影响破产程序的
启动

１９９８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
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

第９６条规定，未经清理或清算而撤销、注销或歇业，
且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企业法人，应当参照本

规定对各债权人的债权按比例清偿。司法实务中，

当事人、法院倾向于对该条规定从宽把握，即认为是

对企业法人扩大化适用参与分配制度的肯定。该规

定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被作为类破产程序，在某种意

义上承担了部分破产功能，严重影响了破产程序的

适用。［６］通过上文的分析，破产程序的条件要求高，

花费成本多且操作也较为复杂；而参与分配制度的

适用条件相对简单，执行效率高，且在执行程序中通

过参与分配能够基于优先主义得到更高比例的受

偿。［７］因此，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债权人更愿意选

择适用执行程序中的参与分配来保护自己的债权。

这显然对破产程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２．制度适用主体相对狭窄导致提起破产程序的
可能性降低

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可以申请执行转

破产的是被执行人和执行申请人。因此，一部分债

权人虽享有债权，但因其处于尚未终结的诉讼中而

无法申请启动破产程序。这也导致了该部分债权人

在债权受偿的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虽然他们的债

权未经生效裁判确认，权利属性和数额尚不能明确，

但是他们可能更愿意启动破产程序来保证受偿的公

平性。此外，《指导意见》在实施过程中提高了适用

执行转破产程序的主体条件，主体范围也被限定为

企业法人，其目的是解决大量执行案件被积压的现

状。目前的实施现状是否达到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

目的尚不做定论，但由于立法上未将其他类型的法

人规定为执行转破产程序的适用主体，因此即使他

们符合《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可以适用破产制度，但

在执行转破产程序上由于主体不适格也难以实现相

关程序的移送。

三、执行转破产“启动难”之对策

（一）激发相关主体启动破产程序的动力

１．提高债权人申请执行转破产的积极性
债权人在破产程序和执行程序之间优先选择执

行程序的原因，除了破产程序的清偿率低、费用高及

耗时长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执行程序中的优先主义

原则可以使其消耗较低的成本、获得更高的清偿率。

虽然进入破产程序后债权人能够得到公平清偿，但

对于申请执行转破产的债权人来说，其积极行使权

利的行为换来的是其他债权人“搭便车”，这显然不

公平。因此，在执行转破产程序中，可以借鉴执行程

序中的优先主义原则，如经法院释明后对提出破产

申请的债权人给予其高于其他同一清偿顺位债权人

的清偿比例，以此提升债权人申请执行转破产的积

极性。此外，政府还应当加大资金投入，完善信息平

台，让债权人及时了解债务人的相关信息，维护其知

情权、程序参与权；同时加大普法力度，使债权人充

分了解该程序，转变其“望而生畏”的理念。

２．推动债务人破产义务化
破产申请在我国《企业破产法》只是被作为债

权人、债务人的一项权利，《公司法》也只规定了“破

产清算人”这一主体的破产申请义务③，而债权人、

债务人申请破产目前并不在我国法律规定的义务范

围之内。虽然破产申请应当尊重债权人、债务人的

意思自治，但由于只有经营者最清楚其是否达到破

产条件，也最有条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因此，笔

者建议完善执行转破产的相关法律法规，在一定条

件下实行债务人破产义务化。即在大量难以清偿的

债务出现的情况下，应当规定在满足破产条件时企

业的相关负责人负有向法院申请企业退出市场的义

·５４·



务；若怠于履行申请义务，则要以个人资产对企业的

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５］以此种倒逼的方式敦促

企业经营者申请破产，不仅有利于及时将“僵尸企

业”清除出市场，还有利于债务的及时清偿，保障众

多债权人的利益。

（二）优化法院审理破产案件的条件

１．加强法院与相关部门之间协调配合
良好的协调有利于提高执行转破产效率、缩短

审理周期。企业自设立开始直至最终退出市场，其

登记注销、财产处置等相关工作与政府的职能部门

等密不可分。在破产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倘若没有

相关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仅凭法院之力是难以解决

的。由于《指导意见》中只有对法院内部协调机制

的规定，缺乏法院与其他部门如何协调合作的相关

制度，因此有必要细化法院与其他部门在执行转破

产程序上的法律规定，如指派专业人员参与破产案

件的跟进工作，对案件提出专业性意见，以期通过调

动相关部门的积极性，减少工作中的纰漏，从而高

效、专业地推进执行转破产程序。

２．推动破产案件审理繁简分流
《会议纪要》第２９条强调，人民法院审理破产

案件应当提升审判效率，建立破产案件审理的繁简

分流机制。推动破产案件审理繁简分流，实现案件

的难易与程序的繁简相匹配，做到“繁案精办”“简

案快审”［８］，有利于执行转破产案件的顺利推进，提

高审判绩效，减轻破产审判工作压力。为此，应当建

立简易执行转破产案件的识别机制，综合考虑债务

人企业可供分配的财产总额、债权数额、债权人数量

等因素，对执行案件的复杂程度进行初步判断，对于

法律关系复杂等情形的案件，按照普通破产审判程

序予以审理；对一些债权债务关系明确、事实清楚且

争议不大的破产案件，简化执行转破产案件中破产

管理人的选定、案件的公告、债权申报等程序，推动

破产案件快速审理。

３．走破产案件审判专业化道路
破产案件之所以审理难度大，在于其涉及较多

专业知识，再加上破产案件多属涉众案件，极易涉及

地方利益，此时法官除了要考虑破产案件本身的复

杂性，还需要对其中涉及的社会利益进行把握。［９］

因此，审理破产案件对法官的专业素养、从业经验、

社会敏感度等方面提出了较高要求，这就需要破产

案件的审判走规范化、专业化的发展道路。一方面，

培养审判人员的专业性，定期进行破产专业知识的

培训，切实增强其处理破产案件的综合能力。另一

方面，可以尝试在破产案件较多或者潜在破产企业

较多的地方试点设置专门的破产审判庭，对破产案

件进行集中管辖和审判，减轻普通法院的工作压力。

（三）完善执行转破产相关制度

１．逐步取消企业法人适用参与分配制度
参与分配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除企业

法人之外的与其他债务人有关的纠纷，即适用主体

不包括企业法人。既然我国《企业破产法》已明确

规定其调整对象为企业法人，倘若再允许企业法人

适用参与分配制度，必将导致在立法上不统一，在司

法实务操作中产生矛盾。为了尽可能避免参与分配

制度在破产程序中的不当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

解释对参与分配的有关规定做出了相应的修改，设

置了执行转破产制度及严格限制企业法人适用参与

分配制度④，但在实践中仍常对《执行规定》第９６条
扩大化适用。笔者认为，应当严格限制直至逐步取

消企业法人适用参与分配制度，在立法上对参与分

配制度和破产程序的适用条件、功能定位等方面加

以界定与区分，明确参与分配制度的适用对象是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有关企业法人的债权债务纠纷应

以《企业破产法》为准。

２．扩大执行转破产制度的适用主体
根据上文所述，因诉讼程序尚未终结而无法启

动破产程序的债权人，可能更愿意启动破产程序来

保证受偿公平性。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债权人只要符合第７条第２款规定并按照第８条提
交破产申请书及有关证据，即可作为适格申请人。⑤

可见，在破产法规定的有权申请破产程序的债权人

条件中，获得生效裁判或其他强制执行依据并不是

必需的。［２］据此，可以赋予该部分债权人申请执行

转破产程序的权利，而是否进入破产程序仍需相关

法院依法审查后予以裁决。针对《指导意见》中将

适用执行转破产程序的主体范围限定为企业法人，

而其他类型的法人如何实现破产程序移送立法上未

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参照一些国外立法，扩大适

用主体范围。事实上，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对非

企业法人适用执行转破产制度进行了探索，２０１６年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

的若干意见》就可供借鉴和参考。⑥其他地区可以参

照广东省的实践经验，制定相关地方性司法文件，并

逐步在我国推广开来，进而形成统一的规范。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ｈｔｔｐ：／／ｗｅｎｓｈｕ．ｃｏｕｒｔ．ｇｏｖ．
ｃ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０日。

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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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第５１３条。
③《企业破产法》第７条，《公司法》第１８７条。
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５１３条至第５１６条。

⑤《企业破产法》第７条第２款：“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

产清算的申请。”

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若
干意见》第２条：企业法人及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可以参
照适用破产程序的其他组织适用本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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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网络抗争研究的学术图景
———基于ＣＮＫＩ数据库的计量与可视化分析

王凤仙，刘　艺
（江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２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１８
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网民消极话语抗争及其疏导研究”（１７ＣＸＷ０２９）；２０１６年度江西省社会科学规

划项目“基于对话理论的网络舆论引导研究———一种超越主体的间性视角”（１６ＸＷ０９）；江西师范大学重点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作者简介：王凤仙（１９８２—），女，湖北武汉人，传播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体

政治传播。

摘　要：运用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的分析方法，对国内网络抗争研究文献进行全面扫描。研究
发现，该研究领域处于稳定发展时期，合作网络稀疏、团队薄弱但不乏中坚力量，研究热点在于处置

公共危机和保护公民权利两大焦点问题，知识谱系由社会学向管理学转移。基于量化分析，研究认

为：目前网络抗争研究版图包括社会学范式、管理学范式、政治学范式三种面向；研究焦点在于公共

危机和公民权利；研究范式从社会学转向管理学，从理论型研究转向应用型、对策型研究；学科结构

由多学科向跨学科演进。

关键词：线上表达；网络行动；网络舆论；网络抗争；知识图谱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０．０１．０１０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Ｇ３５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４８－０６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法是以学术文献为对象，采用数学与

统计学方法来描述、评价和预测的学术研究方法，从

定量的角度分析文献规律，展现学科研究热点与发

展趋势。［１］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和原理，借助

陈超美教授开发的可视化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作为分析
工具，对文献的作者、机构、关键词、引用关系等进行

共现、聚类等技术分析，并绘制可视化网络知识图

谱，尝试描绘国内网络抗争研究领域的热点领域、知

识结构以及演进路径。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中国知网文献数据库（简称 ＣＮＫＩ）作
为数据来源，因为 ＣＮＫＩ数据库涵盖了最为丰富的
国内文献，能为本研究提供扎实全面的数据支撑。

设定检索式为：主题 ＝（“网络”ｏｒ“互联网”ｏｒ“在
线”ｏｒ“新媒体”）；ＡＮＤ主题 ＝（“抗争”ｏｒ“抵抗”ｏｒ
“行动”ｏｒ“事件”）；文献分类 ＝（“基础科学”ａｎｄ

“哲学与人文科学”ａｎｄ“社会科学Ⅰ辑”ａｎｄ“社会科
学Ⅱ辑”）。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共检索到网络
抗争研究文献１７７３３篇。

二、研究发现

（一）文献增长：处于稳定发展时期

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内，科学文献的数量变化

直接反映了科学知识量的变化。［２］４４文献增长规律

的研究，一般以文献累积数据为依据。［２］１０１据此，我

们将网络抗争研究文献的年度累积情况绘制如图１
所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库文献录入的滞后，

２０１８年发表的部分相关文献可能不在检索文献中。
整体来看，文献累积线条为一条平滑的上扬曲

线，表明文献数量呈指数增长，符合指数增长规律。

由此可判断，网络抗争研究在我国还处于知识积累

阶段，属于科学的“发展时期”，未来的文献数量还

将保持持续增长。网络抗争研究的发展进程中，按

照文献产出量的变化，可以发现几个关键的时间

节点。

·８４·



２００３年，文献数量猛增至７９篇，此前文献产出
量十分平稳，年均约１９篇。此后，关于抗争研究逐
渐多起来，主要集中于农民的维权抗争活动分析。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农业税、计划生育等严厉的
政策背景下，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始终处于较为紧张

的状态，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的利益常常遭到部分

基层政府官员、强势企业等利益集团的侵害。［３］中

国农民所进行的维权抗争主要是对这些“集团”外

部“压迫”的反应［４］。

２００８年，文献产出量达４１４篇，约等于２００７年
文献产出量的２倍，之后文献增长量保持近乎直线
式增长。分析其社会背景，２００８年，我国互联网基
本普及，社交媒体开始发展，国内抗争事件有了新的

发声渠道。２０１０年被称为中国的“微博元年”，当年
近一半的网络舆论监督案例，经由微博曝光、微博在

事件发酵过程中起到巨大推动作用，“日记局长”、

辽宁庄河千人市政府下跪事件、江西宜黄拆迁自焚

事件、“我爸是李刚”等事件均在微博上发酵起来，

进而扩大。

２０１３年开始，文献增长速度开始放缓。自２０１３
年开始，文献的年增幅从 ３５０篇减至 １００篇左右。
在网络抗争史上，２０１３年也是值得注意的转折点，
网络事件在频率和内容上开始发生变化。［５］由于政

府加大了对互联网的管理力度，微博大 Ｖ遭遇沉重
打击，官媒进军微博舆论场，积极引导舆论，再加上

微信分流，微博热度开始大幅度下降。［６］直至２０１８
年，虽然政府治理对网络事件的发生频率起到了一

定作用，但学术界对网络抗争研究热度不减，文献数

量依然保持上升趋势。

（二）合作网络：薄弱但不乏中坚力量

科学合作，通过作者合作和机构合作两种形式

体现出来。本研究首先绘制作者共现网络如图２。
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作者，节点的大小与该作者

的发文篇数成正比，节点之间连线的粗细与节点共

现的次数成正比。该网络密度为０．００２２，说明网络
抗争作者合作网络比较分散和稀疏，研究的学术联

系较弱，团队规模较小。

图１　网络抗争研究论文的年度累积情况

第一，从单个节点来看，图中较明显的节点只有

７个，兰月新（４８篇）、张鹏（３４篇）、张磊（３０篇）、夏
一雪（２３篇）、付业勤（１８篇）、李国祥（１６篇）、王国
华（１６篇），网络抗争研究作者群体虽然已形成一定
的科研合作团队，但核心作者群体薄弱。第二，从科

学社会学视角分析，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主要基于

项目合作、学缘关系或地缘关系而形成。例如，阳晓

艳、高浩、吴心灵、靳媛、吴春祥都来自大连，所发表

的文献同属同一课题；王国华、郭小安、曾润喜、方付

建等形成以王国华为中心的合作网络，王国华与其

他诸作者之间为师生关系；兰月新、张鹏、夏一雪、李

昊青等人均来自河北地区，梅松丽、寇长安、张迪、于

雅琴等人均来自吉林；第三，不少媒体从业者发文数

量大，在网络中较为突出。如《打好网络舆情应对主

动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走好网络群众路线》等文

章，篇幅较短，往往是关于宣传舆论工作目标、方法、

对策等的从业体会和经验总结，缺乏理论深度。

本研究还绘制了机构共现网络图谱（如图３），
同样每个节点代表一个机构，机构的发文数量与节

点的大小成正比，节点之间连线的粗细与节点共现

的次数成正比。该网络密度为０．００１６，网络抗争研
究机构所形成的合作网络也比较稀疏，联系较弱。

图中较为突出的节点，有中国社会报社舆情中

心（１８０篇）、民政部新闻办（１６２篇）、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８０篇）、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４７篇）、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３６篇）、华东政法大学
（３５篇）、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３４篇）、复旦大
学国际政治系（２８篇）等等。其中，中国社会报社舆
情中心和民政部新闻办最为高产，这表明政府部门

和新闻媒体对网络抗争问题的关注度非常高。其余

重要节点均为高等院校，以上提及的几所高校是网

络抗争研究的主要力量，以它们为中心形成了两大

区域化的合作网络。中部地区形成以华中科技大学

和武汉大学为核心的合作网络，其分支有中南民族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四川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

等等。长三角地区形成的合作网络包括苏州大学政

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院等。区域之间的合作网络，人才流动

是其合作关系形成的重要原因。另外，高校内部也

存在跨学院的合作关系，比如，南京大学的新闻传播

学院与信息管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的公共管理学

院与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电子科技大学的经济与

管理学院与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等等。跨院系的合

作充分说明网络抗争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议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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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往往综合涉及传播学、信息科学、社会学、法学、 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图２　网络抗争研究作者合作图谱

图３　网络抗争研究机构合作图谱

　　（三）研究热点：聚焦公共危机与公民权利
关键词的共现关系，体现着各研究主题之间的

结构关系。关键词共现的次数越多，表明关系越密

切。图４是网络抗争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每个

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的大小与该词词频成正

比，节点之间的连线的粗细与共现的次数成正比。

图４的网络密度为０．０２８５，连线比较稀疏，没有形
成整体性的网络。

图４　网络抗争研究文献关键词共现

　　图谱可以直观地划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以 “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新媒体”为核心组成的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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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共现区域，另一个是以“网络安全”为中心的较

小的共现区域。较大的共现区域中，包含几类不同

的概念：指涉和界定抗争事件的有“网络群体性事

件”“突然事件”“突发公共事件”“突发事件”“群体

性事件”；关于抗争行动方式的有“人肉搜索”“网络

暴力”等；涉及应对和处置的有“引导”“策略”“治

理”“危机管理”“舆情”；还有提及网络治理主体的

“地方政府”“公共机关”“国务院”“政府”等。通过

这些概念，大体可以推测，网络抗争研究最主要的研

究对象是由突发事件引发的新媒体舆情，研究问题

是对危机的处置和对舆情的应对，治理主体是政府

部门，重点难点是“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在较

小的共现区域，关键词之间的结构关系比较单一，即

以“网络安全”为目标，展开各种治理行动。

对图４关键词共现网络进行聚类并绘制 ｔｉｍｅ
ｌｉｎｅ视图得到图５。图中显示了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生成的５
个聚类标签，自上而下，按照聚类大小排列；从左至

右按照时序排列的，是各聚类中不断演进着的关键

词，体现着聚类中的知识流向。该图谱中聚类的模

块值（Ｑ值）为０．５２５９，表明聚类模块度比较高；平
均轮廓值（Ｓ值）为０．６７３８，说明聚类效率较高、聚
类合理。“网络舆情”和“网络”是其中最大的两个

聚类，节点数都为 ２５，时间跨度也最长，大致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网络舆情”这一表达本就透露着
危机传播研究的范式，在这一聚类中，依次出现了

“政府”“突发公共事件”“公共危机”“应急管理”

“舆论引导”“应对”等关键词，政府面临的公共危机

或突发事件的应对和舆论引导是这类研究主要关注

的问题，往往采取管理学或行政研究的取向。“网

络”聚类的涵盖面最广，包括“社会资本”“全球化”

“网络成瘾”“集体行动”“政治参与”“网络谣言”等

话题，这些话题与网络抗争密切相关，也体现了网络

抗争问题的复杂性。“隐私权”在２００７年的讨论最
为热烈，它涉及公民权利和媒介伦理问题，作为一项

公民权利，也是网络抗争研究的重要关注点。“行

动研究”中所讲到的“行动”，某种程度上正是“抗

争”的同义词，在许多社会抗争研究中，“行动”即等

同于抗争。“美国”一词被识别为聚类标签，可能与

国内网络抗争研究深受西方理论资源影响的研究传

统有关，同时，美国也是全球抗争研究力量中的主

流，美国经验、美国案例常常被作为研究对象，也成

为国内相关研究的引述对象。“专项行动”这一标

签，恰好体现了国内网络舆论相关研究的管理学或

行政研究范式，在互联网治理的总体目标下，各项专

项行动正是被作为对策被提出来的。

图５　关键词聚类ｔｉｍｅｌｉｎｅ视图

（四）知识基础：由社会学转向管理学

ＣｉｔｅｓＳｐａｃｅ将知识基础概念化成被前沿文献不断
引用、不断发展的共被引文献集合。由于中国知网导

出的文献数据中不含被引数据，无法进行共被引分析，

因而选取被引次数最高的文献进行分析，列表如表１。
文献大致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

（１）基于社会学视角进行经验研究，结合社会
心理学、行为主义等将抗争行为或抗争事件置于更

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进行结构性解析，理解和认知网

络抗争。学者们首先认识到网络环境与现实环境的

区别，夏学銮辨析了网络社会的性质及其与现实社

会的差异，认为线上行为与线下行为是否一致，与社

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进而就网络抗争的典型形态，

选择事件标本进行解析，杜骏飞运用类型学的分析

方法来认知网络群体事件，探讨其特征、本质形态、

失范性及治理原则。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开始分析

网络抗争行为的影响因素，蔡禾等发现农民在利益

受损的情况下进行网络抗争，而相对剥夺感、法律认

知水平、社会网络规模等都对其抗争行为产生影响。

（２）基于网络舆情应急管理，进行管理取向、行
政取向的研究，提出应对网络舆情的处置对策。这

类研究往往将立足于政府，以网络空间治理为目标，

提出舆情应对的原则、机制、方案、办法等。史波构

建了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变机理体系，从形

成机理、发展机理、变异机理、作用机理和终结机理

五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网络舆情的演变路径、演变表

现和演变动因。鄞益奋认为网络治理需建立在价值

协同、信息共享以及诱导与动员等方面的协调机制

的基础上，并培育起信任关系，才有可能实现。常锐

探讨了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和治理机

制，倡导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公民社会广泛参与，协

助和监督的治理模式。

（３）从政治学或法学的视角进行价值研究，主
要探讨公民权益保护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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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网络环境下社会治理正在

发生的变化。罗素才等认为公共治理兴起与公法变

革之间相辅相成、彼此强化，国家管理失灵直接推动

着由开放的公共管理与广泛的公共参与整合而成的

公共治理模式的普遍兴起。王诗宗提出治理理论在

中国的适用性是有限度的———它可以在局部和地方

的公共事务治理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也能触动地方

政府的公共行政方式演进，但在“政治进步”方面的

作用可能较为有限，不能迅速改变中国公共行政的

整体面貌。

表１　国内网络抗争高被引文献ＴＯＰ２５

文献名 作者 时间 被引量

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 张文宏 ２００３／７／２０ ８０２
网络群体事件的类型辨析 杜骏飞 ２００９／７／１５ ３５１
网络治理：公共管理的新框架 鄞益奋 ２００７／１／２０ ３４４
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其防范 揭萍；熊美保 ２００７／９／２５ ３０２
公域之治的转型———对公共治理与公法互动关系的一种透视 罗豪才；宋功德 ２００５／１０／９ ２８４
社会资本：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的比较 周红云 ２００３／７／２５ ２６５
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 石发勇 ２００５／６／１０ ２５２
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基于珠三角企业的调查 蔡禾；李超海；冯建华 ２００９／１／２０ ２４６
“‘社区’研究”与“社区研究”———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研究述评 肖林 ２０１１／７／２０ ２３９
治理理论及其中国适用性———基于公共行政学的视角 王诗宗 ２００９／６／２０ ２３０
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生命周期原理及集群决策研究 谢科范；赵；陈刚；蔡文静 ２０１０／８／３１ ２１９
微博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 谢耘耕；徐颖 ２０１１／４／１５ ２１７
社会资本理论述评 周红云 ２００２／１０／１５ ２１６
社会资本及其在中国的研究与应用 周红云 ２００４／３／２５ ２１３
社会空间的另一种想象———社会网络分析的结构视野 李林艳 ２００４／５／２０ ２０１
流动中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 王春光 ２０００／５／２０ ２００
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内在演变机理研究 史波 ２０１０／４／１８ １９９
群体性事件多种原因的理论阐释 陈潭；黄金 ２００９／１２／１８ １９７
互联网与业主集体抗争：一项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 黄荣贵；桂勇 ２００９／９／２０ １９０
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及其治理模式与机制研究 常锐 ２０１２／１２／１ １８４
社会资本及其主要理论研究观点综述 陈柳钦 ２００７／６／１５ １７３
公民参与和当下中国的治道变革 杨光斌 ２００９／１／１ １６８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研究 马荔 ２０１０／５／１ １６６
网络社会学建构 夏学銮 ２００４／１／２０ １６５
从社区到社会网络———一种互联网研究视野与方法的拓展 彭兰 ２００９／５／２３ １５８

　　（４）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述评、反思的
元研究。其中，引介西方经典理论的文献最为丰富。

学者周红云通过系列论文系统述评了布迪厄、科尔

曼和帕特南等西方代表性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和

使用，梳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对这种分析框

架进行评估。张文宏也梳理社会资本理论，同时提

出“关系”似乎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突生现象，中国社

会资本的实证研究应该避免西方的社会资本理论和

测量工具照搬到中国，忽视中国社会“关系”的真正

内涵。李林艳则从方法论的视角介绍了社会网络分

析，认为它能够对社会结构进行深刻洞察。

需要说明的是，除表１所列文献，还有一些高
被引文献值得我们关注。由于被引次数在时间序

列上是累积递增的，经典文献由于发表时间久远

而积累了极高的被引次数，部分相对新近一些的

文献虽被广泛引用却很难在引用次数上超越经典

文献。

从时间序列上看，社会学视角的研究文献主要

集中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管理取向的研究文献集中于
２００９年以后，而被引次数与前者相当甚至更高。可
见，国内网络抗争研究的知识基础明显地由经验研

究、理论研究转向行政研究、应用研究。

三、研究结论

通过对国内网络抗争研究文献的文献增长、合

作网络、研究热点、知识基础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

将该领域的研究状况概括如下：

（一）版图：三种面向

国内网络抗争研究大体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研究

形式，分别对应着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三种学科

范式。虽然针对的是同样的研究话题，三种学科范

式却指向不同的研究目标。社会学范式继承科学主

义传统，着重认识抗争事件、抗争行为背后的深层结

构性问题、规律性问题。管理学立足于公共管理的

主体，着眼于社会发展及其有序运行，以平复突发事

件及舆情、提升公共管理效率为目标。政治学关注

抗争中的权利与价值问题，进行公平正义等伦理探

讨，最终落脚点还在于制度性问题。三种学科范式

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不相同。社会学往往采用量化

的方法进行结构性解析；管理学则通过案例解剖的

方式进行比较；政治学则倾向逻辑思辨、价值探讨。

（二）焦点：公共危机与公民权利

结合研究热点并阅读梳理重要文献内容后，我

们发现，在国内网络抗争研究中，“微博”“大数据”

等概念被用来描述研究问题所处的媒介背景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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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人肉搜索”“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反腐”

等现象常被作为研究对象。在网络抗争中，公民权

利受损或不公是抗争的起点，而保护公民权利则成

为抗争的目标。网络抗争不论起源于个人维权还是

公共危机，都是在引起广泛关注以后，通过舆论压力

实现权力调节，进而实现利益协商。在相关研究中，

伦理问题常常成为研究者争论的焦点，最终讨论基本

都围绕公共危机处置和公民权利保护两大问题展开。

（三）趋势：范式转型

从时间序列上看，国内网络抗争研究在２００７年
左右出现了研究范式的转型。这种转型在研究热点

的演进和知识基础的转变中均有所体现。在研究热

点的更迭中，自２００８年起应用性、对策型的研究开
始取代理论型的研究；在知识基础的谱系中，社会学

范式的研究集中在２００７年以前，２００９年后管理学
范式的研究才成为主流。在２００７年之前，国内网络
抗争研究还是借助“社会资本”“行动主义”等西方

理论资源结合中国的在线抗争经验进行阐释性研

究，延续了社会抗争研究的传统。当时，互联网技术

还未如此发展，也未如此深刻地卷入社会生活，学者

们并未重视这种媒介环境的变化之于抗争研究的意

义。２００７年之后，社会冲突事件常常在各种网络平
台上发酵，形成巨大的舆论声势，给作为公共管理主

体的政府部门造成困难和压力。政府开始重视对网

络舆论的引导和调控，学者们在各种政府资助的研

究项目中充当智库的角色，学术界形成了管理学范

式和行政取向的研究热潮。

（四）结构：多学科向跨学科演进

在传统的媒介环境下，社会抗争已经是一个被

多门学科所关注的研究议题，它广泛地涉及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等学科。到新媒

体环境下，传播学成为网络抗争研究的主力。传播

学自诞生以来就是一门融合的学科、交叉的学科，施

拉姆不仅把传播学描述为“十字路口”，他所认定的

四位先驱人物也均来自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心理

学。不仅如此，从合作网络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在

网络抗争研究领域，高等院校内部的跨院系合作比

较频繁，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在研究范式、研究

方法上互鉴互融。信息科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

学、法学、管理学等多门学科已经打破藩篱，在网络

抗争这一研究议题上逐渐融汇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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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４４（１）：１５－２８．

［２］邱均平．信息计量学［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高新宇．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回顾与展望［Ｊ］．河海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２０（５）：７７－８３，９２．

［４］于建嵘．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机制研究：基于 Ｈ县农民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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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杨国斌．情之殇：网络情感动员的文明进程［Ｊ］．传播学
社会学刊，２０１７（４０）：７５－１０４．

［６］人民网．２０１３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ＥＢ／ＯＬ］．
（２０１４－０３－１８）［２０１９－０５－２０］．ｈｔｔｐ：／／ｙｕｑ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４／０３１８／ｃ６４３９１－２４６６２６６８．ｈｔｍｌ．

（责任编辑　吕志远）

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ｄ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ＮＫＩ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ＷＡＮＧＦｅｎｇｘｉａｎ，ＬＩＵＹ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ｉａｎｇｘ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ｘｉ３３００２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ｐｐｌｉｅｓ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ｉｓｉｎａ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ｓｔ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ｓｓｐａｒｓｅ，ｔｈｅｔｅａｍｉｓｗｅａｋ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ｏｆｂａｃｋｂｏｎ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ｏｔｓｐｏｔｌ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ｍａｊｏｒ
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ｐｕｂｌｉｃｃｒｉｓ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ｃｉｖｉｌ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ｅｄｉｇｒｅｅｈａ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ｔｏ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ｄｒａｗ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ｔｈｒｅ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ｏｓｅａｒ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ｈｉｆｔｓｆｒｏｍ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ｔｏ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ａｐ
ｐｌｉ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ｖｏｌｖｅｓｆｒｏｍ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ｔｏ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ｍａｐｐｉｎ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ｏｍａｉｎｓ

·３５·



第３７卷　第１期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１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０年２月

Ｆｅｂ．２０２０　

中原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性传承研究
———以河南“猴加官”非遗项目为例

樊钢亮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文化遗产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１２
作者简介：樊钢亮（１９８７—），男，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文化遗产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艺术史及文化遗产

保护与管理。

摘　要：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特有的精
神内涵和文化价值。中原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猴加官”作为地域文化浓厚的传统手工艺，在当今

全球文化的冲击下，该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创新，以应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对中原

地区“猴加官”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分别从制作技艺、数字化保护和传播媒

介等几个方面对其创新传承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猴加官；保护传承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０．０１．０１１
中图分类号：ＴＳ１９３．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５４－０４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
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身的独特性，不仅体现了各个

时期不同群体或个体在历史变迁与环境变化过程中

的传承和创新，同时也反映一种文化的延续和历史

的发展。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有着

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如今，伴随着我国社会

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原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

护与传承过程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为了真正

做到保护与传承，守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除了适应当今社会需要，还要考虑其创新性的传承，

要对中原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性、传承性、流变

性、共生性特征进行研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猴加官的发展脉络

“猴加官”是中原地区一门传统的民间手工艺，

又被称为“活泥猴”，距今已流传了３００多年。它的
诞生地目前无从考证，但是经过调查研究，“猴加

官”这门传统民间手工艺的文化活跃地带位于今天

河南的豫中地区，“猴加官”是当地节庆上供儿童娱

乐的一种杠杆结构的机械玩具。至今在这一地区还

可以寻觅到它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生态遗存。

“猴加官”名字的由来一方面与其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物质载体猴子有关，另一方面和中原地区文

化习俗有关，即通过迎合传统文化“讨口彩”的大众

心理，获得吉祥的寓意。“猴”与中国古时的爵位

“侯”同音，而“加官”二字，是指在原来官职的基础

上，被统治者再授予代表一定特权的官衔，即官吏的

升迁，两个字加起来变成“猴加官”，就是封侯又加

官，含有加官晋爵、催人奋进的美好愿望。

随着２００３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的出台，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工作在各地广泛开展起来。２００５年，我国政府
出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

行办法》。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由中国艺术研究

院牵头开展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

作。“猴加官”这项传统民间手工艺也正是在此次

普查过程中被发现和认定的。

２００８年“猴加官”作一项重要的民间传统技艺
项目被列入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目。２００９年
在郑州市非遗处的推介下，于同年又一次成功入选

河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猴加官”作为中原历史文化的一个缩影，代表

了以祈福为特点的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体系。对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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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中原文化的主体性、多样性，提高中华民族核心文

化价值的认同，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重要

的作用和意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猴加官的传承发展现状

（一）猴加官的制作技艺

猴加官的制作工艺主要是传统泥塑和布艺相结

合，其中泥塑部分是整个技艺的关键，其制作和中国

传统民间泥塑制作方法大体类似。一般需要经过陶

土的筛检→和泥→摔泥→陈腐→猴身捏塑→布艺→
组装等几个阶段。陶土筛选：首先需要挑选颗粒细

密、杂质较少、黏着度较强的红泥土，挑选后的泥土

要经过舂碓、过筛、浮选等步骤。和泥阶段：利用前

期挑选过的泥土，加入适量的水，进行搅拌，使糊状

的泥土更具有韧性，然后放入一种特殊的原料即蓬

松的棉絮，目的是为了增强黏土的黏合性。摔泥阶

段：将搅拌成块状的泥土放在案面上，然后利用木棍

或木拍反复捶打砸揉，直到可以清晰地看到棉絮均

匀地分布在泥土里。重力作用下的泥土摔制是泥土

糅合比较关键的步骤，通过此步骤，可让泥土中的空

气进一步排出。陈腐阶段：反复摔打后的泥土最后

使用湿毛巾进行包裹，搁置３—４天，使其完成陈腐
过程。泥塑阶段：熟泥制作完成后开始捏塑，在这一

环节，猴子使用的面具部分主要通过事先制好的模

具完成，面具在泥模的压捏下，进行简单的修饰，放

到阴凉处进行凉坯，为后续的彩绘做好准备。晾干

后的泥坯首先要使用白色颜料反复进行两次打底，

使白色底彩均匀附着在面具上，待底彩干后开始进

行彩绘。彩绘部分主要参考戏剧人物的脸谱，这一

阶段也是最能考验传承人的高超技艺，在没有草稿

的情况下，传承人提笔便开始创作，胸有成竹一气呵

成。面具完成后便是是猴身的捏塑，猴头制作过程

中要预留好猴子耳朵上的穿孔，以方便后期铁质钩

环的加装。布艺阶段：猴子的躯干制作主要是布艺，

利用白色兔子的皮毛和各种颜色不同的布料通过沾

黏和缝制完成。组装阶段：将事先准备好的铁钩环

插入猴子耳朵预先留好的穿孔处，利用线、钩将各部

分组装起来，组装起来的线通常利用一根 Ｔ字形的
木棍进行固定，到此，一件造型憨态可掬的“猴加

官”就完成了。猴加官具有简单的机械构造，脸谱

和猴子的爪部作为主要的两个受力点，由于脸谱较

重，根据重力学和杠杆原理，可以完成以脸谱为中心

的上下移动。表演时通过线和木棍的连接，猴子在

左右晃动中不停完成脸谱的戴上和摘下的动作。另

外布艺和泥塑的结合，从视觉上增添了猴子造型的

灵巧性和可爱程度。

（二）猴加官传承发展的现状

根据田野普查，作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猴加官”，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目前掌

握这门传统技艺的传承人仅剩下一名，传承人魏义

民现已９１岁高龄。从和老人的访谈中得知，传承人
祖籍位于河南南阳市，在他１４岁首次接触到这门技
艺，师傅是一位走街串巷的民间艺人。当时为了学

习这门手工技艺。传承人按照师徒相承的行规，经

历了３年的学徒阶段。根据传承人的描述，出师后
他靠着这门手工技艺在那个时期已可达到丰衣足

食。后来由于战争和灾荒的问题，为了生存传承人

离开故土，随家人逃难到外地。由于社会的动乱，

“猴加官”这门技艺在当时战争环境下已失去谋生

的条件，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传承人也再没有制作过

“猴加官”。随着新中国的成立，１９４９年传承人参
军，之后又参加了１９５１年的抗美援朝，军队转业后，
传承人被分配到郑州公交公司上班。退休后的传承

人为了补贴家用，再一次捡起这门之前谋生的技艺，

在当时的集市和庙会上进行售卖，得到了强烈的社

会反响。但是由于“猴加官”这门传统手工技艺工

艺复杂，耗时耗力，经济效益又差，随着传承人年事

已高，为其提供帮助的老伴离开人世，子女又不愿意

继承这份手艺，“猴加官”的制作技艺便再次陷入失

传的困境。

尽管“猴加官”已成为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代表性项目，“在重商主义的今天，和工业化大批量

生产不同。传统民间手工艺生产主要还以手工制作

为主，产品的设计和生产仍然需要因材施技，通过一

件一件的完成”［１］。由于经济效益低，制作过程漫

长，很少有人愿意耐住寂寞，选择继承这项传统技

艺。另外在认知层面上，由于文化的区域性，像“猴

加官”这样的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当地之外

的人所认知，受众面的局限性，也使它很难形成产

业。现代市场方面，虽然“猴加官”这门传统技艺具

有非常深厚的艺术价值和较大的市场开发潜能，但

是它至今仍然停留在游商行贩阶段，没有走出家庭

作坊式经营的固化思维。正是由于种种原因，“猴

加官”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性项目面临着即将

消失的危险。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猴加官传承方式创新的路

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创新

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需

要外界多种形式的文化宣传，更需要科学的创新和

发展。“猴加官”作为一种民间机械性的传统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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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的人虽然很多，但大多数人是图一时的乐趣，真

正推崇的，可谓是屈指可数。尤其是现在的青少年，

随着现代文化传播方式的多样性，他们的选择范围

也越来越大。这种环境下传统手工技艺势必要从创

新形式上寻找突破，利用兴趣的转向来形成审美空

间的重塑。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猴加

官”的表现形式可以结合故事剧本，和数字技术有

效的结合。通过这项传统技艺不断向外扩展，形成

文化外延的创作模式，在表演中利用故事讲述的办

法，突出“猴加官”的内在文化独特性，以此完成传

统文化韵味的保存。另外，在保留“猴加官”显著特

征的同时，对其配件或者装饰进行改进，使“猴加

官”能够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以焕发出新时代

的活力。总而言之，多种创新手法的联合应用，让

“猴加官”这项传统技艺更富有现代气息，才能够被

更多的年轻人接受。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创新

当前“猴加官”的技艺仍然是通过传统手工制

作的方式完成，虽然有着传统工艺的原真性，但是也

存在效率低，批量化生产无法实施的缺点。针对此

种现状，在促进“猴加官”传统手工艺传承，保留其

技艺特色的同时，对其工艺进行必要的创新就显得

十分必要。这种技艺的创新一方面不仅可以提高生

产效率，同时又可以得到年轻人的喜欢。比如在

“猴加官”制作工艺中，引入现代工艺技法，采用立

体构成的制作方法设计出猴子的不同造型。在机械

杠杆原理的基础上，适当扩展一些“猴子”肢体动作

的技能，让“猴加官”更具趣味性和表演性。在脸谱

制作环节，适当引入设计成分，如将一些网红的表情

包植入其中，以适应“娱乐大众”的社会潮流。在制

作工艺上，完成由手制到模制，提升了生产效率，降

低生产成本。在保留手工环保性的同时，丰富“猴

加官”的生产工艺和产品的设计味道，从而实现在

传统技艺基础上的创新。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创新

随着时代的发展，总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会

因为社会变迁而离我们远去，甚至消失。非物质文

化遗产开展数字化的保护措施，不仅可以给后人研

究提供方便，使研究者能够更加详尽且真实的获取

资料，同时也可以在科普的层面给群众带来认识和

体验。开展对“猴加官”数字化的保存记录工作是

当前推动其技艺传承的一项重要工作。传统的数字

化保护在实施中可能更重视“保存”，简单地通过图

片拍摄、影像采集和电子文档整理便完成了信息收

录工作。在如今开放的传播形式下，数字化技术和

互联网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不仅可以完成

上述物理结构和表现形式的记录，而且在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历史形成条件、内在结构和纹理、三维立

体信息的收集和存储也能达到全过程性和全方位

性。“猴加官”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不仅

具有静态的审美价值，通过提线操作，猴子不停变脸

的滑稽表演，还带有较强的娱乐价值。在“猴加官”

非物质传承数字化保护过程中尝试使用更能体现其

艺术价值的记录形式。比如使用感官语言和交互语

言的方式描述和阐释这项技艺，使年轻人能够更容

易的了解它的价值内涵。除了音视频记录保存外，

“猴加官”还可以通过数字媒体艺术的新手段，如利

用虚拟现实、三维动画等方式丰富其保存内容。以

便提升广大群众对于“猴加官”这项传统技艺的理

解和感悟。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行为创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形性决定了其本身传播的

有限性，其传播的有限范围又决定了文化空间构造

中受众面的熟悉程度。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就会造

成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被广大群众知晓。由此这

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虽受到破坏和侵

袭，但外界并不知情，因为不了解，即使非物质文化

遗产受到了破坏，也不会有人采取相关措施进行保

护。在文化传播中“人们对于不熟悉不了解的事

物，无论好坏，进行干涉的主观能动性都不是很高，

行动上比较被动”［２］。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过程中，我们就需要借助媒体展开传播。这也是当

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传承工作中的重要手段。

“猴加官”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可以通过媒介展示，

将其相关价值传播给广大受众，这种传播媒介可以

包括影视、动漫、游戏、新媒体等。如“猴加官”和益

智游戏的结合，将猴加官的艺术原型带入游戏中，不

仅可以获得儿童群体的喜爱，还能促进其文化的传

播。再如，利用新媒体，开发猴加官相关的 ＡＰＰ小
程序，以此延伸其“猴加官”文化资源与服务功能。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营销创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开发，主要是通过非

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形态的设计、生产及商品的销售，

来产生经济效益的行为。”［３］通过将非物质文化遗

产以合适的方法进行商业化开发，以挖掘文化遗产

的文化价值，来实现其经济价值。对于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地域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在工业化发展的今天，“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

念已经不再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通过“猴加官”

制作工艺我们发现，因其制作精良，在小范围内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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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顾客的好评。按照现代市场营销角度分析，“猴

加官”目前缺乏的是合适的市场营销策略。应该尽

快摆脱游商行贩的单一模式，通过借鉴国内非物质

文化遗产成功的营销案例，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商

业营销之路。比如借鉴网上体验平台，“通过相关

手段整合‘猴加官’传统手工技艺，形成‘线上认知、

线下动手’的联动发展模式。平台还可通过提供在

线学习的方式分享视频和图文，以文化社区的模式

实时体验和分享手工制作的乐趣。从而形成非物质

文化遗产创意开发、制作、销售的综合服务平

台”［４］。另外开通像淘宝、当当、天猫、京东等电商

销售线路，以此提高“猴加官”文化产品的曝光率和

受众率。同时结合现代物流的便捷性，进行跨时间、

跨区域的销售模式，多管齐下、组合营销来增加猴加

官的经营收入。

四、结束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生物遗传一样也有自己

特殊的密码和独特的规律。中原地区作为中原文化

形成的主阵地，它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主干思想和

核心文化的发源地。在某种意义上，它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无论在文化价值还是艺术价值的表现方面，

都具有浓郁的华夏特色。现代化的进程加快了传统

文化的不断消失，以中原地区为正统思想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同样也面临着慢慢消失的危险。在文化遗

产保护和抢救过程中，单纯的传承已无法抵御当代

文化的侵蚀，文化遗产在保护的过程中也需要突出

创新性。应该同当今这个时代和市场展开对话，只

有通过表现形式、制作工艺以及传播媒介等多方面

的创新。我们周边这些像“猴加官”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才能够不断地传承下去，中国传统文化才会更

具活力和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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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ｙｉｓ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ｏｕｊｉａｇｕ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ｔｈｅｃｅｎ
ｔｒａｌｐｌａｉｎｓａｒｅａａ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ｋｉｌｌ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ａａｎｄｓｏ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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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开放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研究综述

庞广仪
（南宁师范大学 法学与社会学院，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２８
作者简介：庞广仪（１９７７—），广西钦州人，博士，南宁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摘　要：口岸开放是影响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因素。国内外学者曾经普遍认为：口岸开放
促使中国传统国家建构机制解构并按“西化”模式重新整合。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受中国变迁现状

的影响，国内外学者日益关注生命力顽强的中国本土因素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作用。近年来，

伴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史料不断发掘，学者们更清晰地勾勒出外来和本土两大因素共同作用于近

代国家建构的脉络与规律。

关键词：口岸开放；民族国家；建构；综述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０．０１．０１２
中图分类号：Ｆ７５２．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５８－０６

　　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作为日后工作重心之一。观诸历史，中华民

族百川汇流、生生不息的背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

构体系长期传承是有力推手。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民

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的雏形：小农经济基础，中央
集权政府，跨越民族畛域的儒家政治与文化认同，

“内地—边疆”协调机制。自古以来，在中国这块土

地相对有限的土地上所养育的人口长期占全世界总

人口比例的３０％左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各民族
之间都面临着巨大的共存与发展问题。为了捍卫共

同的家园，协调、疏导各种矛盾以营造良好的发展秩

序，历代中国人对国家建构体系进行了传承和改革，

在保护各民族文化与血脉生生不息的同时，也强化

了各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意识。

近代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革”。西

方列强以通商口岸为据点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

方面进行了持续渗透，影响了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

一、国外相关学术史梳理

口岸开放对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机制的影

响，首先反映在对传统经济结构的冲击上，经济基础

的变化随之引发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中国小农经济基础长期

传承决定了中国社会道德基础是“家庭孝敬”，建构

于其上的国家治理机制是“家国同构”，从经济基础

到上层建筑都构成完整、严密的体系，故能屹立千年

而不倒。但是，口岸开放使中国传统经济基础动摇，

传统国家建构体系也将随之坍塌：“在陆地和海上

打败仗的中国人将被迫欧化，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

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这亿万人

口的旧体系完全摧毁。”［１］

进入２０世纪，西方学者更着眼于国际市场通过
通商口岸指导中国城乡经济，促使传统国家建构根

基的小农经济基础解构。如马札亚尔指出：开埠之

后中国农民很难维持自给自足，而是在国外市场的

冲击和制导下，不仅出卖了部分“剩余”商品，而且

还将部分生活必需品出售。［２］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

经济基础解构的判断与预测，是建立在中国海关总

税务司署编撰的《海关十年报告》《通商各关华洋贸

易总册》所提供原始数据资料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刘易斯于１９５０年代提出“二元经济结构”。根
据该理论模式，中国近代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经

济”：传统农村经济体系为“一元”，其特征是高成

本、发展停滞、劳动力过剩；现代经济体系为另“一

元”，其特征是以口岸为中心，低成本、高资本、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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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持续增长；后者对于前者有着强大的引领作

用。［３］中国近代社会乃至整个国家建构都是建立在

“二元经济结构”上，伴随着“二元经济”的演变而解

构、重整。

１９５０年代之后，“现代化”模式阐述了近代中国
国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重构。“现代化”因素

是通过开放口岸作为窗口传递到内地的，促使中国

传统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国家建构因素向着“现代

化”方向转变。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的

《中国的现代化》和卡蒂尔的《中国南部沿海的商业

城市宁波、福州和厦门》等都用“现代化”视角探索

开埠后中国的发展演变。［４］

国外学界随着对中国问题研究细化，日益关注

社会土壤深处所蕴涵的民族国家建构机制恢复能

力，以及外来因素的消化能力。以美国哈佛大学和

英国剑桥大学为传统阵地的“加州学派”的系列观

点深刻地影响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民族国家建构问题

的研究。

“加州学派”可以上溯至１９３０年代。费正清等
学者系统化地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探索

西方冲击对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作用力。虽然“费

正清模式”仍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但已经高

度重视中国原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因素强劲的

生命力，并以此构建中西方之间“冲击—回应”关

系，认为中国社会深处蕴藏的强劲“回应力”使国家

免于完全解构并沦为西方附庸。［５］１９７０年代之后，
伊懋可（ＭａｒｋＥｌｖｉｎ）系列论著系统地阐述了传统中
国经济以及基于其上的国家建构模式，并指出诸多

传统内涵在近代和现代一直延续。

１９８０年到２０１９年，“加州学派”随着华裔学者
或者旅美英中国学者的加入而队伍日益壮大，成果

体系也更加完整，万志英、彭慕兰、贡德弗兰克、康文

林、王国斌、黄宗智、李中清、李伯重和王丰等“加州

学派”学者研究各有专长，都从各自的学术切入点

对中西发展道路的歧异交互比较，并对跨越中国政

权更替历史进行长趋势研究，在反对“欧洲中心论”

的前提下，提出了“中国中心论”或“全球多中心

论”，挑战了西方学界曾经盛行的英国“现代化”道

路的普遍意义。“加州学派”注重中国本土因素在

传统与现实中的一脉相承：近代口岸开放后，中国民

族国家建构体系，无论经济、政治、文化还是民族等

诸多方面确实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如果不局限于

“近代”这一历史时间节点，而是置于上至“海道大

通”下至今天中西互动大历史中考察，甚至跨越朝

代更替而置于中国上下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考察，

从中可以窥见中国民族建构体系有着一脉相承的核

心精髓，这些精髓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和民族等

诸多方面；政权更替或者西方冲击从表面上影响了

民族国家建构体制，但核心精髓不仅顽强传承，而且

在吸收新鲜血液之后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１９６０年代至今，“施坚雅模式”一直为口岸开放
后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研究提供宝贵的视角和理论

基础。“施坚雅模式”强调了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

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不能也不会完全以“西化”

为导向，传统因素依然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国家

建构中发挥关键作用；特点之二是借鉴人文社科多

种方法，设计“核心—边缘环带”和“城乡连续体”的

理论和数据分析框架，这是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在基

础、微观层面的表现形式。［６］根据“施坚雅模式”，近

代开放口岸及各级“中心地”不仅辐射西方经济与

文化，同样汇聚并辐射中国传统经济与文化因素，受

此影响，中国近代国家的建构是中西文化因素相互

影响，交替推动的。

中日一衣带水、文脉相近，所以日本学者多能结

合传统与西化两大因素探讨开埠对中国近代国家构

建的影响。２０１０年至今，日本学者佐藤仁史根据中
国历史实情和制度背景，将“结构—过程”“经济—

社会”等分析模式用于中国近代基层社会经济、制

度和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探索国家基层建构的

变化。［７］

综之，国外学者对“口岸开放与近代民族国家

建构”的研究，从强调西化到重视中西方多种因素

的历程，逐渐达成共识：中国社会土壤里蕴含的国家

建构的历史文化传统虽遭到外力的强力冲击，但依

然顽强地传承与修复。

二、国内相关学术史梳理

国内学者高度关注开埠后外力冲击以及本土因

素回应对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体系的影响。

早期学者们更多关注列强借助通商口岸动摇中

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民族国家建构体系其他

方面。革命派学者认为西方势力对于进出口贸易、

金融业、运输业、“租界与割地之赋税、地租、地价三

桩”以及其他“投机事业”的垄断，令中国国家建构

机制陷于崩塌。［８］立宪派学者对此认识并无二致：

在列强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压力下，中国“不徒变为

十八国，并且变为四万万国矣”，国力之涣散，国权

之沦丧，莫过于是。［９］

１９２０—１９４０年代，学者们理论和实证双管齐
下，对微观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进行剖析，实地

考察被动走向世界背景下中国的现状及趋势。千家

·９５·



驹、薛暮桥等学者深入社会考察之后，深刻地揭示：

农村经济是传统中国国家建构的物质基础，但在西

方强劲的经济冲击下已呈分化、解构之趋势；以小见

大，不难管窥国家建构体系的大局变化。费孝通的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通过实证研究指

出，家庭、宗族和村落是中国传统国家建构的基础单

位，经济基础、政治框架、社会管控、伦理道德和文化

传统皆可溯源于此，开埠之后虽遭强力冲击但却顽

强传承，所以国家建构的变革不得不重视社会基础

因素的制约与传承。［１０］在江村调研基础上，费老于

１９４０年代写成《乡土中国》，提出了“差序格局”：中
国传统社会建构、政治建构都是基于家庭伦理基础

上的，“即以个人为中心而一伦一伦地‘推’出去

的”，这是中国社会根蒂的特性，国家建构机制改革

不能不遵循这一现实。［１１］费老晚年提出“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强调了国家统一又强调对各民族

的尊重，从宏观与微观角度推进了当代民族国家建

构机制改革的实践，这与其早年反复思索密不可分。

更多进步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事求是

地探索近代国家“二元”建构：传统和外来两种因素

使中国经济撕裂为“半封建经济”（以传统小农经济

为主）和“半殖民地经济”（以口岸城市为中心的资

本主义工商业经济）两大体系，并进而决定了政治

与社会的二元建构；二元体系构成了既相互斗争又

相互联系的复杂有机体；代表传统因素的这一“元”

植根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土壤深处，蕴涵取之不尽的

动力源泉，因此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机制重新整

合的规律，并不是完全由代表西化因素这一“元”引

导代表传统因素的另一“元”，探索、引导后者的积

极因素也将促成国家建构机制的重新整合。为了更

深入论证近代中国经济基础“二元”建构及演进规

律，从１９５０年代至２０１０年，学术界整理出版了丰富
的史料集，其中堪称经典的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海

关》（中国史学会主编，１９５８年）、《中国近代经济史
统计资料选辑》（严中平主编，１９５５年）、《中国近代
工业史资料》（陈真、孙毓棠、汪敬虞等主编，１９６２
年）、《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彭泽益主编，１９５７
年）、《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李文治、章有义主编，

１９５７年）、《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聂宝璋主编，
１９８３年）、《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中国
海关总署办公厅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２００２
年）。在“二元”建构理论的指导和扎实的史料基础

上，学者们撰写了系列论著：《中国近代经济史

（１８４０—１８９４）》（严中平、汪敬虞主编１９８９）、《中国
资本主义发展史》（许涤新、吴承明主编，２００４年）、

《中国近代经济史（１８９５—１９２７）》（汪敬虞主编，
２０００年）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总体考察和个案
辨析》（２００４年）等等。

值得说明的是，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受国

外“现代化”等理论的影响，很多学者淡化了“半殖

民地经济”的表述，并以“现代化”等概念表述之，认

为国际经济通过商埠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引导促进了

国家民族经济基础乃至国家“现代化”建构。如吴

承明先生曾认为“国际经济的冲击力”和“中国传统

经济基础”都有力促进了中国国家建构机制往“现

代化”方向引导；而中国传统的经济与社会因素则

造成了国家与社会“现代化”的阻力：封建经济的影

子———“大而全”“小而全”、排拒市场、闭关自守、平

均主义、行帮主义等等，直至现在也未肃清，为害之

深莫过于此；而近代中国独立自强的道路只有发展

资本主义，用社会化的大生产去代替封建主义的小

生产，用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１２］２０００年之后，
学术探讨、反思的深入和史料不断发掘，再加上现实

中个体经济、民营经济迅猛发展的参照，学界更加客

观评价“口岸开放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这一历史

问题。吴老晚年非但不完全否定传统经济因素，而

且高度评价其在国家体系重构过程中的地位和作

用：在农业和手工业中，传统经济因素是精华与糟粕

并存，但其积极、能动因素能为工业化提供强劲动

力；所以从近代至今，“传统”与“现代”不是势同水

火而是共融于一体的，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全盘

“欧美化”，不应也不能排拒中国传统、特色因

素。［１３］

思想的持续解放和学术交流的深化也使学界更

好地发掘史料的同时借鉴西方学界理论探讨“口岸

开放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如樊卫国以中心口岸

上海为中心考察点探讨近代“城乡二元市场”；［１４］

杨天宏借鉴施坚雅的理论探索了口岸开放与近代基

层社会发展演进的互动关系；［１５］戴鞍钢提炼了“港

口—腹地”理论模式，探讨以近代上海为中心的城

乡市场网络和层级的发展演变。［１６］池子华对近代流

民的系列论著丰富了城市（以通商口岸为主）与乡

村互动的相关研究；［１７］彭南生指出口岸辐射引发乡

村手工业“半工业化”变迁，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基

础的农村也随之发生变化；［１８］张仲礼对从“近代

化”角度探讨了通商口岸对社会民生、民风方面的

影响。［１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学者们在经过反复思辨后，更
加注重从中国社会土壤深处发掘开埠后民族国家建

构的内在动力。在经济领域，学者们更注重从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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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元素中地折射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发展走向。

王翔探讨了中国传统支柱产业之一的丝绸业在国际

市场冲击下艰难生存的过程。［２０］袁蓉考察了近代上

海纺织业借助缝纫机而获得生机的曲折历程，揭示

新工艺、新市场、新原料为传统经济所带来的生

机。［２１］关永强、张东刚对开埠后农村经济发展脉络

重新梳理后指出：“斯密型动力”是东亚传统经济的

显著特色，近代依然是主导中国农村经济的动力；人

口压力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不如市场作用明

显；但“斯密型动力”并非意味着传统型农村经济停

滞不前，而是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当有

限。［２２］在研究社会文化建构方面，学者们也日益关

注“本土”与“外力”的共同作用。如冯天瑜指出：

“全盘西化主义”和“中国文化本位主义”都不能完

全主导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两者在相互斗

争和相互吸收中形成合力作用；［２３］黄兴涛指出：作

为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家国观念”在外力冲

击下严重撕裂，但现代意义国家和民族共同体观念

却在历尽沧桑之后逐渐培育；［２４］苏生文强调：开埠

之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单调、封闭、等级森

严的社会格局虽受到强力冲击，但却依然盘根错节

地存在；而西方物质文明冲击力虽强，但却具有“浮

根性”，未能深入到文明根蒂的深处与中国本土因

素相嫁接，并导致社会发展失却周期性而陷入混乱

之中。［２５］

学者们还在研究的基础上为解决国家发展的现

实问题提供智力支持。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十九大

之后，学术界更加认真审视“外力”和“本土”两大动

力共同作用于民族国家建构的规律，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国家统一和“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提供良好镜鉴。从２０１５年到２０１９年，先后
有“历史时期边疆地区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

“明清与民国时期我国城镇发展与区域经济、文化

演进关系研究”“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研

究”“中国近代外资企业与中外经济关系研究”“‘旧

海关史料’与中国近代对外贸易研究”和“近代民族

国家建构与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转型研究”等与近

代民族国家建构相关的研究方向入选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各年度“课题指南”之中。２０１７年，常士闾的
《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政治整合路径选择研究》入选

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库，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探

索近代以来外力和内力两大因素共同推进国家政治

建构的历史脉络与规律。

在近代沿海、沿长江商埠研究成果相对丰硕的

情况下，学者们越来越注意边疆口岸开放对民族国

家建构的影响。中国历朝历代一直注重建立“内

地—边疆”的协调机制：边疆的稳定对内地发展至

关重要，而政府调动内地经济与社会资源也是边疆

开发的内在动力。边疆口岸开放之后，传统的“内

地—边疆”协调机制同样遭到强力冲击，但诸多治

理精髓却一直顽强传承，并在外力影响下换发强劲

生命力。

作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重要基地，中国人

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学者们系列论述反复强调：清朝

统治者在传承历朝治理精髓的基础上，初步建构了

“大中国”“大中华”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力地

抵制了近代边疆开埠后列强的经济与文化渗透。杨

天宏的《清末新政时期自开商埠的设置》着重探讨

了晚清政府主动开放西部地区的商埠以应对国际经

济冲击的艰难历程。［２６］苏德的《试论晚清边疆、内地

一体化政策》（２００１）、《晚清筹边改省奏议与治边政
策概论》（２００２）和白贵一的《近代中国缩小省区思
想的演进》《试论晚清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都强

调：在边疆开埠、外力冲击所带来的国家分裂风险面

前，晚清和民国的历届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改土

归流”、建立行省，逐渐废除边疆地区“因俗而治”的

多元化管理体制，力图使边疆与内地在单一机制之

下“联为一体”，以巩固国家边疆安全、便利国家行

政与民众社会生活，而这系列政策既是当时现实的

需要，也是中国古代治边智慧的传承。周平指出，近

代边疆开埠之后，面对复杂情况的历届政府不断修

正传统“内地—边疆”协调智慧来促进治理举措的

转型。［２７］冯建勇指出，晚清朝贡体系瓦解和边疆口

岸开放使中国疆域从“无边天下”到“有限疆界”的

转变，历届政府针对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态与民族心

理的变化，不断推进边疆从安抚“四夷”到“国民”治

理的转变。［２８］

辛亥鼎革后，虽然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民

国历届政府依然重视“内地—边疆”治理机制传承

与修正。方素梅《中华民国时期的边疆观念和治

边思想》（２００８年）、段金生《试论南京国民政府边
政研究的内容和方法》（２０１０）、《清末民初政学精
英边政认识的演变———基于西南边疆史事的分

析》（２０１９）指出：民国时期政局持续动荡，边疆口
岸持续开放使得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渗透加剧，

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面对领土危机而对传统的

“改土归流”“羁縻”等治边举措进行了传承、借鉴

与修正，推进近代治边体系的探索。近代意义的

民族主义、国家主权观念、边疆形态、治边方略都

在治边实践中得以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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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外相关研究趋向和有待深化之处

国内外相关研究硕果累累、指向性清晰：近代开

埠后外力强烈冲击使中国传统国家建构机制面临解

构危机，但中国社会土壤深处蕴涵着维系国家经济、

政治和文化等力量体系整合的动力源泉，该动力源

泉在消融外力因素后不断推进近代民族国家建构。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学者，都能够拓宽历史研究的时

空视野，将“口岸开放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研究

置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以及海道大通以来

世界发展趋向的时空视野中探讨。中国本土的经

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诸因素的超强生命力和自我

革命性在大历史视野中得到更好的勾勒，在近代国

家建构的艰难历程中，本土因素并非被动地处于配

角地位或者完全让位于“西化”，而是在吸取新鲜养

分之后不断焕发出生命力。

冷战后直至今天，国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一些

曾在国际上影响巨大的“日不落帝国”“超级大国”

分崩离析，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也正在昔日“世

界中心”欧洲造成巨大社会裂痕，而中国的国家统

一和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的强化却日益成为不可

逆转的趋势。这些问题使学者们更加注重研究中国

本土、传统和现实因素对民族国家建构历史与未来

趋向的作用。

因此，关于“口岸开放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

学术研究，将存在着以下有待深化之处：

第一，理论提炼的力度有待深入。

“民族国家建构”是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

和民族关系等的多维度理论体系，很有必要根据研

究实际和现实需要进行理论提炼和修正。如在口岸

开放所带来的“西化”冲击下，“本土因素”传承与演

进的脉络与规律就需要更清晰的学术勾勒；“西化”

与本土“二元”因素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融，

共同作用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本土因素的精髓与

糟粕亦非泾渭分明的“二元”，而是同根共生，都具

有顽强的生命力。今天，外部势力对近代民族国家

建构的影响一直遗留至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今天

香港和台湾出现一些危害祖国统一和“一国两制”

事情。因此，对于“口岸开放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

相关问题剖析提炼，将进一步促进理论构建，并为今

天提供镜鉴。

第二 ，有待运用新技术和方法推进相关研究。

研究近代口岸开放历史有着诸多优势，丰富史

料、旧迹和民间遗俗都可以为还原历史现场或者修

正前人研究提供良好素材。近年来，现代科技的飞

速发展使学者们能更好地运用科学方法和工具搜

集、校对史料和数据。因此，“口岸开放与近代民族

国家建构”这一问题前人虽成果丰硕，但我们仍然

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很有必要做深入的研究以检验

和修正前人研究成果，勾勒、还原历史发展脉络并从

中勾勒相关规律。

第三，研究时间视野有待拓展。

在此，国外“加州学派”不局促于具体历史事件

或时间节点做研究的做法甚足借鉴。“传统—近

代—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中华民族的成长

历史，既有一脉相承的内涵，也是兼容并蓄、自我革

命的历史。将“口岸开放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置

于历史长河、当今现实与未来趋向中考察，“一脉相

承”“兼容并蓄”和“自我革命”等规律才能更清晰展

示。

第四，研究地理视野有待拓展。

学者们更多地聚焦于位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

化重心区域的沿海和长江沿岸商埠。诚然，民族国

家建构的传承与变革与重心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演变息息相关，但是，“内地—边疆”的关系协调是

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古代的“内诸夏

而外夷狄”“华夷一家”“羁縻”“改土归流”，近代的

“边疆设省”举措，以及今天的全面开发边疆，都既

有一脉相承的内涵又有各自时代特色。近代中国口

岸开放的历史与列强觊觎利权、撕裂中国传统国家

建构机制的动机密切相关。边疆口岸数量虽少、规

模虽小，但西方列强有目的渗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因素正是通过这些窗口强劲地辐射至广袤的边疆地

区，严峻地挑战了中国国家力量整合机制。当前，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如火如荼，广袤的边疆地区成

为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往的前沿，同时也对国家的

稳定与发展带来新的考验。党的十九大以来，“中

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日益成为新时代边疆治理和国

家建构的基本指引。因此，研究近代西南、西北和东

北边疆“口岸开放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问题，发掘

和提炼历史经验以为今鉴，成了广大史学工作者当

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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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新疆汉族商帮与公共卫生近代化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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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近代新疆汉族商帮推动西医在新疆的发展、协助新疆省政府扑灭疫病、支持城镇的
公共环境卫生建设、开设公共浴室四方面的贡献，认为汉族商帮人士在推动新疆公共卫生领域的近

代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新疆民众融入近代文明的洪流，强化了新疆各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

大家庭成员的心理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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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新疆政局动荡、战争频仍、社会变迁剧烈，
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处于艰难的境地。但在新疆省

政府、医务工作者，以及包括汉族商帮人士①在内的

新疆民众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时期新疆的公共卫生

领域仍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就，出现了近代化的

发展趋势。

按照现代公共卫生学的定义，公共卫生是社会

有组织地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促进健康的科学和艺

术。与个人卫生相对，公共卫生落脚点是人类群体

的健康，它是有组织的、系统的、满足公共健康需求

的社会性事业。在近代新疆的公共卫生领域，新疆

省政府起主导作用，但必须肯定的是汉族商帮在此

领域有重要作为，主要表现为开设私立西医药店、诊

所，积极协助政府扑灭疫情，支持公共环境卫生建

设，开设公共浴室等。可以说汉族商帮人士在推动

近代新疆的西医东渐、疫病防控、街道环境卫生等公

共卫生领域的近代化进程方面功不可没。

一、推动西医在新疆的发展

西方医学最初于晚清年间由传教士传入近代新

疆，但新疆省政府直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才逐步建立
起一整套规范的医护体系和富有人文关怀的医患关

系，如医院、西医培训及医疗行政机构等。据统计，截

至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全省共有西医医疗机构５４个，其中
省立医院１０所，县卫生院３８所，区级卫生所６所。
全省有６９６张病床，每万人有１．６张病床和０．１９名医
生，卫生机构都集中在少数城市（镇）。卫生技术人员

中，有西医师１８人、护士１１５人、护理员８４人［１］。

新疆近代规范的西医体系的建立，不仅对传统

的中医、维医、哈医、蒙医提出了挑战，同时医院、医

疗保健制度等一系列相关事务的相继设立、推行，对

新疆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启起了促发作用，是新

疆公共卫生事业建立的科学基础。人们有病，开始

进入集治病与护理为一体的近代西医院治疗。特别

在临床的外科、眼科和妇科等方面，西医具有中医不

可企及的优势。

近代新疆汉族商帮人士很早就认识到西医的科

学性，民国初年就在省城迪化（今乌鲁木齐，下同）

设立西医药房及诊所，为西医在新疆的传播与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民国初年，外国教会如天主堂、福

音堂在迪化兼营西医西药，进行敲诈勒索。以汉族

商帮人士为主体的迪化总商会为抗衡外国教会，聘

来北京医生马体仁，在迪化开设了西医诊所［２］。后

因药源不济，诊所倒闭，当时的津商刘云卿（曾任新

疆总商会会长）在全市工商界的大力支持下，１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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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迪化开设“民生药房”，这是迪化第一家经营西

药和门诊的药店。该店中西药兼营，重视推广新药，

如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生产的有效消炎抗菌药盘尼西林
等，民生药房都组织货源、批零兼营。该药房以最低

价格的收费，为患者诊病售药，遇到经济困难的患

者，还免收或少收药费［３］７７－７８。

民国后期，津商刘云卿之子刘竹溪担任了“民

生药房”经理，将“民生药房”的经营业务由以前的

主营西药，转变为同时经营西药和西医诊所。该药

房的调剂药物业务，由于坚持正规操作、调制处方严

格，得到迪化各界的广泛信任。有些著名医生如儿

科医生张桐寿，经他诊治开的处方一律写明“去民

生药房调配”。

津商刘竹溪主持“民生药房”业务期间，最重要

的工作就是拓展了西医诊疗业务。该药房除门诊外

还出诊，遇到危重病人则去病人家中打针、输液。该

药房的西医曾于夜间去迪化南梁宁夏湾等处给小儿

打针。一次一位妇女产后大出血病情危急，“民生

药房”的刘竹溪兄弟同医生终夜守在病人家中，进

行输液急救，终于使病人转危为安，而输液在当时的

诊所中是少见的［３］７７－８８。

可见，新疆总商会会长津商刘云卿开办的“民

生药房”，奉行认真负责的医疗态度与作风，不但对

新疆西医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还深深造

福了广大患者。

迪化还有一家著名的西医诊所———“志光诊

所”，由津帮人士王金萼与妻子郑学兰于１９３０年在
少数民族聚居的迪化西大桥附近（今红山宾馆附

近）创办［４］。王金萼毕业于新疆军医学校，医术高

超。该诊所擅长儿科，兼治性病、传染病，尤以儿科，

名冠全城。所用药物都是从苏联进口或从上海的大

药房购买。每天都有众多的各族患者来此就医。

除省城迪化外，汉族商帮人士还在新疆的一些

地县开设西医诊所。１９３８年１２月乌苏县的三家汉
族商帮商号即“宝聚丰”经理津商王宝珊、“正兴□”
号经理安维新、“运发生”经理李运成，为了当地的

卫生保健事业，“不惜巨资，在乌苏筹设诊疗所，以

解当地民众有钱无药、有病无医之痛苦，该所成立以

后，前往看病者络绎不绝，当地民众受惠不少”［５］。

二、协助新疆省政府扑灭疫病

民国时期的新疆曾多次爆发疫病（即大规模地

流行性急性传染病），严重威胁民众生命安全。流

行性急性传染病，古代称为“疠疫”“疠疾”“瘟疫”，

现统称为“疫病”。面对疫病肆虐，当时新疆省政府

适时采取了一些救助和预防措施，具体措施有：接种

痘苗、注射疫苗、强迫隔离等。同时还成立了卫生防

疫委员会、防疫站等防疫机构，在医院成立传染科、

消毒室。新疆省政府的上述举措有力地促进了新疆

公共卫生领域的近代化。

不容忽视的是，民国时期新疆民众不良的卫生

习惯，为疫病在近代新疆的发生和流行提供了土壤。

以民国初年的迪化为例，“住户随时把脏水向大门

外泼，把垃圾向大门扔。于是一到春暖解冻，……街

道变为泥海”，同时，“臭气冲天，如入鲍鱼之肆，……

细菌活跃，极易感染疫病”［６］１７９。直至１９３３年前，新
疆的“大街小巷垃圾遍地，街头巷尾便溺狼藉，零食

小贩的食物上面，到处积满了苍蝇灰尘，饭馆酒肆，

澡堂浴池肮脏污秽情形更不堪言状”。由于不讲究

卫生，不注重公共卫生健康，“致使疫病常常发生，

人民的身体蒙害甚巨”［７］。为此，新疆省政府面向

新疆民众开展了防疫宣传。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１日，和
静县政府成立防治鼠疫委员会，并组织６个宣传组，
分赴农牧区开展宣传活动［８］。新疆省政府积极倡

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引导人们树立

正确的健康观念、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了人们

自我保健意识和利用卫生服务的能力。

面对疫情肆虐，不但官方采取了抗疫行动，从事

医药行业的汉族商帮人士也积极帮助新疆省政府扑

灭疫病。１９１８年 ８月，新疆瘟疫蔓延，南疆尤烈。
疫情波及迪化，死亡１０００余人。新疆都督杨增新拨
款熬制防疫药剂，用数十口大锅放置在新疆省政府

门口煎汤熬药，用大碗盛给患者，每人一碗。

当时以汉族商帮人士经营的中药店为中坚力量

的迪化各药店同行公议，均要在药店门前支起大锅

熬制防疫药液，免费供应居民服用；各位开业中医与

业余行医者还发起义诊，为扑灭疫情尽力。迪化的

汉族医生高峻嵩、高华亭、吴绶等还携药奔赴南疆疫

区，为当地民众治病，以减少死亡，控制瘟疫［９］。

汉族商帮人士在迪化创办的七八家中药店，具

体有：秦商经营的“凝德堂”（１８７５年开业）、“元泰
堂”（１８７６年开业），它们在内地有总店，在新疆各地
有分号，有“口里口外，凝德元泰”之说；津商经营的

“德生堂”（１８９２年开业）、“德聚堂”（１９１４年开业）
中药店；湘商经营的“复临泰”（１８８６年开业）中药
店、“杏林春”（１９１７年开业）中药店；晋商经营的
“元顺西”（１８９４年开业）中药店、“永盛堂”（１９１７
年开业）中药店②等，响应同行公议，纷纷在门前用

大锅熬制抗疫汤药，用大碗施给病人［６］１７３。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救助下，到１９１８年底天气转寒，疫情慢
慢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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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商刘云卿开创的民生药房，每逢遇有疫情蔓

延时，都积极组织西医专家坐诊，协助政府对抗疫

情。４０年代迪化各种传染病如伤寒、麻疹、肺炎、痢
疾等猖獗一时，民生药房为防止传染病蔓延，于

１９４６年增添西医门诊业务，先后聘请西医知名大夫
张健生、李郁、杨维钧等坐堂接诊［３］７７－７９，每天都有

１００多名患者来门诊看病［１０］。

三、支持城镇的公共环境卫生建设

在公共环境卫生领域，新疆省政府设立了专门

的管理机构。１９１２年新疆省政府始设政务厅，监理
卫生行政。１９２８年６月，改称民政厅。后来民政厅
下设了保健科，除医疗管理外，还负责全省的公共卫

生行政。１９４４年９月，设立新疆省政府卫生处，掌
管公共卫生行政［１１］和医疗行政。新疆负责公共卫

生的机构终于实现了由清末警察局监管到民国时期

卫生处专管的转变。

公共环境卫生事业在新疆的各城镇中，以省会

迪化的建设成就最为斐然。迪化市政府进行了市政

卫生设施、人员编制、卫生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建设，

促使迪化向近代化卫生城市转变。１９３４年，迪化组
织了清洁队，设立公共厕所，置办了垃圾箱与垃圾

车，开设了副食市场和屠宰场。１９３８年，新疆省民
政厅依照中央国民政府颁布的《污物去除条例》之

规定，购买畜力垃圾车，安置垃圾箱，开展街道清扫

及垃圾清运。１９４０年，迪化市政委员会招收清道夫
１００名，装配双套铁轮马车５０辆，成立迪化市警察
局卫生队，清扫市中心几条大街。１９４３年４月，迪
化市民众清道队成立，有清道夫４８人，负责迪化市
区街道清扫及垃圾清运［１２］。１９４４年１１月，迪化市
民众清道队增至７９人，有队长、班长、清道夫、车夫
等不同分工。１９４９年 ４月，迪化市政府决定，由警
察局申报经费，整修垃圾车，开动洒水车上街［１３］。

进入民国后期的１９４５年，迪化市政府专门设置
了负责公共场所卫生的卫生警察。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１
日，迪化市卫生局首次举办卫生警察训练班，有１１
名警察受训后任卫生警察，卫生警察负责公共场所

卫生事宜［１４］。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３日，迪化市成立了公
共卫生事务所，不但制定了事务所的组织规程和办

事细则，还制定了清洁卫生竞赛通则，每月举行卫生

竞赛活动一次。公共卫生事务所具体负责管理市容

环境卫生。１９４５年８月间，迪化市政府扩大组织，
成立了卫生局［１５］。

在新疆省政府的倡导下，近代新疆的汉族商帮

人士积极支持城镇的公共环境卫生建设。新疆北部

地区冬天寒冷、漫长，省会迪化的“大雪盈尺厚，春

暖遂成泥泞，将军署前深没马腹”［１６］。１９３８年 １２
月迪化公安局管理处为“注意公共卫生，防止春季

街道泥泞起见，……要求通令各商号住户，在冬令之

际，关于城内外通衢小巷，所积灰雪要扫除净尽，运

至城外，以重卫生而利交通”［１７］。迪化的汉族商帮

商号认真执行公安局扫除街道积雪的通知，既保障

了街道的清洁卫生，也履行了作为市民的职责。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以汉族商帮人士为主体的新疆总
商会召开临时会议，决定捐助４０００万两（省票银）③

购买清理街道卫生的卫生车，此举可谓进一步完善

了迪化城内的公共卫生设施建设。捐款数额按商号

规模大小均摊，共分五等，甲等为“福泰成”“德昌

源”等５家商号，各捐助８０万两。乙等为“德聚和”
“恒丰泰”等 ２９家商号，各捐助 ５０万两。丙等为
“东立德”“华丰立”等４７家商号，各捐助２５万两。
丁等为“义礼生”“德裕润”等 ５３家商号。戊等为
“善丰厚”“义和堂”等４５家商号［１８］。在此次捐款

筹办卫生车方面，汉族商帮人士起了带头捐助的示

范作用，捐款最多的甲等排名第一“福泰成”为津商

暨主持总商会会务的石寅甫经营，排名第二“德昌

源”是津商崔善祥经营的商号，乙等排名第一的“德

聚和”是津商任名武经营的商号。其余商号“恒丰

泰”“东立德”“华丰立”“义礼生”“德裕润”，均为汉

族商帮商号。

１９３９年５月，迪化南梁一带“阴沟倒塌，易生水
灾”，汉族商帮人士又发起了捐款翻修活动，其中汉

族商号“永德号”捐款１６．４万两（省票银），汉族商
号“元盛魁”捐款１０万两（省票银）［１９］。

新疆各地县汉族商帮人士对于当地的公共环境

卫生事宜，同样热心支持。１９３９年６月，以汉族商
帮人士为主的绥来（今玛纳斯县）县商会，“鉴于天

热，市政卫生尤要注意”，县商会召集会议，决定：

“通街设置卫生水桶，大户每家一个，城内外共设卫

生车两辆，特为办理街市卫生之用，所需款项全由民

众捐款。”［２０］

四、设立公共浴室

近代新疆公共浴室较少，人们清洁洗浴不方便，

汉族商帮人士积极创办公共澡堂，培养民众良好的

卫生习惯，以预防疾病，强身健体。１９３６年２月，津
商韩君璧计划在省城迪化修筑一座大规模新式澡

堂，内分男女浴室。虽然澡堂由韩君璧负责召集股

东合资开办，但合资资金仅能进行建筑房屋、修填炉

灶及购置桌凳等事项，其他如汽锅、瓷盆、气管等均

需要大量资金向苏联批购。汉族商帮人士领导、支

持下的新疆总商会对此进行了担保，经省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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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向苏联购办的汽锅炉、气管等费用，由政府５００
万金卢布贷款内补助借贷［２１］，才终于促成了此事。

津商张锡禄于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５日在迪化文化路开办
了“新盛泉浴室”，浴室有池堂和盆堂，池塘的休息

室分雅座和普通座，设有理发、搓背、修脚等服务项

目［２２］。“新盛泉浴室”设备齐全，营业至今，成为“中

华老字号”。汉族商人在迪化开办的“宜新澡堂”，也

很有特色，浴室分特号、小号、大号，最高级“特号内设

大洋瓷浴盆，毛巾、香皂、海绵、脸盆、草鞋，一应俱全，

每位票价１元（新省币），时间６０分。”［２３］同时，该澡
堂还有理发、烫发、刮脸等服务项目。

汉族商帮人士中津商经营公共浴室的从业者较

多，他们在迪化还开设有玉清池澡堂（津商李养泉

１９２０年创办于衣铺街）、杨家澡堂（津商杨易斋
１９４０年创办于藩台巷）、黄家澡堂（津商黄玉１９４０
年创办于藩台巷）、李家澡堂（津商李某，人称李货

郎子，１９４０年创办于西河街）等④。

公共卫生领域的近代化发展在新疆近代化发展

进程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由于新疆

省政府的大力建设，近代新疆公共卫生的近代化取

得了一些重要成就，如：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对

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妇幼卫生、学校卫生给予了关

注；积极倡导公共卫生观念、普及卫生科学知识，人

们的公共卫生意识得到提升；近代疫病预防体系也

出现了初步萌芽等。

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汉族商帮作为近代

新疆社会中的一支重要群体，通过自己在公共卫生

领域的进步活动，发挥了独特社会作用。他们通过

医药技术帮助新疆各族民众治愈与对抗疾病，积极

捐资完善公共卫生设施、改善公共环境卫生，设立公

共浴室培养公众的卫生意识与习惯，这些活动不但

提高了近代新疆人们的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还有

力地促进了新疆公共卫生领域的近代化进程，推动

了祖国边疆地区———新疆融入近代文明生活的洪

流；增进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祖国统一，强化了新疆

各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心理认同感。

注释：

①汉族商帮，指的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
“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

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新疆

的汉族商帮发端于清乾隆年间统一新疆之初，形成于清光

绪时期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之际，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已有相
当实力，形成以按地域划分的“八大商帮”，即：燕（其中京

商少，津商多）、晋、秦、陇、蜀、湘、鄂、豫。至民国３０年代，

汉族商帮有很大发展。（作者注）

②参见昝玉林《乌鲁木齐往事漫记·悬壶与药王》，载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乌鲁木齐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１６辑），乌鲁木齐：新疆兵团印
刷厂，１９９３年，第８４页。

③省票银，是新疆地方货币单位。１８４０～１９３９年以前的新
疆币制极为紊乱，既有纸币（如伊帖、阿尔泰通用银券、喀

票、省票），也有金属货币（如天罡、红钱、银圆、银两、铜圆

等）。不但不同地区的币值兑换比例不一样，而且南北疆

使用的钱币不同，互不通用。这给人们的商业贸易和日常

生活带来极大不便。１９３９年７月１日，新疆开始实行币制
改革，将以“两”为单位的旧省币改为以“元”为单位的新省

币，收兑旧的省票与喀票，停止使用银圆、银块、红钱、铜圆

等金属货币，以统一全省币制。至１９３９年底，旧币已全部
收回。从此，新疆的地方币制开始真正统一。（作者注）

④ 《天津商帮店铺情况表》（根据历年随机调查整理），天津
市西青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青文史》（第９
辑），１９９９年（内部资料），第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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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大同书》的创作及其社会改造思想

曹发军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１６
作者简介：曹发军（１９６８—），男，河南信阳人，博士，中国现代史学会会员，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

摘　要：《大同书》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康有为系统阐述其构想的“大同”社会理想的著
作。在这本书里，康有为从他的“仁爱”观出发，历数了人们遭受的种种苦痛，并指出“总诸苦之根

源，皆因九界而已”。随后，康有为又分头论述了如何去除“九界”，并勾画了未来“大同”社会的理想

蓝图。为了给改造旧社会构建理想中的“大同”社会提供理论支持，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那个时

代的社会政治制度进行了辛辣的抨击。在对传统制度进行抨击的同时，康有为也详细地呈现了自己

的社会改造规划。

关键词：康有为；《大同书》；大同社会愿景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０．０１．０１４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６８－０４

　　《大同书》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康有为系
统阐述其构想的“大同”社会理想的著作，乃康氏

“本不忍之心，究天人之际，原《春秋》三世之说，演

《礼运》天下为公之义，为众生除苦恼，为万世开太

平、致极乐之作也。”［１］２在《大同书》书中，康有为系

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社会改造思想，希望通过社会改

造，构建一个天下为公、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康有

为考虑到他的一些激烈的社会主张远远超越了他所

生活的那个时代，担心该书的出版会给自己带来诸

多麻烦和危险，故而在他生前没有将该书完整出版，

只是在辛亥革命后的１９１３年才在学生们屡次请求
下仅仅在《不忍》杂志上发表了该书的前两卷。该

书的其他部分，也就是承载康有为最激烈的社会理

想的章节，直到１９２７年，康氏去世８年后，才由他
的学生钱定安送交中华书局出版。《大同书》是体

现康有为政治理念的一本重要著作，也是研究康

有为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笔者多年前阅读

此书时，曾为该书的“奇谈怪论”所震撼，书中观点

至今清晰如昨。今将该书中提出的社会改造思想

简单梳理一下，提交出来和大家交流，籍抛砖引玉

之功效。

一、康有为及其创作的《大同书》

（一）康有为─—中国近代维新变法运动的倡
导者

康有为，１８５８年出生于晚清广东南海县一个官
僚地主家庭。幼年时期，康有为和同时代众多官僚

地主家庭的孩子一样依例进入私塾学习，开启了诵

读四书五经的读书生涯。由于生活在清末民初这样

一个东西方文化激烈交流碰撞的时代，康有为可以

很便利地接触到一些来自西方的报刊书籍。在漫长

的学习生涯中，在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地驱使下，

康有为在诵读国学经典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同

时，也广泛涉猎那些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

会科学知识，尤其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

济、文化制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学习和研究，知识非

常渊博，终成一代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强有力的

“西学”背景，使康有为得以突破中国旧的思想文化

的束缚，对当时的世界大局有了全新的认识。在清

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康有为

从改造中国以挽救民族危亡拯救万民于水火的良好

愿望出发，综合中、西方思想文化，构建了自己的一

套完整的维新变法理论体系。康氏一生著述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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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统计其一生撰稿超过７００万字。他阐述维新变
法理论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

制考》和《大同书》等。在这些著作中，康有为把来

自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公羊》“三世”说结合在一起，提出了自己的历史

进化论。他说，“《春秋》要旨分三科：据乱世，升平

世，太平世，以为进化，《公羊》最明”［２］７９。在康有

为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都要经历“据乱世”“升平

世”“太平世”三个历史时期，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据

乱世”时期，必须先通过维新变法，实现君主立宪，

使中国成为一个和英法美德日俄诸国并驾齐驱的强

国，实现国家富强，彻底摆脱民族危机，进入“升平

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经过数代人

的努力奋斗，最终和世界人民一起进入民主的“太

平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就康有为思想体系

的内在逻辑来说，在中国推行变法，在不引起巨大社

会动荡和不对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破坏的前提下，实

现国家的政治转型，使中国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

资本主义国家，只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中国

社会最终要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和各国人民一道走

向“大同”世界。

（二）《大同书》及其描绘的大同社会愿景

《大同书》是康有为旨在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

著作，全书共３０卷，约２０万字，分为甲、乙、丙、丁、
戊、己、庚、辛、壬、癸。甲部是全书的总论，起着总揽

全局的作用。在《大同书》的开篇甲部“入世界观众

苦”里，康有为从他作为一个儒者与生俱有的“仁

爱”观出发，首先历数了人们遭受的种种苦痛，并指

出“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所谓“九界”，

“一曰国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级界，分贵、贱、

清、浊也；三曰种界，分黄、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

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

业界，私农、工、商之产也；七曰乱界，有不平、不通、

不同、不公之法也；八曰类界，有人与鸟、兽、虫、鱼之

别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

议。”［１］６６在这里，康有为想要说明的是要去除人们

的苦痛，“即在破除九界而已”。在《大同书》的甲部

以后的九部里，康有为不仅详细具体地论述了如何

去除“九界”的问题，还勾画了未来“大同”社会的理

想蓝图：“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没有阶级、民族的

区分，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既无专制之君主，又无民

选之总统，没有官吏，所有人都平等；也没有家庭、亲

属，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自由的个人，男女“则以情好

相合，而立合约，定有期限，不名夫妇”，所生儿女

“均由公共之人本院、育婴院、慈幼院、小学、中学、

大学院以教养之”，“人民既受公共之教养二十年

后，公家又给以职业。及其老也，又有公共养老院，

疾病则有公共之医病院，考终则有公共考终院”［１］２。

在这个社会中，政治上实行高度的民主化，经济上实

行社会化的大生产，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社会产品

极大丰富，“每人都能充分获得所需、所欲，而无痛

苦或不安，生命乃是一连串的乐事。衣、食、住、行不

仅提供高度的舒适，而且给与十分美感”［３］４２０。每一

个人都能在大同世界中平等地过上“其乐陶陶，不

知忧患”［１］５０的生活。

在《大同书》里，康有为“悬想的大同社会是一个

至公、至平、至仁、至治的极乐世界，它‘无邦国，无帝

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表达

了人类的诸多美好愿望”［４］７０。但是，由于康有为所

勾画的大同社会蓝图和他设计的政治路线图没有立

足中国实际，不能适应彼时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

完成历史任务的需要，注定不会产生什么实际社会效

果，以至于毛泽东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

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５］１４７１

二、《大同书》对社会改造问题的探讨

（一）《大同书》对传统制度的抨击

为了给改造旧社会构建理想中的“大同”社会提

供理论支持，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那个时代的社会

政治制度进行了辛辣的抨击。康有为首先对“国界”

进行了抨击，他说：“然国既立，国义遂生，人人自私其

国而攻夺人之国，不至尽夺人之国而不止也。或以大

国吞小，或以强国削弱，……其战争之祸以毒生民者，

合大地数千年计，遂不可数，不可议。”［１］６９因此，国家

一日存在，战争便不会停止，人民的苦难也不会停止。

他把国家的存在看成是通向大同之路的第一个绊脚

石，在他看来，要实现人类大同，必须首先去除“国

界”。去除“国界”实“为大同之先驱耳”［１］８７。

“级界”是康有为抨击的第二个目标。他说“人

类之苦不平等者，莫若无端立级哉！”［１］１２６在这里，

康有为尤其对印度的种姓制度大加鞭挞，并以此为

例说明，“级界”的存在不仅损害了人们的平等权

利，而且严重阻碍了国家社会的发展，使“其国一败

涂地而不可振救”。

依康有为所见，种族歧视是人类痛苦的第三个渊

源。康有为认为“人类之生，皆本于天，同为兄弟，实

为平等，岂可妄分流品，而有所轻重，有所摈弃

哉！”，［１］１２６但他同时也承认世界上各种族在智力、体

力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明确地说“银色之人种横

绝地球，而金色之人种尤居多数，是黄白二物，拥有全

世界。白种之强，固居优胜，而黄种之多而且智”。而

“棕色者，目光黯然，面色昧然，神疲气絍，性懒心愚，

耗以微哉，几与黑人近！”［１］１３４由于人种之间在形体、

智力等方面存在天然的巨大差异，这和大同世界的愿

景相左，所以，康有为提出了要进行“改良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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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而言，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形界”和

“家界”的抨击更为激烈。对于女子受到的不公正

待遇，他用极强烈的字眼进行谴责，他说：“夫以男

女皆为人类，同属天生，而压制女子，使不得仕宦，不

得科举，不得为议员，不得为公民，不得为学者，乃至

不得自立，不得自由，甚至不得出入、交接、宴会、游

观，又甚至为囚，为刑，为奴，为私，为玩，不平至此，

耗矣哀哉！”随后，康有为进一步将歧视、压抑妇女

的行为上升到“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失公益”的

高度，指出此类现象“于义不顺，于事不宜”［１］１７１。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抨击最激烈者莫过于家

庭制度，在康有为眼中，中国的家庭生活简直就是一

幅凄惨的景象，“凡中国之人上自簪缨诗礼之世家，

下至里巷蚩氓之众庶，视其门外，太和蒸蒸，叩其门

内，怨气盈溢，盖凡有家焉无能免者”［１］２１７。为了揭

露家庭制度之罪恶，康有为总结出十四项有家之害，

并得出“故家者，据乱世人道相扶必需之具，而太平

世最阻碍相隔之大害也”［１］２２５。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对私有财产制度也进行

了猛烈的抨击，将它归类为另一阻碍人类快乐的错

误制度。不过，康有为抨击家庭制度主要基于他对

中国社会的了解，而他对私有财产制度的批评大都

根据他所了解的西方工业社会的情况。

（二）《大同书》的社会改造规划

在对传统制度进行抨击的同时，康有为也详细

地呈现了自己的社会改造规划。康有为的社会改造

方案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是一套

完整的社会改造方案。

在《大同书》的乙部，在历数“有国之害”的基础

上，康有为提出了“去国界合大地”的设想，其基本

思路就是“消除邦国号域”，现有“诸国改为州郡，而

州郡统于全地公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

“由公民公举议员及行政官以统之”。“各建自主州

郡”在政治上“若美国、瑞士之制是也”［１］８９。康有为

认为，“初设公议政府为大同之始”［１］９５，设置世界性

的“公议政府”乃是走向“大同”社会的第一个具体

的步骤。各级公政府的建立既是实现世界“大同”

的首要环节，也是推行社会改造建设大同太平世的

依托。接着，在《大同书》丙部以后的各部，康有为

详细论述了社会改造的各项措施。在丙部“去级

界，平民族”里，康有为基于“人类之苦不平等者，莫

若无端立级哉！”［１］１２６提出在未来的大同社会，“阶

级尽扫，人人皆为平民”［１］１２８。在丁部“去种界，同

人类”里，康有为认为，“欲合人类平等大同，必自人

类之形状、体格相同始”［１］１３９，要通过“迁地”“杂婚”

“改食”“沙汰”等措施，实施人种改造，淘汰“棕、黑

人有性情太恶，状貌太恶或有疾者”［１］１４３，消除白色、

黄色、棕色、黑色人种之间的差别。在戊部“去形

界，保独立”里，康有为着重论述了男女平等的问

题，设想在未来的“大同”社会“男女皆平等独立”，

“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只许订岁月交好之和约

而已”，“婚姻期限，久者不许过一年”［１］１９６。在己部

“去家界，为天民”里，康有为详细设计了大同世界

中社会为妇女、儿童、老人兴办的福利教育事业，他

设想在未来的“大同”世界里，“人人皆直隶于天，”

“生育、教养、老病、苦死、其事皆归于公”［１］２２７。

对未来“大同”社会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康

有为也做了精心的安排。在庚部“去产界，公生业”

里，康有为设想未来的“大同”社会将实行生产资料

公有制，“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于公”［１］２８０。同时，由

于实行了机器大生产，“机器日新，足以代人之劳”，

“劳动苦役，假之机器”，人们每日只需要工作“三四

时或一二时”，其余时间“皆游乐读书”［１］２８９。

为了激励人们上进，康有为认为在未来的“大

同”社会，除了实行民主政治外，还必须实行一些重

大的奖惩措施。在辛部“去乱界，治太平”里，康有

为除了重申，“凡大同之世，全地大同，无国土之分，

无种族之异，无兵事之争”［１］２９７，“地方分治以度为

界”，各地在政治上普遍设立议会，实行主权在民，

地方自治，在经济上实行公有制外，还特别强调，

“为公众进化计”，大同社会要实行“竞美”“奖智”

“奖仁”“禁懒惰”“禁独尊”等措施。

当然，由于深受儒家的“仁爱”观和佛家慈悲为

怀思想的影响，康有为将其作为一个儒者所具有的

民胞物与、悲天悯人的情怀也融入到了对未来社会

的规划中来。在壬部中“去类界，爱众生”里，康有

为不无动情地说“乱世亲亲，升平世仁民，太平世爱

物”，在未来的“大同之世，至仁之世也，可以戒杀

矣”。对于“牛、马、犬、猫”等，也应“亲之、爱之、怜

之、恤之”，［１］３３６要有仁爱之心。

在经历一系列社会改造之后，康有为不无乐观地

提出“九界既去，则人之诸苦尽除矣，只有乐而

已”［１］３４１。在癸部“去苦界，至极乐”中，康有为用了很

大的篇幅，叙述大同社会的“居处、舟车、饮食、衣服及

其他之乐”，描绘了一幅其乐融融的太平盛世景象。

三、余论

康有为作为政治人物，晚清时倡导维新，鼓吹开

明专制，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继续忠于前朝，反对

共和，其政治实践与《大同书》中所倡导的政治理念

反差极大。纵观康有为一生，我们会发现康有为实

际上具有双重社会角色，一个是关注实际事务的社

会改良运动的鼓吹者和推动者；另一个则是神驰于

理论与想象领域、超脱现实的思想家。可见其政治

理念和政治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的反差。为什么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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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康有为深知“社会结构不同理

论的宣扬和实践应配合人类进步的不同阶段。”
［３］３９读史使人明智，理解了康有为也许对理解康有

为之后的政治人物有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１］康有为．大同书［Ｍ］．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２］康有为著．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

［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萧公权．近代中国与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４］曹发军．从《大同书》看康有为的社会下层情结［Ｊ］．中州
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４）．

［５］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责任编辑　谢春红）

ＷｒｉｔｉｎｇｏｆＫａｎｇＹｏｕｗｅｉ’ｓＧｒｅａｔＨａｒｍｏｎｙＢｏｏｋａｎｄＨｉ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ｅｆｏｒｍ

ＣＡＯＦａｊｕ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４５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ＧｒｅａｔＨａｒｍｏｎｙＢｏｏｋｉｓａｂｏｏｋｔｈａｔＫａｎｇＹｏｕｗｅｉ，ａ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ｈｉｎｋｅｒ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ｎ，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ｅｘｐｏｕｎｄｅｄｈｉ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ｉｄｅ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ＧｒｅａｔＨａｒｍｏｎｙ”．Ｉｎｈｉｓｂｏｏｋ，ｆｒｏｍｈｉｓ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ＫａｎｇＹｏｕｗｅｉｅｎｕｍｅｒａｔｅｄａｌｌｋｉｎｄｓｏｆ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ｕ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ｏｏｔｏｆａｌｌｔｈｅ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ｗａ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
“ＮｉｎｅＲｅａｌｍｓ”．Ｈｅａｌｓｏ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ｈｏｗｔｏｒｅｍｏｖｅｔｈｅ“ＮｉｎｅＲｅａｌｍｓ”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ａｎｄｏｕｔｌｉｎｅｄｔｈｅｉｄｅａｌ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
ｆｏｒａｆｕｔｕｒ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ＧｒｅａｔＨａｒｍｏｎｙ”．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ｌｄｓｏ
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ｄｅａｌ“ＧｒｅａｔＨａｒｍｏｎ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ＫａｎｇＹｏｕｗｅｉｍａｄｅａｈａｒｓｈａｔｔａｃｋｏ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ａｔｅｒａｉｎｔｈａｔｂｏｏｋ．Ｗｈｉｌｅａｔｔａｃｋ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ＫａｎｇＹｏｕｗｅｉａｌｓｏ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ｈｉｓｏｗｎｓｏｃ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ｉｎｄｅｔａｉ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ＫａｎｇＹｏｕｗｅｉ；ＧｒｅａｔＨａｒｍｏｎｙＢｏｏｋ；ｈｏｐｅｏｆｇｒｅａｔｈａｒｍｏｎｙｓｏｃｉｅｔｙ

（上接第６７页）
［１４］新疆通志编撰委员会．新疆通志·卫生志［Ｍ］．乌鲁木

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８．
［１５］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１２册）［Ｍ］．台北：兰溪出

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８０：７０２２．
［１６］问天．新疆迪化调查纪略／／王云五、李圣五主编．新疆

与回族［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３：９２．
［１７］保护马路，扫除街道积雪，公安局通令各商户［Ｎ］．新疆

日报，１９３８－１２－０２（３）．
［１８］总商会临时会，选定韩君璧为新光副经理，筹办卫生车经

费各商负担四千万［Ｎ］．新疆日报，１９３８－１２－０６（３）．
［１９］捐集中巨款翻修阴沟，南梁居民热心可嘉［Ｎ］．新疆日

报，１９３９－０５－２７（３）．

［２０］绥来民众捐助，整顿市政．新疆日报［Ｎ］，１９３９－０７－０６
（３）．

［２１］本市将建修大规模之新式浴塘一所，商民召集股本合
资筹办［Ｎ］．新疆日报，１９３６－０２－２４（３）．厉声．新疆
对苏（俄）贸易史１６００—１９９０［Ｍ］．乌鲁木齐：新疆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３：４５４．

［２２］刘荫楠．新盛泉浴室／／乌鲁木齐掌故（一）［Ｍ］．乌鲁木
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９４．

［２３］要想得到健康身体，快来宜新澡堂沐浴［Ｎ］．新疆日报，
１９３９－０５－１８（４）．

（责任编辑　谢春红）

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Ｈ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Ｇｒｏｕｐｉ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

ＪＩＡＸｉｕｈｕ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ｒｕｍｑｉ，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８３００１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ｇｒｏｕｐ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ｉｎａｄ
ｖａ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ｓｓｉｓｔｉｎｇ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ｓｔａｍｐｏｕｔｔｈ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ａｎ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ｗｎｓ，ａｎｄｏｐｅｎ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ｂａｔｈｓ．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ｔｈｉｎｋｓｔｈａｔＨ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ｇｒｏｕｐ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ｍｏｄｅｒｎ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ｔｈ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ａｌｌ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ｓ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ｇｒｏｕｐ；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７·



第３７卷　第１期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１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０年２月

Ｆｅｂ．２０２０　

语言的产业经济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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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经济学视角研究语言资源，语言具有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等经济特性，语言也具有
投入、产出和人身依附等人力资本特性。在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基础上衍生出经济学与语言

学的一个交叉学科———语言经济学。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与经济价值为语言产业的形成提供了必

要条件。在对语言经济学和语言产业的定义以及内涵研究梳理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新的语言

经济学定义，并对语言产业的概念和语言产业的分类进行了归纳，提出了便于在实践中操作的可行

方法，最后讨论了我国语言产业的经济贡献度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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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作为人

类彼此交流的一种存在符号，语言也担负着人类信

息记载、文明传承的重大使命［１］。长期以来，由于

研究目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不同，我们对“语

言”的定义也各有不同，各有侧重。下面仅举几例

以示说明：

（１）语言是一种人类重要的信息传递符号系
统，是人类最重要的存在方式之一。

（２）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用于思想表达和情
感交流的一种口头或文字系统。

（３）语言是指所有任何可用于表达和交际的方
式，如姿势、符号、动物发声等。

然而，以上几种代表性的定义都是从信息论和

符号学的视角对“语言”做的解释，突出的是语言的

信息传递和能指、所指功能。随着对语言研究的进

一步深入和扩大，出现了各类语言学科，比较成熟的

有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认知语

言学、应用语言学，等等。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经
济学家注意到人类语言活动的相当部分可以从经济

学得到解释［２］，特别是７０年代后期欧洲各国针对殖
民地民族主义势力抬头的趋势，开始纷纷制定本国

的官方语言政策，于是产生了对“语言经济学”的强

烈需求。自此之后，对语言的研究又多了一个维

度———经济学维度。本文拟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审

视语言，全文基本思路是：一、经济学维度的语言阐

释；二、经济产业维度的语言分析。语言的经济学分

析是基础，是语言产业发展的前提，只有当语言经济

发展出具有产业属性之后，语言经济学才能成长为

语言产业经济学。本文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刻

认识语言的经济属性，追踪国内语言经济学的研究

前沿。此外，通过对我国语言产业概念内涵及业态

分类研究的梳理，可以使我们了解掌握普遍通行的

语言产业分类标准，对我们认识、研究语言产业的经

济贡献度，以及对我国语言产业的稳步发展具有现

实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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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的经济学解释

（一）语言的经济作用

“分析语言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从经济

思想史上来看，应该说已是非常久远的事了。”［３］从

当代来看，在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力量中，除了技术

和制度外，就是文化了。文化有多种表现形式，语言

是其中举足轻重的一种，它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承担

着民族自我认同和个体间信息交流传递的双重使

命。这就是语言人文性和工具性的体现。一般而

言，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相似语言的劳动者更易聚

集在一起，构建一定的社会网络，形成社会资本，从

而影响该网络成员个体以及整体劳动收入的绝对数

量和相对位次。［４］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劳动者语言

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劳动者获取何种工作机会、

获得何种劳动报酬，成为决定劳动者经济地位，甚至

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这种劳动者语言能力对劳动

者收入的影响，就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

一。

对语言的经济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

段。在第一阶段，语言被视为一种民族归属，具有民

族认同的功能。操有相同特定母语的人可以组成一

个特定的群落，群落之间这种语言上的差别是导致

个别群落优越性的主要因素，从而造成了该群落人

类社会经济地位的支配地位。该阶段的研究多是以

美国黑人和白人的收入差距以及加拿大以英语和以

法语为母语者的收入差别为考察对象。在第二阶

段，语言被视为一种人力资源。语言技能和其他技

能（汽车修理能力、会计业务能力等）一样，都是个

人或社会通过投资金钱、时间和精力，从而能够为自

身带来收益的经济资源。在第三阶段，基于前两个

阶段的研究，语言已超越了身份标识的功能，而且也

不仅仅是具有潜在价值的技能，而是一种植根于人

的语言属性。这种与人密不可分的语言属性是影响

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

（二）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

“人力资本”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Ｔｈｅｏ
ｄｏｒｅＷ．Ｓｃｈｕｌｔｚ）首先给予解释而获得特定含义的
一种资本概念。与物力资本相对应，人力资本指的

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

的能力，具有生产性、可变性和稀缺性等属性。［５］语

言作为人力资本，具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

宏观上，它是指国民总体的语言能力，是构成一国人

力资本的一个重要部分。国家的投入和语言人力资

本的积累需要考虑许多问题，如语言规划、投入产出

比例等；微观上，作为个体的人力资本，是个体优化

选择、投入产出的问题，与个人的就业和收入相关。

从总体出发，国民总体语言能力影响了本国的

对外经济贸易。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研究发现，美国与他国
双边贸易量与英语在该国的普及度和该国国民英语

语言的掌握程度成正比。Ｉｓｐｈｏｒｄｉｎｇ＆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为
研究语言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采用用通用语（ｌｉｎｇｕａ
ｆｒａｎｃａ）代替母语的方法，通过对比母语与通用语的
差异度，从而核算出语言距离，研究发现语言距离与

贸易流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语言距离最小的两国

贸易流量比语言距离最大的两国贸易流量少约

４％。为探讨国民英语能力对该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张卫国、孙涛［６］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对此进行了估

计，研究发现，国民综合英语能力与我国对外服务贸

易流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这种影响是稳健的，

大体还呈现上升趋势。改善和提高国民英语能力对

我国对外经贸往来的可持续发展大有裨益。徐臖、

自正权［７］运用引力模型，选取 ＷＡＬＳ语言指数并加
权处理，搜集了中国与１７个贸易国近十年双边贸易
的数据，实证研究了语言距离与对外贸易的关系。

发现语言距离对中国的双边贸易流量影响显著，语

言因素是影响中国对外贸易不可忽视的因素，国家

有关部门和学者应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在微观层面，语言都是依附在一个个鲜活的人

体上，具有人身依附性，外在表现为特定的语言能力

和技能。作为技能，一个人的语言技能就如同焊工

的焊接技能、车工的车床技能一样、会计的理账技能

等一样，都是一种很重要的人力资本形式，具有成本

投入性、收益产出性和人身依附性人力资本的三个

要素。首先，提高语言技能需要有成本投入，需要花

费代价。这里的成本既指金钱成本，也指时间或其

他方面的成本。从这方面讲，语言技能具有一般资

源“稀缺性”的属性。其次，语言技能具有产出性，

能为拥有语言技能的人带来收益，或是经济收入的

增加，或是社会地位的提升等。最后，语言技能与社

会中的个体不能分割，它不能脱离人的身体而独立

存在，语言技能必须依附于人体，否则就成了无本之

木，无源之水了。总之，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形

式，个人的语言资本与本人的工资收入分配和社会

经济地位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８］一般而言，一个人获得的收入与其掌握的

语言种数和单种语言技能高低成正比。因此，“语

言资本投资也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形

式”［９］。

·３７·



（三）语言经济学

语言既然能够带来经济利益，具有经济属性，这

就说明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视角审视语言资源，解

读语言学。反过来，发自２０世纪初的哲学的语言学
转向迅速波及了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学

科，进而把经济学也成功地吸纳到了“语言转向”中

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人与人的交易

和交换与人们的语言密切相关。其实，经济学的鼻

祖亚当·斯密（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早就指出，人的交易是
需要语言的，这是人类有市场交换和交易行为，并能

形成习俗、惯例和制度的根本原因，即只有人类有语

言。基于以上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成功地在语言

学与经济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找到了语言学与经

济学的对接———语言经济学。

语言经济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人力资本

理论和教育经济学在语言经济学的发展中起到了关

键性作用。［１０］３人力资本的积累在于教育投资，而语

言知识的习得与技能的提升是教育投资（包括正规

教育与继续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们花费了

金钱、时间等成本获取语言知识、提升语言技能，自

然期望得到某种经济的收益。基于人力资本理论与

教育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的开拓者马尔萨克（Ｊｏｂ
Ｍａｒｓｃｈａｒｋ）所提出的语言具有价值（ｖａｌｕｅ）、效用（ｕ
ｔｉｌｉｔｙ）、费用（ｃｏｓｔ）和收益（ｂｅｎｅｆｉｔ）的观点更具有了
理论支撑，这也为语言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内

容。语言资本作为人力资本的一个要素，是其重要

的存量之一。更重要的是语言资本是获取其他人力

资本的资本。我们通过语言了解、学习、掌握科技，

通过语言与人沟通。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人。语

言能力制约着我们对先进科技信息的获取量与摄入

量，影响我们对先进技术的掌握。较低的语言技能

会影响个体心态的发展，进而对人力健康资本产生

负面影响。语言的特殊人力资本属性在人们的经济

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凸显，语言经济学从此和

人力资本理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以此为突破口，

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关于语言经济学的定义，目前存在着这样几种

代表性的观点：格林［１１］认为，语言经济学是指“在对

表征语言变量的关系研究中，使用经济学的概念和

工具。”它主要侧重于研究经济因素对语言各变量

的影响；而有学者则认为，语言经济学“利用经济学

的方法和工具研究语言能力的决定因素和后

果”［１２］，甚至还有学者认为，修辞，作为一种表达手

法，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的经济学。因为，经济学是研

究稀缺资源在市场中的分配问题，修辞是研究如何

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科学，在人们无法满足倾听欲

望的情况下，可借助修辞手段分配稀缺语言资源以

提高表达效果。可见，对于语言经济学这一概念，不

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尽管上述定义存在着这样

那样的瑕疵和分歧，但是经济学理论、方法和工具在

其中的确占据着重要作用。事实上，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各学科研究的交叉在不断地扩展和深化，语

言经济学也是如此。今天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已

经远远超越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马尔萨克提出这一概
念时的内容。

因此，我们今天如果将语言经济学仅仅定义为：

“采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把语言和言语行

为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现象来加以研究的一

个经济学分支学科。”［１３］未免有欠妥之处。首先，这

一定义中只关注了语言的经济学研究，没有谈到经

济学的语言研究；其次，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

科，不能被习惯性地称为某一学科的一个分支，它应

有其自己的学科归属。综上，我们至少应从三个维

度审视语言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对象，分别是

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语言自身的问题；运

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经济学中的语言运用问

题；以及二者兼而有之，即研究语言与经济的关系问

题。因此，我们尝试为语言经济学重新下一定义：语

言经济学是一门分别运用语言学与经济学的理论和

方法分别研究经济学中的语言运用问题和语言运用

中的经济问题的一门交叉学科。

三、语言的产业分析

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与经济价值为语言产业的

形成提供了必要客观条件。构建语言产业，可以最

大效度获取语言红利，促进经济绿色发展。语言产

业是语言经济最直观的表现形式。李宇明认为，语

言不仅是一种软实力，同时也是一种硬实力，它可以

以产业的形式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价值，赚取

“语言红利”。

（一）语言产业的定义

“产业是指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具有相互作用

的经济活动组成的集合或系统。”［１４］当语言以一种

较大规模且深刻有力的方式呈现在经济活动中时，

语言产业的概念就应运而生。事实上，语言产业早

已存在是个不争的事实，如我们身边的语言培训、语

言翻译以及语言出版等。只不过因为语言已成为我

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并未察觉其存在、并敏锐地

从经济产业的视角分析而已。另一个原因是语言及

·４７·



其语言产业并不像第一、第二产业的多种产业类型

那样，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显著地位，为经济增长带来

直观效益，这也导致了语言产业被置于被忽视的角

落，对语言产业问题的研究也未被重视。最近几年，

随着国内语言经济学研究的热起，对语言的产业研

究也随之开始吸引学界关注。

有多位学者试图对语言产业进行概念定义。贺

宏志［１５］以语言文字在语言产品和语言服务中担当

的角色为标准解释语言产业，他认为语言产业可以

是以语言文字作为原料和内容生产各种语言产品的

产业，也可以是以语言文字作为加工处理的对象提

供各种语言服务的产业。黄少安等［１６］则从语言产

业的运作方式和语言服务的目标角度定义语言产业

是这样一种生产和服务活动：语言产业是一种采取

市场化的经营方式生产语言类产品或者语言服务，

从而满足国家或者个人对各种语言产品或语言服务

需求的产业。该定义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分

析了语言产业多层次的经济服务属性。从微观上

讲，各种市场化了的语言类产品和服务可以满足不

同个体的多层次语言需求，提升个体语言技能，增加

个体人力资本存量；从宏观上讲，某地区或一国各类

语言产业的完善和发展不仅可以有效作用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强该国或该

地区服务其居民的能力，促使其居民拥有更高的幸

福获得感，提升国家或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此外，陈

鹏也认为语言产业概念的一个关键点是语言产品。

从需求和消费的角度来讲，因为存在语言需求，语言

服务企业为满足语言客户的语言需求，从而生产出

各类语言产品或服务，导致语言消费行为的发生，而

当此种语言消费行为达到一定的成熟度和规模之后

便形成了语言产业。据此，他认为语言产业是以语

言为内容、材料，或是以语言为加工、处理对象，生产

出各种语言产品以满足各种语言需求的产业形

态。［１７］

综合以上学者们对语言产业概念的研究，我们

将语言产业解释为或以语言文字作为生产原料和内

容，或以语言文字作为加工处理的对象，生产或提供

各种语言产品或语言服务，以满足个体和社会的语

言消费需求。这一解释既包含了语言产业的生产方

式，也指出了语言产业的服务对象。

（二）语言产业的内涵与分类

１．语言产业的内涵
语言作为人类信息交流和情感传递的符号而存

在，同时具有历史记载和文化传承的功能。语言本

身的特殊性体现在语言产业上，具体表征为：宽涉

及面、高融合性和强环保性。

首先，语言产业的范围比较宽泛。从语言产业

概念内涵和现实发展来看，语言产业不仅涉及与语

言能力的提升相关产业，如语言培训、语言康复等，

还涉及语言内容相关的产业，如词典编纂、语言创意

等产业，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还涉及对语言的处理

产业，如机器翻译、文字处理软件等产业。其次，语

言产业是一个极具融合性的产业，与文化、教育、信

息产业有很强的关联性。语言产业既是自身演化的

结果，更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产物。随着一体化趋

势的加剧，全球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愈加频

繁。而语言是支撑这一切往来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

媒介，一切的社会习俗、商业惯例、国际法规和制度

约束实质上都是语言现象，都必须以语言为载体。

因此，语言产业能统领我们所有的文化、经济生活。

最后，语言产业具有极强的环保性，是一个绿色的朝

阳产业。从纵向看，语言产业中对语言资源加工处

理的整个过程，包括语言的存储、传输、推广与应用，

都是无污染的绿色产业；从横向看，语言产业与文化

产业、信息产业和教育产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信

息产业、文化产业本身都是新兴的绿色产业。总之，

发展语言产业能够为我们带来绿色经济。

２．语言产业的分类
前面，我们就语言产业的定义进行了讨论。下

面，我们着重就语言产业的分类问题进一步分析。

目前，我们较为熟悉的语言产业业态主要有语言培

训、语言出版、语言翻译、语言创意、语言康复、语言

会展、语言能力测评等。要对语言产业进行分类，我

们需要采用某种逻辑和标准划分出各种不同类别的

语言产业业态。

在此，我们不妨以语言产业形成过程中对语言

处理的方式为标准，将语言产业分为涉及语言能力

的产业、涉及语言内容的产业和涉及语言处理的产

业三大类。语言能力产业是围绕语言能力的获得、

提升和评测来展开的产业，如语言培训、语言康复、

语言能力测评等业态。语言内容产业是对语言内容

进行整理、复制、组合、翻译等的产业，包括语言出

版、语言翻译、语言创意、语言艺术等业态。语言处

理产业是利用各种软硬件技术和设备对语言进行储

存、书写、传递、显示、转换、识别、理解等的产业，包

括字库、输入法、文字处理软件、字形识别、语音识

别、机器翻译等业态。如表１。
对于上述分类，我们还可以从最终产品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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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来加以理解。首先语言能力产业是围绕语言的

综合服务产业，是以语言的形式开展服务，如语言培

训是为有提升语言技能需求的人提供语言服务；语

言测试是为有测定语言程度需求的人提供语言服

务，它的最终产品不是语言设备或是语言内容，而是

一种服务。其次，语言内容产业是以语言本体为最

终直接产品。如语言翻译的最终产品还是语言形

式，只不过是另一种语言或是同一种语言的另一种

变体；语言创意的最终产品是同种语言的不同形式；

语言出版的最终产品还是语言内容，如字词典书籍

等。最后，语言处理产业是以各种语言科技设备为

最终产品形态，如翻译笔、助听器、点读笔、文字处理

软件等。

表１　语言产业类别

语言产业分类 内涵 业态举例 最终产品形态

语言能力产业 语言能力的习得、维护、测评 语言培训、语言康复、语言测试 综合服务：围绕语言的综合服务活动

语言内容产业 语言内容的整理、转换、创作 语言出版、语言翻译、语言创意、语言艺术 语言文字

语言处理产业
利用设备和技术对语言进行储存、复

制、显示、识别、翻译等处理

输入法、屏幕书写、字形识别、语音识别、字

库、文字处理软件、机器翻译
设备：处理语言信息的软件和硬件

　　（三）我国语言产业的经济贡献度
１．语言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机制
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是较为成熟

的。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美国数学家柯布（Ｃ．Ｗ．
Ｃｏｂｂ）和经济学家 Ｐ．Ｈ．Ｄｏｕｇｌａｓ得出了劳动和资本
对经济生产的作用函数，即：Ｙ＝ＡＫαＬβ。但该生
产函数在测算经济增长额时出现了“余数”（ｒｅｓｉｄｕ
ａｌ）。之后，人力资本理论之父舒尔茨（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Ｗ．
Ｓｃｈｕｌｔｚ）认为经济增长新的因素和出现余数的原因
是只计算劳动投入的数量，而忽视了质量。随后，以

美国经济学家索洛（ＲｏｂｅｒｔＭ．Ｓｏｌｏｗ）为代表的新古
典经济增长学派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除资本、

劳动外，技术进步也是重要因子。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内生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保罗·罗默（Ｐａｕｌ．Ｒｏ
ｍｅｒ）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资本、劳动
力和技术创新。并且把劳动生产中投入的人力分为

非专业化的原始劳动力和具有专业化知识的人力资

本两种形式，通过人力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是内生

力量，是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不歇动力。

语言作为特殊的人力资本形式，对经济增长产

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投入

生产中的劳动者通过语言媒介获取技术知识，掌握

技术技能，从而形成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间接

影响为语言服务产业的发展和完善可以提升城市和

国家形象，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从而吸引人力资本

的聚集和企业的投资。

２．研究语言产业经济贡献度的难题所在
发展语言产业的目标在于提升语言的经济价

值，使语言形成产业，发挥规模效应，最大限度地获

取语言红利。目前语言红利已经凸显。首先体现在

拉动语言内需上，以出口为动力的经济推动了以英

语为主导的语言教育需求、以服务外向型经济为主

的国际商务语言服务需求和处理涉外事务而需求的

法律语言服务等，因此，国内近几年以文化外译、法

律英语为主的外语语言产业获得了发展。其次体现

在扩大语言消费上。目前，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

议的深入推进，我国已与沿线６５国建立经贸往来，
涉及 ５３种国家通用语、２００多种民族语言及众多方
言。众多繁杂的语言状况为我国语言产业的发展提

供的巨大的市场空间，同时也使我国语言产业面临

直接挑战。“一带一路”建设刺激了国内与国外的

语言消费需求，国际商务语言服务、涉外法律语言服

务、文化外译语言服务等各类语言类人才的培养亟

待解决。另外，２０２２年冬奥会雪上项目体育语言服
务人才也是今后几年语言消费的一大趋势。第三，

语言经济能够促进语言就业。语言经济的发展催生

出了许多新兴的语言产业业态，这些产业业态是在

新的经济常态下，伴随我们对语言经济属性的认识

而产生的，像文化外译产业、涉外法律服务产业、语

言康复产业等，新的语言产业业态为社会增加了新

的就业机会，于是社会上便出现了多种新兴职业，即

语言职业。第四，语言经济作为文化经济、绿色经

济、低碳经济，不但没有破坏自然环境，而且还可以

伴随国民语言素质的提高、语言认同的改善，具有促

进民族团结及和谐社会建设的强大现实意义。因此

合理估算一国国民经济发展中语言产业的贡献率十

分必要。

测量语言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并非易事，

存在的难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确定语

言产业的外延问题；另一方面是数据如何统计的问

题。第一个问题主要是解决语言产业的边界，是我

们研究的起点，哪些产业属于语言产业，应该统计进

来，哪些产业是模棱两可的，可以不统计进来；第二

个问题主要解决数据的获取问题，是我们研究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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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环节。如何确立统计口径，获取统计数据，准确度

量语言产业的贡献。这两个问题是语言产业研究中

普遍认为较难的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得不到很好

的解决，那么语言产业的经济贡献度的测算就是一

句空话。

关于以上两个问题，陈鹏和黄少安等给出了推

荐的解决办法。首先，对于语言产业的界定，我们要

试图提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涵盖更全面的语言产业

概念，该概念的核心应该是满足“语言需求”的独立

的语言产品。［１８］８９何为“独立的语言产品”，与其他

产品捆绑在一起，或是隶属更高一级产品单位之中

提供服务的语言产品不能称之为独立的语言产品，

如相声表演中的台词、电影中的字幕等。这些语言

产品没有单独作为一件产品而提供服务，所以不能

称为独立的语言产品，在语言产业统计时就不能包

含在内。此外，“语言需求”也是一个关键词，这里

更多的是指语言产品能够满足我们提升“语言能

力”的需求，如语言培训产业、语言康复产业、语言

翻译产业等，而不是侧重指对“语言内容”需求，如

新闻、广告等。

黄少安等［１０］４１在研究了加拿大对语言产业的处

理方法之后，提出建议，我们可以采用分层方法对我

国的语言产业进行统计，首先在第一层次上，我们粗

略地将语言产业分为：语言翻译产业、语言培训产业

和语言科技产业。接下来在第二层次上，我们可以

将语言翻译产业再分为语言口译产业和语言笔译产

业，或是按照翻译的内容分为文学翻译产业、商务翻

译产业、科技翻译产业等。按照同样的方法，将语言

培训产业和语言科技产业也进行二级层次分类。最

后，有可能的话还可以进行三级层次分类，从而实现

产业的具体化。在数据统计时，由于数据的可得性

问题，我们可以根据现有数据对相近或相似语言产

业的相关数据进行推算或保守计算。这一做法对语

言产业刚刚起步的我国来说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苏剑［１９］将语言培训行业纳入语言产业的统计

范围，基于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２年的数据，定量估算了语
言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证结果显示语

言培训产业的市场产值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

约为０．０９个百分点。陈鹏［１８］９３综合了语言翻译、语

言培训、语言出版、语言教学设备、语言测试和语言

技术等几个语言产业的二级行业２０１０年的年产值，
得出２０１０年语言产业合计产值 １９２０亿，当年全国
ＧＤＰ为 ４０１５１２．８亿，第三产业增加值 １７２５９６亿，
从而计算出２０１０年我国语言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

动系数为０．４７％，在第三产业增加值中的占比约为
１．１１％。

四、结语

尽管各个实证研究对语言产业产值的统计和对

国民经济贡献率的估算尽可能做到考虑周全、计算

合理，但都不可能做到详尽和精确无误，这是任何经

济实证研究都会存在的问题。但是，当几乎所有的

相关实证研究都得出了一致的结果和相似的政策建

议时，我们就要正视和重视这一经济现象了。当前

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关注于语言的经济价值和语言

产业的经济贡献度问题，而且已有相当数量的实证

研究发现语言对于个人劳动收入、语言产业对于国

民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这就呼吁我们

要重新审视语言，视我们习以为常的语言为一种普

通的经济存在，挖掘并发挥语言的经济价值，树立并

提升语言的产业意识，积极构建并壮大语言产业。

语言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促进文化繁荣，提升我们

的软实力，而且还可以拉动经济绿色增长，壮大我们

的硬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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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词汇语义构建的认知理据再探
———基于语料库的“火”的语义分析

马应聪
（河南大学 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河南大学 文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２５
基金项目：２０１９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认知社会语言学视域下《生命册》中语言与中原文化模型的互塑

作用研究”（２０１９－ＺＤＪＨ－６１３）；２０１８年度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语篇衔接与连贯理论在河南省公共研究生英
语教学中的作用研究”（２０１８－ＪＫＧＨＹＢ－００１８）

作者简介：马应聪（１９８５—），女，甘肃靖远人，文学博士，河南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
究方向：认知语言学。

摘　要：用应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下的隐喻观、图式观和关联观来整合解释词汇语义网络构
建的认知理据，揭示词汇意义的拓展和构建规律，以期为汉语词汇语义网络的动态构建研究探寻认

知新模型。以汉语中“火”在ＣＣＬ语料库中的２９５４条用例为语料，分析其语义网络的形成和发展，
发现“火”的语义网络由原始意象图式与四个动态意象图式相互整合而成，不同意象图式之间基于

关联性并通过隐喻关系整合形成语义网络。

关键词：词汇语义网络；隐喻观；图式观；关联观；“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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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自Ｌａｋｏｆｆ和Ｊｏｈｎｓｏｎ最早对 ｆｉｒｅ从认知隐喻的

视角进行分析论述以来［１］，国内一些学者对汉字

“火”的研究可散见于从概念隐喻的角度分析愤怒

这一情感时“火”字的表达功能。如：袁红梅和杨春

红提出将愤怒概念化为具体事物时就有了 ＡＮＧＥＲ
ＩＳＦＩＲＥ（愤怒是火）的隐喻表达［２］；赵春能和时维

娜［３］、陈明［４］等在研究中也对此进行了分析；斯迪

克江和伊布拉音从汉维语类比的角度谈到了该概念

隐喻［５］。但以上各篇论文观点和论述多有重合，均

围绕ＡＮＧＥＲＩＳＦＩＲＥ这一情感隐喻展开讨论。赵
静莲等通过《说文解字》的火部字探析中国的火文

化，从文化的视角阐释了古人对“火”的认识［６］。金

花漫［７］等对汉字“火”表达的情感进行了收集、归类

和分析，以隐喻或转喻理论为指导进行分析，与之前

的研究相比，他们将汉字“火”与火部字作为研究的

主要内容，对本文的研究有直接启发意义。

在我们所搜集的资料当中，迄今为止尚无对汉

字“火”的语义网络形成理据的认知阐释。鉴于此，

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尝试将认知语言

学的认知隐喻观、图式观与关联观整合来阐释“火”

的语义网络构建和发展过程，从而进一步揭示词汇

语义的拓展规律，以期能对语言的意义研究的深层

规律和理据做出尝试性的探析，并详细分析“火”的

相关语料佐以论证。

二、认知隐喻观、图式观与关联观的整合研究思

路

（一）理论观点回顾

自亚里士多德提出作为修辞手段的隐喻观点以

来，隐喻的研究一直是哲学和语言学界古老而又长

青的研究视点，也是各派研究观点的分歧点之一。

亚氏将隐喻视为一种修辞手段，其后的大量追随者

也认为隐喻是非正常的语言使用，属于文学、修辞学

等学科的研究范畴。此期被称为传统隐喻研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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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Ｌａｋｏｆｆ和Ｊｏｈｎｓｏｎ首次提出了认知隐喻观，掀起
了一场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隐喻研究热潮。随后，

Ｌａｋｏｆｆ等学者在许多著作中详细考察和论证了隐喻
在构建哲学、诗歌、政治，甚至在数学概念体系中的

作用，进一步证明了隐喻是人类普遍思维方式和基

本认知工具的论断。认知隐喻观认为，隐喻是一种

认知现象，它是人类抽象思维的最重要的特征，也使

得人类对大部分抽象思维的解释成为可能，是人们

认知客观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

图式（Ｓｃｈｅｍｅ，Ｓｃｈｅｍａ）是指人们在感觉、知觉
和表象的基础上，把有关经验和信息加工组织成某

种常规性的认知结构，能够较为长期地储存于记忆

之中，具有概括性和抽象性。古希腊的哲学家，以及

康德、巴特莱特、皮亚杰、菲尔墨等学者都对其做出

了论述，当代认知语言学接受并发展了图式理论。

Ｌａｋｏｆｆ和Ｊｏｈｎｓｏｎ将“意象”和“图式”这两个概念首
次结合而成“意象图式”，并将其应用到隐喻分析之

中，初步形成了认知语言学框架下的意象图式理论。

他们又基于体验哲学再次详细论述了“意象图式”，

认为其是在人们日常的感知互动中反复出现的、比

较简单的动态样式，有基本和复杂之分。意象图式

是人们认知客观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

《剑桥语言百科全书》给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的定义是：语
言形式与客观外界的实体之间的关系［７］。国内外

很多学者曾从各个角度对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的概念进行过
解释和研究。从语用学的视角对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进行的
研究始于格莱斯的合作原则的关系准则。Ｓｐｅｒｂｅｒ
和Ｗｉｌｓｏｎ根据话语的注意焦点对其重新进行了定
义解释，并从认知语用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新理

论———关联理论（ＲＴ）［８］。根据 Ｓｐｅｒｂｅｒ和 Ｗｉｌｓｏｎ
的观点，人类的认知以最大关联为取向，语言的交际

以最佳关联为取向。关联发展至此，也成为人类认

知世界的一种方式。

综上所述，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是人类的一种

普遍思维方式和基本认知工具，使得人类对大部分

抽象思维的解释成为可能。然而认知隐喻观发展至

今也体现出了一些理论方面的不足，如隐喻究竟是

基于什么进行的概念映射（ｍａｐｐｉｎｇ）？对此，我们
认为，意象图式可以为英语的映射提供认知基础和

知识的基本结构。同时，意象图式之间在认知上的

关联性保证了映射的发生和有效性。以上理论回顾

和思考构成本文构建ＭＳＲ理论模型的理论依据。
（二）整合的思路和模型

基于以上回顾和分析我们发现，概念隐喻、意象

图式和认知关联都是人类认知客观外界的基本认知

方式。本文假设，人类的认知活动存在基于意象图

式的隐喻性投射，同时投射的依据为不同意象图式

之间的关联性和相似性。在体验哲学的理论框架

内，研究发现人类对客观外界以及对人类自身的认

知基于“主—客—主”的认知模式，始于主客互动和

认知主体的感知并形成相应的图式结构，本文中我

们将其称为原始意象图式（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ｉｍａｇｅｓｃｈｅｍａ，
简写为ＰＩＳ）。ＰＩＳ是通过体验互动及范畴化后最初
形成的语义结构，是人类对客观外界的最初认知表

征，是动态的。人类依据这些原始意象图式组织较

为抽象的思维，而且随着人类认知的不断进步和发

展，ＰＩＳ有可能会以动态意象图式 ＤＩＳ（下文释解）
的形式再次储存，也可能只是停留在认知的初始阶

段不再传承。这里我们认为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的传承观同
样适用于图式传承。

基于人类认知的范畴化本能，以 ＰＩＳ为进一步
认知的出发点，通过对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认知和

把握，主要是其间的相似性的把握，以隐喻性投射的

方式，对某一事物的认识就会产生不同的动态意象

图式（ｄｙｎａｍｉｃｉｍａｇｅｓｃｈｅｍａ，简写为 ＤＩＳ），ＤＩＳ１、
ＤＩＳ２、ＤＩＳ３…ＤＩＳｎ以松散的网状形式存储于人的认
知当中。在这一过程中，认知推理起着重要的作用，

而推理所依据的是认知的最大关联和不同认知域之

间的相似性。

在ＤＩＳ网络中，有一个ＤＩＳ处于中心位置，具有
该范畴的典型性特征，而且其他图式依据其拓展而

来，这也是图式进行范畴化的过程。在这一范畴化

过程中，典型的ＤＩＳ经过选择等认知加工得以凸显
（图１中粗体的 ＤＩＳ为被凸显成员）。这一松散的
网状图式经过ＤＩＳ间的关联性整合最后形成一个呈
严密网状的完形意象图式（ｇｅｓｔａｌｔｉｍａｇｅｓｃｈｅｍａ，简
写为ＧＩＳ）。

ＧＩＳ在一定时期内是稳定的，代表人类在一定
时期里对某一或某些事体认识的最高水平，因此具

有相对的稳定性。整个认知过程是以隐喻性认知能

力为理论假设的前提，以意象图式的方式运行，其中

的每一个过程都必然地涉及了事物之间的相互关

联，我们将其称为隐喻性的图式化关联，人类正是基

于这种图式化的关联方式来认知和把握周围世界和

人类自身。

以上认知过程即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和语言、

意义产生发展的过程，也是我们整合的理论模式的

基本框架。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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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整合理论的模型图

　　在上图整合性的理论模式中，隐喻性图式化推
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所依据的理论细则主要

有以下几点：１．ＰＩＳ是人类最初对事体的图式化认
知；２．推理基于ＰＩＳ并依据ＤＩＳ之间的相似性进行；
３．映合和推理不仅存在于不同 ＤＩＳ之间，也存在于
构成一个 ＤＩＳ的不同成员之间；４．原型 ＤＩＳ是基于
人类范畴化的认知能力，通过选择在特定时期被突

显出来的代表成员；可以是ＰＩＳ的传承，也可以是新
构建的某个 ＤＩＳ；５．原型 ＤＩＳ的构建和理解需辅以
人类的百科知识；６．ＧＩＳ是通过不同 ＤＩＳ间的最大
关联整合而成的图式网络。下文将据此分析汉语中

“火”的意义拓展模型及其语义网络。

三、“火”的意义拓展模型及其语义网络的形成

《新华大字典》［９］介绍了“火”的文字源流并列

了其９条现在通用的释义，分别是：物体燃烧时发出
的光和焰；指枪炮弹药，也比喻战争；比喻红色；比喻

紧急；比喻愤怒和暴躁；古代兵制单位，十人为火；比

喻旺盛兴隆；中医指外感致病因素的火邪；姓。２００７
年出版的还有两本词典：《新华汉语词典》［１０］，所列

释义与《新华大字典》相同；而《古代汉语大词

典》［１１］的释义却有不同，略去了“指枪炮弹药，也比

喻战争；比喻红色；比喻旺盛兴隆”三个义项，添加

了“焚烧；古代五行之一；星名”三个义项。我们考

查的其他三本字词典分别是：《古今汉语词典》［１２］，

１４条释义；《古代汉语字典》［１３］，按词类将“火”的意
义划分为４条；《现代汉语词典（第５版）》［１４］，１０条
释义。由此可以看出，“火”的意义一直在发展，古

今有别，综合考查共有１７个义项。以下我们就基于
上文介绍的整合的理论模式并结合相关语料来分

析、探究“火”的意义拓展。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

库（ＣＣＬ）中有关“火”的记录共有９８４９９条，我们从
中每隔３２条等距抽取了３％，即２９５４条进行了详
细统计和定量分析，其中有２３条是“火”在人名、地
名中的用法，本文未加考察。

（一）ＰＩＳ的形成和“火”的原始义项
据考证“火”的甲骨文为“ ”，像火焰升腾之

形，是一个典型的象形文字。可见人类最初对“火”

的认识来源于其形。根据本研究上文的整合理论模

式，人类通过主客互动和主体感知，从感官所获得的

感性资料开始认识客观外界，根据对火焰这一自然

事物形状的认识，形成了“ ”这一抽象的表意符

号，实现了将心理的认知表象通过命名的方式以语

言形式的表达。这一命名过程充分体现了在认识客

观外界时人的主观认知的作用，以及汉字构造的高

度理据性。“ ”连同其表意功能———火焰和事物

自身一同构建了该事物相应的原始意象图式

（ＰＩＳ），形成了人类体验互动以及范畴化后最初的
图式化认知表征和语义结构。人类依据该原始意象

图式组织较为抽象的思维从而开始拓展其语义结

构。这也恰恰印证了上文理论细则１和２的相关表
述。后来随着汉字的简化发展，“ ”逐渐被“火”所

代替。语料分析的结果显示有约２７％，即７８０条语
句表达该义项。《韩非子·五

!

》中有此义项的相

关记载：

（１）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
（二）不同ＤＩＳ的构建和“火”的拓展义项
１．ＤＩＳ１———五行方位意象图式
《说文解字》［１５］火部记载道：火，?也，南方之

行，炎而上，象形。凡火之属皆从火。呼果切

（ｈｕǒ）。Ｌａｋｏｆｆ和 Ｔｕｒｎｅｒ指出“空间方位概念是人
类最基本的身体经验，是人类与大自然相互作用形

成的最基本的概念，也是人类最早熟悉的、有形的、

具体的、常见的概念，人类很多概念必须通过方位性

隐喻来构建”。古人对“火”的认识亦是如此。段注

记载：“与木曰东方之行，金曰西方之行，水曰北方

之行。”可以看出，我国古人显然是将火的概念与方

位、五行相结合，并将火归属于南方。至此，“火”就

有了南方和五行之一这两个义项，引申出其第一个

动态意象图式（ＤＩＳ１）。下例（２）是《淮南子·天文
训》中“火”表方位概念的清楚记载：

（２）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东明，
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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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其曰丙丁。

“火”表五行之一的用法在语料中显示有８２条
之多。如例（３）：

（３）人们总认为命属水火的人是怎么
也走不到一起的。

五行指“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元素。

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认为宇宙由这五种元素构

成，元素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处于不断运动

变化之中，并将自然界和人体具有相似属性的事物

或现象分为五类，分别归属于五行之中，运用五行规

律解释和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变化。如表 １所
示。

表１　五行属性归类分析

自然界

五季 五色 五气 五方

五

行

人体

五脏 五腑 五官 五志

春 绿 风 东 木 肝 胆 目 喜

夏 红 暑 南 火 心 小肠 舌 怒

长夏 黄 湿 中 土 脾 胃 口 忧

秋 白 燥 西 金 肺 大肠 鼻 哀

冬 黑 寒 北 水 肾 膀胱 耳 恐

　　传统的中国文化经常把五行和各种各样的自然
现象、人体器官、情感、颜色等联系在一起。中医理

论中五行和脏腑、病症也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中医学运用五行学说来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脏腑

间以及人体与外界环境相互联系的规律，解释人类

情感、人体脏腑组织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变

化。因此，在“火”的五行动态意象图式中就延伸出

了中医学中的外感致病因素的火邪，以及颜色范畴

的红色、情感范畴的愤怒和暴躁这三个义项。其中

愤怒和暴躁义项在现代汉语中使用较多，有 １７４
（６％）条语料，以下分别表示相关义项：

（４）浙有土人，一指忽痛，……医谓火
所致。（《五杂俎·人部》）

（５）风翻一树火，电转五云车。（唐朝
元稹《感石榴二十韵》）

（６）凤姐听了，一腔火都发作起来。
（《红楼梦》第六十七回）

古代天文学中，人们对星宿的认知跟季节和时令

紧密联系。依据五行划分出时间的五季，并将“火”对

应于夏季，同时“火”又对应于五脏的心，结合两者就

引申出了“火”指二十八宿中的心宿，或称大火这一义

项，例（７）中“七月流火”的说法就源于此。
（７）七月流火。（《诗·豳风·七

月》）

至此，以五行为认知的基点，“火”的语义从对

人体自身构造和情感的认识到自然界的客观范畴进

行了相应拓展。在这一过程中，不同范畴之间的相

似性特征的映合和认知推理起着重要的作用，推理

所依据的是认知的最大关联和不同认知域之间的相

似性，符合本文理论细节２的提法。该图式所拓展
出来的６个义项在语料中共有３３０条记录，占总体
的１１％。
２．ＤＩＳ２———功能特征意象图式
依据ＰＩＳ中“火”的表意：物体燃烧时发出的光

和焰，以及其所表征的事物，古人对这一具体事物的

认识并不仅仅局限于形状，进一步深入到了对其产

生、功能、特征，甚至破坏力的认识。火焰是物体燃

烧时所产生的，这点早在远古时期人类就已认识，将

这一潜存于脑海当中的认知图式进一步拓展，探究

火焰的来源，就产生了“火”表焚烧的义项。例如：

（８）人其人，火其书。（唐，韩愈，《原
道》）

另外，古人对火的认识也深入到了它的光、热、

烟气、色，等等。《说文》火部记载：“
"

，火光也。”

“焕，火光也。”“熠，盛光也。”火之热，《说文·火

部》［１９］：“説，火热也。”“汞，小热也。”火之烟，火部

“烟”“
#

”二字均释为“火气也”，火气即火之烟气。

另外，“誰”“”等字也与火之烟气有关。“誰，郁烟

也。”“郁烟”即浓烟。“，火气上行也。”“誰”字是

从烟的密集程度描述烟气的，“”则反映了火烟的

行走状态。人们对火的功能特征等的认识使其引申

出了火把、灯烛等照明用具、（发生）火灾、枪炮弹药

三个义项：

（９）……夜半生其子，遂取火而视之。
（《庄子·外物》）

（１０）雅典的森林大火已蔓延了数日，
火势一时间很难控制住。

（１１）战争中如果一方火力支援不足，
那必定要吃败仗的。

“火把、灯烛”等经间接的隐喻认知后比喻旺盛

兴隆：

（１２）这家店开张没多久生意就火了
起来。

基于枪炮弹药这一义项，“火”又可转喻性地指

代战争：

（１３）未等和谈结束，双方就开火了。
结合已有的百科知识，战争往往使人联想到危

险、紧张，甚至流血、伤亡，自然引申出紧急的表意，

同时也与前文“火”表“红色”的义项相联系。《说文

解字》（现代版）就将“红”解释为“火或血”的颜色。

下例中“火”就表示“紧急”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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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复坠而不反，火驰而不顾。（《庄
子·外物》）

据我们分析ＣＣＬ的语料显示，“火”在现代汉语
中运用最多的是以上７个义项，有近１８２１条，约占
６２％，其中与战争、火灾有关的义项使用最为广泛。

３．ＤＩＳ３———度量单位意象图式
我国古代早就有“结绳记事”之说，可见人们对

于周围事物的认识除了借助自身的身体构造以及空

间方位以外，借具体事物隐喻性地指称抽象概念也

是最初的认知表征方式之一。度量单位就是其中一

例。在古人对“火”之为物的光和热有了认识把握

之后，就利用其来烤制食物，而对同在一起进行此项

劳作的人也用“火”来计量。如下例所示：

（１５）十人为火，五人为团，皆有首长。
（《新唐书·兵志四》）

而在现代汉语当中，“火”的这一义项已不再被

人们采用，代之以“伙”，我们分析的语料中也无此

义项使用的记载。“火”同“伙”表同伴；由同伴组成

的集体之义可从下例看出：

（１６）北界群贼一火，约二十余人。
（宋，苏轼，《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

４．ＤＩＳ４———特殊姓氏意象图式
“火”作为姓氏可独立构成一个图式，属于汉字

的特殊用法，在此我们不对其做深入论述，语料中也

无此项用法。

（三）原型ＤＩＳ的构建和“火”的原型义项
王寅指出：“人类的认知基于体验，始于范畴

化，先获得范畴，形成概念，概念系统是根据范畴组

织起来的，因此范畴化是范畴和概念形成的基础，范

畴和概念是范畴化的结果。”［１６］在以 ＰＩＳ为进一步
认知的出发点，通过对事物之间相互关系尤其相似

性的认知和把握，以隐喻性投射的方式构建不同

ＤＩＳ的过程中范畴化、推理和图式化始终是最主要
的认知手段。所构建的ＤＩＳ最初以松散的网状形式
存储于人的认知当中。同样，随着认知的进一步发

展，在ＤＩＳ网络当中也会进行相应的范畴化的认知
加工，使得某个具有该范畴的典型性特征的 ＤＩＳ被
凸显出来成为原型ＤＩＳ。

依据整合的理论模型及其细则４、５，在“火”的
不同动态图式中功能特征意象图式与原始意象图式

关系最为紧密，它直接传承（ｉｎｈｅｒｉｔ）了 ＰＩＳ的部分
特征，其他动态图式都是依据该图式拓展而来。同

时语料分析显示（６２％），该图式拓展出的义项在现
代汉语当中使用最频繁。依据认知语言学基于用法

（ｕｓａｇｅｂａｓｅｄ）的观点“火”的图式网络中得以凸显

的原型ＤＩＳ是其功能特征意象图式ＤＩＳ２。
（四）ＧＩＳ的构建和“火”的语义网络
原型ＤＩＳ的构建过程实质上是伴随着图式的范

畴化和整合同时进行的，也就是完形图式 ＧＩＳ的形
成过程，体现理论细节６所述。ＧＩＳ是通过不同ＤＩＳ
间的最大图式性关联整合而成的复杂图式网络。

ＧＩＳ具有相对稳定性，代表人类在一定时期里对某
一或某些事体认识的最高水平。人们最初对“火”

的形状进行认知体验后形成了表征“火焰”这一具

体事物的原始意象图式，进而在此基础之上通过了

解该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以及对其颜色、功能等

特征的掌握，进一步引申拓展出了其他动态图式，不

同图式之间通过关联性整合构建网络。

图２　“火”的完形图式网络

据此，“火”就形成了以“火焰”所构建的图式为

原型，整合五行方位、功能特征、度量单位和特殊姓

氏四个图式，构建起了其目前的完形图式，如图２所
示。完形图式网络是形成于人们头脑中的认知结

构，通过人类的词汇化认知加工产生“火”的不同义

项表达。潜存于不同图式间的网络关系映射到语言

和语义层面便形成了不同义项间的内在链接。

“火”以“物体燃烧时产生的火焰”为原始义项，以其

各种功能特征为基础，结合人们的百科知识，最终形

成了由１７个义项所构建的语义网络。
四、结语

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大框架，本文在回顾了

概念隐喻观、意象图式观和认知关联的相关论点后

发现，以上各个观点各自无法独立释解词汇语义网

络形成的动态过程。基于此，本文采用认知语言学

的整合思路，将概念隐喻观、意象图式观和认知关联

整合构建了新的理论模式，并据其详细分析了汉语

中“火”词汇语义的动态构建过程和理据。我们期

望，本文对“火”的意义的个案研究能够为汉语词汇

语义网络的动态构建过程提供合理的阐释，为未来

汉语词汇语义的研究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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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语言顺应论
在英汉互译教学中的应用实证研究

成汹涌，何婷婷
（河南工业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１－１５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研究项目“语言原型模型视域下英汉不对称状标记性构式认知对比及习得研

究”（１９ＹＪＡ７４０００４）
作者简介：成汹涌（１９６６—），男，河南信阳人，博士，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外语教学与

课程论。

摘　要：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语言顺应论视译事活动为连续选择及动态顺应的过程，具有极强实然操控
性。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文本转移活动决定其自身动态性，译语文本在遵从源语旨意和风格基础上

顺应目标语读者习惯和审美情趣而力图成为语用等值的产物。随机抽取河南省７所高校外（国）语
学院１２８名翻译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为被试对象，实证考察我国学习者在英汉互译活动中实施双
语顺应的具体情况。研究结果表明，被试者在英汉文化背景顺应、结构客体顺应、文化与结构动态顺

应以及顺应意识突显等方面的表现不容乐观，翻译教学处境堪忧，广大教师任重道远。

关键词：顺应论；源语；目标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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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译介因需要译者具备超强语言综合能力而被视

为难度最大的语用活动之一，将其比喻为“戴着脚

镣的舞蹈”毫不为过。翻译理论俯拾皆是，但真正

能有效指导翻译教学实践的理论却凤毛麟角。Ｖｅｒ
ｓｃｈｕｅｒｅｎ（２０００）语言顺应论将译事活动看作是译者
在源语语境和结构客体之间不断做出选择、反复顺

应以适应译文读者文化背景需求和目标语结构变化

从而最大限度满足交际双方需要的动态过程［１］，译

事质量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顺应意识的优

劣［２］。一时间顺应理论似乎成为译界“灰姑娘”，国

内撰写有关顺应论的思辨论文或专著铺天盖地，研

究生学位论文囿于顺应理论研究的更是不计其数。

遗憾的是，此类研究主要从理论层面诠释顺应论作

用，相关实证成果凸显浅层性，应景性十足。为此，

笔者对河南高校外（国）语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进

行随机抽样，实证调查他们在践行顺应理论时暴露

出的新问题、新情况，并尝试提出自己的拙见，以飨

广大读者。

二、理论基础

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２０００）认为运用语言交际的过程
就是对语言进行连续选择的多变过程，这种选择必

须彰显三大特性，即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其

中顺应性是确保交际成功的关键。顺应论为语用学

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

思路。其一，译员顺利完成译事必须精准把握说话

人身份、体态语、说话语调、听众反映，学会引古论

今，谨慎处理源语文化背景，果敢选择适合目标语受

众的译语，顺应文化语境，避免因文化空缺而造成信

息交流失败［３］，这便决定译事活动必须顺应目标语

受众的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４］。其二，

翻译是跨文化间的文本转换，源语和目标语结构差

别之悬殊促使译员对目标语做出结构性顺应调

整［５］。其三，既然语境和结构提供了顺应内容和范

围，二者只有互为动态顺应方能帮助译员找准既符

合源语文化背景又顺应目标语受众需求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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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６］，既是话语接受者又是话语传播者的译员必须

意识到对源语和目标语做出某种选择的目的和意

义［７］。其四，成功译事应建立在领会说话者与听话者

语言表达差异基础上对交际双方会话含义的充分理

解，经反复协商后选择适合交际双方的语言形式，使译

语再现源语的全部意义，而且这种选择应具备突出的

策略倾向性［８］。为此，译员可通过选词、减词、增词、改

变句型与词序等策略选择译语，或利用特殊译语标识，

如大写、粗体、斜体等来突显特殊顺应过程，从而获得

目标语受众认可。所以，成功译者需要对目标语结构

及文化背景、译事场合、交际目的等进行有效掌控，就

不同译事活动中的语境关系、语言结构、动态、意识突

显四个方面做出相应的顺应变化。

三、研究设计

笔者从２０１８年９月开始，将事先设计好的问卷

分发给河南省７所高校外（国）语学院在读全日制
翻译方向本科生、学术型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硕士研究生（简称学硕）及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简

称专硕，即 ＭＴＩ）。问卷包含汉译英和英译汉各１０
个句子，调查顺应论在被试学生英汉互译实践中的

应用情况，并设置相关细目记录被试者背景信息。

问卷采取现场发放回收和邮寄回收方式，截止２０１８
年１２月底，共发放和邮寄问卷３００份，收回１６３份，
回收率５４．３３％。随后，笔者对回收问卷进行不完
整剔除，最终敲定有效问卷 １２８份，有效回收率
７８．５２％。其中，本科被试有效卷４２份，有效回收率
为６５．６％；学硕有效卷 ３０份，有效回收率为
９６．７７％；ＭＴＩ有效卷５６份，有效回收率为８２．３５％
（详见表１）。

表１　学习者问卷调查基本概况

项目 调查细目 本科 学硕 ＭＴＩ 合计

被试

（ｎ，％）

发放问卷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００

回收问卷 ６４ ３１ ６８ １６３

回收率 ６４％ ３１％ ６８％ ５４．３３％

有效回收问卷 ４２ ３０ ５６ １２８

有效回收率 ６５．６％ ９６．７７％ ８２．３５％ ７８．５２％

性别

（ｎ，％）

男 ６／１４．３％ ５／１６．６％ ４／７．１％ １５／１１．８％

女 ３６／８５．７％ ２５／８３．４％ ５２／９２．９％ １１３／８８．２％

年龄

（ｎ，％）

１５～２０岁 １／２．４％ ０／０％ ０／０％ １／０．７８％

２１～２５岁 ３８／９０．５％ １／３．３％ １／１．８％ ４０／３１．２５％

２６～３０岁 ３／７．１％ ２７／９０．１％ ５５／９８．２％ ８５／６６．４１％

＞３０岁 ０／０％ ２／６．６％ ０／０％ ２／１．５６％

专业

（ｎ，％）

英美文学 ２／４．８％ ６／２０％ ０／０％ ８／６．２５％

语言学 ０／０％ ２１／７０．１％ ０／０％ ２１／１６．４１％

教学法 ０／０％ １／３．３％ ０／０％ １／０．７８％

翻译 ３９／９２．８％ ２／６．６％ ５６／１００％ ９７／７５．７８％

其它 １／２．４％ ０／０％ ０／０％ １／０．７８％

　　从表１可知：（ａ）被试者中女生占８８．２％，男生
仅占１１．８％，显示我国学习外语人群中的这种“阴
盛阳衰”现象［９］；（ｂ）学硕和专硕年龄相近，２６～３０
岁年龄段比例最高，分别为９０．１％和９８．２％。本科
生年龄偏小，２１～２５岁年龄段所占比例为９０．５％；
（ｃ）翻译专业优势明显，ＭＴＩ占 １００％，本科生占
９２．８％，其次，语言学方向学硕占７０．１％。

四、结果及讨论

（一）汉译英顺应情况调查

例（１）：请大家放心政府不会打白条的，款项会
按时支付给你们。

此句重点考察被试者对“打白条”一词跨文化

语境顺应的掌握情况。“打白条”是中国人常用的

一种诙谐说法，即买方因无力支付卖方现金而开具

欠条，待有钱时再兑付，也可能永远无力兑付。英语

没有现成对应词，选用英语通俗说辞 ＩＯＵ（＝ＩＯｗｅ
Ｙｏｕ），就容易明白了。为顺应“打白条”一词文化背
景需求，此句应译为“Ｐｌｅａｓｅｒｅｓｔａｓｓｕｒ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ｗｉｌｌｎｏｔｉｓｓｕｅＩＯＵｓ，ｂｕｔｉｎｓｔｅａｄｙｏｕｗｉｌｌｂｅ
ｐａｉｄｏｎｔｉｍｅ”。表２显示，三组被试均未能有效顺应
此句英译要求，本科组更是全军覆没，无一例正确译

文，学硕组和ＭＴＩ组错误率分别达８３．３３％（ｎ＝２５）
和９８．２１％（ｎ＝５５）。共性错误统计如下：（ａ）７８位
被试将“白条”错译成“ｂｌａｎｋｐａｐｅｒ”；（ｂ）２３位将
“打”错译为“ｏｐｅｎ”；（ｃ）还有１５人将“按时”误译
为“ｉｎｔｉｍｅ”；（ｄ）极少数本科生（ｎ＝６）将“请放心”
误译为“ｐｌｅａｓｅｂｅｌｉｅ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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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顺应论在汉译英中的应用调查

数据　　　被试

项目　　　　　
本科

正确 错误

学硕

正确 错误

ＭＴＩ
正确 错误

例 （１） ０／０％ ４２／１００％ ５／１６．６７％ ２５／８３．３３％ １／１．７９％ ５５／９８．２１％
例 （２） ４／９．５２％ ３８／９０．４８％ ４／１３．３３％ ２６／８６．６７％ ２／３．５７％ ５４／９６．４３％
例 （３） ６／１４．２９％ ３６／８５．７１％ ２／６．６７％ ２８／９３．３３％ ２／３．５７％ ５４／９６．４３％
例 （４） ０／０％ ４２／１００％ ２／６．６７％ ２８／９３．３３％ ０／０％ ５６／１００％
例 （５） ０／０％ ４２／１００％ １／３．３３％ ２９／９６．６７％ ０／０％ ５６／１００％
例 （６） １１／２６．１９％ ３１／７３．８１％ ８／２６．６７％ ２２／７３．３３％ １５／２６．７９％ ４１／７３．２１％
例 （７） １８／４２．８６％ ２４／５７．１４％ １１／３６．６７％ １９／６３．３３％ ２６／４６．４３ ３０／５３．５７％
例 （８） ７／１６．６７％ ３５／８３．３３％ １５／５０％ １５／５０％ １７／３０．３６％ ３９／６９．６４％
例 （９） ２０／４７．６２％ ２２／５２．３８％ １６／５３．３３％ １４／４６．６７％ ７／１２．５％ ４９／８７．５％
例 （１０） ４／９．５２％ ３８／９０．４８％ ５／１６．６７％ ２５／８３．３３％ ０／０％ ５６／１００％

　　例（２）：Ｗｅａｒｅｒｅａｌｌｙｉｎｄｅｂｔｅｄｔｏｙｏｕｆｏｒｙｏｕｒ
ｔｉｍｅｌｙｈｅｌｐ．

这都是我该做的。

交际背景是对话灵魂，合适交际策略是实施成

功交际的前提。译者只有精准把控交际语境真实内

涵方可对目标语译文做出合理顺应。说话者用英语

交流表示感谢时，听话者需结合上下文语境做出相

应文化顺应才可正常交流，此时答语应是“Ｗｉｔｈｍｙ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Ｙｏｕａｒｅｗｅｌｃｏｍｅ．”或 “Ｉｔ’ｓｍｙｐｌｅａｓ
ｕｒｅ．”等。若将该句直译为“ＴｈｉｓｉｓｗｈａｔＩｓｈｏｕｌｄ
ｄｏ．”就成了十足 Ｃｈｉｎｇｌｉｓｈ，此话一出，听话人会认
为说话人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并非出自真心帮助，

因此破坏了交际初衷。统计结果表明，能对答语做

出正确顺应的被试寥寥无几，本科生占 ９．５２％
（ｎ＝４），学硕占 １３．３３％（ｎ＝４），ＭＴＩ占 ３．５７％
（ｎ＝２），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未能对源语做出顺应而
死译为 “Ｉｔ’ｓｍｙｄｕｔｙｔｏｄｏｓｏ”，“Ｔｈｉｓｉｓｍｙｏｂｌｉｇａ
ｔｉｏｎ．”或“Ｉｔ’ｓｍ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ｄｏｓｏ．”等。

例（３）：—Ｙｏｕｈａｖｅｄｏｎｅａｒｅａｌｌｙｇｏｏｄｊｏｂ．
—哪里，哪里，我们做得还很不够。

该对话答语实为谦辞，符合中国人以贬低自己

表示谦虚的文化特点［１０］，暗示“我们对工作虽已尽

力，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此句经顺应调整后

若译为“Ｔｈｅｒｅｉｓｓｔｉｌｌｍｕｃｈｒｏｏｍｆ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
ｏｕｒｗｏｒｋ．”或“Ｏｕｒｗｏｒｋｓｔｉｌｌｎｅｅｄｓｔｏ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较为妥当。调查显示，三组被试错译率居高，本科生

错译率为８５．７１％（ｎ＝３６），学硕９３．３３％（ｎ＝２８），
ＭＴＩ９６．４３％（ｎ＝５４）。被试将其错译为“Ｏｕｒｗｏｒｋ
ｉｓｎ’ｔｄｏｎｅｗｅｌｌｅｎｏｕｇｈ．”或“Ｗｅｈａｖｅｎ’ｔｄｏｎｅｔｈｅ
ｗｏｒｋｗｅｌｌ．”等，外国人听到此类回答会产生质疑，既
然知道工作没做好，为何不尽力为之呢？难道成心

不想做好吗？最终导致交际失败。

例（４）：人人都有老的那一天。
西方人认为人老皮肤变松弛应归咎于地球引力

影响，无人能摆脱此厄运，人人都会有因年龄增长而

衰竭变老的那一天，英语有现成对应语“Ｇｒａｖｉｔｙｃａｔ
ｃｈｅｓ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但是，译语“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ｗｉｌｌｂｅｏｌｄ
ｉｎｔｉｍｅ．”过于苍白无华，歪曲源语本意，听话者感到
说话人似乎对人生老病死规律提出质疑。若译成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ｗｉｌｌｄｉｅｉｎｔｉｍｅ．”会让西方人感到莫名其
妙，因为“死亡”与“衰老”不是一回事。统计表明，

除２名学硕被试者（６．６７％）能顺应该句文化语境
要求提供正确译文外，剩余包括所有本科生和 ＭＴＩ
在内的被试均未能对源语做出成功顺应，要么将其

译成“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ｗｉｌｌｂｅｏｌｄｉｎｔｉｍｅ．”，要么是“Ｅｖｅｒｙ
ｂｏｄｙｗｉｌｌｄｉｅｉｎｔｉｍｅ”。

例（５）：“三农”问题是事关我国国民经济健康
发展的首要问题。

句中“三农”意指“农业、农村、农民”，英语没有

直接对应译语，译者须增补信息顺应目标语结构需

求，译出“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ａｎ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ｉｓ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ｉｓｓｕｅ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合适
译文。调查数据显示，三组被试中仅有１名学硕提
供了正确译文，其余全部顺应失败。其中，１９名本
科生未能对“三农”进行分译，将其笼统译为“ｔｈｒｅ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ｓｓｕｅ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或“ｔｈｒｅｅ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剩余２３名本科生干脆将“三农”死译
为 “ｓａｎｎｏｎｇ”。学硕组２９名被试者译出：“Ｓａｎｎｏ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ｒｅ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ｅｃｏｎｏｍｙ．”或 “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ｒ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ｏｂｅｓｏｌｖｅｄ
ｆｏｒ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ｙ．”等
违背目标语结构客体的译文。ＭＴＩ也提供了“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ｒｕｒ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ｒｅｌａｔ
ｅｄｔｏ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ｅｃｏｎｏ
ｍｙ．”或“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ｒ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ｐｒｉｍａｒｙｔｏ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ｏ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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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ｅｃｏｎｏｍｙ．”等顺应失当的译文。
例（６）：这场改革对我们来说就是背水一战。
汉语成语“背水一战”源自汉朝大将韩信的一

场经典战役，喻指在绝境之中为求活路而做最后博

弈，亦用于比喻有决战性质的行动［１１］。目标语有

“ｔｏｈａｖｅｏｎｅ’ｓｂａｃｋ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ｗａｌｌ”和“ｔｏｂｕｒｎｔｈｅ
ｂｏａｔ”等意义貌似“背水一战”的表达形式，但前者意
指“后背贴着墙”，表示“没有退路”或“情况危急”，

后者意义完全对应于汉语“破釜沉舟”，虽有“置之

死地”但未必“而后生”。所以，二者用在此处表示

“背水一战”均不合适。“ｍａｋｅ－ｏｒ－ｂｒｅａｋ”意为“不
成则败”“生死攸关”“孤注一掷”，看似与“背水一

战”无关，它却能精准诠释“背水一战”非成功不可、

发奋图强力求最终胜利的内涵。顺应目标语文化背

景需求将其译为“Ｔｈｉｓｒｅｆｏｒｍｆｏｒｕｓｉｓａｍａｋｅ－ｏｒ－
ｂｒｅａｋｒｅｆｏｒｍ．”方显妥当。从调查情况来看，三组被
试者误译率均超过 ７０％，本科生 ７３．８１％，学硕
７３．３３％，ＭＴＩ７３．２１％，错译为：“Ｔｈｉｓ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ｌｉｋｅ
ｏｕｒｂａｃｋ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ｗａｌｌ”，“Ｔｈｉｓｒｅｆｏｒｍｔｏｕｓｓｅｅｍｓ
ｌｉｋｅｂｕ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ｂｏａｔ．”或“Ｔｈｉｓ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ｏｕｒｌａｓｔａｔ
ｔｅｍｐｔ．”等。极少数被试能顺应源语寓意给出正确
译文，即 １１名 本 科 生 （２６．１９％）、８名 学 硕
（２６．６７％）和１５名ＭＴＩ（２６．７９％）。

例（７）：无事不登三宝殿。
此成语意为平时没事不会登门造访，一旦登门

必有要事相求。佛、法、僧为佛教“三宝”，“三宝殿”

中的佛殿是佛教徒登场办佛事的地方，法殿指佛家

珍藏经书的楼阁，僧殿即是和尚睡觉的禅房。这三

处地方，外人不可随便进入，进出者均是佛门弟子。

由于西方人大多信奉基督教，对佛教不甚了解，在英

文中难以找到完全顺应的措词。若将其直译成

“Ｄｏｎ’ｔｇｏｔｏｔｈｅｔｅｍｐｌｅｆｏｒｎｏｒｅａｓｏｎ”，目标语受众
会不知所云，译者必须对其源语文化背景做相应调

整才能顺应目标语受众需求，顺应译文应是“Ｉ
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ｃｏｍｅｔｏｙｏｕｉｆＩｈａｄｎｏｔ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ｏａｓｋｏｆ
ｙｏｕ．”或“Ｉ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ｏｔｈｅｒｙｏｕｉｆＩｗｅｒｅｎｏｔｉｎｔｒｏｕ
ｂｌｅｎｏｗ．”等。译语虚拟句式既显示说话人谦逊又
不失所需帮忙之重要。数据显示，少数被试者能提

供顺应该句文化背景的译文，本科生占 ４２．８６％
（ｎ＝１８），学硕 ３６．６７％（ｎ＝１１），ＭＴＩ４６．４３％
（ｎ＝２６）。不少被试者将“三宝殿”死译为“ｓａｎｂａｏ
ｔｅｍｐｌｅ”，误译出“Ｉｗｏｕｌｄｎ’ｔｇｏｔｏｓａｎｂａｏｔｅｍｐｌｅｆｏｒ
ｎｏｒｅａｓｏｎｓ．”或“Ｉｗｏｕｌｄｎ’ｔｇｏｔｏｓａｎｂａｏｔｅｍｐｌｅｆｏｒｎ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ｉｎｇｓ．”等令人啼笑皆非的译文。

例（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人在谈及一人当了官后

和他／她有关之人也跟着沾光时，经常用到成语“一
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字面意为“如果一人有得道

面仙的机会，他／她全家包括鸡狗也会随之升天”，
借“鸡犬”讥讽依仗权贵而升官发财之辈［１２］。汉文

化中鸡狗“地位”不高，贬抑之意十足，但西方人对

“狗”情有独钟，喜欢藉“狗”象征最真诚、最可靠朋

友。所以，英文很难有完全对等习语，将其译为 “Ｅ
ｖｅｎｔｈｅｄｏｇｓｗａｇｇｅｒｓｗｈｅｎｉｔｓｍａｓｔｅｒｗｉｎｓｆａｖｏｒ．”（主
人受宠，狗也风光）或许最能体现源语和目标语在

文化和结构之间顺应的动态完美。数据表明，三组

被试者对该句翻译的顺应处理区别较大，本科生和

ＭＴＩ误译率偏高，分别为 ８３．３３％（ｎ＝３５）和
６９．６４％（ｎ＝３９），学硕组喜忧参半，正、误率各为
５０％（ｎ＝１５）。误译多为“Ｗｈｅｎａｐｅｒｓｏｎｇｅｔｓｔｏｔｈｅ
ｔｏｐ，ａｌｌｈｉｓ／ｈｅｒｆｒｉｅｎｄ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ｇｅｔｔｈｅｒｅｗｉｔｈ
ｔｈｅｍ．”或“Ｗｈｅｎ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ｔｔａｉｎｓ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ｅｖｅｎ
ｈｉｓ／ｈｅｒｐｅｔｓａｓｃｅｎｄｔｏｈｅａｖｅｎ．”或“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ｓａｒｅｌａ
ｔｉｖｅｔｅｒｍ，ｗｈｉｃｈｂｒｉｎｇｓｓｏｍａｎｙ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ｌｙ．”等。

例（９）：中国强大了，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可以
扬眉吐气了。

成语“扬眉吐气”指扬起眉头、吐出怨气，借以

表达人逢喜事精神爽。译者若将其直译为“ｔｏｒａｉｓｅ
ｏｎｅ’ｓｅｙｅｂｒｏｗｓａｎｄｂｌｏｗｏｆｆｓｔｅａｍ”，目标语接受者不
会明白；意译为“ｔｏｆｅｅｌｗｉｔｈｍｕｃｈｐｒｉｄｅａｎｄｅｌａｔｉｏｎ”，
源语基本意思有了，仍令听者费解。如果译者顺应

目标语文化需求，将“扬眉吐气”改译成“ｔｏｗａｌｋ
ｗｉｔｈｏｎｅ’ｓｈｅａｄｈｅｌｄｈｉｇｈ”，形象生动，会收到良好
顺应效果。因此，该句译文应为“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ｂｅｅｎ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ｓｏｗ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ｒｅａｌｌｙｂｅｇｉｎｔｏｗａｌｋ
ｗｉｔｈｏｕｒｈｅａｄｓｈｅｌｄｈｉｇｈｏ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ａｇｅｎｏｗ”。数
据显示，学硕、本科生翻译正确率 （５３．３３％、
４７．６２％）与错译率基本持平，ＭＴＩ正确率（１２．５％）
远低于错误率（８７．５％）。本科生错译为“ＴｈｅＣｈｉ
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ｃａｎｒａｉｓｅｅｙｅｂｒｏｗｓａｎｄｂｌｏｗｏｆｆｓｔｅａｍｏｎ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ｔａｇｅｓ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ｂｅｅｎ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ｎｏｗ”，
学硕“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ｃａｎｒａｉｓｅｔｈｅｉｒｅｙｅｂｒｏｗｓａｎｄ
ｂｌｏｗｏｆｆｓｔｅａｍ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ｇｅａｓＣｈｉｎａｉｓ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ｎｏｗ”，ＭＴＩ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ｃａｎｆｅｅｌ
ｗｉｔｈｍｕｃｈｐｒｉｄｅａｎｄ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ｔａｇｅｂｅｃａｕｓｅ
Ｃｈｉｎａｉｓ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ｎｏｗ．”等。

例（１０）：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
成语“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出自孟子《孟子·告

子上》，本意是说人们为得到一样东西，必须舍弃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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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东西，不是说二者必然不可兼得。成语提醒人

们在不能兼得时应学会如何取舍。若将其直译为

“Ｏｎｅｃａｎｎｏｔｈａｖｅｆｉｓｈａｎｄｂｅａｒ’ｓｐａｗ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目标语听者会不懂。但目标语文化中有“下
金蛋的母鸡”典故，说是一个农夫家里养一只能产

金蛋的母鸡，贪婪的主人急于从鸡身上获取更多金

蛋便杀了这只鸡，令农夫失望的是，鸡肚子里全然没

有所谓的金蛋。此典故或许稳妥地顺应了汉文化中

“鱼”和“熊掌”之间这种微妙关系。通过文化因素

重组，顺应目标语听众译文应是“Ｏｎｅｃａｎｎｏｔｈａｖｅ
ｂｏｔｈｔｈｅｅｇｇ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ｎ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若联系
西方人生活饮食习惯，选择译语“Ｙｏｕｃａｎｎｏｔｅａｔｙｏｕｒ
ｃａｋｅａｎｄｈａｖｅｉｔ，ｔｏｏ．”或“Ｙｏｕｃａｎｎｏｔｓｅｌｌｔｈｅｃｏｗ
ａｎｄｄｒｉｎｋｔｈｅｍｉｌｋ．”也未尝不可。调查显示，极少数
被试者给出正确译文，５６位 ＭＴＩ全部译错，本科生

和学硕错译率分别达９０．４８％（ｎ＝３８）和８３．３３％
（ｎ＝２５），多译为“Ｏｎｅｃａｎｎｏｔｈａｖｅｆｉｓｈａｎｄｂｅａｒ’ｓ
ｐａｗ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

（二）英译汉顺应情况调查

例（１）：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ｅｄｇｒａｉｎｃａｎｏｎｌｙｂｅｃｏｓｔ－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ｒｅａｓ．

出于对结构客体顺应的考虑，译者首先需将合

成词“ｃ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做拆分处理，分别为“成本”和
“有效的”，否则，直译为“成本有利的”或“有成本效

益的”就未能顺应汉语结构要求，不符合汉语表达

习惯。有鉴于此，此句译为“从成本上考虑，进口粮

食只对中国沿海地区有利”较为妥当。表３统计结
果显示，三组被试者正确顺应比例均不到３０％，超
过７０％被试者将此句译成“进口谷物只对中国沿海
地区有成本效益的”，听上去怪异荒诞，十分别扭。

表３　顺应论在英译汉中的应用调查

数据　　　被试

项目　　　　　
本科

正确 错误

学硕

正确 错误

ＭＴＩ
正确 错误

例（１） １１／２６．１９％ ３１／７３．８１％ ８／２６．６７％ ２２／７３．３３％ １５／２６．７９％ ４１／７３．２１％
例（２） １２／２８．５７％ ３０／７１．４３％ １２／４０％ １８／６０％ ２７／４８．２１％ ２９／５１．７９％
例（３） ２２／５２．３８％ ２０／４７．６２％ １０／３３．３３％ ２０／６６．６７％ １／１．７９％ ５５／９８．２１％
例（４） ４／９．５２％ ３８／９０．４８％ ６／２０％ ２４／８０％ １／１．７９％ ５５／９８．２１％
例（５） １６／３８．１０％ ２６／６１．９０％ ２２／７３．３３％ ８／２６．６７％ ４０／７１．４３％ １６／２８．５７％
例（６） ７／１６．６７％ ３５／８３．３３％ ４／１３．３３％ ２６／８６．６７％ ６／１０．７１％ ５０／８９．２９％
例（７） ０／０％ ４２／１００％ ０／０％ ３０／１００％ ６／１０．７１％ ５０／８９．２９％
例（８） １９／４５．２４％ ２３／５４．７６％ １９／６３．３３％ １１／３６．６７％ ４１／７３．２１％ １５／２６．７９％
例（９） ２６／６１．９０％ １６／３８．１０％ １６／５３．３３％ １４／４６．６７％ ４０／７１．４３％ １６／２８．５７％
例（１０） １０／２３．８１％ ３２／７６．１９％ １４／４６．６７％ １６／５３．３３％ ２３／４１．０７％ ３３／５８．９３％

　　例（２）：Ｎｏｂｏｄｙｉｓａｆｕｌｌ－ｔｉｍｅｇｅｎｉｕｓ，ｂｕｔａｐａｒｔ－
ｔｉｍｅｆｏｏｌ．

该句旨在考察被试者对“ｆｕｌｌ－ｔｉｍｅ”和“ｐａｒｔ－
ｔｉｍｅ”的理解，以及能否对“ｇｅｎｉｕｓ”和“ｆｏｏｌ”在此处
真实寓意做出正确顺应选择。句中“ｎｏｂｏｄｙ”和
“ｂｕｔ”对比关系明显，句意即“ＡｎｙｂｏｄｙｉｓＮＯＴａｆｕｌｌ－
ｔｉｍｅｇｅｎｉｕｓＢＵＴａｐａｒｔ－ｔｉｍｅｆｏｏｌ”。若先突显 ＮＯＴ
和ＢＵＴ在句中的对比连接作用，再做直译处理似乎
句意更加清晰：“任何人都不是专职天才，而是兼职

傻瓜。”换言之，再聪明之人也会犯糊涂，再笨也有

精明的时候，世上没有十全十美之人。长期受汉文

化影响，中国人在正式场合说话讲究用四字格。该

句经顺应调整后的译文应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或“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调查结果表明，极少数

被试者提供正确译文，大部分未对“ｇｅｎｉｕｓ”和“ｆｏｏｌ”
做合理顺应变通，直译为“天才”和“傻瓜”，本科生

错译比例最高（ｎ＝３０，７１．４３％）。三组被试者均不
同程度将“ｆｕｌｌ－ｔｉｍｅ”和“ｐａｒｔ－ｔｉｍｅ”死译为“全职
的”和“兼职的”，本科组多达２７人（６４．２９％）。

例（３）：Ｔｈ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ｒａｄｅｉｓ
ｔｈａｎｋｓｉｎｐａｒｔｔｏ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ｏｉｌｉｍｐｏｒｔｓ．

此句旨在从两方面调查被试学生对英汉结构客

体顺应的熟悉情况，摸清其是否理解 “ｅｃｏｎｏｍｙ”的
内涵。首先，英语呈静态、汉语显动态的特点决定了

译员在翻译名词“ｅｃｏｎｏｍｙ”时，将其“经济、节约”本
意顺应为汉语动词“减少”更符合汉文化习惯［１３］；

其次，表原因介词短语“ｔｈａｎｋｓｔｏ”内涵“感谢”之意，
将其顺应为汉语“多亏、幸亏”更妥。因此，该句正

确译文应是“中国当今的贸易平衡一定程度上多亏

了减少对石油的进口”。数据显示，本科生做得相

对好一些，错误率为４７．６２％，两组研究生犯错率较
高，分别为６６．６７％和９８．２１％，ＭＴＩ仅有一人译对，
大部分将“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ｏｉｌｉｍｐｏｒｔｓ”译为“石油进口经
济”，未能对“ｅｃｏｎｏｍｙ”做出合理语境顺应。

例（４）：Ｔａｌｋｉｎｇｔｈｅｔａｌｋｉｓｎｏｔｓｏｇｏｏｄａｓｗａｌｋｉｎｇ
ｔｈｅｗａｌｋ．

同源结构“ｔｏｔａｌｋｔｈｅｔａｌｋ”和“ｔｏｗａｌｋｔｈｅｗａｌｋ”
分别意为“光说不练”和“说干就干”。若将此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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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为“只说不练比不上说干就干”，会让听者似懂非

懂，俨然与汉语行云流水之风格极不相称，或许大家

耳熟能详的译文“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更为适

宜，而且尝试用汉语押韵去顺应英语尾韵。李克强

在２０１３年一次中外记者会上曾谈到“（改革贵在行
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现场口译就用到了这

句堪称经典的译文。从被试者回答结果来看，绝大

多数学生明白“ｔｏｔａｌｋｔｈｅｔａｌｋ”和“ｔｏｗａｌｋｔｈｅｗａｌｋ”
含义，但对全句文化语境与结构客体之间的动态关

系领悟不到位，顺应效果欠佳。三组学生犯错率均

在８０％或以上，本科生 ９０．４８％，学硕 ８０％，ＭＴＩ
９８．２１％，其中仅有１名ＭＴＩ正确译为“喊破嗓子不
如甩开膀子”。

例（５）：Ｄｏｎ’ｔｓｈｅｄｃｒｏｃｏｄｉｌｅｔｅａｒｓｏｖｅｒｍｙｍｉ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ｆｏｒＩｋｎｏｗｙｏｕｈａｔｅｍｅ．

西方传说，鳄鱼掉泪哭其所捕获动物以诱更多

动物上当。因此，在西方，鳄鱼眼泪喻指伪装的同

情，引申为一面伤害别人，一面装作悲天悯人。中国

人更喜欢将“ｓｈｅｄｃｒｏｃｏｄｉｌｅｔｅａｒｓ”顺应为汉语主谓式
成语“猫哭耗子”，通常再和“假慈悲”三个字黏合在

一起，形容看见别人有难假意同情，假装慈悲。此句

被顺应调整后的译文应是“不要为我的厄运猫哭耗

子假慈悲了，因为我知道你恨我”。坊间亦有“鳄鱼

眼泪假慈悲”之辞，感性有余，理性不足，不宜采信。

从调查数据来看，学硕和 ＭＴＩ顺应得较好，正确率
分别达到 ７３．３３％和 ７１．４３％，本科正确率仅为
３８．１０％，错译者将“ｃｒｏｃｏｄｉｌｅｔｅａｒｓ”死译成“鳄鱼眼
泪”。

例（６）：Ｒｅｆｒｅｓｈｍｅｎｔｓｗｉｌｌｂｅｓｅｒｖ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ｅｍ
ｉｎａｒ．

对该句被动结构的顺应处理是正确选择译文的

关键。英语属物称化语言，表达客观事物如何作用

于人的感知，让事物以客观口吻呈现出来，多用被动

态［１４］。汉语是人称化语言，倾向于从自我角度用人

称词叙述客观事物或描述人，多用主动结构，被动意

义通过顺应转由主动式表达［１５］。该句正确译文应

是“研讨会后又茶点供应”，无需强调由“谁”来“供

应”。数据显示，三组被试错译率仍居高不下，本科

生占８３．３３％，学硕８６．６７％，ＭＴＩ８９．２９％，绝大多
数被试者未能对“去被动化”有效顺应。另外，竟然

有１９名本科生误判“ｒｅｆｒｅｓｈｍｅｎｔｓ”词义，暴露出我
国专业大学生“专业不专”的突出问题。

例（７）：Ｔｈ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ｔｒｉｅｄｔｏｅｘｐｌａｉｎｈｉｓｔｈｅｏｒｙａ
ｂｏｕｔ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ｅｔｒｙ，ｂｕｔｉｔｗａｓａｌｌＧｒｅｅｋｔｏｈｉ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习语“ｔｏｂｅＧｒｅｅｋｔｏｓｂ．”出自莎士比亚名剧
《凯撒大帝》中的名言“Ｆｏｒｍｙｏｗｎｐａｒｔ，ｉｔｗａｓＧｒｅｅｋ
ｔｏｍｅ”，意为“完全不懂，一窍不通”（＝ｂｅｙｏｎｄｏｎｅ’
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此句旨在考查被试学生的文化语
境顺应能力，也是考查被试者使用文化顺应策略能

力的典型个例，正确译文应是“教授试图阐明他的

现代诗论，但学生们却一窍不通”。所以，译者能否

成功顺应此句文化内涵是译好该句的关键。统计表

明，仅有 ６位 ＭＴＩ被试（１０．７１％）正确译出此句。
遗憾的是，本科生和学硕都交了白卷，如此多被试者

选择放弃暴露出我国外语专业学习者对目标语文化

的学习研究极不给力。

例（８）：Ｍｕｔｕａｌ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ｌ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ｗａｙ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ｆｕｒｔｈｅｒｔｅａｍｗｏｒｋ．

该句旨在检测被试学生对中西文化差异的熟稔

程度，被试者在明白英文化中“ｌｉｏｎ”相当于汉文化
中“虎”之后方能确保译语的动态顺应。此句正确

译语为“相互猜疑已成为他们继续深化团队合作的

拦路虎”。问卷数据显示，三组被试者对此句的翻

译顺应较前几句略好一些，本科生译文正、误率相

当，分别为４５．２４％和５４．７６％，但学硕和ＭＴＩ正、误
率分别为６３．３３％、３６．６７％和７３．２１％、２６．７９％，错
误率明显偏高。研究生对本句所蕴含中西文化差异

掌握得比本科生好一些。有１９位本科生将 “ｌｉｏｎ”
译为“拦路虎”，但多数（ｎ＝２３）将其译为“狮子”
“绊脚石”“最大障碍”等。有 １９名学硕和 ４１位
ＭＴＩ将“ｌｉｏｎ”成功顺应为“拦路虎”，但仍分别有１１
和１５名被试者将其误译为“雄狮”“阻力”“绊脚石”
等。

例（９）：Ａｌｌ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ｄｉｄｎｏｔａｔｔｅｎｄｔｏｄａｙ’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此句旨在调查被试者对英汉句法结构顺应策略

的掌握情况，“ａｌｌ”和“ｎｏｔ”是决定译者能否成功顺
应目标语的关键。代词“ａｌｌ，ｂｏｔｈ，ｅｖｅｒｙ，ｅａｃｈ”等
在否定句中均表示部分否定，且在句中位置不受限

制。“Ａｌｌ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ｄｉｄｎｏｔａｔｔｅｎｄｔｏｄａｙ’ｓ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和“Ｎｏｔａｌｌ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ａｔ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ｄａｙ’ｓ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是不同的两个表层结构但却属同一深层结
构：“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ａｔ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ｄａｙ’ｓ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该句译文因此应为“不是所有的工程师都出
席了今天的大会”。统计结果表明，本科生、学硕、

ＭＴＩ分别有６１．９０％ （ｎ＝２６）、５３．３３％ （ｎ＝１６）、
７１．４３％ （ｎ＝４０）的被试者能顺应合适句法结构并
提供正确译文，但分别有 ３８．１０％ （ｎ＝１６）、
４６．６７％ （ｎ＝１４）、２８．５７％ （ｎ＝１６）的被试者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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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该句真实含义，混淆了英语部分否定与全

否定的用法区别，将部分否定误当成全否定“Ｎｏｎｅ
ｏｆ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ａｔ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ｄａｙ’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即“所
有的工程师都没有出席今天的大会”。

例（１０）：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ｏｔｈｅｒ
ａｎｉｍａｌｓ．

此句译文的顺应处理需要译者具备英汉文化差

异方面的基本知识，汉文化中“动物”一词不包含

人，但英文“ａｎｉｍａｌｓ”包括一切“动物”，“人”也不例
外。在“ａｎｉｍａｌｓ”之前添加“ｏｔｈｅｒ”一词就是为了确
保“其他动物”将“人”排除在外，这样即可完成英汉

文化差异顺应调整转化。英汉互译经常借用“增

词”或“减词”顺应策略，“增词”不“增义”、“减词”

不“减义”是为了译文表达源语信息和风格不变，并

使译文合乎表达习惯。因此，该句正确译文应是

“人与动物不同”。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被试者因

未能正确顺应英汉文化语境差异而将该句误译成

“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三组被试学生中均有过半

未能正确顺应该句结构客体，本科生误译率高达

７６．１９％ （ｎ＝３２），学硕误译率５３．３３％ （ｎ＝１６），
ＭＴＩ误译率５８．９３％ （ｎ＝３３）。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有如下结论：首先，顺应论为互译活

动提供了有力支撑。翻译是跨文化信息交流转换，

谙熟中西文化差异是做好英汉互译的前提，译员须

有强烈跨文化意识，使译事顺应源语和目标语认知

环境，真正发挥译介在双语之间的沟通纽带作用。

本研究中众多被试者的欠佳表现很大程度上归咎于

他们对英汉文化背景顺应的失败。其次，互译必须

顺应，顺应务必动态。文化语境和结构客体之间相

互顺应是译事活动的灵魂，为突显译事顺应动态化，

译员既要做到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宏观顺应，还

要兼顾语言结构、语篇布局、语码和风格的微观顺

应，二者相得益彰，不可偏废。本调查有不少被试者

未能对源语与目标语各自语境关系和结构客体进行

正确顺应而盲目死译源语信息，背离了跨文化交际

目的和宗旨。再次，互译顺应策略需多样化。英汉

文化及结构的正确顺应要求译员在面对多种选择情

况下根据具体翻译层面恰当选择顺应策略，并从微

观技巧上保障译事活动顺利实施。有许多被试者因

顺应策略选择不当而导致译事失败。最后，互译顺

应过程应具灵活多变性。本研究表明，一旦翻译背

景或目的发生变化，译文顺应方向就应随之变化，译

员就需运用不同顺应手段，确保译事活动成功。因

此，翻译不是提供唯一标准译文文本的简单活动，而

是不断调整顺应、动态履新、反复重组的过程，绝对

顺应在一次译事活动中难以彻底实现，译员只有从

翻译目的出发，判断顺应层面和形式，有意识选择翻

译策略和技巧，顺应具体交际环境和客体，方可译出

上乘顺应精品。

六、启示

本文实证调查了我国专业大学生和研究生在英

汉互译中对顺应论的应用情况，希望对今后的翻译

教学实践有一定启发。其一，教师自觉运用顺应理

念培养学生的顺应意识是对学生翻译能力的基本要

求。教师在设计课程和选用教材时既要顺应学生认

知水平、语言基础、性格特征等，还要极力将顺应思

想融入个人教学理念和言行当中，潜移默化影响学

生、感染学生，将学生顺应意识的体现纳入评估其译

作质量高低的标准之中。同时，教师有意识将顺应

思想贯穿课堂内外，积极营造双语教学环境，鼓励学

生亲身体会双语转换、选择过程中的动态顺应经历，

帮其在翻译时做出正确顺应，提升译介质量。其二，

学生认知心理和语言水平不尽相同，在翻译过程中

体现出的意识程度亦有差别，教师可将其意识程度

粗略划分为低、高、潜三个等级，最大限度帮助其由

低意识向高意识过渡直至具备最强潜意识并不自觉

完成顺应选择最佳译文。本研究中大部分被试学生

可能处于高意识状态，有强烈意识驱使其极力顺应

语言结构和语境，少有死译、乱译现象出现，学生或

许正是因为受这种高意识束缚的影响而难以做到自

然、下意识地用最地道措辞顺应目标语。学生高、潜

意识的转变养成非一日之功，需长期历练磨合且具

超强语言领悟感知能力方见成效，这也是翻译教学

之最终目的。教师不仅重视翻译实践，更应向学生

系统介绍翻译理论，提高其理论素养，让其将顺应理

念根植于个人潜意识翻译理念中，而不能仅囿于课

堂训练的应景性需求，本研究中本科生的顺应表现

总体不如研究生或许根源于此。其三，顺应论为译

者提供更加开放视野又赋予其更多自由。教师不仅

在课内外从语境、语言结构、动态、意识突显四个方

面向学生渗透顺应思想，而且可借顺应论帮助自己

创建从宏观设计到微观操作都有理论支撑和现实保

障的新型翻译教学模式，切实提升翻译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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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高校基层党组织活力的几点思考

苏　炜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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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苏炜（１９６２—），男，吉林长春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长期从事课程思政及意识形态工

作的教学与研究。

摘　要：党的基层组织是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的基本单元，担负着教育、管理、监督党员
和组织、宣传、凝聚、服务群众等职责，党的工作最终要落实到基层党组织。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基

层党组织建设得以加强，战斗堡垒作用提升，但也有少数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并未得到很好发挥，存在

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里从突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选好用好负责人、党建工作与

中心工作相结合、弘扬奉献精神和完善考核保障等方面，探讨激发内在动因，增强以支部为代表的高

校基层党组织活力，更好地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的作用。

关键词：高校；基层党组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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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高校党建工作，是高校解决“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问题的政治保障、思想保

障和组织保障。高校有着人才、智力的优势，更有做

好党建工作的基础。据有关材料统计，我国现有约

２６００所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党支部和学生党支部
分别约为１０万个，师生党员数量约达４００万人，党
员教职工人数占到了教职工总数一半以上。九层之

台，起于垒土。党的基层组织是党执政大厦的基础，

起着确保大厦安全可靠的决定性作用。党的基层组

织是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的最基本单元，担

负着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

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党的工作最终

要落实到基层党组织。在高校党建工作中，要充分

发挥学校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和院系党组织的政治

核心作用，通过强化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增强服

务意识，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活力和战斗堡垒

作用，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提供坚强保障，

引领教职工思想，服务学校中心工作，团结带动师生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担负起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

一、增强基层党组织活力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高校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

从严治党，高校党委抓党建主体责任得到落实，党委

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完

善，战斗堡垒作用显著发挥，广大干部和党员精神面

貌改善，干事创业精神和工作实效得以提升。但具

体而言，高校中的少数党支部甚至党总支的作用发

挥并不理想，还存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政治功能弱化，政治核心作用没有得到充

分发挥。个别基层党组织忽视其政治核心作用，政

治引领不强，政治功能没有得到发挥，只是简单地完

成上级党组织要求的学习教育工作，战斗堡垒作用

没有形成，甚至存在软弱涣散的情况。个别党员党性

不强，缺乏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党员身份意识较弱，亮

明我是共产党员的勇气不足，没有在普通岗位上发挥

党员模范带头作用。部分党员重视学术技术方面的

发展，认为只有教学科研等业务工作才是实事、硬任

务，能给自己的职务晋升带来直接好处，而党务工作

是软要求、为虚功，个人得不到直接的实惠。

二是组织力弱化，党组织生活存在形式化问题。

个别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不强，团结凝聚作用弱化，没

有把党建工作放到应有的重要位置，重业务工作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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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甚至以业务工作代替党务工作，没有很好

地把党建工作与学校事业发展和教学科研工作相结

合，两张皮现象明显。党内政治生活没有得到应有

的重视，不能严格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

（试行）》规定，“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不严肃，效果

不明显，有简单化、走过场等现象。

三是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思想认识不足，对做好

党务工作的投入不够。个别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做好

基层组织工作的思想认识不到位，承担党务工作热

情不高，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的意识不强，缺乏

搞好党建工作的热情。有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党务

工作业务不精，做好党务工作的本领不够，缺乏责任

意识，不愿担当、不敢担当，缺少工作主动性和自觉

性，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不强，工作方式方法缺乏创

新。

影响高校部分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这里从激发内在动因，增强高校基层党组织

活力出发，探讨加强以党支部为代表的高校基层党

组织建设问题。

基层党组织的活力具体体现在基层党组织的号

召力、吸引力、影响力和向心力的大小。增强高校基

层党组织活力的目的在于不断强化党的政治功能，

提升组织力，提高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和全体党员政

治思想觉悟和模范带头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感召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受到群众认

可和欢迎，能带领广大教职工完成以人才培养为中

心的各项工作任务。

提升基层党组织活力是增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的有效途径，可以从政治功能的强化、组织力

的形成、党组织负责人的选用、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和

党员积极性的调动等方面入手，实现高校基层党组

织活力的提升。

二、增强高校基层党组织活力的措施

（一）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

组织力是一种合力，是组织内各个方面有机结

合在一起的一种整体力，是设计组织结构和配备组

织资源的能力，是组织结构力和组织文化力的综合

体现。［１］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

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是一个具有高度组

织纪律性、严谨科学性的严密组织体系。近百年的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期都可以确保党的

高度集中和稳定团结，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有效抵御外界干扰破坏和各种不良影响，从而保证

组织作用的发挥。

政治功能是一个政党的本质的体现。中国共产

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

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先进性和为最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追求，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最鲜

明的党性特征，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最本质

的区别。突出政治功能是提升组织力的关键，是组

织力实现的前提。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发挥得如

何，是否有效落实上级党委的决策部署，是基层党组

织组织力的直接反映。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以

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

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

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建设，是提升基层党组

织政治功能的基础。高校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要深刻

认识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的本质特征，把从严治党

落实到基层党组织，落实到每一位党员，旗帜鲜明讲

政治，坚定政治方向，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员

意识，确保党员在思想政治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

度的一致，自觉担起政治责任，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

突出高校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要

做到思想引领、鼓舞士气和凝聚力量，把教职工思想

行动统一到完成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培养工作上来。

党的领导作用是通过思想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

来实现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

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２］“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

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３］对教职工

思想的领导是党对高校领导的一项重要工作，基层

党组织的领导作用要体现在思想引领上，通过思想

引领统一教职工思想和行动。高校的根本目的是育

人，教职工是人才培养的具体实施主体，高校基层党

组织要坚定教职工的“四个自信”，坚定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团结带领广大教

职工努力工作，推动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

鼓舞士气、凝聚力量是基层党组织的重要工作。

基层党组织直接面对的是教职工个人，对存在各种

思想问题和遇到工作生活困难的教职工，要充分发

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和组织优势，及时做好思

想工作，化解矛盾，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大力弘扬正

气，传播正能量，增强教职工的工作责任感和使命

感，激发在平凡岗位上做贡献的热情。

（二）选好用好基层党组织负责人

毛泽东同志指出，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

·４９·



是决定的因素。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是基层党组织的

第一责任人，在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发挥上起着重要

作用。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政治站位高度、工作主

动性与责任心，是影响基层党组织活力的重要原因。

选用基层党组织负责人首先要突出政治标准，

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陈希同志在《培养选拔

干部必须突出政治标准》中谈到过，选拔党的干部，

毫无疑义要突出政治标准，这是政党的政治属性决

定的，是保证政党团结统一、实现政治主张和政治目

标的必然要求。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必须是政治上的

放心人，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能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团结群众，

自觉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勇于担

当，敢于负责，懂规矩守纪律，自觉做到廉洁自律。

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要精通党务工作。高校基层

党组织负责人应把党务工作作为重要业务工作来

做，成为党务工作专家，开创性做好党务工作。高校

是人才的聚集地，高校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还应是学

术技术专家，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具有足够的权威和

示范作用，形成在党务工作和教学科研工作中的双

带头。

高校基层党组织负责人队伍建设和教学科研骨

干队伍建设要一同抓。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优势，

处理好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和学术技术骨干结合培养

的关系，在学术技术骨干中培养基层党组织负责人，

激励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成为学术技术骨干。教育部

党组颁布的《关于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

培育工程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高校既要注重把

符合条件的学术带头人培养选拔为教师党支部书

记，又要注重把有丰富党建工作经验的教师党支部

书记培养成为学术带头人，并以此实现高校基层党

建工作与教学科研工作双促进、双提高。

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的作用不能忽视。高校党

委要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把建设一支高

素质、专业化的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队伍，构建强有

力的基层党组织核心作为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

重点。重视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的使用培养，

加强理论武装，提升政治能力、履职能力和创新能

力，培养大局观念，形成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力量。

（三）把基层党建工作落到实处

基层党组织是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把工

作落实到服务中心工作和建设队伍这两个核心任务

上来。

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二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

党建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中心工作、推动中心工

作。中心工作能否得到有效落实，是检验基层党组

织党建服务和保障作用的重要指标。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把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

署、一起考核。这充分说明二者的重要性和特殊关

系。

高校基层党组织工作效果如何，关键要看党建

工作是否服务了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学校工作。高

校作为育人单位，基层党组织要带领广大教职工落

实党委决策部署，围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

务和文化传承交流等开展工作，实施教育教学改革，

提高学校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处理好党建工作与一般业务工作的关系，做到

党建工作与一般业务工作同谋划同布置同落实。把

学校核心工作和重点任务作为党建工作与一般业务

工作的结合点，制定有效的考核措施，把党员在日常

工作中的表现和基层党组织所在单位的一般业务工

作完成情况纳入党建工作考核，发挥党员在日常工

作中的模范带头作用，促进党建工作与一般业务工

作的有机融合。

高校基层党组织在建设队伍方面，首先是建设

一支坚强的基层党员队伍，成为完成教学科研工作

的核心力量，关键时顶得上，急重任务攻得下，还要

建设一支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党员为骨干的教

职工队伍，把广大教职工的力量凝聚到学校发展上，

汇聚到教学科研工作上来。

深刻认识新时代高校承担的育人使命，准确把

握新时期教职工队伍思想、业务和工作状况，掌握受

教育对象的新特点，创新高校基层党组织工作方式

方法，把基层党组织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创新党员学习和党组织生活方式。充分利用现

代技术手段和传媒载体提高党员学习教育效果，开

展问题研讨、事例分析等符合高校特点的组织活动，

提高基层党组织生活质量。

（四）大力弘扬奉献精神

奉献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共产党人的重

要精神特质和先进性的必然体现。党章明确规定，

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

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克己奉公，多做贡献”。讲奉献是党员必须履行的

义务，任何时期、任何时候都要理直气壮地弘扬奉献

精神，做到走在前，作表率。

“我们党近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中国革命、

建设、改革赤诚奉献的历史。”“我们党对国家、对民

族、对人民的赤诚奉献，体现在推动历史变革的伟大

成就上，通过一个个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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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４］进入新时代，要赋予奉献新的时代内涵，每

位党员都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境界和功成必定

有我的责任担当，做到坚守初心，牢记使命，甘于奉

献，无怨无悔，求真务实，把工作做到极致，在平凡岗

位上取得不平凡的成绩。

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形成充满正能量的精神

激励环境，建立完善的褒奖制度，大力表彰先进，宣

传感人事迹，用身边的人感动教育身边的人，产生激

励干事创业的无形力量。

（五）完善绩效考核和保障机制

绩效考核是对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管理的一种

有效方法。合理制定考核标准，将基层党组织党务

工作与所在单位一般业务工作合并考核，使党务工

作与教学科研工作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客观准确

评价基层党组织工作和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职责完

成情况，改进评价方式，提高考核结果反映实际工作

情况的真实性，避免画勾投票等简单测评方式带来

的负面影响。用好考核结果，使绩效考核真正起到

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作用，调动基层党组织和成员

的工作积极性。

完善党务工作者技术职务晋升渠道。建立专职

党务工作者技术职称系列或在技术职称晋级中充分

考虑党务工作业绩，确保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专心做

好党务工作。加强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培养工作，完

善干部选用机制，重视党务工作履职经历，使优秀的

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及时走上更重要的工作岗位。

三、结语

增强高校基层党组织活力是加强高校基层党组

织建设的一个方面，侧重激发内在动因，更好地发挥

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强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离不开

“严”与“治”，要坚持严字当头，做到真抓严管，长严

长管，各级党组织要把治理落到实处，自觉担负起主

体责任，各级纪委担负起监督责任，执纪问责，保障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有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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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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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发展规划处，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０７
基金项目：２０１９年度河南科技智库调研课题“河南高校开展协同创新弥补高层次人才短缺研究”（ＨＮＫＪＺＫ－２０１９－４６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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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协同创新是解决教育、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结

合不紧以及科研资源配置分散、封闭、低效等问题的

重要途径，对提高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科研水平等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１］。在构建了产学研协同创新

的理论与内涵框架基础上［２］［３］，进一步探讨协同创

新的运行机制，尤其是从高校角度分析协同创新各

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对高校弥补高层

次人才紧缺的短板，提升创新能力和促进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现状

协同创新的驱动力研究视角经历了由整体［４］

向个体［５］的转变，整体上的三种驱动力是科技、市

场和文化，但具体到高校的个体上时，其动力因素又

包含自身特点。高校顺利开展协同创新，应充分发

挥其中的积极因素避免消极影响，才能使高校的协

同创新机制发挥最大效应。现有研究从动力机

制［６］［７］、组织机制［８］［９］、利益机制［１０］等角度讨论分

析了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并

试图给出完善的对策建议。但多数研究主要从宏观

层面来考虑，论述了运行机制与协同创新的作用关

系，但对微观具体事务的管理则较少涉及，对于为什

么需要这些机制以及怎样建立这些运行机制没有进

行深入讨论，讨论较多的都是应然方面的，对实然方

面的涉及较少。

高校协同创新随着外界环境不断变化自身也在

不断发展，其运行机制研究也需要不断深入，需进一

步丰富理论探析和推动实践发展。本研究将透析高

校协同创新的本质与内涵，提出和构建较为全面的

高校协同运行机制，探索高校创新能力全面提升的

新路径。

三、构建高校协同创新运行机制

协同创新运行机制，是指高校、科研院所、企业

等各协同主体在协作过程中所涉及环节的运行原理

和相关制度。根据协同创新的实践和系统性原理，

为了高质量完成协同目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构

建高校协同创新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动力机制、激励

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保障机制。

１．动力机制
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要建立有效的动力机制，

进而提高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政府等各协同主体

参与协作的积极性。首先，科学技术是推动高校协

同创新的主要驱动因素。随着科学研究走向深入，

每一个新的科技发现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不同

学科的理论和技术作支撑，单靠个体的能力很难在

科研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其次，市场是高校协同创

新的重要驱动因素。当高校或科研院所研发某一项

市场急需的技术时，也希望能够与企业合作，利用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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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优势，尽快使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

第三，文化是高校协同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当今

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越来越重要，高校和地方文化深层次融合发展能够

形成双方都认可的特色文化，实现高校和地方社会

双赢发展。第四，利益驱动因素。不管是地方政府、

企业，还是高校或科研院所，虽然他们所追求的利益

点不同，但他们参与协同创新的一大动力都是来自

利益。最后，实行社会价值因素。进行科学研究进

而为社会服务是高校的社会任务之一，也是高校促

进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任务。企业也承担着为社会

服务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职责，从这种意义上说，开

展协同创新活动是高校和企业更好地实现其社会价

值的重要途径。

２．激励机制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的创新能力水平

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在我们国家正在开展的协同

创新工作中，应该引进激励措施，鼓励高校、科研院

所、企业和政府开展协作，协同创新，实实在在提升

我国的创新能力。

知识产权是对科研成果、发明专利、计算机著作

等在法律上的承认，是对科研工作者的一种承认，一

种尊重。不管是高校、科研院所还是企业，都非常重

视自己研发产品的产权。通过产权激励，可以从根

本上激励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进行创新，进而使

协同创新成为常态，推进协同创新可持续发展，从根

本上为提高我国创新水平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为了共同目的协作而开

展的协同创新，各协同主体可以在协作过程中互通

有无，利用对方的优势，弥补自身的不足，实现共赢。

一方面，高校或科研院所可以利用企业的设备、资

金、市场敏锐度等优势，开展科研研究，培养符合社

会需要的高端人才。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在协作过

程中利用高校或科研院所的科研知识、科研人才以

及先进的理论知识，指导企业走在业界前列。

文化具有激励作用，尤其是具有凝聚力的文化，

其激励作用更为显著，比如硅谷文化对硅谷人的激

励，使硅谷一度成为世界高科技中心。如果我们能

够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发现并构建一种各协同主

体都认可的协同创新文化，那么，这种文化对创新主

体的激励作用将会比简单物质激励要强大得多。在

文化的激励作用下，各协同主体能够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共同发力，实现协同创新，推进创新能力

的提升。

在协同创新整个过程中，仅靠各协同主体自己

的优势，仅靠他们对外在条件尤其是市场需求的把

握，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政府不给予政策支持，不给

他们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在当今时代，协同创新是

不可能顺利进行下去的。具体来说，政府可以制定

并推行一系列政策，比如税收优惠、简化办事程序、

开设绿色通道等，为协同创新开路，大力推动各协同

主体进行创新。同时，政府还可以对高校、科研院所

和企业进行资金支持，减免贷款利息或无息贷款，财

政补贴或经济补助等措施，激励他们大胆进行创新

研究。

３．风险分担机制
所谓风险，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失败的可能性。

在高校协同创新过程中当然也存在失败的可能性，

即也存在风险。对高校协同创新的风险进行管理，

探索协作过程中风险发生的大小、发生的时间、发生

的概率等风险因素，就是风险分担机制，具体包括风

险分担的主体、风险分担的客体以及风险分担的方

法。

风险分担的主体，就是指在协同创新过程中承

受和分担风险的机构或组织。因为主要是高校、科

研院所和企业进行协作，协同创新，所以高校、科研

院所和企业就是协同创新过程中风险分担的主体。

高校或科研院所主要开展科研工作，进行知识创新，

企业则运用这些科研成果，实现科研创新成果转化

为创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

风险分担的客体，其实就是指高校协同创新过

程中各协同主体所遭遇的不同风险。根据相关学者

的研究，高校协同创新过程中可能遇到以下几个方

面的风险。首先是技术风险，在协作过程的各个阶

段都可能存在技术创新失败的可能性，技术突破历

来就很难，出现失败是正常的。其次是市场风险，市

场是看不见的手，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不管是对企

业，还是对高校，都存在很大风险，即企业所生产出

来的成品，高校所输送的毕业生，已经不为市场所

需，已经是过时产品，等等。第三是资金风险，当今

世界，做任何事情离开资金支持可以说什么事情都

做不成，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在任何一个环节如果没

有资金支持，创新工作随时有可能停止甚至破产。

最后是道德风险，这里主要是指信用风险，在协作过

程中，任何一个主体如果仅仅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做

出的违背其他主体的事情，进而出现破坏协同创新

的可能性。

风险分担的方法，就是指在协同创新过程中，依

据什么原则或标准，如何将风险分配给高校、科研院

所或企业。对于协作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风险，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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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各方的责任意识，因为技术创新随时会出现失败

或失误。在协作过程中，不管是企业还是高校，都要

做好市场调研，协同主体之间要保持信息畅通，互通

有无，这样方可减少市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对于

可能出现的资金风险，一方面要加强监督，强化制

度，严格按照财务制度进行资金使用；另一方面，对

于创新基金，专款专用，垂直管理，做到不流失一分

钱。对于协作过程中各协同创新主体可能出现的道

德风险，应该在协作之前制定好相关制度，确保信息

对等公平，各协同方恪守信用承诺，促使协作方精诚

合作，尽可能避免出现信任危机。

４．利益分配机制
利益是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能够建立协作关

系的前体和基本动力。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如何分配

利益，对于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进一步开展创新工

作，是否有动力继续合作，协同创新能否开展，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于利益的分类，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

说纷纭，但是，基本上都认可这样一种划分方法，即

把利益分为无形利益和有形利益。所谓无形利益，

就是不能直接用货币量化的利益。在协作过程中产

生的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商标、荣誉、信息等都属于

无形利益。所谓有形利益，就是在协同创新过程中

获得的直接成果、产品以及实实在在的收益。对于

利益的分配，应该事先根据各协同方在创新活动中

的贡献大小制定利益分配办法，并由各合作方签字

认可，一定要公平，不能存私心，否则直接影响协作

关系是否能正常维持。

在分配利益时，公平合理至关重要。具体到协

同创新主体的利益分配，主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协作过程中所有资源都是共享的，对于参与的

协同方，都有权力获取资源使用资源。其次，参与协

作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其身份是平等的，权力

是一样的，因此，只要参与协同创新，都有权进行利

益分配，任何人任何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他们

的这些基本权利。在协同创新过程中，高校、科研院

所和企业都是参与主体，都有权进行利益分配。但

是，还是应该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即多劳多得，不劳

不得。在协作过程中，你创造的多，贡献的多，理应

得到的多。如果在整个过程中，你无所事事，想不劳

而获是不可能的。不管你创造的是有形产品还是无

形价值，只要有所贡献，就可以得到报酬，可以进行

利益分配。

５．保障机制
为了促使高校协同创新有序健康开展，需要制

定相关政策激励各个协同主体同策同力，推进协同

创新深入发展，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

外部保障机制，主要是为了确保协同创新高质

量完成任务，政府对协同创新做出的一系列制度政

策，提供协同创新所必需的设备条件和相关资源，激

励各个协同创新主体积极参与创新。高校协同创

新，不仅仅是高校或科研院所自己本身开展的活动，

而是与企业或地方政府合作，共同进行的创新活动，

它是一个由多个主体参与的比较复杂的创新行为，

因此，政府需要出台配套的政策甚至是法律来保障

协同创新的正常运行，为协同创新构造良好的政策

环境，调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科研积极性，大

力推进技术创新。我国在协同创新方面的法律建

设，仍处于初始阶段，还存在很多不足。主要问题

有：第一，维权成本很高，而侵权成本太低；第二，知

识产权法、商标法普及不够，很多人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淡薄；第三，部分相关法律法规可操作性差。因

此，鉴于我国科技创新水平低下的现状，迫切需要制

定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协同创新健康开展。最为重要

的是，加强并落实高校或科研院所科研制度，制定高

校协同创新激励制度或政策，为高校或科研院所开

展协同创新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措施。同时，出台知

识产权法、商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司法解释，保护

科研工作者的劳动成果，激发他们创新积极性。

对于高校协同创新，不但要在法律层面给予保

障，更要在政策层面给予具体的支持。如果能够出

台一些政策倾斜于协同创新，并且政府督促措施的

落实，就能够大大促进高校、科研院所或企业技术创

新的积极性。

高校协同创新，就是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或地

方政府为了某个共同目的开展协作关系，在这个过

程中最为重要的是各个参与方如何进行有效的沟

通。因此，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

沟通机制非常必要。高校通过与企业充分深入的沟

通，可以了解企业需求和市场动向，进而可以根据社

会需要有目的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这样，科研目的

清晰，科研任务具体，可以调动科研人员的科研积极

性，推进科研进度，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通过充分

的沟通，企业可以了解高校或科研院所的科研能力、

科研队伍和他们的科研优势，进而据此提出他们可

以研发出的产品，这样对于双方来说都可以减少不

必要的浪费和风险。

人才尤其是高端科研创新人才是高校协同创新

是否成功的关键。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一经

济强国，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美国非常重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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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人才的培养，重视人才的引用，重视人才的发

展。我国历来就很重视人才的培养，设立有“长江

学者”“黄河学者”“万人计划”“千人计划”等荣誉

称号，奖励那些在科研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激

励科研工作者不断进行科研创新。进入２１世纪以
来，为奖励在科技创新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或单

位，国家又专门设立了五项国家科学技术奖，即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

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

学技术合作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由国家主

席签署并颁发证书和奖金。这足以看出我们国家对

科研人才的高度重视。２０１８年国家对国家科学技
术奖奖金标准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每人奖励５００
万元提升到每人８００万元。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推
进协同创新，推进高校协同创新，推进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这个时候，我们不仅要重视培养科研人才，还

要使现有科研人才协同，即各个协同主体可以共享

人才。制定人才共享机制，确保在协同创新过程中

实现人才共享共用，做到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不浪

费人才资源。具体到高校协同创新，目前中国高校

的教师大部分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他们作为

国家科研创新人员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培养

新一代科研人才方面，却遇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

普遍的是，很多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教学实践能力

欠缺，无法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通过教学传授给学

生，导致现在很多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普遍缺乏动手

能力、缺乏创新能力、缺乏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因

此，高校一定要加强对新进教师的教学能力培训，提

升他们的教学水平。高校教师要改变传统的填鸭式

教学方法，不能一味地给学生传输知识，而不重视学

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要推行新的教学理念，贯彻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大力培养学生的学习

能力、创新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提高学生的创

新能力，大幅度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真正提高高校

毕业生的质量，为创新活动培养大批后继人才。

作为高校协同创新的主体及中坚力量，高校在

高校协同创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无可取代，因此要

想推进协同创新的发展，就要不断高校自身的治理

能力。只有高校自身的教育教学水平提高了，才能

提升其知名度，高校教师或学生创新能力提升了，高

校的科技水平提高了，才有更多企业愿意与其合作，

才有更大的吸引力。首先，建立完善科研激励制度。

所制定的科研激励制度，要能够起到提高教师和学

生搞科研的激情，并能够激发他们持续进行科学研

究。支持教师和学生进行学术交流，包含校内学术

交流以及校外学术交流，不但鼓励同专业学术交流，

还鼓励跨专业学术交流，拓展教师和学生的研究视

角，提高他们的科研能力，激发他们的科研热情，推

进创新的发展。其次，建立科研团队管理制度。在

现有管理制度基础上，不断完善高校在协同创新过

程中的科研团队管理制度，打破传统的不利于协同

创新的制度，建立跨学科跨学院跨学校跨单位的科

研团队管理制度，能够使不同单位的科研人才，不同

专业的人才，不同学科的人才，为了共同的发展目

的，协作起来，共同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共同推进协

同创新高质量发展。最后，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制

度。要考察高校协同创新发展过程、确定协同创新

发展计划，必须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只有

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才能更科学地考核协同创新

过程中的工作绩效，对协作过程中的科研人员、科研

团队、研发产品等进行评价。这套科学的评价制度

主要能够考核以下几个方面工作：教学能力、科研能

力、科研信用、创新质量、贡献程度、人才培养、科学

普及应用、创新程度、研发产品的竞争力等。

在高校协同创新过程中企业所起的作用也是不

容小觑的，企业为科研协作提供设备、资金和人力资

源，共同研发，合力推进科研成果转化，生产市场所

需要的产品。在当今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环境

下，为了能够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有竞争力的产品，加

快科研成果的转化速度，推进高校协同创新，企业需

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提高自身的治理能力，提高

管理协同创新的能力。首先，企业要转变观念。２１
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是信息时代，是互联网时代，

企业，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要想发展，要想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必须拥有先进的核

心技术，必须引进高水平的科学创新人才，必须进行

科学研发才能生产出有竞争力的拳头产品，才能在

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而现实情况是，大部分企业

缺乏高端的科研人才，更不能开展高水平的研发活

动。因此，企业要转变以前单打独斗的观念，打开大

门走出去，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协作关系，充分利

用高校或科研院所的科研优势，共同进行科学研究，

根据市场信号共同研发，共同创新。其次，建立风险

规避机制。在高校协同创新过程中，企业可能面临

五大风险，即政策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合作风

险和技术风险。其中对企业考验最大的是政策风险

和市场风险，政府能不能一贯支持协同创新，能不能

出台切实可行的政策，对于企业来说具有很大的导

向标作用。企业本身就是在市场这个大海中遨游的

个体，市场风云变幻，风险极大，企业能否在市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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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直接影响协同创新的成败，因此，企业一定要建

立一套科学可行的风险规避机制，避免协同创新合

作的失败。

四、结束语

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突破美国贸易战封锁的重要手段之

一。高校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水平等方面具

有独特优势，作为协同创新的重要一环可为国家自

主创新能力的提高贡献重要力量。本研究从高校创

新能力提升出发，将高校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主要

归纳为动力机制、激励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利益分

配机制和保障机制，并探析了每种机制的特点，以此

找寻加快弥补高层次人才短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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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与社会工作的契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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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高职院校肩负着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重大历史使命，针对当前高职院校育人工作存在的问题，尝试将社会工作融入高职院校育人工

作之中，详细分析两者在服务理念、服务对象以及服务方法等方面存在契合性的基础上，提出“四融

合”的实践路径，以此进一步提升高职院校育人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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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强化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道路上，加强高职
院校育人工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面对新时代

新任务新对象，如何进一步提升高职院校育人工作

的专业化、系统化、科学化水平是新时代高职院校育

人工作急需思考的问题。本文拟运用社会工作方式

方法介入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以求创新高职院校育

人工作新路径，进一步开拓高职院校育人工作的新

局面。

一、问题的提出

（一）新时代的客观要求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

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１］《关于深化新时

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关

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等，提出全面推进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

人的“三全育人”工作部署，深刻阐述了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的重大意义及要求。新时代高等院校要始终

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

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等

“九个坚持”为统领，构建全新育人格局，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新

时代赋予高等院校育人工作的重要历史使命。

（二）新形势的客观需要

从国外大环境来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逐渐转

为软实力的较量，西方的思想意识形态以前所未有

的规模和力度冲击着我国高职院校大学生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企图通过思想渗透夺取思想阵

地，此时也直接冲击着大学生所接受的传统的爱国

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２］。从国

内市场环境来看，生产技术革新、工业机器人以及云

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会导致整个制造产业对

人才规格的需求产生革命性变化，由此产生的负面

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高职学生的精神生活中

来，在这种形势下，高职院校育人环境的严峻性更为

凸显。

（三）新对象的客观需求

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教育人才是所有高校育人

工作者的初衷和使命。当前高校学生以“００”后为
主力军，这样就意味着新时代高校育人工作的主体

为“００”后大学生。与此同时，作为以培养高技能专
业技术型人才为主要办学方向的高等职业院校，育

人工作服务对象更为特殊。高职院校的学生大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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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高考失利或自身能力学习不足，甚至有厌学情绪

而被迫选择高职教育，这些学生学习基础相对薄弱，

分析问题能力、思维能力有所欠缺，部分学生功利性

较强，对“有用”的知识就学，“无用”的知识就拒绝

听课。还有部分学生羡慕考入本科院校的同学，对

自己的高职学历有些自卑，并错误的将原因归为外

部环境，而不是自身努力程度不足，妄自菲薄，沉迷

于网络游戏等不能自拔。正是因为高职院校育人对

象的特殊，使得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从本质上不能等

同于其他普通高校育人工作，而是需要结合当今国

内外新形势，遵循高职教育规律，依照高职学生特点

开展育人工作。

二、高职院校育人工作的现状

（一）育人理念的滞后性

首先，高职院校仍存在重管理、轻服务、偏教

育的理念，对待成绩优良学生予以更多关注，没有

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其次，在教育管理环节，仍存

在师生脱节、教与学脱节、教学管理与学生管理脱

节等情况，学生、教师、教育媒介三者不能很好实

现联动效应；第三，在育人内容层面，缺乏全面性

和系统性，尚未构建课程育人、科研育人、管理育

人、资助育人、文化育人等全方位育人体系，未能

根据客观实际及时更新充实育人内容；第四，在育

人渠道层面，尚未充分发挥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及

校外实践等功效。

（二）育人对象的多重性

首先，当今高职院校育人工作面对的都是“００”
后出生的孩子，年龄在１８至２３岁之间，这一时期正
是一个人一生中心理和生理变化最大的时期；其次，

学生群体成分复杂，既有城镇子女，又有农村孩子；

既有本地学生，也有外地生源；既有家庭条件殷实的

富家子弟，也有经济拮据的贫困学生；第三，理想信

念和价值观参差不齐，有的思想先进，能够自觉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的则缺乏远大理想，得过且

过，目标迷茫。基于以上学生的多重特点，高职院校

开展育人工作时面临更大难度。

（三）育人队伍的非专业性

当前高职院校从事育人工作的主体以辅导员和

班主任为骨干，每名辅导员至少要负责 １５０名至
２００名学生，在工作中更多陷入烦琐的事务性工作，
存在以管代教、以管理者为中心的情况，在开展育人

工作中更多的是从学校的角度去考虑和解决问题，

更多地强调解决问题，而忽视了再解决问题中与学

生做深入细致的沟通，站在学生立场去思考问题、解

决问题。

三、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与社会工作契合的内在

逻辑

（一）服务对象契合

青少年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我国《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不满

１８周岁的为未成年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
定，已满１６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规定共青团团员年龄在１４
周岁以上２８周岁以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１９８２
年墨西哥圆桌会议上提出青年为１５至３４岁年龄组
人口。社会学将青少年看作是人社会化的一个必经

阶段，认为“青年是从依赖成人的童年到能进行独

立的、负责的成人活动的过渡”。我国国内较早开

展社区层面青少年服务的社会工作机构将青少年服

务对象的年龄界定为１４岁至２５岁。２０１８年标志
着新世纪２０００年出生的第一批孩子已经年满１８周
岁，可见无论从哪个层面对青少年的年龄进行划定，

高职院校的在校学生都是属于青少年范畴内，此时

高职院校育人工作的对象也正是该批“００”后的孩
子们。

青少年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实务领域，

是将青少年作为工作和服务对象，通过运用关于青

少年成长和发展的规律，以及社会工作专业的理念、

理论、方法和技巧，来最大限度地挖掘青少年的潜

能，促进其全面健康发展，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

的专业活动［３］。著名心理学家艾德沃特对青少年

时期身心状态进行了具体描述，以青少年开始至青

少年结束，从生理、情绪、人际、社会、教育、文化等方

面进行分析，通过针对青少年的特点，了解其需要，

重点开展服务。

因此高职院校育人工作和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

具有契合性，两者从本质上都是在做“青少年”服务

工作，通过提供专业管理或服务，进一步激发青少年

自我发展、自我成长的潜能，助力青少年成长发展。

（二）服务理念契合

从哲学上讲价值观体现了主客观之间的价值关

系实质，即客体对于主体需求的满足程度，以及对主

体发展的推动作用，价值观正确与否直接关乎个人

与社会的发展。体现在教育工作中，则是指育人工

作的实施，对学生与社会的生存及发展所具有的意

义和作用。所谓社会本位是指教育工作的实施，更

注重以全体学生为对象的教育管理，立足于社会发

展的各方面需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

爱国主义为主旋律，制定高校育人工作的实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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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一

步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在此种情况下，个人的兴趣

与需求处于次要位置［６］。社会工作价值观受到人

文主义、人道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集体主义等

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成为一种系统的、成熟的引领

社会工作者从事专业实践的指南，在我国社会工作

价值观不仅借鉴国际上社会工作发展的经验，同时

也体现着我国具体国情，逐渐形成了以人为本、接纳

和尊重、注重民主参与及个人和社会发展相结合为

具体内容，体现着利他主义，并以“助人自助”为核

心理念的社会工作价值观。在此中更加重视学生个

体的发展，通过帮助有特殊问题的学生个体，增强学

生解决问题能力，从这一点上来说社会工作价值观

更倾向于个人本位，所谓个人本位是指教育工作的

实施要以满足个人的需求作为基础，立足于个人兴

趣与需要这一核心，组织推动各项教育活动的开展，

以保证个体在接受教育活动的过程中实现最高程度

的完善及发展。

当然无论是社会本位还是个人本位，两者在教

育价值观和社会工作价值观中并不是完全割裂开

来，教育价值观只体现社会本位，社会工作价值观只

体现个人本位，事实上两种本位都有所体现，只是侧

重点不同。而且就目前我国教育状况来说，随着近

年来我国教育事业的高速发展，个人本位与社会本

位各自正在逐渐发生转变，两者都在寻找一种途径

以达到平衡状态，最终实现有机融合。因此，笔者认

为以上两种价值观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在功能上不但

没有竞争关系，反而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关

系。作为高职院校育人工作的主体，教育工作者同

时也是教育工作的服务者，社会工作者也是社会服

务的提供者，两者都是在践行服务工作价值观。从

这个角度讲，新时代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与社会工作

两者在服务理念上具有契合性，两者具有相似的核

心理念和职业操守，“育人”即“助人”，并最终实现

“自助”，从而动新时代社会建设的和谐、可持续发

展。

（三）服务方法契合

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师生在校园环境中学习和生活所形成的，与社会和

时代密切相关的具有校园精神和人文环境的一种特

殊文化，是新时代高校育人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

载体。一般而言，校园文化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即

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行为的文化。良好的校园

文化具有积极的目标、价值、需求引导，规范行为举

止、规章制度约束、道德制约的制约功能以及熏陶感

染功能，通过校园文化中的校风和校训等呈现出来

的观念形态的文化，能深刻影响和感染每位学生，以

获取更好的育人效果。社会工作非常重视社会环境

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如生态系统理论对环境的影响

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布朗芬布伦纳认为自然环

境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影响源，发展的个体处在从直

接环境到间接环境几个环境系统的中间，其中每个

系统都与其他系统以及个体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个

体发展。也就是说对于开展高职院校育人工作来

说，要注重多重环境对学生个人的影响，如学生个人

所在家庭的微观系统、所在学校的中观系统以及社

会文化环境的宏观系统都需要全面进行分析，可见

无论是校园文化建设还是生态系统理论，两者都是

在强调环境对人的重要作用力。除此之外，社会工

作的其他理论都对更好地开展高职院校育人工作具

有指导意义，如优势视角理论，可以促使教育管理者

以积极视角看待高职院校学生，相信学生个人具有

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认识自身拥有的潜

在能力，从而解决问题。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角

度讲，注重从学生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以及多种需

求的急缓程度入手，及时分析了解学生内心想法，从

而提升教育管理工作的有效性。从阿德勒的自卑理

论角度讲，自卑感是与生俱来的，教育管理者需要帮

助有此情况的困难学生加强科学认知，加强思想引

导，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将不利因素转成为生活学习

上的推动力，从而使人获得更好的发展。可见，高职

院校育人工作与社会工作在专业方法上具有契合

性，通过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对进一步增强高职院校

育人工作专业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故高职院校在开展育人工作中可以

借鉴社会工作领域中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以及专业

方法，进一步突出“育人”即“助人”的服务理念，并

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自助”根本目标。

四、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与社会工作的契合路径

分析

为了更好地实现高职院校育人工作和社会工作

的融合，笔者在两者“契合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

“四融合”路径，以求进一步指导高职院校育人工作

实践。

（一）理念融合

在之前的论述中，高职院校育人工作和社会工

作都是在做“人”的工作，都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但高职院校育人工作是以马克思主

义为理论基础，在育人工作中更多的是以学校为出

发点，以学校规章制度为保障机制，以在学生是否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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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学校规章制度为判断标准，更加突出对学生的管

理，而忽视了对学生服务的理念。将社会工作“助

人自助”服务理念融入其中，将人道主义精神更好

地吸纳到现有的理论体系中，构建以人为本，回应需

要，接纳和尊重，平等待人等为核心内容的育人工作

价值观，强调对学生的尊重与理解，把学生作为教育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以学生需求为本”“以学

术能力为本”“以学生素质为本”和“以学生发展为

本”的教育管理理念，把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

育人工作的最高目标；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其

合理的需要，考虑到高职学生的年龄特征、时代特

征，从学生的内在需求出发，引导学生把自身的成才

目标与学校的教育目标统一起来，把教育管理与服

务体系结合在一起，构建新型师生关系和育人理念。

（二）主体融合

面对繁杂而艰巨的工作任务，巨大的工作量使

得辅导员在工作过程中更多的完成学生管理的各种

问题，角色定位仅为管理者，经常站在学校的角度去

考虑和解决问题。将社会工作者的多重角色融入其

中对高效开展育人工作具有积极助推作用。一是教

育者角色，一方面是教育实施者不再赘述，重点其同

时也是受教育者，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辅导员队伍

也需要不断提升自己、充实自己，通过多层次、多主

题、多形式的校内外培训进一步掌握教育原则、方

法，提升工作能力。二是协调者角色，在实际工作中

还应协调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及时做好上传下

达，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校建设，增强相互了解，减

少分歧，进一步培养学生主人翁意识和健全学校民

主决策机制建设。三是资源链接者角色，对学生最

熟悉的莫过于辅导员，辅导员对学生的个人情况了

解比较全面，这样的优势使得他们能够对学生具有

针对性的教育指导，辅导员要调动校内外各种资源，

如积极和学生家长联系，了解学生的历史情况，又能

将学生在校情况及时反馈家长，形成学校与家庭之

间的合力；另一方面，根据高职教育特点开展校企合

作，充分利用校外资源，加强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最

终通过资源链接形成合力，共同做好高职院校学生

育人工作。

（三）过程融合

一是准备阶段。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是高职院

校育人工作顺利开展的首要任务。在本阶段，辅导

员者要充分了解高职院校学生的总体情况，制定学

生个人在校期间表现的专属档案。通过提供带有

“温度”的专业支持，进一步建立与学生的信任关

系，让学生能够对教育管理工作开展的意义以及各

自角色的定位建立正确认知。二是资料收集阶段。

本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全面系统的收集每个学生的基

本材料。全面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是个案工作开展

的基础环节，收集的资料越全面，越有利于辅导员从

整体把握学生的问题，包含学生的思想状态、日常表

现、同辈关系、家庭情况等；方式方法可以多样化，如

以辅导员沟通、同学之间谈话以及借助标准化量表

作为手段，对学生的理解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进

一步加深与学生联系感情，从而做出整体性评估，帮

助学生明确下一步服务方向。三是制定计划阶段。

此阶段由辅导员与学生共同讨论确定服务方向，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工作计划以达成目标。制定介

入目标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短期目标，分阶段完

成并达成长期目标，在此过程中需要双方共同协商，

且以尊重学生的意见为原则，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

体作用，增强自我效能感。计划还要保持适度灵活

性，尽可能多设想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否则一旦受

阻很容易产生挫败感导致放弃。四是服务开展阶

段。此阶段是开展育人工作的最重要的核心环节，

一方面辅导员要直接帮助学生，深化自我认识，拓展

潜能，提升其解决问题能力；另一方面要通过间接环

境的改善，结合生态系统理论“人在环境中”的理

念，关注个体学生与周围环境、资源的联系，通过改

善学生的周围环境以促进其更好地适应环境。五是

评估阶段。在专业服务工作结束以后进行的效果评

估和工作评价，是专业化服务必不可少的工作步骤，

是检验育人工作成效的重要环节。以目标的实现程

度、学生满意程度以及人力物力的资源投入效率等

作为评估指标，为持续性开展教育管理工作奠定了

良好基础。

（四）方法融合

社会工作有三大专业方法，即个案工作、小组工

作及社区工作方法，在实践中也有不少通过借鉴社

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介入学生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等

领域，如我院社会工作教研室副教授刘春霞曾针对

如何运用社区社会工作方法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创新开展研究［５］，也有针对厌学、心理困难等问题

学生为服务对象，运用小组工作介入高职生抗逆力

提升开展研究［６］（刘东乔），运用小组工作介入高职

院校单招生厌学问题研究［７］（赵振羽）等等，整体来

讲，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介入高职院校育人工作研究

成果还是比较丰富，但仍缺乏科学体系的建立。笔

者认为在高职院校开展育人工作中，可以针对育人

内容的不同、学生实际要解决的问题等情况运用不

同的社会工作方法。从学院大层面来讲，更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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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工作方法，高校是具有特定的地理区域、一定数

量的学生、具有相似的生活方式、具有共同信仰的社

会集体，符合社区的构成要件，学生作为“社区居

民”居住其中，高校作为社会服务的提供者，更应侧

重于优势资源的整合，进一步增强学生成员归属感，

包括高校硬件资源（教学楼、图书馆、实训室）、软件

资源（师资队伍、教学质量、学科建设）、理念建设

（班风校风、校园文化）等，通过机制建设与活动开

展，进一步提高学生对该社区的认同感，激发参与社

区建设、关心社区发展的积极性。从系部建设、班级

建设来讲，更适用小组工作方法，倾向于某一特定能

力的提升，以１０人左右学生构成小组单位，通过小
组的内聚力、成员之间的影响力构成小组内动力从

而推动小组内成员能力的提升，如九江 Ｚ高职院校
通过小组工作介入高职生抗逆力提升问题，对学院

２９６名学生进行抗逆力水平测试，之后招募１０名高
职生进行心理干预，通过小组工作方法介入有效提

升了小组成员的抗逆力水平。个案社会工作方法，

即通过直接的、面对面的沟通方式，对个人提供心理

调整和环境改善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此种方法更

适用于针对学生个体开展个别化服务，针对每一个

学生的特殊情况和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支持和增

能工作。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苟小亮以高职顶岗实

习生为服务对象，运用个案工作方法，顺利帮助该群

体完成角色转换［８］。

五、结束语

事实证明，在党和国家全面推进教育事业发展

的社会大背景下，在面对新时代客观要求、新形势客

观需要、新对象客观需求时，鉴于社会工作与高职院

校育人工作在服务理念、服务对象以及服务方法等

方面存在契合性内在逻辑，此时将社会工作的理念、

方法和技巧运用到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中，通过理念

融合、主体融合、过程融合、方法融合，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价值理念的创新、理论

视角的创新以及具体方法的创新。当然，要进一步

论证本文所提论点的有效性，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

予以尝试和探索，进一步推动高职院校育人工作的

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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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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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管理。

摘　要：教育供给侧改革为高等教育贡献了理念、思维和方法，也驱动着高校积极改革创新，解
决教师队伍建设供给侧与需求侧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高校应立足新时代高等教育变革，强化顶层

设计和系统衔接，优化教师队伍建设的供给体系，不断创新有利于高素质人才成长的体制机制，在推

动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实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提供坚强的智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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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系统思维和问题导
向，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要内容，也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主

线。教育供给侧改革是供给侧理论在教育领域的重

要运用，体现的是供给与需求的内部结构性变革，契

合了当前高等教育由外延式向内涵式发展转型的整

体趋势。作为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高校教师队伍

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自身

建设需要着重解决供给侧与需求侧不匹配的结构性

矛盾。因此，借鉴教育供给侧改革的理念、思维和方

法，对于破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难题、推动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教育供给侧改革及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

的意义

随着高等教育日益从注重规模、数量转变到注

重结构、质量和效益，教育供给侧改革亟待通过一系

列深刻的体制机制改革，厘清教育主体之间的责任

边界和管理机制，优化教育资源与服务的供给方式，

“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１］。

现有的教育供给体系决定了政府、学校都是教育的

主体，而不同的教育主体面临的改革任务不同，关注

点也各有侧重。其中，高校端供给侧改革的重心是

“加强供给能力建设，即扩大有效人才供给，提升人

才培养结构和质量对人才市场变化的适应性”［２］。

对于高校而言，教育供给侧无论怎样改革，要想确保

人才供给的效果，都必须依靠教师队伍去实施、去实

现。因此，教育供给侧改革呼唤高校教师队伍建设

积极改革创新。

在新时代高等教育变革的驱动下，“面对人民

群众更加迫切对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向往，全面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既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也是

一项根本性的民生工程”［３］。作为推动高校转型发

展的核心力量，教师队伍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

务、思想创新和文化传承等重要功能都需要通过教

师队伍来实现，他们不仅是高校办学目标的承担者、

办学质量的提升者、办学特色的践行者，而且是先进

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学生健康

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２０１８年１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的意见》（简称《意见》），站在强师兴国的战略高

度，明确了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对全面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出总体部署。教师队伍建设在

教育供给侧改革中承担着重要职责，对推动高校持

续健康发展起着支撑和保障作用。优化教师资源供

给，是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是高校加强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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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发展的关键。

二、教育供给侧改革凸显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困

境

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优化教育供给体系，

使之更好地与需求端相匹配。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就必须锻造一支政治可靠、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协

同育人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高校如

何引才、育才、用才，让优秀教师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这一方面要求教师队伍回应社会需求的自我提

升，另一方面需要教师队伍培养与供给的改革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才培养规模和质量不断

攀升，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人民群众在教育方面的

获得感明显增强，人才队伍素质全面提升。高校毕

业生已经成为我国新增人力资源最重要的发动机，

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持续的智力支持和人力

资源保障。特别是通过“９８５”工程、“２１１”工程、“双
一流”建设的实施，我国高校的办学理念、科研成

果、教师队伍、人才培养质量不断优化。教师队伍建

设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千人计划”“万人计划”、

长江学者、国家杰青、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国家级教学名师等等成为高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

志。许多高校不断完善人才引进、培养、激励、使用

的体制机制，顺应人才发展和社会发展需求。

但也应该看到，在高等教育加速发展的同时，部

分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需求与供给之间还存在不同

程度的失衡状态：有些高校要么过于重视需求侧，教

师想要“吃什么”就“喂什么”，“缺什么”就“给什

么”，忽视了教师综合素质和健全人格的培养，使得

教师队伍建设缺乏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在引领教

师发展自身合理需要方面着力不够；要么仅重视供

给侧，将主要资源集中配置在教师教学、科研能力的

培养上，忽视了教师群体对价值实现和全面发展的

内在需求，造成教师队伍建设供给被功利性、事务性

的目的所裹挟，影响了教师队伍建设的实效性、系统

性和长效性。

此外，部分高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思想观念

落后、人才管理粗放、体制机制僵化等问题，“重学

历轻能力”“重身份轻岗位”“重资历轻业绩”“重

引进轻培养”“重增量轻存量”“重个人轻团队”

“重称号轻使用”等现象仍较突出，高层次人才匮

乏、国际化程度不高、人才创新活力和动力不足仍是

制约众多高校发展的瓶颈；为了吸引人才，部分高校

盲目引进，互挖人才，人才攀比、引而不用等现象还

比较普遍，“高校人才军备竞赛”与“职业跳槽教授”

并存，人才恶性竞争加剧［４］。这导致高校人才成本

急剧增长，无助于学科发展，一定程度上还打击了现

有人才的工作积极性［５］。同时，部分高校还没有从

思想上行动上顺应高校内涵发展所需的教师资源的

优化配置，教师队伍建设现状与高校内涵式发展的

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

高校应对内涵式发展的自适应能力问题，高校的办

学理念还未与时俱进，教师队伍建设与办学规模、办

学空间、办学层次还有待匹配和适应；二是统筹兼顾

问题，教师队伍建设的分类管理及其与高校发展定

位、人才培养规格、学科建设特色没有真正实现同步

建设、统筹推进；三是平衡协同发展问题，不同地区、

不同高校之间以及高校内部不同院系之间教师队伍

建设的工作理念、方式方法的不平衡、不协同的问题

还比较突出［６］；四是教师的核心素养问题，教师的

核心素养，说到底就是适应高等教育改革以及成为

卓越教师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从根本上说，我

国大学与实践一流大学最大、最核心的差距是师资

水平整体性、绝对性的差距”［７］；五是优秀教师的成

长机制问题，教师遴选和培养机制、保障机制、共生

机制尚不健全。因此，坚持教育供给侧改革，就必须

科学分析教师队伍的突出问题，突破僵化、老化、固

化的思维模式，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

的人才政策，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优秀人才

脱颖而出提供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大发展空间。

三、教育供给侧改革促进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

路径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８］坚持教育供给侧

改革，落实党管人才主体责任，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全面提升人才管理服务水平，是加强高素质教师

队伍建设、促进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障。

（一）谋大局，落实党管人才主体责任

高校党委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决策者和领导者，

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彰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大学道路自信的关键。要把政治建设

放在首位，充分发挥党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

务的职能，为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办人民满

意的教育定指针、谋大局。

一是强化高校党委在教师队伍建设中的核心领

导作用。高校党委要树立科学人才观，以建立健全

现代大学制度为契机，加强教师队伍综合研判，认真

做好专门研究，积极探索党管人才的实现路径和体

制机制。党委书记、校长谋划学校发展时必须优先

谋划人才发展，带头抓好人才工作，不松手、不懈怠，

把支持教师发展落实到高校发展的方方面面。建立

学校党政负责人为组长、相关职能部门参与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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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结合高校的发展战略、办

学定位、学科和教师队伍建设现状，定期研究教师队

伍建设事项。对于涉及人才工作重大事项、人才队

伍建设规划、高层次人才引进和调出等重大议题，需

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大力摒弃那些不合时宜、

束缚人才成长和作用发挥的观念、制度、政策，着力

破解教师队伍建设中的难点问题和体制障碍。进一

步强化高校党委在人才工作中的政治责任，完善党

委领导、上下联动、协调有力、整体推进的大人才工

作格局。

二是强化人才工作规律意识和责任意识。人才

工作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高等教育规

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学校党委既要把握高等教育规

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

用人原则，以德领才、以德润才，用当其时、用人所

长；同时还要了解市场经济规律特别是供求规律、竞

争规律和价值规律，以社会需要为参照，科学定位教

师需求、市场供求和学校发展需要。打破体制障碍，

善于放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善伸援手；承认劳动

差别，尊重人才价值，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９］。

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明确各级党政

负责人是教师队伍建设第一责任人，科学配置人才

工作资源，构建校领导、学校中层干部和学院党政负

责人、学科带头人引才育才的多级责任制。对任人

唯亲、浪费人才、埋没人才、造成人才大量流失的单

位，要认真调研摸底，经查属实的要追究相关领导责

任。

三是强化学术委员会和专家教授的学术担当。

学术委员会作为高校最高学术机构，应与学校行政

管理划清界限：行政部门负责学校的日常运行，学术

事务则由学术委员会评估。学术委员会要在教师队

伍建设规划、学术评价、制度构建和资源配置中发挥

学术决策作用。同时，专家教授应充分体现学术担

当精神，积极发挥他们在人才评估、举荐、培养、使用

等方面的作用，引领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突破以往线性管理模式，不断完

善对高层次人才的遴选、申报、评价、考核和职称评

审、岗位聘任的“同行评议”制度。

四是强化教师教书育人的光荣感使命感。学高

为师，德高为范。教师承担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

传播真理的历史使命，肩负着塑造灵魂、塑造生命、

塑造人的时代重任。法国大文学家雨果的名言用在

教师身上毫不为过：“花的事业是尊贵的，果实的事

业是甜美的，让我们做叶的事业吧，因为叶的事业是

平凡而谦逊的。”学校要引导教师做理论学习的先

遣队和政治上的明白人，明确教师的政治底线和纪

律红线，遵守“学术无禁区、讲台有纪律”，在政治规

矩和政治纪律方面丝毫不迁就不退让。提高教师开

展“课程思政”“专业思政”“学科思政”的意识和能

力，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

文化观，增强价值判断、选择、塑造的能力。加强师

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和教书育人的

能力，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二）促改革，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教育供给侧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教师队伍建

设的着眼点在供给端，只有创造、提供新供给，才能

适应、满足新需求。在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中，提高教

师队伍供给质量，是决定教育供给侧改革成败的关

键所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明确指出：“建立以提高教育质
量伟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完善激励机

制，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就要求高校站

在新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布局中，全面梳理教

师队伍建设的制度设计和系统衔接，建立健全教师

发展保障制度，不断创新有利于优秀教师成长发展

的体制机制。

一是创新教师聘任制度改革。强化岗位聘任意

识，科学设置岗位，构建以分类管理和预聘—长聘—

专聘为核心的教师队伍管理体系，设置预聘岗位、长

聘岗位和专聘岗位；以科学有效的制度督促受聘教

师提高政治素质、业务素养和师德水平，形成公平竞

争、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教师管理机制。实行分类

指导和分类考核，在当前通行的教学为主型、教学科

研并重型、科研为主型、成果推广型等四类教师管理

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类别，制定不同岗位分级聘用

条件和岗位职责，体现不同岗位不同侧重和需求。

建立高层次人才长周期聘任和评估论证制度，建立

专职科研队伍建设机制和项目聘用制人员管理模

式。鼓励高校加大聘用工程背景和行业企业工作经

历的教师引进力度，支持兼职聘用高水平专家学者

和优秀企业家到高校担任学生指导教师。

二是创新人才梯队引进培养机制。大力实施高

端人才引进工程，制定可行的人才评价体系和富有

挑战性的人才工作目标，注重引才与引智相结合，长

聘与短聘相结合，专职与兼职相结合，将学术精湛、

创新能力强、业绩突出的人才不拘一格吸引过来并

发挥作用，以优质的教师资源投入获得最大的组织

效益；对特殊高端人才注意把握“不求所有、但求所

用”，完善柔性引才模式，拓展个人引进、团队引进

和特殊引进三种路径。严格教师选聘入口关，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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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双重考察，将教师入职岗

前培训和助教制培养作为教师开展教学的必备条

件。以人为本，搭建教师成长培育多元化平台，满足

教师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需求，实现教师研修和终

身学习的常态化。制定青年英才开发计划，通过青

年教师导师制、教育培训等个性化培育方案，特别是

将学术基础扎实、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优秀青年人

才重点培养；对精英人才和重点团队实施人才特区

政策，重点培养、大胆使用，将他们推上学术核心位

置，充分尊重他们在团队构建、成员遴选、考核使用

等方面的意见，便于他们带领团队承担大项目，出大

成果。在有条件的二级学院可分类分步扩大学院在

引进、培养和使用、评聘等方面的自主权限。着力构

建教师学习共同体，打通国内高校之间乃至国际高

校之间交流互访、学术研讨、观摩考察零障碍、常态

化途径，为高校教师创造更多更优质的学习机会，大

力提升教师职业发展能力。

三是创新人才开发配置和评价机制。扭转不科

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加大激励，严格考核。积极构建

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社会多方参与的师德监督体

系，将师德建设作为高校教育质量督导评估的重要

内容，将师德考核作为教师年度考核和评优评先的

核心因素。建立健全教师聘期考核激励机制和教师

聘用、晋升、流转通道。根据本校事业发展和教师发

展需求，充分发挥职称评审正面引导的“指挥棒”作

用，加快提升青年教师学历层次、实践能力和国际化

水平，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

量、贡献、影响，鼓励教师潜心研究、长期积累；综合

考评教师在的社会服务工作和在政策咨询、智库建

设等方面的贡献，完善多元化的职称晋升体系。在

教师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方面，可以弱化教师年度

考核的层次指标，以师德师风和教学科研业绩量为

主。强化聘期考核，在师德合格的基础上，侧重不同

类型不同层级教师教学科研业绩标志性成果。这样

既克服教师重科研轻教学问题，又避免科研上的

“短平快”行为。完善 ＰＩ团队运行机制，通过人才、
项目、基地的有机结合，构建多元融合、协同创新的

团队运行机制。

四是创新薪酬制度改革。政府应进一步放宽绩

效工资总量控制，逐步扩大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

高校应充分发挥收入分配制度的杠杆作用和激励机

制，建立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以“按劳分配、责

酬一致；绩效优先，兼顾公平”为基本原则的关系合

理、机制健全、调控有力、秩序规范的考核体系、多元

薪酬分配机制和收入增长机制，进一步激发教师成

长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现有岗位绩

效工资制度之外，与多元化用人模式相对应，积极探

索年薪制、项目制、聘期制、协议制等多元多种薪酬

分配方式。同时，逐步推动薪酬分配重心下移，下放

二级单位分配自主权，加大二级单位二次分配力度，

有效推动校院两级科学管理［１０］。

（三）优环境，全面提升教师管理服务水平

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云：“人才者，求之则愈

出，置之则愈匮。”人才能不能引进来、能不能留得

住、能不能干得成，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能否想人才所

想、急人才所急，做好全方位服务，努力营造良好的

社会环境、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帮助实现教师价值

的最大化。

一是夯实“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高校要

倡导“教师主体、人才第一”的氛围，突出教授治学、

学术至上，赋予高层次人才学术活动决定权、学科梯

队用人权、项目经费支配权和团队成员考核评价权。

培植“追求真理、追求科学、崇尚学术、勇于创新”的

校园文化，不断增强教师的职业光荣感、使命感和责

任感，时时、事事、处处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二是围绕“人才链”构建“服务链”。高校应以

全方位服务，构建高层次人才认同且有归属感的运

行机制，为人才引进和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舞

台。制订更加优惠的教师引进激励政策，出台更多

接地气、有吸引力的务实举措，积极推动引人政策落

地见效。积极为人才潜心干事提供人性化的服务，

围绕人才落户、社会保障、子女就学、配偶安置等实

际问题，实行全方位的“一站式”服务，千方百计帮

助解决工作和生活困难，解除教师的后顾之忧。

三是提升教师管理服务质量。实施管理干部能

力提升工程，打造一支信念坚、品行好、业务精、作风

实、服务优的管理服务队伍，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业

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将管理寓于服务中。特别是针

对教师硬性管理出现的问题，本着能放尽放、能活则

活的原则，提供柔性服务，让教师心情舒畅地发挥作

用。建立学校领导联系高层次人才和对接大型企业

制度，定期深入高层次人才工作室，与他们交朋友，

现场办公解决他们反映的问题，主动为他们创造良

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带领高层次人才赴联系的大

型企业推进校企合作，促进成果转化，引导高层次人

才做教学示范者、科研示范者、行为示范者、责任示

范者。

四是加强资源科学配置。高校资源有限，在开

源节流的同时，要把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在提升学校

核心竞争力这一刀刃上。特别是要加强人才和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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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室建设、工作生活条件建设，加强有针对性的

资源配置。在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时，应贯彻“以岗

定薪、优劳优酬、业绩导向”的工作基调，绩效分配

向一线教师倾斜，向为学校人才培养和事业发展作

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倾斜。

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

活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需要高校下大力气祛除痼

疾沉珂，开拓强师之道。只有坚持推进教育供给侧

改革，建立科学、规范、制度化的教师管理服务体制

和运行机制，才能引好才、育好才、用好才、聚好才，

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实现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提供坚强的智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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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ｓｍ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ａｌｅｎｔｓ．Ｗｈｉｌ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ｌ
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ｔａｌｓ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ｓｔｒｏｎｇ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ｆｏｒｔｈｅｇｏａｌｏｆ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ｂｕｉｌｄｅｒｓａｎ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ｒｅｆｏｒｍ；ｔｅａｃｈｅｒｔｅａｍ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ｓｕｐｐｌ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ｐａ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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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Ｆｓ材料对 ＣＯ２的吸附分离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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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１２
作者简介：李玉玲（１９７９—），女，河南信阳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金属有机框架材料

的研究。

摘　要：主要介绍近年来金属－有机框架（ｍｅ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ＭＯＦｓ）材料对ＣＯ２吸附分
离方面的研究进展，着重探究了对ＭＯＦｓ材料进行金属位点和有机配体的修饰后，对 ＣＯ２吸附分离
性能的影响，并对现阶段ＭＯＦｓ材料所具有的不足之处进行分析，展望 ＭＯＦｓ材料应用于 ＣＯ２吸附
分离的未来发展，以期对ＭＯＦｓ材料气体吸附分离性能有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金属－有机框架材料；ＣＯ２的吸附分离；研究进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０．０１．０２２
中图分类号：Ｏ６４１．４；Ｏ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２－０５

　　近年来，过量的化石燃料燃烧和树木的砍伐导
致大气中 ＣＯ２浓度急剧增加，全球平均温度升高，
引发冰川融化，旱涝频发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由于禁止ＣＯ２过量排放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完成的，
所以人们采用多种方法对 ＣＯ２进行吸附分离和催

化转化［１］。目前用于降低 ＣＯ２浓度的方法有开发
可循环的新能源来代替传统的化石能源和以 ＣＯ２
为起始原料将其转化为有用的化工产品两种方法。

后者较典型的方法包括低温蒸馏法，电化学吸附法，

化学吸附法，物理吸附法，以及膜分离法等［２］。在

这些方法中，物理方法能耗小但效率低，化学方法高

效但在吸收解吸的过程中能耗较高，大量使用吸收

剂，损耗严重，且会产生二次污染［３］。因此开发新

的可循环吸附材料对 ＣＯ２进行吸附和分离是亟待
解决的问题。

金属 －有机骨架材料（ＭＯＦｓ），又称多孔配位
聚合物，是由无机金属中心（金属离子或金属簇）和

有机配体自组装形成的具有三维周期性网状结构的

晶态多孔材料［４］。其结构多样，易于设计，具有较

高的孔隙率和比表面积，金属位点开放，具有化学可

修饰性，在气体分离和储存、药物传递、多相催化、传

感、储能等方面［５－１２］的应用非常广泛。除了上述优

点之外，ＭＯＦｓ材料所具有的规则孔道结构对客体
分子的扩散十分有利，所以对气体的吸附分离和储

存是ＭＯＦｓ材料最早被提出时的最主要应用方向，
发展前景十分广阔。用 ＭＯＦｓ材料对 ＣＯ２进行捕
集、利用、封存的技术（ＣＣＵＳ），不仅可以高效降低
ＣＯ２的浓度，而且可以将其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
化合物，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本文简要综述了近年来ＭＯＦｓ材料对ＣＯ２的吸
附分离性能方面的研究进展，重点综述的是构成

ＭＯＦｓ材料的金属和有机配体的修饰，对 ＣＯ２的吸
附分离性能的影响。

１　ＭＯＦｓ材料的修饰方法
对ＭＯＦｓ材料进行修饰的方法主要分为对金属

位点和有机配体进行修饰。

对金属位点进行修饰所依据的原理是：一般情

况下ＭＯＦｓ材料中金属原子的配位模式处于饱和状
态，金属原子配位客体分子，因空间原因或者人为干

扰将这些客体分子活化去除后，会产生开放金属位

点或者不饱和金属位点，这些金属位点可以提高材

料整体对气体的吸附分离能力。不稳定的金属位点

因金属自身的原因，通常情况下具有一定的路易斯

酸性或碱性，根据酸碱中和原理，与 ＣＯ２等酸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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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产生较强作用力，进而提升 ＭＯＦｓ材料的 ＣＯ２
吸附分离性能。

对有机配体进行修饰所依据的原理是：有机

配体主要是以苯环或氮杂环结构连接节点，通过

直接合成或后合成的方法把官能团引入 ＭＯＦｓ材
料的主体框架中。这里的官能团主要包括酸性

（如－ＯＨ，－ＳＯ３Ｈ），碱性（如－ＮＨ２，－ＮＨ，－Ｎ），以
及其他官能团（如 －ＮＯ２或者具有位阻效应，手性
选择性的复杂官能团），其中显碱性的官能团对显

酸性的 ＣＯ２气体表现出极好的吸附能力和选择
性，以亚氨基、氨基、芳香族氨基和脲基等效果最

为突出。

１．１　对金属位点进行修饰
周振［１３］首先通过一系列的反应制得有大 Π共

轭效应的Ｈ４ＴＣＰＥ。再将Ｈ４ＴＣＰＥ，六水合硝酸镍和
Ｌ－脯氨酸与 Ｎ，Ｎ’－二甲基甲酰胺／水溶液混合，
得到金属－有机纳米管状化合物Ｎｉ－ＴＣＰＥ１。随后
把Ｌ－脯氨酸用量增大两倍，即可得到三维框架化
合物Ｎｉ－ＴＣＰＥ２。这两种化合物具有开放金属位
点，ＣＯ２与裸露的金属位点之间的偶极 －四极相互
作用，为ＣＯ２化学转化提供了合适的活性位点和反
应的空间。测定不同温度下两种化合物对 ＣＯ２的
吸附曲线（如图１），直观体现出了两种修饰后化合
物良好的ＣＯ２吸附性能。

图１　Ｎｉ－ＴＣＰＥ１（左）和Ｎｉ－ＴＣＰＥ２（右）在２７３Ｋ和２９８Ｋ时ＣＯ２的吸附曲线

　　刘兵［１４］把金属有机多面体当作超分子构筑模

块，采用溶剂热法，将硝酸铜作为金属源和

Ｈ４ＴＡＤＩＰＡ以自组装的形式合成了两种含典型
ＭＯＰ－１笼状结构的ＰＭＯＦｓ材料，结构式分别为

［Ｃｕ６（ＴＡＤＩＰＡ）３（ＤＡＢＣＯ）（Ｈ２Ｏ）２（ＤＭＦ）２］·
１３Ｈ２Ｏ·７ＤＭＦ（１）和［Ｃｕ６（ＴＡＤＩＰＡ）３（Ｈ２Ｏ）６］·
１６Ｈ２Ｏ·８ＤＭＦ（２）。两种化合物骨架拓扑结构是完
全相同的，但是其配体的扭曲角度不一样（如图２），
这主要是因为化合物１中的两个铜之间存在 ＤＡＢ
ＣＯ配位，ＤＡＢＣＯ的存在使化合物２的骨架密度和
孔隙率明显大于化合物１，故化合物２比化合物１
的ＣＯ２吸附能力强。

图２　化合物１和化合物２的有机配体扭曲角度示意图
张新鲁［１５］根据已有文献合成了具有微孔结构

的ＵＴＳＡ－１６，并用该物质作为母体，用离子交换的
方法制备出一系列Ｍ－ＵＴＳＡ－１６（Ｍ：Ｌｉ，Ｎａ，Ｋ，Ｒｂ，

Ｃｓ），用ＰＸＲＤ，ＴＧＡ，ＩＣＰ，ＢＥＴ等手段对这些材料
的性质进行表征，结果显示：Ｋ－ＵＴＳＡ－１６（如图３）
对ＣＯ２表现出最大的吸附量，在环氧化物与ＣＯ２生
成环状碳酸脂的催化转化反应中，Ｌｉ－ＵＴＳＡ－１６显
示出最高的催化滑行和循环稳定性（如图４）。

图３　Ｋ－ＵＳＴＡ－１６的结构图

１．２　对有机配体进行修饰
高碧轩［１６］分别选用吡嗪、联吡啶、４，４’－偶氮

吡啶、１，２－双（４－吡啶基）乙烯和 Ｎ－（４－吡啶
基）异烟酰胺五种柱撑配体，利用溶剂扩散法制备

出五种ＣＰＬ系列多孔 ＭＯＦ材料，测定 ＣＰＬｓ对 ＣＯ２
等单组分气体静态吸附性能。结果显示，ＣＰＬｓ的孔
径与ＣＯ２尺寸相近，因此具有较高的ＣＯ２吸附量和
吸附分离选择性（如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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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Ｍ－ＵＴＳＡ－１６与ＣＯ２在２７３Ｋ（左）和２９８Ｋ（右）的反应吸附热

图５　５种ＣＰＬ系列多孔ＭＯＦ材料在－７８℃下对ＣＯ２的吸附等温线

　　兰健文［１７］等人利用溶剂热法制备了两种具有

较高活性的多孔 ＭＯＦｓ催化剂（如图６），并探讨了
其对 ＣＯ２的催化转化作用。一种是以硝酸镍作为
金属盐，咪唑和羧酸作为有机配体合成的Ｎｉ－ＭＯＦ

催化剂。通过一系列的表征发现，该 Ｎｉ－ＭＯＦ对
ＣＯ２表现出良好的吸附性能，吸附量为５９．５ｃｍ

３／ｇ。
另一种是以硝酸锌作为金属盐，三聚氰胺（ＭＡ）和
２－噻吩羧酸（Ｈ２ｔｄｃ）作为配体合成的多孔 Ｚｎ－
ＭＯＦ催化剂。进行一系列表征后发现，该催化剂吸附
性能极其优异，吸附量可以达到１０８．９ｃｍ３／ｇ（如图７）。

图６　Ｎｉ－ＭＯＦ（左）和Ｚｎ－ＭＯＦ（右）结构图

图７　Ｎｉ－ＭＯＦ（左）和Ｚｎ－ＭＯＦ（右）对二氧化碳的吸附曲线

　　汪书天［１８］等制备出了三种有显著吸附性能差

异的ＭＯＦｓ材料 Ｃｕ－ＢＴＣ，ＭＩＬ－６８（Ｉｎ）和 Ｕｉｏ－
６６，其中锆系 ＭＯＦｓ材料 Ｕｉｏ－６６具有较高的配位
数（如图８），故其具有良好的二氧化碳吸附作用。
之后又对Ｕｉｏ－６６及进行配体的氨基改性，通过一
系列的实验表明，加入一定量的乙酸调节剂时，改性

后的氨基产品尺寸均一，形貌规整，对比之前的

Ｕｉｏ－６６样品二氧化碳的吸附能力明显提高，但其
热稳定性有所下降。 图８　Ｕｉｏ－６６中Ｚｒ６次级结构单元（左）与其３Ｄ结构图（右）

·４１１·



　　周猷［１９］等人利用硝酸钴和３，３’，５，５’－偶
氮苯四甲酸有机配体以及硝酸铜和Ｈ４ＣＤＤＳ有机配
体进行反应，用溶剂热法合成具有立方晶系的金属

有机框架材料 Ｃｏ３ＡＢＴＣ和有三种不同孔道结构的
金属有机框架材料［Ｃｕ２（Ｌ）（Ｈ２Ｏ）２］·（ＤＭＦ）８
（Ｈ２Ｏ）４（ＺＪＵ－１２）。因 Ｃｏ３ＡＢＴＣ中有三个形成了

次级结构单元的 Ｃｏ原子，通过羧酸与有机配体连
接构成三维多孔结构，故该物质在活化之后，对二氧

化碳气体的分离表现出良好的性能。后一种物质相

较前一种物质具有更大的比表面积，其工作容量相

当于前一种物质的三倍，具有更好的 ＣＯ２吸附分离
能力（如图９）。

图９　Ｃｏ３ＡＢＴＣ（左）和ＺＪＵ－１２（右）对乙炔和二氧化碳的等温吸附能图

２　ＭＯＦｓ材料存在的问题
ＭＯＦｓ材料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其稳定性并不

理想，稳定性主要包括水稳定性、热稳定性和化学稳

定性三种。关于水稳定性，大部分 ＭＯＦｓ材料虽不
溶于水，但是其在水或者水蒸气中并不能稳定存在，

所以不能用于催化含水或水蒸气的反应；关于热稳

定性，普通的ＭＯＦｓ材料在５００℃以上的高温下是不
能稳定存在的，所以不能用于催化较高温度的反应；

关于化学稳定性，大部分的ＭＯＦｓ材料在强酸、强碱
或强还原性环境下结构会遭到破坏进而失活。当前

对ＭＯＦｓ材料的研究仍处于基础阶段，缺乏系统性
的研究。

３　结论与展望
修饰后的ＭＯＦｓ材料被广泛应用于气体的吸附

分离中，但是ＣＯ２在热力学上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惰
性气体，相对其他气体吸附分离较为困难，用 ＭＯＦｓ
材料对 ＣＯ２气体进行吸附分离仍具有局限性。未
来可以重点探究对ＭＯＦｓ材料进行有目的的调控和
改性，定向得到目标产物。对 ＭＯＦｓ在气体吸附分
离方面的实践需要进行不断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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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红冬孢酵母脂肪酸合酶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康　静，刘玉青，胡焕焕，丰慧根
（新乡医学院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河南 新乡４５３０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１５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１６１２０２２１０４０４）
作者简介：康静（１９８０—），女，河南巩义人，博士，新乡医学院生命科学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微生物。

摘　要：对圆红冬孢酵母脂肪酸合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并构建系统进化树。利用 ＭＥＧＡ７．０
软件构建出系统进化树，应用 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ＰｒｏｔＳｃａｌ，ＴＭＨＭＭ，ＳｉｇａｌＰ，Ｋｉｎａｓｅｐｈｏ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ＮＬＳ，ＮＰＳＡ和
ＳＭＡＲＴ等生物信息学方法，分别对蛋白质的理化性质、跨膜区、信号肽，以及核输出信号、二级结构
和结构域进行预测。结果表明，该脂肪酸合酶在进化过程中相对比较保守，是亲水性蛋白；它存在跨膜

结构；它没有信号肽但有核输出信号；它的二级结构有多个α－螺旋与延伸链；它有６个保守结构域。
关键词：圆红冬孢酵母；脂肪酸合酶；油脂合成代谢；生物信息学分析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０．０１．０２３
中图分类号：Ｓ４３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７－０４

　　基于生物质转化生产的生物柴油是当今最为理
想的可再生燃料之一［１］。圆红冬孢酵母（Ｒｈｏｄｏｓｐｏ
ｒｉｄｉｕｍｔｏｒｕｌｏｉｄｅｓ）是目前研究较多的高产油脂菌种，
作为生物柴油的原料，与藻类或植物生物柴油相比，

它可在胞内积累油脂、类胡萝卜素等［２］，它不仅是

清洁能源，更具有可持续生产微生物类脂和工业化

广泛应用的潜力。该菌株经酯交换产生生物柴

油［３］，但反应速率慢，反应体系中过多的甲醇和副

产物甘油还会影响脂肪酶的活性及稳定性［４］。对

圆红冬孢酵母油脂代谢中的关键酶脂肪酸合酶

（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ｓｙｎｔｈａｓｅ，ＦＡＳ）的结构特征及理化性质进
行预测，可以为下一步构建产油工程菌奠定基础，也

为生物柴油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原料油脂资源和废弃

物的再利用提供新的思路［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ＦＡＳ基因序列的Ｇｅｎｂａｎｋ检索

在ＮＣＢＩ的 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中检索圆红冬孢酵
母脂肪酸合酶，其基因序列编码为ＸＭ＿０１６４１５８１７．１，
氨基酸序列编码为ＸＰ＿０１６２７２３８７．１。
１．２　ＦＡＳ的生物信息学分析及预测
１．２．１　构建系统进化树

在ＮＣＢＩ数据库中检索２０种生物 ＦＡＳ氨基酸

序列，利用 ＭＥＧＡ７．０软件对２０种生物相应的氨基
酸序列进行遗传距离的分析，构建出 ＦＡＳ的系统进
化树。

１．２．２　使用在线生物信息学预测工具
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对 ＦＡＳ进行理化性质的预测，如分

子量、等电点、原子构成、氨基酸组成、摩尔消光系

数、半衰期、脂溶指数等；ＰｒｏｔＳｃａｌｅ：对 ＦＡＳ进行亲水
参数的预测；ＴＭｐｒｅｄ：对 ＦＡＳ进行跨膜区域的预测；
ＳｉｇａｌＰ：对 ＦＡＳ进行信号肽的预测；ＰｒｅｄｉｃｔＮＬＳ：对
ＦＡＳ进行核输出信号的预测；ＳＯＰＭＡ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Ｐｒｏ
ｔｅｉｎ：对ＦＡＳ进行蛋白质二级结构折叠类型的预测
分析；ＳＭＡＲＴ：对 ＦＡＳ进行蛋白质结构域的预测与
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ＦＡＳ进化树的构建

使用邻位相连法（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ＮＪ法）构
建ＦＡＳ的系统进化树，如图１所示。将２０种 ＦＡＳ
的氨基酸序列对齐后，使用软件 ＭＥＧＡ７．０构建系
统进化树。由图１可知，该 ＦＡＳ与红酵母属的菌种
都具有较高同源性，且进化位置上也比其他菌种

要高。

·７１１·



图１　圆红冬孢酵母ＦＡＳ系统进化树

２．２　氨基酸的组成
利用在线软件 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对该 ＦＡＳ编码的氨基

酸组成进行初步预测分析。如图２所示，预测结果：
该ＦＡＳ编码区的氨基酸数目为２９２８个，其中含量
较多的氨基酸为Ａｌａ（３１１个，１０．６％），Ｌｅｕ（２６０个，
８．９％）和 Ｇｌｙ（２５０个，８．５％）。该 ＦＡＳ氨基酸中，
带正电的总数残基／酸性氨基酸（Ａｒｇ＋Ｌｙｓ＝３２０）少
于带负电的总数残基／碱性氨基酸（Ａｓｐ＋Ｇｌｕ＝
３３８）［６］。它还含有１７个半胱氨酸，说明该蛋白可
能具有二硫键。它没有 Ｐｙｌ（Ｏ）Ｓｅｃ（Ｕ）（Ｂ）（Ｚ）
（Ｘ）氨基酸。该 ＦＡＳ的氨基酸组成分别为：Ａｌａ
（１０．６％），Ａｒｇ（４．５％），Ａｓｎ（３．０％），Ａｓｐ（５．０％），
Ｃｙｓ（０．６％），Ｇｌｎ（４．０％），Ｇｌｕ（６．５％），Ｇｌｙ
（８．５％），Ｈｉｓ（１．９％），Ｉｌｅ（５．４％），Ｌｅｕ（８．９％），Ｌｙｓ
（６．４％），Ｍｅｔ（２．３％），Ｐｈｅ（３．５％），Ｐｒｏ（４．９％），
Ｓｅｒ（６．７％），Ｔｈｒ（６．１％），Ｔｒｐ（１．１％），Ｔｙｒ（３．１％）
以及Ｖａｌ（７．０％）。

图２　圆红冬孢酵母ＦＡＳ的氨基酸组成分布图

２．３　蛋白质的理化性质
利用在线软件 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对 ＦＡＳ理化性质的各

个参数进行初步预测分析，得到结果如下：该蛋白的

原子构成为 Ｃ１４１８６Ｈ２２４８４Ｎ３８５８Ｏ４２７５Ｓ８４，原子总数
４４８８７，相对理论分子量为３１８１７８．９０道尔顿，理论
等电点ｐＩ值为６．３９。对于该蛋白的摩尔消光系数
（Ｍｏｌａｒ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以 Ｍ－１ｃｍ－１为单位，
在水中２８０ｎｍ处测定。假设该 ＦＡＳ所有的胱氨酸
残基以半胱氨酸的形式出现，即形成二硫键，此时该

蛋白的消光系数值为３１２５９０Ｌ／（ｍｏｌ·ｃｍ），０．１％浓
度（１ｇ／Ｌ）的吸光度（Ａ２８０）为０．９８２；假设二硫键全
部打开，该蛋白的消光系数值为 ３１１５９０Ｌ／（ｍｏｌ·
ｃｍ），０．１％ 浓度 （１ｇ／Ｌ）的吸光度 （Ａ２８０）为
０．９７９［６］。当其成熟肽Ｎ端为Ｍｅｔ甲硫氨酸时，ＦＡＳ
的估计半衰期在体外哺乳动物网织红细胞为３０ｈ，
在酵母体内半衰期大于２０ｈ，在大肠杆菌体内半衰
期大于１０ｈ。该蛋白的不稳定系数为３８．４７，可知该
ＦＡＳ为稳定蛋白（定义当蛋白质的稳定系数 ＜阈值
４０时，其在溶液中性质稳定）。该蛋白脂肪指数
为８６．６４，亲水性为 －０．１９９。对于蛋白质的疏
水性／亲水性，定义为氨基酸序列中全部氨基酸
的亲水值总和与氨基酸数量的比值。负值越大

亲水性越好，正值越大疏水性越强。该 ＦＡＳ亲水
性负值，表明此蛋白为亲水性蛋白。

２．４　疏水性分析
蛋白质疏水性／亲水性的预测和分析是进行蛋

白质二级结构预测及功能域划分的一个必要过

程［６］。运用在线软件 ＰｒｏｔＳｃａｌｅ来预测该 ＦＡＳ氨基
酸序列的疏水性／亲水性。由图 ３得预测结果：该
ＦＡＳ多肽链中，第２３１６位的氨基酸 Ａｒｇ（Ｒ）具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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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值－３．１７８，第１９１９位的氨基酸Ｇｌｙ（Ｇ）具有最
高分值２．４００。依据氨基酸分值越低亲水性越强，
分值越高疏水性越强的规律，可以看出第２３１６位的
Ａｒｇ亲水性较强，第１９１９位的Ｇｌｙ疏水性较强。整个
肽链中亲水性氨基酸多于疏水性氨基酸，因此整个多

肽链表现为亲水性，可判断该ＦＡＳ是亲水性蛋白。

图３　ＦＡＳ疏水性预测分析结果

２．５　ＦＡＳ跨膜预测
用ＴＭｐｒｅｄ工具对该ＦＡＳ氨基酸序列的跨膜结

构域进行预测。横轴为氨基酸位置，纵轴为跨膜预

测得分值，定义预测分值低于５００，显示不具有跨膜
结构。从图４中可得，对该 ＦＡＳ氨基酸序列跨膜的
预测分值有多个超出５００，因此推测该蛋白具有跨
膜结构。

图４　ＦＡＳ跨膜预测结果

２．６　信号肽分析
使用 ＳｉｇｎａｌＰ对该 ＦＡＳ进行信号肽预测，得出

该ＦＡＳ的Ｓｉｇｎａｌｐｅｐｔｉｄ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预测值为０．１６７，
小于临界值，未发现信号肽序列（图５），因此推算该
ＦＡＳ为非分泌性蛋白（Ｎｏｎ－ｓｅｃｒｅｔｏｒｙｐｒｏｔｅｉｎ）。
２．７　ＦＡＳ核输出信号分析

使用ＰｒｅｄｉｃｔＮＬＳ进行核输出信号预测。从图６
中可得该蛋白的核输出信号（ｎｕｃｌｅａｒｅｘｐｏｔｒ－ｓｉｇｎａｌ，

图５　ＦＡＳ信号肽预测图

ＮＥＳ）分值中有超过阈值的，因此可以认为该蛋白质
具有核输出信号。

图６　ＦＡＳ的核输出信号预测结果

２．８　蛋白质的二级结构分析
对该ＦＡＳ的二级结构进行预测，结果显示该

ＦＡＳ可能包含的二级结构及各个数据分别为 α－螺
旋 １３０２个，占 ４４．４７％；β－折叠 ４１８个，占
１４．２８％；β－转角 １８４个，占 ６．２８％；无规则卷曲
１０２４个，占３４．９７％。α－螺旋及无规则卷曲是ＦＡＳ
二级结构中最大量的结构元件，而 β－折叠和 β－
转角则散布于整个蛋白质中。

２．９　蛋白质的结构域分析
利用 ＳＭＡＲＴ软件在线预测该 ＦＡＳ的结构域，

分别是位于第８７到第２１０位氨基酸以及第３６４到
第４８０位氨基酸的脱水酶（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ａｓｅ）结构域，位
于第４９５到第 ８７２位氨基酸的乙酰转移酶（Ａｃｅｔｙ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结构域，位于第２２１８到第２４４４位氨基
酸以及第２５４１到第２６６２位氨基酸的酮酰合酶（Ｋｅ
ｔｏａｃｙｌｓｙｎｔｈａｓｅ）结构域，位于第２８１２到第２９２４位氨
基酸的４’－磷酸泛酰巯基乙胺基转移酶（Ｐｈｏｓｐｈｏ
ｐａｎｔｅｔｈｅｉｎ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ＰＰＴａｓｅ）结构域。
３　讨论

脂类作为生化大分子的一员，可以说它已经不

仅仅是组成微生物细胞膜的重要部分，还是生物体

细胞内许多重要生化反应的参与者和调节者。它构

成了细胞的完整性并参与了免疫防御机制［７，８］。

生物油脂作为一种生活中的保健食品，其反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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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已经有较多学者进行研究。随着不断出现的各种

多不饱和脂肪酸（ＧＬＡ，ＥＰＡ，ＤＨＡ，ＡＡ）在抗肿瘤、抗
衰老、降血脂、降糖等方面作用的逐步研究，微生物油

脂的应用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和值得期待的前景［９］。

在对新能源的开发中，生物柴油作为主要能源

备受瞩目。它作为与现有石化柴油非常相似的能

源，是将甘油三酯转脂化得到的脂肪酸甲脂（或乙

脂），其原料可再生产，且属于清洁能源，成本上也

不用经常更换和清洗发动机，其分析方法也多种多

样，因此受到广泛关注［１０］。目前生产生物柴油的原

料主要为植物油或废弃食物油，其生产依赖植物油

脂资源。

在适宜条件下，某些微生物可在体内积累单细

胞油脂，例如细菌、酵母和藻类等，尤其是产油脂酵

母生长速率快，油脂含量高［１１］。圆红冬孢酵母产生

的油脂具有与植物油类似的脂肪酸组成，是生物柴

油生产的潜在替代品。它作为脂滴细胞生物学和可

持续化学生产的模型具有巨大潜力。利用生物发酵

的方法生产脂肪酸及其衍生物被认为是一种可再生

且环境友好的生产模式［１２］。

本实验对圆红冬孢酵母油脂代谢生化反应中重

要的脂肪酸合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通过研究该

蛋白的理化性质及结构特征，以便预测其在油脂代

谢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为下一步构建产油工程菌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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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为计算机图像处理。

摘　要：图像中存在的噪声会影响到后续的模式识别、边界检测、边界提取、分割图像等图像处
理过程，因而必须要采用一定的方法来降低图像的噪声。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基于中值滤波和小波变

换相结合的组合滤波方法来消除图像中的噪声，经过实验论证，此种组合滤波方法在消除混合噪音

的同时还可以很好地保留图像中的细节和边缘信息，比单一的小波变换方法和中值滤波方法去噪效

果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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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数字图像在传输和处理过程中，会受到外界因

素的各种干扰，形成图像中的噪声，影响图像质量。

为了达到后续图像处理所要求的清晰度和准确度，

需要在进行模式识别、边界检测和提取，以及分割图

像之前进行图像噪声消除。数字图像噪声消除是图

像处理的第一步，在图像处理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

位。

根据噪声的性质可以把图像噪声分为两类：椒

盐噪声和高斯噪声。图像处理领域去噪比较理想的

算法有中值滤波法、神经网络滤波算法、邻域平均法

及小波变换法等等。采用中值滤波方法对含有椒盐

噪声的图像进行处理时，可以很好地保留图像的细

节特征，所以受到广泛的使用，但中值滤波对高斯噪

声的效果不是很明显，抑制性能弱。数字图像小波

变换是采用数学方法来处理图像的新方法，它是一

个数值逼近的问题，将母函数扩展和平移到新的函

数空间，按照准则找出最佳的逼近方法，从而实现原

始图像信息与噪声信息的区分［１］。由于小波具有

多分辨率分析等特性，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小波变换

与中值滤波方法相结合的方法来消除图像中的噪

声，达到了很好的图像去噪效果，优于以往传统图像

去噪方法。

２　中值滤波图像去噪算法
中值滤波是非线性滤波方式的一种，它的主要

思想是用邻域像素周围所有像素的中值替代当前像

素点的像素值。由于中值滤波方法在图像计算处理

过程中无须统计数字图像的特征，因而数据处理比

较方便。在一定的条件下，比线性滤波处理方法可

以更多一些保留图像细节、抑制图像模糊，对消除图

像干扰和扫描图像噪声更实用有效。但对于细节较

多的图像，尤其是点线和尖顶细节较多的数字图像

不适合采用此方法。

中值滤波算法是在１９７０年由 Ｔｕｋｅｙ提出的一
种一维滤波器的基础上逐步完善起来的。中值滤波

算法的基本原理是将数据邻域点内的中值替代该邻

域中一个点的值，它采用的滤波器是基于次序统计

的，从而实现信息恢复，它是一种非线性的典型的滤

波器［２］。使用中值滤波器进行数字图像处理要预

先设计一个窗口滤波，窗口遍历图像上的每一个像

素，将窗口中各个点的中值替换窗口中中心点的值。

滤波器窗口可选取多种形状，圆形、方形、十字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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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等，形状不同的窗口图像滤波效果也不同。在

进行去噪处理时要合理选择窗口，窗口的选择直接

影响到图像中值滤波器在最大化保存边界信息去除

噪声的效果。

中值滤波算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１）设定目标窗口，找出窗口的中心点，获得该
点在原图像上的重合形式。

（２）在目标窗口中移动图像逐步扫描。
（３）将目标窗口下的数据排序，获取中间数据

信息，赋值给窗口中心点。

３　小波变换图像去噪算法
图像小波变换去噪方法是将时域或空域上含有

噪声的图像数据信息转换到图像小波域上，形成多

层的小波系数。对小波系数的特点进行分析，参照

小波基的特征，找到更适合图像小波变换的新方法

对小波系数进行处理，然后进行图像的逆变换，最终

得到消除噪声后的图像。

采用小波变换消除图像噪声的方法是通过变尺

度的小波变换性质来处理图像数据信息，突显出集

中处理性能。当数字图像信息能量数据集中在少数

小波变换系数上，则小波系数的取值要高于变换小

波域内能量分布于大部分图像噪声的小波系数值。

在图像处理领域中常用的消除噪音方法有非线性小

波变换阈值消噪方法、基于小波域相关性的消噪方

法以及模极大值消除噪音方法。本文主要是针对小

波变换阈值去噪进行研究。

３．１　小波去噪的基本原理
小波变换是由傅立叶变换演变而来的，它具有

时频性、去相关性和多分辨率分析等特点，处理高斯

噪声的效果极为明显，这一点优于中值滤波。经过

小波变换分解后的图像噪声数据一般都集中在图像

的高频部分，这样就更好为消除图像噪音奠定基础。

鉴于数字图像中的噪声数据一般都汇集在次低频、

次高频和高频子带处，尤其是高频子带［３］，将图像

中高频子带的小波系数设为零，再将次低频和次高

频系数采取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从而实现图像噪声

的有效清除。

利用小波变换消除图像噪声的基本思想是经过

小波变换的数字图像形成含有图像重要信息的小波

系数，数量少幅值大，尤其是噪声对应的幅值较小。

根据不同的尺度调整合适的阈值，将大于这个阈值

的小波系数保留，小于这个阈值的小波系数设置为

零，这样可以更好地对数字图像的噪声进行有效的

控制。然后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小波的逆变换，最

终得到经过滤波后的重构图像。经过小波的分解与

重构，就可以达到消除图像噪声的目的。

消除图像噪声的过程如下：①选择合适的分解
层次和小波变换函数对图像进行小波分解。②将经
过处理后的数字图像进行小波变换，采用自适应的

小波系数处理方式，边界信息的小波系数维持不变，

其余信息小波系数采用模糊软阈值的处理方法。③
采用数据量化的系数进行小波重构。④将小波系数
进行小波逆变换，获取消除噪声的图像。

３．２　小波阈值去噪方法
设定合理的小波基，进行数字图像小波分解，明

确需要分解的层数和阈值，然后将分解后的每层系

数采用阈值化运算，图像小波系数处理后采用逆变

换的方法重构数字图像，从而获得消除噪声后的图

像。通常分为软阈值和硬阈值两种方法，目前软阈

值应用范围较广。以下是软阈值函数模型：

ｍδ＝
０， ｜Ｍ｜≤δ

ｓｇｎ（Ｍ）（｜Ｍ｜－δ）， ｜Ｍ｜≥{ δ
在上式中 δ为估计阈值，Ｍ为图像小波系数，

ｍδ是经过软阈值函数计算后的小波系数。使用软
阈值函数进行图像重构后，去噪效果较好，与硬阈值

函数处理图像比较起来振铃现象缩减，但在进行图

像平滑的过程中也丢失了一些细节和边界数据，对

图像的质量造成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软阈值和硬阈值的特点，设计了

一种实用的新的阈值函数，具体如下所示：

ｍδ＝
ｓｇｎ（ｍ）ｋ ｜ｍ｜２－ δ( )ｍ

ｋ

δ槡
ｋ， ｍ ＞δ

０，{
其他

上式可以依据小波系数自动调整 ｋ参数，ｋ＝
２ｃ，其中ｃ＝［１０ｄ］，其中ｄ为小波系数百分比，它是
阈值δ的两倍。阈值 δ一般采用 Ｖｉｓｕｓｈｒｉｎｋ通用阈

值，δ＝σ ２ｌｏｇ（Ｈ槡 ），σ为含有噪音信息的标准方
差，离散数据的长度为 Ｈ。由于在数据传输过程中
噪声的方差是不可预先估计的，所以在进行实际阈

值计算时要将受污染的噪声方差估算在内。

４　小波变换和中值滤波相结合的图像去噪算法
采用中值图像滤波方法进行消除图像噪声的优

点是有效地保留数字图像的细节数据，能够很好地

去除脉冲噪声和随机噪声，并且在窗口的选取上更

加简单灵活［４］。时频局部化的特性是小波变换所

具有的较好的特性，可以有效地消除图像中的高斯

噪声。现实世界中产生的噪声一般都是混合噪声，

消除混合噪声可以采用混合去噪的方法。

数字图像中往往灰度突变的像素为图像噪声部

分，拥有空间的不相关和高频率的特性。数字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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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小波变换后分别获得图像的高频和低频部

分，其中图像混入和细节噪声为图像的高频部分，边

界轮廓为图像的低频部分，因而消噪的过程也就是

量化处理图像高频信息的过程。

图像小波变换函数是多样化的，进行图像处理

可以有多种选择，选择不同的小波函数直接影响到

小波变换的最终处理效果。同时在进行小波变换图

像处理中也要关注小波的层数，层数分解的越多，则

消除噪音的频率范围就越丰富。但在分解层数增加

的同时也会导致在去噪过程中信息数据的损失加

大，所以层数选择要恰当合理。在进行图像小波去

噪时，怎样进行分析噪声系数来消除并抑制噪音成

为关键。在进行去除噪音的过程中更好的降低系数

信息是数字图像处理领域中人们在一直探讨的问

题。

在数字图像中存在的噪声大部分为混合噪声，

我们可以采用更有效的滤波方法，如小波变换和中

值滤波相结合的图像去噪方法［５］。先采用中值滤

波方法进行椒盐噪声滤波，然后选取小波阈值进行

图像消噪处理，消除图像中含有的高斯噪声，这样可

以充分展现两种去噪算法的优势，更好地消除图像

中的噪音。以下是详细的算法处理过程：

（１）采用３×３窗口对图像进行中值滤波去噪
处理。

（２）对中值滤波处理后的图像采用 ｃｏｉｆ４小波
基进行３层分解，处理后的小波系数和尺度系数组
成一个系数向量Ｍ。

（３）将阈值函数进行改进，将改进后的函数对Ｍ
进行处理，使结果与之前的向量Ｍ之差尽可能地小。

（４）采用新生成的Ｍ系数向量进行小波数据重
构。

通过这种组合方法去除图像噪音，可以充分发

挥各自的优点，既能够较好地去除噪声，又能够保持

其边缘特征。

５　实验分析
可以用均方根误差和信噪比两组数据来对消除

图像噪音的方法进行评价。

５．１　消除图像噪音效果评估参数
设Ｈｎ（ｘ，ｙ）为含有噪音的图像，Ｈｐ（ｘ，ｙ）为消

除噪音后的图像，Ｈ（ｘ，ｙ）为无噪音图像，则 ＲＭＳＥ
（均方根误差）和ＳＮＲ（信噪比）可以表示如下：

ＳＮＲ＝ｌｏｇ
∑
Ｍ

ｘ＝１
∑
Ｎ

ｙ＝１
Ｈ２ｐ（ｘ，ｙ）

∑
Ｍ

ｘ＝１
∑
Ｎ

ｙ＝１
（Ｈｐ（ｘ，ｙ）－Ｈｎ（ｘ，ｙ））

２

ＲＭＳＥ＝
∑
Ｍ

ｘ＝１
∑
Ｎ

ｙ＝１
［Ｈｐ（ｘ，ｙ）－Ｈ（ｘ，ｙ）］

２

槡 Ｍ×Ｎ
在数据处理中，ＳＮＲ的大小会影响平滑效果的

好坏，越大效果越好；ＲＭＳＥ可以看出同一背景下不
含有噪音的图像与消除噪音后图像之间的差异度，

ＲＭＳＥ越小，图像越会接近不含有噪音的图像，图像
消除噪音的结果也越好［６］。

５．２　数字图像去噪效果实验分析
我们选取５０幅图像作为实验案例来分析研究

采用中值滤波和小波变换方法消除图像噪音的效

果，同时再与普通小波去噪和中值滤波去噪进行对

比，从而验证算法的优越性。实验的过程中选取高

斯噪声和椒盐噪声对原始图像进行处理，将灰度等

级设为２５６级，采用不同去噪方法效果评估如表１。
表１　去噪方法参数效果对比

去噪方法

高斯噪音

ＳＮＲ ＲＭＳＥ ＴＩＭＥ
（ｓｅｃｏｎｄｓ）

椒盐噪音

ＳＮＲ ＲＭＳＥ ＴＩＭＥ
（ｓｅｃｏｎｄｓ）

小波去噪 １．９２２２１４．１１２４ １．８１４１ ２．６５９０８．６１１２１．５６９５

中值滤波去噪 １．９３７１１４．３７５７ ０．７８２１ ２．６５５３２．９８２００．９６９５

本文方法去噪 １．９３７６１４．３３９１ １４．２５１１ ２．６５６５８．３６８６１４．５９５１

　　从实验数据可以看出，中值滤波进行图像去噪
处理，在信噪比低的情况下会使图像实现平滑效果，

但对于处理后的图像会失去很多数据信息，造成图

像不是很清晰；采用小波方法来消除图像噪音，效果

虽然好，但处理后的图像比较模糊。采用中值滤波

和小波变换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数字图像滤波，两个

滤波器组合使用对椒盐噪声和高斯噪声的图像处理

效果较单一地使用中值滤波消除图像噪音或小波变

换消除图像噪音效果要好。其中图像小波变换处理

方法具有多分辨率的性质，可以很好地区分图像中

的噪声部分和不同频域的数据信息，很好地保留图

像的基本信息，这样就比传统的滤波方法具有优势。

本文采用的中值滤波和小波变换相结合的方法来消

除数字图像中的噪音，在进行消除噪音的同时还可

以很好地保留图像中的细节部分，而且信噪比相差

不大。

在实验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消除噪声和目标位置

信息留存等因素，经过针对５０幅图像去除噪音方法
的比较分析，实验结果验证了采用中值滤波和小波

变换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图像去噪，效果良好。

以下是其中一组图片的实验去噪对比结果，使

用本文采用的组合去噪方法处理后的图像质量得到

明显提升，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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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含噪图像 图２　中值滤波去噪 图３　小波去噪 图４　本文组合去噪

６　结束语
为了实现在消除图像噪声的同时更完整地保留

图像的边界信息，组合滤波方法将是未来数字图像

处理降噪的研究发展方向。本文对图像处理中传统

的消噪方法进行对比分析，分析出传统去噪方法的

弊端所在，提出一种新的组合去噪方法，并与单一的

图像去噪方法进行对比实验，实验结果说明本文提

出的组合去噪方法在消除图像噪音后明显地改善了

图像清晰度，为下一步数字图像的处理奠定基础。

采用小波变换与中值滤波相结合的方法来消除

图像噪音，实现了平滑去噪效果的同时不削减图像

的原始信息，满足时间复杂度的要求，优于单独使用

某一种方法进行平滑去噪处理。经过５０幅数字图
像的数据处理对比分析，验证了采用中值滤波和小

波变换相结合去噪方法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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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杨帆．数字图像处理及应用［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
社，２０１３．

［６］任重，刘莹，刘国栋等．改进的小波双阈值双因子函数去
噪［Ｊ］．计算机应用，２０１３，３３（９）：２５９５－２５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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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比例边界有限元法（Ｓｃａｌｅｄ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ＢＦＥＭ）是由Ｊ．Ｐ．Ｗｏｌｆ以及
ＣｈｏｎｇｍｉｎＳｏｎｇ基于有限元（ＦＥＭ）和边界元（ＢＥＭ）提出的一种计算机半解析的数值方法。研究表
明：在用计算机处理应力奇异性和无限域的问题上，ＳＢＦＥＭ相比较于传统的有限元方法具有很大的
优势；对ＳＢＦＥＭ的理论基础、坐标变化等方面做了系统的阐述，并对目前该方法的研究情况和应用
领域做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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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新技术、新材料、新方

法不断出现，人类在社会生产活动中所面临的工程

日益复杂，越来越多的数值计算方法正在被人们所

提出、接受以及研究。对于每一种数值计算方法，计

算精度、计算效率以及适用范围往往都是研究的重

点。

计算机结合比例边界有限元法是由 Ｊｏｈｎ．Ｐ．
Ｗｏｌｆ和ＣｈｏｎｇｍｉｎＳｏｎｇ提出的一种结合了边界元和
有限元诸多优点的数值计算方法［１］。目前已有学

者对此种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工程领域

进行了应用，并且和传统的数值计算方法进行了对

比。结果表明，对于某些工程实际问题，相比较于边

界元和有限元，此种方法可以显著地减少计算时间，

提高计算精度［２－３］。

２　比例边界有限元法的理论基础
对于二维弹性静力学来说，应力 ｛σ（ｘ，ｙ）｝和

体积力｛ｐ（ｘ，ｙ）｝在域内任一点应满足如下关系：
［Ｌ］Ｔ｛σ（ｘ，ｙ）｝＝｛ｐ（ｘ，ｙ）｝ （１）

这里［Ｌ］是线性微分算子。
应变｛ε（ｘ，ｙ）｝和位移｛ｕ（ｘ，ｙ）｝的表达式如

下：

｛ε（ｘ，ｙ）｝＝［Ｌ］｛ｕ（ｘ，ｙ）｝ （２）
而应力与应变的关系表达式如下：

｛σ（ｘ，ｙ）｝＝［Ｄ］｛ε（ｘ，ｙ）｝ （３）
其中［Ｄ］是弹性矩阵。

图１　比例边界有限元坐标系统

在推导比例边界有限元方程时，需在比例中心

（ｘ０，ｙ０）建立相应的坐标系。比例中心可以在对所

有边界可见的前提下放在域内任意位置［４］。比例边

界元的坐标系统包括径向坐标ξ和环向坐标ｓ。径向
坐标规定，在比例中心处ξ＝０，在边界上ξ＝１，域
内其他地方取０＜ξ＜１；环向坐标指沿着边界逆时
针方向的距离。

笛卡尔坐标下的点（ｘ，ｙ）可以由ξ和ｓ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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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ｘ０＋ξｘｓ（ｓ）＝ｘ０＋ξ［Ｎ（ｓ）］｛ｘ｝
ｙ＝ｙ０＋ξｙｓ（ｓ）＝ｙ０＋ξ［Ｎ（ｓ）］｛ｙ｝ （４）

运用雅克比矩阵变化，可得：


ξ



{ }
ｓ

＝

ｘ
ξ

ｙ
ξ

ｘ
ｓ
ｙ










ｓ


ｘ



{ }
ｙ

＝［Ｊ（ξ，ｓ）］


ｘ



{ }
ｙ

（５）

其中，雅克比矩阵

［Ｊ（ξ，ｓ）］＝

ｘ
ξ

ｙ
ξ

ｘ
ｓ
ｙ









ξ

＝

ｘξ ｙξ
ｘｓ ｙ[ ]

ｓ

＝
ｘ（ｓ） ｙ（ｓ）
ξｘ（ｓ）ｓ ξｙ（ｓ）

[ ]
ｓ

（６）

在ξ＝１的边界上，式（６）的［Ｊ（ξ，ｓ）］将变成
［Ｊ（ｓ）］，且［Ｊ（ｓ）］只与边界上的节点坐标有关，矩
阵形式为：

［Ｊ（ｓ）］＝
ｘ（ｓ） ｙ（ｓ）
ｘ（ｓ）ｓ ｙ（ｓ）{

ｓ

（７）

即 ［Ｊ（ｓ）］＝ｘ（ｓ）ｙ（ｓ）ｓ－ｙ（ｓ）ｘ（ｓ）ｓ （８）
结合式（５）和（６），可得：


ｘ



{ }
ｙ

＝［Ｊ（ξ，ｓ）］－１

ξ



{ }
ｓ

＝

１
｜Ｊ（ξ，ｓ）｜

ξｙ（ｓ）ｓ －ｙ（ｓ）

－ξｘ（ｓ）ｓ ｘ（ｓ[ ]）

ξ



{ }
ｓ

（９）

其中，

｜Ｊ（ξ，ｓ）｜＝ｘ（ｓ）ξｙ（ｓ）ｓ－ｙ（ｓ）ξｘ（ｓ）ｓ＝
ξ［ｘ（ｓ）ｙ（ｓ）ｓ－ｙ（ｓ）ｘ（ｓ）ｓ］＝ξ｜Ｊ（ｓ）｜（１０）
将式（１０）带入式（９），可得：

ｘ



{ }
ｙ

＝ １
ξ｜Ｊ（ｓ）｜

ξｙ（ｓ）ｓ －ｙ（ｓ）

－ξｘ（ｓ）ｓ ｘ（ｓ[ ]）

ξ



{ }
ｓ

＝

１
｜Ｊ（ｓ）｜

ｙ（ｓ）ｓ
－ｘ（ｓ）{ }

ｓ

·

ξ
＋ １
ξ｜Ｊ（ｓ）｜

－ｙ（ｓ）
ｘ（ｓ{ }
）
·

ｓ

（１１）
对于二维的线弹性问题，

［Ｌ］＝


ｘ

０

０ 
ｙ


ｙ


















ｘ

（１２）

将式（１１）代入（１２），可得：

［Ｌ］＝ １
｜Ｊ（ｓ）｜

ｙ（ｓ）ｓ ０

０ －ｘ（ｓ）ｓ
－ｘ（ｓ）ｓ 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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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令

１
｜Ｊ（ｓ）｜

ｙ（ｓ）ｓ ０

０ －ｘ（ｓ）ｓ
－ｘ（ｓ）ｓ ｙ（ｓ）











ｓ

＝［ｂ１（ｓ）］（１４）

１
｜Ｊ（ｓ）｜

－ｙ（ｓ） ０
０ ｘ（ｓ）
ｘ（ｓ） －ｙ（ｓ







）

＝［ｂ２（ｓ）］（１５）

将式（１４）和（１５）代入（１３），可得：

［Ｌ］＝［ｂ１（ｓ）］
ξ
＋１
ξ
［ｂ２（ｓ）］

ｓ
（１６）

同时，令

［Ｂ１（ｓ）］＝［ｂ１（ｓ）］［Ｎ（ｓ）］，
［Ｂ２（ｓ）］＝［ｂ２（ｓ）］［Ｎ（ｓ）］ｓ （１７）

采用如下的虚功原理表达式进行相应的变化和

推导：

∫
ｖ

｛δε（ｘ，ｙ）｝Ｔ｛σ（ｘ，ｙ）｝ｄＶ－∫
ｓ

｛δｕ（ｓ）｝Ｔ｛ｔ（ｓ）｝ｄｓ－

∫
ｖ

｛δｕ（ｘ，ｙ）｝Ｔ｛ｐ（ｘ，ｙ）｝ｄＶ＝０ （１８）

对式（１７）进行相应的积分和运算，可得到比例
边界有限元下关于｛ｕｈ（ξ）｝ξξ、｛ｕｈ（ξ）｝ξ、｛ｕｈ（ξ）｝
以及系数［Ｅ０］、［Ｅ１］、［Ｅ２］的Ｅｕｌｅｒ－Ｃａｕｃｈｙ位移
平衡微分方程，并可得到相应解为

｛ｕｈ（ξ）｝＝
ｃ１ξ

－λ１｛φ１｝＋ｃ２ξ
－λ２｛φ２｝＋… ＋ｃｉξ

－λｉ｛φｉ｝

（１９）
其中，ｃｉ代表的是每一种独立的位移模式对于

方程解的加权系数，－λｉ则表示了对于径向坐标的
比例因子。

通过对方程自由度数的翻倍，可构建一个关于

不同模态下的位移以及节点力的特征方程并进行求

解。

对于式（１９）中的ｃｉ，一般通过在边界上（ξ＝１）
的方程｛ｃ｝＝［Φ１］

－１｛ｕｈ｝来求得。并最终可以得到
位移和应力的表达式分别为：

｛ｕｈ（ξ，ｓ）｝＝［Ｎ（ｓ）］∑
ｎ

ｉ＝１
ｃｉξ

－λｉ｛φｉ｝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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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ｈ（ξ，ｓ）｝＝

［Ｄ］∑
ｎ

ｉ＝１
ｃｉξ

－λｉ－１［－λｉ［Ｂ
１（ｓ）］］＋［Ｂ２（ｓ）］］｛φｉ｝

（２１）
３　比例边界有限元法研究进展

比例边界有限元法（ＳＢＦＥＭ）是一种基于计算
机有限元方法，并且结合了有限元和边界元诸多优

点的较为新型的数值方法。相比较于边界元，比例

边界有限元同样只需要在边界上进行离散，但它针

对边界元无法生成对称刚度矩阵的问题做出了相应

改进。目前，已有研究和工程实践表明，比例边界有

限元对于解决应力奇异性问题以及无限域问题，相

对于传统的有限元方法来说具有很大的优势。对于

应力奇异性问题，比例边界有限元法不需要进行额

外的处理。在无限域问题上，由于ＳＢＦＥＭ只需在边
界上进行离散，从而可以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通过更

少的自由度数来提高计算效率，减少计算时间［５］。

ＨａｕｋｅＧｒａｖｅｎｋａｍｐ、ＣａｒｏｌｉｎＢｉｒｋ和ＣｈｏｎｇｍｉｎＳｏｎｇ在
２０１５年对弹性导波在带有缺陷的无限域板中的传
播进行了模拟，并在建模效率和计算精度这两方面

将模拟结果与传统有限元在同等条件下的模拟结果

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在精度相同的情况下，比例

边界有限元的建模效率可以提高两到三倍。

图２　比例边界有限元关系图

除此之外，比例边界有限元在裂缝问题的处理

上也有独到的优势，其可以通过将比例中心设置在

裂尖上来解决应力奇异性的问题。而且裂缝位置的

变化以及裂缝深度的改变也仅需要进行少量的网格

重划分即可完成，相比较于有限元法来说大大减少

了工作量。ＨａｕｋｅＧｒａｖｅｎｋａｍｐ、ＪｅｎｓＰｒａｇｅｒ、Ａｌｂｅｒｔ
Ａ．Ｓａｐｕｔｒａ和ＣｈｏｎｇｍｉｎＳｏｎｇ对 Ｌａｍｂ波在带有裂缝
板中的传播进行了模拟，并在自由度数（ＤＯＦ）、误
差（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和运行时间（ＣＰＵ）这三个方面对
ＳＢＦＥＭ与传统有限元的模拟结果进行了综合比较，
结果表明在误差率一致的情况下，比例边界有限元

的自由度数仅有传统有限元法的５．８８％，运行时间
仅有传统有限元法的１．５０％。从以上工程实例可
以得知，在裂缝问题的模拟以及计算过程中，比例边

界有限元的计算效率相比较于传统有限元法有了较

为明显的提升。

正是由于比例边界有限元法（ＳＢＦＥＭ）在各种
工程实际问题中得到了不断的应用并且相比较于传

统有限元方法在某些方面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所

以近年来，比例边界有限元法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

认可、研究、应用以及发展。

比例边界有限元最初是用来计算无边界介质的

动力刚度矩阵，然后 ＣｈｏｎｇｍｉｎＳｏｎｇ和 Ｊ．Ｐ．Ｗｏｌｆ又
用此方法对多项异性材料进行裂缝分析［６］。随后，

在此前工作的基础之上，Ｊ．Ｐ．Ｗｏｌｆ和 Ａ．Ｊ．Ｄｅｅｋｓ对
比例边界有限元的原理以及坐标变化做了系统的阐

述，即推导了从笛卡尔坐标系统到径向、环向坐标系

统的转变，且进一步扩宽了其适用范围。随后

ＣｈｏｎｇｍｉｎＳｏｎｇ对静力学问题又提出了一种新的矩
阵函数计算方法，并表明此种计算方法具有更高的

计算精度［５］。大连理工大学的林皋院士和他的博

士生杜建国将比例边界有限元应用于计算坝面动水

压力，通过对二维以及三维的动水压力进行计算，并

且和有限元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发现，比例边界有

限元可以在提高计算效率、减少工作量的同时减小

计算误差［７］。ＨａｕｋｅＧｒａｖｅｎｋａｍｐ和 ＡｌｂｅｒｔＡ．Ｓａｐｕ
ｔｒａ等人首次将比例边界有限元应用于模拟兰姆波
在带裂缝板中的传播，结果表明对于裂缝问题，比例

边界有限元在计算误差减小、计算时间大幅度缩减

的同时，计算模型仍然具有比有限元少的自由度

数［８］。之后，ＨａｕｋｅＧｒａｖｅｎｋａｍｐ和ＣａｒｏｌｉｎＢｉｒｋ等人
继续模拟了弹性导波在任意边界的带缺陷条形板中

的传播并推导出了动力刚度矩阵［９］。ＥａｎＴａｔＯｏｉ
和ＣｈｏｎｇｍｉｎＳｏｎｇ等人又提出一种基于比例边界的
多边形网格划分方法，和以往的研究对象均是线弹

性材料不同，此方法对弹塑性材料进行了模拟、分

析，从而大大扩宽了比例边界有限元方法在未来的

应用领域［１０］。此后，陈灯红和戴上秋等用比例边界

有限元做了土体－结构交互作用的动态断裂分析，
并且得出了相对于传统方法更加准确和有效的计算

结果［１１］。

４　总结
本文针对目前一种较新型的数值计算方法———

比例边界有限元法（ＳＢＦＥＭ），对其理论基础、坐标
变化等方面做了推导，对比例中心的选取及适用范

围做了详细的阐述。目前已有研究以及相应的工程

算例在计算精度、计算效率等方面将ＳＢＦＥＭ和传统
的有限元方法进行了比较。计算结果表明由于

ＳＢＦＥＭ仅在边界上进行离散，具有降低维度、减少
自由度的特点，故可以在提高计算效率的同时减小

计算误差。

·７２１·



随着研究的深入，比例边界有限元法在解决应

力奇异性、无限域以及裂缝问题上已不断地显示出

良好的适应性、便利性和快捷性。相信随着研究的

不断深入与在工程领域的不断应用，结合计算机比

例边界有限元法会在今后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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