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４２卷　第２期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２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５年４月

Ａｐｒ．２０２５　

李佩甫《败节草》的文本、版本与“跨文本”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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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出版社，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５－０１－０５
作者简介：李勇军（１９７０—），男，河南兰考人，郑州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编审，研究方向：新时期文学版本研究、期刊

史研究等。

摘　要：李佩甫是“文学豫军”的代表性作家，他的中篇小说《败节草》在《十月》杂志１９９８年第
５期发表后，很快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并被收入多种文学选本，获得
多个文学奖项。小说主人公李金魁是作家在约十年前发表的《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及其续篇

（后合并为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并出版发行）中的人物，作家将其中的相关文本“析

出”，并以此为生发点，重新创作了这部中篇小说《败节草》；再后来，作家又将《败节草》的内容“嵌

入”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从而完成一部“三条线索”的新长篇，即影响广泛、多次重印

的《李氏家族》。这是一次“跨文本”尝试，也是作家的一个创造。根据《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和

另一部长篇小说《金屋》改编的十四集电视连续剧《李氏家族》，播出后却很遗憾地未产生预期的轰

动效应。在李佩甫的笔下，到底应是“颖河故事”还是“颍河故事”？我们既要尊重历史，又要尊重现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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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丹梦教授认为：“提及‘文学豫军’，李佩甫是
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这不仅仅是由于他那斐然的

创作成就……更为重要的是，李佩甫一直致力于中

原人格的开掘和塑造，因此从地域写作的角度来讲，

李佩甫应该属于正宗的‘双料’豫籍作家，所谓河南

人写河南人。而从写作风格与技巧上讲，李佩甫在

豫籍作家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不仅恋土和权力情结

在他身上有鲜明的体现，豫籍作家的几乎所有的优

点和缺点也在他身上‘放大’了。”［１］

能够鲜明地体现“地域写作”“恋土和权力情

结”且引起强烈反响的作品，既包括《李氏家族第十

七代玄孙》《金屋》《羊的门》等长篇小说，也包括

《无边无际的早晨》《败节草》等中篇小说。本文以

《败节草》为例，解读其文本、版本以及“跨文本”传

播。

一、“析出文本”

据《李佩甫年谱》“１９９８年”：
４月１日，应《十月》杂志之邀创作的

中篇小说《败节草》完成。［２］

１９９８年９月，《败节草》刊发于《十月》１９９８年
第５期。该期仍是惯常的“双头题”编排：从正文来
看，头题是张欣的《婚姻相对论》；从目录来看，头题

是李佩甫的《败节草》。

图１　中篇小说《败节草》首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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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以传统的“顺叙”方式，讲述了主人公

李金魁的童年、小学、中学和大学生活，最后他当上

了市长，立志要为百姓做好事、干出政绩———我们完

全可以将其解读为“一个农家子弟的励志故事”。

李金魁这个人物，此前已出现于中篇小说《李

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和《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

玄孙（续篇）》（分别发表在《小说家》１９８６年第 ５
期、１９８７年第 ６期）；后来作者将这两部中篇“合
璧”，成为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１９８７
年１１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第１次印刷时间为
１９８８年６月）。除了书名之外，这部长篇小说与此
前的两部中篇还有细微的文本差别，本文所引相关

文字，均以此单行本即“初版本”为准。

图２　中篇小说《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首发本

《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正文共１２部分，前
有“引子”，后有“尾声”，李金魁这个人物就出现在

正文的第一部分和后面的“尾声”里。该作品的第

一部分从“县长李金魁接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写

起，时间为１９８４年３月的一天。其时李金魁上任刚
一个月，平时住在县委的小招待所。这封举报信是

一个女人写的，她的丈夫李二狗是全县有名的“致

富模范”，他在县城里承包了一个公司，几天前因为

未能执行合同，公司宣告破产，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

失，他本人“也以诈骗罪被抓进了监狱”。信里面夹

着一个蓝色的记事本，上面有包括县委书记、副书

记、副县长及各局中层干部在内的３７人的索贿受贿
记录。作为一名在改革中提拔上来的干部、四年前

从省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李金魁“雄心勃勃，有一

套一套的改革设想。他准备三年把县里变个样子，

五年再变个样子……”［３］７然而现实却是，他遇到了

重重阻力，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上上下下有着错综

复杂的人事关系：老的，新的；“文革”前的，“文革”

后的；新中国成立前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地方干部，

军队转业干部，落实政策回来的干部……都有一股

一股的势力，一层一层的网，“如果细究起来，连县

委大院的炊事员都是有来头的，他必然与县委的某

个干部有着某种瓜葛。他觉得他一下子陷进去

了”［３］８。他单独找到写举报信的那位叫田秀娥的女

子（因为怕报复，他坚决反对揭发举报），并且确认

她出事的丈夫李二狗就是与李金魁“一个村长大的

狗哥”———这个村叫大李庄村，它与画匠王、扁担杨

一样，是作家李佩甫小说故事的重要发生地和“文

学版图”。

在小说的“尾声”里，就在七奶奶三周年祭日的

头天傍晚，谁也没料到，“县长李金魁坐着吉普车回

来了”。在短短的十几分钟里，当秘书不在跟前时，

他又回到了真正的自己。他见到了四婶（“小时候

我还吃过你的奶呢”）、二嫂，还有春生爹、麦囤，最

后去见了本族辈分最长的石磙爷，这时他才说出此

行最要紧的一句话：

“要是我不当县长了，回来种地，不知爷儿们还

肯不肯收留我？”

其时已是三年过去，他政绩平平，“没给老百姓

做什么大事，他心里一直很惭愧”。那封“匿名信”

一直压在他的心上，现在他要“开刀”了。在决战之

前，他想再回一次生他养他的大李庄村。车子离开

村子后，他严厉而果断地告诉司机：“县城不停，直

开地委！”

《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中的李金魁这个人

物，想当初于作家李佩甫而言，定然是言未尽、意犹

未尽。因此，十年之后，他又将上述文本从原作中

“析出”，并以此为生发点，重新创作了中篇小说《败

节草》。

《败节草》加进去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是李金魁

与李红叶的爱情。严格来说，两人还是一个村子的，

但李红叶的父亲、县一中校长李志尧，在大李庄村似

乎仅仅是一个传说。两人之间的差别是城市与乡村

的差别，是城市娇女与农村草根之间的差别，但这毫

不妨碍情窦初开的李红叶的一片真情、一片痴情。

因为贫穷，上高中时李金魁与一位收废品的歪叔相

依为命，特别是一场风暴席卷社会之后，这里收来的

一本本“四旧”书成为他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他甚

至还冒着生命危险，把被关在学校小楼里的李校长

救出来在这里藏身。否极泰来，三年后的李志尧已

是主政市委大院的“李主任”，此时的李金魁没有留

下来当一位人人羡慕的秘书，而是选择读大学。这

次选择无形中让他躲过了一劫（因为不久后李志尧

就在那场运动中跌到了人生的谷底），同时也决定

了他未来的人生走向。而他大学毕业时正赶上文凭

“吃香”，短短四年他就完成了华丽转身。

李金魁是作家李佩甫精心塑造的一个人物。如

果我们将这部作品与《无边无际的早晨》对照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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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和体悟。后者的主人公“国”也

是一个农家子弟个人奋斗的典型，小说从他的出生

写到他上任县长为止，但读来总感到作家于字里行

间的批判甚至厌恶。而李金魁不同，虽然他也一心

向上爬，行事有心机，或者说有很重的功利心，但他

并未失去农家子弟天然的纯朴正直；他受过正规的

大学教育，而不是像“国”那样野蛮生长；他有一腔

热血，强烈渴望干出政绩，而这种政绩不仅仅关乎个

人升迁，更在于他要真正为百姓做好事、做实事。小

说也通过这一人物的人生轨迹，深入挖掘民众的心

理性格。

二、转载本、连载本、单行本

《败节草》发表后，很快引起文坛广泛关注。它

迅速被多家重要的文学选刊转载，依照出版时间，分

别为：《小说选刊》１９９８年第１１期（出版时间：１１月
７日）、《中篇小说选刊》１９９８年第６期（出版时间：
１１月１０日）、《小说月报》１９９８年第１２期（出版时
间：１２月５日）。

《小说选刊》当期的《编后记》这样写道：

李佩甫是个善于出新招或怪招的作

家。他喜欢写人家所未写的生活层面，揭

示人家所未揭示的事理。读过《红蚂蚱 绿

蚂蚱》和《学习微笑》等小说的人，大概都

有这种看法。本期选载的《败节草》亦如

是。作品以丰富生动且有意蕴的细节，描

写一个从农家孩子成为市长的人，如何吸

取传统农民良莠兼有的生活经验，并应用

于自己的人生中。作者在这里剖析了当代

某些干部素质的根源，启人思考。［４］

《小说选刊》转载该部中篇时还特意配发了两

幅插图。插图作者为郭雪艳。这里要强调的是，像

插图这样的“副文本”，往往是初刊本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在后来的转载或收入选集的过程中，几乎总是

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同编辑的选择取向、整体

风格的统一、著作权因素等）而被“割爱”，不能不说

是一件憾事。《败节草》在《十月》杂志发表时，配有

一幅题图（作者：育民），其他刊物转载时未再保留

（《小说月报》重新配了摄影题图）；再如，《红蚂蚱

绿蚂蚱》首次在《莽原》１９８６年第１期发表时，配有
由李伯安（后来以人物画闻名全国的大师级画家）

绘制的三幅插图（其中两幅同时用作题图），但是这

三幅插图在后来的各种选本中均难觅踪影。另外，

作品被转载时，往往还配有作者简介、创作谈，有的

还在封二或封三刊有作者生活照等，这些都是把我

们带回文学现场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也都远未引

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小说选刊》转载《败节草》时，对作者的介绍相

当简洁：

李佩甫 １９５３年生，主要作品有：长篇
小说《城市白皮书》、中篇小说《无边无际

的早晨》等。多次获奖。现为河南省文联

专业作家，中国作协会员，河南省作协理

事。［５］

《中篇小说选刊》转载《败节草》时，除作者简介

之外，按惯例还附有一篇作者的创作谈，题为《一种

植物》。应该说，从这篇作品开始，李佩甫的“植物

书写”成为文学研究者注目的一个话题。

这部小说的开头就写道：“儿时，他的记忆是从

一株草开始的。”接下来，作者做了细致的描述：“那

是一株很瘦很弱、细线一样的小草，秆是青色的，微

微泛一点灰，泛一点点白，草节上还有一些麻麻淡淡

的小黑点，让人看了心寒。……当他把草抓在手里

时，他发现那草已经散了，草是自动散的，草散成了

一节一节的……当他成为一个割草孩子的时候，他

才知道那叫‘败节草’。这时候‘败节草’成了他生

命中的第一个记忆信号。”［６］３５

在后面的行文中，“败节草”作为一个文学意象

被反复述及：

上大学的时候，他总是梦见那株草。

在梦中，那株草带着一股苦艾艾的气

味。草是那样的小，青麻麻的、带着褐色的

斑点，一节一节地散落在他的眼前……而

后他就醒了，每到这个时候，他一准醒，一

醒就再也睡不着了。［６］５４

无疑，那株草是主人公命运的象征：虽然卑微，

但并不攀附———

那时你就知道你是一株草，自生自灭

的草啊。你一生下来就处于败势，你只是

一点一点地生长着，你的身量很小，你的基

点也很小，再小的脚印也是你自己的，是你

一步步走出来的。你是在小处求生，在败

处求存的。［６］５５

在《一种植物》一文中，作者写到：在家乡的平

原，有一种最为低贱的植物，那就是草了。狗狗秧、

乞乞牙、星星草、小虫儿窝蛋、灰灰菜、马齿菜、败节

草……在平原上，阅过了这些草的名讳，你的心就会

为之一动。你会发现，平原上的草是在“败”中求

生、在“小”处求活的。它从来没有高贵过，甚至都

没有稍稍鲜亮点的称谓……“败节草”是取自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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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株，那生长的过程与这里的土壤是有着密切关

系的。

１９９９年，《败节草》获《小说月报》第八届“百花
奖”；２０００年，又获《中篇小说选刊》第九届“全国优
秀中篇小说奖”（评选范围是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度的作
品）。

《败节草》后被收入《小说月报》编辑部编《〈小

说月报〉第八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百花文艺出版

社２０００年 ５月第 １版），后面附有一篇《创作札
记》，如果与前述《一种植物》对照阅读，我们对作家

的心路历程会有更深的理解：

过去，在很早的时候，我一直认为，金

钱对人的腐蚀力最大，金钱对人的灵魂有

着巨大的腐蚀作用。后来，我突然发现，我

错了。对于人类来说，最大的腐蚀力并非

来自“金钱”，而是来自“贫穷”，贫穷对人

的压迫和冶炼远远超过了金钱，贫穷才是

万恶之源。

我发现，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极端

的生存经历，会给人打下极其深刻的精神

烙印，尤其是童年，对于人来说，童年是至

关重要的。一个人，当他在一种没有戕害、

正常的、健康的环境中成长时，他的心态也

应该是较为正常的、健康的；当他在一种贫

贱的、备受欺凌污辱的环境中成长时，他的

心灵是扭曲的、变形的、病态的。而这种幼

芽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在早年就含有某

一种毒素，这种毒素是以仇恨来滋养的。

这种含有某种毒素的幼芽一旦在成长过程

中生成，往往会伴随一个人的终生……

于是，我写了《败节草》。这篇作品是

我改正认识错误的一种方式……［７］

１９９９年４月起，中篇小说《败节草》开始在《农
村·农业·农民》杂志连载，历时一年有余，到２０００
年第３期为止。事实上，一部传统意义的纯文学作
品，在一家非文学刊物连载（《农村·农业·农民》

其时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办），这也

在传递着一个信号：在１９９０年代末，由于内部的、外
部的诸多因素，文学期刊再一次面临严峻的考验，一

些省级大型刊物订户甚至跌至千份以下，其相应的

社会影响力也可以想见。但那一时期主要针对某行

业、某系统的由省级相应机构主办的“专业刊物”，

依靠其在本系统、本行业（共青团、妇联、计生、公

安、司法、民政、农业、劳动人事等）的自身优势，往

往能够保持着数万甚至数十万的较高发行量，它们

相应地在向名家约稿、稿费支付等方面显示出自己

的优势。

同时，作为首发《败节草》的《十月》杂志并未

“遗珠”：２００２年，这部作品荣获第七届《十月》文学
“大来杯”奖（该奖项评选范围是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的
小说，同时获奖的中篇小说还有铁凝的《永远有多

远》和刘庆邦的《神木》等）；２００４年，它又被收入谢
冕、孟繁华等主编的《〈十月〉典藏品·青卷·中篇

小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５月第１版）；
２０１５年，它再次被收入谢冕、孟繁华等主编的《典藏
时光：〈十月〉杂志３５年名篇集萃·中篇小说卷五》
（北京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１月第１版）。

图３　《败节草》在《农村·农业·农民》杂志连载

就笔者所见，以《败节草》为书名的单行本（或

选集）先后有两种。２０００年３月，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了小说集《败节草》，但它不是李佩甫的个人集

（署名“李佩甫等著”），仅收李佩甫本人作品《败节

草》《学习微笑》两篇（其他几篇分别为《六神有主》

《镇长》《本乡有案》《重现江湖》《一个乡长的来

信》）。从其封面“权力的大旗下，总是随行着腐败

的影子，权力变成了滋生腐败的温柔乡”等文字来

看，该集的编选者是着眼于那些年颇受读者关注的

“官场小说”。然而，经核实，该选集竟然是一个未

经作家本人正式授权的版本。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李佩甫中短篇小说集《败节草》
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集系“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一辑之一种，收录其中短篇小说《寂寞许由》《败

节草》《学习微笑》《无边无际的早晨》《黑蜻蜓》《画

匠王》《满城荷花》《麻雀在开会》《红蚂蚱 绿蚂蚱》，

并附评论《他热热地托出来一个世界》。该“文丛”

由白烨主编，第一辑还包括李洱《从何说起呢》、王

跃文《漫天芦花》、叶广芩《月亮门》、范小青《人群里

有没有王元木》、徐则臣《苍声》、宁肯《维格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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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叶《取暖》等。

三、“嵌入文本”

将《败节草》“嵌入”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

代玄孙》，是作家李佩甫的一个“发明”、一大创造：

李金魁作为从大李庄村走出来且走得最彻底的一个

人物，只有把他放在李大有、李二狗、李春生、李小囤

们中间，这一形象才更加立体、丰富，也更具有文学

和社会学的意义。

人物李大有。这是一位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先

富起来”的“能人”典型。五年前，他被村干部（五

叔）所逼，远走他乡，“漂”在新疆；五年后，他衣锦还

乡，人们都知道他“掂了一兜子钱”，他出手大方，不

拘小节。他有经济头脑，回来后买了三台打麦机，一

台免费给本村人用，另外两台半个多月挣了三千块

钱———这些都对村干部们构成威胁和挑战。但他又

太工于心计，在麦囤的女人与人私奔一事上，他做到

了极致。他与“竞选村长”李宝成有过一次深谈，他

直言不讳———要让咱村富起来不难，只要做到三点：

一是靠钱“买路”，也就是行贿，种庄稼富不起来，得

搞副业，搞副业得有资金，贷不出钱怎么办，给银行

的人送钱，此外还有工商、税务、公安……都得送；二

是如今人心太恶，你得以恶治恶，对村里爷儿们你不

能以诚相待，你得真真假假，让他们吃不透，你还得

让他们一见就怕；三是在上头要找靠山，报社记者什

么的，也得巴结，万一出事了得有人替你说话。他自

己也承认：“我不是人，是鬼。”可见，作者对这个人

物持批判态度。

人物李小囤。这位三代传承的农村小木匠，尽管

走到了城里却仍然是个农村人，他靠走街串巷给人家

打家具，每月往家里寄三十元钱还债（哥哥结婚后，分

家时他分到了三千元债务），后来认识一位温和秀美、

带着小女儿生活的离异女子，他们开张了自己的“新

生家具店”，小木匠摇身一变成了“穿西装的男主

人”。谁知头两年生意还好，后来两人开始出现分歧，

“闹着闹着，生意就做不下去了”，终于有一天，李小囤

选择了离开，“跟一个施工队到南方去了”。

人物李春生。高中毕业的他，是村里的一个

“文化人”。因为贫穷，他把考大学的机会让给了女

友晓霞，自己咬牙承担起两家的农活儿开始“一心

奔钱”，他下煤窑、贩猫、养香蘑、喂蚯蚓，在国乐班

敲过梆，也卖过菜，最后建轮窑，他以自己的聪明和

勤劳，成为远近闻名的“万元户”———这是一位摆脱

了传统农业走向致富路的新一代农民的代表人物。

然而，当他心目中神圣无比的爱情以女方的背叛而

告终时，他选择了以牺牲双方为代价的殉情之路。

这是一场悲剧，同时也意味着他的思想意识并未真

正走出农村，走出土地。

人物李二狗。他是一位看上去风光无限的“太

平洋开发贸易公司”经理。他靠着无意中听到的一

条信息，凭着胆大和运气，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迅速暴

富，从此他游走在政策漏洞和人生贪婪的灰色地带，

大肆行贿也大肆挥霍，满足别人贪欲的同时也在自

我堕落。面对金钱，面对外面的花花世界，李二狗们

是注定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的，他幻想中的（也是

当权者承诺给他的）成为一名端着铁饭碗的国家公

务人员的梦想并未实现，最终的归宿是铁窗、牢

狱———但也很难将他唤醒，他并未真正自省。

还有“响器人”李连升、闹离婚的“国家干部”李

家福、“竞选村长”李宝成等，他们都有自己的命运。

所有这些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丰富多彩、

真实生动的社会画卷。

图４　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和《李氏家族》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败节草》的“前世”与李佩

甫的两部中篇小说《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和

《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续篇）》（后来合并为长

篇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出版发行）紧密相

关。那么，它的“后世”则是：作家又将《败节草》的

内容“嵌入”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形

成一部新的长篇小说《李氏家族》，１９９９年４月由百
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并一再重印。长篇小说

《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为双线结构，一是以“奶

奶的瞎话”贯穿起来的“李氏历史”，时间跨度为明

清至民国共三百多年，分为十二部分；二是以“一”

“二”“三”……为序的“李氏当代”，时间跨度约为

三年（１９８４至１９８７年间），也分为十二部分。小说
（包括“续篇”）发表时，是以“李氏当代”为主线、

“李氏历史”为副线；出版单行本时，“李氏历史”（即

“奶奶的瞎话”）为主线，“李氏当代”为副线。《败

节草》的文本也是十二部分，将其文本“嵌入”之后

的《李氏家族》，就变为“三条线索”的结构，“当代叙

事”的内容亦明显加强。新加入的文本，以“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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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羊（二）”“羊（三）”……为序———在此期间

作家已完成长篇小说《羊的门》，以“羊”隐喻芸芸众

生，是作家小说中新的意象；而原来以“一”“二”

“三”……为序的“李氏当代”文本，则改为以“鼠”

“牛”“虎”“兔”等十二生肖为序。

当然，这里面并非简单的“文字加减”，它包含

作家的二度创作和多次修改，包括内容结构与前后

顺序的调整，情节、人物关系的重设等。比如，在

《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和《李氏家族的第十七

代玄孙（续篇）》中，李金魁是县长，他收到匿名信是

在作品的第一部分，写信人叫田玉娥，是犯事老板李

二狗的妻子，行贿金额高达十七万八千多元；在《败

节草》中，李金魁是市长（“虽然县、市是平级，可市

长毕竟是市长啊”），他拿到举报信是在小说的第十

二部分，写信人是他当年的初恋、现在的情妇李红叶

（犯事的老板是她的丈夫），行贿金额是五十七万八

千多元……而且，前述文本中，李二狗是与李金魁

“一个村长大的狗哥”，在《败节草》中这位犯事的老

板则身份不详。

如果说行贿金额的改动是基于社会的发展而

“水涨船高”，那么有些修改也许作家另有考虑。比

如在早期文本中，李金魁是省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

（刚毕业分配到乡里时，“他这个农学院的学生，既

没有试验田，也没有实验仪器，就那么晾着”），在

《败节草》中，主人公刚毕业时被分到了乡里的农机

站，“李金魁是学文的，不懂农机”。

我们还可以看到，《李氏家族》的《尾声》部分，

作家做了较大修改和较多的补充，特别是补写了几

位主要人物的结局，使得这些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完

整———

军人李志全如今成了“烈士”了。

李小囤又走了，仍然是背着他那套做

木匠的家什。

“响器人”李连升又娶了一房女人。

国家干部李家福终于离婚了。

……

修改后的《尾声》删了“远处，修路队从邻村开

过来了”“一群光屁股娃儿从老坟地里跑出来

了……朝那正修的新公路跑去……”等内容，并做

了明显改写。

原来的小说结尾，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

时光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

生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

一个家族就这么一代一代走过来了。

血脉是连着的，永远连着。

李宝成在默默地想……

李大有也在默默地想……

李满凤……

李连升……

李家的第十七代呀！纷乱的年代，纷

乱的心。［３］２８３

经作者修改后，后来的结尾变得十分简洁：

时光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

一个家庭就这么一代一代地走过来了。

血脉是连着的，永远连着。［８］

四、余论

首先，将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进行重写或者

“二度创作”，对作家李佩甫来说并非个案。例如，

大家所熟悉的电视连续剧《颖河故事》，就是“萃取”

了《画匠王》《村魂》《红炕席》《豌豆偷树》等多篇小

说的内容，“它不是根据某一篇小说改编而成，而是

作家李佩甫从整体的构思出发，将自己发表过的作

品中的人物、情节统统打碎，重新组合，再增加新的

人物、情节，使之成为一个新的有机整体”［９］。

其次，文学作品的跨文体传播，就影响力而言，

首先应关注电影、电视剧的改编。但是，十四集电视

连续剧《李氏家族》的改编要早于《败节草》的发表

和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的出版。笔者所见到的文

字版（电视剧故事）有两个版本（均为非正式出版

物）。一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定稿”，标注有“根据李

佩甫小说《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和《金屋》改

编”。编剧：尤小刚、舒德淳、铁佛；导演：尤小刚。

二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定稿”，标注有“根据李佩甫

的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和《金屋》改编”。

总执笔编剧：尤小刚；编剧：尤小刚、白云海、铁佛、舒

德淳、罗欣；导演：尤小刚。据称，此前还有一个“电视

剧《李氏家族》”剧本（没标“电视连续剧”），时间为

“一九八九年元月”，该版本有“根据李佩甫小说《李

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改编，导演：尤小刚”等字样。

应该说，电视剧《李氏家族》上映并未取得预期

的轰动效应。上述剧本由于成稿在先，其与中篇小

说《败节草》也没有内在的文本联系。

同样，像连环画改编这种大众传播形式，在当代

文学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过程中同样不可忽视。就笔

者掌握的线索来看，李佩甫的小说被改编为连环画

的不算多，仅见《蛐蛐》一例。短篇小说《蛐蛐》发表

在《长江文艺》１９８３年第９期，很快被《新华文摘》
１９８３年第 １１期转载，这篇小说还获得了 １９８３年
《长江文艺》佳作奖，是李佩甫第一篇产生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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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在这篇小说中，“蛐蛐”是一个农村电工的

名字，他表面上吊儿郎当，内心却充满善念。应该

说，这是一篇生活气息浓郁、充满正能量的作品。

“《蛐蛐》透露出一种新的美学气息，是李佩甫小说

创作的新突破。”［１０］同名连环画由马建刚编绘，刊登

在《连环画报》１９８８年第３期上。
最后，关于“颖河”与“颍河”，在此我们也有必

要做一点考辨。

李佩甫的早期作品如《无边无际的早晨》（《北

京文学》１９９０年第９期）是写作“颖河”而非“颍河”
（“颖河墨一样地流着”），直到三十年后，该刊为

“《北京文学》７０华诞回顾”重新发表这部作品时，
仍然写作“颖河”（参见《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２０２０年５月号第１６７页）。还有，他１９９２年春开始
创作的电视连续剧《颖河故事》，当时也是写作“颖

河”的。但是，时过境迁，这么多年林林总总的选

集、合集、全集乃至公映的电视剧中，编辑或选家们

纷纷“集体无意识”地将其改作“颍河”了。

为此，《李佩甫年谱》的著者特意以“按”的形式

加以说明：

电视剧《颖河故事》是以河南省许昌

市颍水河畔农民在时代大潮中的命运沉浮

为原型所写的剧本。搬上荧幕时，为了避

免观众在欣赏中对号入座，就以“颖河”二

字代替“颍河”，是为《颖河故事》。不过，

在后来的一些剧作介绍及播出的电视剧

中，也有将其名字写为《颍河故事》的。因

此，就目前存在的剧本以及播出的电视剧

来说，由李佩甫创作的《颖河故事》与《颍

河故事》系同一剧本，而非作家不同的创

作。［２］１３１

这样的表述，也许能帮助广大读者特别是专业

研究者，在阅读相关文本时稍稍解开谜团和困惑。

参考文献：

［１］李丹梦．李佩甫论［Ｊ］．文艺争鸣，２００７（２）：１４２．
［２］樊会芹．李佩甫年谱［Ｍ］．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４：
１７０．

［３］李佩甫．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Ｍ］．天津：百花文艺出
版社，１９８７．

［４］编后记［Ｊ］．小说选刊，１９９８（１１）：１２８．
［５］作者简介［Ｊ］．小说选刊，１９９８（１１）：６０．
［６］李佩甫．败节草［Ｊ］．十月，１９９８（５）．
［７］李佩甫．创作札记［Ｃ］／／《小说月报》编辑部．小说月报
第八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０：１７３－１７４．

［８］李佩甫．李氏家族［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５６．

［９］崔光远．致广大 尽精微：评电视连续剧《颖河故事》的艺
术观念与思维方法［Ｊ］．中原声屏，１９９４（１）：３３．

［１０］乐平．李佩甫小说漫谈［Ｊ］．奔流，１９８４（１０）：６９．

（责任编辑　刘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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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作家墨白新著《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于２０２４年９月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一经问世便引发社
会关注。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１３日上午，由郑州大学文学院、二月河文学艺术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墨白作品《通
往青藏高原的道路》研讨会”在郑州大学二月河文学艺术研究中心召开。来自河南省作协、省文学院及多家

高校的作家、评论家、学者，以及郑州大学文学院的师生共３０多人与会，会议由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宏志
主持。我刊特刊发此次研讨会纪要，旨在与读者分享研讨成果，同时为河南文学留存一份珍贵的史料。

通往精神高地
———墨白《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研讨会纪要

刘宏志，马　骧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５－０１－１２
基金项目：２０２３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乡村振兴主题小说研究”（２０２３ＢＷＸ０２１）
作者简介：刘宏志（１９７６—），男，河南延津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摘　要：《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是近年来墨白行走文学作品的一次合集：《洛克的目光》记述的
是从云南赴青藏高原的旅程；《天果洛、地果洛》写的是自青海入青藏高原；《音乐唤醒的旅程》是从

四川前往青藏高原路程的记录；《三江源的野生动物》是一部纪录片脚本，用镜头语言塑造了一位热

爱摄影、珍爱高原的“康巴汉子”。与会专家围绕“文体”“视野”“叙事”“主题”展开讨论，一致认为：

该书的写作看似散漫却结构精心，是文体形式的破冰创新；该书有一种贯穿始终的精神力量，是一部

通向精神高地的探索之书。

关键词：青藏高原；墨白；文体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５．０２．００２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５）０２－０００８－０６

一、文体

冯杰（河南省作协副主席、作家）首先发言：墨

白有着广阔的视野，他不仅一直关注着陈州与颍河

流域的本土文化，也持续关注异乡的风景与文化。

从学术角度来看，这本书大概可以归为“新旅游文

学”，但它不同于传统的走马观花式的抒情游记，里

面体现着墨白在人文、风俗、地理乃至哲理层面的深

度解读。从形式上看，这本书确实有些“杂糅”，既

有游记，又有随笔，甚至还有一些剧本和诗的内容。

但我认为，这种“杂糅”其实正是作品的魅力所在。

墨白用这种方式突破了传统体裁的限制，呈现了非

常丰富的叙述维度。旅游文学，不应该只是看看山

水、抒发点情感，还应该带给读者更多的启发，让人

思考，甚至重新认识文化。墨白的这本书，恰恰做到

了这一点。他让我们看到，旅游文学其实可以更深

刻，可以书写出更有文化和思想深度的内容。

刘海燕（河南省作协副主席、评论家）：这部新

作从内容到装帧设计，包括插图和色彩，无不洋溢着

作家墨白一贯的精神气质。就文体而言，它是一种

无法简单归类的新文体，呈现了少见的创造性。第

一章《洛克的目光》很有创意，它让我思考该书的设

计理念：作者究竟希望通过这些内容表达什么？我

感到，作者不仅是在记录洛克的生平与他在青藏高

原上的足迹，更是在努力追寻洛克精神生活的轨迹。

在这个过程中，洛克的精神气质与作家墨白自身的

·８·



精神气质呈现出一种微妙的互文性与延续性。书中

有些小说化的笔法，这让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可以

说，书中的每个人物都具有深刻的精神互文性。

李勇军（郑州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评论

家）：作为编辑，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装帧设计。这

本书让我看到了作家和编辑的共鸣，可以说，这本书

是作家和编辑共同完成的一个了不起的文本。我对

这本书的第一印象就是图文并茂，书中既有墨白本

人的摄影作品，也有专业摄影家的作品，图片已经成

为此书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片，都

让我看到墨白真正走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这是一

部打通了小说与散文两种文体的书，并且，它还是一

部关注民生的书，它不同于我们常见的游记，作家墨

白真正走入了当地生活，并进行了深度表达。

奚同发（《河南工人日报》总编辑助理、小说

家）：几年前，我在一个讲座上听墨白讲述去青藏高

原的经历，我知道他最终会将这些经历付诸文字，但

是看到这本书所采用的形式，我很吃惊。我们知道，

墨白一直在探讨“怎么写”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他根

本不担心“写什么”。

墨白曾和我聊起过１９７６年他在驻马店当搬运
工人在山上打石头的经历，他说还没敢动这个生活

库藏，实际上就是他还没想明白应该怎么写这些。

所以说，他每次面对一个题材时，“怎么写”是他非

常重视的问题。每次写作，他都会打破自己以往的

标准，这是他坚持的写作准则。

在这个文本里，可以看出墨白非常缜密的逻辑。

如第一部分，实际上他提出了创作中的三个问题，最

后的问题归结于写作的灵魂上，就是一个文本最后

它的灵魂在哪，这个是很关键的问题。我们看到最

后一页的时候，发现所有题材处理，包括“寻找”“行

走”“书信”和“电视剧本”，都是在寻找写作的灵魂。

这个灵魂是什么？是切肤之感———一个作家的写

作，如果没有完成自己的切肤之感，没有达到自我身

心无法忍受的痛点，就没有办法写出让别人感同身

受的作品。

墨白的文本前后相互印证，这实际上是一种古

汉语中的互文手法。他在后面的章节对前面做了许

多补充，拓展到一些涉及神经末梢的内容。如果没

有后面这部分内容，这个文本可能就只是一个行走

性的文本，这在当下是不缺的。正是因为第一部分

和第四部分的存在，才让整个文本呈现出独有的风

格———一个独属于墨白的新文本，一个作家关于自

我文本的“探索之旅”。

张冬云（《河南日报》资深记者）：这部书的写作

风格，看似松弛、散漫，却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激情涌动。它的结构、语言和思维都让人耳目一新，

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松弛感”非常强。这种

风格，让我回想起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阅读《长袜子

皮皮》和《绿山墙的安妮》的体验。因为太喜欢，总

担心会很快看完。这是一部让我想反复阅读的好作

品。

赵炜（郑州大学教授、散文家）：这是一本珍贵

的写作教科书。无论是对探险家洛克的书写、对普

通藏民的群体描述，还是关于音乐与小说的通信，亦

抑或是那些带着生命体温的影像记录，都有一条线

索贯穿始终———对小说写作的灵魂、结构等的思考

与经验之谈，对我的写作很有启发。

郑积梅（《郑州师范教育》社科室主任、副教

授）：在书中，墨白有多重身份———旅行者、画家、音

乐家、剧作家、文学理论家。旅行、音乐、绘画、文学

的属性与功能，在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上得以融会

贯通。对“写作”的理解，在书中不断扩展：历史、回

忆、县志、神话、传说、对联等融为一体，充满多声部

的元素，勾连起不同阶层的人群，展示出当代个体所

面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链接，为“写作”赋

予了新的活力。

郭海荣（河南省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在阅

读这本新作时，我深切感受到墨白的写作自信，这种

自信使他能够突破传统文体的束缚，展现出一种信

马由缰的自由，体现出对文体界限的跨越能力。他

通过一种内在的力量，将诗性与叙述、叙述与议论、

议论与抒情等有机融合，形成一种兼容并蓄的文体

风格。墨白对文体的大胆尝试，让我们在面对他的

作品时感到难以界定其归属。这本书大胆借用了小

说、诗歌乃至音乐等艺术手段和要素，拓展了当代散

文的写作空间。

彭进（《大河诗歌》执行主编、青年评论家）：我

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对这本书的阅读感受。第一是

丰富性，这本书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植物学、动物

学、民俗学、心理学、音乐学、绘画学等多个领域，呈

现出作家的博学多识和目光的深远独到。第二是深

刻性，虽然出版社把这本书归类为游记，但从文体特

性上看，它更属于文化散文。与常见的文化散文相

比，这本书不够通俗，更显小众、精英化，有一定的阅

读门槛。第三是先锋性，这本书也是墨白进行文本

探索的一个成果。墨白不只是写了一部作品，而是

把自己如何发现素材、如何构思、如何成篇等创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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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呈现了出来。

潘磊（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这本书让我想

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些传统。早在民国时期，

就有很多作家写游记，比如朱自清和郁达夫的游记，

更多凸显作家的文化底蕴与人格修养，有很深厚的

文化色彩。还有张承志的《牧人笔记》，带有文化人

类学的田野调查色彩。墨白的书，也有文化人类学

的田野调查色彩，还有类似于民族志的内容。我特

别喜欢第三部分，就是墨白和青年人的通信，其中的

语言非常真诚，特别打动人。

段玉亭（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这本书呈现出

文字与图片、视频、影视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媒介

间的相互作用，使墨白的作品不再局限于文学层面，

还可以在更广阔的艺术和传播空间中找到立足点。

我认为，没有必要对这种不拘一格的文体进行严格

的界定。真正的好作品是超越文体界限的，是一种

自由自在的创作状态。文体内部也体现为多样的渗

透性，比如在小说化的书写中，多耐这个人物形象的

刻画手法。在县残联工作的女性多耐，积德行善，不

求回报，藏民们则通过为她祈福来表达善意。这种

双向奔赴的爱，在墨白的笔下被表现得十分生动。

从文学手法上来看，完全可以采用分析小说的方式，

来探讨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

二、视野

冯杰：我和墨白一起去过西藏，曾在一个小店和

一位喇嘛一起吃过糍粑。喇嘛认为，糍粑是天下最

好的食物。我就问他：“你去过郑州吗？去过成都

吗？”他说没有，他只生活在这里。对喇嘛来说，这

里就是他全部的世界。但对作家来说，仅仅停留在

本土书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去开拓属于自己的

“飞地”，去寻找更远的文学世界。墨白这本书就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不仅为写作打开了新的可能性，

也给其他作家提供了很好的启发。这本书里写到我

国影像人类学大师庄学本，这让我想起研究纳西民

族文化的河南人李霖灿。他们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化

的保存和研究，为后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财富。墨

白的这本书，也用文字为当地风俗、文化做了深入的

注解，为后人研究青藏高原及云贵高原的文化提供

了丰富的资料和珍贵的记录。

饶丹华（《南腔北调》主编）：墨白的新书，让我

想起当年苏轼和苏辙离开四川眉山前往开封的旅

程，如果没有诗词相伴，他们的旅途该是多么寂寞。

在某种意义上，墨白的这本书，也为我们今后的旅途

提供一种相伴的文本。有这样具有很高艺术思想价

值的书相伴，我们的旅途一定不会寂寞，并能从中获

得启发。

奚同发：墨白之前的写作以颍河镇为中心，已经

形成一种标签。但是这一次完全是“心灵放飞之

旅”，他想超越自己以往的题材。对于中国乃至世

界上的很多人来说，去青藏高原都是一次艰难的孤

旅。青藏高原太辽阔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和我们截

然不同。我经常感到青藏高原是和我们人类灵魂并

行的另一类灵魂的世界。

陈泽来（《郑州晚报》《郑风》副刊主编）：通过

阅读，我们随着墨白一起看到他所见识的青藏高原

上的人物、动物和植物，他用镜头捕捉到的群山河

流、雪域冰川，甚至青藏高原上的每一阵风，这些都

融入了他的生命，成为他内心和情感的一部分。毋

庸置疑，一个人生命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他看待事

物的高度，是什么样的人就能看到什么样的事物，很

多时候，我们的目光所见，都是自我心灵的映照。

郑积梅：当我们提及青藏高原时，首先想到什

么？是牦牛和格桑花等富有特色的动植物？是冰川

流云等所提供的奇异视觉经验？还是酥油茶等带来

的味觉体验？……墨白用心感悟去高原之路上的温

暖、寒冷和痛苦，在温情的述说中呈现出人性的善与

恶、生存的悲与喜、日子的常与变，构建出青藏高原

独具特色的“地方的日常”“生活的琐屑”与“命运的

具象”。这种种印象、感觉与认知，是墨白以“地方”

为契机观照人类的总体命运。

墨白将自然地理、人文传统、风俗习惯所构成的

“地方性格”，敏锐、准确地呈现出来。青藏高原上

的一切———当地居民、民歌、信众等，都深深地吸引

着墨白；牛粪墙、东巴纸的造纸过程、银饰的制作、随

处可见的五彩经幡、秃鹫与天葬台、党项古道、红军

旧址、《格萨尔》的传唱、德昂乡的扶贫、康巴汉子等

等，是墨白在创作中对“地方发现”的运用。这些藏

区特有的风物与人文景观构成一种强烈的“地方

感”。

郭海荣：学者刘大先曾提出“文学边缘扬起”的

观点，大意是２１世纪以来，原先处于文学话语“中
心”之外的“边地”，如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宁

夏、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涌现出不容忽视的

文学力量，使整个中国文学地图日益成为一张由各

个节点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的构成，一方面是边

地作家积极参与当代写作，另一方面是内地作家寻

找精神原乡的需求。因为在后工业化时代，内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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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很难在本地找到精神的童年，所以转向边地寻找。

除去青藏高原的自然风光吸引，墨白的目光为

什么转向青藏高原？

墨白以前的目光集中在颍河镇，这是他写作的

出发点。我觉得青藏高原更像是墨白的一个精神原

乡，颍河镇和青藏高原共同构成了墨白精神的两极。

青藏高原，超出内地的日常秩序，契合人性的自由和

生命的返璞归真。墨白对青藏高原的山川河流、历

史文化的细腻考察，让读者感受到他对世界真切的

热爱，他启示我们如何抵达远方，扩大生命体验，以

及如何与世界连接。

三、叙事

刘海燕：在《洛克的目光》一章里，墨白安排了

《寻找小说的灵魂》《关于结构故事的能力》和《艺术

的真实性》等节，表面上是在探讨小说艺术的形式，

实际上是通过“在场”的方式，构建了跨越时空的叙

事聚焦点。同一地点，在不同的时段，是怎样的情

形？从洛克的视角，到藏区居民的叙述，再到墨白自

身的感受，所有这些融合成一种宏大的时空视野。

这种叙述不仅凝聚了无数细节，也形成一种精神气

质的聚焦。墨白能将厚重的历史与繁杂的素材梳理

出清晰、具有内在逻辑的脉络，这不仅有赖于艺术形

式，更有赖于一种贯穿始终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

将历史、现实、个人经验与思想融为一体，把读者的

目光牵引到更深远的境地。所以说，如果将此书定

义为游记的话，我觉得它完全打破了传统游记的形

式，它更属于精神层面上的叙事。

张冬云：这本书写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主题———

脱贫攻坚。这个题材本身很宏大，但墨白却用一种

非常具体的方式来讲述，让读者觉得格外亲切。他

将那些原本可能有距离感的内容，用随性、散漫但又

不失深刻的方式呈现出来。比如，他在书中提到自

己和藏族百姓聊天的场景，那些对话特别接地气，聊

到对方的家庭、孩子、生活，就像朋友之间的自然对

话。这样的叙述方式，既体现了他个人的写作风格，

也让我们感受到他人格的感染力。在书中，墨白展

现了一种“创造自己的时间”的能力，他沉浸在自己

的文字中，随性中激情涌动，回望过去却从中看到了

未来。

郑积梅：这本书既是身心旅游，也是文化漫游。

一些历史典故，作者信手拈来，为己所用，尤其知识

性的内容就像广袤草原上雨后的蘑菇，东一朵西一

朵，作者博古通今，其丰富的知识积累让人叹为观

止。文中很多文献，尤其是具体数据的使用，增加了

作品的可信度。这本书，可以看成是一部政治、经

济、文化和藏地生活的备忘录。我特别注意到墨白

把行程笔记引入作品中，身处的时间、地点、航班班

次、写作的具体分钟、入住酒店的房间号等详细标

识，这样的细节处理，使叙述显得更真实可信。我认

为，这既是行程，也是作家墨白的生命轨迹，也为以

后的墨白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郭海荣：书名《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本身就

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通往”表明方向，“青藏高

原”是目的地，“道路”则指向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

这三者的关系可以延展到现实、精神与文学之间的

连接。结合全书内容，书中呈现出三重“通往”的层

次：现实中的道路，精神上的通往，以及文字上的抵

达。在当代文学里，青藏高原是一个独特的意象，有

着独特的文化意蕴。青藏高原的地域地貌、民族宗

教、风俗习惯等，共同构成了它文化的多样性，以及

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青藏高原独有的

气质和韵味，使其成为不少作家采风、写作的重要主

题。青藏高原的“人神共处、圣俗同构”的自然风貌

和社会结构，天然带有一种吸引力，使得关于青藏高

原的写作，天然带有一种神秘感和精神上的朝圣感。

潘磊：我读过墨白的很多小说，所以读这本书的

时候，我也带着一种研究者的兴趣去看墨白谈自己

的创作，包括音乐和创作的关系。我特别注意到一

句话，他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情绪的表达是现

代小说所追求的。”我就想到墨白的先锋小说创作，

其实他就是在追求或者说传达一种情绪。

段玉亭：我注意到第二部分和中国古代文学、古

代小说的文体有某种奇妙的联系。书中有一些类似

章回体小说的特质，每一章节的结尾往往会引出下

一章节的内容，形成一种连贯性，像传统说书艺术中

的“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不仅是一种

叙事技巧，更是一种对古代文体或文艺形式的现代

化传承。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释的运用。墨白作品里的

注释，和我们常见的学术论文中的注释不同，它不仅

仅是对内容的注释，更是文体的跨越或融合。这些

注释，让作品兼具地方志、博物志、山川志、地理志的

效果，既显得严谨，又有现代科普的特质。通过注

释，作者向读者科普了许多历史、地理、自然、文化等

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山川地理方面的内容。墨白对

细节的书写，也让我印象深刻，比如他对分离酥油、

挤牦牛奶等生活场景的描写。这种细致入微、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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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烦的细节描写，源于墨白对生活的深刻热爱，以及

对细微之处的敏锐观察。这种书写细节的能力，让

他的文字充满了真实感和温度。

四、主题

刘海燕：我和墨白先生认识多年，墨白给我的感

觉是他在每个年龄段都在创造一种生活，始终是一

位精神生活的坚持者和引领者。我深感，我的同时

代人很多已经被生活的琐碎和现实的平庸磨得毫无

个性，我从他们身上已经看到了无趣和衰老，而每次

见到５０后的墨白，他总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激情，生
命的活力和行动力，思想表达的自由感……对于一

个作家来说，生命的激情与创造力，太重要了。这也

体现在这本书里，他通过对历史人物、社会现象和个

人生活的观察与反思，将这些碎片化的材料整合进

他的精神世界，并赋予其独特的意义。这本书就像

一条通往青藏高原的精神之路，引领读者走向更高

远的思想与艺术境界。

赵炜：这是一本敬畏之书：敬畏青藏高原，敬畏

音乐，敬畏生灵。跟着墨白的目光，我们看到了探险

家洛克、向导李大哥、画版画的陈师傅、铜匠李师傅、

藏族司机此里定主、登山队员斯那次里、僧人和朝圣

者等。他们有着洁净的心灵、坚韧的意志力，在艰苦

的生存环境中努力实现生命的超拔。还有对音乐的

敬畏，墨白在书中通过对自己喜欢的戏曲（如豫

剧）、民歌、外国经典名曲，以及柴可夫斯基和莫扎

特人生经历的描述，让我们更深地体悟文学与音乐

的关系。还有，墨白通过一位野生动物摄影师的讲

述，表达对高原生灵的敬畏。

奚同发：墨白的创作给我的整体印象就是他的

内心极其强大，作品也因此充满力量。我始终认为，

一个作家如果自己都没有力量，怎么可能写出有力

量的作品？内在的精神世界决定了文字的深度和张

力，这一点在墨白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他的作品充

满了思考和探索。从他最初的作品开始，我几乎一

路跟随，也多次与他对话、访谈。我用“寻找”来形

容墨白的整体创作，因为他从不停下自己的脚步和

内心的追寻，无论是他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还是

随笔和散文，始终都是“在路上”。他的作品无论是

文本还是人物，都能给读者带来新的感受，刷新我们

的观念和认知。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寻找，

从未停止。

我们通过墨白在行文中不断地反省、认知与寻

找，能感受到他对每个人的尊重，无论是挑水的女人

还是导游，摄影家还是不幸罹患脑瘫的小孩，在墨白

的笔下都是独立的，有尊严的，在文本中存有一席之

位。这部作品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家庭、爱情、历

史、政治、社会大环境、自然环境，甚至还写到很多鸟

禽兽类。墨白通过这些来拷问内心，拷问历史和我

们当下的存在，因此，这部书也可以说是作家的“自

我心灵拷问之旅”。

陈霖东（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在通往青藏

高原的道路上，墨白始终不忘自己作为小说家的身

份，他看到的许多细节都勾起了他的创作欲望，让人

感受到墨白对小说的挚爱与热忱，这也是本书带给

我的强烈感受。

郑积梅：墨白笔下对爱与慈悲的张扬，呈现为他

对藏地人与物乃至全世界万事万物的体恤。墨白的

爱与慈悲指涉的是辽阔的天地万物，哪怕一只鸟、一

朵花、一片云，或者是回响在天地之中的转经声，在

墨白这里，都充满了生命的力量，让人读得热泪盈

眶。

张向辉（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副教授）：这本书对

我来说是一次心灵的净化，墨白在作品里面所描述

的生活，其实就是我所向往的生活。我曾经做过关

于黄河文化研究的课题，墨白作品里关于黄河的印

象、黄河边上的居民、黄河漂流探险及黄河边上的德

昂乡等等，都让我有很深的感触———我们在说黄河

文化的时候，一般都和过去的苦难联系在一起，但墨

白的作品展现了黄河文化的当代精神价值。

郭海荣：在现实层面，作品中对实际行程的描写

尤为突出，在《天果落、地果落》一章，田野资料被最

大限度地转化为文本，保持了较高的客观性。这一

部分文字朴素，但不失文学的韵味。作品的写作重

点在于展现青藏高原牧区在现代性与全球化中的剧

变。墨白从畜牧经济、医疗、语言、文化等多个维度，

展现了这个群体被卷入现代化的过程。牧区在现代

经济影响下，被动却又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现代化进

程，当然，其中也可能存在主动因素。畜牧生产经营

更加理性，包括传统的婚姻、语言、饮食等方面，墨白

的文字呈现了一个逐渐消解的过程，这也从侧面展

现了全球化和现代性对牧区的冲击，同时也展现了

牧民强大的适应能力。作品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消费方式和婚姻家庭等方面，来展示地方群象的社

会生活模式，展示藏区社会的过去和当下。他记录

的不仅是藏地的风景，也是对自己幼时农业景象的

一种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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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问答

在问答环节，墨白回答了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

生王雨晴、万方、黄乐为、祁同悦的提问———关于创

作中民间文化的运用、在青藏高原上最铭心的瞬间、

理论与小说写作实践、如何发掘自己对世界的认知。

墨白答道，民俗就隐含在我们现实生活的每一

个环节里，就体现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节日、习惯、饮食、穿戴、语言

的表达等等，都包含着民俗的成分。比如我们生活

中的红白喜事里的许多习俗都可以追溯到《周礼》。

周代的很多礼仪制度，经过时间的积累，逐渐成为我

们的民俗文化。

我们的生命就是由无数瞬间组成的。西方现代

主义小说叙事建立在当下这一刻，瞬间是其叙事核

心，所有叙事都围绕当下展开。如果问哪个瞬间感

动我了，我觉得生活中每一个瞬间都可能会感动我，

由此转化成一种精神和心灵上的东西，所以，我们要

注重当下。我前几天看蔡志忠的一个谈话视频，他

说：“哪里是天堂？此时此刻的当下，就是天堂。”他

强调当下的重要性。事实也是这样，我们生命呈现

的形式，就在当下这一刻。

我最近刚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扑克牌的 Ｎ种
玩法》，这部长篇由 ５４个故事构成，分为方块、红
桃、梅花和黑桃四个部分，每部分１３个故事。其中
《◆高原》部分写的就是青藏高原。

我们阅读，就是为了找到一把认识生活和书写

生活的钥匙。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生活之中，而我们

缺少的是对生活的认识和发现。同样，你想了解一

个地方的现实，你只有到那个地方去，和那里的居民

生活在一起，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生命现实。

就像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一样，然后才是书写与表

达。同学们的这些话题都非常宏大，如果有时间，我

们需要更深入的探讨。

（责任编辑　刘海燕）

Ｔｏ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
— 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ｅｍｉｎａｒｏｎＴｈｅＲｏａｄｔｏ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ｂｙＭｏＢａｉ

ＬＩＵＨｏｎｇｚｈｉ，ＭＡＸｉ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ｈｚｏｕ，Ｈｅｎａｎ４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ｏａｄｔｏ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ｓ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ｂａｉ’ｓ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ｗｏｒｋｓ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Ｔｈｅ
ＥｙｅｓｏｆＬｏｃｋ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ｅｙｆｒｏｍＹｕｎｎａｎｔｏ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ｉａｎｇｕｏｌｕｏ，Ｄｉｇｏｌｕｏｗｒｉｔｅｓｔｈｅｊｏｕｒ
ｎｅｙｆｒｏｍ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ｏ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ＪｏｕｒｎｅｙＡｗａｋｅｎｅｄｂｙＭｕｓｉｃｉｓａ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ｅｙｆｒｏｍＳｉ
ｃｈｕａｎｔｏ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ＷｉｌｄＡｎｉｍａｌｓｉｎ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ｉｓ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ｃｒｉｐｔｔｈａｔｐｏｒｔｒａｙｓａ“Ｋａｎｇｂａ
ｍａｎ”ｗｈｏｌｏｖｅｓ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ｃｈｅｒｉｓｈｅｓ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ａｒｅａｏｆＡｍｄｏｉｎｔｈｅｐｌａｔｅａｕｂｙｖｉｒｓｕａｌ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ｔｓ
ａｔｔｈｅｍｅｅｔｉｎｇ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ｉｔｓ“ｓｔｙ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ａｎｄａｇｒｅｅｄ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
ｂｏｏｋｓｅｅｍｓｔｏｂｅｌｏｏｓｅｂｕｔｉｓ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ｎｇａｎｉｃｅ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ｙｌｅ；Ｔｈｅｂｏｏｋ，
ｗｉｔｈａ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ｐｏｗｅｒｔｈａｔｒｕｎ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ｔ，ｉｓａ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ＭｏＢａｉ；ｔｅｘ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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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旅行
———凌叔华《古韵》跨文化书写中的性别叙事

刘一昕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５－０１－２６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话语与文学生产的互动关系研究”（１２４３３００００２）
作者简介：刘一昕（１９９２—），女，山西大同人，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与

文化研究。

摘　要：《古韵》（ＡｎｃｉｅｎｔＭｅｌｏｄｉｅｓ）是凌叔华跨文化写作中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作为第三世界
的一名女性作者，凌叔华游走于中英两种文化边缘地带寻找着自我真实性的印证，同时自觉融入伦

敦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于此想象现代中国的期待视野。总体而言，《古韵》满足了西方读者对于东方

古老文明的异邦想象，成就了作者对于跨文化理想的自我追怀，更重要的是表现出在西方文化背景

下凌叔华作为一名现代中国女性的自觉意识和世界主义。但在一定程度上，《古韵》也反映出作者

在创作时受到西方中心话语的制约，以及在这种制约下如何通过文字／图像叙事策略与之进行性别
身份协商。

关键词：凌叔华；《古韵》；跨文化写作；性别叙事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５．０２．００３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５）０２－００１４－０６

　　凌叔华是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现代女
作家，偏居“婉顺”闺秀一隅，她笔下的人物，曾被鲁

迅盛赞为“高门巨族的精魂”［１］２５８，但在接受教育的

过程中，亦深受西方思想与文化的影响。《古韵》

（ＡｎｃｉｅｎｔＭｅｌｏｄｉｅｓ）是凌叔华跨文化写作中最重要
的文学作品，写于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５２年间，最终由英国
伦敦何盖斯出版社（ＴｈｅＨｏｇａｒｔｈＰｒｅｓｓ）于１９５３年出
版。虽然这部作品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凌叔华的自

传，但经笔者研究发现，“自传”中涉及的真实历史

事件有许多细微的改编和虚构的情节。凌叔华作为

身处中英两种文化边缘地带的一名第三世界女性作

者，她是如何在尽力满足异国接受者对于古老中国

的想象的同时，又印证着自我性别身份的真实性？

在这个过程中，她是否只是作为沉默的“他者”而存

在？

一、一位现代中国女性的跨文化之旅

凌叔华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仕宦家庭，这个家庭

同时也是书画世家，她的写作风格经常被认为和她

的成长环境及经历息息相关。她的父亲凌福彭曾任

清朝户部主事等职，精于辞章、酷爱绘画，在京城组

织过“北京画会”；她的亲生母亲是凌福彭的第四任

妻子，尽管母亲在家中受到丈夫的冷落，但女儿凌叔

华却是凌福彭最钟爱的子女之一，父亲也颇为重视

凌叔华的传统书画教育。凌叔华曾前往日本深造，

专门研习日本作家菊池宽、芥川龙之介、夏目漱石等

人的文学作品及一系列日本绘画艺术。但与受日本

文学的影响比较而言，凌叔华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
的文学实践更主要的是受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影

响，其中最重要的两位未曾谋面的“文学导师”是曼

殊斐尔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她与曼殊斐尔的交集

得益于当时结识的好友徐志摩及恋人陈西滢，他们

二人都是曼殊斐尔作品的中文译者。凌叔华还被徐

志摩称为“中国的曼殊斐尔”。至于她和伍尔夫的

交往，与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结缘，则主要源于

一位英国绅士———朱利安·贝尔。贝尔是伍尔夫的

·４１·



外甥，当时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凌叔华与贝尔随

后在武汉相识、相爱，并曾进行合作翻译，这些体验

都为凌叔华后来创作《古韵》奠定了基础。

凌叔华在此阶段的文学作品展示了跨越地域和

文化的多样性，既不拘泥于传统的礼仪，又没有完全

受西方较为激进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鲁迅在评

述她时，一方面认为她笔下“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

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而另一方面也用“谨

慎”和“适可而止”来形容她在面对中国家庭问题及

处理女性困境时所采取的温婉态度［１］２５８。凌叔华的

小说充分展现出她对于个性解放和女性独立的渴

望，但也表达出她对于女性如何在社会中获得更大

自由的焦虑与疑虑。从中西方文化的双重视角来

看，凌叔华的作品既感性又不失谨慎。这一特点在

《古韵》中也有明显的表现［２］。

《古韵》的创作是凌叔华跨文化之旅中最引人

注目的成果，也是她作为中国现代女作家最浓墨重

彩的一笔。凌叔华通过朱利安·贝尔结识伍尔夫

后，便一直和伍尔夫保持书信往来。与贝尔的爱恋

经历以及与伍尔夫的书信往来，最终成为凌叔华创

作《古韵》的缘起。更为重要的是，伍尔夫的女性主

义思想对凌叔华产生了深刻影响，她曾表示自己十

分欣赏伍尔夫的代表作《一间自己的房间》，而这无

形中也影响着她的文学实践。《古韵》的创作主要

源自伍尔夫的鼓励和指导，所以从一开始，《古韵》

的目标读者除普通意义上的英语读者外，还有以伍

尔夫为代表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

但是，伍尔夫的原始期待是想看到这位女作家

撰写一部完全的自传。１９３８年４月９日伍尔夫致
凌叔华的信中写道：“我所要说的唯一重要的事，是

请你撰写你的自传，我将欣然拜读，并作必要的修

改……朱利安常说，你的生活极为有趣；你还说过，

他请求你把它写下来———简简单单，一五一十写下

来，完全不必推敲语法。”［３］目前很多学者依然将这

部作品视为凌叔华的自传，但根据笔者考究，在这本

“自传”中有关作者本人及其家庭的相关真实历史

事件有多处改动，并存在大量的虚构成分。因此，在

笔者看来，《古韵》更适合在“自传体小说”的语境中

被加以讨论。

在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３９年间，凌叔华陆续给伍尔夫
寄去八篇左右的初稿。但此后不久，她们之间的通

信因伍尔夫的突然自杀而停止。随着抗日战争战局

的扩大，《古韵》的写作也被迫中断。１９４６年凌叔华
迁居伦敦，她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真正实现了现

实中的交流与对话，书稿得以继续完成。《古韵》最

终由伍尔夫生前与其丈夫伦纳德共同创办的霍加斯

出版社于１９５３年付梓出版，获得英国文学批评界的
一片好评。英国开放的文学环境使这种很有可能被

我们视作边缘文学的作品受到极大欢迎，伍尔夫生

前对凌叔华的帮助也令世人看到两位现代女作家之

间基于女性情谊的惺惺相惜。从东方到西方，凌叔

华作为一位在异国漂泊的中国女性，为她的《古韵》

打上了独特而珍贵的跨文化烙印。更重要的是，她

在跨文化写作中表现出一名现代中国女性在西方文

化背景下自觉的性别意识和先锋的世界意识，这也

是她跨文化写作得以成就的前提。

二、从此岸到彼岸：跨文化写作中的女性觉醒

现代中国女性的文学创作，并非西方文化传播

或者中国本土文化单方面因素所能决定，而往往是

在中西方的互动与对话中产生，这也是超越个人意

志的众多复杂历史因素的影响所致。［４］《古韵》的跨

文化性，不仅体现在地域文化的跨越，还体现在现代

知识女性突出的性别意识表现上。凌叔华的小说始

终围绕女性问题展开，《古韵》也不例外。但不同的

是，《古韵》所聚焦的女性并非凌叔华以往常塑造的

闺阁女性形象，而是首次将视角投向了封建传统家

庭中有关姨太太们为人处事的日常生活，这是一次

开放的女性自我日常表达的尝试，也是一次对女性

自我身份具有挑战性的文学实践。

《古韵》中，家庭女性人物之间的竞争始终围绕

着一位男性———“我”的父亲［５］。在这个封建传统

的家庭中，男女之间的地位差距明显，女性之间的关

系也极为紧张。大妈早早离开人世，二妈极力想要

掌握财富，四妈则毫不在意这些利益，只是负责调

停；五妈虽然性格坚强，但仍受到二妈的欺压；尖锐

的六妈则被二妈拉拢，最终生下了孩子。凌叔华通

过她的作品生动展现了中国封建传统家庭中姨太太

们在经济利益面前的争吵，以及在脆弱时期的互相

支持。凌叔华将家庭女性成员之间的利益之争与争

风吃醋赤裸裸地展示给英国读者。

在《古韵》开篇《穿红衣服的人》这一章中，凌叔

华对家庭成员作了详细介绍与描绘。父亲任直隶布

政使，在当地具有较大权势，在家中深受子女们的崇

敬。父亲的姨太太不少，姨太太的孩子也众多。

“我”身为女儿，最初并没有受到重视，但“我”的绘

画天赋让“我”在众多子女中“脱颖而出”，于是在父

亲那里得到宠爱。作者在此明显传递出对父亲的

“妻妾成群”“重男轻女”观念的不满情绪。凌叔华

的生母李若兰并不是没有文化的旧女子，在《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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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婚姻》一章中，“我”专门介绍母亲的身世，同时叙

述母亲当初选择嫁给父亲的来龙去脉。母亲出身于

书香门第，年幼时不小心走丢，后被卖到富贵人家做

养女，嫁给父亲之前，她以为自己将会是家里的二太

太，实则已是第四任太太。在这个妻妾众多的封建

大家庭中，天然存在的性别歧视使得母亲的生存十

分艰辛。李若兰一直没有生出儿子，这让她既产生

了自卑感，同时在家中又不得不隐忍受气。凌叔华

在《中秋节》一章中描绘到：生“我”的那天仅有四个

人知道，一个是随身服侍的张妈，一个是老门房王

森，再就是妈妈和接生婆了。家里其他人并没有关

注此事，直到第三天接生婆来道喜讨钱的时候，家里

才知道又添了一个女儿。由此看出，这个封建大家

庭中重男轻女的传统意识格外浓厚。中秋节这天在

园子里扮家家做月饼这件事，将整个故事情节推向

高潮。桃花是三妈的丫鬟，她在中秋节这一天大闹

现场，而原因则是她没被邀请一起做月饼。桃花不

仅将月饼都砸到了地上，还命人撤了大家使用的桌

椅。桃花作为一个丫鬟之所以能如此嚣张跋扈，就

是因为三妈生了儿子在家庭中的地位高，而桃花又

是三妈身边的丫头，自然觉得自己地位也高。这清

晰反映出“母凭子贵”这一连锁效应。到了第五章

《一件喜事》中，作者娓娓道来父亲纳妾迎娶“新妈”

的事。从题目本身，就可以看出其反讽性。对于女

人来说，结婚本是件高兴的事，但在父权制的社会

中，女性需要承受“一夫多妻”，女性没有自我独立

意识，更无力抗争，只能逆来顺受。父亲娶六姨太太

入门当天，五娘只是不作声地叹了口气，对“我”说：

“我只想死，死了什么都忘记了。”对于她们而言，死

亡也许是唯一的解脱与归宿。父亲纳妾原本应该是

一件“喜”事，但当其与故事所透露的父权制婚姻中

女性他者的悲剧命运之间完全是相反的调性，也就

自然形成一种反讽性张力。在封建婚姻制度下，女

性作为“他者”始终具有悲剧性，而她们也无力对父

权制度予以反抗。作者的意图是用表面上的喜事来

反衬故事潜在的悲剧性，从而对父权制予以强烈抨

击。凌叔华不仅通过代表东方话语体系来向西方世

界表达私人情绪，也代表着作为女性在男性主导的

世界中生存所进行的一种性别叙事与“他者”表述。

从对闺秀女性婉转的嘲讽到对旧秩序下女性被

压迫的深刻思考，凌叔华的转变是明显而深刻的，这

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不无关系。这也是当时民国

女性知识分子普遍接受且认可的新思想。凌叔华非

常认同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关于女性主义

的思想。帕特里卡·劳伦斯同样肯定了伍尔夫的女

性主义思想对凌叔华的影响。但是，凌叔华的女性

意识在学者史书美看来是明显西方化的女性主义，

同时，史书美也认为凌叔华在写《古韵》的过程中所

产生的女性主体性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与伍尔夫的不

平等关系所决定的。一种文化形态对另一种文化形

态进行渗透性影响的同时，势必会伴随一定程度的

倾轧。而这正是笔者接下来要讨论的关于《古韵》

在跨文化语境下所受到的身份制约问题。

三、跨文化语境下的身份制约与性别协商

凌叔华在完成《古韵》第一章后，便寄给了远在

伦敦的伍尔夫。伍尔夫阅读后，很快给凌叔华回了

一封信：

我很喜欢它，它很有魅力。当然，对一

个英国人来说，一开始有点难，行文有些不

连贯。我不太清楚这些太太之间的区分，

她们是谁，又是谁在说话。但再读一段时

间就开始逐渐清楚了，我发现了许多不寻

常的魅力。我发现了许多奇特的诗意的比

喻。虽然我还不太清楚它究竟能在多大程

度上被大众所解读，但我能够做的就是鼓

励你寄给我更多的章节。毕竟，这一章只

是一个片段，到那时便能对你的作品获得

一个整体的印象。请继续写作下去，自由

地写作，不要担心你英文中的中国味道。

事实上，我建议你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意

蕴上都写得更加中国一点儿。写一些生活

的自然细节，比如喜欢的房子、家居等等。

写你想写的，就像在给中国读者写作那样。

然后，再用英文文法润润色，我想一定可以

保持中国味道，使英国人对文章既能够理

解又保有新鲜感。［６］３８９

从情感角度讲，伍尔夫给予凌叔华的回信本意

出于一位师者的指导与一位朋友的善意鼓励。但必

须承认的是，伍尔夫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她

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对于一位中国女性作者的

“特殊”要求，即表现出“新奇”与“中国味道”。史

书美认为，伍尔夫“在西方凝视下异化自己”的提案

明显是一种以西方文化为基础，将东方文化视为异

己的做法，且这种赞赏和鼓励的语气中暗藏着一种

攻击性的意味。

凌叔华在回信中表示她欣然接受这些建议，随

即她在内容方面增加了许多关于日常饮食习惯、传

统服饰特点、节日习俗、房屋建筑等细节。比如在

《母亲的婚姻》《一件喜事》和《两个婚礼》等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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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她从各种角度来展现中国传统的婚嫁文化，从新

郎的着装、仪式的布置、餐点的搭配到祠堂的布置，

将众多细节一一展开，以满足异国目标读者的需求。

在《古韵》的开篇章节中，有一段对其所居住的四合

院的描述：“现在没有人能告诉我它到底有多少个

房间或院子，但我记得小孩子独自从自己的院子里

走出来时，经常会迷失方向。”这个传统古朴的四合

院，充满神秘的异域氛围。到了《古韵》的末尾，作

者又描述和家人一起居住在天津的“我”对北京的

怀念：“我在脑子里编织了一幅美丽的地毯，上面有

辉煌的宫殿，富丽的园林，到处是鲜花、孔雀、白鹤、

金鹰。金鱼在荷塘戏水，牡丹花色彩艳丽，雍容华

贵，芳香怡人。在戏院、茶馆、寺庙和各种市集，都能

见到一张张亲切和蔼的笑脸。环绕京城北部的西

山、长城，给人一种安全感。这是春天的画卷。我多

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这段描

写俨然一幅异国游子思乡的场景，同时展现在我们

面前的是一个宁静祥和的古老中国的镜像，这正契

合西方对于东方古老文明的乌托邦想象。除此之

外，凌叔华在《古韵》原文中还使用一些脚注，来解

释和中国有关的成语俚语、风俗地理等，这可以被视

为作者对于伍尔夫建议的积极回应，以满足读者对

异国情调的喜好与“窥探”。由此观之，作者的隐含

读者明显不属于中国本土。多年后，中文译者在译

本中直接省略了这些脚注。

凌叔华选择接受“自传”作为写作体裁，显然暗

含某种迎合之意。之前，她已经在中国文学界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在《古韵》中她首次使用第一人称叙

事，这与以往的中文小说大不相同。自传体写作在

当时的中国文学界既不常见又不受重视，相反，英国

一直有自传文学传统。伍尔夫曾告诉凌叔华，她觉

得“自传比小说好得多”，并且她寄给凌叔华一些传

记书籍，建议凌叔华从英国传统文学开始学习。虽

然此前凌叔华在国内发表过一些小说，但她从来没

有写过传记类作品。这与凌叔华惯常的写作方法不

同，这种写作既符合英国自传体写作的文学传统，也

符合英语读者的期望，裹挟着一种轻微的自我东方

主义倾向。但是，从最终产生的效果来看，这种文体

的选择，的确有利于跨文化环境中的凌叔华对自我

及其成长的文化环境进行新的发掘。正如笔者在上

文中所提到，作者并没有完全按照自传进行写作，而

是存在多处虚构的成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

“自传体小说”的诞生也恰恰说明了凌叔华的某种

“反叛”。

《古韵》出版后，引起英国文学评论界的关注，

反响热烈，除了评论的要点“新奇感”与“异国味”，

作品中极具中国意蕴的插画也为其增光添彩，令这

位东方女性作者的文化审美受到更广泛的重视。值

得一提的是，《古韵》中所有的插画均为凌叔华亲笔

创作。相比较文字叙事，图像叙事对读者而言往往

会形成更为强烈的视觉冲击。凌叔华为部分章节以

水墨白描画的形式画了八幅插图，这些插图总体来

看都是关于“我”的童年生活。那么，凌叔华的这些

绘画作品难道只是为了完成《古韵》的插图？对于

她这次重要的跨文化文学创作，这些绘画产生了什

么实际效用？

１９５３年，凌叔华选择自己在第十四章《义父义
母》中所作的插图，作为英文首版的封面，在该章节

中插图取名《碰上好天气，义母便带我出门放风

筝》。正如米切尔所言，图书的封面往往作为一种

媒介，或者说这是“一张由文化代码组成的巨大网

络”［７］而存在。《古韵》标题设计的字角顿笔看起来

更如同中国书法一般抑扬顿挫，其明显和西方罗马

体碑刻的上下粗细一致的特点完全不同，同时也可

以看出借鉴了哥特式字体的装饰性，极具生动之感。

标题右下方署名“ＳｕＨｕａ”中的“Ｓ”飞白特征明显，
与其他字母虚实相生，上扬的衬线仿佛中国毛笔书

写，可谓清逸秀丽，让观者在视觉上强烈感受到东方

线条的形式美，可以明显从封面看出该书的地域归

属及文化符码所在。除了封面的东方文化特色，在

《义父义母》这篇文章中，凌叔华也专门刻画了“义

母”的形象，这也是这部自传体小说所描绘的为数

不多的“我”与女性长辈的亲密接触———既不是与

她的亲生母亲之间，也不是与其他的太太之间，而是

父亲的一位朋友的妻子。这也从侧面呈现了凌叔华

和那个封建大家庭成员之间的冷淡关系。

图１　《古韵》英文首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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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是起源于中国的一种民间传统游戏。《古

韵》封面中蝴蝶形状的风筝随风飘动，与小女孩衣

服的蝴蝶纹饰遥相呼应，在其义母的静态观望下，形

成动静相宜的画面。整幅画采用极具中国特色的自

然主义景观表达方式，在传统中国文人画宁静致远

的形式美感中，展现了当时传统的中国女性形象，传

递出中国式的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感知和思考。在

这种不对等的文化语境下，表现出作者明显的个人

态度。这种天人合一的中国文人画风格，实际符合

自１８世纪以来，尤其是中英开始经济文化交往后，
英国人对于中国意象的构想。例如：“几乎每座宏

伟的英式宅院都有中式房间或有‘中国式的奇彭代

尔（Ｃｈｉｐｐｅｎｄａｌｅ）’家具。中国图案中的借用———宝
塔、蝴蝶、孔雀、龙、竹、蛇、金鱼和鲜花更是随处可

见。”［６］３８９该封面对于崇尚自然生态和以人物为画面

中心的西方绘画来说，是一种友好的姿态。插画中，

塑造的人物形象基本选择白描、线绘的方式，这是中

国传统绘画的典型形式之一；采用了简洁自然的绘

画风格，呈现出宁静祥和的日常状态。

在《古韵》的每一幅插图中，凌叔华都保留了中

国传统人物山水画的精髓，但又不失内在的突破。

这种绘画风格似乎也和她的叙事风格产生了相似的

意境效果。在封面之外的其他插画中，同样能看出

作者在运用传统风格和技法绘画时，保留了其相对

包容的个人态度。魏淑凌曾说：“她画的还是中国

式的山水，虽然画中的雾和帆船经常都是英国

的。”［８］

凌叔华的八幅插图基本以“我”为画面中心，营

造出强烈的个人意识氛围，从而突出“我”的主体身

份。插图看似采用中国传统画风格，但更强调以个

人为中心的西方艺术理念。在图画的人物形象设计

上，幼年的“我”，无论是在一旁欣赏父亲练字，和义

母一起放风筝，旁观姨太太们之间的争斗，还是跟着

贲先生认真读诗，始终处于画面中心。“我”在每一

幅插图中身着不同服饰，衣服上的纹路样式也各不

相同，由此可见画者的用心。除了在人物设计上独

具匠心，凌叔华对周围环境的描绘同样颇为用心。

值得一提的是，“水仙”作为一个植物意象，频繁出

现在多幅插画中。在《五妈来帮妈梳头》里，画面最

前方的石桌上，摆放着水仙花；《我们北平的家》描

绘了水仙花的风姿；《老周带我去隆福寺》的卖花场

景里，水仙花也赫然在列 。此外，在《戴黄草帽的人

弯腰在田里劳作》中，劳作的人被比喻成 “一片黄水

仙花”，画面里走在桥上的小女孩，手中还拿着一株

水仙花。在古希腊神话里，水仙花象征着自恋，弗洛

伊德也将其视作 “自恋”的一种表征。凌叔华对水

仙花的喜爱，暗示着她对自我的关注，在某种程度

上，隐喻了她的“自恋”及“自我欣赏”的倾向［９］。

图２　《古韵》内文插图

在《古韵》一书中，读者见证了凌叔华这位置身

于中英文化边缘地带的中国现代女性，在文化输出

的过程中，是如何努力平衡地域差异造成的身份制

约的。在创作过程中，无论是写作体裁的选择，还是

插图艺术的运用，都是凌叔华应对文化失衡困境的

巧妙叙事策略。通过这些叙事策略，作家凌叔华彰

显了自身的创作主体性，在跨文化的文学版图上留

下了独特印记 。正如胡适所言：“与不同文明的接

触会带来新的价值标准，用它来重新审视和评估本

土文化，则会自觉地重塑与新生，这是价值观念改变

的自然结果。”［１０］这反映出跨文化互动的复杂性，这

种复杂性难以用简单的 “霸权”或 “顺从”模式来

阐释，背后蕴含着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深层逻辑。

四、结语

学者周蕾运用“良性交易”（ｖｉｒｔｕｏｕｓ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理论阐释凌叔华的女性写作，在她看来，女作
家一般会主动选择具有“女性气质”的写作风格，这

种风格既便于女作家轻松驾驭创作，也默认、接受了

主流话语将女作家定位在 “边缘”位置的现状。凌

叔华的创作，表象上同样符合这一情形。但凌叔华

别具一格，她借助 “反讽”叙事技巧，悄然挑战这种

霸权秩序。表面上，她融入父权制主导的写作规则，

文本深处却不动声色地瓦解这一规则，实现对传统

创作秩序的重构，最终形成别具一格的 “良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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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１１］模式，为女性文学创作开拓全新路径。

周蕾所说的这种“良性交易”，看似能恰如其分

地阐释凌叔华的叙事形态，但实际上，仅停留在语言

模式分析层面，并未深入挖掘作者创作背后的心理

世界与思想脉络。笔者认为，凌叔华作品呈现出的

“复调”特征，是跨文化复杂互动下自然形成的选择

与平衡机制。作为第三世界的女性作家，凌叔华游

走于中英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在与布鲁姆斯伯里

团体进行文化交流与对话时，她借助跨文化视角，完

成对自我女性主体身份的探寻与认知。在《古韵》

中，凌叔华通过一系列叙事策略，就性别议题与西方

话语的限制展开协商。既满足西方读者对古老东方

文明的异域想象，也成就了作者对跨文化理想的自

我追怀，更重要的是，彰显出凌叔华身处西方文化语

境时，作为现代中国女性的自觉意识与世界主义情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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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技术应用、知识流动与企业知识产权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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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知识产权管理。

摘　要：在企业知识产权产出中，数据技术应用与知识流动均发挥着关键作用。基于中国沪深
Ａ股２０１０—２０２３年的数据，剖析了数据技术应用、知识流动对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的影响。研究
结果显示，数据技术应用与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显著正相关，且知识流动起到了中介作用。数据技术

借助提升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与知识扩散能力，助推企业知识产权产出能力增长。此外，异质性检验

结果显示，在企业规模、产权性质、行业分组检验下的回归结果均存在显著差异。非国有企业、大型

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据技术应用对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的正向效用，显著高于同标准分组

下的其他样本组。最后，提出持续推动数据技术应用、加强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知识流动支撑机

制、采取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策略等建议，助力我国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稳步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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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构建促进数字
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

字化政策体系”［１］，这预示着数字经济将在国民经

济体系中占据愈发重要的地位。我国中信研究院数

据资料显示，截至２０２３年底，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
经达到５３．６万亿元，同比增长３．７％。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各行各业带来新的发

展机遇。大力推动数字化建设，加强数字技术与传

统技术、实体经济的融合，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已形成共识。数据技术应用不但降低了知识产权产

出的门槛与成本，而且令知识产权信息呈现出高效、

低成本、易共享和易扩展的特征，使企业获取信息的

渠道变得更为丰富与便捷，促使企业对内部生产管

理流程予以全面改造升级与结构优化。例如，部分

地区推行的“数字化 ＋知识产权服务”政务平台中
涵盖企业数字化应用和企业知识产权产出的相关政

策，诸如利用数字化赋能企业提高专利创造数量、专

利转化能力等。数据技术应用的便捷性和高效性，

加速了知识扩散，推动了知识信息在公众中的传播，

进而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由此衍生出如下问

题：数据技术应用能否促进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数

据技术应用对知识流动有着怎样的影响？数据技术

应用、知识流动与知识产权产出之间存在何种关联？

一、文献综述

“数据技术”一词首次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Ｄｏｎ
Ｔａｐｓｃｏｔｔ１９９６年出版的《数字经济》一书，此后，学术
界围绕数据技术、数字经济等相关概念展开了深入

的思索与探究。国家统计局在《新产业新业态新商

业模式统计分类》中，将数据技术划分到“三新”经济，

指的是“顺应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需

求，依托技术创新和应用，从现有产业和领域中衍生叠

加出的新环节、新技术、新链条”。针对数字技术和创

新的关系，学者们从多元维度切入进行研究。

数据技术应用给创新带来的影响呈现多维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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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势：微观层面，当数据技术应用于企业生产及业

务流程时，它宛如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能够助力企

业实现转型，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优化企业创新

资源配置能力，削减企业各项资源的浪费［２］。再

者，数据技术应用能够加速企业产品流向客户，增强

企业产品的传播效能，倒逼企业对产品进行优化和

创新［３］。中观层面，数字技术凭借其独特的扩散性

与低成本优势，能在产业内迅速形成创新示范效应，

驱使企业之间展开创新追赶，增进企业间的知识外

溢，同时推动企业间创新技术的共享［４］。宏观层面，

数据技术应用将对企业带来颠覆性变革，必然催生出

新的模式、产品与业态，为企业创新提供广阔空间，助

力企业创新水平迈向新台阶［５］。

知识产权产出是指企业获得知识产权的相关创

新，涵盖技术、产品以及知识等方面，常见的成果表

现形式包含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等。目前学术

界关于知识产权产出水平度量的研究，大体是从知

识产权数量与质量两个维度发力。有学者认为，知

识产权产出成果数量是衡量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

最为关键且行之有效的标尺，包括专利、版权、商标

和商业秘密四个维度［６］。还有学者从知识产权产出

质量维度探寻计量指标，认为企业知识产权产出包括

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和品牌三个方面的内容［７］。

此外，学术界也关注了企业知识产权产出的驱动因

素。在外部因素方面，有学者认为政府补助对企业知

识产权产出水平提升存在显著的激励效果［８］。在内

部微观因素方面，企业人力资本，尤其是技术人才的

配备将显著影响企业创新水平［９］。

综上可见，目前学术界从知识流动视角对数据

技术与企业创新展开的研究相对匮乏，系统剖析数

据技术应用与知识产权产出二者关系的文献也较为

少见。基于此，本文结合 Ａ股上市公司数据技术应
用的特征，探究其对知识产权产出水平的影响，并剖

析知识流动在其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本文可能的

贡献有：其一，借助实证研究，揭示数据技术应用对

知识产权产出水平影响的实际状况，进一步检验在

产权性质、企业规模等因素作用下呈现出的异质性

特征，为政府推动知识产权数据融合、企业积极运用

数据技术提供客观的决策依据；其二，验证知识流动

在数据技术应用影响知识产权产出水平进程中的中

介作用，进一步完善数据技术应用助力知识产权产

出的内在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据技术应用与知识产权产出关系假设

从数据技术特点的角度看，其可编辑性能够改

变企业生产组织形式，变革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方式。

同时，企业可根据自身需求和环境变化调整数据技

术的应用模式，这有助于增强企业创新活动对环境

的适应能力，为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提供良好的技术

环境和数据基础。数据技术的可扩展性特点有助于

企业高效识别自身需求和资源，通过数据融合和规

划，助力企业合理开展知识产权产出工作，从而实现

成本节约。而开放性和关联性特点则有助于企业与

外部主体之间实现资源和信息的共享，推动信息和

资源的流动，进而打破企业创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

局限性。并且，企业能够利用数据技术快速筛选出

有效知识和信息并进行数据融合，为企业掌握市场

需求提供参考，促使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知

识产权产出，进而获得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从数据技术功能的角度看，一方面，数据技术具备高

效的信息处理能力。在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活动前

期，企业需要搜寻各类有用的相关信息，由于信息量

巨大，仅靠人力难以在短时间内准确处理。而数据技

术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实时处理非结构化、非标

准化的信息，从海量、碎片化信息中准确识别出对企

业创新目标有用的信息，极大地节省了知识产权产出

活动的时间，提高了创新效率。另一方面，数据技术

中包含各类数学模型，能够利用筛选出的信息和数据

模拟物理实体参数，为知识产权产出相关产品、商标

等在设计、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提供仿真模拟，降低创

新结果的不确定性，有效提高知识产权产出的质量。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数据技术应用有助于促进企业知识产权产出。
（二）知识流动中介效应假设

在数据技术应用的背景下，企业内外部信息流

动速度加快，知识传播效率得以提升，由此产生的知

识流动效应能够迅速增加企业知识存量，进而有力

地推动企业知识产权产出［１０］。从知识吸收维度来

看，企业凭借应用数据连接能力和智能分析能力，能

够从海量的信息中挖掘出对知识产权产出具有价值

的信息，并将其存储到企业信息库中，逐步形成知识

储备。数据技术能够为企业数据中心的信息化建设

提供支持，助力企业充分地吸收创新信息。在知识

扩散维度上，数据技术所具备的连接能力，可以通过

搭建信息传输通道，有效消除企业与企业之间、员工

与员工之间、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壁垒，提

升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交互能力。根据知识基础观的

观点，知识是企业最重要、价值最高的无形资产，是

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源泉。知识吸收包括知识获

取、整理和吸收以及利用的全过程。企业员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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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部人才以及企业内部其他员工的交流，获取信

息、知识和经验，从而形成自身的知识体系。因此，

知识吸收为员工开展知识产权产出活动奠定了良好

的知识基础，切实推动了企业知识产权产出能力的

提升。知识扩散是指企业员工之间、企业与外部其

他组织的人才之间交流讨论，将自身所掌握的知识

传递给交流对象的过程。知识扩散促进了知识在企

业内部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充分吸收和利用，为企

业知识产权产出提供了有力的知识支撑。本研究认

为，对于企业知识产权产出而言，知识扩散更多地呈

现出正向效用。在数据技术应用的推动下，企业内

外部的沟通交流机制得到显著强化，企业获取、整理

和吸收知识的能力也大幅增强，这有助于加强知识

流动，进而推动知识产权产出。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知识吸收在数据技术应用与企业知识产权
产出关系中存在中介作用；

Ｈ３：知识扩散在数据技术应用与企业知识产权
产出关系中存在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

（ＥＩＰＩＣ）。在现有的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中，大多
采用知识产权授权数量等单一指标来衡量企业知识

产权产出水平，本研究借鉴梁凯桐等［１１］的研究，构

建如表１所示指标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样本
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进行评分，从而获取企业知

识产权产出水平的数据。

表１　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维度层 指标层 计量方式

企业知识

产权产出

水平

研发水平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研发经费总额／主营业务收入
研发人员投入强度 技术人员总数／员工总数
人均研发费用 研发经费总额／技术人员总数
人均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总额／技术人员总数

转化水平
知识产权转化率 已经投入使用的知识产权数量／知识产权总数
新产品开发成功率 正式投入生产的项目／研发项目总数

营销管理水平

广告支出强度 新产品广告支出费用／新产品销售收入
新产品销售率 新产品销售收入／销售总收入
销售收入增长率 （本期销售收入－上期销售收入）／上期销售收入

新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 本年度新产品销售量／本年度国内市场总供应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企业数据技术应用水平
（Ｄｉｇ）。综合学术界现有的关于数据技术应用的相
关研究，采用企业年报中数据技术关键词词频的计

量方式具有两个显著优势：其一，计量数据获取的可

靠性较高，在实际研究中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其二，

企业年报作为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重要资料，在我

国政府大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现

实背景下，企业会积极地在年报中披露数字化相关

信息。因此，企业数据技术应用关键词的词频越高，

表示企业数据技术应用程度越深。以词频数量来计

量数据技术应用水平，能够反映出企业数据技术应

用程度的差异，该指标对数据技术应用具有较好的

解释能力。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从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

术、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其他数据技术５
个维度构建数据技术应用关键词体系，然后通过上

海和深圳两大交易所网站收集并整理样本企业

２０１０—２０２３年的企业年报，最后利用Ｐｙｔｈｏｎ语言对
企业年报进行文本分析，从中筛选出数据技术应用关

键词，并统计关键词的出现次数，以关键词词频加１
取对数后的结果来衡量企业数据技术应用水平。

本研究中介变量为知识流动，依据研究假设，知

识流动可从知识吸收和知识扩散两个维度予以度

量。知识吸收（Ｋｎｏｗａｂｓｏｒ）以企业专利引用数量来
衡量，知识扩散（Ｋｎｏｗｄｉｆｆ）以企业被引用专利数量
来衡量。除上述关键变量外，本研究为控制内外部

因素对企业知识产权产出的影响，分别从企业微观

层面以及外部宏观层面选取了如表２所示的控制变
量。在外部宏观层面，主要涵盖经济、产业与开放程

度。其中，区域经济水平反映地区宏观经济环境，采

用企业所在地级市的人均ＧＤＰ取对数来衡量；产业
维度主要体现地区产业结构状况，以企业所在地级

市的年度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来衡

量；开放程度主要是指地区市场对外开放程度，即跨

国贸易水平，采用企业所在地级市的进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比重来衡量。企业微观层面选取了５个变量：一
是企业规模，采用企业资产总额的对数来衡量；二是

企业成立年限，采用企业成立年数来衡量，对年数先

加１再取对数处理；三是资产负债率，用于反映企业
偿债能力，计算公式为“负债总额／资产总额”；四是资
产回报率，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采用净利润占资产

总额比重来衡量；五是产权性质，即企业是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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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非国有企业，采用“０－１”虚拟变量进行赋值，国 有企业为１，非国有企业为０。指标汇总如表２所示。
表２　变量汇总

变量属性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计量方式

因变量 企业知识产权产出 ＥＩＰＩＣ 利用因子分析法评价所得

自变量 数据技术应用 Ｄｉｇ 企业年报中数据技术应用关键词词频加１取对数

中介变量 知识流动
知识吸收 Ｋｎｏｗａｂｓｏｒ 企业专利引用数量

知识扩散 Ｋｎｏｗｄｉｆｆ 企业被引用专利数量

控制变量

微观层面

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企业规模 Ａｓｓｅｔ 资产总额对数

企业成立年限 Ａｇｅ 企业成立年数加１后取对数
产权性质 Ｓｏｅ 国有企业＝１，非国有企业＝０
资产回报率 Ｒｏａ 净利润／资产总额

宏观层面

区域经济水平 Ｅｃｏ 企业所在城市人均ＧＤＰ取对数
地区产业结构 Ｓｔｒｕ 企业所在城市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

地区对外开放程度 Ｏｐｅｎ 企业所在城市进出口总额／ＧＤＰ

虚拟变量
年份 Ｙｅａｒ 样本数据对应年份

行业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企业所处行业

　　（二）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沪深 Ａ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

研究时间段为 ２０１０—２０２３年，剔除研究期间内为
ＳＴ、ＳＴ的企业样本，剔除研究期间内出现暂停上
市、终止上市等非正常状态的企业样本，以及剔除研

究期间内关键变量数据缺失的企业样本，最终保留

１９２４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对象，样本总量达２７５２１。
为避免样本极端值的影响，本研究对连续变量数据

进行１％和９９％的缩尾处理。关于变量数据来源，
数据技术应用数据来源于企业年报，企业层面微观

控制变量数据源自国泰安数据库，知识产权产出评

价指标数据、知识流动变量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

库与专利数据库，宏观层面数据则来源于企业所在

城市的统计年鉴。

（三）模型构建

根据研究假设，构建数据技术应用与企业知识

产权产出的直接关系模型：

ＥＩＰＩＣｉｔ＝ｃ＋αＤｉｇｉｔ＋β∑Ｃｏｎｔｒｏｌ＋
μ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φＹｅａｒｔ＋εｉ （１）

其中，ＥＩＰＩＣｉｔ表示第ｉ个样本企业在第ｔ年的企
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Ｄｉｇｉｔ表示第 ｉ个样本企业在
第ｔ年的数据技术应用水平，Ｃｏｎｔｒｏｌ为控制变量，ｃ
和εｉ为模型常数项和随机误差项。Ｉｎｄｕｓｔｒｙ和 Ｙｅａｒ
分别为行业和年份虚拟变量，以控制由行业差异和

年份趋势导致的偏差。

在模型公式（１）基础上，进一步构建知识流动
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ＥＩＰＩＣｉｔ＝ｃ＋α１Ｄｉｇｉｔ＋α２Ｍｅｄｉａｉｔ＋

β∑Ｃｏｎｔｒｏｌ＋μ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εｉ （２）

Ｍｅｄｉａｉｔ＝ｃ＋αＤｉｇｉｔ＋β∑Ｃｏｎｔｒｏｌ＋
μ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εｉ （３）

其中，Ｍｅｄｉａｉｔ表示第ｉ个样本企业第ｔ年的知识
流动情况，包含知识吸收和知识扩散两个部分。其他

变量含义同上。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３。企业知识产权产
出（ＥＩＰＩＣ）标准差为６４．１９３，相对较高，这表明我国
上市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且最高

评分达到７６．８３５，最低仅有 －１０７．０６１，差异较大；
均值为１８．２６６，这表明我国上市企业整体知识产权
产出水平处于相对偏低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数据技术应用（Ｄｉｇ）的均值为１．３８７，根据最大值为
５．２０６来看，我国上市企业数据技术应用程度相对
偏低，且标准差为１．２９５，相对偏高，最小值为０，与
最大值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见，我国上市企业数据

技术应用程度存在明显差距。知识流动变量中，知

识吸收（Ｋｎｏｗａｂｓｏｒ）和知识扩散（Ｋｎｏｗｄｉｆｆ）的均值
分别为２３．１７９、１４．０３４，由此可见，我国上市企业之
间整体知识吸收水平高于知识扩散水平，企业专利

引用能力显著高于专利被引用能力，存在一定的不

平衡趋势，企业知识扩散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模型选择

本研究通过 Ｆ检验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来选择合
适的回归模型，结果如表４所示。在Ｆ检验下，Ｆ检
验值为１０．０６７，大于 Ｆ０．０５（１２９８４）＝１．８，且 Ｐ＝０，
拒绝原假设“采用混合模型进行回归”成立，即应当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在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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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值为 １４．３８５，大于 χ２０．０５（６）＝１２．５９２，且 Ｐ＝
０．０２１＜０．０５，在５％置信水平下显著，拒绝原假设
“采用个体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成立，即应当采

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综合 Ｆ检验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来看，本研究应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
型进行回归。

表３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ＥＩＰＩＣ ２７５２１ １８．２６６ ６４．１９３ －１０７．０６１ ７６．８３５
Ｄｉｇ ２７５２１ １．３８７ １．２９５ ０ ５．２０６

Ｋｎｏｗａｂｓｏｒ ２７５２１ ２３．１７９ ０．７２１ ０ ６４
Ｋｎｏｗｄｉｆｆ ２７５２１ １４．０３４ ０．９８４ ０ ３７
Ｌｅｖ ２７５２１ ０．３９３ ０．２１１ ０．０２８ ０．８９５
Ａｓｓｅｔ ２７５２１ ２２．０１６ １．０８５ １９．７３４ ２６．１１９
Ａｇｅ ２７５２１ ２．９０２ ０．２７４ １．５８３ ３．６２６
Ｓｏｅ ２７５２１ ０．２６４ ０．４１７ ０ １
Ｒｏａ ２７５２１ ０．０４２ ０．１５３ －０．６３１ ０．７４３
Ｅｃｏ ２７５２１ ０．１９５ ０．３０６ ０．００５ ３．７２４
Ｓｔｒｕ ２７５２１ １．７９７ ０．５７４ ０．２６８ ５．１７２
Ｏｐｅｎ ２７５２１ ０．４７１ ０．３３８ ０．０２９ １．３４６

表４　模型选择结果

原假设
采用混合模型

回归

采用个体随机

效应模型回归

Ｆ检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０．０６７
自由度 １２９８４
Ｐ ０．００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Ｃｈｉ．Ｓｑ．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４．３８５
自由度 ６
Ｐ ０．０２１

　　（三）基准回归
根据上文模型公式（１）进行基础回归，结果如

表５所示。从三列回归结果对比来看，引入企业内
外部控制变量后数据技术应用对企业知识产权产出

的回归结果保持显著正向影响，由此可见，企业内外

部因素不会导致数据技术应用与企业知识产权产出

关系发生变化。从列（３）结果来看，数据技术应用
（Ｄｉｇ）回归系数为０．１６９，在１％置信水平下显著为
正，即表示数据技术应用与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显著

正相关，研究假设 Ｈ１通过检验。随着企业数据技
术应用程度加深，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将显著提

高，企业数据技术应用程度每加深１个单位，企业知
识产权产出水平相应增加０．１６９个单位。控制变量
中，企业微观层面的企业成立年限（Ａｇｅ）回归系数
显著为负，即企业成立时间越长，企业逐渐进入成熟

期或者衰退期，创新积极性逐渐降低，进而导致企业

知识产权产出水平下降。资产回报率（Ｒｏａ）回归系
数显著为正，企业资产回报率越高，企业内部资金供

给能力越强，企业有更充足的资金投入创新活动中，

有利于企业整体知识产权产出水平提升。宏观控制

变量中，地区经济水平（Ｅｃｏ）、地区产业结构（Ｓｔｒｕ）、
地区对外开放程度（Ｏｐｅｎ）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即
外部社会经济水平提升、产业结构发展均衡、对外开

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提升。

表５　基准回归结果

列 （１） （２） （３）
因变量 ＥＩＰＩＣ ＥＩＰＩＣ ＥＩＰＩＣ

Ｄｉｇ ０．０８４
（２．３７）

０．１３３
（３．２５）

０．１６９
（６．７４）

Ｌｅｖ ０．０２９
（０．４５）

０．０２１
（０．３４）

Ａｓｓｅｔ －０．０６２
（－１．１６）

－０．０４６
（－０．９３）

Ａｇｅ －０．４９４
（－１．８９）

－０．４２６
（－１．７５）

Ｓｏｅ ０．０７３
（０．６４）

０．０５９
（０．４１）

Ｒｏａ ０．１０２
（４．３８）

０．０８９
（３．９２）

Ｅｃｏ ０．０３４
（４．６２）

Ｓｔｒｕ ０．０１４
（３．７１）

Ｏｐｅｎ ０．０２６
（４．５１）

常数项
０．７３２
（６１．８３）

０．９１２
（４５．３６）

３．１７４
（１２．６６）

样本量 ２７５２１ ２７５２１ ２７５２１
ＡｄｊＲ２ ０．４１６ ０．４７７ ０．４９２
Ｆ １２．３８ １４．６９ ２１．８３

　　注：、、表示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括号内为ｔ值。

（四）知识流动的中介机制检验

根据公式（２）和（３）检验知识流动两个变量的
中介效应，结果如表６所示。列（２）和列（４）中，数
据技术应用（Ｄｉｇ）对知识吸收（Ｋｎｏｗａｂｓｏｒ）、知识扩
散（Ｋｎｏｗｄｉｆｆ）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３３５、０．２９６，均
在１％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即企业数据技术应用程
度加深，有助于提升企业引用外部专利数量和企业内

部专利被引用数量，进而提升企业知识流动水平。从

列（１）和列（３）结果来看，知识吸收（Ｋｎｏｗａｂｓｏｒ）、知识
扩散（Ｋｎｏｗｄｉｆｆ）对企业知识产权产出的回归系数分
别为０．１５２和 ０．１２９，均在 １％置信水平下显著为
正，即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和知识扩散能力提升均有

助于推动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提升。由此可见，

知识吸收（Ｋｎｏｗａｂｓｏｒ）、知识扩散（Ｋｎｏｗｄｉｆｆ）在数
据技术应用（Ｄｉｇ）对企业知识产权产出的影响中存
在显著中介作用，Ｓｏｂｅｌ检验的Ｚ值均通过显著性检
验，进一步验证了知识流动的中介效应。且列（１）
和列（３）中，数据技术应用（Ｄｉｇ）对企业知识产权产

·４２·



出的回归系数在１％置信水平下保持显著为正，即
表示知识吸收（Ｋｎｏｗａｂｓｏｒ）、知识扩散（Ｋｎｏｗｄｉｆｆ）
均为部分中介，其中介作用占比分别为３０．１３０％、
２２．５９４％。上文研究假设 Ｈ２和 Ｈ３通过检验。综
合上述检验结果来看，企业数据技术应用程度加深，

将提升企业从外部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同时也有助

于推动企业知识产权向外部流动，提升企业与外部

的整体知识流动水平，进而有助于企业知识产权产

出水平提高。

表６　知识流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列 （１） （２） （３） （４）
因变量 ＥＩＰＩＣ Ｋｎｏｗａｂｓｏｒ ＥＩＰＩＣ Ｋｎｏｗｄｉｆｆ

Ｄｉｇ ０．１５４
（６．１１）

０．３３５
（３．７１）

０．１６２
（５．９７）

０．２９６
（３．５５）

Ｋｎｏｗａｂｓｏｒ ０．１５２
（４．９６）

Ｋｎｏｗｄｉｆｆ ０．１２９
（６．８９）

Ｌｅｖ ０．０１８
（０．２９）

－０．２５８
（－１３．４１）

０．０１４
（０．３１）

－０．２６７
（－９．２８）

Ａｓｓｅｔ －０．０３６
（－１．０２）

０．０３７
（１．８３）

－０．０３９
（－０．７７）

０．０６４
（１．９１）

Ａｇｅ －０．３６７
（－１．８１）

－０．１２２
（－２．１５）

－０．３２５
（－１．６９）

－０．０８３
（－２．０４）

Ｓｏｅ ０．０５５
（０．３６）

０．０６１
（０．７４）

０．０４７
（０．２３）

０．０５８
（０．６７）

Ｒｏａ ０．０８１
（３．６８）

０．０９４
（４．５６）

０．０７３
（３．２４）

０．０８１
（２．２７）

Ｅｃｏ ０．０２９
（４．５１）

０．０７９
（３．８４）

０．０１８
（４．３７）

０．０６５
（３．２６）

Ｓｔｒｕ ０．０１１
（３．４５）

０．００９
（０．２５）

０．００８
（３．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１４）

Ｏｐｅｎ ０．０２３
（４．２２）

０．４１７
（３．５７）

０．０２１
（３．９３）

０．３６５
（３．２８）

常数项
２．８３５
（１０．５３）

０．６８３
（３．２６）

４．３６５
（８．６４）

０．７３９
（３．５１）

样本量 ２７５２１ ２７５２１ ２７５２１ ２７５２１
ＡｄｊＲ２ ０．５１２ ０．３９８ ０．５３３ ０．４１４
Ｆ ２２．８３ １０．０９ １８．７４ ６．５７

中介占比 ３０．１３０％ ２２．５９４％

Ｓｏｂｅｌ检验 Ｚ＝２２．３７４
（ｐ＝０．０００）

Ｚ＝１６．９３１
（ｐ＝０．０００）

　　注：、、表示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括号内为ｔ值。

（五）异质性检验

１．产权性质异质性
对比表７列（１）和列（２）的系数结果，在非国有

企业样本组下，数据技术应用（Ｄｉｇ）系数在１％置信
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国有企业样本组下系数结果未

通过显著性检验。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由政府

掌握股权，企业人才和各类资源较为充足，享受的政

府优惠政策和扶持政策较多，企业经营较为稳定，所

以对知识产权产出的需求相对较低，多采用较为保

守和稳健的发展方式，致使数据技术在企业内部无

法充分发挥效用。而非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环

境更为激烈，企业需要不断地提升知识产权产出能

力来增强企业竞争力，因此，需要借助数据技术应用

来推动企业创新。并且，非国有企业拥有独立的经

营决策权，不受政府控制和干扰，能够全面地分析数

据技术应用的优势与弊端，充分结合企业需求和能

力来应用数据技术，进而最大程度地发挥数据技术

的效用。

２．规模异质性
规模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７中列（３）和列（４）

所示，在两组样本下，数据技术应用（Ｄｉｇ）系数均在
１％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且大型企业样本组系数显
著高于中小型企业样本组，由此可见，数据技术应用

对大型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的正向促进作用更

强。主要是由于大型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较高，其

内外部资源较为丰富，能够从内外部营造更好的数

据技术应用环境，有助于数据技术在企业创新过程

中充分发挥效用。

３．行业异质性
如表７列（５）（６）（７）所示，在资本密集、技术密

集和劳动密集三组样本下，资本密集型样本组下和

技术密集型样本组下的数据技术应用（Ｄｉｇ）系数通
过显著性检验，且技术密集型样本组下的数据技术

应用（Ｄｉｇ）系数显著高于资本密集型样本组下的数
据技术应用（Ｄｉｇ）系数，而劳动密集型样本组下的数
据技术应用（Ｄｉｇ）系数不显著。主要是因为技术密集
型企业多为高新技术类企业，对知识产权产出要求较

高，这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因此，技术密集

型企业数据技术应用多用于支持企业知识产权产出

活动，能够充分发挥数据技术的效用，推动企业数据

融合，其信息获取能力将显著增强，可以通过整合外

部信息资源来提升内部知识产权产出效率，进而提升

竞争实力。劳动密集型企业多从事服装等日用品制

造业务，其生产模式较为传统，规范化程度较高，生产

流程较为单一，市场对品牌和质量的关注度更高，因

而这类企业对知识产权产出的需求相对较低。

（六）稳健性检验

１．内生性检验
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较高，意味着企业内部

对技术的关注度越高，企业数据技术应用水平相应

也会越高，由此将导致本研究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

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进而导致内生性问题。本文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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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二阶段法检验内生性，以样本企业所在城市的数

字化发展水平（Ｃｄｉｇ）作为工具变量，城市数字化发
展水平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

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目前该报告只公布至２０２０
年，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的数据通过趋势移动平均法计算
获得。企业所在城市数字化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助

于企业应用数据技术。利用工具变量进行二阶段回

归，结果如表８所示。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城市数
字化发展水平（Ｃｄｉｇ）与原变量数据技术应用
（Ｄｉｇ）显著正相关，符合工具变量选择标准。同时，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统计量结果在１％置信水平
下显著，拒绝原假设“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即表明

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具有相关性。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ＷａｌｄＦ统计量为４４．２７６，大于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检验在
１０％置信水平下的２０．１３５，拒绝原假设“工具变量
弱识别”，ＳａｒｇａｎＨｅｎｓｅｎ检验伴随概率为０．００６，在
１％置信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假设“工具变量过度识
别”，由此可见，本研究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具有

合理性。从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可知，数据技术应用

（Ｄｉｇ）对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在１％置信水平下
保持显著正向影响，在知识流动中，知识吸收与知识

扩散的中介效应也保持显著。由此可见，控制关键

变量互为因果关系的内生性问题后，上文实证结果

保持稳健。

表７　异质性分组检验结果

列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分组
产权性质异质性 规模异质性 行业异质性

国有 非国有 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资本密集 技术密集 劳动密集

因变量 ＥＩＰＩＣ ＥＩＰＩＣ ＥＩＰＩＣ

Ｄｉｇ ０．０９５
（１．３２）

０．２０２
（５．１７）

０．２３５
（１２．３９）

０．１２７
（４．６１）

０．１５３
（１．９４）

０．３２６
（９．３５）

０．０８７
（１．２３）

常数项
２．６８４
（４．３４）

１．９２６
（３．７８）

３．５７２
（８．９４）

２．５０６
（７．１９）

１．７９２
（５．５８）

２．０３７
（４．６３）

４．１９３
（３．２９）

样本量 ７２６５ ２０２５６ １１３２４ １６１９７ １０８２９ ７３４５ ９３４７
ＡｄｊＲ２ ０．４８３ ０．５７２ ０．５２４ ０．４９８ ０．５１６ ０．５２９ ０．５３３
Ｆ ８．９２ １１．３４ ２４．６８ １９．３７ ３２．１６ ２７．５３ １３．０４

　　注：、、表示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括号内为ｔ值。

表８　工具变量—二阶段回归法检验结果

列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检验 一阶段 二阶段

因变量 Ｄｉｇ ＥＩＰＩＣ ＥＩＰＩＣ Ｋｎｏｗａｂｓｏｒ ＥＩＰＩＣ Ｋｎｏｗｄｉｆｆ

Ｃｄｉｇ ０．０３５
（１０６．７４）

Ｄｉｇ ０．１４２
（５．８４）

０．１１７
（４．２３）

０．２７４
（３．９５）

０．１２５
（３．７９）

０．２２３
（３．２６）

Ｋｎｏｗａｂｓｏｒ ０．１１８
（３．６３）

Ｋｎｏｗｄｉｆｆ ０．１０２
（４．１７）

常数项
２．９１２
（３．５４）

１１．７３２
（６．８９）

９．４３７
（３．２６）

４．６２８
（４．４７）

５．７１９
（３．９３）

１．９２６
（３．８１）

样本量 ２７５２１ ２７５２１ ２７５２１ ２７５２１ ２７５２１ ２７５２１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统计量 ５０．９２４
［０．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ＷａｌｄＦ统计量 ４４．２７６
｛２０．１３５｝

ＳａｒｇａｎＨｅｎｓｅｎ检验 ０．００６
［０．８９３］

ＡｄｊＲ２ ０．４７６ ０．５１７ ０．５３６ ０．４９８ ０．５６１ ０．５０９
Ｆ ３９．８４ １２．７３ ２３．２８ １９．３４ ２７．１８ ２２．０６

　　注：、、表示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括号内为ｔ值。

　　２．替换关键变量
首先是替换自变量。现有关于数据技术应用度

量方式较多，为控制由于自变量计量方式导致的偏

差，以企业无形资产明细项中与数据技术应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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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形资产占企业无形资产总额的比重（Ｄｉｇｒａｔｅ）
来度量企业数据技术应用水平，并以此作为替代变

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９中列（１）所示，变量 Ｄｉｇ
ｒａｔｅ的系数结果在１％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与上文
结果一致。这表明自变量计量方式差异不会对本文

实证结果产生显著影响，上文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其次是替换因变量。在学术界，目前多采用专利相

关指标来衡量企业创新水平。本文以企业专利授权

数量（Ａｕｔｈｏｒ）作为知识产权产出水平的替代变量，
考虑专利申请授权具有时滞性，因此采用ｔ＋１期的
因变量数据来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９中列（２）所
示，数据技术应用（Ｄｉｇ）系数结果在１％置信水平下
显著为正，与上文结果一致。这说明因变量计量方

式的差异不会对本文实证结果产生显著影响，上文

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最后是同时替换因变量和自

变量。同时替换本研究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９中列（３）所示，数据技术应用（Ｄｉｇ）对企
业专利授权数量（Ａｕｔｈｏｒ）的系数结果在１％置信水
平下显著为正，与上文结果一致，进一步证明上文实

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９　稳健性检验结果

列 （１） （２） （３） （４）
因变量 ＥＩＰＩＣ Ａｕｔｈｏｒｔ＋１ Ａｕｔｈｏｒｔ＋１ ＥＩＰＩＣ

Ｄｉｇ ０．１３２
（３．８７）

０．２９７
（２．５１）

Ｄｉｇｒａｔｅ ０．３１７
（１１．０２）

０．２１５
（４．５６）

常数项
２０．５７３
（９．８４）

７．１５７
（６．２９）

１２．４３６
（５．９１）

４．２８５
（７．１２）

样本量 ２７５２１ ２７５２１ ２７５２１ １８６９３
ＡｄｊＲ２ ０．５２７ ０．４９４ ０．５３８ ０．５０９
Ｆ １１．２６ ９．８８ １４．６９ １０．４８

　　注：、、表示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括号内为ｔ值。

３．调整样本数量
本文以沪深Ａ股市场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样

本企业遍布我国３１个省份的８９个城市。由于我国
地区发展不均衡，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

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企业对数据技术的

接受程度和应用程度差异，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积

极性，最终可能导致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将北

京、上海、天津和重庆４个直辖市的样本剔除，回归
结果如表９中列（４）所示，数据技术应用（Ｄｉｇ）的系
数结果在１％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与上文结果一
致。这表明样本选取的地域差异和样本数量差异不

会对本文实证结果产生显著影响，上文实证结果具

有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等构建了“数据技术

应用—知识流动—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的逻辑

框架，以中国沪深Ａ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
析。通过基准回归和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据技术

应用程度的加深有助于提升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

平，且知识流动在其中充当中介角色，其中知识吸收

和知识扩散的中介作用占比分别为３０．１３０％、
２２．５９４％。企业利用数据技术提升自身的知识吸收
能力和知识扩散能力，能够帮助企业收集和整理外

部知识，并通过数据融合将其转化为企业知识产权

产出所需的知识，最终将企业的创新成果向外部扩

散，从而增强企业整体的知识产权产出水平。同时，

本研究进一步以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行业差异为

标准进行分组，检验数据技术应用对企业知识产权

产出影响的异质性。结果显示，非国有企业、大型企

业、中小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

的数据技术应用对企业知识产权产出的系数结果均

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数据技术应用对大型企业

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影响尤为显著，数据技术应用

程度每加深一个单位，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技术

密集型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将分别增加０．２０２、
０．２３５、０．３２６个单位。这表明，鉴于不同企业受数
据技术应用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需要对不同企业

施行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策略。

（二）政策启示

根据实证结果，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推动

企业数据技术应用，提升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的

政策启示。

一是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动企业数

据技术应用。当前我国正处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阶

段，企业要把握数字化的发展机遇，从自身经营实际

情况和需求出发，改变传统的生产观念，充分利用数

据技术优化企业生产流程，推动传统技术与数据技

术的融合，在企业现有资源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产品

质量和生产效率。除了传统生产环境，数据技术也

可逐渐深入销售管理环节，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系统

和管理系统优化企业管理模式，提升企业整体管理

效率，激发企业知识产权产出积极性，缩短企业应用

数据技术的适应周期。此外，政府部门也需关注数

据技术应用外部环境的建设。一方面，要超前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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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数据中心、５Ｇ基站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规划；另
一方面，借助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技术牵头搭建数据

技术创新互动平台，推动不同地区间的数据技术信

息互动和知识产权产出信息互动，为企业数据技术

应用夯实环境基础。

二是完善知识流动支撑机制，推动知识技术共

享。实证结果表明，数据技术应用能够通过强化知

识流动来推动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的提升，因此，

强化知识流动的保障机制、提高企业知识共享的积

极性势在必行。从企业角度来讲，一方面要借助合

作交流打破企业间的信息壁垒，利用数据技术积极

开展知识与技术的共享，拓宽知识与资源的共享范

畴，深化共享层次，实现合作共赢；另一方面，需运用

数据技术破除时间和空间上对知识流动造成的阻

碍，加强与不同主体的协作，踊跃开展知识产权产出

活动相关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合作伙伴的满意度，进

而增强企业知识产权产出能力。从政府角度出发，

一方面，政府部门必须制定清晰明确的知识产权保

护规划，从保护主体、目标、任务等维度构建完备的

保护体系；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还应进一步优化知识

产权全链条保护机制，借助数据技术搭建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达成对企业知识产权产出、运用、保护、服

务的全方位监控，保障知识信息在全链条顺畅流动，

激发企业知识共享的动力。

三是采取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策略。从上文异

质性检验结果可知，不同类型企业的数据技术应用

对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差

异，所以，不同规模、不同产权性质、不同行业的企业

有必要采取差异化的数据技术应用方案。以不同行

业企业为例，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对

技术和创新的需求相对较高，这类企业应紧抓当前

国家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契机，积极引进云计算、大数

据等前沿数据技术，并将其合理、高效地应用于企业

生产、管理、销售等各个环节，达成企业经营中数据

技术全流程覆盖，借助数据融合助力企业内部信息

流通，从而提升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劳动密集

型企业则应适度借助数据技术推动业务自动化进

程，实现管理模式创新，提升企业管理效能，进而为

企业创新注入活力。

四是激发行业数据技术应用积极性，为企业知

识产权产出营造良好行业环境。行业龙头企业应发

挥引领作用，踊跃拓展数据技术应用范畴，整合行业

内分散的生产资源，实现人力、技术、订单等信息在

行业内的互通共享，树立全行业数据技术赋能知识

产权产出的理念，充分释放数据技术应用的创新潜

能，推动行业产业链的全面数字化升级，为企业数据

技术应用和知识产权产出筑牢良好的行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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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区域差异

金亚亚ａ，ｂ

（兰州工商学院 ａ．经济学院；ｂ．甘肃省高校区域循环经济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１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５－０１－２８
基金项目：甘肃省高校区域循环经济重点实验室项目“甘肃省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ＱＸＫＪ２０２３－００９）；２０２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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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发展有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
和可持续发展。选取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中国３１个省份为研究样本，构建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
体系，采用熵值法、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分析数字经济与绿
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１）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水平呈现逐步上升
态势，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经历了先平稳后快速上升的历程，四大区域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

且存在较大差异。（２）从区域差异来看，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与不平衡现象逐渐减少，各贡
献率变化相对平稳，区域间差异贡献率最大。（３）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的空间
相关性，耦合协调度相近的地区存在集聚现象。由此提出把握两系统演变规律，实施政策调整，开展

重点扶持，实现两系统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经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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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回顾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不能

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双碳”战略目标成了全球

共同关注的焦点。要求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损耗脱

钩、协同推进的绿色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１］。数字经济是继农业

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强劲动力和支撑力，通过引进先进的数字化

设备，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加快发展方式向绿色转

变，推进节能降碳，已成为赋能绿色发展的重要引

擎［２－３］。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实现数字

经济和绿色高质量发展成为各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重要抓手和方向。数字经济成为绿色发展的主要

引擎和新动力，而绿色发展可以平衡数字经济与生

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可见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是我

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研究数

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区域差

异，对于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平稳协调运行，推进我

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学者围绕数字经

济和绿色发展所展开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

是针对数字经济单个领域展开的研究，主要围绕数

字经济概念界定［４］，发展水平测度［５－６］，驱动因素研

究［７－８］，以及对经济增长［９］、产业结构［１０］、碳排

放［１１］和绿色发展［１２］等方面的影响研究。二是聚焦

绿色发展单个领域展开的研究，多数从经济、环境、

资源、社会发展等维度构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

体系［１３］，对绿色经济效率测算和绿色发展水平测度

展开研究［１４－１６］，探讨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空间差异

等［１７］。三是关于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关系的研究，

已有研究证实，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

显著的正向作用及空间溢出效应［１８］，也有学者指出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相互促

进［１９］，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２０］。

·９２·



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首先，现有研究多数聚

焦于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的单向影响，关于两者之

间耦合协调发展作用机理与实证研究较少；其次，大

部分关于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的研究视角基于长三

角地区、黄河流域地区和部分省域层面，而从全国层

面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从全国视角出发构建

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分

别测算出数字经济水平指数和绿色发展水平指数，

引入修正耦合协调模型，对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两

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动态时空特征分析，并用 Ｄａ
ｇｕｍ基尼系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对耦合协调度空间
差异展开具体分析，使得评价结果更加合理、科学。

二、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机理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系统耦合协调的核心在于

把握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协调性、永续性，发挥数字

经济对绿色发展的优化作用。绿色发展作为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能够获取经济和生态的

双重效益［２１］。

数字经济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

新型战略性组织形态，它以数字基础设施为硬件条

件，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手段，以数字产业为发展支

撑，是一种新兴经济形态，天然地将绿色发展理念嵌

入发展过程中，对绿色经济发展有着推动作用［２２］。

（１）数字化基础设施为绿色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
以５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在社会经济中广泛应用，通过引进先进的

数字化设备，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加快发展方式向绿

色发展转变，推进节能降碳［２］。（２）在产业数字化
过程中构筑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共赢的

先进产业增长极，快速推进产业现代化进程。（３）
数字经济通过数字技术可实现低投入、低能耗、低成

本，促使传统产业逐渐智能化、轻量化和绿色化，进

而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通过智能手

段完善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和监管能力，促进人类

经济活动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发展的本质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注重

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绿色发展模式，追求的是经

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绿色发展为数字经济发

展提供有力保障，能够倒逼数字经济持续发展，确保

数字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１）绿色发展可为数字
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解决数字化基础设

施建设过程中基础材料和软硬件设施等问题，降低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成本。（２）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对教育、医疗及养老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智慧教育、互联网医疗等众多数字技术应用场景项

目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社会服务急需数字化转型，

而绿色发展为数字技术应用提供实践场景，促进数

字经济发展［２］。（３）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对绿色
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和环

保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倒逼促进节能减排和提高资

源利用率的先进数字技术以及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快

速发展。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有着天然推动

作用，绿色发展倒逼数字经济持续发展，两系统相互

作用、相互影响，其耦合协调机理如图１所示。

图１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机理

三、研究设计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为客观反映中国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水平，依

据操作的科学性、可比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同时

考虑数字经济不同于传统经济，本文结合中国数字

经济发展现状，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５］，从４个维
度构建中国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参考国

内外典型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构建３个
一级指标、２０个二级指标来评价我国绿色发展水
平，具体指标体系如表１所示。

（二）研究方法

１．熵值法
本文选用熵值法测度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水

平。具体步骤如下：

（１）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各个评价指标的量纲不同，为了能够科学

地分析，在进行综合评价之前应当对各个指标进行

无量纲化处理，因此对评价指标进行极差正规化处

理。

①对于正指标，即数值越大越好的指标，其无量
纲化处理的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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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表１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
性质

数字
经济

数字化
基础
设施

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 万户 正向

光缆线路长度 公里 正向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万个 正向

网页数 万个 正向

域名数 万个 正向

产业
数字化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正向

电信业务量 亿元 正向

企业每百人使用计算机台数 台 正向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个 正向

数字
产业化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

％ 正向

电子商务销售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 正向

人均快递业务收入 万元 正向

软件业务收入 亿元 正向

技术市场成交额 万元 正向

数字
用户

移动电话普及率 ％ 正向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万个 正向

移动电话用户数 万户 正向

互联网普及率 ％ 正向

绿色
发展

经济
发展

人均ＧＤＰ 元／人 正向

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率 ％ 正向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正向

生态
环境

森林覆盖率 ％ 正向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正向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千公顷 正向

生活垃圾清运量 万吨 正向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 万元 正向

电力消费量 亿千瓦时 负向

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万吨 负向

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颗粒物） 万吨 负向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万吨 正向

社会
服务

Ｒ＆Ｄ经费投入强度 ％ 正向

有效发明专利数 件 正向

技术市场成交额 亿元 正向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Ｒ＆Ｄ项目数 项 正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教育经费投入 元 正向

城镇登记失业率 ％ 负向

医疗保险覆盖率 ％ 正向

　　②对于负指标，即数值越小越好的指标，其无量
纲化处理的公式为：

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２）

由此得到归一化的矩阵Ｘ′。
（２）计算信息熵值

ｅｊ＝－ｋ∑
ｎ

ｉ＝１
Ｐｉｊｌｎ（Ｐｉｊ） （３）

其中，Ｐｉｊ ＝Ｘ′ｉｊ∑
ｎ

ｉ＝１
Ｘ′ｉｊ，常数 ｋ＝

１
ｌｎ（ｎ），当

Ｐｉｊ＝０时，ｌｉｍｎ→∞Ｐｉｊ＝Ｐｉｊｌｎ（Ｐｉｊ）＝０。

（３）计算第 ｊ项指标的差异系数。计算公式如
下：

ｄｊ＝１－ｅｊ （４）
当ｄｊ值越大时，该指标值变异的程度越大，提

供的信息量越多，在评价中起的作用就越大，该指标

就越重要。

（４）计算第ｊ项指标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ｗｊ＝
ｄｊ

∑
ｍ

ｊ＝１
ｄｊ

（５）

（５）评价体系中的各个指标值与其权重的乘积
之和为其综合评价值。

２．修正耦合协调模型
社会是由资源、生态、经济等构成的一个复杂系

统，多系统间存在耦合协调关系，数字经济和绿色发

展是两个不同但又相互影响的体系，为研究数字经

济与绿色发展两系统协调发展动态变动情况，本文

选用王淑佳等人提出的修正耦合协调模型［２３］，修正

耦合协调模型主要对传统模型中耦合度Ｃ的计算进
行修正，提高了耦合协调模型的效度和解释力。修正

耦合协调模型如下：

Ｕｉ∈［０，１］是各系统值，ｎ为系统个数，当ｎ＝
２时，假定ｍａｘＵｉ为Ｕ２。

Ｃ＝ ［１－（Ｕ２－Ｕ１）］×
Ｕ１
Ｕ槡 ２

（６）

耦合度Ｃ的取值越大说明两系统的相互作用程
度越强，特别地，当Ｕ１ ＝Ｕ２时，Ｃ为１。

Ｔ＝αＵ１＋βＵ２，α＋β＝１ （７）
Ｔ表示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综合协调指数，

α、β为Ｕ１、Ｕ２的发展系数。这里设置为α＝β＝０．５。

槡Ｄ＝ Ｃ×Ｔ （８）
Ｄ为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Ｄ值

越大表明协调度越高。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见

表２［１］。
表２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耦合协调度Ｄ值区间 耦合协调程度

（０．０—０．２） 勉强协调

［０．２—０．３） 初级协调

［０．３—０．５） 中度协调

［０．５—０．８） 高度协调

［０．８—１．０） 极度协调

　　３．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为了避免数据交叉重叠和区域差异来源难以识

别的问题，本文使用Ｄａｇｕｍ［２４］提出的基尼系数来验
证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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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公式如下：

Ｇ＝
∑
ｋ

ｊ＝１
∑
ｋ

ｈ＝１
∑
ｎｊ

ｉ＝１
∑
ｎｈ

ｒ＝１
｜Ｙｊｉ－ｙｈｒ｜

２ｎ２μ
Ｇ＝Ｇｗ＋Ｇｎｂ＋Ｇｔ （９）

其中，ｎ是省份个数，ｋ是区域数量，μ是耦合协
调度的均值，ｎｊ（ｎｈ）是区域ｊ（ｈ）内省份数量，ｙｊｉ（ｙｈｒ）
是任意省份的耦合协调度，Ｇｗ是耦合协调度区域内
差异，Ｇｎｂ是耦合协调度区域间差异，Ｇｔ是耦合协调
度的超变密度。

４．空间自相关分析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是度量空间自相关的全局指标，

它基于邻近省份的同一经济现象是相关的这一假

设。本文对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进行空

间关联性分析，从整体上验证地区之间的耦合协调

度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主要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

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１）全局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可以反
映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两系统总体空间关联特征。

在描述全局空间自相关时，引入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
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Ｉ＝
ｎ∑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ｗｉｊ（Ｄｉ－珚Ｄ）（Ｄｊ－珚Ｄ）

∑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ｗｉｊ（Ｄｉ－珚Ｄ）

２
＝

∑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ｗｉｊ（Ｄｉ－珚Ｄ）（Ｄｊ－珚Ｄ）

Ｓ２∑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ｗｉｊ

（１０）

（２）局部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自相关可有效
识别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依赖性

和异质性，对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的不足进行弥补。

计算公式如下：

Ｉ＝
ｎ（Ｄｉ－珚Ｄ）∑

ｎ

ｊ＝１
ｗｉｊ（Ｄｊ－珚Ｄ）

∑
ｎ

ｉ＝１
（Ｄｉ－珚Ｄ）

２
＝

（Ｄｉ－珚Ｄ）∑
ｎ

ｊ＝１
ｗｉｊ（Ｄｊ－珚Ｄ）

Ｓ２
（１１）

其中，Ｉ表示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
的空间相关度，有效取值区间为［－１，１］，若 Ｉ＞０，
表明区域内部空间表现为正向关联，若 Ｉ＜０，证明
区域内部空间表现为负向关联，若恰好等于０，说明
自相关性可忽略。Ｄｉ和 Ｄｊ代表各省份的耦合协调
度，珚Ｄ为耦合协调度的均值，ｎ为研究的３１个省份数

量，Ｓ２为样本方差，Ｗｉｊ为空间权重矩阵，代表各省份
间的邻近关系。本文选用邻接权重矩阵，即相邻省份

用１表示，不相邻省份用０表示。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中国３１个省份（不含
港澳台地区）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原始数据来源

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北京大学普

惠金融指数》和各省份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资料，

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四、实证分析

在宏观把握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之

前，首先需要利用熵值法计算出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中国
３１个省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各指
标权重，在此基础上分别测算出数字经济和绿色发

展两系统的发展指数，结果见表３。
（一）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指数综合分析

如表３所示，总体来看，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我国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发展指数均值从

２０１６年的０．２１７８上升至２０２２年的０．２３０４，但是增
长速度呈现先快速上升又逐渐放缓态势。具体而

言，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间，增长速度缓慢；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间，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增长速度加快达到４．７１９％，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间，数字经济增长速度趋于平缓。由
此可见，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同

样，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现逐年
上升态势。发展指数均值由２０１６年的０．２５１９上升
至２０２２年的０．２８０６，同时，绿色发展指数均值增长
速度呈现持续上升态势。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间，绿色发
展指数均值增长速度较缓，为１．７７０％；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间，增长速度提升至３．５８４％；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间，
绿色发展指数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增长速度高达

５．６７７％。由此可见，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
升。

从区域层面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

明显的区域差异，呈现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北
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差异特征，区域协调性有待
提高。具体而言，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东部地区数字经济
发展指数整体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

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数字经济发展指

数远高于其他省份，取值范围为０．４１９９—０．７２００，
而西部地区的西藏２０２０年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仅有
０．０３６１，这也说明不同省份之间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差距很大，具有较强的“马太效应”。同样，不同区

域的绿色发展指数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呈现出东高

西低的空间差异特征，东部地区绿色发展指数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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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其他地区，但是东部地区内不同省份绿色发展

指数差异较大，例如，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广东、

浙江和江苏绿色发展指数普遍较高，而天津、河北和海

南则相对较低，基本和中西部地区在一个水平线上。

表３　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绿色发展指数测算结果

区域 省份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绿色发展指数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东部地区

北京 ０．６９３２ ０．６７９９ ０．６８７４ ０．７０９２ ０．５５６４ ０．５３７７ ０．５３６２ ０．４３２１
天津 ０．２０３３ ０．１７６７ ０．１９４９ ０．１８７１ ０．２８７３ ０．２４１０ ０．２５６３ ０．２１８１
河北 ０．２０１０ ０．２０７２ ０．２３１６ ０．２２５３ ０．２５７０ ０．２３８２ ０．２４７０ ０．２９１１
上海 ０．４６９４ ０．４４７７ ０．４５５７ ０．４８０８ ０．３７６４ ０．３８８１ ０．３９４８ ０．４３４１
江苏 ０．４９５７ ０．４７５８ ０．４９２０ ０．４７６６ ０．４１５２ ０．４３８３ ０．４７９２ ０．５１５８
浙江 ０．４９３１ ０．４８２２ ０．４９１０ ０．４７４１ ０．３６４０ ０．３６２２ ０．４２４５ ０．５３４９
福建 ０．３０１２ ０．２９４５ ０．２４０４ ０．２５６８ ０．２３８８ ０．２６４４ ０．２７９９ ０．３１４５
山东 ０．３３７４ ０．３２４４ ０．３４３９ ０．３８０７ ０．３６８２ ０．３８１１ ０．３７７２ ０．４６２５
广东 ０．７０９０ ０．６９９６ ０．７２００ ０．７１００ ０．５７２８ ０．５７３８ ０．６０８０ ０．６８１３
海南 ０．０９２７ ０．１０１２ ０．０９６２ ０．０９１３ ０．１８４４ ０．１８６８ ０．１９１２ ０．１６３０

中部地区

山西 ０．１２０１ ０．１２６６ ０．１２８０ ０．１２５０ ０．２０２１ ０．２３２９ ０．２４９４ ０．２２００
安徽 ０．１６７５ ０．１８２４ ０．２１０６ ０．２２８０ ０．２２１３ ０．２５７４ ０．２８５３ ０．３２４７
江西 ０．１０９４ ０．１３２２ ０．１５８５ ０．１５００ ０．２０１１ ０．２３８５ ０．２３６８ ０．２６５７
河南 ０．２２０１ ０．２２１３ ０．２４６７ ０．２４８６ ０．２１０５ ０．２４１９ ０．２３２８ ０．２４６９
湖北 ０．２１８２ ０．２０７４ ０．２２７６ ０．２３８７ ０．２６８２ ０．２８６９ ０．２６９３ ０．３４８５
湖南 ０．１５８３ ０．１６５０ ０．１９７１ ０．２１３２ ０．２１１６ ０．２６２７ ０．２２９０ ０．２８７９

西部地区

内蒙古 ０．１０９５ ０．１０８２ ０．１１７３ ０．１１１７ ０．２２７１ ０．２１４７ ０．２２２８ ０．２４１０
广西 ０．１０５６ ０．１２４２ ０．１５６１ ０．１５４９ ０．１７３２ ０．１８３７ ０．１９１１ ０．１９９３
重庆 ０．１５２９ ０．１６３３ ０．１７０８ ０．１８５０ ０．２３９６ ０．２３８７ ０．２２３６ ０．２４６７
四川 ０．２５３５ ０．２７７５ ０．３００７ ０．２９６６ ０．２４４９ ０．２７０１ ０．２８９８ ０．２７９６
贵州 ０．０９３５ ０．１０９９ ０．１１９６ ０．１４３０ ０．１６７９ ０．１９７３ ０．２０３１ ０．２２８２
云南 ０．１０７５ ０．１２２３ ０．１３５１ ０．１２５４ ０．１９４９ ０．１９０４ ０．２３２２ ０．２３８２
西藏 ０．０４５８ ０．０４２９ ０．０３６１ ０．０４１５ ０．１１６５ ０．１２８１ ０．１１６５ ０．１１７２
陕西 ０．１７７０ ０．１８２２ ０．２００７ ０．１９２８ ０．２４８２ ０．２４７５ ０．２７１３ ０．２５３２
甘肃 ０．０６９４ ０．０８１６ ０．０８７９ ０．０８９０ ０．１５７６ ０．１５４６ ０．１６６６ ０．１７２５
青海 ０．０６６１ ０．０６０４ ０．０５７７ ０．０６９０ ０．１３０２ ０．１３２４ ０．１４７４ ０．１３５１
宁夏 ０．０６５２ ０．０７７２ ０．０６７７ ０．０６９９ ０．１５８７ ０．１３４６ ０．１５５５ ０．１３９７
新疆 ０．０８９８ ０．０８３６ ０．０８４７ ０．０８５７ ０．１４７０ ０．１３４６ ０．１４６３ ０．１５２９

东北地区

辽宁 ０．２０４９ ０．１７９８ ０．１８３５ ０．１７６８ ０．２４４４ ０．２３４５ ０．２３６７ ０．２２８２
吉林 ０．１０２７ ０．１０７２ ０．１０８３ ０．０９１３ ０．１７８２ ０．１８０４ ０．１８２０ ０．１５５０
黑龙江 ０．１１７６ ０．１０７５ ０．１２２９ ０．１１３１ ０．２４３７ ０．１７２１ ０．１４８３ ０．１６９７

均值 ０．２１７８ ０．２１７８ ０．２２８１ ０．２３０４ ０．２５１９ ０．２５６３ ０．２６５５ ０．２８０６
标准差 ０．１７４６ ０．１６７９ ０．１７０２ ０．１７１９ ０．１０８４ ０．１０８５ ０．１１４９ ０．１３１０
增速 — ０．０２１％ ４．７１９％ ０．９９５％ — １．７７０％ ３．５８４％ ５．６７７％

　　（二）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分析
由表３可知，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数字经济与绿色

发展指数取值范围不同，但两者发展趋势和分布形

态极为相近，这也是两系统存在耦合协调关系的基

础。为探索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

采用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

行测算，测算出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
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见表４和图２。
１．全国层面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特征
图２呈现以下特征：第一，研究期内数字经济与

绿色发展耦合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态势，且

两系统耦合度大于耦合协调度，耦合度最高可达

０．９２，说明两系统处于高度耦合状态，相互影响程度

强。第二，研究期内，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缓慢上

升态势，耦合协调度介于０．４２—０．４８，处于中度协
调，距离极度协调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原因在于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

科学判断，着眼信息时代发展趋势，统筹推进数字中

国建设，注重绿色发展，坚持协调发展，使得数字经

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缓慢上升，但上升速度缓

慢，说明耦合协调发展还需持续关注。

２．区域层面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时
空特征

表４为中国３１个省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
合协调度的时序数据。现从时空两个视角对数字经

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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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

区域 省份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均值

全国均值 ０．４１７１ ０．４１５７ ０．４２２９ ０．４３５５ ０．４３６９ ０．４３６７ ０．４７７３ ０．４３４６

东部地区

北京 ０．７２１１ ０．７１９２ ０．７０８１ ０．６９９４ ０．７０５６ ０．５６５７ ０．６９６６ ０．６８８０
天津 ０．４４４４ ０．４０４０ ０．４１５９ ０．４３１３ ０．４３６５ ０．４３６７ ０．４４６５ ０．４３０８
河北 ０．４４３６ ０．４４１４ ０．４５２２ ０．４５２４ ０．４７９５ ０．４８０９ ０．４９９６ ０．４６４２
上海 ０．６００５ ０．６２０１ ０．６１４３ ０．６１０８ ０．６１９３ ０．５９００ ０．６６８３ ０．６１７６
江苏 ０．６３２２ ０．６６４９ ０．６５６０ ０．６５３８ ０．６９０１ ０．６７９３ ０．６９７４ ０．６６７７
浙江 ０．５８６２ ０．５９５６ ０．５８５９ ０．５９８１ ０．６４１２ ０．６８４７ ０．６９９２ ０．６２７３
福建 ０．４８２５ ０．５０６１ ０．５１０６ ０．５１３２ ０．４８６０ ０．５１６２ ０．５２６５ ０．５０５９
山东 ０．５７６７ ０．５５０５ ０．５６２２ ０．５６１８ ０．５８１８ ０．５８９０ ０．６３５６ ０．５７９６
广东 ０．７３１７ ０．７５０２ ０．７３４３ ０．７８１６ ０．７５８３ ０．８３７７ ０．８２８０ ０．７７４６
海南 ０．３０６０ ０．３０４１ ０．３１８４ ０．３２９３ ０．３１１４ ０．３０２５ ０．３５００ ０．３１７４

东部均值 ０．５５２５ ０．５５５６ ０．５５５８ ０．５６３２ ０．５７１０ ０．５６８３ ０．６０４８ ０．５６７３

中部地区

山西 ０．３４４９ ０．３３００ ０．３５４０ ０．３４７０ ０．３５６０ ０．３５０４ ０．４０５１ ０．３５５４
安徽 ０．４０５７ ０．４０９３ ０．４２２０ ０．４４７８ ０．４５２７ ０．４６７３ ０．５１２５ ０．４４５３
江西 ０．３３０３ ０．３４９７ ０．３６１１ ０．３９５９ ０．３９４１ ０．３８７２ ０．４４２１ ０．３８０１
河南 ０．４５７８ ０．４５６０ ０．４６８３ ０．４７７１ ０．４８０９ ０．４９３９ ０．４９７５ ０．４７５９
湖北 ０．４６２４ ０．４４５４ ０．４４９０ ０．４６０３ ０．４７２９ ０．４６６２ ０．５２６３ ０．４６８９
湖南 ０．３９４５ ０．３９８９ ０．４０１２ ０．４８６６ ０．４４１０ ０．４４０４ ０．４９０９ ０．４３６２

中部均值 ０．３９９３ ０．３９８２ ０．４０９３ ０．４３５８ ０．４３２９ ０．４３４２ ０．４７９１ ０．４２７０

西部地区

内蒙古 ０．３３１３ ０．３２８３ ０．３２９２ ０．３４４８ ０．３４１７ ０．３３９５ ０．４０５６ ０．３４５８
广西 ０．３２４３ ０．３３２５ ０．３５０４ ０．３６５９ ０．３９２６ ０．３９９５ ０．４１６０ ０．３６８７
重庆 ０．３８７１ ０．３８３３ ０．３９９８ ０．４１３４ ０．４０９６ ０．４０８３ ０．４５７３ ０．４０８４
四川 ０．４９３９ ０．５０４６ ０．５１８７ ０．５３１９ ０．５３６９ ０．５３５９ ０．５３４４ ０．５２２３
贵州 ０．３０６３ ０．３１２０ ０．３３０９ ０．３４５８ ０．３４４２ ０．３７１５ ０．４２１３ ０．３４７４
云南 ０．３２７５ ０．３３４５ ０．３４７８ ０．３５７７ ０．３６４８ ０．３５２５ ０．４１３８ ０．３５６９
西藏 ０．２２１５ ０．２１１０ ０．２１７５ ０．２３５８ ０．２０１９ ０．２０９２ ０．２７６２ ０．２２４７
陕西 ０．４１５９ ０．４０６１ ０．４２２２ ０．４３６５ ０．４４２３ ０．４４１８ ０．４６４９ ０．４３２８
甘肃 ０．２６８１ ０．２８２１ ０．２８７４ ０．２９２３ ０．２９７８ ０．３０００ ０．３５３８ ０．２９７４
青海 ０．２６０２ ０．２３１４ ０．２５０５ ０．２４９０ ０．２４７４ ０．２６５８ ０．３１４０ ０．２５９８
宁夏 ０．２６１３ ０．２６５２ ０．２７９１ ０．２６２６ ０．２６５２ ０．２６９７ ０．３１７９ ０．２７４４
新疆 ０．２９９７ ０．２７４２ ０．２８９４ ０．２８１２ ０．２９１８ ０．２９７０ ０．３３９４ ０．２９６１

西部均值 ０．３２４８ ０．３２２１ ０．３３５２ ０．３４３１ ０．３４４７ ０．３４９２ ０．３９２９ ０．３４４６

东北地区

辽宁 ０．４４９０ ０．４２２０ ０．４２００ ０．４２２１ ０．４２４２ ０．４１２８ ０．４４４１ ０．４２７８
吉林 ０．３２０２ ０．３１７１ ０．３２６７ ０．３２１２ ０．３２８２ ０．３１２２ ０．３４５２ ０．３２４４
黑龙江 ０．３４２５ ０．３３７５ ０．３２６９ ０．３９４９ ０．３４９１ ０．３３３８ ０．３７０６ ０．３５０７
东北均值 ０．３７０６ ０．３５８９ ０．３５７８ ０．３７９４ ０．３６７２ ０．３５３０ ０．３８６６ ０．３６７６

图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中国数字经济与

绿色发展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

　　时间演变特征。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四大区域数字
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基本保持上升态势。从

上升趋势来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四大区域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
协调度呈现平稳发展态势，部分地区呈现轻微波动

状态；第二阶段为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四大区域数字经
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快速上升态势。这主

要是因为进入“十四五”时期后，党中央更加注重绿

色低碳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

空间分布特征。研究期内各地区耦合协调度持

续向好，同时也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存在

较大差异。从耦合协调度均值来看，四大区域耦合

协调度均值均呈现向好态势，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

均值高于全国均值和其他地区均值，其他地区均值

均低于全国均值，耦合协调度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呈现典

型的“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从各省份耦合协调

度及演变趋势来看，在研究期内，北京、上海、广东、

江苏、山东和浙江等东部地区省份的数字经济与绿

色发展耦合协调度一直处于高度协调，但北京耦合

协调度出现轻微下降态势；天津、河北、海南３个东
部地区省份，山西、安徽等６个中部地区省份，内蒙
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７个西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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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省份，以及３个东北地区省份处于中度协调状态，
但安徽、湖北和四川３个省份在２０２２年由中度协调
升级至高度协调。由此可见，随着“中部崛起”和

“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实施，中西部地区诸多省

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水平逐步提升，两系统耦合

协调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大部分省份仍

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在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期间，甘
肃、青海、宁夏和新疆４个省份处于初级协调，耦合
协调度取值较低。直至２０２２年，该４个省份由初级
协调升级至中度协调，而西藏一直处于初级协调。

这表明这些省份两系统虽有一定程度的耦合，但耦

合协调度较低，协调发展效果不理想，是后期提升发

展的主要地区。

（三）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及分解

本文已分析了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水平变动特

征，以及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布特征。为了

进一步探索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区域

差异及其来源，采用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做进一步的区
域差异性分析。

利用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本文测度了
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全国及四大区域数字经济与绿色发
展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基尼系数、区域内基尼系数、区

域间基尼系数及贡献率，从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

及超变密度的视角分析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不平

衡现象，测度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基尼系数及贡献率

年份 Ｇ
Ｇｗ

东 中 西 东北

Ｇｎｂ
东－中 东－西 东－东北 中－西 中－东北 西－东北

Ｇｔ（％）
区域内 区域间 超变密度

２０１６ ０．１７４ ０．１２８ ０．０７０ ０．１２７ ０．０７７ ０．１８３ ０．２６８ ０．２１２ ０．１３５ ０．０８５ ０．１２１ ２０．２ ６９．９ ９．８
２０１７ ０．１８１ ０．１３９ ０．０６５ ０．１３１ ０．０６５ ０．１８９ ０．２７８ ０．２２８ ０．１３９ ０．０８２ ０．１１５ ２０．６ ７０．２ ９．２
２０１８ ０．１７１ ０．１２９ ０．０５８ ０．１２８ ０．０５８ ０．１７４ ０．２６０ ０．２２６ ０．１３３ ０．０８８ ０．１０７ ２０．７ ６９．５ ９．８
２０１９ ０．１６９ ０．１２９ ０．０６１ ０．１３４ ０．０５９ ０．１５６ ０．２５６ ０．２０６ ０．１４８ ０．０９０ ０．１１７ ２１．３ ６８．７ １０．０
２０２０ ０．１７５ ０．１３１ ０．０５６ ０．１４４ ０．０５８ ０．１６５ ０．２６３ ０．２２９ ０．１４５ ０．０９６ ０．１１５ ２１．４ ６８．０ １０．６
２０２１ ０．１７４ ０．１３７ ０．０６３ ０．１３７ ０．０６３ ０．１６４ ０．２５５ ０．２４５ ０．１４１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０ ２１．７ ６６．４ １１．８
２０２２ ０．１５１ ０．１２６ ０．０４８ ０．１０２ ０．０５７ ０．１４８ ０．２２６ ０．２２８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２ ０．０８８ ２０．８ ６８．６ １０．６

　　注：Ｇ、Ｇｗ、Ｇｎｂ、Ｇｔ分别表示总体基尼系数、区域内基尼系数、区域间基尼系数、贡献率

图３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基尼系数变动及贡献率

　　图３（ａ）刻画了研究期内全国层面及四大区域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基尼系数变动趋

势。根据图（ａ）可以看出，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基尼
系数从２０１６年的０．１７４降至２０２２年的０．１５１，其中
２０１７年基尼系数升至最高０．１８１，这表明总体差异
与不平衡现象逐渐减少。从四大区域内部基尼系数

来看，呈现东部（均值０．１３１）＞西部（均值０．１２９）＞
东北（均值０．０６３）＞中部（均值０．０６０）的特征。其
中，东部与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持续扩大，仅在２０２２
年出现轻微下降趋势，这表明东部和西部地区耦合

协调度区域内部差异大，存在不平衡现象。这与东

部地区内各省份之间经济发展差异大有很大关系，

东部地区既有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省份，也有河

北、海南等相对落后省份；西部地区内各省份发展差

异也较大，存在重庆、四川、陕西等较先进的省份，也

存在西藏、青海等较落后的省份。中部与东北地区

内部差异程度较小，且两地区耦合协调度基尼系数

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呈下降趋势，这说明中部和东北

地区内各省份之间耦合协调度差异不大。

图３（ｂ）刻画了研究期内四大区域间数字经济
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基尼系数变动趋势。东部

与西部区域间差异最大，东部与东北、东部与中部、

中部与西部的区域间差异依次缩小。其中，２０１６—
２０２１年间，西部与东北区域间差异大于中部与东北
区域间差异，２０２２年，中部与东北区域间差异大于
西部与东北区域间差异。整体来说，东北与中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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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小，这说明东北与中部、西部

地区间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相差不大。

从变动趋势来看，东部与西部、东部与中部、西部与

东北、中部与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基尼系数整体

呈下降趋势，中部与东北、东部与东北地区的耦合协

调度基尼系数整体呈上升趋势。

图３（ｃ）刻画了研究期内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
耦合协调度差异来源及变动趋势。根据图３（ｃ）可
以看出，在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间，各个贡献率变化相对
平稳。首先，区域间差异对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

合协调度差异的贡献率最大，贡献率基本维持在

６６％以上，２０１７年贡献率最高，达到了７０．２％。其
次，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差异来源于区

域内差异，其贡献率基本维持在２０％以上，２０２１年
贡献率达到最高，为２１．７％。超变密度对耦合协调
度差异贡献率最小，维持在１０％左右，２０２１年贡献
率达到最高，为１１．８％。

（四）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空间关

联特征

为进一步探索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

的空间关联特征和规律，本文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

和局部空间自相关进行分析。

１．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

度全局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见表６。从表６可以看出，全
局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在一般邻接权重下均为正值且大
于０．２４１，呈现持续上升走势，并且ｐ－ｖａｌｕｅ值均小
于０．０５（即均通过５％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的空间相

关性，耦合协调度相近的地区存在集聚现象。各地

区可通过建立区域合作机制，推动区域间数字经济

与绿色发展协调发展。

表６　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

全局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

年份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Ｍｏｒａｎ’ｓＩ０．２４１ ０．２６２ ０．２７０ ０．２８３ ０．３０２ ０．３１２ ０．３１８
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局部空间自相关
在探索出我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

整体空间关联程度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绘制 Ｍｏｒａｎ
散点图来分析邻近省份之间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关联

性。Ｍｏｒａｎ散点图被划分为四个象限：第一象限为
高—高集聚，第二象限为低—高集聚，第三象限为

低—低集聚，第四象限为高—低集聚。本文以２０１６
年和２０２２年为例具体探索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

合协调度的局部空间集聚状态。如图４所示，我国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状态主要

集中在第一象限（高—高集聚区）和第三象限（低—

低集聚区）。其中，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

东部沿海地区一直集中在第一象限（高—高集聚

区），表明这些省份及邻近省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

展耦合协调度处于高值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条件

优渥，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空间溢出效

应明显；内蒙古、重庆、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

宁夏、新疆等西部地区一直集中在第三象限（低—

低集聚区），表明这些省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

合协调度处于低值区，自身发展基础制约导致发展

不充分，对周围地区带动作用有限，是后期数字经济

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发展提升的关键区域；第二

象限（低—高集聚区）主要位于广西、海南、江西等

省份，表明这些省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

度处于低值区，但周围省份耦合协调度值较高；第四

象限（高—低集聚区）主要是四川、湖北等省份，表

明这些省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处于高

值区，但周围省份耦合协调度较低。此外，２０１６年
到２０２２年，第一象限（高—高集聚区）省份数量由９
个变为１２个，第三象限（低—低集聚区）省份数量
由１２个变为１４个，在集聚程度上，第一象限（高—
高集聚区）与第三象限（低—低集聚区）都处于扩张

态势，不过依靠空间区位优势逐步拉开差距，优势地

区暂未完全发挥出对全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整体

协同发展的强劲促进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实现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发展是全面推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分别选用熵值

法、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及空间自
相关分析法，选取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中国３１个省份为
研究对象，研究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

时空特征及区域差异，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研究期内我国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水平

总体呈上升态势，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第二，研究期内全国层面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

耦合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态势，两系统耦合

协调度呈现缓慢上升态势。区域层面：四大区域数

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随着时间推移基本保

持上升态势；各地区耦合协调度持续向好，呈现出明

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存在东高西低的空间差异特

征。

第三，从区域差异来看，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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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协调度总体差异与不平衡现象逐渐减少。从区域

内差异来看，呈现东部＞西部＞东北＞中部的特征。
从区域间差异来看，东部—西部区域间差异最大，东

部—东北、东部—中部、中部—西部的区域间差异依

次缩小，并且东部—西部、东部—中部、西部—东北、

中部—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基尼系数整体呈下降

趋势，而中部—东北、东部—东北地区的耦合协调度

基尼系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从差异来源及贡献率来

看，各贡献率变化相对平稳，区域间差异贡献率最

大，紧接着是区域内差异，超变密度对耦合协调度差

异贡献率最小。

图４　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局部Ｍｏｒａｎ散点图

　　第四，研究期内表明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
协调度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耦合协调度相近的

地区存在集聚现象。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状态主要

集中在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

（二）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动态把握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

度的演变规律，实施政策调整。其一，充分发挥数字

经济在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作

用，将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有效

结合，加快实现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高质量协同发

展。其二，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相关评价指标体系，

对数据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动态把握两系统发展水

平变化趋势和耦合协调发展特征，及时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为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提供制

度保障，确保两系统相互促进，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

第二，解决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空

间不均衡发展问题。其一，重点关注区域差异性发

展问题，开展重点扶持和帮扶政策，加大对中西部地

区数字基础设施和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引导

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快速发展。其二，

各地区要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因地制宜

实施相关产业政策，有针对性地补足短板，实现数字

经济和绿色发展相互促进。其三，促进各地区信息

要素自由流动，缩小各地区信息差和数字鸿沟，实现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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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中国东中西部２０１１—２０２２年区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从数字基础设
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环境４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测算中国各省份的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在考虑非期望产出基础上，利用超效率 ＳＢＭ－ＤＥＡ模型对中国各省份的绿色创新效
率进行测算；并运用面板Ｔｏｂｉ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数字
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基于数字经济细分维度来看，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

和数字化环境发展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而产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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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５．０２．００６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４．５；Ｆ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５）０２－００３９－０８

　　近年来，低能耗、低污染物排放、高效率的绿色
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而绿色经济

发展需要高效的绿色技术创新作为支撑。但是，绿

色技术创新过程中依然面临着创新资源不足、配置

效率低下、绿色技术应用规模小等一系列问题，从而

降低了绿色技术创新的效率。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加

速发展，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开发各个环节之间的

深度融合对绿色技术开发与绿色创新效率产生深远

影响。数据资源已成为促进数字经济与区域绿色创

新发展的重要生产资源，数字化作为绿色创新驱动

的新力量，是助力企业实现减排效应、赋能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魏丽莉、侯宇琦，２０２２）［１］。
因此，如何抓住数字经济时代机遇，更好利用数字技

术对绿色创新提升产生积极影响，成为学者们和政

府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文献回顾

梳理现有文献，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算及

其对绿色技术的影响，另一个是绿色创新效率的评

价与影响因素研究。

（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算及其对绿色技

术的影响

一部分学者聚焦于数字经济的测算与发展。王

军等（２０２１）［２］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值法赋予权重，从

而获得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结果发现中

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年递增，但是不同区域间存

在较大差异。彭刚等（２０２５）［３］同样采用熵值法，测
度了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王俊豪、周晟佳

（２０２１）［４］利用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对数字产业发展
前景进行了分析，发现数字产业未来规模将不断扩

大，并呈现关键共性技术、数据集成、数字平台促使

数字产业释放融合创新活力的特点。王智茂、纪峰

（２０２５）［５］基于ＣＲＩＴＩＣ－Ｇ１－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算子模型测
度了各地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标。许宪春、张美慧

（２０２０）［６］基于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与总产出等指
标，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将测算结

果与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行比较，发现中国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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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率明显高于美国和澳大利亚。

一部分学者就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产生的影响进行

分析。郭丰、杨上广（２０２２）［７］发现数字经济能够促
进绿色技术开发进而降低各地区碳排放规模，且这

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高技术地区更显著。成琼

文、陆思宇（２０２２）［８］发现适度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够
促进创新主体间的绿色知识传播，从而促进企业绿

色技术开发，但是过度的数字技术应用反而耗费过

多资源，并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对绿色技术产生

抑制作用。

（二）绿色创新效率的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绿色创新

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两个方面：

在绿色创新效率测度方面，早期学者主要侧重

于对绿色创新产出进行衡量（华振，２０１１）［９］，但对
绿色投入的考虑不足，无法有效衡量资源配置的有

效性。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绿色投入和产

出两个方面来测算绿色创新效率（董会忠、李旋、张

仁杰，２０２１）［１０］，使得测算结果相对更精确。当前，
测算绿色创新效率的主要两类方法分别是参数分析

法（ＳＦＡ、ＤＦＡ）和非参数分析法（ＤＥＡ）。Ｈａｎｓｅｎ、
Ｂｉｒｋｉｎｓｈａｗ（２００７）［１１］主张使用非参数分析法（ＤＥＡ）
测算绿色创新效率。吴中超（２０２１）［１２］采用两阶段
网络ＤＥＡ模型对中国各省份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
算，发现中国总体绿色创新水平仍然有较大提升空

间。吕岩威、谢雁翔（２０２０）［１３］等学者使用考虑非期
望产出的 ＳＢＭ－ＤＥＡ模型测算中国各省级行政区
域的绿色创新效率，并认为使用该方法比 ＣＣＲ－
ＤＥＡ模型得到的结果更准确。

在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分别从

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两个不同角度展开分析。在宏

观视角的研究方面，Ｄｚｅｍｙｄａｉｔ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１４］在对
中欧和东欧的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发

现，政府支持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罗

茜等（２０２２）［１５］在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对中国各地区
绿色创新效率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外部环境政策压

力会促进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因此政府应当

合理征收环境税。李涛、刘国燕（２０２１）［１６］发现随着
以高铁为代表的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研发资源在

中国不同区域间的流动越来越便捷，这使得绿色研

发资源能够得到更高效配置，从而促进绿色创新效

率提升。此外，东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使

得其绿色创新效率得到最显著提升。刘海英、王殿

武（２０２０）［１７］发现绿色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后能够
促进绿色低碳技术开发，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在微观视角的研究方面，Ｘｕ（２０１８）［１８］认为高素质
的研发人员有助于提高绿色创新技术研发成功率，

而充足的研发经费是绿色创新的前提，二者同时具

备才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赵玉林、刘超

（２０２２）［１９］发现研发资本和研发人力在不同部门间
的非合理配置，将会对绿色创新效率产生抑制作用。

Ｚｈｏｕ（２０１２）［２０］认为绿色技术具有外部性，并且国有
企业承担着更多保护环境的相关社会责任，因而相

对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绿色创新意愿。

综上所述，虽然当前学者们已经就绿色创新效

率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已有研

究尚未充分认识到数字经济在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

升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将数字经济作为影响绿色

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来进行系统研究有待进一步丰

富。为此，本文将基于中国２０１１—２０２２年区间的省
级面板数据，首先，运用熵值法，构建数字经济指标

体系，测算中国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其次，

在考虑非期望产出基础上，利用超效率 ＳＢＭ－ＤＥＡ
模型对中国各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最后，

运用面板Ｔｏｂｉ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
效率产生的具体影响。

二、理论分析

（一）数字经济通过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

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绿色创新的实现源自对绿色创新投入资源的高

效整理和利用。绿色创新资源的主要配置方式包括

资源的挑选、融合和拼凑。相关绿色创新主体只有

具备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的绿色创新资源集

合，才能够在绿色创新竞争过程中胜出。在数字经

济时代，绿色创新主体可以借助新一代数字技术来

实现和完成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在绿色创新过

程中得到更广泛应用，绿色创新链条的各个环节都

将实现数据化、透明化和智能化，各个环节对创新资

源的需求都将得到及时的识别和满足，从而推动绿

色创新技术的顺利开发，进而提升绿色创新效率。

地区绿色创新资源投入结构只有与本地区的技术结

构相匹配时，才能更好地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首先，数字经济能够带动绿色创新链条的数字化变

革，加速绿色创新知识与技术在绿色创新主体间的

融合交互，进而推动实现绿色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

与绿色创新链条的整体跃迁，有力促进数字经济红

利释放以及绿色创新动力提升，能够在有效改善绿

色创新资源供需错配的同时推动区域绿色创新效率

的普遍提升。其次，数字经济能够拓展绿色创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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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配置范围，绿色创新主体能够在更广阔的时空范

围内整合内外部绿色创新资源，并通过在更大空间

范围内与其他绿色创新主体实现信息交流、共享与

互换，从而加速人才、知识、技术等绿色创新资源的

跨时空整合，充分挖掘现有和潜在绿色创新资源的

新用途，使得绿色创新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推

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此外，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异

质性绿色创新资源的汇集和融合，推动不同绿色创新

主体摆脱技术开发惯性，创造新的绿色技术开发路

径，拓展绿色创新边界，从而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二）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不同部门间的密切合

作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信息不对称现象广泛存在于绿色创新的各个环

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数

字经济催生出相关绿色信息平台，打破了不同绿色

创新部门原有的信息壁垒，来自企业、科研院所、高

等院校等不同绿色创新主体的绿色信息资源得以共

享。此时，企业能够及时获取市场对绿色技术和绿

色产品的实时需求情况，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之间

更容易密切合作，增强企业协同绿色创新能力，从而

推动区域整体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此外，数字经济

能够破除绿色创新信息传递的障碍并增强绿色创新

主体的信息检索能力，实现绿色知识的低成本复制

与传播。绿色创新主体能够及时更新自身内部知识

数据库，降低绿色研发过程中的试错成本，提升绿色

创新效率。

充足的金融资金保障是企业绿色创新成功的必

要前提。由于绿色创新技术难度大、产出周期长、投

资不可逆，以及绿色创新过程中相关信息的不透明，

这使得企业在绿色创新过程中面临着较大的融资约

束。数字经济依托数字技术能够将企业生产、经营

和绿色创新过程中各个环节的信息及时向金融机构

传递，缓解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金融机构能够从中筛选出那些绿色创新成功率高的

企业并向其提供金融资金，有效提高金融资金的配

置效率，从而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绿色创新主体的相关管理部门，能够依托数

字技术，掌握绿色创新各个环节的实际运行情况，

从而采取更加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使得管理部

门和绿色技术开发部门之间的合作更为密切，提

升绿色创新的管理服务效率，进而提升绿色创新

效率。

（三）数字经济通过推动绿色产业发展促进绿

色创新效率提升

数字经济依托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促进

了大量绿色产业的兴起，这将吸引大量高素质科研

型人才的流入，从而优化本地区绿色创新产业的人

力资本结构，提升本地区绿色创新水平。随着数字

经济在其他行业的渗透，这些高素质科研人才也会

进一步促进传统行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数字经济

全面渗透并应用到传统产业，通过对传统产业消费

端、生产端、线上和线下的整个产业链进行全方位的

智能化和绿色化升级改造，促进传统产业向绿色产

业转型。此外，数字经济发展改善了传统产业的生

产资源投入种类、规模和结构，绿色能源比重上升，

化石能源比重下降，绿色生产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

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和供应链条得到改进，提

高了生产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了能源消耗和污染

物的排放，从而促进绿色生产效率提升。

三、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效率水平测度

理论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绿色

创新效率提升。本文将进一步基于２０１１—２０２２年
中国３０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测度数字经济
与绿色创新效率水平，从实证层面检验数字经济对

绿色创新效率产生的影响。

（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目前数字经济发展的测度尚无统一的权威标

准，不同的指标体系构建和测度方法得出的结果存

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本文在参考陆建栖、任文龙

（２０２２）［２１］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数字经济发展
的综合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 ３０个省级行
政区域①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本文的数

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由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化环境构成，具体指标体系构

建显示在表１中，并运用熵值法确定各个细分指标
的权重，进而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二）绿色创新效率测度

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ＳＢＭ－ＤＥＡ模型测算
各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该模型需要投入指标、期

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相关数据。

对于绿色创新的投入方面，从研发人员投入、研

发资金投入和相关能源投入方面考虑。由于各地区

的研发人员主要来源于工业企业，故采用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万人年）衡量。研发

资金投入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

（亿元）衡量。各地区的绿色创新活动离不开大量

能源的支持，因而采用能源消费量（万吨标煤）和用

水总量（亿立方米）衡量能源投入。

对于绿色创新的期望产出方面，如果采用传统

的发明专利数量无法真正反映绿色创新，而绿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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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专利则更能够体现绿色创新在环保、节约和先进

性等方面的特点，故本文依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在 ２０１０年推出的专利分类清单，使用
Ｐｙｔｈｏｎ软件获取各省份相应年份绿色发明专利数
据，并用此数据来衡量绿色创新的期望产出。

表１　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属性

数字
基础
设施

硬件设施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个） 正向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万户） 正向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公里） 正向

网络设施
千人域名个数 正向

千人网页个数 正向

数字
产业化

通信
服务业

电信业务总量（亿元） 正向

移动电话普及率（部／百人） 正向

固定电话普及率（部／百人） 正向

软件和
信息技
术服务业

软件业务收入（亿元） 正向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亿元） 正向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就业数（人）

正向

产业
数字化

企业电子
商务情况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占
总企业数比重（％） 正向

电子商务销售额（亿元） 正向

快递（万件） 正向

数字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正向

企业信
息化情况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个） 正向

数字
化环境

智力支持 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人） 正向

政府支持 科学技术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 正向

研发投入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支出（万元） 正向

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数（个） 正向

研发绩效
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件） 正向

技术市场成交额（亿元） 正向

　　对于绿色创新的非期望产出方面，主要从环境
污染方面考虑。最优的绿色创新不仅要求追求绿色

发明专利产出的最大化，还要求最低的环境污染物

排放，因此本文采用各地区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万

吨）、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万吨）、工业二氧化硫排

放总量（万吨）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来衡

量非期望产出。由于非期望产出变量过多会影响绿

色创新效率的精确测量，为此采用熵值法，将多个非

期望产出转换为一个综合的工业污染综合指数，并

最终用此数据来衡量绿色创新的非期望产出。

（三）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效率水平测度结果

分析

各地区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年区间数字经济与绿色创
新效率水平测度结果如表２所示。测度结果显示，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在不同区域内差异较

大，东部地区最大，平均综合得分为０．２８３２；西部地
区最小，平均综合得分为０．１５７６。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综合得分最高的三个地区分别是广东、北京和江

苏，均处于东部地区，数值分别为０．４９０９、０．４８８１和
０．４１２９，得分最低的三个地区分别是青海、新疆和甘
肃，均处于西部地区，数值分别为０．１２０３、０．１２８１和
０．１３２３。总体来看，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转
型升级最快，数字经济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所以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最高。东部地区发达的

经济水平和完善的投融资体系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

设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保障，数字技术在各个产业的

渗透率高，促进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

东部地区集中了大量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为数字

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技术和人才支持，因而与

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更高。

表２　各地区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效率水平测度结果

数字经济发展综合平均得分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年）

绿色创新效率值平均数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年）
地区 分数 地区 数值

北京 ０．４８８１ 北京 １．００００
天津 ０．２１０６ 天津 １．００００
河北 ０．１９０３ 河北 ０．１０７９
山西 ０．１４９４ 山西 ０．２０８１
内蒙古 ０．１５７１ 内蒙古 ０．１８６３
辽宁 ０．２０１１ 辽宁 ０．１６１７
吉林 ０．１４９４ 吉林 ０．１７４２
黑龙江 ０．１４７３ 黑龙江 ０．１６９３
上海 ０．３４２５ 上海 ０．２５４１
江苏 ０．４１２９ 江苏 ０．０８９１
浙江 ０．３６７７ 浙江 ０．１２１１
安徽 ０．２２３１ 安徽 ０．１３４４
福建 ０．２３４５ 福建 ０．１３９１
江西 ０．１５８１ 江西 ０．１４６３
山东 ０．２８９７ 山东 ０．０９３８
河南 ０．１９６４ 河南 ０．１０４０
湖北 ０．２３０８ 湖北 ０．１２３１
湖南 ０．１８６１ 湖南 ０．１２０４
广东 ０．４９０９ 广东 ０．０９１０
广西 ０．１４５８ 广西 ０．２３４１
海南 ０．１５６２ 海南 １．００００
重庆 ０．１７８３ 重庆 ０．２６５１
四川 ０．２４２９ 四川 ０．１４７９
贵州 ０．１４０６ 贵州 ０．２８２４
云南 ０．１４５９ 云南 ０．３２５３
陕西 ０．２０８４ 陕西 ０．２６２２
甘肃 ０．１３２３ 甘肃 ０．２９８６
青海 ０．１２０３ 青海 １．００００
宁夏 ０．１３４２ 宁夏 ０．４４９４
新疆 ０．１２８１ 新疆 ０．２２１７

东部地区 ０．２８３２ 东部地区 ０．３３８５
中部地区 ０．１９０７ 中部地区 ０．１３９４
西部地区 ０．１５７６ 西部地区 ０．３４０３

　　从绿色创新效率值来看，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
效率平均数值最高为０．３４０３，东部地区次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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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３８５，中部地区最低为０．１３９４。西部地区较高的
绿色创新效率，表明国家对西部地区的环境保护和

新能源技术开发政策在西部地区得到了有效落实，

绿色创新资源在该地区的配置机制运行良好，有效

激发了该地区的绿色创新活力。中部地区承接了东

部地区技术水平低、污染和能耗较高的产业后导致

该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因此，

中部地区不仅要高效利用绿色创新资源，还要避免

盲目引进低技术、高耗能的产业，减少非期望产出，

从而提升绿色创新效率。

从各省份来看，２０１１—２０２２年区间，绿色创新
效率均值排名前５位的省份集中在东部地区的北
京、天津、海南和西部地区的青海与宁夏。东部地区

的北京、天津、海南集中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产业，拥

有强大的绿色技术开发能力、完善有效的绿色创新

激励制度，而且上述地区已经将高污染的工业转移

到其他地区，因此其绿色创新效率相对较高。随着

国家对西部地区绿色生态保护的加强，催生了西部

地区相关绿色技术发展，从而使得西部地区的青海

与宁夏等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相对较高。

四、实证分析过程

（一）实证模型

在测度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效率水平的基础

上，借助两者间计量模型，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对绿

色创新效率产生的效应。

以数字经济发展综合得分为核心解释变量，以

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值为被解释变量，并控制其他

可能对绿色创新效率产生重要影响的控制变量。由

于采用 ＳＢＭ－ＤＥＡ模型测算的绿色创新效率值的
取值范围为（０，１］，如果采用传统的最小二乘法来
估计会导致回归结果出现较大的偏误，所以采用面

板Ｔｏｂｉｔ模型来估计截断回归方程。由于固定效应
的面板Ｔｏｂｉｔ模型无法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故本文
的面板Ｔｏｂｉｔ回归过程中不考虑固定效应面板 Ｔｏｂｉｔ
回归。

（二）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绿色创新效率 （ｇｅｆｆｉ），以考虑非
期望产出的 ＳＢＭ－ＤＥＡ模型测度的绿色创新效率
值衡量。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ｄｉｇｉｔ），运
用熵值法，从数字基础设施（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数字产业
化（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产业数字化（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以
及数字化环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４个维度，构建数字经
济指标体系，进而获得数字经济发展综合得分，并以

此数值来衡量。

控制变量。①绿色信贷（ｇｌｏａｎ）：绿色信贷能够
从资金源头对各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产生影响，从

而影响绿色创新效率。参照现有学者的研究方法，

使用六大高耗能工业产业②利息支出占各省工业产

业利息总支出的比率，并将该数据正向化处理来表

征绿色信贷。②财政依存度（ｇｏｖ）：合理的财政依存
度意味着政府拥有适当规模的财力支持企业绿色创

新活动，但是过高的财政依存度意味着该地区政府

对市场的主导性过强，不利于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活

力。本文采用财政收入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比重衡量该指标。③环境规制强度（ｅｎ）：环境规制
是调节企业行为的重要手段，通过倒逼机制刺激企

业创新，进而影响该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本文使用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比重
衡量环境规制强度。④产业结构（ｔｈｉｒｄ）：地区的产
业结构直接影响着所在地区企业在绿色创新过程中

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从而影响绿色创新效率。

本文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比重衡量产业结构。⑤ 金融发展水平（ｆｉｎａ）：
合理的金融发展水平能够为绿色创新活动提供资金

支持，进而影响绿色创新效率。本文使用各地区存

贷款余额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比重衡量金融
发展水平。⑥ 人口密度（ｐｄ）：本文使用各地区单位
面积人口数量的对数值衡量。人口密度决定一个地

区的环境承载能力，从而影响该地区的绿色技术开

发和绿色创新效率。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２０１１—２０２２年区
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农

村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劳动与就

业统计年鉴》、ＥＰＳ数据库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
融指数》。样本个体为３０个省级行政单位，样本容
量为３６０个。各年的货币金额数据均已经通过居民
消费品价格指数平减到以２０１１年为基期的可比数
据。表３展示了主要回归变量描述性统计信息。

（四）基准回归

为保证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分别采用固定效应

面板Ｔｏｂｉｔ和随机效应面板Ｔｏｂｉｔ模型来验证数字经
济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基本影响机制，由于固定效应

面板Ｔｏｂｉｔ模型回归结果存在一定的偏误，所以本文
主要以随机效应面板的回归结果来解释实证结果。

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其中，第（１）（２）列分别为随
机效应面板Ｔｏｂｉｔ和固定效应面板Ｔｏｂｉｔ模型的回归
结果。表４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ｄｉｇｉｔ）的系数显
著为正，且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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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这与本 文的理论假说相一致。

表３　主要回归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数量 均值 离散系数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ｇｅｆｆｉ ３６０ ０．２９２１ ０．９８９４ ０．１７９５ ０．０７９０ １
ｄｉｇｉｔ ３６０ ０．２１５９ ０．５５５８ ０．１８３２ ０．０４７０ ０．７０９０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３６０ ０．０４１２ ０．６０６８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０３０ ０．１３１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６０ ０．０５１７ ０．７３８９ ０．０４２０ ０．００２０ ０．２２３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６０ ０．０７４２ ０．４１７８ ０．０７３０ ０．０１１０ ０．１７９０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６０ ０．０５１２ ０．７６１７ ０．０３５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９０
ｇｌｏａｎ ３６０ ０．４９８１ ０．３６１４ ０．５１２９ ０．０１６８ ０．９０６１
ｇｏｖｇｄｐ ３６０ ０．１４８１ ０．２９０３ ０．１４９０ ０．０８８９ ０．３２７３
ｅｎ ３６０ ０．０１６０ ０．６２５０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４２
ｆｉｎａ ３６０ ３．３４７０ ０．３２２４ ３．１２２９ １．６８７８ ７．５７８１
ｔｈｉｒｄ ３６０ ０．４６２１ ０．２１２１ ０．４６３２ ０．２９６９ ０．８３９２
ｐｄ ３６０ ５．４５７２ ０．２３５１ ５．６６２１ ２．０６２０ ８．２７５３

表４　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面板Ｔｏｂｉｔ

（１） （２）
随机效应面板Ｔｏｂｉｔ 固定效应面板Ｔｏｂｉｔ

ｄｉｇｉｔ
０．１１０４ ０．１１０４

（０．０４２０） （０．０４５７）

ｇｌｏａｎ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０９１）

ｇｏｖ
０．２５４２ ０．２５４２

（０．０９４１） （０．０９３６）

ｅｎ
０．３２１７ ０．３２１７

（０．１６９６） （０．１８２３）

ｆｉｎａ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４９）

ｔｈｉｒｄ
０．２４９４ ０．２４９４

（０．０６１９） （０．０５１７）

ｐｄ
－０．１７６０ －０．１７６０

（０．０４８１） （０．０６２２）

常数项
１．７９４６ １．７９４６
（０．３５１０） （０．４２９１）

年份 控制 控制

省份 控制 控制

样本数量 ３６０ ３６０

　　注：括号内的数值表示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１０％、

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控制变量中财政依存度（ｇｏｖ）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正，这表明财政依存度提高能够促进地区绿色创

新效率提升。财政依存度提高后政府不仅拥有更多

财力支持企业绿色创新，而且更多财政资金有助于

支持地方引进更多高素质绿色创新人才，促进绿色

创新效率的提升。

产业结构（ｔｈｉｒ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发
展第三产业能够显著推动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相

对于高污染物排放的重工业，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

的第三产业，具有低污染、高收益的特点，产业结构

升级促进了企业绿色化转型，提升了绿色创新效率。

环境规制强度（ｅｎ）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
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促进了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提

升。这可能是因为，在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下高能耗

和高污染企业将面临高额罚款或者停业整顿，导致

该类型企业的市场份额和经济回报率大幅下降，从

而激励企业积极开发绿色技术，减少污染物排放，促

进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

金融发展水平（ｆｉｎａ）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
明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提升。金融发

展可以给本地企业的技术改造提供资金支持，同时，

促进该地区不断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绿色创新

效率良性发展。

人口密度（ｐ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过高
的人口密度不利于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人口密度过

高会造成资源的过高消耗和污染物的过高排放，从

而对绿色创新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五）基于数字经济细分维度的回归结果分析

进一步考察数字经济各维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

影响，实证结果如表５所示。从数字经济各维度来
看，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在１％的
显著性水平下为正。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为更高水

平的绿色技术开发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技术支撑，从

而推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数字产业化对绿色创新

效率的影响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随着数字
产业化步伐加快，各类新型数字应用不断涌现，这使

得各类绿色技术更容易在数字产业得到快速、规模

化生产，激励企业合理配置资源，加快绿色技术开

发，从而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数字化环境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下对绿色创新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数字化环境的不断完善一方面有助于提升绿色技术

管理的数字化水平，另一方面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绿色

技术数字化应用氛围，从而推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六）稳健性检验

鉴于绿色创新效率较高有可能会使得该地区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从而导致内生性，本文采用滞

后一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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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降低回归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表６中使用
滞后一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后，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依然显著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因而本文的回

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５　数字经济细分维度发展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面板Ｔｏｂｉｔ

（１） （２） （３） （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０．４０７３

（０．１３８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０．２８９０

（０．１４２９）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０．１７０８
（０．１６４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０．２７７３

（０．１１３１）

ｇｌｏａｎ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１２４）

ｇｏｖ
０．２２７９ ０．２６７９ ０．２６１８ ０．２５５４

（０．０９３４） （０．０９１３） （０．０８９３） （０．０９１２）

ｅｎ
０．３２６９ ０．３５５２ ０．３６８７ ０．３５９０

（０．１７３１） （０．１７４１） （０．１７６０） （０．１６９４）

ｆｉｎａ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６１）

ｔｈｉｒｄ
０．１８６７ ０．２０３６ ０．１８７１ ０．１８７４

（０．０５４８） （０．０５５４） （０．０５４５） （０．０４９２）

ｐｄ
－０．１６２２－０．１５９４－０．１５８１ －０．１８３３

（０．０４６９） （０．０４７１） （０．０４８３） （０．０４７４）

常数项

１．８３４９

（０．３５１６）

１．７４５９

（０．３６４０）

１．８２３１

（０．３５１６）

１．９５９９

（０．３５７２）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量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注：同上

表６　稳健性检验

随机效应面板Ｔｏｂｉｔ 固定效应面板Ｔｏｂｉｔ

Ｌ．ｄｉｇｉｔ
０．１５８７ ０．１５８７

（０．０４６９） （０．０５３５）

ｇｌｏａｎ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０７７）

ｇｏｖ
０．２６３７ ０．２６３７

（０．０９２９） （０．０９１７）

ｅｎ
０．２３７４ ０．２３７４
（０．１９２７） （０．１９５７）

ｆｉｎａ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０６３）

ｔｈｉｒｄ
０．２４５５ ０．２４５５

（０．０５８１） （０．０６７４）

ｐｄ
－０．２０２１ －０．２０２１

（０．０４８１） （０．０５２７）

常数项
２．０４８０ ２．０４８０
（０．３７４８） （０．４６３８）

年份 控制 控制

省份 控制 控制

样本数量 ３６０ ３６０

　　注：同上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首先，运用熵值法，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环境４个维度构建数字经
济指标体系，测算中国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在考虑非期望产出基础上，利用超效率

ＳＢＭ－ＤＥＡ模型对中国各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进
行测算。最后，运用面板Ｔｏｂｉ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
济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

展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基于数字经济

细分维度来看，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数字化

环境发展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而产业

数字化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进一步从政策层面推进数字信息硬件基

础设施建设，加快先进数字技术研发，积极引进数字

人才，积极鼓励企业数字化转型，为数字经济发展创

造良好环境，从而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效

率的促进作用。

第二，加快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传统产业的

融合。政府部门应进一步构建有利于产业融合的环

境，通过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财政手段支持、引导

传统产业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

第三，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型数字技术的

应用，打破绿色技术研发和绿色产品消费两侧之间

的信息壁垒，扩大绿色创新技术的应用规模，从而促

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第四，通过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提升绿色创新

投入要素的质量，促进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积极

改革并完善当前高校人才培养体制，培养数字型、创

新型的复合型人才。顺应绿色经济发展趋势，在更

加广泛的范围内普及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教育。

注释：

①因特殊性，本文考察的省份，不包括台湾地区、西藏自治
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②六大高耗能产业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

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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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医药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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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智慧结晶。新时代推进中医药文化高质量
发展，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的中医药文化观，加强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推

进中医药文化宣传普及；从中医药悠久的发展历程、从对人和健康的正确认识、从与时俱进的健康照

护能力中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在守正中捍卫中医药文化的主体性，在创新中保持中医药文化的生

机活力，推进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搭建中医药文化与其他民族医药文化的沟通桥

梁，彰显中医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出去”。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医药文化；高质量发展；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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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文化
建设进行了系统论述，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

论架构和基本内容。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回答了如

何看待文化的价值，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什么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怎样实现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文明

为什么要交流互鉴以及怎样交流互鉴等重大课题，

形成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为新时代做好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１］。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文化发展，在中医药

的定位上，强调“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２］７３；在中医药的价

值上，强调它“在促进文明互鉴、维护人民健康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２］１２３；在继承传统医德上，强调

“我国传统医学历来强调的救死扶伤、道济天下的

医德”［３］。在治国理政中，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

要借鉴中医药整体观、辨证论治、扶正祛邪等理念，以

提高治理效能。新时代中医药文化高质量发展，要以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有的放矢、系统推进。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中医药文化观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立场。习近平总

书记继承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

思想，以人民性凸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底色。

“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４］１０３坚持“二为”方

针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文艺工作的基本要求，

也是文艺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方向。具体到文艺

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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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

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

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４］１０３。

世界上没有完全中立、纯而又纯的文化，为什么

人服务是文化发展的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

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

导向。”［４］２２３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就是坚持人

民至上，确保文化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聚

焦人民日益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要，创作体现人民

意志、反映人民心声、表达人民诉求的高质量文化作

品。“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

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４］２２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

持文化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重要论述，

凸显了文化的人民性，这是党的初心使命在文化领

域的具体体现。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必须把人民

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坚定人民立场，以多样化形式

满足人民更加美好的精神需要。

（一）以增强服务人民健康意识为导向加强中

医药机构文化建设

将中医药文化渗透于中医医院运行管理中。在

中医医院组织文化建设中凸显中医药文化特色，凝

练具有中医药文化色彩的院训、院歌、行为规范、环

境形象，使悬壶济世、杏林春暖成为全体职工的共同

价值观，增强他们服务人民健康的能力；通过宣传教

育、榜样示范等方式将“大医精诚”的职业道德深植

于每个中医药医务工作者内心，端正他们的价值观

念和道德品行，提高中医医院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使

广大中医医院、民族医医院和中西医结合医院成为

群众保健和诊疗的首选，以更加优质、丰富的中医药

服务满足人民多样化的健康需要。

增强中医药科研机构的中医药文化研究能力。

中医药科研机构汇集了大量高端中医药人才，在加

强中医药原始创新能力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对中

医药典籍、民族医药文献的研究保护，系统挖掘古今

中医药名家的人文精神、诊疗经验，通过出版著作、

展陈研究成果等方式夯实为人民健康服务的能力基

础、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建设具有鲜明中医药特色的中医药院校校园文

化。中医药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凸显独特性。中

医药院校要结合本地中医药文化特色，在校园文化建

设中融入本地名中医思想、中医药科研前沿等内容，

充实校园文化内涵；扶持学生中医药文化社团、办好

校院自媒体，拓展校园文化发展平台，在润物细无声

中指引师生向中医前辈看齐、坚定攻克中医药科研前

沿的信念。将中医药文化融入中医药院校教学、管

理、服务全过程，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材选

择、见习实习等各方面呈现中医药特色，以服务人民健

康需要为导向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优化院校教育与师

承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提高学生的专业自信和认

同感，引导学生致力于以中医药知识增进人民健康。

（二）以提高全体人民健康能力为目标推进中

医药文化宣传普及

新时代，人民对维持和增进健康空前关注。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５］增进全体人民

的健康素质，最终由全体人民落实。健康维持和增

进是一项系统性的复杂工作。通过宣传把专业性的

中医药文化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推广，端正人们

的健康观念，帮助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

方式，丰富群众精神生活。

顺应媒介革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中

医药文化精品。宣传普及中医药文化，最重要的是

开展受众分析，提高宣传有效性。中医药文化宣传

普及要充分利用抖音、微信公众号、小红书等市场占

有率高、受众面广、文化门槛低的休闲娱乐终端，依

从受众视听接收习惯，以情景短剧、歌曲改编等形式

向群众推荐中医经典、中医思维、中医诊疗观、中医

健康理念等文化精品，丰富中医健康知识储备。

抓准宣传时机，及时回应人民健康需要。中医

药文化宣传普及究其根本是对群众的健康教育，把

握教育时机是提高教育成效的关键。中医药文化宣

传普及要结合时令节气、季节性传染病等时机开展，

通过中医药知识宣讲、义诊等活动解释易发病、高发

病的生成机理，引导群众正确认识疾病，消除恐惧；

通过推荐预防方、食疗方案等健康方案，增强人民体

质，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学中医、爱中医、用中医的

中医药文化氛围。

二、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高度重视文化特别是思想文

化建设，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６］５３６。坚定文化自信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向所指。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７］３３文化自信是民族自强的精

神支柱。“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

行得远。”［８］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自信的重大意

义并不局限于文化建设领域，它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思想源泉、精神动力。“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信仰信

念就难以深沉而执着。”［９］新时代文化自信主体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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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性和内容的丰富性，说明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７］３５０。

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自信提炼为新时代党的文

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并作为“四个自信”的有机

组成部分，写入党章，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遵

循。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根本，“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

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６］４７９。文化自信不是盲目的，

它源于悠久而又富有活力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历

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

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８］源远流长的

中华文明，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坚定中医

药文化自信，是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的精神前提。

（一）从中医药悠久的发展历程感受中医药文

化自信

中医药有着悠久的发展史。早在远古时期，中

华民族的祖先就积累了一些用药经验。春秋之后，

扁鹊归纳提出“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法，奠定

了中医诊疗的基础；以《黄帝内经》成文为标志，中

医学理论体系成型。此后，历经几千年发展，中医药

逐渐走向成熟和繁荣，并对周边国家的传统医药产

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中医药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西医进

入中国后，中医药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在民

族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抗争中，中医药一度面临生死

考验［１０］。１９２９年，国民政府中央卫生会议通过了
“废止中医案”，中医药面临被取缔的风险。此后，

中医药界和有识之士开展了规模宏大的抗争和请愿

活动。迫于压力，“废止中医案”被取消，中医药重

新获得了合法地位和发展空间。虽然中医药界在

“废止中医案”中获得了胜利，但此后怀疑、轻视、排

斥、打压中医药的现象此起彼伏，甚至出现了“中医

是伪科学”的中伤。面对恶意言论，中医药界心无

旁骛，以无可辩驳的疗效彰显其独特价值。中医药

文化博大精深，在近代以来虽曾出现发展低谷，但总

能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二）从对人和健康的正确认识体验中医药文

化自信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

分，它吸收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顺

应自然、中和为用、阴阳消长等理念，以此为理论内

核，构建了一套系统完整的整体医学观，形成了对人

和健康独特且科学的认识。中医的着眼点是“人”，

而不是“病”。中医药文化认为，人是完整的人，构

成人体的脏腑、经络、形神等在结构上密不可分、功

能上相互影响，形与神俱、形神体用、形神存亡，建构

了一个关于人的生命活动、疾病治疗、养生保健的系

统思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中医药文化认为人

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自然界

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作为自然界重要

组成部分的人，要道法自然、顺其自然，遵循与自然

一致的阴阳消长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当

然，人不仅有自然属性，更重要的是社会属性。社会

生活中，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社会评价等

社会因素都对人的健康产生显著影响。由此，中医

药学构筑了一个“自然—人—社会”有机联系的统

一整体系统，三者之间既依据自身发展规律相对独

立地运行，又通过气的升降出入、阴阳消长、五行制

化等规律维持着彼此的协调平衡［１１］。

基于对人的正确认识，中医药文化在健康供给

时强调遵从自然规律，顺应四时，同时把人放在自然

环境、社会环境中理解，在人与环境协调中实现健

康。因此，在增进健康中，中医药文化倡导治本，因

人因地因时因病提供个性化健康方案，既关注形体，

也关注精神，以整体和谐、对立统一、相互联系的世

界观正确看待人与健康，实现从世界观到方法论的

价值自洽。可见，中医药文化自信并非盲目自信，而

是源于其强劲的生命力和自洽的价值逻辑。

（三）从与时俱进的健康照护能力中增强中医

药文化自信

中医药历史悠久，能为不同时期的人们提供有

效的健康方案，蕴含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健康智

慧。特别是在中华民族抗疫史上，中医药作出了突

出贡献。中医药防治疫病，秉承未病先防、既病防

变、病愈防复的方针，坚持调和阴阳、扶正祛邪、标本

缓急、三因制宜等原则，根据症候分析核心病机来制

定治疗方案，以不变应万变。

在新冠疫情防治中，中医名家通过对多个经典

名方加减化裁，筛选出了临床效果显著的方药，有效

避免了轻症转重症、普通型转危重型，减轻了患者痛

苦，节约了医疗开支。三年抗疫实践，让全世界对中

医药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中医药在应对疫情中

也丰富了防治疫病经验，促进了自身发展。中医药

文化自信不是停留在故纸堆的孤芳自赏，而是对中

医药与时俱进健康照护能力的理性认同。

三、推进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也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如何看待传统文

化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反映了一个民族怎样评

价自己的历史、如何看待文化发展和文化价值。

·９４·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

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

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６］５３６一个追求民族复兴的民

族，不可能抛弃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斩断自己的文

化根脉，而是要焕发其跨越时代的文化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深厚

的文化软实力。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格局中提高

文化软实力必须充分掌握中华文明的历史。“只有

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

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是“第二个结合”的关键，也是其基本方法。“第二

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方针的体系更加完善、学理更加深刻。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必须坚守根本，守住马克思主义的魂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根。“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

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

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１２］守住魂脉

和根脉，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

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

茂。”［６］１５推进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就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统一，不断根据新时代人民群

众的健康需要，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一）在守正中捍卫中医药文化的主体性

随着科技进步和人民健康需要层次的提升，推

进中医药改革具有广泛共识性。中医药要以开放包

容的心态积极吸收借鉴世界先进的诊疗技术和方

法，但必须守住中医药的根本，巩固中医药文化的主

体性，不能邯郸学步。

中医药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在关于人、健康、病

理、药物解读方式、经络系统研究方法等方面形成了

独特性的认识。中医认为，气是世界的本源，人不仅

有肉身和脏腑，还包含隐藏在脏腑之后看不见的气

机运动，人是气化的人［１３］。基于此，中医形成了整

体地、联系地看待世界的世界观，采取“取象比类”

的方法防治疾病。“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素问·宝命全形论》），由昆虫土石、草根树皮等

物构成的中药生于天地之间，所以具有治病救人的

疗效。至于以何种物体入药，则取决于其“象”。

“象也者，像也。”（《周易·系辞下》）象即相像。取

象比类绕过逻辑推理和定义，通过药物与人体“象”

之间的比喻关系，巧妙回答了治病的机理［１４］。中医

以“望、闻、问、切”为主要诊疗手法，具有简、便、廉、

验的独特优势。在防病治病中，中医药发挥着独特

作用。在治未病中，中医药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从关

注治病向关注健康转变，从关注人的疾病向患病的

人转变；在重大疾病治疗中，中医药发挥着协同作

用，通过中西医协作，提高治病整体效果；在疾病康

复中，中医药发挥着核心作用，通过养生、保健、调理

等方法，防止疾病复发［１５］。这些原创性思维和独特

性优势是中医药之所以为中医药的根本所在。

坚守中医药文化的原创性思维、独特性优势，才

能避免中医药发展走入歧途。守住中医药文化的根

本，必须加强对中医典籍、历代名医临床实践、民间

奇方的整理工作，从前人的智慧中吸收养分，夯实中

医药文化发展的根基。当然，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高

品质、多样化健康需要以及不确定的健康威胁，中医

药必须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寻找更多的发展可能。

（二）在创新中保持中医药文化的生机活力

“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

不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对

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和

解决的。”［６］４８２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中医药文化不能

墨守成规，必须极力破除与现代生活不相符合的旧

观念、旧模式、旧做法，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发现和运

用新技术、新规律，在守正的前提下探索中医药文化

更多的可能性。

推进中医药文化创新发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

深化中医药文化内涵，凝练更具共识性、包容性、时

代性的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加强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以短视

频、直播等方式让中药炮制、中医诊法、中医传统制

剂方法、中医养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拉近中

医药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距离；推进中医药文化产业

现代转型，开发中医药文化创意产品，发展中医药文

化动漫游戏、数字出版等新兴文化业态，探索中医药

文化产业与旅游、研学等行业的融合发展模式，延伸

中医药文化产业链。

四、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出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

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６］５６８这种平等的文明观为

丰富多彩的文明和谐共处创造了可能，也为不同文

明交融互鉴提供了前提。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

怎么办”的“世界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

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

价值”［４］４０１。他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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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观，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

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７］４８。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６］２２８习

近平文化思想关于全球交融互鉴的新理念新主张为

如何止住国际纷争、如何实现各国共生共存提供了

中国答案，其所强调的“要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

明冲突论’”［１６］的理念为廓清人类文明迷思、守护

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思想智慧。

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不是停留于丰富彼此内容

体系，更重要的是从不同文明中提炼应对人类共同

发展难题的智慧。当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未知的

传染性疾病、慢性病等健康威胁，需共同应对挑战。

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需要“积极回应各国

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

献”［６］１８。中医药文化“走出去”，为世界各国提高健

康治理成效提供了一套新的方案，也为中医药文化

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增长极。

（一）搭建中医药文化与其他民族医药文化的

沟通桥梁

中医药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

中国特色和中华文化印记，中医药文化助力各国健

康治理需避免“水土不服”的问题。各国、各民族创

造的医药文化都有其生成的主客观条件和历史文化

渊源。只有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１７］的原则，

不随意贬低、否定其他民族的医药文化，尊重其他民

族医药文化的独特性，“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未来”［６］５３９，才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与其他民族医药文

化交流互鉴，在交往交融中吸收彼此精华，在丰富各

自知识文化体系的同时，使世界医学文明万紫千红。

提高中医药文化与其他民族医药文化的沟通成

效，关键在于深化中医药原创思维和原创理论研究，

凸显中医药文化精华。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必须

构建中医药与当地民族医药、西医的沟通桥梁，从世

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厘清中医与西医、中医药

与当地传统医药在理论体系、知识结构、诊疗观念、

疗效机制、作用机理等方面的异同点，尊重多样化的

诊疗模式和文化积淀，以普适性、通识性的话语体系

将独具特色的中医药文化在地转化。要加快打造融

通中外的中医药文化宣传的新表述，更加充分、鲜明

地展现中医药文化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要采用贴

近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受众的个性化传播方

式，推进中医药文化的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提

高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力。

（二）彰显中医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对中医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质疑是阻碍中医

药文化“走出去”的障碍。在摆脱了缺医少药的束

缚后，人们对中医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也提出了更

高要求。西药上市前都必须完成动物实验和临床试

验，药品说明书对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等用药安全

信息解释详尽，这有助于医生提前对症规避用药风

险。反观很多中成药，虽投放市场多年，但是不良反

应依然是“尚不明确”，导致医生和患者难以提前防

控用药风险，出现不良反应也难以与用药建立逻辑

关联［１８］。由于缺少特异性诊断指标，临床上重要安

全性评价主要采用“排除法”，这既不符合中药特

点，也缺少循证药学的支持，制约着中医药国际化。

中医药必须摆脱自说自话的论证逻辑，以各国

人民易于接受的方式增强其说服力。高级别循证医

学证据是中医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支撑［１９］。中

医药文化“走出去”必须走出孤芳自赏的误区，以科

学证据彰显中医药疗效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这不仅

是中医药学的新增长点，也是中医药跻身世界医学

体系的基础性工程。

（三）推进中医药标准化建设

依靠医师经验为主的个性化诊疗是中医药的显

著特征，但这也给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带来了挑战。

在跨文化交流中，标准降低了沟通门槛，尤其在由高

度依赖标准的现代医学所主导的医学世界中，标准成

了医学交流的通用语言。“标准助推创新发展，标准

引领时代进步。”［２０］当前，中医药已走进２００个国家
和地区，中医药发展必须“建立健全适合中医药发展

的评价体系、标准体系”［２１］，通过构建涵盖团体标准、

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的标准化体系，减少中

医药术语、操作技术、诊疗指南等不规范现象。中医

药标准化建设既有利于中医药规范化发展，也为中医

药文化“走出去”提供了一个互联互通的载体。

循序渐进推进中医标准化建设，要继续完善中

医病证分类与代码和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解决中医

药概念过大、表述方式繁杂的问题，避免中医药文化

“走出去”时术语在地转化的歧义与滥用［２２］。在中

医药技术诊疗规范的基础上，加快中医病症临床诊

疗指南、中医诊疗技术操作规范等标准的制定和修

订工作，提高治疗常见病、多发病以及重大疾病的规

范化水平，减少因中医师临床能力良莠不齐影响疗效

的现象［２３］。中医标准化建设服务于中医药高质量发

展，可以减少中医药跨文化交流的文化障碍。在制定

标准时要避免过于机械、僵化，以防标准成为限制中

医药从业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束缚［２４］。中医药标准

化建设必须与国际接轨，中医药机构要密切与国际标

准化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化组织的联系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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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将相关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成为全球中医药诊

疗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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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
逻辑基础和实践路径

张书霞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图书馆，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５－０２－２９
基金项目：２０２４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哲学机理与方法论研究”（２０２４－ＺＺＪＨ－２４１）
作者简介：张书霞（１９６９—），女，河南平舆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图书馆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摘　要：“自我革命”是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给出的“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
案”。“第二个答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智慧沉淀，具有清晰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

践逻辑。“第二个答案”的逻辑脉络深刻揭示了党的人民性、革命性和批判性特征。唯有通过自我

革命，中国共产党才能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和创新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特质。中国共产党要实现新

时代的自我革命，就要立足政治建设，以创新思维和创新手段巩固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就要打造新时

代风清气正的自我革命的政治生态；就要立足新时代组织建设的新特征，持续锤炼自我革命队伍以

保持强大的有生力量；就要以制度规范体系建设为抓手，夯实自我革命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第二个答案”；逻辑基础；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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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
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

二个答案”［１］１４，旗帜鲜明地将“自我革命”作为“跳

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

命”是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人民监督”

的答案相呼应的“第二个答案”。“两个答案”分别

从内因和外因概括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内在规

律，把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当作执政党的实践法则。

“第二个答案”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给出的新答

案。

一、“第二个答案”的逻辑基础

自我革命理论的形成遵循着从实践到理论、再

由理论到实践的循环反复的过程。自我革命理论是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总结，具有明确的历史逻辑；

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脉相承，理论逻辑十分鲜

明；是党的建设实践尤其是新时代的实践经验的总

结，具有鲜活的实践逻辑。当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也是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思想来源。“第二个答

案”是上述逻辑基础的良性互动、不断创新而生发

出来的结论。

（一）“第二个答案”的理论逻辑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省思想、重民思

想、廉洁思想以及革故鼎新的传统，都为中国共产党

的自我革命理论提供了思想滋养。

在古代经典著作《论语》《大学》《孟子》《老子》

《淮南子》中，自省自律思想一脉相承。自省自律是

中国人自古有之的自我革命精神，强调通过自我审

视、自我修养、自我矫正去培养德行。作为先进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只有敢于进行自我剖析、

随时进行自我警示，才能不断修正方向，恪守党的

“初心”和使命。

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蕴含丰富的自我革命精

神。“廉”是“房屋的侧角”，延伸为“清白”“公正”

“俭约”。正所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旧唐

书·魏征传》）。“廉政”即“清正廉明”的政治生

态。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有能力、更有义务弘

扬廉政文化，以自我革命精神为指引，发挥廉政精神

内在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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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在古代中国的文化典籍

里早已有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２］的“维

新”［３］“求变”［４］是古圣先贤的气质和风貌。中国历

史上能起到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新政”“革新”，无不

给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生机和活力。有一

些革故鼎新的举措甚至有“脱胎换骨”的奇效，历史

上能被称为“盛世”“中兴”的阶段，莫不如此。

其次，自我革命的逻辑基础来自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诞生发展到

今天，历经挫折而愈加壮大，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大生命力的根源就在于其革命性

特征。革命性的最基本体现为：“变革生产关系与

上层建筑的关系以推进生产力发展的主张”［５］；把

人类历史看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革命史”
［６］的主张；把“最终进入‘自由人联合体’”［７］作为美

好理想的主张。唯物辩证法更是自带革命性。“否

定之否定”的精神和主张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重

要体现。一方面，唯物辩证法启发中国共产党人，永

远要用斗争的眼光处理问题；要想少犯错误，就要

“能够学会克服弱点”［８］。另一方面，要勇敢地进

行自我否定，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自我革命

中永葆共产党人的本色。

再次，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自我革命的理论总结。

毛泽东在著作中系统论述了“为什么建党”“怎样建

设党”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党的建设理论。

他很好地解决了“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

系问题，强调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性；强调从思想上

建设党。同时，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意识；强调“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对于“跳出

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毛泽东给出了“第一个答

案”［９］，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人民监督下

建设“新的作风”以拒腐防变。

邓小平以深厚修养和丰富实践对执政党建设问

题进行过系统论述。邓小平指出，党建科学化是客

观规律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坚

持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用唯物辩证方

法对待新时期党的建设新主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

（二）“第二个答案”的历史逻辑

回顾党的革命史，共产党人获得了无数的成功，

也经受了很多失败。经验丰富，教训也很深刻。成

功和失败，都为“第二个答案”的提出积累了历史素

材，奠定了坚实的历史逻辑。

首先，“在挫折中摸索‘立党救国’的真理”是党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自我革命主题。自从有了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在道路探索中有了“主心

骨”，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有了正确方向。在党的

坚强领导下，革命取得了开天辟地般的革命硕果。

但同时，此阶段经历的挫折和失败也是致命的，先后

由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的两次大

灾难几乎葬送了革命的大好前途。在危机中，正是

通过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化危为安，在此后的征

程上也不断地自我净化和自我修复，开启了解放全

中国的光辉历程。

其次，面临胜利与执政双重考验的执政党，自我

革命成为完成“塑党兴国”的重要抓手。显而易见，

革命胜利带来历史方向的重大转变，对党提出了更

高要求。如何能够在胜利与执政面前都能经受住历

史的考验，“自我革命”再一次成了标准答案。党在

自我革命中淬炼自己的干部队伍，打造过硬的思想

和作风，确保党的“人民性”和“革命性”。党通过整

风运动、整党建党运动等自我革命的重大举措，克服

官僚腐败甚至违法乱纪的现象，再次于重要的历史

关口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再一次经历华丽转变，确保和延续了党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

再次，新时期，以“兴党富国”为主题，中国共产

党通过自我革命把自己锤炼成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

领导核心。改革开放的进程充满风险和考验，一方

面，党和国家刚从过去混乱的经济和政治状态中摆

脱出来，国内存在僵化思想的影响是难免的；另一方

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西方文化夹杂各种形

态的“私货”蜂拥而至。在风险与考验面前，“打铁

还需自身硬”，善于进行自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

再一次给出了完美答卷。加强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

建设应对执政风险，加大拒腐防变的力度促进经济

社会和谐，这些都成为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

最后，新时代，以“强党强国”为使命，党的自我

革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第二个答案”的概

括就是鲜明例证。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伟大目

标需要在强大的执政党领导下才能实现，这为新时

代党的自我革命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在自我革

命中塑造良好党内政治生态；另一方面，要在新征程

上“防腐拒变”，实现高质量的长期执政，诠释“跳出

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新答案。在塑造良好党内

政治生态方面，中国共产党推进作风建设与纪律建

设的结合，并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在实现高质量长

期执政方面，中国共产党梳理百年历史进程，明确地

指出，自我革命就是共产党人长期执政的“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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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三）“第二个答案”的实践逻辑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实践第一”观点的忠实履

行者。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第一”观点的指

导下，中国共产党把自我革命伟大实践落实在作风

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上，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

发展。实践与认识的对立统一概念，对人们提出了

在实践中求真知的要求，因为实践无止境。实践与

认识的对立统一概念还说明，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

提下，人们要在实践中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凸显了在

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完善认知的重要性。这说明，

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只能在人们的实际行动中体

现出来，要“以实际行动体现对党忠诚、听党指挥、

为党尽责”［１０］。

其次，“第二个答案”，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经

验的总结。“对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的提炼和概

括，是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是理论创新的根本标

志。”［１１］“第二个答案”孕育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

和建设实践中，经过反复的检验和完善，成为全党全

国人民成功经验的结晶。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自身

建设问题，包括严肃党风、党纪的纯洁性建设，这是

贯穿各历史时期的重要实践内容。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从组织机构、规章制度入手进行的党风廉

政建设，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清洗贪腐及后来警

惕“糖衣炮弹”重要举措都是一脉相承的。自我革

命的实践还体现在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等举措的有

力推进上。

再次，“两个答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中实

现了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自我革命的实

践中，真切地感受到“人民是力量之源”的真谛。党

坚持人民立场，为人民谋利益。“人民立场”是党不

断走向成功的基因密码。从党的宗旨提出的那一天

开始，中国共产党“初心”不变。“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观见证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

跨越，也正在见证中国人民“强起来”的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在进行自我革命的实践中构建的制度体

系，不断产生从严治党的内生动力。

最后，中国共产党人以自我革命为引领不断推

进社会革命实践。矛盾的普遍性揭示了社会是充满

矛盾的现实。在充满矛盾的社会如何才能解决普遍

存在的问题？那就是进行系统的社会革命。通过社

会革命，改变社会的结构体系；通过解决社会矛盾推

进社会进步。如何理解社会革命呢？共产党人认

为，社会革命终究还是广大人民的社会实践。这当

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是中国人民社会革命实

践最具开拓性的实践，是指导性的实践，是科学理论

指导下的实践。

可见，党的自身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实

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围绕社会革命来展开、为社会

革命做贡献，又在社会革命中得到历练，是以人民

性、批判性和革命性等优秀品质来引领社会革命的。

二、“第二个答案”的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

判断庄严地写进党章修正案，抱定了坚决革命、不怕

革命、誓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经过党的二十大

以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第二个答案”得到全

党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同。统一的理论认识对于党的

建设、对于现代化强国建设、对于民族复兴大业都具

有决定性意义。面对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前进道路，

唯有继续进行高质量的自我革命并以自我革命引领

社会革命，才能在伟大斗争中强化党的领导，加快民

族复兴步伐。

（一）立足政治建设，巩固党的绝对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两个答案”探索的过程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长

期执政依赖的基石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党的

力量源自人民的拥护，源自政治正确性。立足政治

建设，也是党的自我革命的要求。

首先，从认识上重视政治建设，明确党的绝对领

导的重要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政治建设是党

的根本性建设。同时，党的性质和党的历史使命也

需要政治建设。通过政治建设不断强化党性以确保

党性的“永不变质”“永不褪色”，以此确保政治方向

的正确。自我革命与党的领导辩证统一，自我革命

使党的领导更有力。只有坚持党的领导，自我革命

才能顺利展开。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自我革命得以

有序开展、方向正确。中国革命史反复证明，党的领

导是人民事业的最高政治原则。

要把对党的绝对领导的认识具体化。对于执政

党，维持组织的集中统一就意味着领导力；分散领导

核心的凝聚力就意味着失败。党的十八大以来，政

治成果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两个确立”的提出。

“两个确立”是再一次统一认识的过程，也是提高战

斗力的过程。通过自我革命，加强党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是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重要保障”［１２］。在

今后的奋进征程上，全国人民要紧密地团结在党中

央周围。确立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和确立指导思想

的指导地位，是人民心愿实现的需要，是新时代民族

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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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巩固党的领导地位而在政治建设中打

造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来就是事关

国家命运、党的前途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

斗争中锤炼党性，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身能力，所

以，经过革命战争年代的意识形态斗争，党的领导核

心得以巩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通过意识形态斗

争树立起党的威信，提高社会主义政治在国际舞台

上的话语权。将来的路怎么走，关键是党的领导。

所以，要把握好意识形态领导权，强化执政党凝聚力

和影响力。在新时代，面对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蚀，打

造更加坚强的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至关重要。

再次，以严明的纪律树立党的威信，在斗争中确

保党的绝对领导。纪律和作风问题关系着执政党的

党性特征。在纪律和作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为了避免歪风邪气死灰复燃，要抓

住问题的根源，深入本质，实现标本兼治。近几年作

风建设中“八项规定”的提出产生了良好效果，但还

应该看到问题的存在，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以严明

的纪律进行正风肃纪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加强作风

建设，才能更好地团结人民，才能实现长期执政。新

时代新征程，要警惕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变异性。

中国共产党在进行自我革命的过程中，要警觉隐性

问题和深层问题，更要进行调查研究，练就敏锐发现

问题的真本领，真正地落实党的决策部署。

（二）打造风清气正的自我革命政治生态

首先，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以严明的纪律整肃政

治生态。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为人民利益前仆

后继地抛头颅洒热血而在所不惜，是因为有强大而

坚定的理想信念发挥着内在的作用。共产党人的理

想信念，是内化在灵魂和血脉里的价值观体系，是稳

定地发挥作用的行为标准体系。理想信念反映着一

个党员“常修常炼常悟”的所得，反映其思想境界的

高低，也体现着克服各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一个

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人，必定能以极高的党性修养

来自觉地践行初心，不忘宗旨，规范言行。

其次，打造风清气正的自我革命政治生态，最直

接的体现就是敢于同腐败现象做斗争。腐败是长在

执政党“脸上”的“毒瘤”，是“政治之癌”，人见人

恨。纵观世界政治发展史，腐败是很多政府、王朝走

向灭亡的直接原因。对于“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

率”，反腐败斗争也是极其重要的谈论话题。一个

党员会因为腐朽思想、腐败行为而丧失根本、丢掉人

性；一个政党会因为腐败侵蚀而丧失战斗力、远离人

民。丧失根本、丢掉人性的人会被人民所唾弃，丧失

战斗力、远离人民的政府和组织终究会被人民推翻。

反腐倡廉是党先进性纯洁性的要求，也是执政能力

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新时代，新型腐败的隐蔽性强，

某些特殊行业的腐败行为常常具有专业操作隐蔽

性。要“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就要斩断权力

与资本的勾结，警惕隐形腐败和变异腐败，以强大的

政治定力应对反腐败斗争的新挑战，为经济建设、社

会进步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再次，以道德建设为抓手，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

政治生态。“为政以德”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优良传

统。道德建设，发端于个体而形成蔚然之风。受道

德影响的工作风气直接地作用于“政风”，从而影响

“民风”和“社风”。可见，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更应为

清明的政治生态、良好的社会风气修好自己的“官

德”。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除了规范体系

外，要抓好“两头”。一头是考察任用；一头是考核

和评价。在考察任用中，要把道德品质作为重要指

标，从源头上把握队伍建设的质量关。在考核评价

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切实把道德考核与政绩、能力考核相结合，形成制度

化和规范化的指标体系，努力打造政治生态建设的

良好局面。

（三）加强组织建设，确保自我革命队伍保持强

大的力量

首先，要充分认识组织建设的重要性。中国共

产党还在革命战争的时候，已充分认识到组织建设

的重要性。一个政党的强大有力，严明的纪律和优

良作风是前提和保障。革命理想和钢铁纪律在革命

事业面前同样重要。纪律和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

组织建设的光荣传统和显著优势。新时代，党把纪

律建设同政治建设共同作为“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的主要组成部分，突显新的时代特征下纪律建设的

突出地位。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组织建设中，“严

守政治规矩”被反复强调，明确“严守政治规矩”的

党纪底线。可见，党的纪律和作风建设对于增强自

我革命队伍的力量意义重大。在党的组织建设中，

紧盯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去完善和改造党的组织，严

格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任何时候都不允许组

织建设出问题。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把握好新时代

党的组织建设重点，积极探索并推动组织建设的理

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其次，密切党同人民的关系，正确使用党的权

力，在“管好干部”的实践中抓住“关键少数”。抓牢

“关键少数”是党的组织建设的宝贵经验。党的领

导干部要认识到在党的组织建设中的责任和使命，

自觉地进行自我矫正，做好政治坚定、对党忠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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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头雁”。党的长期执政必须首先抓好、管好领导

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密切党同人民的关系，要正确使用党的权力，通

过“关键少数”树立政治生态的“风向标”，用实际行

动告诉人民，权力姓“公”不姓“私”。通过领导干部

的示范效应，使自我革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党

的权力结构的现实，使领导干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人民关注的重点是领导干部能否以身作则。这

样密切党同人民的关系、正确使用党的权力成为党

的组织建设的关键。在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双重约

束下，防止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或滥用权力。领导干

部要大力提高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做到

“用权为民”。

再次，打造坚强有力的基层组织，发挥基层领导

的榜样示范效应。党的基层组织最接地气，在日常

与广大人民打交道的过程中上传下达，搭好广大人

民与上级党政部门的“桥梁”，传递上级党组织的各

种为民惠民的举措，让人民群众感受党的温暖；同

时，反映人民呼声，尽职尽责地为国家建设献计献

策。坚强有力的基层组织是人民大众最先接触到的

党组织，最能让人民感受“党”“国家”“政府”的概

念，榜样示范效应巨大。基层组织是党的重要战斗

堡垒。从其广泛的人民群众基础来看，基层组织是

党的战斗力的重要源泉。在党的组织建设中，我们

不能忽视基层组织这个“网”。自我革命的力量源

自人民，人民的支持是党的全部工作的依靠。只要

有群众的地方，基层组织的“网”就应该覆盖到那

里。基层党组织之间的互动和配合，共同织就这张

体现党性、革命性和人民性的大“网”。坚强有力的

基层组织，为党的自我革命赢得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以制度规范体系建设为抓手，夯实自我革

命的制度保障

首先，建立和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确保党要

管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是党实现长期执政的必

由之路”［１３］。其中，制度规范体系是党长期执政的

需要，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在党内法规制度

中，确保党能够“管根本”“管长远”“保全局”，确保

党能够管党。制度体系建设可以保证自我革命的持

续性，保证自我革命的内容和质量。新时代，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要求与党的制度规范体系建设的要求，

实现了辩证统一。实现依规依法治党是党内法规制

度建设的目标，在党的建设中，也要实现“有法可

依”“有法必依”的局面。自我革命发展到使用制度

规范体系加强效果的阶段，体现了执政党“保持自

身先进性及纯洁性方面的认识的不断深化”［１４］。在

完善党内法规体系的进程中，提高制度执行力，把制

度生命力落实到制度的执行过程中。

其次，建立和完善党的监督体系。监督体系是

夯实自我革命的制度保障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进

程中的实践反复证明，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对改

革的成败发挥十分关键的作用。没有高质量高标准

的监督体系，再好的决策部署也难以得到高质量高

标准的执行。所以，一些重要国家机构和部门的监

察制度建设常常被作为改革的重点工作。我们党建

立起来的政治巡视制度，是党内监督制度化的重要

体现。接受最严格的约束和监督是自我革命的应有

之义，只有在严格高效的制度执行环境中，社会主义

制度才会充分释放制度优势。因此，党要把强化自

身监督作为根本问题来抓，使党内监督发挥统领作

用，强化党的监督体系建设。

再次，重构党的政治生态评价体系，突出自我革

命的评价权重。为了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党要改

革完善自我革命的评价体系，在政治生态的土壤中

厚植“担当”意识、“清廉”思想，以政治生态评价体

系为突破口，科学地重构包括“政治”“思想”“组

织”“作风”“纪律”等指标的评价体系，借助评价体

系提高评价的权威性、有效性。以评价促进队伍建

设的政治性和原则性，有利于把准党风政风社风的

“脉搏”，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

三、结论

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经验证明，自我革命的成

败关系到党的千秋伟业，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的兴衰成败。自我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中

逐渐成为一种有力的“制度形态”［１５］，确保中国共

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走向美好，能够在长期

执政中从胜利走向胜利。

新时代，面对风云际会的世界变局，“人类处在

新的历史转折点”［１６］。中国共产党把准时代主题，

再次强调“练好内功”，从全面从严治党入手深化自

我革命，把准从严治党的“最重要最可靠的尺

度”［１７］。特别是党的二十大，号召中国共产党人进

行自我革命的旗帜更加鲜明，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

关于自我革命的表述出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完善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

体系”［１］１４“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１］１５“党找

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

个答案”［１］１６等。中国共产党明白，“解决大党独有

难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１８］。党的自我革命思

想将会伴随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而不断丰富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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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新时代新要求，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呈现新内容

和新特征，不变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和先进政

党的本质属性。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

共产党要保持高度的思想自觉和实践主动，把党的

领导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关键；把全面依法治

国、依法治党作为事业成功的保障；打赢反腐斗争的

“攻坚战”“持久战”。通过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来证明“第二个答案”的正确性，并以自我革命引领

社会革命，带领中国人民迈向新的伟大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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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视域下重复越级信访行为的法律适用
———（２０２０）浙０３行终４６７号判决评析

边品三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５－０２－２０
作者简介：边品三（１９９８—），男，浙江绍兴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行政法。

摘　要：在存在现行有效法律法规的情形下，学理层面应当重视对信访行为的法解释学探究。
以重复信访、采用走访形式越级信访、在得到有关单位答复后仍以同一事由上访、在受到训诫后仍再

次上访等行为为特征的重复越级信访行为在实践中颇具普遍性。（２０２０）浙０３行终４６７号案件对于
重复越级信访行为在行政处罚视域下的法律适用极具典型意义。于行政处罚视域而言，就地域管辖

而论，信访人居住地公安机关是否“管辖更为适宜”，取决于越级信访行为被发现时信访人实际所处

何地，在行为被发现时信访人回到其居住地的状况下，由信访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存在合理性。

针对行为的定性，重复越级信访行为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２６条前３项列举的情形在“扰乱公共
秩序”程度方面并不相当，不应予以相同评价，也无法通过比例原则的实质性审查，故而并不属于该

条第４项“其他寻衅滋事行为”。
关键词：重复信访；越级信访；行政处罚；地域管辖；寻衅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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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是
化解社会矛盾的抓手，更是联系群众的坚实桥梁和

紧密纽带。信访法治化指的是民众的信访行为以及

信访工作机制都应该受到法律规范的严格约束，公

权力应当依法行使，民众应当依法依规信访［１］。国

务院２００５年颁布《信访条例》①后，尤其是２０１４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出台以来，信访法治化，将信访纳入“良法善

治”的轨道，已然成为理论界的广泛共识。然而，当

下有关信访法治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访制度的建

构与完善［２－４］，却对适用现有规范的法解释学研究

欠缺应有的关注。目前，涉及信访的、处于不同效力

位阶的规范性文件已然颇具规模。倘若不对这些规

范加以阐释，厘清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

其他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关联，进而明晰规范的内

涵，实务部门在信访实践中便会茫然无措。因此，法

解释学研究———查明特定用语在规范中的含义———

显然不可或缺。

重复越级信访行为在实践中屡见不鲜。《信访

工作条例》第２０条规定，采用走访形式进行信访应
当前往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单位进行。

越级信访指违反该条规定，采用走访形式前往有权

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单位之外的机关、单位

信访的行为。就越级信访的法律效果而言，《信访

工作条例》第４７条第１款有较为清晰的界定，与此
同时，该条第２款还将信访活动中违反治安管理的
行为转致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实践中，

信访人居住地行政机关常常依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２６条第 ４项对越级信访行为给予行政处
罚。②然而，信访人越级信访的行为应当由何地行政

机关管辖，是否属于该项所谓的“其他寻衅滋事行

为”，尚存诸多疑点。本文选取（２０２０）浙 ０３行终
４６７号行政判决书为分析对象，首先从基本案情中
归纳出相关问题，然后从解释论的视角对越级信访

行政处罚的管辖以及重复越级信访是否属于寻衅滋

事等问题加以分析，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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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案情与问题归纳

（一）基本案情

２０１７年以来，蔡晓东就宏都小区安置房建设工
程的质量、造价、分配的户型及楼层、工程决算未审

计等诸多问题，运用信件、网件、走访等多样化形式，

频繁向温州市信访局、浙江省信访局、国家信访局、

公安部等部门进行信访，各部门均已给予答复或处

理。蔡晓东还于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８日到国家信访局信
访，４月１１日奔赴浙江省信访局信访，６月１３日再
度前往国家信访局信访，其诉求均聚焦于反映宏都

小区建设工程质量以及房屋分配等相关问题。２０１９
年８月２７日，瑞安市公安局针对蔡晓东的信访行为
实施了训诫。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７日至１２月１１日期间，蔡晓东
与案外人贾应迪同往北京，至国家信访局、公安部、

住建部等部门进行信访，诉求仍为宏都小区房屋建

设及分配相关问题。瑞安市公安局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２０日认为蔡晓东的行为属于以同一事实提出无理
诉求、越级信访，已然构成寻衅滋事，依据《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２６条第４项规定，决定对蔡晓东处以
行政拘留九日的行政处罚。蔡晓东对此不服，便于

２０２０年１月 ２０日向瑞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瑞安市人民政府于同年２月２５日维持了被诉处
罚决定。蔡晓东继而在同年３月１３日提起行政诉
讼，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以及被诉行政复议决定。

一审法院瑞安市人民法院判定：蔡晓东在２０１９
年期间累计出现４次越级走访行为，并且在被公安
机关训诫之后，依旧再次进京上访。蔡晓东的有关

信访事项在得到有关单位的答复后，仍以同一事由

多次越级进京上访，该行为已经严重扰乱正常的国

家信访秩序。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２６条第４
项的规定，对蔡晓东处以行政拘留九日的行政处罚，

适用法律准确无误。

二审法院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其一，蔡晓

东的信访行为虽然发生于北京，但其居住地公安机

关对蔡晓东信访的起因、诉求等情况了解更为透彻，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１０条第
１款规定，由该局负责处理并无不妥之处；其二，蔡
晓东自２０１７年以来频繁到国家、省、市各级信访部
门信访，２０１９年更是多次赴杭进京信访，在历经训
诫、被告知需依法维权之后，仍执意前往北京信访，

此行为违反了《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但现有证据

尚不足以证实其在信访过程中存在其他寻衅滋事的

行为，瑞安市公安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２６
条第４项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理

应予以纠正。

（二）问题归纳

第一，越级信访行为究竟应当由何地的公安机

关管辖？

第二，重复越级信访行为③到底是否属于“其他

寻衅滋事行为”范畴？

二、越级信访行为的地域管辖

（一）越级信访行为地域管辖的规范

越级信访行为的管辖的争议焦点在于地域管

辖，即由何地公安机关管辖。本案的越级信访行为

由信访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根据《行政处罚

法》第２２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
政机关管辖，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作为

部门规章，《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１０
条第１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
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

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

《行政处罚法》对于行政处罚的地域管辖以违

法行为发生地行政机关管辖为原则，这主要是考虑

发生地是违法行为的核心要素以及避免多头执法、

相互推诿。但是，行政处罚地域管辖权多元化也有

其优点，可以保证违法行为打击力量的丰富，还可以

避免被排除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即使发现了违法行

为，也会因不享有管辖权而放弃监管的问题。［５］因

此，尽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 １０
条第１款仍然以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为原则，
但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对地域管辖的限制。需要注

意的是，该款只是规定了在“管辖更为适宜”的情形

下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并不意

味着其在任何情形下都有管辖权。如果认为居住地

公安机关理所当然“管辖更为适宜”，显然没有必要

再写明这个要件。更何况该款对于涉及卖淫、嫖娼、

赌博、毒品的案件依然坚持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

辖的原则，这更表明需要对“管辖更为适宜”这个要

件进行实质性的理解。因此，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公

安机关需要举证证明存在“管辖更为适宜”的情形，

从而符合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要求。

与其他对行政处罚地域管辖进行明确的另行规

定的法规④不同，该款中“管辖更为适宜”是一个不

确定概念，需要进行价值补充［６］，探求具有多数公

认力的正义观念［７］。否则，该条作为一个模糊的弹

性条款，容易成为各个公安机关争揽或者推诿管辖

的理由［８］。然而，笔者以“管辖更为适宜”为关键词

在“北大法宝”上检索相关案例，发现在司法实践中

几乎没有判决对此进行论述，往往仅根据被告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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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是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就依据该条得出该

公安机关具有管辖权的结论，全然忽略了“管辖更

为适宜”这个要件，说理并不充分。⑤由此可见，在目

前的司法实践中，并无权威判决提供对该不确定概

念的具体化方案。因此，应当探寻该条款的旨意，也

即法律的规范目的，从而确定该款的适用案型［９］。

（二）越级信访案型中“管辖更为适宜”的界定

１．行政处罚地域管辖的规范目的
如上文所述，《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

定》第１０条第１款通过不确定概念对地域管辖另行
规定，显然有必要探求该款的规范目的。《行政处

罚法》第２２条放开地域管辖权的设定权限，是考虑
行政处罚案件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赋予下位规范进

一步细化各类行政处罚地域管辖规定的权限，以求

更好地贯彻行政处罚地域管辖的规范目的。因此，

尽管该款的适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行政处罚，然而

在适用于行政处罚案件时，有必要结合《行政处罚

法》第２２条，在规范目的层面达成统一。
针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１０

条第１款，有释义书认为“管辖更为适宜”的情形包
括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能够节约成

本、提高效率以及更有利于案件的处理［１０］。就《行

政处罚法》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行

政法室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

义》指出，以违法行为的发生地作为行政处罚地域

管辖的基准点，优点体现于：其一，有利于行政机关

及时打击行政违法活动；其二，便于调查、取证，提高

工作效率；其三，实现地域管辖固定化，促使行政机关

各司其职。但该释义书同时提到，行政处罚所面对的

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活动错综复杂，允许拥有权限的

特别法对行政处罚管辖权作出特别规定［１１］。另有释

义书认为，《行政处罚法》以违法行为发生地为管辖原

则，是基于提升行政机关工作效率方面的考量［１２］。

在学理层面，有观点认为，以违法行为发生地为

管辖原则，即属地管辖原则，有利于提高执法效率，

降低执法成本，同时便利当事人。而其他法规的特

别规定，则是考虑行政处罚案件的多样性和复杂

性［１３］。另有观点认为，行政处罚地域管辖应遵循便

利当事人、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以及灵

活运用的原则［１４］。

综上所述，可以总结出行政处罚地域管辖的规

范目的包含方便当事人、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

以及固定地域管辖权。鉴于《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

件程序规定》第１０条第１款在“管辖更为适宜”的
情形下，并未排除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所以固

定地域管辖权这一规范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受到

影响，对于“管辖更为适宜”的理解，更多需要着重

考虑方便当事人以及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

２．“管辖更为适宜”在越级信访案型中的具体化
实践中，越级上访逐渐成为主流，上访群众往往

舍近求远，从基层到中央的信访量呈“倒金字塔”结

构［１５］。对于越级信访案型，信访人往往更倾向于进

京、进省或在重大活动、会议期间到举办地上访。如

果认为越级信访是违法行为，那么违法行为发生地

自然是信访人到访的信访机构所在地，而非信访人

居住地。对于信访人居住地公安机关是否“管辖更

为适宜”，本案二审法院判定信访人居住地公安机

关对信访的相关事项更清楚属于“管辖更为适宜”

的情形之一。诚然，由于信访事由发生在信访人居

住地，该地公安机关方便获取相关信息，有利于提高

工作效率，但是，本案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在于“越

级”，与具体信访事项并无直接联系，在这个意义上

由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并不会降低工作效率。

本文认为，由信访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是否

属于“管辖更为适宜”应当取决于越级信访行为被

发现时信访人实际身处何地。实践中，越级信访行

为被发现时信访人有可能已经回到其居住地，本案

就属于这种情形，也有可能仍滞留在信访机构所在

地。⑥对于前者，由信访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既方

便当事人，也有利于提高公安机关工作效率，应当认

为属于“管辖更为适宜”的情形。因此，本案中由信

访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有其合理性。而对于后

者，如果由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往往需要其他机构

配合完成。即便各地驻京办或是维稳工作组本身就

有劝返的职责，就行政处罚而言还是需要由当地公

安机关移交相关证据材料，徒增工作负担，也没有方

便信访人，同时冲击了管辖的固定性。因此，如果信

访人仍在信访地，则应当回归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

管辖的原则。

三、重复越级信访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２６条上的评价
对本案中信访人的行为进行梳理，可知信访人

受到违法评价的行为包括：重复信访、采用走访形式

越级信访、在得到有关单位答复后仍以同一事由上

访、在受到训诫后仍再次上访等行为，本文将其统一

表述为重复越级信访行为。《信访工作条例》并没

有对重复越级信访行为设立行政处罚，而是使用转

致规范的立法技术，使应受行政处罚的信访行为适

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范。而《治安管理处

罚法》也并无针对信访行为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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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适用该法第２６条第４项这一兜底条款，也即将应
受行政处罚的信访行为界定为“其他寻衅滋事行

为”进行处罚，且非正常上访行为在“其他寻衅滋事

行为”中的占比颇高。

（一）“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界定

兜底条款具有扩张法律规范的范围，避免法律

漏洞的功能，历来备受立法者青睐，成为一项重要的

立法技术［１６］。然而，与不确定概念类似，兜底条款

也存在内容含糊的缺点［１７］。围绕兜底条款的适用

范围与边界，理论与实务中一直存有争议。在刑法

领域，由于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和明确性要求，对于兜

底条款的运用始终持高度审慎态度［１８］。过于宽泛

的兜底规定或许被视为变相允许类推解释，进而引

发法理层面的争议。相较而言，在行政法领域，为了

灵活应对多样化的违法形态，立法者常在法律规范

中设置兜底条款，不过这也滋生了执法不确定性以

及滥用风险。实践中，部分执法机关倾向于将各种

难以归类的行为纳入兜底条款予以处理，然而这种

“口袋条款”式的适用方式极易突破法律原有的打

击范畴，背离立法初衷。

具体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２６条第４项，其
文字表述颇为宽泛，如何精准把握“其他寻衅滋事

行为”的边界，在司法实务中并不明晰。由于缺乏

明确列举，这一条款在不同地域、不同案件中被赋予

了不同内涵。由此可见，该兜底条款在治安处罚实

践中的不确定性尤为突出。倘若对其放任扩张使

用，极有可能出现将正常的社会行为不当刑罚化的

情形。因此，对于兜底条款的运用，应当遵循谦抑原

则，严格限定在与前项列举行为性质和危害程度相

当的情形之内，谨防其被滥用以扩大处罚范围。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编著的《治安管理处罚

法》释义书指出，从形式上看，寻衅滋事行为是指在

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起哄闹事、肆意挑衅、横行霸道、

打群架，破坏公共秩序，且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

为；从动机上讲，寻衅滋事一般不是完全为了某种个

人的利害冲突，还包括为了填补精神上的空虚，或者

为寻求精神刺激，发泄对社会的不满等［１９］。因此，

应当从行为与动机两个维度理解寻衅滋事行为。

在行为层面，尽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２６条
第４项是一项兜底规定，目的在于将前项没有列举
但仍应界定为寻衅滋事的行为纳入条文，予以处罚，

但根据体系解释的方法，兜底条款涵盖的情形应当

与前项列举的情形在规范目的上予以相同评价。该

条的规范目的是维护公共秩序。所谓秩序，指各种

要素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可以根据对某个部分的

了解获得对其余部分的正确预期的事态［２０］。但仅

解答到这一步还远远不够，因为公共秩序同样是一

个不确定概念。因此，对“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理

解应当回到前项列举的情形之中。换言之，并非任

何处于“扰乱公共秩序”语义边界内的行为都应当被

界定为寻衅滋事行为，“其他寻衅滋事行为”应当理解

为与前项列举的结伙斗殴，追逐、拦截他人，强拿硬要

或者任意毁损、占用公私财物等行为在“扰乱公共秩

序”上程度相当的行为，借此避免兜底条款的滥用。

在动机层面，尽管动机并非寻衅滋事行为的构

成要素，但有助于对客观行为与主观故意的判断。

应当注意寻衅滋事不是单纯为了某种物质利益，而

是包括某种卑劣的“精神需求”，即所谓寻求刺激或

卑鄙欲念的满足。

（二）重复越级信访行为属于“其他寻衅滋事行

为”之证伪

在行为层面，如上文所述，“其他寻衅滋事行

为”需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２６条前３项列举的
行为在扰乱公共秩序上程度相当，在认定时需要关

注系争案型与前项列举行为的共性。不难看出，该

条前３项列举的行为常常会导致不特定的人身、财
产损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官方释义书，寻衅

滋事行为一般侵犯的并不是特定的人身、财产利益，

而主要是指向公共秩序［１９］。本文认为，对该条应当

理解为不特定的人身、财产利益是公共秩序的载体

之一，相当程度的不特定的人身、财产侵害损害了归

属于社会交往中的全体公民的信赖利益，破坏了社

会交往中的信任感与安全感［２１］。行为人是通过对

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侵害以达到对社会秩序破坏

的目的［２２］。由此，与该条前项列举行为程度相当的

侵害不特定人身、财产利益即为该条所指向的扰乱

公共秩序，这才是“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含义。至

于其他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扰乱公共秩序的行

为，应当适用第三章第一节的其他条文，而非将其认

定为“其他寻衅滋事行为”，以免产生体系上的混

乱。就此而言，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处置信访活

动中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公通字

〔２０１３〕２５号）中将违法信访导向《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２３条而非第２６条的立场可资赞同。

如上文所述，从不同角度可以将重复越级信访

行为分解成数个行为。但无论是重复信访、采用走

访形式越级信访、在得到有关单位答复后仍以同一

事由上访还是在受到训诫后仍再次上访，尽管有扰

乱信访秩序的嫌疑，但似乎都没有造成与《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２６条前３项列举情形程度相当的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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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人身、财产损害。因此，从行为层面看，重复越

级信访行为并不属于“其他寻衅滋事行为”。

此外，从信访行为本身的正当性角度进行考量，

信访作为公民基本权利救济的一种方式，其正当性

受到法律和政策的肯定。对于重复越级上访等行

为，行政机关可以依据程序规定进行规范管理，但不

应动辄上升到治安处罚层面，更不能将正常的信访

诉求视为扰乱公共秩序予以制裁。如果信访人在维

权过程中并未实施其他违法过激行为，仅因多次上

访或违反了逐级走访的程序要求就受到治安处罚，

这未免有违《信访工作条例》的规范目的，也可能对

公民行使合法权利产生寒蝉效应。解决信访问题应

侧重于法治化的制度疏导和矛盾化解，而非简单依

赖处罚手段，行政处罚的适用边界应当谨慎把握，既

要维护正常的信访秩序，又要防止侵蚀公民正当权

利的空间。

在动机层面，对一般的重复越级信访而言，应当

认为信访人的目的还是在于信访事项的解决。在没

有证据证明其目的是寻求刺激、发泄不满时，也不应

将其认定为“其他寻衅滋事行为”。

（三）比例原则下重复越级信访行政处罚的实

质正当性审查

行政处罚行为作为一种公权力干预手段，其适

用不仅需满足法律形式的要求，更应符合实质正当

性的要求，其中尤以比例原则为关键。比例原则包

括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三个子原则，即行政机关

所采取的措施应当适合于达到行政管理的目标（适

当性），在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时应选择对当事人

权益侵害最小的措施（必要性），并且所获得的利益

应大于损害的法益（均衡性）。

首先，对适当性原则进行分析。行政处罚是为

了制止和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保障公共秩序。但

在重复越级信访行为中，行为人主观上大多出于个

人利益诉求的表达和申诉，并非为寻求精神刺激或

宣泄社会不满。这种行为尽管形式上违反了信访程

序，但从实质角度看，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２６条
前３项规定的结伙斗殴、任意毁损财物、追逐拦截他
人等明显针对社会秩序破坏的行为相比，在性质上具

有明显差异。如果将其不加区分地纳入兜底条款，不

仅无法准确打击实际违法行为，更可能产生过度处罚

现象，进而引发社会不满。因此，在适当性原则下，对

一般的重复越级信访行为适用行政处罚并不恰当。

其次，在必要性原则层面，即使重复越级信访行

为违反了信访程序，也未必只有通过行政拘留等限

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措施才能实现目的。实际上，相

关法律法规已对重复越级信访行为设计了非惩罚性

的规制手段，如训诫、劝返、告诫等，这些更为轻缓的

措施已足以提醒和引导信访人回归正常途径。而行

政拘留等处罚措施带有强烈的惩罚色彩，只有在其

他手段不足以维护公共秩序时才具有必要性。本文

所评析案件中，当事人虽然存在重复越级信访行为，

但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公共秩序混乱或者对不特定人

群的具体人身、财产权益的损害，因此行政拘留等惩

罚手段显然超出必要范围。

最后，在均衡性原则下，行政处罚的严厉程度应

与违法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相对应。重复越级信

访行为虽然形式上可能扰乱了正常的信访程序，但

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公共秩序混乱，更没有造成不特

定主体的人身、财产损害。这种行为所产生的社会

危害性远低于如结伙斗殴、任意毁损财物、强拿硬要

等寻衅滋事行为。如果对其处以行政拘留等处罚措

施，没有明显维护公共秩序的收益，却导致了限制公

民人身权利的损害，存在处罚强度与违法行为严重

程度的不匹配，从而违背了均衡性原则的要求。这

不仅不利于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反而可能损害公民

对法律的尊重与信任。

综合比例原则的上述３项要求可见，在重复越
级信访行为中，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２６条第４
项难以通过比例原则的检验。实践中之所以仍存在

将重复越级信访行为简单适用兜底条款的情况，一

方面是由于执法部门机械地理解和适用法律条文，没

有充分考虑行政处罚措施的实质正当性；另一方面也

反映出当前行政执法在处理复杂社会问题时缺乏足

够的法治意识，易将行政处罚简单化、工具化。因此，

为避免重复越级信访行为被不当纳入寻衅滋事兜底

条款的范畴，应当强调严格适用比例原则进行审查，

结合具体案件情况评估是否存在其他更为适宜、更为

轻缓的规制方式，严格控制行政处罚措施的适用范

围，避免行政权力被滥用，防止出现权利救济渠道与

治安管理处罚之间的失衡。这不仅有助于保障公民

合法信访权益，也符合行政法治现代化的基本趋势。

综上所述，重复越级信访行为并不属于《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 ２６条第 ４项的“其他寻衅滋事行
为”，（２０２０）浙 ０３行终 ４６７号判决的结论可资赞
同。由此可知，一些规范信访行为的地方规范性文

件对重复越级信访行为的认定并不准确，至少是不

明确的⑦。

四、结语

（２０２０）浙０３行终４６７号案例虽然并非权威案
例，但其观点突破了长久以来认为重复越级信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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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构成寻衅滋事行为的观点，值得理论界与实务界

予以重视。本文针对重复越级信访行为，围绕本案

的争议焦点，对其在行政处罚视域下的地域管辖以

及是否构成寻衅滋事行为问题展开研究，完善了对

本案争点的论证，相信对同类案件的裁判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对于以本案为原型的案型，尚待研究

的问题包括：如何进一步明确“管辖更为适宜”所考

虑的因素；如何进一步明晰寻衅滋事行为的内涵和

外延等。在更抽象的层面，与民法等重视法解释学

研究的法律部门不同，在行政法领域，尤其是对于信

访法治化的研究，或许是由于规范供给不足，或许是

因为政策导向性更强，理论上并不十分强调法律解

释与法学方法。然而，作为法学研究的“基本盘”与

“自留地”，在存在现行有效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法解

释学应当在研究层面受到应有的重视。只有在研究

中致力于形成逻辑严谨、价值无冲突的法律体系，并

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发展这个体系，才能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注释：

①该条例已于２０２２年５月１日废止，被《信访工作条例》取
代。

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浙行申５１９号行政裁定书；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浙行申９００号行政裁定书；浙江
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浙行申８０９号行政裁定书；吉林省
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吉行申４４号行政裁定书。

③本文将本案信访人的重复信访、以走访形式越级信访、收
到答复后就同一事由再次信访、被训诫后再次信访等行为

表述为重复越级信访行为。本文所谓的重复越级信访行

为在实践中有一定代表性，仅指单纯的重复、以走访形式

越级信访，并无吵闹、聚集等过激行为。

④例如，《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２０２２年修订）第３条，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２０２０年修正）第
４条，《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２０１５年修正）
第６条。

⑤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最高法行申２１２３号行政裁定书；最
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最高法行申１６１８号行政裁定书；最高
人民法院（２０１８）最高法行申６２９３号行政裁定书；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京行申２４８号行政裁定书；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浙行申８８１号行政裁定书；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２０２０）浙０１行终１１１号行政判决书。

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浙行申５１９号行政裁定书；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浙行申５５１号行政裁定书。

⑦如杭州市萧山区五机关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处置非法
信访行为的通告》第二点第五项，温州市鹿城区六机关联

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打击缠访、闹访、扰序以及越级上访

等违法信访行为的通告》第二点第五项，均认为反复越级

上访行为本身应受到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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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草案）》第２１条评介［Ｊ］．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０（５）：
３９－４０．

［６］杨仁寿．法学方法论［Ｍ］．２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２：１８５－１８６．

［７］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Ｍ］．金振豹，译．北京：法律出
版社，２００９：２２．

［８］张泽涛．规范对民营企业家刑事立案的制度设置［Ｊ］．法
学，２０２０（９）：１５８．

［９］罗尔夫·旺克．法律解释［Ｍ］．６版．蒋毅，季红明，译．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８８．

［１０］孙茂利．《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释义与实
务指南［Ｍ］．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１：３２．

［１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行政法室．《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Ｍ］．北京：法律出版
社，１９９６：５４－５６．

［１２］袁雪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Ｍ］．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１：１６２．

［１３］胡建淼．行政法学［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３：３８６．
［１４］关保英．行政法学［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４１８．
［１５］陈广胜．将信访纳入法治的轨道：转型期信访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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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何荣功．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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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黎宏．“禁止类推解释”之质疑［Ｊ］．法学评论，２００８（５）：
４６．

［１８］张明楷．兜底规定的类型与适用［Ｊ］．清华法学，２０２５
（１）：２６－４６．

［１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及实用指南［Ｍ］．北京：中国
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５：７２．

［２０］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Ｍ］．邓正来，张守
东，李静冰，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０：５４．

［２１］李世阳．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的分化［Ｊ］．法学评论，
２０２１，３９（２）：１７８．

［２２］陈兴良．寻衅滋事罪的法教义学形象：以起哄闹事为中
心展开［Ｊ］．中国法学，２０１５（３）：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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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按：

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是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唤醒民众的伟大远

征、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故事”。

２０２６年是红军长征胜利９０周年，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营造红军长征研究的浓厚
学术氛围，本栏目特开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９０周年专题，以飨读者。

严肃、严明、严格：红军长征途中的纪律教育

丁俊萍，李秉鸿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５－０２－１０
基金项目：２０２０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党性教育的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２０＆ＺＤ０２２）
作者简介：丁俊萍（１９５５—），女，安徽芜湖人，博士，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政党研究所所

长、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执政党建设与当代中国政治

等。

摘　要：严守纪律是长征精神的重要内涵，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基本条件。严守纪律守的是严肃
的政治纪律、严明的军事纪律、严格的群众纪律。红军长征途中的纪律教育以严肃的政治纪律铸造

军魂、以严明的军事纪律执行命令、以严格的群众纪律凝聚民心，打造了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革

命铁军，完成了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伟大长征。

关键词：红军；长征；纪律教育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５．０２．０１０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５）０２－００６６－０６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形成了伟

大的长征精神，其中包括“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

密团结的精神”［１］。严守纪律守的是严肃的政治纪

律、严明的军事纪律、严格的群众纪律。面对数十倍

于己的敌军围堵、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复杂的民

族地域矛盾，红军何以突破重围、绝境重生？红军为

什么打不散、拖不垮？原因是多方面的，坚定的理想

信念、党的正确领导、革命的英雄主义、铁一般的纪

律等，都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密码”。本文考察长征

途中的纪律教育，既揭示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又彰

显长征精神的当代价值。

一、严肃政治、纯净思想，以严肃的政治纪律铸

造军魂

“政治纪律是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遵守党

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２］政治

纪律是党的纪律的根基。红军纪律教育的首要内容

是遵守党的政治纪律，一切行动听党指挥，坚决维护

党的团结。严肃的政治纪律，是党领导红军取得长

征胜利的纪律指针。

（一）一切行动听党指挥

红军一切行动听党指挥，既是政治纪律，也是军

事纪律。党指挥红军，要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一切

行动听指挥体现在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以及红军

对党的指挥的绝对服从，这种服从并非机械的等级

遵从，而是通过政治纪律服从与理想信念跟从的双

重规范，实现“党指挥枪”，同时使二万五千里的战

略转移成为锻造政治忠诚的熔炉。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党深刻认识
到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八七会议后，党开始了

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军队的新时期。三湾改编

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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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此后，“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

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３］６５－６６。

长征途中召开的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实际上

明确了红军军委对党负责，这既是对红军领导干部

层的政治纪律规定，也是对广大红军战士的政治纪

律教育。１９３５年１月１日，红军即将强渡乌江，需
制定渡江之后的行动方针，故召开猴场会议。会议

特别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要求书记处和军委保持

与军队的密切联络，“加强对于他们在政治上与军

事上的领导”［４］２，并要求军委必须在战斗前汇报作

战方针、时间和地点。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召开的遵
义会议，明确取消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由朱

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

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些规定，实际上

也体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遵义会议后不久，毛泽

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全

军的军事行动。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新领导集体

的军事意图有时并不能为广大红军战士所立刻理

解。严肃的政治纪律要求红军维护中央领导集体的

权威，即使思想有分歧，也能避免各部队各行其是，

做到行动一致、坚决服从。

１９３５年８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召开沙窝
会议，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

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必须在一、四方

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

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

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

来的”［４］２７７，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

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可见，长征途中不断强化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政治纪律教育，是红军长征

中纪律教育的关键一环。

沙窝会议提出，“加紧对于全体党员与红色指

战员间的基本的阶级教育，使他们能够在各种复杂

的与变化的环境下坚决不动摇的（地）为苏维埃革

命斗争到底”。对政治纪律的遵守，“主要的不是依

靠于强迫，而是依靠于阶级的觉悟”［４］２８１。红军一切

行动听指挥，体现在团结配合、相互应援之中，体现

在许多部队和个人为了大局利益做出的局部牺牲。

无论是红七军团为主力部队开路，还是在湘江战役

中担任后卫的部队在极端困境下为保障大部队的顺

利撤退而英勇牺牲，都是红军对党中央指示绝对服

从的体现。陈云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

的报告》中记载，红军渡金沙江时，所有部队都服从

于渡河司令部的指挥，“渡江再次证明我们红军战

士服从纪律，组织严密，觉悟很高”［５］。

政治纪律的规训，有时难以触及军队每一个神

经末梢，艰苦的行军仍易使部分红军战士信念动摇，

出现开小差的现象。红军政治委员、指导员在政治

纪律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回忆录《离开

老家的一天》生动记录了政治纪律教育融入红军日

常生活的画面，“反对个别的动摇分子逃跑”，歌唱

《直到最后一个人》，将严肃的政治纪律潜移默化植

入每一个红军战士的心中［６］１９５－１９６。回忆录《大王山

上行路难》则是有的红军战士长征中面临信念动摇

的一个缩影，身处寒冷饥饿之中，有情绪、想放弃是

人之常情［６］２３５－２３８。“政治工作人员耐心的（地）鼓

动他们跟上队伍，大家又慢慢的（地）前进。”［６］２３６正

是由于长征途中政治工作人员不断的纪律教育、将

士们严格地遵守纪律，红军才能在长征的熔炉中将

自己锻造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铁军。

（二）坚决维护党的团结

坚决维护党的团结，是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体红

军将士必须坚守的政治纪律。面对长征途中党内存

在的严重的“左”倾错误以及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红

军的政治纪律教育目标之一是纯净思想、反对分裂、

坚决维护党内团结。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绝非空洞口

号，体现在党中央以政治纪律化解消弭分裂风险，体

现在红军将士以政治信仰支撑自己英勇向前。

长征途中，拥兵自重的张国焘不服从党中央决

策，擅自率领部分红军南下，另立党的“中央”，公开

分裂党和红军。党中央坚定地贯彻团结统一的原

则，维护了红军的整体性。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２日的俄
界会议上，党中央严肃批评了张国焘“漠视党的一

切纪律，在群众前面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４］３０９，并

指出要“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

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４］３１０。张闻天通过分析

张国焘的错误，指出应该通过讨论、批评、解释的方

式，“使我们的干部更加团结”［４］３１２。林育英指出，

“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４］５１９。维护党的团结

的政治纪律得到反复强调。

长征路远，加之战斗频繁，忍饥挨饿和负伤前行

是红军战士时常要面临的事情。艰难的外部环境考

验着红军政治的坚定性，长征途中的纪律教育发挥

着强大的激励作用。《长征纪实》记载：“愈是困难，

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就愈

是发挥得好。”［７］５３１－５３２在草地的短暂休憩间隙，或在

政治委员和指战员的组织下，或红军战士们自发开

展文娱活动，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象。川籍战士说

评书、摆龙门阵，革命乐观主义在红军士兵心中流

转［７］５３２。《红军长征记》记录了《夜行军的一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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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红军夜行军苦中作乐的乐观精神［６］２１５－２１８。面

对艰苦的生活与行军，路途上红军时而歌唱时而畅

谈，团结、勇敢、乐观的精神感染和教育着每一位红

军战士。由于“部队的日常工作制度，始终坚持不

懈；在严重的困难面前，部队的团结和组织纪律观念

更强了”［７］５３２。

党中央与中革军委的政策文件建构了纪律框

架，成为自上而下的政治纪律教育。政治委员的思

想工作、宣传员的宣传工作、行军间隙的文娱活动，

以及行军途中形成的精神氛围，共同构成了红军的

自我政治纪律教育。政令刚性与精神韧性的有机结

合，使政治纪律从纸面规范转化为红军的自觉行动，

使红军在长征中能够始终坚守政治纪律，完成长征

的壮举。

二、严明军纪、雷厉风行，以严明的军事纪律执

行命令

长征途中，红军的军事纪律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行军纪律，二是生活纪律，三是战斗纪律。铁的

军纪关系到行军顺利、红军形象的塑造、战斗目标的

达成。陈云指出，“赤军之对于服从命令纪律之严，

亦非国军所可及”［４］４０５，可见严明的军事纪律，是红

军战斗力的重要来源，是红军正确执行战术、完成军

事目标的纪律保障。

（一）行军纪律教育

红军长征途中，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时常趁黑

夜行军，甚至与敌人擦肩而过，这需要严守行军纪

律，避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行军纪律有着切合实

际的具体要求，例如，夜行军时，如果“离敌人很近，

或甚至要穿过敌人堡垒线时，则夜行军是很肃静的，

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乱吃纸烟，不准谈

话”［６］２１４。长征伊始总政治部的政治工作训令也要

求红军“严格的（地）注意行军的肃静与秩序，维持

严整的行军序列”。同时，训令还给出了教育红军

战士遵守行军纪律的具体措施，“团政治处可用白

布或白纸预先写些大字的夜行军须知的标语与鼓动

口号，利用月光在大路转弯或有标兵处，置于路旁，由

后卫部队收拾”［８］５８８。成仿吾在《长征回忆录》中记

载，通过敌人可能设卡的道路时，总政治部会“通令各

单位检查行军纪律，并作通过公路的政治动员，晚间

组织会餐和文艺晚会”［９］。

《长征中卫生教育和医疗工作》一文，从卫生医

疗角度记述了行军中的纪律。例如，在途经雪山时，

红军战士要“多穿衣服，饱吃食物”，“每人要带强心

药数包，及济众水一小瓶”［６］６６４等。而在松潘战役前

进途中山多田少，红军战士则要每人背足十五斤粮

食，“十五斤粮至少须食半月，更困难时应减食，吃

至二十天以上”［４］２４４。同时规定，“严禁少带多食、

浪费抛弃、打埋伏与破坏纪律，犯者严罚，由禁食、背

粮直至开除军籍”［４］２４５。行军纪律教育经常融入日

常行军中，由政治委员、排长、班长等以身作则。例

如，在长征初期红军行军需要担负辎重，《大苗山

上》记录：“一路上，运输排不知吃了多少苦，可器材

却毫无损坏”［１０］１０１，刘排长身先士卒，用性命保卫着

器材。大苗山上行军难是红军整个长征的小小缩

影，而先锋战士一次次对纪律的身体力行，既是行军

纪律的落地，也是对其他红军战士的纪律教育与带

动。

（二）生活纪律教育

红军长征途径多地且人数众多，易影响途经地

百姓的生活，故需生活纪律的约束。生活纪律落在

实处，体现为各种具体而细微的规定。１９３４年 １１
月《红星》报发表《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

一文，制定了七条纪律。其中，第七条要求“保持厕

所清洁，不要随便乱屙屎，宿营时掘厕所”［１１］，这是

为了防止红军数万名战士行军、安营扎寨时随地大

小便对当地百姓生活造成不良影响。１９３５年１月８
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

项注意通令》，有关生活纪律的“注意”就有 ５条：
“４．到宿营地后出外要请假。５．私人不准向群众借
东西！６．不乱买东西吃！７．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
去！８．注意卫生，不乱屙屎尿！”［１２］从红军的集体性
来看，上万人的集体行动必然会影响村落、村镇的生

活环境，中央不断的训令、通令，经常性的纪律检查，

保证了红军生活纪律的执行。

１９３５年４月１０日出版的第１４期《红星》报，发
表了题为《把遵守纪律提到生活的最高位》的文章，

再次强调“严整纪律是目前我们（党）争取地方居

民，创造新苏区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工作”，要严格遵

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反对一切破坏纪律的行为，

“把遵守纪律提到我们生活的最高位！”［１３］从红军

战士个体来看，长征途中为适应行军作战的紧张生

活，战士们的恋爱、结婚、生育都有严格纪律规定。

行军途中“女战士没谈恋爱的不准谈恋爱；长征前

已谈了恋爱的，不准在征途中结婚；已经结婚的，不

准生小孩”。违犯“政策”的，要受“军纪处分”［１４］。

集体性的纪律规训多数时候表现为对群众的尊重和

维护，易于遵守和执行，而个体性的纪律要求则更考

验红军战士的意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红军战士

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经受住了长征途中的纪律

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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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斗纪律教育

红军官兵令行禁止、步调一致，坚决服从战斗指

挥，在政治上遵守政治纪律，在行动上服从战斗纪

律。四渡赤水时，部队严格执行无线电静默、佯攻诱

敌等命令，以纪律严明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飞夺

泸定桥时，突击队员顶着枪林弹雨坚决执行冲锋指

令，用生命诠释战斗纪律。红军之所以能不断突围，

严守战斗纪律是关键。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长征之始，李富春就强调“严格遵
守射击纪律与战斗纪律”［８］５９９，严明的军纪伴随战

略转移的始终。红军在迂回斡旋、渡江过河时，要采

取多种战略战术甚至障眼法，这都依靠红军战士对

指示的坚决执行。强渡湘江的战役中，党中央发出

指令，“要求明确的（地）执行放在前面的战斗任务，

与友军确实的（地）协同动作”，“应遵守一切战术规

定”［１５］。四渡赤水河时，党中央每一次都明确规定

了渡河地点、时限以及渡河后的行动［１６］２０－２８。其中

第四次渡赤水河时，朱德强调，“我野战军决秘密、

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

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１６］２６。巧渡

金沙江时，各部队未到江边前，就被告知渡江纪律，

要求各部到江边时必须停止前进，不能走近船旁。

中央军委规定好迅速渡江的路线后，强调“各兵团

应严格执行此计划之规定，关于路线行程及作战部

署之每一步的实施均关渡江大计，应力求协同动作

不得违鮑”［４］１４６。正是纪律严明且执行坚决，红军能

够在转移中以少胜多、出奇制胜，最终顺利渡河。

演唱战斗歌曲的方式深化了红军将士对军纪的

理解与执行。《提高红军纪律歌》的歌词有：“提高

红军铁的纪律，保障战争的胜利”“军纪风纪战场纪

律，平时好坏关系战时胜利”“上级命令坚决执行，

毫不动摇毫不犹疑”“遵守时间动作迅速，整齐清洁

爱护武器”［６］６８５等，经过红军将士的集体传唱，严明

的军纪潜移默化地融入每一个红军将士心中。党中

央通告训令的军纪刚性、指战员军纪教育的引导性、

红军战斗精神的感染性，形成了红军严守严明军事

纪律的内外动力。

三、严守群众纪律、维护群众利益，以严格的群

众纪律凝聚民心

红军长征是完全没有后方的流动作战，部队的

给养保障比在根据地时要困难得多。保障的不足则

容易使军队发生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但红军是执

行群众纪律的模范。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总政治部关于
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中提出，“保证部

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坚决的（地）与脱离群众、

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８］５８５。红军长征过程中穿过

藏族、苗族、彝族、回族、瑶族、壮族等民族区域，在不

同的民族区域，党中央都要根据当地民族风俗做出

一些纪律规定，使官兵做到对当地群众秋毫无犯。

红军严守群众纪律，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根据

形势丰富其内涵，塑造了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并因

此获得了群众的支持。

（一）维护广大工农群众利益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指出，“红军是

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红军所到之地，绝对保护

工农贫民的利益”［４］４３。红军是有鲜明阶级立场的

人民军队，维护广大工农的利益，是红军在长征中能

得到人民群众帮助的根本原因。“红军是有严格的

纪律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

还，买卖按照市价。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

群众都可到政治部来控告。”［４］４３

长征中严守群众纪律首先体现在“不拿群众一

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的优良作风。区别于政

策训令的规训，从红军战士个体与群众交往的视角

来观察群众纪律教育更为生动。《聂都游击队的记

述》中记录，游击队对群众态度和蔼，“没收土豪的

东西，分给劳苦群众，能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对工农

群众东西，不许侵犯一针一线”，“群众与游击队好

像亲兄弟一样”［６］２２９。《占领宜章城》记录，红军将

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完全分发给劳苦群众”［６］２４８，

《干事去！》记录了红军救济失业工人［６］２５０，《粤汉路

旁》记录了红军在街上“分某某大土豪的东西”，“群

众们真的是高兴欲狂了”［６］２５２。可见，缴获土豪的财

物归公，不只是归于红军集体，也用于改善群众的生

活，红军扎根群众绝不是政治空话。

其次，红军十分注意保护群众的经济利益。为

应对长征途中的一些群众不愿与红军交易这一情

况，红军将三大纪律其中一条“买卖公平”扩充为

“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１１］，从群众实际出

发，替群众着想。《胜利后的一幕》记录一位红军战

士误把墨汁当作牛乳购买来喝而出了糗，与商铺老

板争吵，其他红军战士纷纷“批评他，制止他这种脱

离群众的举动”［６］２１１，最后以这位红军战士的道歉而

结束。陈云在西行见闻录中记录，红军“既未沿途

抢劫，而且纪律甚好，买卖公平，钞票兑现”［４］４００。

面临严峻的粮食问题，红军严守筹粮纪律。群

众的粮食“要用钱买或用茶叶换，无钱时要给购粮

证，说明将来还钱或茶叶”［４］２４９。１９３５年５月，朱德
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说明红军“军纪十分严

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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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１６］２９。７月，周恩来、朱德和张闻天等发布《中央
决议售粮政策》，再次强调：“不得侵犯被压迫群众

的利益，对喇嘛寺严禁私人筹粮，除没收反动头目的

粮食外，其他应照价收买。”［１７］

如上所述，通过纪律规定来教育红军战士，红军

战士执行纪律得到群众拥护，形成良性循环。这一

过程既是纪律教育的开展，也是纪律遵守的达成。

（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长征中，红军在国民党统治区面临着群众基础

相对薄弱、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民族隔阂和矛盾较

深的困境。党中央通过实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政

策，出台一系列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纪律和规定，赢

得了各族群众的支持。１９３５年５月，总政治部发出
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必须向全体战

士解释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及其必须注意的事

项：（１）严格的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
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

豪打。（２）绝对的（地）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
风俗的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如回教之

不吃猪肉，夷民的男女授受不亲，黑夷之敬重灶君等

等）。（３）严厉的（地）反对轻视、鄙视少数民族的大
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４］１６３红军对少数民族的尊

重赢得了少数民族的友谊，这是红军穿行诸多少数

民族地区而不受阻碍的原因。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红军进入贵州，苗族群众很多，
李富春制定了《关于红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

纪律检查的指示》，原文如下：“最近我军经过之地，

地瘠民贫，苗民甚多，各部队更应向战士详细解释，

严格督促：（一）明确传达与执行本部对苗民指示，

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

（二）山田牛少，居民视牛如命，绝不应杀牛。土豪

牛要发给群众，严厉处罚乱杀牛者。（三）加强纪律

检查队、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

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害群众、脱离群众行为。”［１８］

这一指示是经过前期调查而了解到苗族群众的生活

习俗之后作出的，规定了绝不杀牛等纪律，避免与苗

族群众发生矛盾冲突，既保证了长征的顺利进行，也

赢得了苗族群众的支持。１９３５年５月，红军经过彝
族聚居区域，朱德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

告内容清晰易懂，“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凡我彝人群众，切

莫怀疑畏缩”“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１６］２９。

此等话语深入人心，加之红军身体力行，最终赢得了

彝族群众的支持，许多彝族青年加入红军，走上了革

命的道路。

１９３６年 ４月，红四方面军进入西康①，制定了

《藏回地区工作须知》，并分别发布了《藏区十要十

不要》《回区十要十不要》等纪律规定［１０］６２４。红军战

士严格遵守纪律的行动，消除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疑

虑，赢得了信任，取得了民心。红军不仅顺利通过了

少数民族区域，而且吸纳了众多少数民族的有志青

年加入红军，壮大了红军队伍。

四、红军长征途中纪律教育的特点与启示

史无前例的红军长征，以铁的纪律和坚定的信

念，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英雄史诗。在这段艰苦

卓绝的历程中，红军的纪律教育通过自上而下的严

格纪律规训和精神文化感染相结合的途径，形成了

“政令教育—纪律执行—群众反馈”的良性循环，使

红军在长征中遵守严肃的政治纪律、严明的军事纪

律、严格的群众纪律，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纪

律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１９］，“长征永远在路

上”［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以

纪律刚性约束党员干部，以精神感染引导“关键少

数”，形成遵规守纪的良好氛围，才能不负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

程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２０］。

（一）纪律规训与精神感染相结合

红军长征中的纪律教育具有纪律规训与精神感

染相结合的鲜明特征，并由此产生强大的内驱力量。

红军长征途中的纪律规训以中央下达的政令、训令

和通令为核心，建立了严密的纪律框架，自上而下地

进行纪律教育。这些命令明确了红军的政治任务、

行军中的注意事项和战斗中的命令执行，为红军提

供了遵循纪律的方向和准则，使红军“有纪律可

依”。行军途中，红军将领、党员干部身先士卒践行

纪律，政治委员、宣传员讲述纪律，红军战士演唱行

军歌曲、战斗歌曲、纪律歌曲等文化艺术作品，将纪

律融入生活。党的干部和红军指战员以身作则，无

论是行军途中还是驻扎时，都严格遵守纪律，成为战

士们的榜样，维护军纪严明，使军心稳定。政治委员

和宣传员在一线开展政治工作，不断将纪律的要求

与革命的理想相结合，激励战士们将纪律视为信仰

与使命。红军在行军途中自发开展的歌唱表演、晚

会活动等，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革命乐观主义氛围。

战士们通过唱歌、念顺口溜等形式，舒缓长时间行军

的疲劳，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将纪律内化为一种自觉。

在这中间，行军歌曲、战斗歌曲、纪律歌曲等革命

文化艺术产品的创作与传播，成为红军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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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首歌曲都承载着红军战士

们的情感与信念，在无形中强化了战士们对纪律

的认同，使纪律教育从“硬性”规矩转化为具有感

染力的精神力量。这种自上而下的纪律教育和精

神感染，使红军在长征这条充满险阻的路上，始终

严守纪律，攻坚克难，英勇向前。

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我们要汲取红军长征

中纪律教育的有效经验，将纪律规训与精神文化感

染有机结合。党组织既要通过严明的制度确保纪律

的刚性，又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激发党员干部的责

任感与使命感。只有使纪律约束与思想教育相辅相

成，才能“兑现党的誓言和诺言，同人民群众风雨同

舟、血肉相连、命运与共，继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

路”［２１］。

（二）“政令教育—纪律执行—群众反馈”的良

性循环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

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

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

穷”［３］２９６。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者持有的基本观点，对

纪律的实践同样是检验纪律教育成效的标准。“政

令教育—纪律执行—群众反馈”的良性循环，是红

军长征中纪律教育的又一鲜明特征。在长征过程

中，中央发布的有关规定建立了纪律的基础框架，对

红军战士形成了初步的纪律约束。然而，长征中的

纪律教育并非单纯依赖上级的命令与规定，更在于

红军战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互动与反馈。由于长期

的军阀混战和时局动荡，普通百姓长期处于受压迫

之下，但纪律严明的红军却能迅速赢得群众的支持。

红军帮助途经地的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开仓放粮，

救济失业工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优良的作风使红

军最终取得了群众的信任。群众看到红军对待自己

与他人一视同仁、严守纪律、不谋私利，主动为红军

提供帮助，甚至受到革命精神的感染而加入红军。

群众的即时反馈成了红军纪律教育形成闭环的关键

节点。红军纪律愈是严明，群众愈是欢迎，支持愈是

坚定。得到反馈的红军更加严格要求自身保持良好

纪律，维护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群众的认同不

仅帮助红军解决了后勤补给和路途向导的实际问

题，更让红军深刻感受到纪律带来的力量与意义。

这种良性互动形成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也促成了

长征中纪律教育的良性循环。

以长征途中的纪律教育为镜，新时代纪律教育

的核心不仅在于纪律制度的严格约束，更应密切联

系人民群众、注重群众反馈以深化纪律教育的效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

合为强大动力……实现自律和他律良性互动、相得

益彰”［２２］。党的纪律建设需要扎根人民，以人民的

反馈作为评价纪律教育成效的标准。当人民群众在

日常生活中切实感受到党的纪律带来的公正与秩序

时，纪律教育的效果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注释：

①西康省是民国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早期的一个省，
所辖地主要为现在的川西及西藏东部，多数地区是以藏族

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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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视域下的河南与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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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洪泉（１９８１—），男，山东沾化人，法学博士，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国防大学首届名师名家工程人选（青

年英才），兼任上海抗战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史、长征文化等。

摘　要：长征在中国共产党一百余年征程中居于特殊地位，影响深远。长征文化是红色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加强长征文化建设对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建好国家文化公园具有重

要意义。河南与长征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对长征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中其地位和价值都是非常特殊和无可替代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决策地”“红二十五军

长征出发地”“北上先锋突围转战地”等更成为河南长征文化资源最鲜明的标签。多年来，河南的长

征文化建设已经走过了坚实的历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站上了全新的起点、迎来了宝贵的机遇。

新时代的河南长征文化建设要继往开来、扬长补短、守正创新，必须进一步拓宽视野以克服历史条件

局限，进一步加强统筹以探索高效协作机制，进一步打造精品以做强河南长征品牌，不断取得新的突

破、创造新的成就。

关键词：长征文化；红军长征；长征精神；红色文化；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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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６年的红军长征，在中国共产党
历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影响深远。长征这条“地球

的红飘带”，既书写下一部惊天动地的壮丽史诗，也

熔铸起一座巍然屹立的精神丰碑，又积淀为一脉厚

重深沉的红色文化。河南与长征有着极为密切的联

系，对长征的历史进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河南

与四支长征队伍之一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关联尤为密

切，既是长征的重要决策地和重要出发地，也是长征

部队的重要作战地和长征力量的重要来源地，还是长

征精神的重要熔铸地和长征文化的重要积淀地。在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河南的地位和价值都是非

常特殊和无可替代的。从红色文化的视角对河南与

长征的关系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河南在

百年党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为新时代推动长征文化传

承发展、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提供有益镜鉴。

一、河南在长征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在红军长征经过的１５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河南的地位非常突出。它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的

决策地和出发地，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的重要转战地，

也是多支长征部队（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

军）的重要来源地。作为鄂豫皖根据地和鄂豫陕根

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南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

了特别重要的贡献。同时，在长征精神的熔铸和赓

续、长征文化的积淀和发展过程中，河南也都占有重

要一席。这都彰显了河南在长征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和重要作用。

（一）河南是长征行动的重要决策地

河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的主要决策地。红二十

五军的战略转移行动，经历了一个从酝酿到成熟的

过程。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派省委常委、
宣传部长成仿吾到上海再转入中央苏区，向中央汇

报情况和请示工作。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７日，“中央军委
的一个同志”写出《关于鄂豫皖苏区战争经验的研

究及今后作战的建议》，认为鄂豫皖苏区红军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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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宜的时候应当实行有计划的战略退却，转移到

平汉铁路以西的豫南桐柏山区建立新的苏区。２月
２５日，中央将《建议》转发给鄂豫皖省委，并加按语
说“只作你们执行中央军事指示时一个参考的材

料”［１］１１２。省委收到《建议》后，４月间经过讨论认为
困难较大难于实行，建议红二十五军暂不离开鄂豫

皖苏区，改向原根据地的边沿恢复、开辟根据地，并

写成书面报告上报中央。７月 １日，省委又收到 ２
月１２日的中央指示信和６月１３日中央与中革军委
联合发出的军事训令，经研究后仍确定以保持和逐

渐巩固现有根据地为主要任务。其后随着反“围

剿”斗争形势日益严峻，省委关于战略转移的酝酿

逐渐接近成熟，但仍未能下定决心。８月底，程子华
奉命从中央苏区辗转到达鄂豫皖苏区的卡房（河南

罗山县境内），向省委委员、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

传达了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周恩来在指示中明确指

出红二十五军要实行战略转移，并对选择新根据地

的条件作了详细指示［１］１１５。当时率红二十五军在豫

皖边活动的省委收到郑位三的来信后，立即率领部

队赶回豫鄂边地区。１１月１１日，省委在河南光山
县花山寨召开第 １４次常委会会议（即花山寨会
议），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讨论红二十

五军的战略转移问题。花山寨会议决定，省委立即

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去发展红军和创建

新的革命根据地，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

第二先遣队”，并确定以平汉线以西豫鄂边界的桐

柏山区和豫西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花山寨会议的

召开，标志着历时半年多的关于红二十五军进行战

略转移的酝酿和决策最终确定。

（二）河南是长征部队的重要出发地

河南罗山县的何家冲，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的主

要出发地。１９３４年下半年，为打破国民党军队对鄂
豫皖苏区的“围剿”，红二十五军一直处于艰难的转

战之中。１１月初收到郑位三来信后，中共鄂豫皖省
委指挥在鄂豫皖边葛藤山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五军兼

程西进，先后突破敌军４道封锁线，于８日拂晓到达
光山县东南５０公里的斛山寨地区，并在这里与“追
剿”之敌１０个团展开激战，取得毙伤敌４０００余人的
重大胜利，为接下来的战略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后，省委率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进，在花山寨与鄂东

北道委会合，并召开了花山寨会议。根据会议精神，

部队进行了领导人调整和部队整编，迅速做好出征

的准备工作。程子华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改

任副军长，吴焕先仍任政治委员，部队西移至罗山县

殷家湾、何家冲一带整编，撤销师一级编制，军直辖

第２２３团、２２４团、２２５团和手枪团等４个团共２９８０
余人。在紧张的准备中，向全军指战员着重进行了

“打远游击”和“创建新苏区”的政治动员，明确人员

实行轻装，每人准备三天干粮、两双草鞋［２］。１１月
１６日，红二十五军在省委率领下，从何家冲出发挥
师西进，正式踏上长征之路。出发之际，省委发布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宣言》，宣布了

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的宗旨。

（三）河南是长征突围的重要作战地

红二十五军长征初期，主要在河南省境转战，鏖

战独树镇更成为长征中的经典战例。１９３４年１１月
１７日，红二十五军在朱堂店以南的罗古寨击退敌
“追剿纵队”第５支队进攻后，当晚乘敌部署间隙，
由信阳城以南的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

迈出了战略转移的关键一步。进入河南、湖北交界

的桐柏山区后，鉴于该地区不利于立足发展，省委决

定立即通过豫西平原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挺进，

并相机建立新的根据地。红二十五军佯攻湖北枣

阳，然后转向进入河南桐柏县北上，由中共鄂豫边工

委书记张星江带路，绕道平氏镇、泌阳城东，经马谷

田、刘庄铺、贾楼等地北进至驻马店西北地区，于１１
月２５日到达象河关西北的王店、土风园、小张庄一
带。１１月２６日，红二十五军准备在方城县独树镇
附近通过许（昌）南（阳）公路时，在恶劣天气下与优

势之敌遭遇并展开激战。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

长征途中一次极为险恶的战斗，军主要领导人和共

产党员奋勇当先，全军官兵顽强战斗，最终得以转危

为安，连夜突出重围，在叶县保安寨以北的沈庄附近

穿过许南公路，于２７日拂晓进入伏牛山东麓。其
后，红二十五军日夜兼程向陕西南部前进，经一行

树、庙子、栾川、陶湾等地，于１２月４日到达卢氏县
叫河附近。在敌军已控制入陕大道、对我形成前堵

后追的态势下，红二十五军在一位名叫陈廷贤的货

郎帮助下，由一条经大石河、文峪、卢氏县城南的隐

蔽小路，迅速把敌人甩在身后，于１２月８日突破豫
陕交界处的铁锁关（即箭杆岭）进入陕西境内，进入

了开辟鄂豫陕根据地的新时期。此外，１９３５年上半
年，红二十五军曾进入河南卢氏、淅川等县境内转

战，进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

（四）河南是长征力量的重要来源地

河南是鄂豫皖、鄂豫陕两个根据地的重要组成

部分，因此成为红军长征力量的重要来源地。在参

加长征的红军部队中，豫籍将士占有相当比重，作出

了重大贡献。笔者据“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

书”所载长征时期牺牲的《营以上干部烈士名录》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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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河南籍烈士就有４６人，其中随红一方面军长征
牺牲的有袁良慧（河南济源县人）、毛德贵（河南

人）、杨刚（河南人）、陈英琦（河南开封市人）、杨春

华（河南人）、胡宗万（河南新县人）等；随红四方面

军长征牺牲的有耿协丰（河南光山县人）、刘栋勋

（河南罗山县人）、余娃子（河南罗山县人）、袁永庆

（河南新县人）、胡光祖（河南商城县人）、黄绍宽（河

南商城县人）、林培松（河南新县人）、叶道武（河南

新县人）、卢炎文（河南光山县人）、郭启焰（河南新

县人）、魏新涛（河南人）、陈学柱（河南商城县人）、

王振亚（河南商城县人）、丁先华（河南新县人）、何

立池（河南新县人）、韩家仁（河南光山县人）、漆承

龙（河南商城县人）、罗明焕（河南新县人）、吴立斌

（河南商城县人）、吴启松（河南商城县人）、胡山宗

（河南光山县人）、高继贤（河南光山县人）、丁绵莲

（河南商城县人）、周绍城（河南商城县人）、胡永香

（河南新县人）、韩文吉（河南光山县人）、黄耀宗（河

南商城县人）、沈家铎（河南商城县人）、韩家松（河

南光山县人）、林树松（河南新县人）、张子义（河南

商城县人）、徐其坤（河南商城县人）等；随红二十五

军长征牺牲的有易德高（河南商城县人）、叶光宏

（河南商城县人）、刘传根（河南商城县人）、吴焕先

（河南新县人）、吴维儒（河南新县人）、杜本润（河南

新县人）、宋国兴（河南新县人）、卢祖和（河南新县

人）、罗文直（河南新县人）等［３］。在红四方面军和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队伍中，豫籍将士所占比重尤大，

主要来自豫南地区的新县、商城、固始、潢川、光山、

罗山等县［４］。以许世友（河南新县人）为代表的豫

籍开国将帅中，绝大多数参加过长征。率领红二十

五军长征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吴焕先（河南新县人），

历任红二十五军军长、政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副书

记、代理书记，为长征胜利和鄂豫陕根据地创建作出

卓越贡献，１９３５年８月在甘肃泾川四坡村附近指挥
部队南渡河时与敌激战壮烈牺牲，年仅２８岁。他
是将士们公认的红二十五军“军魂”，入选“１００位为
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１００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双百人物）。

（五）河南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熔铸地

长征书写了惊天动地的壮丽史诗，也熔铸了巍

然屹立的精神丰碑。长征精神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因

素，也是长征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河南以

其在长征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成为长征精神

的重要熔铸之地。伟大长征精神五个方面的具体内

涵，都在长征前后红军在河南的转战历程中得到生

动体现，这里也因此成为长征精神熔铸生成过程中

的重要环节，有些甚至是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环

节。比如，红二十五军全体红军将士听从党的号令，

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打远游击”，最先到达陕北，

胜利完成长征，集中体现了长征精神内涵中把全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

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

比如，红二十五军在河南出征和转战期间，克服重重

困难连续作战，勇越平汉路、鏖战独树镇、巧过铁锁

关，长驱１８００余里胜利入陕，集中体现了长征精神
内涵中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

一切牺牲的精神。比如，红二十五军领导人根据中

央指示精神，研究决定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

第二先遣队”的旗号，沿途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

张，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同时结合部队人数较少、行

动灵活、敢打硬仗的特点，确定了军事上实行高度机

动但又不消极避战的方针，集中体现了长征精神内涵

中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比如，红二十五军与鄂豫皖、鄂豫陕根据地以及长征

沿途地方党组织之间密切合作、精诚团结，与红四方

面军、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主动配合、积极策应，集中

体现了长征精神内涵中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

结的精神。比如，红二十五军在河南转战期间模范执

行群众纪律和统战政策，深入发动和教育群众，沿途

党组织和群众热心带路、筹集粮草、送水送饭等，集中

体现了长征精神内涵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

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二、河南长征文化资源的类型与蕴涵

长征文化博大精深，蕴涵丰富，它由特定历史事

件中衍生出来，经历了较长时段的发展演变过程，涵

盖了许多相关范畴和领域，外现为“历时态”与“共

时态”的统一。“历时态”的长征文化，从长征时期

直到今天，始终在与时俱进中创造发展。“共时态”

的长征文化，就其内在结构而言主要包括长征精神

文化、长征物质文化和长征制度文化。河南长征文

化资源贯穿于两种样态三重结构之中，形成了深厚而

独特的文化累积，“红二十五军长征决策地”“红二十

五军长征出发地”“北上先锋突围转战地”更成为河

南长征文化资源最鲜明的标签和最集中的领域。

（一）厚重深沉的精神文化

所谓精神文化，一般指在物质文化基础上衍生

出的人类所特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集合，包

括文化精神、文化道德价值观念、文化理念、行为准

则等。广义的长征精神文化，是指长征文化中除物

质文化、制度文化之外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

领域的总和［５］。长征精神文化是长征文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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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尤以长征精神最为重要，此外作为其生动呈现

的长征文学艺术、作为其高级形态的长征学术研究，

也都是狭义长征精神文化的重要元素。河南是长征

精神的重要熔铸地，对此前文已有阐述，下面将从长

征文学艺术、长征学术研究等精神文化要素进行考

察。

长征文学艺术。红军长征从河南出发和转战的

过程中，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和沿途群众所创作的诗

词、歌谣、标语、绘画等，都是长征文学艺术的重要组

成部分。比如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部宣传员和文书的

徐兴华，在长征途中创作了歌曲《一支红军出罗山》

并流传至今［６］。１９３６年黄镇（时任红十五军团政治
部宣传部长）创作的《红二十五军十五个月斗争

歌》，当时即在部队广泛传唱，其中就有关于红二十

五军从河南出发长征和突围的记载和反映［７］。随

中央红军长征的河南信阳籍女红军危拱之，在长征

途中创作的《凤阳花鼓》等，深受红军将士欢迎［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这首经

典红色歌曲，就是从河南首唱、从红二十五军长征途

中传播直到在全军全国唱响的，其主要创作者是曾

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秘书长的程坦（河南新县人）

以及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的刘华清［９］［１０］。

新中国成立以来，红二十五军或河南籍的长征将士

撰写的回忆录文章（许多都收入《星火燎原》等），在

河南创作或发表的长征文学艺术作品等，为数不少，

影响颇大，进入新时代以来更是呈现日趋繁荣的发

展态势。比如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和
河南省文化厅共同举办的“河南省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８０周年优秀剧目展演”活动中，推出了新编越调
历史剧《飞夺泸定桥》、交响合唱音乐会《长征组

歌》、大型原创民族歌剧《八月桂花香》等文艺精品；

２０２０年三门峡市蒲剧院创演的大型原创现代蒲剧
《布衣英雄》演绎了货郎陈廷贤带领红二十五军由

豫入陕的历史故事，获河南省第１５届戏剧大赛“河
南文华大奖”“文华剧作奖”等；２０２１年，开封市歌舞
剧院创演的河南坠子《长征托婴》，入选全国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优秀曲艺作品展播；近年来，
信阳市陆续推出了电影《红星闪亮》、舞台剧《银杏

树下》、歌曲《何家冲，红色的摇篮》、光山花鼓戏《花

山寨》、广播剧《“娃娃军”的长征》、长篇小说《大别

山》《红二十五军》等一批长征文艺作品。

长征学术研究。长征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

也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在长征学术研究领域，

河南省占有重要一席。根据笔者编纂的《长征论著

目录》（未刊稿）不完全统计，截至２０２４年底出版的

长征主题图书（含内部编印的重要资料）２５００余种，
许多都涉及河南与长征的内容，其中以红军（以红

二十五军为主）长征在河南为主题的就有２０余种，
出版（印刷）地在河南者有４０余种；截至２０２４年底
发表的长征主题文章（含论文集和资料集析出文

献，不含长征文艺作品）约有３万篇，其中仅主要以
红军长征在河南为题材者约有 ３００篇，此外作者
（机构）、发行（编印）地属河南省者，以及包含或涉

及红军长征在河南者，也为数不少。以长征著作而

论，其中有代表性者有中共新县党史资料征编委员

会编《卓越的青年将领———纪念吴焕先同志牺牲五

十周年专辑》（１９８５年），卢振国、姜为民编《红二十
五军长征纪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郑广
瑾、方十可编著《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７年初版，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６年以《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记》书名再版），卢振国著《血沃中原———吴焕

先传记》（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蒋建农、刘
家齐、江水主编《长征画典》（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版），郑广瑾编著《长征事典》（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版），中共方城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血战独树
镇》（１９９７年首版、２０１６年修订版），李国城、姜廷
玉、张海主编《长征颂》（中央文献出版社、大象出版

社２００６年版），中共南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红军
与南阳———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２００６
年），孙俊杰著《红二十五军军魂———吴焕先》（郑州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田青刚、陈显志主编《吴焕
先》（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胡培刚、彭国运
主编《红色花山寨》（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中共南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红军征战南阳》（２０１６
年），马福运主编《长征精神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中共信阳市委党
史研究室编著《北上先锋———红二十五军长征画

史》（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孙俊杰主编《情
深谊长》（海燕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牛宁主编《河南
罗山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旧址修缮工程实录》

（学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尹霞著《三千儿郎：从鄂
豫皖到陕甘边》（河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２４年版），中共
罗山县委宣传部编著《北上，从何家冲出发》（中国

文史出版社 ２０２４年版），等等。多年来，河南省的
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在红二十五军长征史、红军长

征转战河南、吴焕先研究等领域，都推出了有分量的

研究成果，出版机构策划推出了《长征画典》《长征

事典》《长征颂》等有影响的重点图书；《河南日报》

《信阳日报》《党的生活》等对长征纪念活动和长征

文化建设持续跟踪报道，《史学月刊》《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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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论坛》《中州大学学报》等刊物都成为长征研

究的重要学术阵地；近年来，河南省学术界牵头或参

与举办了专题学术研讨会，河南省高校（如河南大

学、郑州大学、信阳师范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等）发表了数十篇以长征研究为主题的优秀研究生

学位论文，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本省的长征研究。

（二）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

所谓物质文化，一般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产品

及相关技术，包括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以及生产技术

等。长征物质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其中长征文

物是最主要的物质载体。河南长征物质文化遗存类

型多样，分布广泛，独具特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当属位于信阳市罗山县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

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于１９９６年１１月被列为第４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罗山县铁铺乡何家

冲及军部旧址（何氏祠）、总医院旧址等。２０１６年在
全国范围内评选的“我心中的长征纪念地”中，红二

十五军长征出发地成为２０个入选单位之一，也是河
南省唯一入选单位。位于信阳市光山县的花山寨会

议旧址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周洼村当年开会

的瓦房、红二十五军军部、花山寨顶、将军旧居群

等［１１］。位于南阳市方城县的独树镇战斗纪念碑，经

国务院批准于１９９７年建成，程子华、刘华清分别题
词，已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重要的革命教育基

地［１２］５０－５１。位于三门峡市卢氏县的红二十五军长

征纪念馆，以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为依托，包括红军

文化广场、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念碑等，其中军部旧址

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还有位于信阳市新县的

吴焕先烈士故居和纪念碑、位于洛阳市嵩县的红二

十五军长征木札岭战斗旧址和纪念碑等。在保护开

发利用方面，近年来河南推动出台了《河南省革命

文物保护条例》，公布了两批革命文物名录、６个全
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分县片区和１６家河南省革命
文物协同研究基地，革命文物主题游、红色文化游成

为社会新时尚，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在党史学习、

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

显。在全国 ３０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中的“武
汉—麻城—红安—新县—信阳线”，就包含罗山县

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等处。２００５年公布的全国
第一批１００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２０１６年公布
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中，“信阳市红色

旅游系列景区”中也都包含罗山县铁铺乡红二十五

军长征出发地等多处长征相关景点。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
年公布的河南省第一批、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中，红

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司

令部旧址、卢氏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二十五军独

树镇战斗纪念地、花山寨会议旧址、吴焕先烈士故

居、过山庙红二十五军长征宿营地旧址、红二十五军

上马村战斗遗址、柳林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地等一

大批长征文物均入选其中。

（三）赓续传承的制度文化

所谓制度文化，“是人类在政治生活和制度安排

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思想观念的总和，包含着制定制

度的原则、价值和理念等”［１３］。长征制度文化主要指

长征文化的制度凝结或法治化表现，一般包括在长征

和新长征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关价值理念、规章制

度和体制机制。长征制度文化在河南有着丰厚的积

淀和呈现，在彰显中国共产党党员模范作用、熔铸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建构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等方

面影响深远，对此前文均有涉及。下面仅以具有重要

象征意义的长征纪念活动开展为例加以分析。

纪念活动是一种带有很强政治属性的仪式和象

征，长征纪念活动是长征制度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集

中呈现。河南省的长征纪念活动，既与全国全军的

纪念活动统筹安排、一体推进，又具有显著的地方特

色，一般与长征出发和胜利逢五、逢十周年的重大纪

念日相重合，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和社会效益。

比如，１９８６年红军长征胜利５０周年之际，在郑州举
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省会军民１０００余人参加；共
青团省委、省青联召开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５０周年
座谈会；省社联、省党史工委、省党史学会在信阳联

合举办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５０周年学术报告会，省
党史学会举行了学术讨论会；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

地市举办了各种小型纪念活动，其他地市也通过召

开老红军座谈会和组织参观慰问等活动的方式进行

纪念；《河南日报》、省电视台、省广播电台等媒体除

跟踪报道相关纪念活动外，还分别选登了纪念文章、

回忆录，组织了各类专题纪念节目和文艺节目等；出

版部门编辑出版了有关主题图书［１４］。这次纪念的

规格和形式，在以后基本被延续下来并与时创新。

１９９６年红军长征胜利６０周年之际，省委、省政府、
省军区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６０周年座谈会，省党
政军领导和老红军、老干部代表出席；省团委、省委

党史研究室联合召开了全省各界青年代表纪念座谈

会；省博物馆主办了“钢铁洪流———纪念红军长征

胜利６０周年”展览，并在全省各地市巡回展出；省
文化厅举办了“中国共产党建党７５周年暨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胜利６０周年文艺晚会”；省历史学会等
在洛阳举办了“河洛文化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６０
周年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６年红军长征胜利７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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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际，对全省健在的老红军逐一走访看望慰问，并编

辑出版了《闪闪的红星———河南省健在的１１５位老
红军影像集》；在罗山县举行了“河南省‘文化共享

长征行’活动出发仪式”，并沿红军长征路线开展共

享工程宣传、农村文化建设等工作；省文联等举办了

书法、美术、摄影展，各地市举办了各类座谈会、文艺

演出、重走长征路活动等。２０１６年红军长征胜利８０
周年之际，隆重举行了河南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８０
周年大会；在省会郑州举办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８０
周年书画展、交响诗会等文艺活动；在大别山干部学

院举办了“红军长征与党的建设”学术研讨会；各地

区都举办了相关纪念活动，如信阳市举办了专题展、

书画展、摄影展等系列活动，三门峡市在北京举办了

红二十五军长征卢氏突围采访座谈会等活动，南阳

市在北京举办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图片展
等活动。近年来，河南的长征纪念活动开展更趋常

态化，“重走长征路”等群众性活动产生良好反响。

比如２０１７年信阳市主办的“北上先锋·纪念红二
十五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专题展览”外地巡回展览
活动和在大别山干部学院开展的“重走红二十五军

长征路”活动，２０１９年在信阳罗山县举行的纪念红
二十五军长征出发８５周年大会和在北京举行的纪
念红二十五军长征暨“花山寨会议”８５周年座谈会，
２０２１年在全省开展的“网上重走长征路”活动，２０２４
年《河南日报》等举办的“从何家冲再出发———重走

长征路　奋进新征程”全媒体大型行进式报道活动
和信阳市主办的纪念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９０周年
大会等。

三、河南长征文化建设的进路与前瞻

河南的长征文化建设已经走过了９０年历程，呈
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几十年来，河南长征文化

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但也存

在着一些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短板，在迎来宝贵机

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发展瓶颈。如何统筹和加强新时

代长征文化建设，仍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努力践行

的时代课题。

（一）河南长征文化建设的阶段性回顾

河南的长征文化建设在红军长征时期就已经起

步。如前所述，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就开展了卓

有成效的文化工作、创作了堪称经典的文艺作品，其

中包括从河南首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等。

１９３６年《共产国际》第７卷第３期发表的《中国红军
第二十五军底远征》，生动记录和高度评价了红二

十五军这支从河南出发长征的“儿童军”，“儿童军”

“娃娃军”的称谓由此在世界上传播开来。这些都

可视为河南长征文化的初萌。

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的长征文化建设正式起步。

这一时期有许多长征亲历者撰稿的《星火燎原》等

刊发的回忆录文章中，反映河南与长征内容的为数

不少。１９６０年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徐海东领导编写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至１９６５年形成
初稿（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又修改形成第二稿和第三
稿），其中红二十五军长征包括在河南出发和转战

的历史，是其中浓墨重彩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改

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特别是在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６年、
２００６年红军长征胜利逢十周年前后，结合红二十五
军长征出发和胜利到达陕北、红军长征胜利等重要

纪念活动，河南的长征文化建设不断掀起热潮。

１９８５年吴焕先牺牲５０周年之际，中共新县党史资
料征编委员会编写出版了《卓越的青年将领———纪

念吴焕先同志牺牲五十周年专辑》。１９９６年，红二
十五军长征出发地被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其后又有许多长征文物被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

单位，并新建了一批纪念设施，保护开发利用工作受

到重视，在２１世纪以来的红色旅游热潮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进入新时代，长征文化建设借着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推动、重大纪念活动带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驱

动的东风，进入了蓬勃发展、日趋繁荣的新阶段。河

南省对此高度重视，长征文化建设进入高速发展的

快车道。２０１６年长征胜利８０周年前后，在全省范
围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并由省文物局主抓、新县

文物局负责开展了红二十五军在河南省境内的遗

址、遗迹专项调查课题，足迹遍及５省４０余市县，行
程１．３万余公里，调查遗址遗迹１１５处，收集文字材
料１７０多万字，拍摄图片６０００余张，从而进一步摸
清了长征革命文物家底［１５］。２０２０年以来，结合长
征国家文化公园（河南段）建设工作，河南省以红二

十五军长征红色资源为主线，全面梳理长征文化资

源，确定了一系列意义重大、主题鲜明、影响突出的

重点建设项目，在弘扬长征精神、整合文化资源、激

活红色基因方面走出了一条崭新路径，在全国范围

内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河南长征文化建设的辩证性考察

河南长征文化建设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呈现

出鲜明的地域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源

丰富、要素齐全。河南是历史文化大省，也是红色文

化大省，作为鄂豫皖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之一，留存了

十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在长征沿线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中，河南省不但孕育了红四方面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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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军两支长征队伍，而且在长征文化要素方面

比较齐全，举凡重要人物（以吴焕先为代表）、重要

会议（以花山寨会议为代表）、重要战斗（以鏖战独

树镇为代表）等均在长征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更以

长征决策地和长征出发地之一成为特色。二是主题

聚焦、品牌鲜明。河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第

一阶段战略转移主要征战地、鄂豫皖和鄂豫陕两个

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红二十五军又是最先胜利

完成长征的部队，因此河南的长征文化建设突出红

二十五军“北上先锋”鲜明品牌，以红二十五军从河

南出发和在河南转战的长征历史与红色资源为主题

主线，形成了独特的区位优势。三是各方重视、协同

推进。河南的长征文化建设历来受到各级重视和各

方关注，并形成了持续跟进、久久为功、密切协同的

优良作风。以红二十五军独树镇战斗纪念碑的建设

为例，１９８６年中共方城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就向县
委、县政府提出修建纪念碑的建议，并争取程子华为

纪念碑题写了“烈士精神不死”的碑文，但建碑一事

后因故搁浅；１９９４年，再次推动筹建纪念碑，并请刘
华清题写了“红二十五军独树镇战斗遗址”的碑文；

１９９６年获得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复同意建碑后，于
１９９７年正式动工，同年１１月２６日独树镇战斗６３周
年之际终得落成［１２］４９－５１。近年来，河南长征沿线地

市不但在省内组织协作共建和巡回展出，而且走出

本省在北京组织采访座谈会、专题图片展等活动，进

一步扩大了河南长征文化的影响力。

河南的长征文化建设既有其独特优势，也存在

着一些客观主观上的制约条件及现实困境。比如，

河南作为同时涵盖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四大国

家文化公园的省份，其建设重心为黄河国家文化公

园，相比较而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地位尚不凸显。

再比如，河南主要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和途经地，

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均未经过河南，而且红

二十五军长征转战河南的时间（约 ２０天）和距离
（１８００余里）都相对较短，因此在地位作用和资源分
布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先天局限。又比如，关于河南与

长征研究的主要成果聚焦和积淀于红二十五军战史

领域，其他领域的研究总体还相对薄弱，在研究成果

的数量和质量上与其他一些长征沿线省（自治区、直

辖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如在《中国共产党河南历

史》（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中尚无专门章节，仅
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一目不足２页篇幅，等等。

（三）河南长征文化建设的对策性思考

河南的长征文化建设已经走过了坚实的历程、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站上了全新的起点、迎来了宝

贵的机遇。机遇和挑战并存，新时代的河南长征文

化建设必须继往开来、扬长补短、守正创新，才能不

断取得新突破、创造新成就。

一是进一步在拓宽视野上下功夫。河南的长征

文化建设立足红二十五军长征长期深耕，打下了良

好的发展基础。新时代长征文化建设要突破先天不

足的局限，就要从“大长征”维度进一步拓宽视野、

打开格局。在长征历史进程上，１９３２年鄂豫皖苏区
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途经河南

至川陕的战略转移，既与后来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

军的长征行动有很大关联，也可视为广义长征的重

要内容；１９３５年五六月间高敬亭率红二十八军西征
的行动，１９４４年１１月王震率八路军南下支队经河
南向湘粤边界挺进的行动，被视为未完成的长征或

类似长征的战略转移行动，也都可以在宣传和研究

中进行比较。在重要人物纪念上，除吴焕先等代表

人物外，其他河南籍贯或与河南有重要关联的革命

先烈和英雄群体，都可纳入纪念范围统筹考虑。在

建设要素选择上，除长征出发和胜利、重要会议和战

斗等传统的建设要素和纪念节点外，长征途中以及

长征时期那些反映长征历程、折射长征精神、涵育长

征文化的相关要素，都可视情纳入建设范畴。

二是进一步在加强统筹上下功夫。河南的长征

文化建设，以红二十五军长征在河南沿线为主线，以

信阳、南阳、三门峡等６个省辖市１７个县（市、区）
为重点，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河南段）建设规划中

突出“一线”“三片”“五点”总布局，目前已初步取

得扎实成效。今后加强长征文化建设，要在进一步

加强统筹上下功夫，确保形成合力、带动全局。要加

强与省内黄河、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协

力，加强与红二十五军长征沿线省区（湖北、陕西、

甘肃）的协作，加强与鄂豫皖、鄂豫陕根据地属省

（湖北、安徽、陕西）的协同，加强与其他长征沿线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协调，在前期成立“红二十五军

长征沿线红色文旅联盟暨乡村振兴联盟”、加入“红

军长征论坛”联盟城市和“长征沿线红色旅游城市

联盟”等的基础上，探索更多有效的协作机制，共同

推进长征文化的共建共享、共同繁荣。

三是进一步在打造精品上下功夫。近年来，河

南长征文化建设在研究宣传、保护传承、文旅融合等

方面持续发力，让红色文化焕发出时代光彩，初步形

成了闪亮的文化名片。今后加强长征文化建设，要

深入挖掘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创新发展长征文化

的形式内容，着力在推出和打造精品上下功夫用气

力。要深入打造特色品牌，聚焦“红二十五军长征

·８７·



决策地”（以花山寨会议为标志）［１６］、“红二十五军

长征出发地”（以何家冲等处为重点）［１７］、“北上先

锋突围转战地”（以独树镇为代表）等，在全国范围

内更好地发挥红军长征主要决策出发地之一、红二

十五军长征首要转战地的引领作用。要潜心创作文

艺精品，像当年红二十五军将士在河南首唱《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歌一样，以长征精神研究揣摩长征

历史、服务实践，创造出长征文学艺术的高峰之作。

要扎实推进学术研究，依托省内科研机构和研究力

量，加强整体研究，推出重点著作，搜集历史资料夯

实研究基础，开展专题调研推动实践应用，组织学术

活动扩大影响。要持续助力乡村振兴，深入探索

“红色＋”实践经验，把长征文化同传统文化、自然
风光、产业布局融为一体，在红色引领、绿色发展、古

色添彩中带动长征沿线区域乡村振兴，使长征文化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彰显出更加重要的实践价值、谱

写出更加绚丽的河南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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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粤剧“出海”新路径探索

李永秀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３－１５
基金项目：２０２４年度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年度课题“广西粤剧名伶研究”（项目批准号：２４ＹＳＢ００４）
作者简介：李永秀（１９８２—），女，广西梧州人，广西职业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戏剧国际传播。

摘　要：粤剧是中国戏剧最早在海外传播的古老剧种之一，也是最早受到跨文化经验影响的地
方戏剧之一。自１９世纪中粤剧就开始在世界各地经历了从萌芽生根到开放革新、繁荣延续的发展
历程。可以说，粤剧海外传播是一部优秀的戏剧传播史。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创新是粤剧

海外传播的一个永恒话题。其实，粤剧在海外传播早期阶段就率先在表现形式和表演艺术上进行

“中西合璧”“洋为粤用”的创新，从这方面来说，粤剧海外传播历程又是一部出色的戏剧守正创新

史。新时代背景下，各种媒体和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粤剧的“出海”方式。粤剧在“出

海”过程中，如何创新表现形式和表演艺术，如何创新剧目创作模式与国际合作模式，如何创新翻译

模式，如何创新传播渠道与传播方式是亟需探索的问题。

关键词：粤剧创新；粤剧传播；粤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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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缘起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０日至３０日，第九届羊城粤剧节

在广州举行。仅仅在活动期间，广州文旅海外社媒

发布的内容就覆盖了全球４５个国家、使用３５种语
言的用户，引发线上关注与讨论，全网曝光量超

６５００万次［１］，第九届羊城粤剧节以创新、时尚、国际

化的方式成功将粤剧文化推广至全球。２０２４年 ７
月４日至１２日，广东粤剧院的艺术家在新加坡滨海
艺术中心上演了《三水儿女·红头巾》。剧目讲述

的是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群佛山三水女子为建设
新加坡热血奋斗的故事。这部粤剧的创作在保留粤

剧传统艺术特色的基础上，在音乐和群体舞蹈中融

入了流行元素，剧目创作凸显跨文化性，使新加坡观

众与舞台上的人物共情共鸣。我们从这两个粤剧成

功的“出海”案例中得到的启示是，新时代粤剧“出

海”，创新就是生命力。

粤剧流行范围广阔，遍及广东、广西、海南和香

港、澳门等地；在海外，遍及东南亚、美洲、大洋洲、欧

洲等华人华侨聚居地区［２］４３６－４３７。粤剧也被称为二

黄、梆子，其形成受到了昆、汉、徽、秦、湘、戈等多种

剧种的影响与滋润，并吸收了徽剧、汉调、秦腔、湘剧

的音乐而形成皮黄剧种［３］。清末民初“志士班”的

出现 ，使粤剧由最初的“戏棚官话（类似桂林官

话）”改为白话（粤语）演唱［４］７９。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
纪初，大量粤剧伶人到国外表演，他们把小提琴等西

方乐器、好莱坞电影银幕美学等西方艺术元素融入

粤剧，因此粤剧被认为是“最早受到跨文化经验影

响的地方戏剧”［５］２６。另外，粤剧也是中国戏剧最早

在海外传播的剧种之一。１９世纪中叶，一段交织着
悲惨、愤恨、血泪的华人海外务工史拉开序幕，随着

东南亚发现锡矿和种植橡胶，美洲发现金矿和修建

铁路，以及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外国资本家需大量海

外工人开采、种植和修建铁路，华人因经济原因、被

迫、被骗等出海，数量较多，且大部分为粤籍华

人［６］１６。粤籍华人乡土情结浓郁，为粤剧在海外的

广阔传播与落地生根撒播了种子。就像后人所说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

剧”［７］１０４。无论在东南亚、美洲、大洋洲，还是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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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剧都是几代海外华人的乡愁。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４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
调“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

文艺原创能力”［８］。２０２４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二
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着

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９］１。新时代背景

下，科技日新月异，全球年轻人的兴趣和审美也变化

迅速，粤剧要在新时代“出海”中大放异彩，唯一的

方式就是创新，利用好新媒体、ＡＩ技术不断探索粤
剧“出海”新途径。目前粤剧在“出海”中，也有一些

创新实践，并取得一定成效，如文章开头所述。但

是，完整成熟的戏曲“出海”路径是需要不断实践、

研究与总结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国内外对
粤剧海外传播的研究成果丰硕，学者们从多维度、多

视角对粤剧的海外传播进行研究，主要通过论文或

专著呈现，如论文《从三种社团形态看粤剧在当下

新加坡的传播趋势》《近现代粤剧在越南的演出与

传播》。在不胜枚举的相关粤剧专著中，较多专著

都或多或少提及粤剧的海外传播，如《粤剧史》《广

西戏剧史论稿》，都有关于粤剧海外传播的论述。

但是，从新时代视角研究粤剧“出海”新路径的相关

内容成果却很罕见，尤其对新时代粤剧“出海”的新

路径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当今，国家

重视传统戏剧 “走出去”，加上各种媒体和 ＡＩ技术
的快速发展，能为新时代粤剧“出海”提供强大的支

持。基于此，本文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探索新时代粤

剧“出海”的创新路径，希望能为新时代粤剧“出海”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新思路与新视角，让

世界观众透过粤剧这个切入点认识和理解真实、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一、粤剧海外传播概述

１９世纪中叶，大量华人“下南洋”“闯金山”
“走五洲”出国谋生，其中多为广东华人，粤剧也逐

渐传播至东南亚、美洲、欧洲、大洋洲乃至非洲等地。

粤剧的海外传播历程是一部充满艰辛与辉煌的历

史。以下将粤剧海外传播总结为四个阶段，简要阐

述每个阶段的历史背景、重要事件、代表人物和传播

特点。

（一）１９世纪中叶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粤剧在海
外落地生根

东南亚：因为地缘关系，广东、广西在１９世纪中
叶以前就有华人移民南洋，粤剧也随之传入马来西

亚、新加坡、泰国、越南、柬埔寨、菲律宾、缅甸、文莱、

东帝汶等国家，其中，新加坡的粤剧演出活动最为活

跃［１０］。早在１８５７年，新加坡就成立了粤剧戏班的

行会组织“梨花堂”。清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粤剧
伶人李文茂率领梨园子弟响应太平天国起义。咸丰

十一年起义失败，清朝统治者对粤剧艺人进行捕杀，

李文茂和许多粤剧艺人被迫逃往新加坡、马来西亚、

越南等国避难［１１］，这些艺人使粤剧在东南亚早期的

传播更趋专业化、艺术化。

美洲：美国是粤剧在美洲传播的第一站［１２］５０。

冉奈尔德·瑞多尔曾说：“１９世纪中叶，当中国先驱
一开始离开他们家乡的珠江三角洲，在加利福尼亚

建立起华裔美国人社区……很快在新世界建立起音

乐剧场。”［１３］３８１８５２年１０月，《上加州日报》刊登了
中国粤剧团“同福堂”（ＴｏｏｇＨｏｏｋＴｏｎｇ）的广告与报
道，并称这是“著名的天国剧团同福堂在美国首

秀”［１４］８３。此后，不断有粤剧戏班踏上美洲各国的舞

台，不仅在美国的多个城市如三藩市（旧金山）、洛

杉矶、西雅图、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华盛顿等地演

出，还前往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墨西哥的墨

里卡利、墨西哥城，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古巴和南美

洲的秘鲁等国家表演［６］１６－１７。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旧金
山有“大舞台”和“大中华”两家戏院经常上演粤剧，

这进一步证明了粤剧早期在美洲的影响力［１４］８３。

欧洲、大洋洲及其他国家：１８６７年，广东粤剧戏
班在法国第二届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进行表演，这是

一次具有粤剧早期向欧洲传播历史意义的演出。到

了１９５０年前后，英国的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地区的香
港移民逐渐增多，香港移民也把粤剧带到了新的居

住地［６］１７。１９世纪 ５０年代，澳大利亚多处发现金
矿，大量中国人前往。到１８５６年，澳大利亚的华侨
总数已达到２．７万人，这些华侨中约９０％来自珠江
三角洲［１５］２６－２８。粤籍华侨是粤剧在澳大利亚早期

传播的主要因素。１８５２年前后，粤剧戏班开始在墨
尔本周边的乡村演出［１６］。１９世纪末至 ２０世纪上
半叶，一些粤剧戏班和艺人从泰国、新加坡、缅甸到

印度加尔各答、晏公等城市演出。２０世纪初，粤剧
团体和艺人到过中东的埃及和非洲的南非演

出［６］１８。

（二）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粤
剧从革新、繁盛到式微

辛亥革命前，爱国人士开始创办“志士班”，粤

剧表演者穿上时装表演“改良新戏”，剧目创作上是

革命的内容，粤剧语言从“戏棚官话”变为“粤语”。

１９０８年，“志士班”开始赴东南亚各地演出［１７］１３０５，也

随之把革新后的粤剧剧目和表演艺术传播到海外。

孙中山先生曾说，“华侨是革命之母”，可以借助粤

剧的“高台教化”而收宣传鼓动之效。许多海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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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班也开始编演革命剧目，如南洋的“振天声”“真

相”，北美的“新舞台”等等，［１８］１０９当时粤剧还相当于

孙中山等革命者和海外华侨沟通联系的桥梁，海外

华侨借助粤剧支持祖国革命，而粤剧又因此提升在

海外的影响力，推动了剧目内容、表演艺术的革新。

清末民初，因清政府屡禁以至于几近销声匿迹

的戏剧女伶，再绽生机，异军突起。２０世纪二三十
年代是全女班的鼎盛时期，有数十班［１９］２５。女班的

盛行直接促成了粤剧女伶的崛起，不仅革新了粤剧

剧目的题材，也拓展了粤剧音乐声腔、表演技巧。这

些粤剧女伶源源不断到海外登台演出，也促进了粤

剧海外传播与繁荣。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国内
粤剧名角辈出的时代，如粤剧名伶薛觉先、马师曾、

千里驹等等，特别是粤剧大师薛觉先和马师曾的

“争雄”阶段，竞相吸收中西优良艺术元素，不断地

改良粤剧，推陈出新。这些粤剧大师也经常到东南

亚、美洲登台演出，进一步推动粤剧在海外的蓬勃发

展。据《粤剧大辞典》之“粤剧在海外”篇老艺人刘

国兴介绍，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东南亚演戏的粤
剧艺人有２０００多人［２０］５２，可见其繁盛。随着 ４０年
代二战爆发，粤侨流离颠沛、食不果腹、忙于生计，也

因为新兴影视等文艺行业的冲击，粤剧在海外传播

进入了式微阶段。

（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粤剧海外传播
焕发生机

在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外粤剧团体相继崛
起。据９６“羊城国际粤剧节”时期的统计，众多国家
成立了粤剧粤曲社团，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

哥、古巴、牙买加、巴拿马、秘鲁、巴西、委内瑞拉、南

非、埃及、印度、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丹

麦、瑞士、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

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以及毛里求斯等。［２１］此时，

粤剧已经遍及全球五大洲。同时，国内大量的粤剧

名伶到海外登台演出，进行文化交流，如当时风靡两

广、香港、澳门及东南亚的广西粤剧名伶潘楚华，

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７年间，赴美国 、新加坡、法国等十多
个国家演出。

政府和民间共同办粤剧，使其从唐人街走向国

际舞台。１９９０年，广州市隆重举办首届“羊城国际
粤剧节”（后来称“羊城粤剧节”），自１９９６年第二届
起，“羊城国际粤剧节”便确立为每四年举办一次。

１９９４年，在法国华人彭溢威的努力下，欧洲粤剧研
究会联合总会在巴黎成立，并举办了首届欧洲华人

粤剧大会演，该会演后来成为传统，每年１０月或１１
月在欧洲各国轮流举办。１９９０年，值“四海剧社”创

立２０周年庆典之际，美国曼哈顿自治区区长罗斯瓦
特·梅辛吉出席并表彰该剧社对戏剧艺术领域的杰

出贡献以及对亚裔美国群体的积极影响。［２２］１９８１
年和１９９７年，敦煌剧坊的成员胡桂馨与卢眉桦分别
赢得了新加坡政府颁发的“文化奖”［２３］。１９９４年，
粤剧名伶罗品超，获美国林肯艺术中心和纽约美华

艺术协会联合颁发的“终身艺术成就奖”。由此可

见，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海外华人财富的

增多，粤剧从被主流文化漠视到由政府和民间共同

保护，粤剧也从唐人街走向了更大的国际舞台。

（四）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粤剧多元化的海外
传播

剧目创作内容的多元化。其一，粤剧传统剧目

依然在海外传播中发挥作用，如２０１７年广东粤剧院
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演出的《紫钗记》；２０２３年，
新加坡敦煌剧坊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上演粤剧经

典《帝女花》。其二，跨文化的剧目创作，如《三水儿

女·红头巾》剧目讲述的是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一
群佛山三水女子热血奋斗，为新加坡的建设作出不

可磨灭的贡献的故事。这部粤剧剧目的跨文化性，

使新加坡观众与舞台上的人物共情共鸣。其三，英

语粤剧的创作，如２００２年新加坡敦煌剧坊黄仕英先
生以英文创编“英语粤剧”《清宫遗恨》，该部英语粤

剧在曲牌、音乐、程式、布景、服装等方面均与传统粤

剧无异，但其唱词、念白均用英语。

传播方式的多元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粤剧
的传播方式逐渐多元化，主要包括线下演出、线上传

播、影视化等多种形式。其一，国内粤剧团体到海外

演出交流，如广东粤剧院、广州粤剧团等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等地巡演，国外的华人剧社

剧团也经常在唐人街、社区、学校等地方演出。其

二，线上演出。如２０２０年疫情防控期间，广州粤剧
团通过互联网技术，将粤剧搬到线上，通过直播平台

推出“云端粤剧”系列。其三，粤剧的影视化传播。

将粤剧改编为电影或纪录片，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

如２０２１年由张险峰执导的粤剧电影《白蛇传·
情》，２０１９年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粤剧纪录片
《粤剧百年》。

受众群体的多元化。其一，受众地域多元化。

粤剧在东南亚、美洲、大洋洲、欧洲等华人社区中依

然拥有较广泛的受众。其二，新生代华裔。加拿大

华人颇多，其中广东人及后裔占 ６０％ 以上，加拿大
的粤剧学院有十多所，包括悦声粤剧曲艺学院、白雪

梅粤剧艺术学院等，这些粤剧学院为华裔二三代移

民传承粤剧发挥重要作用。其三，非华裔戏剧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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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２０１７年８月，由深圳民间文艺团体打造的改
编自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的粤剧《夫人计》，在英

国爱丁堡艺穗节上演，非华裔是主流观众。

二、新时代粤剧海外传播的窒碍与问题

新时代背景下，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科技

的日新月异，年轻人的兴趣和审美也变化迅速，粤剧

在表现形式和表演艺术的创新仍显不足，难以吸引

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受众，在剧目创作、国际合

作、翻译传播以及新媒体应用等方面也面临诸多壁

垒与问题，这些壁垒与问题限制了粤剧在海外的传

播范围和影响力 。

（一）粤剧“出海”表现形式和表演艺术创新的

不足

全球年轻人的兴趣和审美随着新时代的发展也

在不断地变化，因此粤剧国际传播如何创新表现形

式和表演艺术，让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受众喜

欢和热爱上粤剧，是新时代背景下粤剧艺术“出海”

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与困难。事实上，粤剧作为最

早“涉外”的剧种，从早期的海外传播开始，为了与

当时海外观众审美趣味相结合，就率先在表现形式

和表演艺术上进行“中西合璧”“洋为粤用”的创新。

早期海外走埠的粤剧伶人，将海外接触到最新的艺

术形式、艺术理念、舞台技术、音乐表演等与传统粤

剧相融合。“特别是在旧金山等北美地区走埠的伶

人，更容易受到好莱坞电影、西洋乐器以及滑稽秀、

综艺秀、墨面秀等舞台表演的熏染。他们极力汲取

灵活多样的形式元素融入粤剧演出之中”［１８］８５，为当

时的海外观众在视觉和观感上带来新鲜且共通的文

化体验。这些早期“粤剧 ＋西方艺术元素”融合创
新的表现形式和表演艺术的成功经验，也为新时代

背景下“粤剧 ＋西方艺术元素”的跨界尝试带来启
示。然而如何实现中西跨界，如何结合粤剧的传统

精髓和海外观众的审美兴趣，如何创新粤剧表现形

式与表演艺术是新时代粤剧“出海”面临的新问题，

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粤剧的创作形式、创作内容与国际合作存

在局限

粤剧在剧目创作上国际化叙事能力有待提高，

粤剧剧目创作既要保留粤剧精髓，又要符合国际审

美的叙事模式，这是剧作家面临的一个问题。另外，

共通性文化理念的植入是粤剧剧目创作面临的另外

一个问题，粤剧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价值观，但这

些价值观在海外传播中往往未能得到充分展现和深

入挖掘，这给新时代剧目创作提出了新要求。这两

个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粤剧剧目创作目前主要依赖

国内的剧作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粤剧创作的

国际化。国内剧作家的创作虽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但缺乏与国际戏剧作家的交

流与合作，可能导致粤剧在剧目上出现不符合国际

审美的叙事模式，共通性文化缺失等情况。其次，在

粤剧“出海”表演的剧目中，国内粤剧演员占主导地

位，国际华人、非华裔戏剧爱好者参与极少。这种表

演模式缺乏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和交流，可能导致观

众在欣赏过程中产生文化隔阂，难以产生共鸣。此

外，缺乏国际华人、非华裔戏剧爱好者的参与演出，

也限制了粤剧在当地的传播和普及，影响了国际传

播效果的提升。同时，粤剧在国际文化品牌建设上

的合作还比较罕见，缺乏与国际知名文化机构、艺术

团体的深度合作，导致粤剧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有限。

（三）粤剧翻译存在的壁垒与困难

其一，粤剧翻译融合了语言性、音乐性、文学性

的多重挑战，需要翻译者同时精通粤语、音乐、文学

才能进行有效的翻译，翻译时要注意唱词与音乐的

结合，包括乐句、节奏等，这给粤剧翻译带来了非常

大的挑战。就像新加坡敦煌剧坊粤剧表演艺术家、

剧作家黄仕英创作英语粤剧《清宫遗恨》所说：“要

对两种理论（音乐和语言）都很了解，要很深入，要

对词汇了解很广。英文押韵和中文押韵不一样，完

全两回事，同时要把词和广东音乐都考虑，真的很难

写……”［２４］５９粤剧的唱词和念白与广东音乐紧密结

合，翻译时既要保留原文的语义，又要考虑音乐的韵

律和节奏，可以说粤剧翻译难度极大。其二，粤剧翻

译理论有待系统化。从翻译类型来看，戏曲属于文

学范畴，粤剧翻译应归属文学翻译。但是粤剧不仅

仅具有文学属性，同时也具有音乐属性，这也是戏曲

翻译的特殊性。加上粤剧在语言上具有粤语演唱这

一地方戏剧特色，因此，粤剧翻译本身属于一个小众

化的研究领域，既归属于戏曲翻译的大范畴，又具有

粤剧翻译独特的文化表征。如果仅用文学或者戏剧

这两大范畴的翻译理论是无法高质量指导和实现粤

剧翻译的，这也造成粤剧翻译缺乏有效理论的指导

和经验上的广泛积累。同时，在传统戏曲式微的背

景下，粤剧翻译乃至整个戏曲翻译得不到翻译界的

广泛重视，这使得粤剧翻译成为一个小众化的研究

领域，缺乏足够的支持和关注。这也给粤剧翻译带

来了较大的困难。其三，翻译内容的局限性。目前

国内外不少粤剧研究学者、翻译或粤剧从业人员也

在粤剧的翻译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体现

在粤剧剧目翻译、粤剧表演时的双语字幕、创作英语

·３８·



粤剧、创作马来语粤剧以及剧目海报和剧目简介的

翻译方面。然而，对于粤剧文化的其他方面（如服

饰、脸谱、化装、名伶推介等）则涉及较少。这种翻

译范围的局限性不仅限制了粤剧文化的全面传播，

也影响了海外受众对粤剧艺术的深入理解和兴趣。

（四）粤剧传播渠道和传播形式有待拓展

粤剧１９世纪中叶就开始“出海”，有着悠久的
“出海”史，从最早在海外华人区表演，到粤剧伶人

在不同国家的走埠演出，再到粤剧艺人们在国际舞

台的表演与文化交流，其主要传播渠道和传播形式

是线下演出，即线下舞台演出为主。新时代背景下，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短视频、社交媒体、数字化技

术、ＡＩ技术为粤剧国际传播提供新机遇与新方式。
但是，粤剧在国际传播中，受到资源、技术、政策等多

方面因素的制约，海外传播仍依赖于传统的线下演

出，如剧场演出、文化交流活动等，这些传播渠道与

传播方式虽然能够直接展示粤剧独特的艺术魅力，

但由于受到地域、时间、观众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导

致粤剧国际传播范围非常有限。因此，目前线上直

播、短视频等新兴传播渠道与传播方式仍需努力拓

展。另外，粤剧的传播对象主要集中在海外华人社

区，而对非华裔受众的吸引力不足，对国际受众反馈

和精准传播方面的机制也有待完善，这些都会影响

粤剧国际传播的效果。其次，要实现粤剧国际传播

渠道和传播方式的创新与拓展，在内容制作、渠道建

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资

金往往成了粤剧国际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创新的瓶

颈。

三、新时代粤剧“出海”的新思路与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二次集体

学习时提出，“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

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

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

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

效果”［２５］。如何使粤剧“把握住国际传播领域移动

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并创作“让更多国外受

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的粤剧，是新时代粤

剧“出海”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激发活力，推进粤剧表现形式和表演艺术

的创新

１．推进跨界与融合，创新“粤剧 ＋西方艺术元
素”“粤剧＋国际共通文化元素”的粤剧表现形式，
让粤剧国际传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当今，中国戏

剧与种种现代艺术形式结合，在国内形成了“戏

曲＋”的新美学风格追求，跨界混搭、艺术融合成为

中国戏曲新的艺术形式。戏曲可以结合影视、流行

音乐、综艺、现代舞蹈、游戏竞技、说唱、真人秀、游艺

等多种形式，以适应社会对于文化艺术多元化、多维

度、多样态需求，让更多观众尤其是年轻群体喜爱戏

曲。基于国内的“戏曲 ＋”艺术创新理念与成功实
践，粤剧在国际传播中可以尝试运用“粤剧 ＋西方
艺术元素”“粤剧＋国际共通文化元素”的粤剧表现
形式进行创新传播。其一，粤剧 ＋西方芭蕾。在国
际粤剧表演中将粤剧台步、圆场、云手等动作与芭蕾

舞蹈的脚尖旋转、跳跃、手位相融合，这两种来自不

同文化体系的舞蹈形式相互融合，就像是东方艺术

与西方艺术在舞台上的一次艺术对话。其二，粤

剧＋动画。动画作为一种全球通用的艺术形式，能
为粤剧提供全新的表达方式，能推动粤剧走向更广

阔的国际舞台。创作中充分利用强大的ＡＩ技术，将
粤剧的经典元素与动画技术相结合，通过生动的画

面，更具吸引力的视觉、听觉体验和有趣的故事吸引

更多年轻观众，包括儿童观众。其三，粤剧 ＋游戏。
游戏是全球流行的互动娱乐形式，将粤剧融入游戏，

通过视觉、听觉和互动体验，能够更全面地展现粤剧

的艺术魅力，不仅能够吸引国内年轻观众，也能吸引

国外观众，这种跨界融合能为粤剧海外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可能。

２．坚守粤剧传统艺术精髓，同时结合外国受众
的兴趣点，彰显粤剧艺术的表现力。在新时代粤剧

的“出海”过程中，结合国际受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点进行表演艺术的创新，是提升粤剧国际影响力的

重要途径之一。外国人对中国的功夫、中医药、乐

器、传统节事活动、舞蹈、剪纸等非常感兴趣。粤剧

可以结合这些文化元素创新表演艺术，使其更贴合

海外观众的审美和兴趣。例如，“排场戏”和“南派

武功”是粤剧的传统精髓，“南派武功”要求功底扎

实，难度较高，针对国际受众对中国功夫的兴趣，在

粤剧表演中，可以强化武打情节，凸显粤剧“南派功

夫”的独特魅力，这不仅能够吸引对中国武术感兴

趣的海外观众，还能通过“南派武功”进一步展示粤

剧的独有文化。同时，粤剧还可以结合中医药文化，

通过剧目创作展现中国传统医学的理念与故事，以

此吸引对中医药感兴趣的海外观众。这方面同样可

以借鉴中国影视的经验，如２０２５年春节上演的电影
《唐探１９９０》，就融合了中医的“望、闻、问、切＂，也
在影片不少的画面中展现了精湛的中国功夫，深受

国内外观众的喜爱。

３．尝试让粤剧登上更广阔的国际舞台，潮流起
来。粤剧在国际表演中，可以尝试紧跟时代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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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好的方式与潮流，舞台也不仅仅局限于戏剧院的

舞台。这方面中国乐器、中国功夫已做了比较勇敢

与时尚的尝试，在国际时尚街区、公园、高校草地等

场所进行表演，已成为一种常见的文化传播方式。

粤剧可以借鉴这些成功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经验，

凭借一套粤剧戏服、一位粤剧伶人、一把中国传统乐

器，让公园、街道、草地都成为粤剧广阔的国际舞台，

表演一段粤剧传统“南派功夫”，或演唱一段经典剧

目，或展示粤剧一套身段组合，让粤剧成为国际时尚

的风景线，让国际观众对中国粤剧惊鸿一瞥。

（二）开放视野，推进粤剧剧目创作模式与国际

合作模式的创新

１．在粤剧剧目创作方面，邀请国际剧作家及其
他文化艺术工作者合作，树立粤剧国际形象。中外

戏剧艺术家之间的深度合作能有效地提升粤剧“出

海”效果，融入国际文化的粤剧更能引起国际观众

的兴趣。在合作创作中，注重共通性文化理念的植

入，增强文化认同，探索国际化叙事模式。国际剧作

家对中国的经典文学或粤剧作品进行大胆创新，从

他们的视角诠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种解读，这

种跨文化的改写有时更利于帮助国际观众理解、接

受中国传统文化。因此，打造一台成功的国际粤剧

作品，在剧目创作上，邀请国际剧作家合作，在合作

中注重采用国际叙事的模式，挖掘共通性文化，增强

文化认同，这是非常必要的。同时，音乐、舞美、服饰

这些元素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也要邀请音乐、舞

美、服装等设计人员合作。只有当这些创作者对中

国历史文化、中国粤剧有正确认知，他们所呈现出的

舞台、粤剧传统服装等才能让国际观众更准确地理

解中国粤剧，有利于减少“文化折扣”，推动粤剧更

好更全面“走出去”。总之，通过邀请国际剧作家及

其他戏剧艺术工作者的合作，有利于让粤剧与时俱

进，融入全人类共同价值思想，拓宽全球共同价值观

念的国际表达路径，将中国故事和中华文化留在海

外观众心中。

２．推动国内粤剧演员、华裔演员及非华裔演员
同台演出，提升粤剧的影响力。艺术的交流是双向

的，在粤剧的国际传播中，鼓励来自不同国家二三代

华裔演员、非华裔演员或戏剧爱好者同台合作表演，

这样不仅仅可以加深两国的友谊，促进表演艺术的

交流，更能拉近戏剧演员与各国受众的距离，受众更

容易对这样的合作粤剧产生共情共鸣。早在２０１４
年，广西粤剧演员与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

国的演员在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上，共同演出

由印度经典文学改编的粤剧《罗摩衍那》，多国演员

的同台演出，不仅使这部粤剧得到了东盟国家观众

的喜爱，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也进一步提高了粤剧在

东盟国家的影响力。

３．加强粤剧文化品牌建设的合作，创新粤剧国
际合作模式。粤剧作为岭南文化的瑰宝，其文化特

色不仅体现在剧目内容上，还蕴含在服饰、脸谱、道

具、化装等元素中。例如，粤剧的服饰色彩鲜艳图案

精美，妆容独具岭南特色，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粤剧

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新时代背景下，粤剧的海外传

播，可通过开展国际品牌建设的合作，以提升其在国

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这种合作形式可以是政府层面

的国际合作品牌建设，也可以是企业等形式的合作

品牌建设，通过突出其文化符号和特色元素，可以打

造具有代表性和辨识度的文化品牌。例如，可以将

服饰、脸谱、道具、化装等元素融入珠宝、装饰品、服

饰设计中，不仅能够更好地展示粤剧的独特魅力，也

有利于塑造这些品牌艺术特色，提高经济效益。这

种双赢的合作模式有助于粤剧在国际舞台上树立更

加鲜明的品牌形象，吸引更多国际观众的关注和喜

爱。

（三）与时偕行，加强粤剧艺术翻译及 ＡＩ技术
提供的翻译可能

１．ＡＩ技术的迅猛发展能为粤剧的翻译提供有
力支持。其一，ＡＩ翻译技术能将粤剧需要翻译的内
容直接生成多种语言，为粤剧的国际传播开辟了新

途径。例如，ＡＩ翻译技术可以根据粤剧剧本文字直
接生成多语种版本，而对于粤剧影视作品，强大的

ＡＩ可以自动生成多语种字幕。其二，ＡＩ驱动的实时
语音翻译技术能为粤剧艺术的国际交流提供支持，

例如，粤剧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粤剧艺术节或粤剧

演出中，ＡＩ翻译技术可以实现即时语音翻译，打破
了语言障碍。另外，不管是线上表演或线下表演，ＡＩ
翻译技术都能实现实时语音翻译，帮助非粤语观众

理解演员的唱词，增强观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其

三，ＡＩ系统可以自动识别粤剧艺术中特有的文化符
号和概念，如服饰、妆容、锣鼓点等等，并能形成多语

版本的文字解说，帮助国际受众更好地理解粤剧的

艺术特色。我们在充分利用ＡＩ技术的同时，也要正
视其存在的不足，粤剧是建立在音乐、语言之上的一

种艺术，粤剧唱词的翻译在篇幅和韵律上都有要求

与限制，因为要与音乐旋律和谐统一，目前这方面

ＡＩ翻译技术还存在缺陷，但随着 ＡＩ技术的不断进
步，其将为粤剧跨文化交流提供新的可能性。

２．加强粤剧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探索。粤
剧翻译需要建立系统的翻译理论体系，结合音乐、语

·５８·



言、文学的多重特点，加强粤剧系统理论与实践研

究，一方面，需观照戏曲翻译与粤剧翻译一般与特殊

的关系，在戏曲普遍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寻求粤剧翻

译的方法与策略；另一方面，翻译也要强化粤剧艺术

本身以及所承载的文化基因。同时，应摆脱西方翻

译理论的束缚，结合中国传统戏剧特点，从“讲好中

国故事”的视野创新粤剧翻译理论，也要注重翻译

实践，通过实际案例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粤剧艺术翻

译的质量。

３．进一步拓宽粤剧翻译内容范围。粤剧的翻译
不应局限于剧目内容，还应扩展到粤剧文化的各个

方面，如服饰、脸谱、化装、历史、名伶推介等。通过

全面展示粤剧的文化内涵，增强海外观众对粤剧的

兴趣和理解。例如，纪录片《百年粤韵》，从历史溯

源与现实观照、故事讲述与国际传播、文化展示与审

美表达三个维度，有效传播了粤剧艺术。另外，拓宽

粤剧翻译的内容范围，有助于海外粤剧受众根据兴

趣选择喜欢的粤剧文化内容，比如对粤剧名伶感兴

趣的受众，可以选择粤剧名伶方面的推介，对粤剧传

统服饰感兴趣的受众，也可以单选择粤剧服饰方面

的相关内容。

（四）踏雪寻梅，传播渠道与传播形式的创新

１．利用短视频的创新力量增强粤剧艺术在海外
的传播能力。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形式，凭

借其短小精悍、传播迅速、互动性强等特点，受到国

内外大众的喜爱。从跨文化传播的学术视角来看，

通过短视频这种传播形式，开展名家教粤剧、粤剧名

伶表演、粤剧服饰、粤剧脸谱与化装、粤剧趣闻轶事

等面向国际的系列短视频制作，能为粤剧艺术的海

外传播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与新的可能。短视频能

够突破传统传播方式的时空限制，以更加生动、鲜活

的方式呈现粤剧的艺术魅力，并且，为了适应不同国

家和文化背景的受众，短视频制作可利用ＡＩ技术赋
能多语言版本，以降低文化隔阂，提升传播效果。同

时，充分利用短视频平台的互动性，通过观众的反馈

和互动，不断地调整传播策略，为粤剧的传播提供新

的可能性。此外，短视频的内容制作需要体现专业

性，确保粤剧艺术的核心价值和文化内涵得以准确

传达，使粤剧在跨文化交流中传递出可信、可爱、可

敬的中国形象。

２．巧用线上传播和数字化技术，拓宽粤剧国际
传播范围，提升粤剧传播效果。随着科技的迅猛发

展，线上传播、数字化技术与ＡＩ技术的结合能为粤
剧的国际传播开辟新的路径。第九届羊城粤剧节活

动期间，广州文旅海外社媒矩阵（Ｆａｃｅｂｏｏｋ脸书、推

特Ｘ、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照片墙、ＹｏｕＴｕｂｅ优兔）充分发挥整
合传播优势，进行多样化的整合传播，成功吸引了大

量国际年轻观众和国际友人的关注，为粤剧的国际

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可以说，第九届羊城粤剧节

一系列的线上传播创新策略就是粤剧国际传播创新

的成功案例。因此新时代的粤剧海外传播，应活用

线上演播，将粤剧表演通过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Ｌｉｖｅ、ＹｏｕＴｕｂｅ、
Ｂｉｌｉｂｉｌｉ等平台进行直播或点播，吸引全球观众；精用
虚拟现实（ＶＲ）、增强现实（ＡＲ）和混合现实（ＭＲ）
等数字技术手段，给观众带来“黛玉真的就站在我

眼前葬花”这种身临其境的视觉和听觉效果，甚至

可以创造出比真实舞台更好的沉浸效果，创新戏剧

的表现形式；善用ＡＩ技术实现粤剧唱词和台词的实
时翻译与字幕生成，方便非粤语观众理解。

３．运用大数据和ＡＩ技术，实现国际受众分析与
精准传播，以提高粤剧传播效果。在粤剧国际受众

分析方面，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国际观众在社交

媒体、视频平台和搜索引擎上的行为数据进行多维

度分析，构建详细的用户画像，从而了解国际受众对

粤剧艺术的兴趣点和需求。例如，一些国际粤剧受

众可能对粤剧的音乐、唱腔、身段、武打感兴趣，另一

些国际受众可能对粤剧的脸谱、化装、服装、头饰感

兴趣。基于这些用户的兴趣点和文化背景，ＡＩ算法
可以将不同的粤剧文化元素与国际受众的兴趣进行

匹配，推荐最合适的粤剧艺术内容，例如，对于喜欢

粤剧音乐的国际观众，可以推荐粤剧音乐的讲解视

频；喜欢粤剧武打的国际观众，可以推荐精彩的武打

片段视频或相关文字讲解内容；对于喜欢脸谱、化

装、服装、头饰的国际粤剧观众，可以推荐相关展示

视频。此外，ＡＩ技术还可以实时分析用户评论、点
赞和分享等数据，通过分析这些反馈和评价数据，可

以进一步调整、优化粤剧内容创作和传播策略。基

于大数据和ＡＩ技术实现的国际受众分析与精准传
播，不仅能提高粤剧传播效率，还能增强受众的参与

度和文化认同感。

结 语

粤剧在海外悠久的传播过程，见证了粤剧不断

创新发展的历程。也正因为一代接一代粤剧艺术家

秉持这种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粤剧才能在国际的

大舞台上一个年代又一个年代地焕发生命活力，不

断前行。我们从粤剧海外传播历程中得到启示，汲

取智慧，粤剧要在“出海”中大放异彩，其核心的方

式就是创新发展。新时代背景下，科技的迅猛发展

给粤剧“出海”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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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所强调：“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

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

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９］２。粤剧“出海”要抓

住契机，探索粤剧文化和科技的融合，探索粤剧新时

代“出海”的创新路径，让古老的粤剧艺术在时代精

神和先进科技的激活中获得更强大的生命力，让粤

剧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让世界了解

真实的中国粤剧，并通过中国粤剧了解中国人的精

神内核，让粤剧在国际的大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展

示当代中国人的情怀与理想。

参考文献：

［１］周佩文．第九届羊城粤剧节圆满落幕，国际化传播覆盖
全球４５个国家［Ｎ］．南方都市报，２０２４－１１－３０．

［２］李权时．岭南文化［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３］张从渠，韦立荣．粤剧师公戏音乐资料汇编［Ｚ］．南宁：南
宁市戏曲音乐集成编，１９８８．

［４］李永秀．试论广西粤剧剧目创作与创新发展［Ｊ］．广西民
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４２（４）：７８－８４．

［５］ＤａｐｈｎｅＰｉ－ＷｅｉＬｅ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ｃ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ｇ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Ｉ
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６，ｐ２６．

［６］陈凝．粤剧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和影响［Ｊ］．南国红豆，
２００５（４）：１５－１９．

［７］洪晓文．《百年粤韵》首播：百年粤曲的韵味与回响［Ｎ］．
２１世纪经济道，２０２２－０３－２８（１２）．

［８］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１０－１５（２）．

［９］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４－１０－２９（１）．

［１０］毛雨，方宁．东南亚戏剧概观［Ｍ］．北京：北京时代华文
书局，２０１８．

［１１］赖伯疆．东南亚华文戏剧概观［Ｍ］．北京：中国戏剧出

版社，１９９３．
［１２］谢彬筹．华侨和粤剧（上）［Ｊ］．南国红豆，２００５（１）．
［１３］ＲｏｎａｌｄＲｉｄｄｌｅ，ＦｌｙｉｎｇＤｒａｇｏｎｓ，ＦｌｏｗｉｎｇＳｔｅａｍ：Ｍｕｓｉｃｉｎ
ｔｈｅＬｉｆｅｏｆ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ｓＣｈｉｎｅｓｅ，转引自吴戈《中美戏剧
交流的文化解读》，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Ｐ３８．

［１４］李晓昀．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北美华侨华人的跨洋往返
与香港电影的早期发展［Ｊ］．当代电影，２０２３（７）：８１－
８８．

［１５］黄昆章．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Ｍ］．广州：广东高等教
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６］白海英．粤剧在澳大利亚的传播历程与特点［Ｊ］．文化
遗产，２０２１（６）：８２－８９．

［１７］中国戏曲剧种大词典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剧种大词
典［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８］周东颖．清代末期粤剧的海外传播及其意义［Ｊ］．音乐
传播，２０１４（１）：１０４－１１１．

［１９］代宏．清末民国时期粤剧女伶的崛起：以广东佛山祖庙
博物馆“黑胶唱片展”为例［Ｊ］．人民音乐，２０２３（１）：２３－
２８．

［２０］钟哲平．新时代粤剧在美国的传播：白超鸿、林小群的
粤剧情怀［Ｊ］．南国红豆，２０１６，（１）：４８－５４．

［２１］陈超平．五洲四海来相聚，南国红豆展芳菲：９６羊城国
际粤剧节综述 ［Ｊ］．广东艺术，１９９７（１）．

［２２］徐颖果．美国华裔戏剧的历史与剧团形式［Ｊ］．华文文
学，２０１２（３）：１１６－１２３．

［２３］沈有珠．当代粤剧海外传播的新变［Ｊ］．戏剧（中央戏剧
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４）：８８－９７．

［２４］潘妍娜．敦煌剧坊与粤剧在新加坡的传承与发展［Ｊ］．
广州大典究，２０２１（１）：１２０－１３０．

［２５］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
局［Ｊ］．奋斗，２０１９（６）：１－５．

（责任编辑　林川）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ＮｅｗＰａｔｈｓｆｏｒ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Ｇｏ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
ＬＩＹｏｎｇｘｉｕ

（Ｇｕａｎｇｘｉ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ｎｉｎｇ，Ｇｕａｎｇｘｉ５３０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ｏｐｅｒａ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ｌｉｅｓ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ｇｅｎｒｅｓｔｏｓｐｒｅａｄ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ａｎｄ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ｌｏ
ｃａｌｏｐｅｒａｓｔｈａｔｗａｓｆｉｒｓ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ｍｉｄ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ｔｈａｓｓｐｒｏｕｔｅｄａｎｄ
ｔａｋｅｎｒｏｏｔ，ｏｐｅｎｅｄｕｐａｎｄｅｍｂｒａｃｅｄ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ｄａｎｄ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ｅｄ，ａｎｄｐｅｒｓｅｖｅｒｅｄ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Ｉｔｃａｎｂｅｓａｉ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ｏｐｅｒ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ｎ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ｄｉｓ
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ａｎｄａｄａｐｔ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ｉｌｌｗｉｎ，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ｕｐｈｏｌ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ｌ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ｗｉｌ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ｎｅｔｅｒｎａｌｔｏｐｉｃｆｏｒｔｈｅ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ｏｐｅｒａ．Ｉｎ
ｆａｃｔ，ｄｕｒｉｎｇｉｔｓ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ｏｋｔｈｅｌｅａｄｉ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ｉｔ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ａｒ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ｒｔｉｓｔ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ｄｏｐｔｉｎｇａ“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ｚａ

·７８·



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ｕｓ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ｒｏｍｔｈｉ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ｏｐｅｒａｉｓａｌｓｏａｎ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ｕｐｈｏｌｄｉｎｇ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ｌ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ｖａｒｉｏｕｓｍｅｄｉａａｎｄａｒｔｉｆｉ
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ｒｅ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ｙ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ｏｐｅｒａ“ｇｏｅｓ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ａｔａｎ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ｓｐｅ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ｇｏｉｎｇ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ｏｆ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Ｏｐｅｒａ，ｈｏｗｔ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ａｒｔｓ，ｈｏｗｔ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ｉｎｒｅｐｅｒｔｏｒｙ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ｓ，ｈｏｗｔ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ｓｆｏｒ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ａｎｄｈｏｗｔ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ｉｎ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ｒｅｕｒｇｅｎｔｉｓｓｕ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Ｏｐｅｒａ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Ｏｐｅｒａ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Ｏｐｅｒａ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上接第７１页）
［１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１８９８—１９４９）（修订

本）［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２８８．
［１８］《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

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１）［Ｍ］．北京：解放军出版
社，２０１６：２０２．

［１９］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Ｎ］．
人民日报，２０１９－０５－０１（０２）．

［２０］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 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 走好新时
代的长征路［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９－０８－１９（０１）．

［２１］岳月伟，李学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 谱写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湖南新篇章［Ｎ］．人民日报，
２０２０－０９－１９（０１）．

［２２］习近平．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Ｊ］．求是，２０２４（２４）．

（责任编辑　谢春红）

Ｓｅｒｉｏｕｓ，ＳｔｒｉｃｔａｎｄＲｉｇｏｒｏｕ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ａｒｃｈ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ｄＡｒｍｙ

ＤＩＮＧＪｕｎｐｉｎｇ，ＬＩＢｉｎｇｈ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ｒｘ，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Ｈｕｂｅｉ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ｔｒｉｃｔ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ｉｓａｃｏｒ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ａｒｃｈｓｐｉｒｉｔａｎｄａｂａｓｉｃ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ｆｏｒ
ｔｈｅｖｉｃ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ｄＡｒｍｙ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ａｒｃｈ．Ｓｔｒｉｃｔ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ｍｅａｎｓｓｅｒｉｏｕ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ｓｔｉｃｔ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ａｎｄｒｉｇｏｒｏｕｓｍａｓ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Ｔｈｅ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ａｒｃｈｏｆｔｈｅＲｅｄ
Ａｒｍｙｆｏｒｇｅｄ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ｏｕｌｗｉｔｈｓｅｒｉｏｕ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ｅｘｅｃｕｔｅｄｏｒｄｅｒｓｗｉｔｈｓｔｒｉｃｔ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ａｎｄ
ｕｎｉｔｅｄ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ｔｈｒｉｇｏｒｏｕｓｍａｓ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ａ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ｉｒｏｎａｒｍｙｔｈａｔｗａｓｕｎｙｉｅ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ｉｂｌ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ＬｏｎｇＭａｒｃｈｔｈａｔｏｐｅｎｅｄｕｐａｎｅｗｅｒａｆｏｒ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ｄＡｒｍｙ；ＬｏｎｇＭａｒｃｈ；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８８·



第４２卷　第２期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２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５年４月

Ａｐｒ．２０２５　

论国产犯罪电影中的“东南亚”空间

黄诗娴，周佳佳
（集美大学电影学院，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２－１０
作者简介：黄诗娴（１９８９—），女，福建漳州人，文学博士，集美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电影产业；周佳佳

（１９９８—），女，河南漯河人，集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类型电影。

摘　要：以《误杀》《消失的她》《孤注一掷》等“爆款”现象级电影为代表，近年来我国犯罪电影
在创作上呈现出强调异域风情和视觉奇观、将犯罪地点“东南亚化”的跨域叙事倾向。以犯罪类型

片呈现贩毒、诈骗、凶杀、强暴等犯罪行为，将东南亚建构成真实与虚构相结合、危险丛生、权力展演、

罪恶频发的银幕空间，涉及“金三角”“缅北”、阶级权力关系不平等的华人社群、神秘的泰国“小岛”

等多元复杂的犯罪空间形态。这些电影“移景”至东南亚，拓宽了中国类型电影的叙事空间，丰富了

视听元素符号、实践了跨国拍摄制片方式，呈现了东南亚社会历史文化中的空间生产，体现我国犯罪

类型电影国际化发展的努力。

关键词：犯罪电影；东南亚；移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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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观众对犯罪电影叙事策略、悬疑元
素铺陈和视觉特效呈现的要求不断提高，我国电影

创作者通过物理空间移位，将故事移植到东南亚，进

一步探索新的叙事可能性，建构了银幕上多元复杂

的东南亚空间。空间作为犯罪行为的发生场所，反

映着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经济方式变革、现代制度构

建、工业化发展、金钱对于人性的考验、人的异化等

时代浪潮下的深层问题。电影空间是“由摄影影像

表现的具有假定性的空间，它不是现实空间本身，

而是对现实空间的再现和再结构。”［１］其中，部分

犯罪片取材于东南亚的真实犯罪事件，尤以“金三

角”“缅北”等为主，通过诈骗、贩毒、凶杀等犯罪活

动，为呈现东南亚这一犯罪之地提供了一定的现

实创作素材。而从电影的视觉体验而言，东南亚

各国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特色，如热带雨

林、海岛与沙滩等，多元的族群文化、宗教信仰、传

统习俗、建筑风貌，为电影提供了丰富的视觉元

素，为犯罪片提供了应有的氛围和场景。东南亚

地区人员混杂、流动性强，为影片营造复杂而真实

的社会环境，使得国产犯罪电影的地域偏好更加

显现。

通过跨域叙事、设定华人主角、设定唐人街场

景等方式，“东南亚化”的国产犯罪电影层出不穷，

成为我国犯罪电影的一种创作趋势。对于这一现

象，多从类型角度出发的研究认为，“‘东南亚’悬

疑电影凭借‘异域’‘悬疑 ＋’等特征”，作为“国产
悬疑片又发展出丰富的亚类型”［２］。对于将叙事

背景位移至东南亚的国产犯罪电影，一些研究仅

以单部电影为研究对象，学界目前仍缺乏对于国

产犯罪电影中呈现的东南亚空间具体形态的分析

和研究。本研究选取四部票房超过 １０亿元的代
表性影片为主要论述对象，分别是：新主流类型范

式的犯罪破案电影《湄公河行动》、跨国改编的悬疑

犯罪电影《误杀》《消失的她》、讲述诈骗犯罪的现实

主义电影《孤注一掷》。通过空间理论与文化研究

方法的引入，研究电影中建构的多元复杂的东南亚

空间。而这里的东南亚空间，同时包含着真实与想

象的两重性，包括毒品泛滥的“金三角”、电信诈骗

的缅甸“迦南”、金钱异化的“巴兰迪亚岛”以及权力

失衡的华人社群。

·９８·



一、全球化下的跨域叙事与犯罪空间叙事的东

南亚化

中国电影呈现东南亚景观，可从 ２１世纪初谈
起。随着全球化流动与电影产业成熟，跨域拍摄成

为类型电影发展的新方向。电影采用的方法是移动

画面，就像乘坐机械化的交通工具，世界就在车窗外

流动。电影帮助我们打破了单一地展现一个地方的

生活方式的局限，它将不同的空间合在一起来展现

现代生活的新格局［３］。２０００年，香港导演马楚成执
导、任贤齐与郑秀文主演的《夏日的么么茶》，以马

来西亚热浪岛作为逃离香港这座快节奏高压力的现

代化都市的“乌托邦”，打造了一个风景优美、邂逅

爱情的美好胜地，电影插曲《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浪花一朵朵》成为华语乐坛流行曲。２００７年，陈可
辛监制、尔冬升执导的香港犯罪悬疑电影《门徒》将

故事背景设置在泰国，借用东南亚景观营造视觉冲

击，同时也将叙事重心偏移，以毒品产地与毒枭聚集

地为建构的标签，开启了东南亚犯罪空间的可能性。

２０１２年，《泰礮》发挥公路片特色，展现了旅途中泰
国曼谷的街景和地标性建筑，如机场和火车站，清迈

的古城区、寺庙和丛林，充满张力的故事情节与沿途

各色异域风情相互作用，以异域风情满足观众的窥

视心理与异域想象需求，拓展了中国电影中的空间

呈现。２０１５年，《唐人街探案》通过热带雨林、海滩
等自然景观，以及金店、草药铺、小吃摊分布的唐人

街景象，还有展现泰国生活文化的丹嫩沙多水上市

场，金佛寺和龙莲寺等庙宇，通过奇观化的视觉展

现，一方面发掘拓展视听符号，强化泰国乃至东南亚

作为度假天堂的形象，另一方面则引发以东南亚为

叙事背景的电影创作热潮。

市场上涌现出诸多颇具异域风情的华语电影，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举，它们的存在及其票房意

义的成功表征了中国观众不再仅仅满足于接受好莱

坞视觉大片的全球性洗礼，而是伴随经济崛起后试

图重新建构域外想象、寻找本土文化自信的趋

向。［４］我国犯罪电影在借鉴此前异域取景拍摄的经

验基础上结合市场需求，进一步拓宽我国犯罪电影

的叙事空间，坚定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在

中国电影产业需求和全球电影工业发展的支持下进

行空间扩张。东南亚甚至取代中国本土而成为国产

犯罪电影的偏好地域与首选叙事空间。首先，中国

电影创作者在此前已积累了一定的东南亚取景拍摄

经验，东南亚与中国交通便利、距离较近，部分国家

如泰国有着良好的拍摄补贴政策，给予中国剧组一

定的拍摄支持，推动了中国剧组大量赴东南亚取景。

包括《唐人街探案》系列、《湄公河行动》《消失的

她》等影片，可以看到我国电影工业在异域取景和

海外实践中的专业化发展。其次，随着中国观众对

于类型电影视觉呈现要求的不断提高，观众已不再

仅仅满足于“公路片”式地、“走马灯”式地呈现东南

亚旅游景观，而更期待中国大银幕能呈现异域景观

与类型叙事更多元的结合。同时从创作上讲，东南

亚的法治环境和社会矛盾与国内存在差异，地处异

国的唐人街背景设定，可以更自由地处理警匪关系

和社会问题。

从２０１６年的《湄公河行动》开始，我国电影开
启犯罪活动中的“东南亚”新空间建构，引发广泛的

关注与讨论，市场口碑双丰收。《湄公河行动》根据

真实事件“湄公河惨案”改编，以泰、缅、柬三国交界

的混杂处“金三角”为背景，强化了金三角围绕毒品

展开的犯罪空间。２０１９年马来西亚籍华人导演柯
汶利在陈思诚的帮助下拍摄改编电影《误杀》，获得

超１３亿元票房的好成绩。２０２３年暑期档，《消失的
她》《孤注一掷》两部以东南亚为叙事背景的犯罪类

型电影在暑期档共斩获了超 ７０亿元票房成绩。
《消失的她》根据“泰国孕妇坠崖案”原型，讲述主角

何非在异国寻找新婚妻子最后被揭穿他才是为财害

命的真凶的故事，影片以３５亿元票房收官，影片中
耸人听闻的犯罪剧情引发社会大众广泛讨论。《孤

注一掷》讲述男女主角被骗至缅北从事诈骗，互助

逃出缅北，协助警方共同剿灭电信诈骗团伙，结合电

信诈骗频发与整治电信诈骗的国家政策的社会热

点，关注度极高，最终票房达到 ３８．４８亿元。这些
“现象级”犯罪电影具有融合类型、跨媒介创作和

“东南亚化”的共同影像特征。影片以“东南亚”为

故事背景，东南亚作为犯罪事实发生的特定空间，在

叙事、人物塑造乃至影片风格特征形成上都发挥着

重要作用。

“东南亚犯罪”作为类型细分趋势下的一个概

念标签或一种类型电影元素，逐渐形成一种犯罪电

影的特殊空间模式，在对真相或是正义的追寻中，探

究异域犯罪中共通的人性边界和道德伦理，在银幕

中建构了“另类”的东南亚空间———一种真实与想

象夹杂的犯罪飞地。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中国犯罪电影
的东南亚空间建构仍在发力，涌现出《追缉》《瞒天

过海》《默杀》等电影，其中《追缉》讲述了发生在东

南亚的虚构城市“雅隆市”的非法女劳工连环虐杀

案的故事。而《默杀》则以“太平洋某岛都马市”来

交代故事发生地。国产类型电影以东南亚为背景的

电影创作在近年呈现井喷态势，不仅在数量上快速

·０９·



增长，更接连出现多部现象级佳作。根据猫眼专业

版票房数据信息，以下表格１统计了近年以东南亚
为背景的国产犯罪电影票房，展现了犯罪电影对于

东南亚空间的创作与建构。

表１　近年以东南亚为背景的国产犯罪电影票房

电影 上映年份 故事发生地 类型 票房／亿元
杀破狼２ ２０１５ 泰国 动作／犯罪 ５．５９
唐人街探案 ２０１５ 泰国 悬疑／犯罪 ８．２３
湄公河行动 ２０１６ 金三角 动作／犯罪 １１．８６
非凡任务 ２０１７ 金三角 动作／犯罪 １．５６
记忆大师 ２０１７ 虚构东南亚国家，类泰国 悬疑／犯罪 ２．９２

杀破狼·贪狼 ２０１７ 泰国 动作／犯罪 ５．２２
破·局 ２０１７ 马来西亚 动作／犯罪 ０．６５
误杀 ２０１９ 虚构东南亚国家，类泰国 悬疑／犯罪 １３．３３
误杀２ ２０２１ 虚构东南亚国家，类泰国 悬疑／犯罪 １１．２１
消失的她 ２０２３ 虚构东南亚国家，类泰国 悬疑／犯罪 ３５
扫毒３ ２０２３ 金三角 动作／犯罪 ２．８４
孤注一掷 ２０２３ 虚构东南亚城市，“迦南” 剧情／犯罪 ３８．４８
追缉 ２０２３ 虚构东南亚城市，“雅隆” 犯罪 ０．２

瞒天过海 ２０２４ 虚构类东南亚国家 犯罪 １．６６
默杀 ２０２４ 虚构类东南亚国家，“太平洋某岛都马市” 犯罪 １３．０１

　　二、《湄公河行动》中的东南亚犯罪聚合地：“金
三角”

《湄公河行动》根据２０１１年“湄公河１３名船员
被杀的惨案”的真实事件改编，于２０１６年上映。导
演林超贤借鉴以往拍摄香港类型片的纯熟经验，结

合“以武制武”的理念，采用多线叙事，讲述了一组

特别行动小队为解开中国商船船员遇难背后隐藏的

阴谋，进入金三角寻找杀害中国１３位公民真凶的故
事。展现金三角毒贩势力猖獗，毒品的危害，以及我

国治理毒品保护国民的决心。以正／邪、警／匪对立
的叙事路径，通过对臭名昭著的犯罪圣地“金三角”

的深刻描绘，丰富了犯罪片的地理空间维度，更为后

续同类型影片中东南亚犯罪空间的构建提供参考。

“金三角”作为电影中具有代表性的东南亚区

域，其犯罪空间的刻画包含着复杂的历史现实因素。

金三角是泰国、缅甸、老挝三国的交会地区，以泰国

境内设立的“金三角”牌坊为名，这一地区长期盛产

罂粟等毒品，是世界上主要的毒品产地，闻名世界。

由于三国利益难以协调而成为“三不管”地区，以毒

品为支柱的畸形经济结构与各国实力与当地武装的

较量形成社会闭环，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犯罪活动屡

禁不止。“金三角”种植罂粟追溯到殖民时期，从１９
世纪英缅战争，缅甸沦为殖民地开始，已有百年历

史，是当今世界上的主要毒品产地之一。联合国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２０２３年东南亚鸦片调
查》报告显示金三角地区持续扩大罂粟种植面积，

助长了湄公河地区日益增长的非法经济，使合成毒

品生产持续保持高水平，贩毒、洗钱和在线犯罪活动

（包括赌场和诈骗活动）相互交织［５］。从地缘和文

化层面也可以看作是东南亚犯罪活动的聚合重组，

东南亚的毒枭盘踞、军阀割据、贩卖人口、娼妓盛行、

治安混乱等混乱的社会秩序，为探究东南亚犯罪空

间提供了现实基础。国内外涉及金三角的影视作

品，多为警匪片和战争片，以东南亚毒品生产和走私

为主题，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香港警匪片开始，正义与
邪恶二元的对立结构就成为犯罪片的叙事特点，如

讲述金三角犯罪故事的《黑色走廊》（１９９０）、《秘闯
金三角》（１９８８），展现中缅边境混乱与黑暗的《边境
风云》（２０１２）、《毒战》（２０１３）。“金三角”作为毒品
源头，一直表现为经济落后、毒品横行、犯罪活动频

发、秩序极度混乱的空间形象。

电影中展现的地理空间是真实与想象相结合

的。在电影中，地理图景的指涉，并不只是简单地再

现民族文化的标志性景观，而是在重构中凸显更具

内涵的文化意义和象征性场域［６］。东南亚地处热

带，热带雨林和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地理气候景观，

一方面为毒品种植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也成为金三

角的危险重要意象。气候上，高温多湿的气候非常

适合罂粟生长；地形上，多山地形为非法种植活动提

供了天然的隐蔽场所。同时，茂密的热带植被也为

毒品种植提供掩护。《湄公河行动》中伴随着制毒、

枪战、杀人等行为，对金三角当地雨林奇观和原始自

然地理空间进行了多次刻画，展现了作为犯罪空间

的原始野蛮。影片开头使用纪实性的航拍镜头展现

了东南亚地区湄公河流域的雨林性气候与被崇山峻

岭切断的湍急水域的地理环境，画外音同时讲述了

该地因强盗频发而名“鬼门关”的危险情境。艰难

恶劣的生存环境反而成为遮蔽犯罪的场所，影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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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出现臭名昭著的毒枭头子糯卡的位于深山老林

老巢，建筑类型是在东南亚常年热带季风气候下能

够防潮散热的竹楼，葱郁的热带植被伴随亮眼的阳

光，这种本应富有生机的黄绿色调，与犯罪集团欺压

周围部落、组建娃娃兵、吸食毒品等活动同时出现。

东南亚特色气候与植被为视觉符号的自然空间，生

机勃勃的背后是笼罩在金三角的毒品阴影和原始蛮

荒。尤其是影片中娃娃兵在竹楼下“俄罗斯轮盘

赌”时，对生命的麻木与吸食毒品的癫狂，异域风景

带来的视觉奇观与认知中的邪恶势力的组合，将影

片中以大量绿色植被为视觉标志的热带景观建构为

危险而血腥的空间意象。在泰国程逸、老挝琅南塔、

缅甸大其力等地，四国联合行动抓捕制毒、藏毒、贩

毒人员，大部分犯罪组织的藏匿地点也是丛林和深

山，远离文明与秩序的原始热带丛林与影片中穿插

出现的代表正义且秩序严明的四国指挥部形成鲜明

对比。影片中泰国北部的桐素山葱郁的树木虽然已

从罂粟改为茶树，但也依旧无法改变金三角的本质，

还有更多的罂粟隐藏在葱郁的热带植被之下，成为

金三角犯罪的一环。

除了原始的自然空间，《湄公河行动》也通过奇

观化展现了现代公共社会空间。奇观电影为观众提

供的奇观主要由四种类型组成，包括动作奇观、身体

奇观、速度奇观以及场面奇观［７］。通过从敌人老巢

营救线索人质、火车站营救曝光的线人、商场假谈

判、深入糯卡老巢、终极交火这五次主要追捕行动，

以一种流动的视角展现泰国北部清盛码头、彭世洛

火车站、商场以及在追捕逃杀过程中途经的街道店

铺等金三角地区的现代化公共社会空间。以方新武

和高刚为首的特殊调查小队在抓捕真凶糯卡过程中

的打斗场面、公路追击、枪战等，以动作为核心表现

出强硬、力量与热血并存的动作奇观场面。在高速

的追捕过程中，通过镜头快速剪切把握节奏，将复杂

场景里的追捕和打斗转化为视听语言，影片最后湄

公河上的７分钟追击就包含了２３０个镜头，从而构
成速度奇观。带有消费娱乐性质的中式饭店中，服

务员的红色旗袍、店里昏暗的红色灯光与之后奢靡

豪华的酒吧等场所共同表现出一种场面奇观。犯罪

行为与文明的现代社会空间构成反差，再次点明了

金三角普遍存在的混乱无序状态。

三、《误杀》中的东南亚文化混杂空间：华人

社群

《误杀》２０１９年上映，改编自印度电影《误杀瞒
天记》。影片讲述父母为当地权力系统的领导者的

男孩素察在侵害同学平平时被反杀，父亲李维杰为

维护家人，采取策略通过混淆时间从而脱罪。电影

由马来西亚籍华人导演柯汶利执导，相比原作更侧

重于“误杀”这一行为背后的社会和道德议题，影片

中建构的华人社群以及表现出的文化冲突与文化交

融也是一大亮点。考虑到电影剧作诸如监控技术落

后、街头暴动和政敌攻讦等情节成立的必要前提，电

影将故事背景设置在类似泰国的虚构国家“赛国”

的一个小镇，讲述在与唐人街相似的华人社群中，华

人家庭面临的阶级地位、文化冲突和现实困境。

中国与东南亚地理相邻，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在

许多时期产生了移民潮。１９世纪以来华人因为困
苦或者战乱向东南亚地区的大规模迁移活动被称为

“下南洋”，与“闯关东”“走西口”一起被称为中国

近代的三次人口大迁徙。中国人大规模移民东南亚

始于１７世纪，盛于２０世纪上半叶，直到现在共有四
次移民高潮，其中三次都在１９世纪后。１９世纪中
叶到２０世纪初“下南洋”的华人多以契约劳工的身
份在东南亚殖民地从事挖矿与种植园等苦力工作。

此后直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东南亚经济繁荣，大量
廉价劳动力从中国流入东南亚，华裔商人在当地站

稳脚跟，知识分子移民增加［８］。数次人口迁徙使得

东南亚成为世界上华人华侨最聚集的地区。华人社

群是指基于血缘、宗族、文化等因素由华人聚集地发

展而成的，作为华人文化身份的象征，记录着百年华

人移民史的特殊历史文化空间。《误杀》的华人社

群就是基于东南亚作为全世界最大华人华侨聚集地

的社会现实。电影中将唐人街作为表现华人异域生

活的物理空间和社会单位，此前《泰礮》《唐人街探

案》乃至《湄公河行动》中都出现过充满地摊和露天

市场以及中外文交杂的店铺招牌等具有标志性的唐

人街风格场景。《误杀》则在沿袭此前唐人街视觉

建构的同时，充分展现在犯罪题材背景下，集合商业

活动、文化交流、居住、教育、宗教等多方面功能的华

人社群。

围绕“误杀”这一行为分析华人社群的三种空

间：连接集体的公共空间、强势腐败的权力空间以及

被入侵的家庭私人空间。影片开头展现了唐人街上

的店铺、地摊与集市等街景，不仅承担着展现中国情

调与文化的物理景观功能，也是人们交换信息的社

交场所和公共空间。颂叔的华人杂货店充满古早味

的店内摆设与货物、唐人街上中文与泰文交杂的店

铺招牌、色彩斑斓的街头装饰物以及充满南洋风情

的建筑物等公共空间，承担了社交交流、休闲娱乐、

商业活动等功能，展现了华人日常生活景观。比如

颂叔的杂货店中既有黑警桑坤对于广大民众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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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也有李维杰与颂叔、黄毛等街坊邻居的交往，还

是李维杰与桑坤的矛盾交集点。在犯罪电影中，警

察局不仅是推动叙事的物理场景，更是权力关系、社

会矛盾和文化冲突的复杂场域，成为多重权力关系

的交汇点。警察局作为履行法律、行使正义的权力

机构，在影片中成为拉韫行使强权的空间。在没有

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对李维杰家进行非法搜捕、对李

维杰的家人威胁恐吓刑讯逼供、操纵证据试图嫁祸

李维杰女儿以及滥用警力对李维杰家进行封锁搜

查，不仅阻碍了人们的自由与平等权利，还滋生着腐

败与乱象。而电影中未明确的藏尸地，实际上就是

由李维杰接手铺设线路的新警察局地下，成为警察

局这一权力机关暗藏污垢的隐喻。

影片中以家庭为核心的私人空间由两个部分构

成，一是李维杰家庭的居所，房间中放置着各种植物

而充满自然生机，不时出现的中文装饰物乃至明亮

的光线都显示着其良好的家庭环境与精心教养。素

察在学校组织的夏令营活动中侵犯了平平，以视频

威胁在李维杰家的仓库见面。住房作为私人空间遭

到外来力量的破坏，个人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之

后成为犯罪活动的空间。平平与妈妈跟素察的打斗

与拳赛场面通过交叉蒙太奇联系起来，将他打晕可

以看作是对生存空间的维护。另一个是后院的宗族

墓地。为转移尸体，李维杰将素察身体安置到已逝

华人恩叔的棺材中。祖坟作为家族历史的见证，帮

助后代了解自己的根源和身份，增强对家族和民族

文化的认同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祖先的敬畏

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和价值观，人们通过祭祀活

动，编撰家谱等表达对祖先的感念。尽管有着相近

的地缘关系与文化相关性，迁徙离散的历史记忆、多

变的对华政策及多元文化背景中的族群冲突，都导

致了华人的生存困境与文化身份焦虑。代表当地势

力的拉韫雨夜掘坟，彻底触碰到华人社群的创伤记

忆，使得华人的文化认同以“无意识形式”涌现出

来。挖坟开棺的猜测未得到证实，拉韫政府的公信

力缺失，最终引爆了华人社群民众的强烈不满与精

神共鸣，在墓地前的警民冲突升级为蔓延至整个城

市的暴乱。

四、《消失的她》中的东南亚异化空间：巴兰迪

亚岛

“平原上翠绿植被层层交叠，外围是坡度缓升

的山丘，一路延伸到海岸，与布满柔细白珊瑚沙的辽

阔沙滩相连，一旁有随风摇曳的椰子树遮蔽，再往外

便是平静而波光粼粼的碧蓝大海”［９］。东南亚借由

阳光沙滩、特色风情建筑与热带植被等代表性景观

空间，在消费主义和后现代思潮影响下打造出旅游

度假天堂的形象，而这在当下的中国犯罪电影中开

始成为“假象”。“旅游不仅仅是在地理空间内或在

历史时间中的位移；他还是在一种文化中的一种位

移。人们只有使用在自己的（文化）行李中携带着

的工具才能去‘看’异国”［１０］。《消失的她》通过形

塑表面假象的消费空间，讲述一对中国夫妻来到东

南亚某小岛巴兰迪亚岛度假，妻子李木子离奇失踪，

在丈夫何非坚持寻找的过程中，在律师陈麦的帮助

下揭穿假妻子真面目。故事在最后发生反转，陈麦

作为李木子挚友设置局中局，查明何非杀害了妻子

李木子。故事原型为 ２０１９年发生的“泰国杀妻
案”。中国丈夫为骗保还赌债，与妻子相约泰国森

林公园度假，将已经怀孕五个月的妻子推下悬崖。

电影将故事设置在虚构地点“巴兰迪亚岛”，表面颇

具异域风情的浪漫海岛背后却隐藏着未知的危险和

阴谋。通过奇观化景观展现巴兰迪亚这一犯罪空

间，探究在跨境犯罪主线下金钱对人类的异化这一

具有现实性的问题，海岛风情的旅游空间与悬疑犯

罪的内涵形成了表里不一的二元对立。

资本主义对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社会

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由于空间带有明显的消费主

义特征，因此，空间把消费主义关系的形式投射到全

部的日常生活中，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为社会运用空

间的逻辑，成为日常生活的逻辑［１１］。影片以“某个

虚构的东南亚小岛”巴兰迪亚岛为背景，以热带季

风气候下典型东南亚风情与现代化都市景观共同造

就视觉奇观，伴随何非寻妻的剧情推进。何非与假

妻子周旋过程中，酒店房间的红色民族风情装潢，东

西结合的建筑风格，以及酒店内部走廊陈设，到酒店

服务人员的传统服装，都充满东南亚特色风情和后

现代风格。何非带着妻子的旅游日记线路寻找路线

的过程中，从照相馆、港口沙滩、城市雕像广场、书店

等地穿行，通过大量俯瞰视角的镜头展现旅游都市

的多彩繁华。双方对峙下篝火沙滩中充满小资情调

的烛光晚餐以及热带风情下的海边景色，都展现出

消费主义下被商品化的东南亚空间。酒吧作为夜晚

的主要消费场所，闪烁着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光，是人

们释放欲望与压力的公共场所，也是黑暗与犯罪的

遮羞布。影片中何非以酒吧掩藏自己的犯罪行为，

对李木子实施犯罪后重新返回酒吧，此时酒吧和街

道游行共同构成的消费主义狂欢，与李木子葬身海

底的镜头来回切换，不仅是对观众感官的刺激，情感

的煽动，更体现在资本主义逻辑下何非为钱杀妻的

人性异化。最后，“海底星空”这一浪漫唯美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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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刻意犯罪下成为李木子魂断之处。“海底星

空”成为消费主义摧毁异化人性的符号，象征着爱

情在资本和欲望面前的脆弱。一旦这些形象注入我

们的意识中，它们就化为象征，获得一种集合意

义［１２］。影片通过景观的快速切换和人物的快速移

动，展现出异化空间的集合意义。

社会与金钱对人的异化，在影片中主要体现在

“戏中戏”的空间设置中。何非杀妻后贼喊捉贼的

“戏”剧设计，与陈麦将计就计另设真假妻子的做

“戏”，两人的博弈最终以何非被陈麦绑在病床上诈

出何非口供还原真相为结局。“戏中戏”的过程中，

以东南亚畸形秀和搭建的精神病院为代表，模糊了

现实与虚构的边界，展现了完全异化的巴兰迪亚岛

空间。东南亚畸形秀怪谈中，五彩的霓虹灯与突破

极限的血腥怪诞场面，成为被物化和商业化的消费

空间，表现人性的扭曲。电影中精神病院的场域设

置，是针对何非的“陷阱”具象化空间，在恐惧中陈

述犯罪事实的过程中，何非暴露出贪婪、偏激、阴郁

的人格本质，“巴兰迪亚岛”成为展现了金钱与赌博

对人的异化的空间载体。

五、《孤注一掷》中奇观化的现实指涉：“缅北”

《孤注一掷》取材自现实中成千上万例真实的

电信诈骗案件，讲述程序员潘生和模特苏安娜被诱

骗至东南亚诈骗基地，从受害者被迫成为加害者，经

过人性考量和挣扎，最终得救并协助警方捣毁诈骗

基地的故事。电影中虚构了诈骗集团所在地“迦

南”，但以电信诈骗为关键词，加上影片中对东南亚

地区的气候环境与建筑风格乃至语言文化的呈现，

这里的迦南实际上指涉的是现实中的“缅北”。电

信诈骗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尤其东南亚地区的诈

骗园区的运作模式已经成熟，对社会造成较大危害。

互联网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网络犯罪活动激

增，结构复杂、形式多样、屡禁不止。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的全产业链条涵盖了从前端的技术支持、个人

信息非法获取与交易，到中端的诈骗实施，再到后端

的资金转移和洗钱等多个环节，形成了一个高度组

织化和专业化的犯罪模式。基于电信诈骗活动本身

的媒介特性，犯罪的空间也可以分为境外诈骗基地、

虚拟网络犯罪空间、线下犯罪空间，分别对应影片中

设置在小学的诈骗集团、社交软件与赌博平台、线下

流动的汇款空间。教书育人的学校与诈骗集团的并

置，形成极具讽刺意味的鲜明对比。影片中呈现的

诈骗园区作为一个封闭空间，是绝佳的人像展览和

人性审视舞台，空间既可以用具体的物质形式来感

知、表示、分析、解释，也可以用精神来构建［１３］。在

犯罪集团中人们人身自由被限制，“想成功先发疯，

不顾一切向前冲”，在金钱的驱使与腐蚀下，一方面

人们丧失主体性成为敛财工具，另一方面为寻求自

保或寻求安全而成为诈骗团伙中的一员。依据诈骗

行为的具体分工进行划分，分为：顶层跨国资本操控

者、技术开发和话术编写的专业技术工种以及底层

的“狗推”和“猪仔”。网络空间中互联网的匿名性

给予犯罪分子机会，潘生等人在影片中顶替女主播

开展“杀猪盘”，通过情感信任进行诈骗。网络空间

的全球互通性使得“美女荷官”苏安娜在诈骗平台

操控全球赌博活动。最后的汇款环节高度细节化，

通过流动的视角、快节奏的剪辑、画面空间的不断切

换，展现“水房”提款犯罪活动的全貌。流畅的犯罪

活动串联起三个犯罪空间，模糊了空间的边界，真实

与虚构的故事以及场面设置激发了观众对于诈骗犯

罪的好奇心，延展了观众的观影体验。

《圣经》故事中，“迦南”被描绘成一个充满希望

和诱惑的“应许之地”“希望之乡”。与之相反的是，

联合国人权办报告显示，东南亚有数十万人被有组

织的犯罪团伙强迫从事网络犯罪活动，包括恋爱投

资陷阱、加密货币诈骗和非法赌博等。其所指涉的

诈骗基地“缅北”充斥着“杀猪盘”“美女荷官在线发

牌”“割腰子”“人体器官库”等标签。《孤注一掷》

通过较具观赏性的类型化叙事方式，对电信诈骗进

行还原与探究，其中“迦南”在真实与虚构的犯罪空

间中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现实中的“缅北”，借以做出

反对赌博和电信诈骗的警示。

结语

综上所述，《湄公河行动》以新主流电影的范

式，通过“他者”视角与警匪二元对立，塑造危险、神

秘的“犯罪天堂”金三角；《误杀》系列通过华人双重

文化视野展现阶级权力关系不平等之下的东南亚华

人社群；《消失的她》在消费主义对特色景观的同质

化中强调金钱对人的异化；《孤注一掷》则呈现了一

个诈骗犯罪高度产业化的“缅北”。电影中的东南

亚犯罪空间从真实的犯罪地点到虚构的类东南亚国

家／城市，通过贩毒、诈骗、凶杀、强暴等具有现实主
义元素和较强社会议题的融入，将本国民众所关注

的社会问题及犯罪故事内核放置于东南亚的实体或

虚拟空间之中，共同建构出危险丛生、权力展演、罪

恶频发的空间。

但是过多犯罪电影“移景”东南亚，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中国观众乃至全球观众对东南亚的刻板印象

和偏见。与《泰礮》《唐人街探案》等喜剧电影为泰

国等国家带来的旅游推动正面效果不同的是，《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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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的她》《孤注一掷》等电影由于以悬疑犯罪为主

线，使中国观众强烈感受到对“割腰子”“绑架”等事

件的恐惧，加深了对东南亚阴郁、危险乃至恐怖的空

间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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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政课”视域下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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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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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２５年度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新质生产力赋能黄河流域河南段绿色发展优化路径研究”

（２５２４００４１０３８９）；２０２５年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培育路径研究”（２０２５－ＺＺＪＨ－
２１０）；２０２４年度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项目“数智时代河南本科高校学生党建创新发展策略研究”（ＳＫＬ－２０２４－１３２）；２０２４
年度郑州市社科联项目“数智时代地方本科高校学生党建创新发展路径研究”（ＺＳＬＸ２０２４１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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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仍然存在着思政元素不足、视野不够宽广、育人效果不
够明显等诸多问题，凸显“大思政课”视域下应用经济学课程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应用经济学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必须树立“大思政课”教育观念，立足 “大”视野，贯穿 “思政”教育，着眼于“课”

程。在实践路径上，通过树立学生中心理念，挖掘思政元素，从多角度、多层次契合专业课教育，并不

断完善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教育体系，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拓展教学内容，完善考核评价机制，进一

步提升课程思政育人效果，最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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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年３月６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
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提出：

“‘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

来。”［１］２０２２年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全面推进“大
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提倡建设“大课堂”、搭

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形成“大思政课”育人

合力。“大思政课”视域下，课程思政是高校达到全

方位育人效果的重要途径，为应用经济学的课程思

政改革提供重要遵循。应用经济学对于培养学生的

经济学思维，奠定经济管理类专业基础，帮助学生理

解本土经济具有重要的育人价值。在新时代中国式

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背景下，社会对于应用经济学实

际教学中的思想性、学理性、现实性教育有着新的要

求。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教高〔２０２０〕３号）提出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类
专业课程要在教学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

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要帮助学生了解相关专业和行业领域的

国家战略、法律法规与相关政策，引导学生深入社会

实践，关注现实问题，培育学生经世济民、诚信服务、

德法兼修的职业素养。当前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进入

提质发展阶段，秉承“三全育人”理念，顺应“大思政

课”建设趋势。“大思政课”成为教育界、学术界研

究与讨论的热点问题，但学界对于“大思政课”的具

体内涵存在分歧，对于具体学科课程思政的改革指

引也存在着进一步的研究空间。随着信息化时代的

飞速发展，全球范围内的思想文化交流与碰撞愈发

复杂和频繁。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正确引导广大青

年学生，使其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保持清醒的头脑，坚

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立场，增强对祖国、中华民

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

同，成为新时代进一步构建有效课程思政体系的新

课题。本文首先阐明“大思政课”的价值意蕴，并在

此视域下，探讨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改革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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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必要性，如何在课程教学实践中把握“大思政课”

建设的内涵，如何有效融入思政元素以及提升学生

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的具体路径，以期实现应

用经济学课程思政引领与知识传授的双重目的。

一、“大思政课”视域下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改

革的价值意蕴与逻辑旨归

“大思政课”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

论，根植于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新时代伟大实践，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进程，实现了理论逻辑、实践逻

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２］。２０２４年９月，习近平在全
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

程。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

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立报国强国

大志向、做挺膺担当奋斗者。注重运用新时代伟大

变革成功案例，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不断拓

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空间和阵地。加大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３］这无疑是对“大思政课”精神内涵的重大理

论支撑。“大思政课”的特点在于，课程教学需要做

到“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

“自律要强”“人格要正”。“大思政课”具有特定的

针对性、有效性，通过“大”理念的指导，坚持系统思

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构建全覆盖、科学完整的

“大思政课”体系。“大思政课”强调课程思政建设

能够将思政元素充分融入专业课程中，使学生养成

具有专业思维、问题思维、价值思维的综合解决问题

能力，从“大思政”角度，以更宏观的视野引入社会

学、人口学、历史学等多重视角，将专业知识转化为

自觉德育，树立正确的经济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升

学生的综合素养，达到育才与育人的双重目的。

应用经济学（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是经济学的重
要分支，它将经济理论和定量方法应用于实际问题

的解决［４］。与纯理论经济学不同，应用经济学更加

关注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通

过实证研究检验经济理论的有效性。中国的应用经

济学学科发端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具有传统教
学的“重理论”“舶来品”特征。通过应用经济理论

和方法，应用经济学为政策制定和企业决策提供科

学依据，提高了决策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助力了经济

的稳健和可持续发展。其应用性、实证性、多样性和

跨学科性特点使其在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应用经济

学专业的教育目标需要紧密结合国家实际需求，致

力于培养具备扎实学科基础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

用型、复合型人才。长期以来，中国应用经济学的发

展对西方经济学有着强烈的路径依赖，呈现出“马

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趋势［５］，即在理论上以马克思

主义为基础，在发展实践中结合西方科学和技术手

段，对西方经济学存在强烈的路径依赖，以此服务于

国家发展。此发展趋势主张在理论上坚守马克思主

义的鲜明立场，同时在发展实践中借鉴西方先进经

验，以实现国家现代化和社会进步。随着改革开放

的不断深入，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

新征程，教育事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在此背景下

重新审视我国应用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和教育目标，

提升中国特色应用经济学学科话语权，是下一阶段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教育部下发《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课程思政建设内容要紧

紧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爱人民和爱集体为主线，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

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和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

课程思政内容供给，系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

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

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因而，课程思政建设，是在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

教育元素，利用课程教学过程有意识地引导大学生

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６］。课程思政的

育人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还

能达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的效果。应用经济学不

仅具有学科建设的学术性、专业性，还具有生活实践

的社会性、应用性。应用经济学是伴随西方经济发

展而兴起的一门学科，旨在解释西方经济实践与理

论效应。应用经济学有其学科自身的内在发展逻

辑，存在着本土化的过程，我们应对其保持借鉴批判

的态度。

在“大思政课”视域下，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改

革意义重大。其一，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充

分融合。在“大思政”建设的契机下，把专业教育与

思政教育充分融合，能够进一步优化专业内涵，将应

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相结合，使学科建设符

合市场发展需要及国家战略需要。在应用经济学课

堂教学主渠道中，要立足本学科的特点，加入中国元

素和课程思政内容，培养学生的大经济学观念，运用

经济学基本理论、方法对经济学的指标和政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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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与评价，明确经济学在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

中的重要作用，结合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背景，

认识党和国家在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建设中的伟大成

就，培养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的责任担当，实现课程

思政“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７］。其

二，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大思政课”在应用经济学

中的实施，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还

能增强其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通过将思想政治教

育融入应用经济学教学，学生能够更全面地理解经

济理论的社会主义背景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意

义，深刻感知改革的激荡和发展的艰辛，为实现中国

式现代化接续奋斗。这一教学改革对形成各类课程

与思政课同向同行、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有机融合

的协同育人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为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

径［８］。“大思政课”的实施还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经济

学人才。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问题具有高度的复

杂性和多样性，学生需要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

通能力。在“大思政课”视域下，教师还可以通过引

入国际案例和进行跨文化比较，帮助学生了解全球

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挑战，培养其全球视野和国际竞

争力。

“大思政课”视域下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改革，

是现有课程思政教育体系的超越，也是新时代思政

课教育的应有之义，关键在于落实到课程教学实践

中。应用经济学课程在“大思政课”视阈下的教学

改革，是提升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其专业素养和

实践能力的有益探索。

二、“大思政”视域下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

的现实困境与思路探析

应用经济学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缺乏有效的融

合衔接，甚至出现思政教育附加于专业教学，专业教

育与思政教育无法充分融合，从而忽视专业教学中

的思政价值导向。教师进行专业讲授时，往往在应

用经济学逻辑推演、数理论证、理论前沿上下足功

夫，对思政元素的解读与渗透相对忽略，将思政视为

规定性动作，未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参与

性，导致课程思政育人环节的缺失。这对于教师本

人的要求更高，教师在专业教育的同时，要不断提升

自身课程思政的育人意识与能力，引导学生在接受

教育的过程中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

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个人品格与价值使命。目

前的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还存在着缺乏统筹规划的

缺陷，授课内容过于单一，导致未能和其他不同课程

之间形成联动效应，思政元素呈碎片化，存在重复散

乱的问题。课程之间缺乏横向教学的标准与要求，

课程目标、课程资源、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未能全

面贯通，也缺乏纵向上的深度融合。在课程思政的

建设上，思政教育融入较为生硬，难以达成自然流

畅、潜移默化的育人效果，学生无法产生共鸣，整体

接受度较低。因此，应用经济学思政课程建设，需要

从宏观的角度规划，实现“点线面”的充分结合以及

专业课程之间的联动，构建层次分明、纵横合理、循

序渐进的育人模式。

现有研究表明，虽然很多高校都设有应用经济

学专业，但其培养目标却很难与时俱进［９］。这些高

校往往侧重于让学生掌握经济理论与方法，采取机

械教条的授课模式，为学而学，为用而用，这与“学

以致用”的初衷背道而驰，导致广大学生不能以辩

证的眼光看待社会经济的发展，沦为西方经济学理

论的复制者和搬运工。此外，尽管许多高校意识到

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性，但是其培养

方案通常缺乏全面、立体的实施和评估。这些高校

只是机械地增加实践实验课程的学分比例，结果往

往流于形式，导致广大学生眼高手低，急功近利，只

重学分不求质量。因此，加快构建“立足国情，兼收

并蓄”的中国特色应用经济学，既是历史发展的必

然结果，也是面向未来的必然选择。应用经济学课

程思政建设，要放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

系下，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使学生跳出西方经济学局

限，更多关注中国实践。通过对专业理论知识的学

习，了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学术前沿，提升自

己的人文素养与家国情怀。把历史文化精神和经济

载体相融通，形成系统性思维习惯，建构系统性知识

体系。通过“大思政课”建设，体验中国传统文化魅

力、经济哲学理念，提升文化自信，增强对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引领经济学专业教

育走适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教育道路。

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还存在多学科交叉融

合缺乏的问题。应用经济学本身蕴含着一定的文化

基因和价值范式，在专业教育领域需要有相对的价

值精神引领，达到专业教育与价值教育的共进融通。

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需要从历史学、社会学、

人口学等多视角、多学科拓宽学生视野，使学生能够

深入思考课程所蕴含的内在综合机制，并且培养学

生的工匠精神，能够在实践方面提升自己的专业素

养。另外，学科交叉融合，还能够改变文科、理科、艺

术等单一学科壁垒，提升综合思维能力，培养既能够

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专业知识，还能够适应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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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进一步提高课程思政的育人效果。应用经

济学科是一个有机整体，需要以整体性视角对待，系

统阐释应用经济学的内在机理、发展规律。课程思

政建设与应用经济学教学互相关联、互相渗透、互为

表里，应厘清应用经济学本体知识与学科交叉，分级

分类分层次融入课程思政，引导学生获得正确的价

值观认知。

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应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下的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增长、宏观治理等

方面为结合点，以国际视野来观察中国经济建设，探

求经济规律，理解中国经济实践，服务社会民生，引

导学生扎根中国大地，树立坚定理想信念，投身于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用经济学专业的教育培养

目标应系统、全面地考虑理论与实践、国际与本土、

职业技能与道德责任的结合，以培养适应中国经济

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经济学人才。“大思政

课”在应用经济学中的探索与实践，展示了新时代

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重要路径与成效。通过将

思想政治教育与应用经济学紧密结合，高校教师不

仅能够有效传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

念，还能广泛传播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经济观和

价值观，提升其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大思政课”视域下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改革，

必须遵循应用经济学的学科属性与发展规律，结合

课程内容，挖掘课程所包含的思政元素，以便在教学

过程中有效融入。教师必须系统掌握应用经济学的

基本理论和方法，并有效融入思政元素，培养学生成

为经济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同时，还必须注重学

科的思政资源利用，结合社会经济动态实际，关照社

会生活现实，融入党史、新时代现代化建设成果等思

政元素，构建“大思政”应用经济学课程体系与教学

内容。生动讲授、透彻讲通、精彩讲好中国故事，阐

释经济学科知识背后的经济特点与经济思想，包括

中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实际案例和时代精神等，

学以致用，使课程思政教学入心入脑。

三、“大思政课”视域下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建

设的问题破解之道与实践路径

第一，优化课程体系设置。应用经济学是经济

管理类课程的专业基础课，随着经济运行过程中出

现的各种矛盾，其内容也要跟随时代发展而更新，在

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方面，有必要进一步进行优化

设置，对基本经济理论、中国实践进行有深度与有温

度的融合。根据应用经济学课程性质设定优化课程

体系，发掘应用经济学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融合

切入点，课程采用讲授型、调研型、实践型、任务型等

多种方式，分层设计课程思政的融入体系。在实践

上，选择拓展性内容，利用社会大课堂，结合各种平

台与训练项目，进一步完善课程思政案例库的建设。

应用经济学教授过程中，须结合课程的学科特点与

育人目标，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等思政元素融入应用经济学的理论知

识，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使之成为思政教学的重要

载体。同时，通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比较，增强学生

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使其能够在复杂多变

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

第二，提升课程育人目标。应用经济学课程思

政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经济学能力、思维品质、专业

素养、价值追求与个人品格的提升。针对课程群的

特点以及课程性质，重新定位“大思政课”的育人目

标，做到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有必要将西方经济学

的理论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在课程讲授中，

要引入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路径，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价值理念，认识中西方经济发展的不同之处。

让学生切身体会国家经济政策的科学性，增强经济

学理论学习效果，引导高校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

念，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统一。

在课程讲授中，还可以运用经济学的机会成本原理，

引导学生认识到学业的不易，珍惜大学时光，制定科

学的学习规划，提高学习效果，达成职业目标。

第三，拓宽教师“大思政”视野。教育者必须首

先接受教育，“大思政课”必须具有大视野，应用经

济学授课教师必须经常关注经济社会动态，及时了

解国家财政经济政策，把握思政方向，更新教学内

容，传道与授业相结合，从应用经济学所涉及的历

史、文化、国家、行业、专业等领域着手，增加课程的

人文性、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提升课程所蕴含的

时代性、开放性、前沿性、引领性。教师的角色与能

力建设是确保课程思政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通过

定期思想政治教育培训、跨学科研讨和教学手段改

进，帮助教师不断提升其在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的

能力，形成良好的教学氛围。教师要具有融入思政

元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凸

显隐性教育的重要性。还要建立科学的教学效果评

估和激励机制，及时反馈和调整教学策略，确保课程

思政的实际效果。通过奖励优秀教师和提供发展机

会，激励更多教师投入课程思政的实践中来，从而进

一步提升课程思政的质量和水平。全面提升教师在

课程思政中的角色和能力，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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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培养出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综合素质的

学生。教师作为课程思政的关键力量，其能力建设

不仅关系到课程思政的效果，更关系到学生的全面

发展和国家的未来。

第四，有效融合课程思政元素。思政元素的挖

掘原则，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

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体现新时

代青年道德品质成长规律。应用经济学须不断深入

挖掘隐性思政元素，以强化学生的显性知识学习与

隐性思维培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融入课

程中，引导学生对标新时代主流价值观，以规范引导

学生的思想行为。思政元素的案例教学法能够让学

生更好地感知和吸收思政元素，提高对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中国共产党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共同富裕等内容，都与应用经济学联系紧密。

如在讲授需求供给与均衡价格时，引入在新冠疫情

期间，面对部分商家哄抬物价的行为，党和政府做出

的应对措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

思想以及“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１０］，并

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做对比，让学生认识到在市场经

济中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提升企

业与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在讲授消费者行为理论

时，通过讲授需求规律背后的消费本质，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消费观，养成健康的消费习惯。在讲授市

场失灵与政府干预时，引入诚信教育与道德教育，融

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增强学生的社会主

义文化自信。在讲授分配理论时，结合中国脱贫攻

坚的伟大实践成果，对比西方政治制度造成的贫富

差距，引导学生坚定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学生通

过分组调查汇报，侧重学习科学研究方法，提高系统

性批判思维能力，激发对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建设的

认同感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通过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影响，学生能够理解中国在

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和责任，增强其国际视野和跨文

化沟通能力。

第五，调整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课堂讲授以

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综合运用讲授法、比较法、案例

分析法、小组调研汇报法、情境教学法、数据分析法、

专题研讨法等，丰富教育教学形式；在社会实践、专

题辅导方面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在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条件下，应用经济学的课程思政教学方法手

段更加多元化，将抽象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依托自媒

体平台，增加课堂趣味性，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

辨能力、独立思考能力，保证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教

学效果。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教师通过理论实践

一体化、案例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等方式，将课堂学习

与社会实践高度融合，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

新能力。

第六，建立多维课程评价体系。“大思政课”教

学评价体系要体现多元、多维、多层次的特点，构建

标准科学、内容完整的评价体系。考核评价是对课

程实施过程的检查检验，在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中，

确立以学生为中心、树立 ＯＢＥ教育理念的科学导
向，既注重考核结果，又重视考核过程。在应用经济

学课程过程性考核中，建立多种考核机制，以教学成

果为导向，综合运用专题汇报、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讨论参与、课程考查等多种方式，构建量化的多层次

考核机制，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主性、积极性，将思想

品德考核贯穿整个环节，实现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

效果。在期末考核试卷中适量增加应用性、主观性

的题型与分值，以考核学生对于应用经济学的理解

运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中心，引导学生以经济

学原理解读经济现象，评分标准要有弹性，方式要灵

活，体现出课程考核的思政属性。“大思政课”课程

思政教学评价体系涵盖教学的整个过程，实现过程性

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统一，学生评价与教师评价相统

一，切实提高学生的现实问题分析解决能力。

四、结束语

“大思政课”本质上既要有大视野、大格局、大

担当，体现 “三全育人”理念，从 “大”处着眼，又要

坚守 “思政”属性，切实落脚于 “课”，这三者构成

统一整体，为新时代课程思政改革提供了基本遵循。

在 “大思政课”视域下，推进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是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

要求。这一改革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应用经济学专

业素养，增强教学实际效果，而且能提高高校人才培

养质量，让应用经济学学科建设更具长远性、目标性

与可持续性。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改革，必须以

“大思政课”为指导方向，要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

上与思想政治教育实现高度融合，充分挖掘思政元

素，以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和案例引领学生理

解中国经济发展，力求“润物无声”“如盐入水”。应

用经济学课程思政改革，需通过系统的课程设计，构

建内容多维、方法多元的课程体系，从而使课程思政

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贯彻

“大思政课”教育理念，牢牢抓住教师队伍 “主力

军”、课程建设 “主战场”、教学课堂 “主渠道”，以

大系统观强化 “大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明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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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学目标、增强教师思政意识、挖掘多样思政元

素、打造立体化应用实践平台、探索多元考核形式，

实现理念与课程统一、教学与实践统一，提升 “大思

政课”育人成效，培养 “既红又专”、能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 “经世济民”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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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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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既是推动高校思政课创新性发展的现实需要，顺应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逻辑指向的必然选择，也是确保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更是

增强高校学生文化自信、提升大学生文化素养的基本途径。推动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需以丰

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以及创新教学方式方法为抓手，促进高校学子在循序渐进中提升文

化自信，继承、发扬黄河文化精神的同时，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及推动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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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４年 ９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
调：“中华文明五千年，还要进一步挖掘，深入研究、

阐释它的内涵和精神，宣传好其中蕴含的伟大智慧，

从而让大家更加尊崇热爱，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自豪

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代一

代传下去。”［１］黄河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黄河文化所孕育的以儒家文化为代表

的“天人合一”观、“大一统”观、中庸之道、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等思想观念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国

家长治久安，同时也是引导大学生奋发有为、以宽厚

的态度兼收并蓄的重要价值指向。黄河文化中的农

耕文明崇尚耕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这

不仅是古时人民的生存之道，也是当今社会和谐、可

持续发展需坚持的理念。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中华

大一统是以黄河文化为核心而凝聚和发展起来的［２］。

一、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

（一）实现文化自信的现实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

自信，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

的自信”［３］。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与魂，离开

黄河文化空谈文化自信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文字是文化得以传承永续的重要载体，黄河流域早

在“仰韶时期”就产生了刻画符号且有固定含义，殷

商时期，形成以甲骨文为字体形式的文字体系。儒

学发源于黄河流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等均诞生于

黄河沿岸，这些都彰显了黄河文化深厚的底蕴和强

大的创造力，而黄河文化坚毅勇敢、自强不息的斗争

精神也是新时代大学生应具备的品格。当今世界处

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文化处在既共生又对抗

的矛盾之中，多元文化碰撞对大学生的文化认同造

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黄河文化兼收并蓄、开放进

取的特质对解决多元文化冲突行之有效。将黄河文

化融入高校思政课，能够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文

化观：以中华文化为依托，对外来文化去芜存菁；坚

定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以自身文化实践积极推动

黄河文化的传播。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手段

黄河文化先后吸收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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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以及鲜卑族、羯族、氐族、羌族等民族的文化

和近现代西方文化。在几千年文化融合中，中华

民族文化经历了从华夏之辨 ——— 以夷变夏 ———

华夷一家的发展轨迹，形成了以黄河文化为主干、

各民族文化为枝叶的文化共同体。各民族向中原

聚集，体现了多民族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认同及对

中华民族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家国认同”“家国一

体”“家国同构”等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黄河文

化强大的聚合力和 “大一统”观是民族凝聚力、向

心力的重要体现，是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抵御外敌

的思想武器，更是奠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

要基础。

（三）提升高校思政课亲和力与实效性的必然

要求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８日，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思想政治理

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

和亲和力、针对性。”［４］亲和力是学理性实现的保

障，提升高校思政课亲和力关键在教师，教师的政治

立场、育人情怀、理论功底、教学艺术、思维视野和人

格魅力，是影响思政课学理性发挥和亲和力产出的

重要因素。思政课具有较强的学理性，难免给学生

留下抽象晦涩、枯燥乏味的印象，增强思政课亲和

力，教师除了要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应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石，将二者有效结合、互为

补充。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具有阶级性，道德教育是

统治阶级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

形态灌输，以此来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德育是

儒家的核心教育理念，孔子在教育中坚持德育优先

原则，认为道德教育比知识教育更重要，要先成为有

德之人，再学习文化知识，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对社会

和国家都有用的人。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强调

的道德教育对社会成员思想与行为的影响，与儒家

将德育置于核心地位，注重培养有德之人对社会和

国家的作用，在育人目标和对道德教育重视程度上

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应该将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

课，用学生耳熟能详的话语诠释马克思主义经典原

理，以黄河文化精神育人，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实

现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目标。

（四）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必行之举

２０２４年９月，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

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筑牢国家生

态安全屏障。”［５］黄河流域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而且其涵盖的华北平原是保障国家粮食储

备的四大粮仓之一。生态环境的好坏对粮食产量、

居民生存状态、生物多样性等至关重要。中国古代

先民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上秉持取之有度、用之有

节的观念。《孟子·梁惠王上》曰：“数罟不入?池，

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

也。”［６］《论语·述而》记载：“（孔子）钓而不纲，弋

不射宿。”［７］这些典籍中的话语都证实了国人在生

态环境保护方面早就有了绿色发展理念的具体内

涵。将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帮助大学生树

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教导学生践行保护优先

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躬身实践、做小

做细，促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将来投身于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为黄河流域乃至国家各区域高

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二、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现实困境

（一）教学资源同质化

高校思政课堂在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资源使用

同质化、趋同化问题。虽然黄河文化资源丰富，但在

实际教学中，各高校常常缺乏对这些资源的深入挖

掘和个性化运用，导致教学内容和方式趋于千篇一

律。这种同质化现象大大削弱了案例教学、专题教

学的实际效用，降低了课堂教学的吸引力，使得学生

对课程知识的接受兴趣和积极性下降，同时挤占了

学校特色思政资源的使用空间。

（二）师资力量不足

高校思政课教师是推动黄河文化融入思政教育

的关键力量。目前部分高校思政课教师在黄河文化

方面的知识储备和教学经验相对不足。高校对黄河

文化相关的研究课题开设较少，教师缺乏深入挖掘

黄河文化资源的平台和途径，陷入“不敢讲”“不会

讲”的困境，难以将黄河文化的精髓有效地融入思

政课中。此外，部分教师也缺乏创新精神和教学热

情，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三）教学模式单一

传统思政课易脱离学生的生活感知与真实体

验，对学生的困惑、疑问回应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易

引发学生的抵触情绪。虽说黄河文化元素能够多维

度融入学科课程，但部分高校在教学方法上仍以

“灌输式”“讲授式”为主，教学模式相对单一，欠缺

创新与互动性。这致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产生

共鸣、激发兴趣，难以将黄河文化的精髓内化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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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观念。

（四）理论与实践脱节

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需注重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然而，在实际教学里，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

屡见不鲜。一方面，部分教师过度侧重理论知识的

传授，缺少与黄河文化相关的实践案例及体验活动。

脱离实践空谈理论，思政课堂便会缺乏活力，显得枯

燥乏味。另一方面，学生同样缺乏将所学知识运用

于实践的机会与平台，难以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

情境中。当理论知识无法高效转化为实践应用时，

不仅会阻碍大学生个人的成长与发展，还会制约

整个社会的创新与进步。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

节，致使黄河文化融入思政课难以达成预期教学

效果 。

三、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实践路径

（一）整合黄河文化教学资源，丰富教学内容

首先，深入挖掘黄河文化中蕴含的爱国元素、集

体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等，将其作为思政教育的

重要内容，以此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爱国情怀与创

新能力。其次，结合黄河治理、水利工程建设等情

况，开发形式多样的思政载体，如专题讲座、案例分

析、视频资料等，引导学生感知黄河精神，领悟黄河

文化精髓，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归属感。最后，结

合黄河文化的历史背景、发展脉络和当代价值，构建

具有地方特色的思政教育内容体系。开设专门的黄

河文化课程，如“黄河文化概论”“黄河文化与民族

精神”等，作为思政课的补充和拓展。在其他专业

课程中融入黄河文化元素，如文学、历史、地理、艺术

等，形成“思政＋”育人模式。
（二）增设相关研究课题，提高思政教师理论

素养

首先，高校可以结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增设关于黄河流域水资源保

护利用、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黄河地区农业绿

色升级与转型、黄河文化传承与发展、黄河流域文

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黄河文化旅游带

开发等方面的课题研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课题

立项。其次，高校可以定期对思政教师进行黄河

文化培训，提升他们对黄河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邀请黄河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来校开展讲座、进

行交流，拓宽教师的学术视野。最后，教师还应树

立终身学习理念，弘扬教育家精神，争做新时代

“大先生”，做好青年一代的表率，做学生心灵路上

的点灯人。

（三）创新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积极性和创造性

１．互动式课堂
一方面，组织学生围绕黄河文化中的某个主题或

问题进行小组讨论，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

解。还可以举办辩论赛，让学生在辩论中深化对黄河

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同时锻炼他们的逻辑思维和表达

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让学生扮演

黄河文化中的历史人物，体验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此

外，对黄河文化中的历史事件或场景进行情景模拟，

让学生在模拟中学习和理解相关知识。

２．项目式学习
首先，学校可以引导学生开展关于黄河文化的

研究项目，如调研黄河文化遗址、研究黄河文化对当

地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等。鼓励学生自主选题、设计

研究方案、收集和分析数据，最终撰写研究报告或制

作展示作品。其次，组织学生参加黄河文化相关的

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如参与黄河沿岸的环保

行动、为当地居民提供文化服务等。

３．数字化与多媒体教学
一方面，通过创建黄河文化的虚拟场景和互动

体验，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黄河文化的魅力。也

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将黄河文化的历史文物、艺术

品等资源进行数字化展示，方便学生随时随地进行

学习。另一方面，开发关于黄河文化的在线课程，提

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互动平台，方便学生自主学习

和交流。并且建立黄河文化资源库，收集、整理和分

享关于黄河文化的各种资料，包括图片、视频、音频、

文献等。

４．跨学科融合
将黄河文化融入文学、历史、地理、艺术等其他

学科的教学中，形成跨学科的教学体系。通过跨学

科的学习，让学生更加全面地了解黄河文化的内涵

和价值。引导学生将黄河文化与现代创意产业相结

合，如设计黄河文化主题的文创产品、开发黄河文化

旅游项目等。

５．评价与激励机制
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包括课堂表现、小组讨

论、项目研究、社会实践等多个方面。通过多元化的

评价，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和综合素质。设立

奖学金、优秀项目奖、社会实践奖等，鼓励学生积极

参与黄河文化的学习和实践活动。

（四）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展与黄河文化

相关的实践活动

高校应树立“大思政”观，坚持思政“小课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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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大课堂”相结合，在校内举办黄河文化讲座、

研讨会、论坛等活动，邀请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

分享；开展黄河文化知识竞赛、摄影大赛、文艺演出

等校园文化活动，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和创造力。

高校还可以组织学生到黄河沿岸进行实地考察和调

研，了解黄河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通

过实地考察和调研，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社会责

任感；鼓励学生参与黄河沿岸的志愿服务和社会实

践活动，如环保宣传、支教服务、文化传承等，通过志

愿服务和社会实践，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

精神；组织学生参观黄河文化遗址、博物馆、主题公

园等场所，了解黄河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让

学生在实践中感受黄河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

值。

四、结束结

将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是贯彻落实“第二

个结合”的必行之举，也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两创”发展的必要举措，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重要途径。新时代，立足大局观与全局意识，

坚定文化自信，沐浴理论之光，自觉担负起新时代新

的文化使命，做文化强国的建设者；以黄河文化滋养

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促使大学生以自身之躯反哺黄

河流域，为国家建设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建功立

业，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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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图谱的 Ｐｙｔｈｏｎ数据分析课程改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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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人工智能在生成内容时出现的“幻觉”，提出在教学中使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结合
Ｐｙｔｈｏｎ数据分析课程知识图谱的方法。该方法有效解决了“幻觉”问题，还为人工智能 ＋教育领域
的实践提供方案。通过整合分散的教学资源构建课程知识图谱，并采用图数据库 Ｎｅｏ４ｊ展示知识
点，从而帮助学生实现个性化学习、制定科学的学习计划，同时帮助教师分析学生学习数据，了解学

生进度和薄弱环节，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实现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

关键词：人工智能；知识图谱；检索增强生成；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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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的迅

速发展和技术突破，作为当前科技领域的前沿技术，

人工智能大模型是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推

动力，也为教育领域的创新发展提供新动力和新方

向。传统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育模式面临巨大挑

战，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教育工作者需要变

革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等，从单纯的知识

传授转向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创新思维和解决复

杂问题的能力，要充分挖掘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

潜力，以促进教育方法的创新和优化［１］。与人工智

能技术相结合，促进了传统教育模式向在线学习和

混合式学习的转变。这种变革不仅增加了学习的灵

活性和选择性，还促进了教育公平和普及，特别是在

偏远地区和教育资源匮乏地区［２］。

人工智能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下，主要擅长从已

有知识和数据中提取信息、识别模式、进行推理和生

成内容。然而，它在某些方面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仍然有限，特别是在从０到１的真正创新上。同时，
人工智能在生成文本或回答问题时，可能会生成不

准确、无根据甚至虚构的信息，也就是“幻觉”。解

决大模型“幻觉”的方案有提示工程（ｐｒｏｍｐｔ）、数据
质量、模型能力的提升、后处理、检索增强生成（Ｒｅ
ｔｒｉｅｖａｌ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Ｇ）等，提示工程和
ＲＡＧ技术易于实现、成本较低，可以提供更具体的
上下文信息给大模型，减少“幻觉”。高质量数据的

收集、模型能力的提升和后处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但

成本会比较高，如模型能力的提升采用的微调技术，

需要ＧＰＵ的支持。ＲＡＧ是一种结合了ＡＩ生成模型
和信息检索技术的方法，旨在提高生成内容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其基本原理是利用检索系统从大型知

识库中（包含知识图谱）提取相关信息，然后将这些

信息作为生成模型的输入，以生成更为准确的内容。

因此，在Ｐｙｔｈｏｎ数据分析的授课过程中建设 Ｐｙｔｈｏｎ
数据分析课程知识图谱，同时结合人工智能大模型

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幻觉”问题，而且为专业知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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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复杂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３］。

知识图谱（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Ｇｒａｐｈ）是由 Ｇｏｏｇｌｅ公司
创建，用于智能信息检索的结构化数据存储模型。

最近几年，随着 ＡＩ大模型的应用，再次得到很多研
究者的关注，主要以图形化方式来表示实体关系，在

教学中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相较于传统教学模

式，知识图谱能够将分散的教学资源进行系统化整

合，形成一个有机的知识体系，有助于教学效果的提

升。通过将教材、课件、习题等资源进行关联，帮助

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点及其相互关系，形成系统的

知识网络。采用ＡＩ＋知识图谱，学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学习需求和进度，选择不同的学习路径，实现个性

化学习。同时，知识图谱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行为

给学生推荐学习内容，制定科学的学习计划。学生

也能够根据知识图谱清晰地看到知识点之间的关

系，有助于构建完整的知识结构，增强知识的联想和

迁移能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快速定位需要

学习的知识点，便于在线学习和混合式学习，提高学

习效率和效果。［４］教师通过知识图谱分析学生的学

习数据，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学生的学习

进度和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

以便进一步进行教学决策。教师通过知识图谱对学

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全面的评估，有利于采用形成性

评价、过程性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

效果和知识掌握情况，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二、知识图谱概述

知识图谱（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Ｇｒａｐｈ）是一种通过节点
和边等图形化方式，将分散的知识点进行系统化和

关联化，以表示知识点及其相互关系的结构化数据

模型，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网络。课程中部分

章节的知识图谱如图１所示。

图１　课程部分章节的知识图谱

　　知识图谱通过图的形式，将知识点及其关系进
行结构化表示，使得知识体系更加直观和清晰。知

识图谱主要是由三元组组成，三元组由三个元素组

成，分别是实体、关系和属性。实体（Ｎｏｄｅｓ）代表具
体的对象或概念，如人物、地点、事件等。关系（Ｅｄ
ｇｅｓ）表示实体之间的关联或交互，如“属于”“位于”
“相关于”等。属性（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是实体或关系的特
征和描述，如名称、日期、数值等。课程体系中的知

识点可以用实体表示，知识点之间有前置关系、后置

关系、关联关系等多种关系，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动态

更新和扩展，不断加入新的知识点和关系，保持知识

体系的时效性和完整性。通过对课程知识图谱的智

能分析和挖掘，可以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推荐、知识关

联发现等服务，提高学习和研究的效率［５］。知识图

谱在教育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可以用于知识管理、

个性化学习路径推荐、教学资源整合等。

三、Ｐｙｔｈｏｎ数据分析课程知识图谱的构建
首先，构建知识图谱需要准备各种学习资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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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教学大纲、课件、习题等［６］。这些资源将为知

识点的抽取和关系的建立提供基础数据和内容支

持。其中，教材包括教科书、参考书等，是课程知识

的主要来源。教材通常按照课程大纲编写，内容系

统而全面，是构建知识图谱的核心依据；教学大纲详

细列出了课程的内容和要求，是知识图谱构建的重

要依据，大纲中的内容可以帮助确定知识点的范围

和层次结构；课件包括 ＰＰＴ、ＰＤＦ、讲义等，是课程知
识的详细说明和讲解，课件中的内容通常是对教材

的补充和扩展，可以提供更多的例子和应用场景；习

题资源有助于理解和应用知识点，习题中的考点和

解题思路可以帮助识别知识点的应用方式和关联关

系。其次，知识图谱的构建还需要使用各种工具和

平台来辅助完成知识点的抽取、关系的建立和图谱

的展示。工具方面，如利用自然语言处理（ＮＬＰ）工
具分析文本，从文本资源中自动抽取知识点和关系。

这些工具可以通过词频分析、主题建模等方法识别

重要的知识点和关联关系。平台方面，如 Ｎｅｏ４ｊ、
ＧｒａｐｈＤＢ等，它们支持图形数据库，用以高效存储和
查询知识点及其关系。再次，可视化工具能够将知

识点和关系以图形化的方式展示，可以更直观地理

解知识点和关系。利用可视化工具展示知识图谱更

便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人工智能大模型结合知

识图谱可以获取更准确的信息，使生成内容更加可

靠，避免生成虚假内容。知识图谱构建的技术框架

如图２所示。

图２　知识图谱构建的技术框架

　　Ｐｙｔｈｏｎ数据分析课程内容的知识图谱构建中，可
以把 Ｐｙｔｈｏｎ库（如 Ｐａｎｄａｓ、ＮｕｍＰｙ、Ｍａｔｐｌｏｔｌｉｂ等）、数
据分析概念（如数据清洗、数据可视化等）、算法（如

线性回归、分类、聚类等）、工具（如ＪｕｐｙｔｅｒＮｏｔｅｂｏｏｋ、
Ａｎａｃｏｎｄａ等）定义为实体。把每个实体的特征定义
为属性，例如 Ｐａｎｄａｓ的功能、线性回归的应用场景
等。实体之间的连接定义为关系，例如 Ｐａｎｄａｓ与数
据清洗的关系、Ｍａｔｐｌｏｔｌｉｂ与数据可视化的关系等。

　　四、知识图谱在课程改革中的应用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与智慧课堂教学模式的对

比如图３所示。随着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全过程、
全方位的融合，形成了教育教学新生态，为师生提供

多层次、智能化、开放式的教育教学服务，在“人工

智能＋教育”的场景应用中，随着知识图谱、认知计
算等技术的发展与全域教育数据的不断累积，教学

逐步覆盖了“学习—教学—练习—考试—评价—管

理”的全流程。采用人工智能 ＋知识图谱的教学模
式如图４所示。

（一）知识图谱助学

ＡＩ＋知识图谱可以为学生提供实时、智能化、
个性化、启发式的辅导助学服务，解决学习资源的极

大丰富与个性化学习供给不足的矛盾问题，提供学

图３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

图４　人工智能＋知识图谱的教学模式

习资源地图与学习过程向导相结合的解决思路，建

立大模型、知识图谱、图谱融合、知识追踪、认知诊断

等技术支撑，如图５所示。在自主学习方面，章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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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提供的是一个富媒体教材文件，比书本有

更多的互动。通过图谱式学习，可以进行知识搜索，

融入知识图谱之外的信息，尤其是各种不同形式信

息载体中的信息，帮助学生理解学科知识体系。

ＡＩ＋知识图谱帮助学生在自主学习时明确学习内容
的框架和重点，选择自己感兴趣或薄弱的知识点进

行学习，通过知识图谱中的链接直接访问相关的教

学资源、视频讲解或习题，进行针对性学习，实现自

适应学习。除了在自主学习方面发挥作用外，ＡＩ＋

知识图谱在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环节也能为学生提

供有力帮助：学生可以在课前预习过程中，提前了

解课程的主要知识点、知识点分布及其关联，做好

充分的准备；在课堂学习中，强化学习的内容以及

重点和难点；学生在课后复习时，根据知识图谱提

供的复习路径，梳理所学内容，系统复习各知识点

及其应用，发现知识盲点和不足之处，强化记忆和

理解［７］。

图５　辅助教学活动

　　通过知识图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可
以显著提高。

１．学生可以通过点击知识图谱中的节点或边，
查看详细的知识点内容和前置后置关系，进行互动

学习，也可以探索不同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建立思维

导图。

在Ｐｙｔｈｏｎ数据分析课程平台上，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可以提出问题，例如：“如何使用Ｐａｎｄａｓ进行数
据清洗？”问题提交后，检索引擎会在知识图谱中查

找与“Ｐａｎｄａｓ”和“数据清洗”相关的实体和关系，检索
到Ｐａｎｄａｓ的功能包括数据清洗，相关操作有处理缺
失值、数据类型转换、重复值处理等。如图６所示。

图６　Ｐａｎｄａｓ与数据清洗的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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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模型根据从知识图谱中检索到的信息给出
生成回答。回答内容：“使用 Ｐａｎｄａｓ进行数据清洗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１）检测与处理缺失值，使用
ｄｒｏｐｎａ（）或ｆｉｌｌｎａ（）方法；（２）更改数据类型，使用
ａｓｔｙｐｅ（）方法或ｔｏ＿ｎｕｍｂｅｒｉｃ（）方法；（３）检测与处
理重复值，使用ｄｒｏｐ＿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ｓ（）方法等。”
２．知识图谱中的知识点分布和层次结构便于学

生制定学习计划和目标。在 Ｐｙｔｈｏｎ数据分析课程
平台上，当学生学习完“数据清洗”章节的内容后，

可以查询“下一步应该学习什么”。检索引擎在知

识图谱中查找与“数据清洗”相关的下一个章节的

学习内容。检索出“数据清洗”与“数据可视化”

“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存在相关关系。生成模

型根据知识图谱中的关系，可以给出学习路径建议。

回答内容：“你已学习完数据清洗的内容，下一步建

议学习数据可视化。数据可视化可以帮助你更好地

理解和展示数据，推荐使用 Ｍａｔｐｌｏｔｌｉｂ和 Ｓｅａｂｏｒｎ库
进行数据可视化。”

３．知识图谱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资源和
路径，如视频、课件、实验代码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学习习惯和兴趣，选择适合的学习方法和资源。

也可以根据知识图谱中的推荐，选择适合自己的其

他学习资源，如视频讲解、在线课程、互动练习等。

检索引擎会在知识图谱中查找与学生已学习内

容和表现相关的实体和关系。例如，学生已经学完

并掌握了“Ｐａｎｄａｓ”和“数据清洗”的内容，需要加强
“数据可视化”和“高级数据分析”部分。生成模型

根据知识图谱中的关系和学生的学习数据，生成个

性化学习计划。

回答内容：“根据你的学习进度，建议接下来学

习数据可视化和高级数据分析。以下是你的个性化

学习计划：

（１）数据可视化：学习 Ｍａｔｐｌｏｔｌｉｂ和 Ｓｅａｂｏｒｎ库，
完成以下练习：

使用Ｍａｔｐｌｏｔｌｉｂ绘制折线图、柱状图、饼图等；
使用Ｓｅａｂｏｒｎ进行数据分布和关系的可视化。
（２）高级数据分析：学习 ＮｕｍＰｙ和 ＳｃｉＰｙ，完成

以下练习：

使用ＮｕｍＰｙ进行数组操作和数值计算；
使用ＳｃｉＰｙ进行统计分析和科学计算。
（３）项目实践：完成一个小型数据分析项目，将

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中。”

ＲＡＧ与知识图谱结合，可以显著提升Ｐｙｔｈｏｎ数
据分析课程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体验。这种结

合利用了知识图谱的结构化数据和 ＲＡＧ的生成能

力，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信息处理和生成机制，为智能

问答系统、课程内容推荐、个性化学习计划等应用提

供了强大的支持［８］。

（二）知识图谱辅教

１．准确掌握学情数据
知识图谱为教师提供了灵活、高效、多维度的教

学支持服务，描绘了学生的成长轨迹，提供了学生的

群体画像。教师可以通过知识图谱中的数据分析，

实时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展，掌握学生对各知识

点的掌握程度，及时发现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和内容。

知识图谱记录了学生的学习行为，如学习时间、

学习频率、知识点掌握情况等，帮助教师全面了解学

生的学习习惯和特点。教师可以根据知识图谱中的

学习行为数据，分析学生的学习模式和习惯，制定针

对性的教学策略。教师也可以生成个性化的学生画

像，识别学生的学习优势和不足，为个性化教学提供

依据。通过知识图谱中的数据分析功能，生成每个

学生的学习画像，了解其学习特点和需求，制定个性

化的教学方案，有针对性地进行辅导和帮助［９］。

２．及时调整教学内容
通过知识图谱，教师可以分析课程内容的结构

和逻辑，发现教学内容中的重点和难点，优化教学内

容的安排和设计，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设计和安排，

提高教学效果。知识图谱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

需求和反馈，调整和改进教学方式，如增加互动环

节、使用多媒体教学工具、开展小组讨论等，提升教

学方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在 Ｐｙｔｈｏｎ数据分析课
程教学中，教师每学期都会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以

符合ＯＢＥ的教学理念。课程的知识图谱融入教学，
促进了数字教育新形态的形成。基于知识图谱的数

据分析和反馈，有助于作出科学的教学决策，如调整

教学计划、改进教学方法、制定个性化教学方案等，

教学质量和效果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３．有效反馈学习效果
通过知识图谱可以精确统计学生对各知识点的

掌握情况，生成详细的学习报告，帮助教师全面了解

学生的学习效果。教师可以动态跟踪学生的学习进

展，了解学生掌握知识情况，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对

学生提供针对性的辅导和帮助。教师可以根据学习

数据和分析工具，为学生的学习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确保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教师可以通过知识图

谱的多元化评价功能，如知识点测试、学习任务完成

情况、课堂表现等，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通过

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动态跟踪和分析，提供及时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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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和指导，促进学生的持续进步。教师可以通过知

识图谱的个性化评价功能，针对每个学生的学习情

况，制定个性化的评价标准和方法，激励学生发挥自

己的优势和潜力。

五、结束语

人工智能＋知识图谱引入教学，实现了教学模
式从二元结构转向三元结构，这种结构性变革推动

教学从“以教为中心”转变为“以学为中心”，教育范

式从供给主导转变为需求主导，将教师从低效、重

复、繁重的知识传授中解放出来，回归更有温情的育

人主业。教学评价从单一评价转向多元评价，加速

信息获取和知识传授的过程，更加强调信息的获取、

识别能力。学习者能够利用智能设备自由获取各类

学习资源，不再局限于特定时间、空间和方式，推动

学习空间从课堂环境拓展为泛在环境。通过知识图

谱，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学习效果显著

提升；教师能够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教学质

量，最终实现教学效果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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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当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综合化

的特点。传统的专业课程教学模式，往往侧重于知

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却忽视了对学生创新思维

和创业能力的培养。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

地，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因

此，将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课程教育深度融合，成为

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

“专创融合”将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

结合起来，不是将创新创业教育作为独立于专业课

程之外的附加内容，而是将创新创业的理念、思维和

方法深度融入专业教育的各个环节［１］。目前高校

教育改革中“专创融合”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融合

趋于“表面化”，融合深度不够甚至脱节，较多课程

中“专创融合”体现在“以赛促创”单一角度，教师对

于“专创融合”理解不够深入，师资力量欠缺等［２］。

这将制约“专创融合”的有效推进和人才培养质量

的提升。

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作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
工程等专业的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工程性课程，其教

学改革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创业能力具有重

要意义［３］。此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在教育教学

中注重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数字化学习能力等。本文以此课程为例融入创新创

业教育，探究教改意义、存在问题及实践路径，阐述

“专创融合”教育改革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二、“专创融合”理念下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课程教
学改革的意义

（一）开发学生隐性智能

随着人工智能、５Ｇ、云计算等领域的蓬勃发展，
高等教育板块中，工科学生的学科融合与编程技术

的教学革新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对于计算机类专业

的学生而言，在掌握编程语言，学习前沿技术的基础

上，参与项目实践，锻炼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已

成为适应日新月异的技术生态的关键。在专创融合

的教育理念下，教师鼓励学生结合实际需求，突破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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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既定的编程示例限制，运用 Ｐｙｔｈｏｎ去探索创新的
解决方案。在实训课环节，教师引入企业小型实战

案例，学生按照实验开发需求，自主设计程序，将理

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在实践中打磨创新思维，并在项

目实战中进行分组协作学习，不同成员发挥各自在

Ｐｙｔｈｏｎ不同模块（如前端界面设计、后端算法实现、
数据存储管理等）的专长。同时要求学生能够清晰

阐述自己的代码逻辑、理解他人的设计思路。在培

养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同时有效提升其团队合作能

力和沟通能力。创新创业教育融入 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
计课程中，在学生学习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的

基础上，树立创新创业理念、学习创新创业知识、

掌握创新创业技能，进而成长为具备创新创业能

力的创新型人才，把创新创业教育作为通识素养

面向全体学生，帮助其形成隐性智能。

（二）激发学生创业潜能

Ｐｙｔｈｏｎ在当今众多创业领域都有着广泛应用，
如互联网电商的数据分析与挖掘、智能硬件的控制

系统开发等。课程教学融入创新创业理念后，学生

会接触到各类基于Ｐｙｔｈｏｎ的创业案例，了解如何从
一个创新性想法起步，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技术逐步搭建起
可行的商业模式。“专创融合”教育理念能够帮助

学生看到编程技能在创业领域的无限可能，激发其

内心深处的创业热情，引导他们提前规划职业路径，

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就业方向，积极响应国家“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学生可以在课堂中依托

企业实战项目的开发，体验企业各部门的协调与分

工，发现自己擅长的职业或者岗位，树立正确的择业

观并初步了解企业运营模式与管理方法，为创新创

业做准备。

（三）提高专业教育的实际应用价值

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作为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是
学习其他编程语言和数据分析、深度学习、机器学习

等领域的基础。课程建设的目的和任务是让学生熟

悉Ｐｙｔｈｏｎ语言的语法规则、编程思想以及常用的程
序设计模式，具备运用 Ｐｙｔｈｏｎ进行程序开发、代码
优化和问题解决的基本能力，为后续的专业学习与

实际项目开发打造基础。将创新创业教育理念融入

专业课程教学中，能够使原本抽象晦涩的编程知识

与实际企业案例项目开发相结合，学生能够理解创

新创业逻辑，学习企业开发经验，有效提高学生在课

堂中的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具备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专创融合”

教育理念能够提高专业教育课堂教学成效，促进专

业教育发展，丰富“专创融合”理念下的教学模式、

教学方法，开发“专创融合”课程体系，促进教育教

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动高等教育顺应时

代发展的要求。

（四）为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筑牢根基

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是民生问题，促进大学生

高质量就业是高校、社会乃至国家高度重视的一项

重要举措。专业教育是学生具备就业岗位专业知识

与技能的基础，创新创业教育则是学生具备创新思

维与创业能力，提供以创业促就业的必备手段。

“专创融合”教育理念旨在培养具备专业能力、创新

思维与创业意识等素养的综合素质人才，此目标与

促进学生“就好业”“好就业”的应用型高校人才培

养目标相契合。“以创业带动就业”已成为重要的

就业新形态，凸显创新创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关

键地位，但是此课程的开设现状是形式高于内容，相

对于专业课程，学生对其并不重视。“专创融合”教

育则可以解决学生心理上轻视创新创业教育的问

题，倒逼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创新教学模

式。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课程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掌
握编程技能、具备信息思维和创新思维，在此基础上

培养学生的创业思维能够让学生接触更多的创新型

科技企业案例，引发学生的创业思考，提高学生对于

新兴产业的创业兴趣。

三、“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融入创新创业教育面临
的困境

（一）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传统教学存在的问题
教学模式单一。在传统教学模式下，Ｐｙｔｈｏｎ程

序设计课程侧重于语法知识的传授与基础编程技能

的训练。教师在理论课中多采用课堂讲授结合少量

简单案例演示的方式，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

态，无法有效锻炼学生的编程思维和创新思维，容易

出现“填鸭式”教学。此类“接受式”教学方式下，部

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低，不能有效发挥学生的学习

主体性，无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案例缺乏创新。学生虽然掌握了一定的

语法规则，但面对真实复杂的项目需求时，无法灵

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作为一门学科专业基

础课，教学案例一般为课本单元教学案例或经典

算法题目，知识点比较小且案例无创新，学生能够

在网上搜索到已有的答案，甚至部分学生会使用

ＡＩ技术完成作业代码的撰写，不利于实践课程的
教学。

学生个性化发展无法得到关注。统一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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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教学内容难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

求，导致基础好的学生“吃不饱”，基础薄弱的学生

“跟不上”，最终影响整体教学效果，不利于培养学

生的综合能力素养。此类教学模式下，教师无法

兼顾学优生的选拔培养和学困生的帮扶，教学效

果较差。

课堂缺乏趣味性和互动性。在高等教育课堂上

会出现部分学生长时间玩手机、睡觉等不专注课堂

学习的现象。理论课学习过程中教师会出现专注讲

课，不能及时关注学生学习倦怠期的情况，难以发挥

学生的课堂主体性。实践课堂中教师将学习任务下

发后，会出现学生主体性过高，自主学习时间无法自

控，忽视了教师的主导性。因此，如何提高学生在课

堂中的学习积极性、保持学生的学习专注力，是教师

在教学设计时应着重考虑的问题。

（二）“专创融合”课程教学改革面临的困境

目前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在实际的教学体

系中处于“分置”状态［４］。部分高校将创新创业教

育单独设置，由创业导师或高校思想政治辅导员授

课，此种方式可以更直观地向学生传授创新创业知

识、创新创业流程与技巧，但无法激发学生在专业教

育中的创新性思维，在培养学生依托所学专业参加

大赛或创业方面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师资力量不足。大多数专业教师虽在本专业领

域造诣深厚，但缺乏创新创业实践经验，难以将前沿

的创业理念、商业模式与专业知识进行有机融合，在

教学过程中无法给予学生精准有效的指导。而具有

丰富创业经历的校外导师，又往往因时间、精力有

限，不能深度参与日常课程教学，仅偶尔举办讲座分

享，难以满足学生持续学习的需求。

教学资源匮乏。合适的专创融合教材稀缺，现

有的教材或侧重于专业知识讲解，创新创业内容生

硬植入；过于聚焦创业案例，专业深度不够，无法为

学生提供系统全面的学习支撑；实践场地、设备以及

项目资金的不足，使得学生的创新实践活动难以充

分开展。

教学考核无法量化。“专创融合”教育中对于

创新创业思维和理念的考核是必要的，但此项指标

无法量化，只能依靠教师根据学生的作品或产品进

行定性评价［５］。单一课程对于学生的培养无法快

速体现创新创业思维，因此“专创融合”课程体系建

立后关于创新创业思维与理念的考核也是一项难

题，部分高校将创新创业实践作为各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中的必修环节，但只有完成各类创新创业课程

才能获取此环节的学分。

（三）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的
机遇

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课程的特点是实践性强，要求
学生具备逻辑清晰、思维严谨的学习态度和主动学

习的内部动机。精通编程类语言要求学生花费大量

的课下时间进行代码训练和代码调试，在学习探索

过程中Ｐｙｔｈｏｎ代码的编写非常锻炼学生的计算思
维和创新思维。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课程有利于培养学
生的创新思维，因为求知欲与探索欲是学习编程类

语言不可或缺的动力，而该课程能充分激发学生这

两方面的动力。同时，Ｐｙｔｈｏｎ作为工具，可用于解决
创新创业问题，助力学生更好地完成创新创业项目

和实践活动。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与创新创业教育相互
融合可以促进两者的教育教学成效，是一场“双赢”

的教育教学改革［６］。因此，我们以此课程为例探究

“专创融合”教育改革，根据优化课程内容与结构—

完善课程教学设计—创新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教学

考核体系的路径，探索 “专创融合”教育改革在 Ｐｙ
ｔｈｏｎ课程中的具体应用情况。

四、“专创融合”理念下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课程教
学改革的路径

（一）教改建设思路与具体设计

为实现课程教学目标，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和

创业能力，从专业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两方面提高

教学成效。根据以往教学实践经验，从线上到线下、

从教师到学生、从课上到课下全方位地开展 “专创

融合”背景下的 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改革，实
现创新创业教育与 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课程的深度融
合。具体教改建设思路着重从教学内容、教学设计、

教学考核方式等方面入手。

优化课程教学内容与结构，加入创新创业知识

案例，突出创新创业理念，强调跨学科融合，不局限

于 Ｐｙｔｈｏｎ语言本身知识点的教学。根据学习阶段
的递进引入小型、中型企业实战案例，通过案例实践

教学让学生能够在更多创业领域中见到 Ｐｙｔｈｏｎ的
作用，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学生对 Ｐｙｔｈｏｎ语
言知识点的理解与应用能力。引入企业运营及管理

模式，让学生在学习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渗透创新

创业知识，培养创新创业思维。

完善课程教学设计，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精神，采

用 ＰＢＬ项目式教学、案例教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等方法引导学生参与实际项目的设计和实现过

程。通过项目实践，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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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ｙｔｈｏｎ语言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丰富并整合教学案
例资源；通过具体案例的讲解和实操，帮助学生理解

和掌握 Ｐｙｔｈｏｎ的基本语法和编程技巧，让学生感受
到 Ｐｙｔｈｏｎ的实用价值；通过创新创业理论与案例的
渗透式教学，帮助学生克服创新创业畏难情绪，激发

学生对创新创业的兴趣。

改革教学考核体系，锻炼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对于创新创业思维和理念的考评，采用代码的创新

性考查及创业计划书的撰写这两种方式进行定性评

价。最终采用创新创业项目汇报、Ｐｙｔｈｏｎ程序作品
展示、竞赛获奖权重相结合等多元化的评价方式，更

加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综合素养，评估其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教改设计秉持产出导向原则，首先清晰界定课

程的教学目标，科学规划教学内容。整个教学过程

以学生为中心，围绕教学目标，精心策划 “学教”互

动环节。我们致力于构建一个以协作与探究学习为

核心的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模式，该模式包含以下学

习流程：“看”，利用网络平台资源进行学习；“学”，

深入理解并掌握相关语法知识；“仿”，通过模仿示

例进行编程实践；“评”，接受教师或同学的点评以

反馈提升；“练”，独立练习编写类似源代码以巩固

技能；“战”，参与实际项目，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

践［７］，这一流程旨在全面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实

践能力。基于上述融合教学模式，我们得以分析

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课程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教改路
径。

（二）教学内容重构，融合创新创业知识———教

什么

Ｐｙｔｈｏｎ作为一门程序设计语言，具有功能强大、
语法简洁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各个方面，如文字图

片处理、网站和游戏开发以及机器人和航天飞机控

制等。在Ｐｙｔｈｏｎ应用中有较多现实创新创业案例，
我们将案例与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在课堂中进行专

业知识与创新创业知识的融合教学。本课程共４８
个学时，由３２个理论学时和１６个实践学时组成，理
论课教学占比２／３。教材使用侧重于Ｐｙｔｈｏｎ基础知
识的教学，课程整体规划将授课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初级阶段（１—１２学时）、中级阶段（１３—３６学时）和
高级阶段（３７—４８学时）。初级阶段主要包括 Ｐｙ
ｔｈｏｎ基础语法、基本数据类型、流程控制语句、函数
基础，可以采用趣味性简单案例教学帮助学生夯实

基础，引入“双色球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案例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获得感，初步感受 Ｐｙｔｈｏｎ

解决实际问题的魅力；中级阶段涵盖函数高级、常见

模块和文件操作，引入相对复杂、贴近实际应用的案

例，如“校园图书借阅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学

生在开发过程中运用函数高级特性优化代码结构，

借助常见模块处理图书信息存储，通过文件操作实

现借阅记录的保存与读取，从而拓宽编程视野；高级

阶段主要介绍面向对象和第三方库等内容，引入

“边缘计算系统卸载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案例，

引导学生从面向对象的设计思维出发，将系统中的

各个组件抽象为不同的类，利用类的继承、多态等特

性构建复杂而灵活的系统架构，让学生在攻克复杂

系统开发难题的过程中，掌握高阶 Ｐｙｔｈｏｎ编程技
能。

（三）多种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怎

么教

基于 Ｐｙｔｈｏｎ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采用多种教
学模式进行教学活动的组织。项目教学与案例教学

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翻转课堂、学生示范教

学等多种教学模式相互融合，丰富了课堂教学形式，

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深入理解 Ｐｙｔｈｏｎ
编程的精髓，还可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与讨论，培养

他们的逻辑思维与批判性思考能力。充分利用线上

与线下教学的优势互补，打破传统教室与课堂时间

的限制，构建一个更加开放、灵活的学习环境，提高

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使教学地点不只局限于教室、教

学时间不只局限于课堂的 ９０分钟。通过学习通平
台为学生提供课程的更多案例资源、微课资源，让学

生在课堂之外能够自主学习。课前，采用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通过课前发布导学案和微课资源，引导学

生在学习通平台上自主学习，不仅能够有效减轻课

堂讲授压力，还能使学生在预习阶段就形成对新知

识的基本认知，为后续深入学习打下坚实基础。学

生通过完成导学案、观看微课视频更好地培养代码

编写习惯、完成新课预习。课中，采用案例教学与学

生示范教学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到课

堂讨论中来，通过分组讨论、案例解析等环节，学生

可以在互动交流中深化对知识点的理解，同时锻炼

自己的表达与沟通能力。而学生示范教学则进一步

发挥了同伴效应，让优秀学生成为课堂的小老师，分

享自己的学习心得与编程技巧，这种角色转换不仅

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动力，也营造了班级内部的良性

竞争与合作学习氛围。通过案例教学、学生示范教

学的方式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发挥学生的课堂

主体性。课后，通过实训项目，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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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紧密结合，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巩固

所学知识，提升动手实践能力。这些实训项目既涵

盖基础编程技能的训练，也包含一些具有挑战性的

创新任务，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他们的

问题解决与创新能力。

（四）线上线下相结合，发布创新创业学习资

源———怎么学

通过学习通平台、慕课 ＭＯＯＣ平台的运用，学
生能够获取更多的最新知识与案例资源，了解技术

前沿和创新创业热点［８］。课前的导学案、课后的项

目作业、课件、知识点总结、上课案例代码等都可以

发布在学习通的课程资源中，构建一个完整的 “专

创融合”课程资源体系，为学生提供全方位、多层次

的综合性学习平台。这些资源不仅能够有效支撑翻

转课堂的开展，还能让学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迅

速获取全面的学习资源，极大提升学习便捷性与自

主性。线上学习方面，通过学习通平台发布明确的

学习任务，引导学生观看微课视频，同时利用平台的

监督功能，确保学生能够按时完成学习任务，有利于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帮助其在观看视频的过

程中，根据自己的学习节奏和兴趣点进行针对性学

习。线下学习方面，通过带领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案

例实践，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

决中，还通过作品展示的方式，增强他们的学习成就

感与自信心。通过作品展示，采用教师评价、生生互

评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获得感，增强学习自信

心，培养学生的良性竞争与合作精神。此外，针对同

一个问题需求，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的代码解决算法，

并通过平台或课堂进行展示与讨论，这种开放式的

学习方式不仅让学生有机会展示自己的独特见解与

创新能力，还让他们在相互学习中不断拓宽自己的

视野与思维方式。

（五）考核方式多元化，助力创新创业实践———

怎么评

设计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

在Ｐｙｔｈｏｎ课程及创新创业方面的学习成效。这一
考核体系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更重视其学习

过程与综合素质的评价。过程性评价（即平时成

绩）由考勤（１０％）、课堂问答积极性（１０％）、实训作
业（４０％）、期中考核（２０％）、创新创业类竞赛参与
次数与成绩（２０％）五个方面构成，占最终成绩的
５０％。考勤与课堂问答积极性能够反映学生的学习
态度与学习主动性；实训作业则通过贴近社会实际

问题的创新创业案例，让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接轨，将

所学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提升学习的实用性与趣

味性；期中考核则是对学生阶段性学习成果的检验；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并将其参与

次数与成绩纳入评价体系，以此激发学生的竞争意

识与创新能力。终结性评价（即期末考核）由代码

实现（５０％）、代码规范性（２０％）、程序的创新性
（２０％）、程序的健壮性（１０％）四个方面构成，占最
终成绩的５０％。代码实现考察学生的编程能力与
问题解决能力；代码规范性则强调编程习惯与代码

可读性，这对于提高团队协作效率与软件维护性至

关重要；程序的创新性鼓励学生突破传统思维，提出

新颖的解决方案；程序的健壮性则关注程序在异常

条件下的表现，要求学生具备处理复杂情况的能力。

考核方式多元化，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要求更为严格，

考核更加细致，这种综合评价策略不仅能够有效提

升学生的创新思维与综合素质，还能够引导他们将

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提高课堂成效。同

时，也为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之路提供

了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六）参与创新创业学科竞赛，检验课改成

效———怎么证

Ｐｙｔｈｏｎ课程作为计算机类工科专业的核心课，
学校鼓励学生参与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和学科竞赛，

这不仅是检验课程改革成效的重要手段，更是提升

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常规类比赛

有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

“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

创业计划竞赛等，这些赛事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商业策划与团队协作能力；专业性强、技术深

度高的比赛有ＡＣＭ－ＩＣＰＣ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
赛、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蓝桥杯、百度之星·程序设

计大赛、华为ＩＣＴ大赛等，这些专业类竞赛不仅考查
学生的编程技巧与算法设计能力，而且考验其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学生参与竞赛的

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理论学习向实践应用转化的

过程，它要求学生将课堂所学与实际问题解决紧

密结合，从而在实践中深化理解、强化能力。通过

不断的比赛历练，学生不仅能够提升解决问题的

效率与准确性，还能在创新创业思维、团队协作、

项目管理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教师应构建“全

员参赛、全面指导”的竞赛参与机制，鼓励学生根

据个人兴趣与专业特长选择适合的赛事，还要通

过组建跨年级、跨专业的参赛团队，促进知识与技

能的交叉融合。

·６１１·



五、结束语

以“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为例开展“专创融合”教
育改革，不仅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一次革新，更是对

新时代人才培养需求的一次积极响应。通过课程设

计项目化、考核方式多元化以及学生思维创新化等

多方面的改革措施，将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课程教

育深度融合，为学生搭建了一个既注重专业知识学

习又强调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培养的综合性学习平

台。不断探索和实践更多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水平。帮助学

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成为兼备专业能力

和创新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也促进了学生专业

素养和任务素养的并重发展，更促进了职业素养和

社会素养的共同提升，为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

坚实的基础。

未来，“专创融合”教学改革将不断深化，例如

跨学科交叉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对于不同专业的学

生，针对性地融入相关领域的创新创业知识与案例，

鼓励组建跨专业团队参与创新创业类比赛。建立教

学反馈机制尤为重要，我们要根据改革的实际成效

不断优化相关教学模式和方法，保证“专创融合”教

学长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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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王永贵，王攀，高利苹，等．应用型本科高校“专创融合”
教育的有机融合：以滁州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为

例［Ｊ］．喀什大学学报，２０２４，４５（６）：９４－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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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注浆介子掺和料改良机理及防渗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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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高富水铁路隧道工程注浆材料防渗性能，依托福平铁路新鼓山隧道工程实践对介
子掺和料（ＰＡ）进行试验，探究介子掺和料用于隧道工程注浆防渗处理时对水泥砂浆抗压强度、渗透
性、凝结率、凝结时长以及砂浆黏度等因素的影响。借助电子扫描显微镜以及Ｘ射线成像分析添加
改良介子掺和料的水泥砂浆内部结构状态以及成分变化，探究介子掺和料对水泥砂浆的改良机理。

研究结果表明，介子掺和料掺入水泥砂浆后的凝结时长、黏度变化不明显，但砂浆的抗压强度及凝结

率均得到显著提升，同时砂浆渗透性有所降低，其中取水泥质量的１．５％作为介子掺和料时注浆材
料性能改良效果较好。

关键词：隧道；注浆；介子掺和料；改良机理；强度；防渗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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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浆技术用于隧洞围岩加固及防渗处理时对环
境要求不高，施工操作简便，市场上存在多种不同注

浆材料可供选择，因此是目前隧道围岩防渗加固的

主要措施之一。而目前针对注浆材料的应用存在一

定局限性，其中大部分注浆材料均存在不同程度的

污染性，材料固结完成后很容易导致结构大幅收缩

并影响防渗效果，聚氨酯之类的注浆材料还存在力

学性能不佳等问题［１］。尽管一些常规的水泥基毛

细管结晶注浆材料（ＣＣＣＷ）自愈功能强，也比较环
保，但是膨胀性差，对小孔洞和裂隙不能有效堵塞，

因此作为注浆材料仍存在一些缺陷。

介子掺和料（ＰＡ）是常规水泥基毛细管结晶注
浆材料（ＣＣＣＷ）的改良，该掺和料以普通硅酸盐水
泥等作为基料，将各种活性化合物以及其他辅助材

料通过配比混合而成，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绿色环保、

抗渗性较好的新型防水材料。尤其是 ＰＡ改良注浆
材料具有一定膨胀性，堵塞小孔洞及裂隙缝的效果

较好，这是优于其他水泥基毛细管结晶注浆材料

（ＣＣＣＷ）的最大特点。
为提高隧道注浆效果，目前，已有一些专家学者

开展了隧道注浆介子掺和料（ＰＡ）及改良机理的研
究。比如朱才文［２］针对隧道围岩以及边坡稳定性

不好的工况，开展注浆材料的流动性、砂浆凝结时间

以及单轴力学强度试验。研究发现聚氨酯注光材料

的浓度越浓，流动性越差、扩散半径越小、凝结时间

越短，而快速凝结性能就越强；孙铁轶［３］针对辽西

隧道软弱围岩容易塌方的工况，也展开了注浆加固

的试验研究。通过对不同注浆材料的抗折强度以及

抗压强度进行对比分析，了解到在不同龄期下注浆

材料的基本力学特征，为类似隧道项目提供经验借

鉴。刘永超［４］等人对马丽散、双组分水反应类聚氨

酯、双液浆等多种类型的注浆材料展开堵漏试验和

研究，针对不同注浆材料的堵漏成效及堵漏机理提

出合理的参数。付宝宁［５］借助水泥基毛细管结晶

材料—介子掺和料（ＰＡ）加工新型 ＰＡ改良隧洞注
浆材料，通过试验发现新型 ＰＡ注浆材料浆液无论
是凝结速率还是抗压强度都得到增强，且渗透性降

低；而且进一步研究发现当 ＰＡ材料的掺量为水泥
质量的１．５％效果最好。李冠鹏［６］等人展开介子掺

和料（ＰＡ）增强隧道防水效果和机理的研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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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水泥浆液掺入ＰＡ以后，对其黏度和凝结时间
都没有显著改变，但是 ＰＡ中所含活性物质与硅酸
盐产生化学反应以后，所形成的晶体以及水化产物

可以对浆液中孔隙进行填充，不仅提高水泥浆液的

强度和抗渗透性，还能提高其致密性和光滑性。

基于以上研究现状分析，依托福平铁路新鼓山

隧道工程实践，一种新型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材

料被提出，研究其对于水泥砂浆防渗性能的影响，设

计室内试验探究改性注浆材料各方面性能，并结合

电子扫描显微镜和 Ｘ线成像进一步分析介子掺和
料的微观改性机理，探究介子掺和料和水泥砂浆之

间的混合比例最佳值，评价最佳掺量下改性注浆材

料的防水效果。

１　工程概况
福平铁路新鼓山隧道下穿福建省福州市鼓山，

出口地处福州市东村北面，线路依次在ＤＫ１２＋１９０，
ＤＫ１３＋０１０，ＤＫ１３＋３２０，从既有福厦铁路和温福铁
路联络线隧道上方交叉穿越，进口地处福州市东山

村东面，与东山村相距 ４００ｍ，依次在 ＤＫ５＋２１０，
ＤＫ５＋２２９下穿机场高速和南三环路。隧道起止里
程为ＤＫ５＋１０１～ＤＫ１３＋３００，全长约８２００ｍ，设计
为单洞双线铁路隧道。

１．１　水文情况
（１）地表水情况：福平铁路新鼓山隧道出口靠

近闽江，隧道出口与闽江最近距离只有７６０ｍ，闽江
水系构成地表水系的主要组成部分。隧址所在地区

地貌为剥蚀低山，周围是火山岩地区，地形高差比较

大，充分发育成凹型地貌，切割比较深，河床比较狭

窄，纵坡隆起幅度比较大，遇到较大水流时会出现比

较湍急现象，当遭遇暴雨时流量会增加。

（２）地下水情况：隧道所在区域的地下水主要
包含基岩和水构造裂渗（涌）水、岩溶水、孔隙涌

（流）水等，涌水量非常大，通过勘察该隧洞段每天

最大涌水量约为 ３９ｍ３／ｈ。
１．２　不良地质及特殊地质情况

福平铁路新鼓山隧道出口段Ⅱ级围岩１９００ｍ，
Ⅲ级围岩２９０ｍ，Ⅳ级围岩９５ｍ，Ⅴ级围岩６０ｍ。
危岩危石为本线三大不良地质现象之一，洞口有很

多危岩危石危岩落石，该工程部分区域还存在节理

裂隙发育带。

依托福平铁路新鼓山富水隧道工程为例开展分

析，开挖隧道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涌泥、涌水和突水等

问题，因此需要采取措施加固断层破碎带，其中需要

格外注意富水断层破碎带加固效果。

２　试验设计
取普通硅酸盐水泥Ｐ．Ｏ４２．５作为水泥浆原料，

水泥浆配比为１１，并准备水泥质量的０％、０．３％、
０．６％、０．９％、１．２％、１．５％、１．８％作为介子掺和料
用量，分别配置改性注浆材料，设计室内试验探究改

性注浆材料的力学性能、物理性能，并设计微观实验

分析改性机理。

２．１　测试物理性能
根据相关规定［７］要求测试不同组改性砂浆凝

结时间，其中各组改性砂浆中探针底部没入杯子底

部４ｍｍ时所用时间为初凝时间，其中砂浆配制完
成并注入模具后，探针进入浆体内部并深入至０．５
ｍｍ时记录时间，这一时间为终凝时间。

根据相关规定［７］借助ＮＤＪ－１旋转黏度计［８］见

图１（ａ），测试 ＰＡ浓度为 １．８％、１．５％、１．２％、
０．９％、０．６％、０．３％和０％的改性砂浆凝结率，首先
取各组改性砂浆分别６０ｍＬ，放入１００ｍＬ量筒中并
在自然条件下凝固，２４ｈ后观察记录各个量筒中砂
浆凝固量，所得结果与６０ｍＬ比值即为凝结率。

上述实验开展时，各组改性砂浆分别以３组并
同时进行试验，最终结果以３组结果平均值。

砂浆渗透试验装置为图１（ｂ），制作直径和高度
均为１５ｃｍ的碎石混凝土试件，分别对不同组改性
砂浆开展渗透试验，单轴抗压强度试验设备如图１
（ｃ），制作１５×１５×１５ｃｍ正方体试件并开展单轴抗
压强度试验。

试验过程中首先在砂浆渗透试验装置底部放入

透水石，而后加入改性砂浆，并在试样表面放置多孔

石，注入液体石蜡以填充瓶壁和试样之间孔隙，密封

头盖、橡胶轴承，避免水分渗漏问题。打开进口阀和

出口阀并加入水分，读取压力表读数，等待压力表、

水流量表显示数字均达到稳定数字且５ｓ内不发生
变化时记录特定时间范围内通水量。为排除其他因

素影响，各组砂浆均同时配制３组并分别开展试验，
试验最终结果取３组测试结果均值。
２．２　测试力学性能

无侧限抗压强度（ＵＣＳ）试验中［９，１０］，制作碎石

拌合凝固试件和介子掺和料砂浆凝固试件，试件规

格均为１０×１０×１０ｃｍ的标准立方体，成型后在温
度１８～２２℃、湿度大于９５％条件下进行标准养护，
养护至指定龄期时结合相关规范要求分别测试各组

试件无侧限抗压强度。富水环境下采用注浆加固防

水处理时，砂浆凝固后依然会在水分充足环境下发

挥作用，因此试验开始前需要对试件进行一段时间

浸水处理以模拟实际服役状况，而后开展强度测试。

·９１１·



图１　水泥稠度仪、渗透试验和单轴压缩试验设备

２．３　微观分析
沙砾拌和混凝土试件制备完成后浸水养护２８ｄ，

各组掺加介子掺和料的改性砂浆浸水养护７ｄ，使用
Ｘ射线成像仪扫描各组混凝土养护后状态并评价各
组试件孔隙率差异，依托 ＶＧＳｔｕｄｉｏＭＡＸ软件结合
介子掺和料掺量开展可视化分析。

沙砾拌和混凝土试件和掺加介子掺和料的改性

砂浆试件分别浸水养护２８ｄ后取样，采用扫描电子
显微镜对所得试验样品进行观测，所得结果可用于

评价介子掺和料改性机理。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分析各组改性砂浆的凝结时间及黏度

分析各组改性砂浆的凝结时间及黏度差异，所

得结果如图２和图３。

图２　凝结时间差异图

结合图２和图３内容可知，改性砂浆的黏度和
凝结时间均不会随介子掺和料浓度增大而出现显著

变化，由此可见，介子掺和料的浓度不会直观影响水

泥砂浆的黏度及凝结时间。

３．２　分析凝结率
分析不同介子掺和料浓度下水泥砂浆的凝结率

变化过程，结果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介子掺和
料的掺加有利于改善水泥砂浆凝结率，且改性砂浆

中介子掺和料浓度越大，砂浆凝结率越高，当介子掺

和料浓度提升至０．６％时凝结率快速提升，这一提
升幅度持续到０．９％，而后凝结率依旧随介子掺和

料浓度提升而提升，但幅度较小，介子掺和料浓度达

到１．５％以上时改性砂浆凝结率随浓度提升的改善
幅度明显降低。其中掺加１．８％介子掺和料时改性
砂浆的凝结率对比纯水泥砂浆提升了９８．６％，提升
幅度约３６．０％。

图３　砂浆黏度差异图

根据分析结果，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为介子掺

和料中含有比较多的活性组分，这些活性组分能够

与水泥水化产物及中间产物发生大量物理化学反应

并形成新的水化产物，同时部分活性物质能够催化

水化反应，最终使得改性砂浆凝结率明显提升。整

体来看，掺加介子掺和料后改性注浆材料凝结率已

经显著高于常规材料，该类材料具有应用于富水软

弱围岩隧道注浆施工中的价值。

３．３　分析渗透率
分析掺加不同量介子掺和料制备砂浆试件的渗

透率差异，所得结果如图５所示。结合图５中信息
可知，介子掺和料浓度提升过程中混凝土试件渗透

率逐渐降低，其中掺加０．３％介子掺和料时改性砂
浆试件渗透率已经达到３．１１×１０－７ｍ／ｓ，相较未参
加介子掺和料试件渗透率的５．１２×１０－７ｍ／ｓ已有
明显降低，掺加１．８％介子掺和料时改性砂浆试件
渗透率已经达到０．３１×１０－７ｍ／ｓ，可见介子掺和料
的掺入会显著降低改性砂浆试件渗透率。

根据分析结果，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为介子掺

和料、沙砾、水泥砂浆共同拌合时，介子掺和料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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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砂浆凝结率差异图

活性物质部分能够与水泥水化产物发生反应并填充

结构体系中的孔隙，另一部分不和水化产物反应的

组分也能够在毛细孔隙压力和渗透压力等共同作用

下在结构孔隙内部结晶，实现对孔隙的堵塞，两种反

应共同作用下混凝土体系内渗水通道得到快速封

堵，最终表现为注浆料渗透性的降低。因此，采用胶

质掺和料改善注浆材料性能，可有效提升改性注浆

料的抗渗性能，具有应用于隧道工程中的价值。

图５　渗透率分析结果

３．４　分析无侧限抗压强度
分析相同养护条件下掺加不同量介子掺和料的

水泥砂浆试件抗压强度水平，各组砂浆分别制备立

方体抗压强度试件并测试抗压强度，结果如表１所
示。结合表１中内容可知，采用沙砾和水泥砂浆制
备混凝土试件具有相对较高的抗压强度，单纯使用

水泥砂浆配制的试件抗压强度较低，两种试件随介

子掺和料用量增加均出现抗压强度提升的发展趋

势。其中介子掺和料浓度在０％ ～０．９％范围内时，
介子掺和料浓度提升则试件抗压强度虽有所提升，

但幅度并不明显，而进一步提升浓度至１．５％的过
程中强度增长幅度显著提升，这一结果使用于沙砾

与砂浆共同制备的混凝土试件和仅使用水泥砂浆配

制的试件。

根据分析结果，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为介子掺

和料中的活性物质在水分充足的条件下能够发生缩

聚结晶反应并形成大量晶体，这类晶体具有厌水性

且能够填充结构体系缝隙，因此掺加介子掺和料后

砂浆试件的强度性能显著提升，承载能力明显增强。

综合来看，介子掺和料的应用有利于改善砂浆强度

性能，具有应用于松散土体隧道加固、岩体裂隙加固

等施工实践的价值。

表１　试件强度测试结果／ＭＰａ

ＰＡ浓
度／％

水泥砂浆

３／ｄ ７／ｄ ２８／ｄ
沙砾＋改良砂浆

３／ｄ ７／ｄ ２８／ｄ
０ ２．２５ ２．９１ ３．７６ ２．３３ ３．２１ ４．７１
０．３ ２．２８ ３．１７ ４．０３ ２．３８ ３．２８ ４．８２
０．６ ２．３１ ３．２２ ４．１５ ２．４１ ３．３９ ４．９８
０．９ ２．３８ ３．２８ ４．２６ ２．４８ ３．５３ ５．１１
１．２ ２．４１ ３．３０ ４．３３ ２．５５ ３．６５ ５．２８
１．５ ２．４５ ３．４１ ４．４５ ２．６３ ３．７４ ５．４２
１．８ ２．５３ ３．４３ ４．５２ ２．８３ ３．８３ ５．５３

　　分析介子掺和料浓度为０％和１．５％时，不同工
况下单轴抗压强度测试情况如图６所示。结合图６
信息可知，试件标准条件下养护，最终抗压强度无论

是否加入介子掺和料，都始终高于浸水条件下养护

试件。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浸水条件下，砂浆

中各类组分活性有所降低，化学反应速率得到衰减，

最终使得试件力学性能下降。与此同时，固定养护

条件为浸水养护，则使用介子掺和料试件抗压强度

始终高于未掺加介子掺和料的分子。实验过程中各

组掺加介子掺和料的试件即使在浸水条件下也具有

始终高于规范的强度水平，这一结果表明富水条件

下采用介子掺和料加固隧道结构具有可行性。

图６　单轴抗压强度测试结果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介子掺和料采购成本较高，

但有助于改善工程综合成本，因此提出以下建议：当

介子掺和料用量为１．５％时用于改良沙砾和砂浆制
备的试件时，试件抗压强度显著提升，养护２８ｄ条
件下可达５．４２ＭＰａ，防水性能明显改善，渗透率仅
为０．４１×１０－７ｍ／ｓ，同时浆料凝结率可达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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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得到显著提升，符合《铁路隧道工程质量检验

检测标准》（ＴＢ１０７２０—２０１６）等相关规定，应用于富
水隧道防水施工时具有良好可行性。

４　分析微观结构和机理
４．１　分析ＣＴ扫描情况

采用０％和１．５％为介子掺和料用量，改良沙砾
和砂浆配制砂浆，在浸水条件下养护７ｄ，试件成型
后进行ＣＴ扫描并分析其孔隙率、孔隙分布情况所
得结果如图７所示。

图７　ＣＴ扫描试件截面微观结构

结合图８内容可知，不掺介子掺和料的试件断面
相对粗糙，而使用１．５％介子掺和料改善后试件表面
光滑度显著提升，这一结果表明介子掺和料的加入能

够有效改善水泥砂浆凝结率。除此之外采用１．５％
介子掺和料改善的试件孔隙尺寸、孔隙数量均得到显

著下降。这一结果表明，介子掺和料的应用能够有效

填充混凝土结构内部孔隙，实现结构紧密性的提升。

结合上述内容可知，介子掺和料用量提升或养

护时间延长，则混凝土试件孔隙率逐渐降低，其中采

用０．９％～１．２％介子掺和料条件下试件孔隙率降
低幅度十分明显，而进一步提高介子掺和料浓度，虽

然孔隙率依旧有所下降，但幅度较小，其中掺加

１．８％介子掺和料时，养护７ｄ试件孔隙率相较未掺
加介子掺和料组试件降低幅度达到 ２１．８％，养护
２８ｄ试件孔隙率相较未掺加介子掺和料组试件降低
幅度达到２５．５％。

图８　孔隙率与介子掺和料用量关系

４．２　分析扫描电镜情况
分别取介子掺和料用量为０％和１．５％并采用

沙砾和砂浆配制混凝土试件，各组试件均在浸水条

件下养护，２８ｄ后养护完成并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
观察试件微观结构，此处首先使用５００倍和１０００倍
放大初步观察结构孔隙状况。结果可知，不掺加介

子掺和料条件下制备所得水泥砂浆混凝土内部结构

存在多处蜂窝麻坑，且填充结构相对松散，放大倍数

达到５００倍时就已经能够清晰观察到结构气孔。而
掺加１．５％介子掺和料条件下制备所得水泥砂浆混
凝土结构相对光滑，孔隙体系显著降低，由此可见，

介子掺和料的应用可以有效填充混凝土内部孔隙并

强化结构紧密性，这一结果进一步佐证前文渗透率

试验结果与ＣＴ扫描结果。
为进一步明确实验结论，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６０００倍放大下观察掺加１．５％介子掺和料水泥砂浆
混凝土试件的内部结构。所得结果可知，掺加１．５％
介子掺和料后混凝土试件内部形成大量针柱状晶体

并堵塞结构内部大量孔隙。这一结论进一步佐证了

水泥砂浆中掺加介子掺和料能够形成晶体并堵塞试

件微观孔隙的实验结论，说明介子掺和料的应用能够

改善试件内部紧密性，强化水泥砂浆抗压强度，加速

固结速度，降低结构渗透率，强化整体防水性能。

５　施工效果分析
选取福平铁路新鼓山富水段隧道工程防水加固

施工为例开展分析，案例工程所在区域岩体组成包

含中风化花岗岩、强风化花岗岩、压碎岩和断层角砾

岩等，岩体内部存在显著的节理裂隙发育带，借助普

通注浆材料和介子掺和料改性注浆材料分别进行注

浆加固并进行性能对比，试验段共计２０ｍ长度，取
Ｐ·Ｏ４２．５级普通硅酸盐水泥作为水泥浆原料，水
泥浆配比为１１（水水泥），使用介子掺和料浓度
为水泥质量的１．５％。采用 ＧＺ－５注浆机，注浆压
力为３ＭＰａ，浆液扩散直径２１．０ｍ，每孔注浆量不少
于３０Ｌ，不大于５０Ｌ。对比两处试验段注浆加固效
果，分析所得结果并评价普通砂浆注浆加固效果及

改性注浆加固效果。

采用不掺加介子掺和料的普通注浆材料开展注

浆加固施工，隧道周边围岩承载能力平均值达到

１１２ｋＰａ，围岩含水率约为２２％ ～２４％，施工过程中
偶发掉块、涌水、现突等问题，隧道掘进施工速率较

慢，其中每进尺６０ｃｍ需要使用１６～２５ｈ进行开挖
支护，安全性较差且施工效率较低。

而采用１．５％介子掺和料改性注浆材料进行注
浆加固施工，施工完成后试验段周边围岩含水率明

显降低，仅有６％左右，同时围岩承载力大幅提升近
２４０ｋＰａ，相较于原有结构承载水平提升一倍有余。
加固完成后掌子面十分稳定，周边围岩结构密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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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施工过程中并未出现涌水等问题，安全性有保

障，施工效率明显加快，且隧道初期支护变形幅度十

分微弱，施工过程中并未发生渗水等问题，隧道施工

安全得以保障，底层结构得以加固，隧道结构防水防

渗效果良好，各方面参数均达到标准要求。同时采

用介子掺和料改性注浆材料开展注浆加固施工时，

２０ｍ试验段内浆液需求量仅为普通注浆材料注浆
加固需求量的１６％。
６　结论

本研究采用介子掺和料改善水泥浆料并形成新

型注浆材料，依托室内试验分析改性注浆材料的抗

压强度、渗透性能、凝结率、凝结时间、砂浆黏度并对

比普通注浆材料，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和 Ｘ射线成
像进一步分析介子掺和料改良水泥砂浆的改性机

理，设计工程试验对比介子掺和料改性注浆材料和

普通水泥砂浆注浆料之间差异，得到结论如下：

（１）介子掺和料的掺入能够有效改善混凝土试
件抗渗性能及抗压强度，其中掺加１．８％介子掺和料
时水泥砂浆渗透率降低至０．３１×１０－７ｍ／ｓ，相较于未
掺加介子掺和料时的５．１２×１０－７ｍ／ｓ降低明显。

（２）掺加介子掺和料浓度为１．５％时改性砂浆
混凝土在养护２８ｄ条件下抗压强度已经达到５．４２
ＭＰａ，凝结率高达９７．２％，此时试件渗透率为０．４１×
１０－７ｍ／ｓ，性能达到较高水平，使用介子掺和料改善
水泥砂浆性能时最佳用量为水泥质量的１．５％。

（３）结合扫描电子显微镜和Ｘ线成像分析结构
微观状态，水泥砂浆中硅酸盐组分能够和介子掺和

料中后续组分形成大量结晶体，填充混凝土结构孔

隙，降低孔隙率，提高密实度，强化结构强度，降低水

泥砂浆渗透性。

（４）结合福平铁路新鼓山隧道工程加固施工，
采用普通注浆材料和介子掺和料改性注浆材料分别

进行注浆加固处理，结果显示采用介子掺和料改性

注浆材料开展注浆加固时，围岩结构承载能力提升

幅度明显，围岩含水率降低明显，有利于加速施工工

期，节约注浆料。

参考文献：

［１］谢飞．不同出水状态岩质隧道围岩注浆加固方法和材料
选择研究［Ｊ］．市政技术，２０２１，３９（９）：８３－８６．

［２］朱才文．新型聚氨酯无机复合注浆材料工程性能分析
［Ｊ］．水利科技与经济，２０２２，２８（１０）：１３７－１４０．

［３］孙铁轶．辽西隧道工程软弱围岩注浆加固方案的设计与
研究［Ｊ］．四川水泥，２０２２（９）：２４８－２５０．

［４］刘永超，袁振宇，程雪松，等．不同注浆材料对隧道漏水
漏砂封堵效果试验研究［Ｊ］．岩土工程学报，２０２１，４３
（Ｓ２）：２４９－２５２．

［５］付宝宁．水利工程 ＰＡ改良注浆材料工程性能研究［Ｊ］．
水利技术监督，２０２１（９）：１８９－１９１．

［６］李冠鹏，翟聚云，罗从双，等．介子掺和料改性注浆材料
增强隧道防水效果及机理研究［Ｊ］．新型建筑材料，
２０２１，４８（７）：１１９－１２３．

［８］陈志军．纳米复合水泥基动水注浆材料试验与工程应用
［Ｊ］．水利技术监督，２０１８（２）：１６３－１６５．

［９］蒋凌云．花岗岩残积土公路隧道支护结构力学特性模型
试验研究［Ｊ］．湖南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３，
３５（１）：７６－８０．

［１０］黄珂．定向注浆技术在治理隧道水害中的应用：以深圳
市竹子林车站隧道为例［Ｊ］．湖南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
学版），２０１２，２４（２）：６０－６３．

（责任编辑　李玉玲）

ＳｔｕｄｙｏｎＷａｔｅｒｐｒｏ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ＰＡ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Ｇｒｏｕｔ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ｎｄＩｔ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ＯＷｅｎｂｉｎ
（ＣｈｉｎａＲａｉｌｗａｙ１８ｔｈＢｕｒｅａｕＧｒｏｕｐＳｅｃｏ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Ｌｔｄ．Ｔａｎｇｓｈａｎ，Ｈｅｂｅｉ，０６３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ｍ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ｇｒｏｕｔ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ｆｏｒＦｕｓｈｕｉｒａｉｌｗａｙｔｕｎｎｅ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ｅｓｏｎ
ａｄｍｉｘｔｕｒｅ（ＰＡ）ｗａｓｔｅｓｔ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Ｘｉｎｇｕｓｈａｎｔｕｎｎｅ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ｆＦｕｐｉｎｇｒａｉｌｗａｙ，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ｍｅｓｏｎａｄｍｉｘ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ｅｔｔｉｎｇｒａｔｅ，ｓｅｔｔ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ｒ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ｏｆｃｅ
ｍｅｎｔｍｏｒｔａｒｗａｓ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ｃｅｍｅｎｔｍｏｒｔａｒｗｉｔｈ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ｍｅｓｏｎ
ａｄｍｉｘｔｕｒｅ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ａｎｄＸｒａｙ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ｍｅｃｈ
ａｎｉｓｍｏｆｍｅｓｏｎａｄｍｉｘｔｕｒｅｏｎｃｅｍｅｎｔｍｏｒｔａｒｗａｓ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ｅｔｔ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ｏｆｃｅ
ｍｅｎｔｍｏｒｔａｒｈａｖｅｎｏｔｃｈａｎｇｅｄ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ａｆｔｅｒａｄｄｉｎｇｍｅｓｏｎａｄｍｉｘｔｕｒｅ，ｂｕｔ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ｓｅｔｔｉｎｇｒａｔｅ
ｏｆｍｏｒｔａｒ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ｏｒｔａｒｈａ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ｍｏｎｇ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ｇｒｏｕｔ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ｗｈｅｎ１．５％ ｏｆｃｅｍｅｎｔｍａｓｓｉｓｕｓｅｄａｓｍｅｓｏｎａｄｍｉｘ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ｕｎｎｅｌ；ｇｒｏｕｔｉｎｇ；ＰＡ；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ｅｅｐａｇ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ｔｕｄｙ
·３２１·



第４２卷　第２期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２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５年４月

Ａｐｒ．２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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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二乙烯酮和柠檬酸三甲酯为原料，通过酯加成法合成了一种新型的绿色增塑剂乙酰
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研究了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改善聚乳酸的可塑性、柔韧性和拉伸性等性

质。实验结果表明，将新合成的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增塑剂加入聚乳酸中的性能优于不添加增

塑剂的聚乳酸和添加未改性的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从分解温度、玻璃化转变温度、耐抽出性和

热老化等几个方面的性能进行对比，分析可知新合成的新型增塑剂具有更好的增塑效果、更耐高温

程度、耐抽出性，且热老化程度更低。

关键词：聚乳酸；柠檬酸三甲酯；二乙烯酮；绿色增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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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类生活质量的高水平发展，越来越多的
塑料制品被报道［１］。由于塑料制品具备品类多样、

价格低廉、使用范围广等一系列的优点，给我们的生

活水平带来了许多便利［２］。但这些塑料制品在应

用的同时也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白色污染”，这一缺

点一直饱受许多环境保护者的诟病［３］，所以国家大

力推动了“禁限塑”［４］。为响应号召许多企业纷纷

采用聚乳酸（ＰＬＡ）这种新型生物可降解材料来制备
合成塑料制品［５］。聚乳酸是利用玉米、土豆、红薯

这些自然界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中提取出来的淀粉作

为原料［６］，经过酶解发酵或化学合成来得到脂肪族

的聚酯，聚酯从乳酸衍生形成的聚合物［７］。因此聚

乳酸这种材料对于保护环境是十分有利的，也是社

会上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种环境友好材料。

聚乳酸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可降解性，对

环境友好［８］，但其较脆，这一缺点使其不能够在工

业上被广泛应用［９］，因此需要对聚乳酸制品进行改

性处理。通常做法是通过添加增塑剂来提高聚乳酸

制品的可加工性、弹性以及可塑性［１０］。柠檬酸酯类

增塑剂是生物基增塑剂中的一种，是利用柠檬酸为原

料制备出来的，具有生物降解性好、增塑效率高、无

毒、环保等一系列特点［１１］。且柠檬酸酯与聚乳酸制

品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１２］，能够增强聚乳酸大分

子链段的运动能力，进而达到有效改进聚乳酸制品韧

性的目的［１３－１４］，因此本实验探究柠檬酸三甲酯与乙酰

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对聚乳酸制品的增塑效果［１５］。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主要试剂

实验所用原料及试剂如表１所示。
表１　化学原料及试剂

试剂名称 纯度 生产商家

二乙烯酮 工业级 济南汇锦川化工有限公司

柠檬酸三甲酯 分析纯 北京伊诺凯科技有限公司

浓Ｈ２ＳＯ４ 分析纯 烟台市双双化工有限公司

乙酸乙酯 分析纯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醚 分析纯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聚乳酸 降解级 东菀市嘉嘉塑胶原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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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实验主要仪器
实验所用仪器设备如表２所示。

表２　仪器设备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商

电子天平 ＤＪ－２００２ 福州华志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磁力加热搅拌器 ＤＦ－１０１Ｓ 河南省豫华仪器有限公司

旋转蒸发仪 Ｒ－１００１ＶＮ 郑州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

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 ＳＨＺ－Ｄ（１１１） 河南佰泽仪器有限公司

玻璃仪器气流烘干器 Ｃ型 河南省豫华仪器有限公司

差示扫描量热仪（ＤＳＣ） ＤＳＣ２１４ 耐驰仪器有限公司

热重分析仪（ＴＧ） ＴＧ２０９Ｆ３ 耐驰仪器有限公司

１．３　反应原料
合成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的原料是以白色

颗粒状的柠檬酸三甲酯固体与重蒸过后的无色透明

的二乙烯酮液体，在浓度为９８％的浓硫酸作为催化
剂的条件下合成。

柠檬酸三甲酯的分子式为 Ｃ９Ｈ１４Ｏ７，相对分子
质量为 ２３４．２１ｇ／ｍｏｌ；二乙烯酮的分子式为
Ｃ４Ｈ４Ｏ２，相对分子质量为８４．０７３ｇ／ｍｏｌ。反应合成
路线如图１所示：

图１　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的反应合成路线

１．４　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的合成
在三颈烧瓶中依次加入柠檬酸三甲酯以及三乙

胺催化剂，并将三颈烧瓶与恒压漏斗、球形冷凝管、

温度计连接起来，其中恒压漏斗里面加入二乙烯酮

逐滴加入三颈烧瓶中。物料配比为ｎ（二乙烯酮）
ｎ（柠檬酸三甲酯）＝１１，催化剂用量为二乙烯酮
用量的 ０．２％。磁力搅拌器升温至 ６０℃时反应
３．５ｈ就可得到黄棕色的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
液体产品。

１．５　产物分离与纯化
将上述所得到的液体通过抽滤可得到所需的固

体产品，并根据反应物特性，将所得到的黄棕色固体

进行点样分析，用二氯乙烷和乙酸乙酯的体积比分

别为４１与２１做展开剂。经过反复实验与观察
得知，选取二氯甲烷和乙酸乙酯体积比为３０１作
为柱层析分离的洗脱剂。以该比例的洗脱剂经过柱

层析法对产物进行提出，再将所得的液体进行旋蒸

完成纯化。

１．６　分析测试
通过核磁共振分析来确定产物结构；通过将乙

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柠檬酸三甲酯加入聚乳酸

中制成聚乳酸制品以及不添加增塑剂的聚乳酸样品

分别进行差示扫描量热法（ＤＳＣ）、热重分析法
（ＴＧＡ）、耐抽出性能、热老化性能测试来测定各个
增塑剂加入聚乳酸后的性能。

２　结果分析与讨论
２．１　反应催化剂的筛选

二乙烯酮活性较高，在存放过程中容易发生自

聚等副反应，为了确定产物能够生成，且产率较高，

在实验开展前对二乙烯酮进行蒸馏处理。鉴于不同

催化剂对该反应影响较大，我们对不同的催化剂进

行了筛选，所得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浓Ｈ２ＳＯ４做催化剂

序号 柠檬酸三甲酯／ｇ 二乙烯酮／ｇ 浓Ｈ２ＳＯ４／ｍＬ 产率／％
１ ４２．４ １５．１２ ０．０５ ８２．６３
２ ４２．４ １５．１２ ０．１ ７９．５２
３ ４２．４ １５．１２ ０．２５ ７４．２５

　　选用浓硫酸做催化剂时，浓硫酸对反应体系的
催化效率较低，随着浓硫酸含量的增多，催化效率逐

渐降低，催化剂效率最高时，浓硫酸的使用量为

０．０５ｍＬ，同时最高产率为８２．６３％。
表４　三乙胺做催化剂

序号 柠檬酸三甲酯／ｇ 二乙烯酮／ｇ 三乙胺／ｍＬ 产率／％
１ ４２．４ １５．１２ ０．０５ ８７．３０
２ ４２．４ １５．１２ ０．１ ９２．５６
３ ４２．４ １５．１２ ０．４ ８５．２０
４ ４２．４ １５．１２ ０．８ ８３．６０

　　采用三乙胺作催化剂时，三乙胺的体积用量分
别按相对于二乙烯酮体积用量的 ０．１％、０．３％、
０．６％以及过量的０．８ｍＬ的三乙胺加入，对所得反
应液做后处理发现，加入三乙胺的体积用量相对于

二乙烯酮体积用量的０．２％ ～０．５％时催化效果最
好，产率最高。根据分析，当三乙胺相对于二乙烯酮

的体积用量在０．２％～０．５％时，产率会随着三乙胺
含量的增多而降低。最高产率为 ９２．５６％，此时加
入三乙胺的用量相对于二乙烯酮用量的０．３％。

表５　甲醇钠做催化剂

序号 柠檬酸三甲酯／ｇ二乙烯酮／ｇ 甲醇钠／ｇ 产率／％
１ ４２．４ １５．１２ ０．０９ ８４．３２
２ ４２．４ １５．１２ ０．１９ ８９．１５
３ ４２．４ １５．１２ ０．２９ ８５．７０

　　采用甲醇钠做催化剂时，甲醇钠的用量分别为相
对二乙烯酮用量的１０．０１（ｎｎ），１０．０２（ｎｎ），
１０．０３（ｎｎ），通过后处理研究发现当催化剂种
类为甲醇钠时，其用量为相对二乙烯酮用量的１
０．０２（ｎｎ）时，催化效果最好，产率最高，最高产率
为８９．１５％。在超过这个范围后，乙酰乙酰基柠檬
酸三甲酯的产率会随着催化剂的增多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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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三种催化剂对催化体系的催化效果对比发

现，当选用催化剂种类为三乙胺时，三乙胺相对于二

乙烯酮的体积用量在０．２％ ～０．５％时，催化效率最
高，所得产品的产率最高为９２．５６％。

分析产物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的产率随着

催化剂的增多而降低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可能是因

为随着体系中催化剂的含量增多，催化剂团聚在一

起，造成催化剂的比表面积降低，活性点变少，导致

产率下降。第二，可能是随着催化剂含量的增多，体

系中会发生副反应，当加入０．８ｍＬ的过量三乙胺做
催化剂时，体系中发生了副反应，产生沉淀。

２．２　核磁共振分析
将所得到的产物进行核磁共振分析得到以下数

据：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４．２６（ｓ，３Ｈ），
４．１５（ｓ，６Ｈ），３．４５（ｓ，２Ｈ），３．２８（ｄｄ，Ｊ＝１６．０，
４０Ｈｚ，４Ｈ），２．２９（ｓ，３Ｈ）。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１９９．２９，１６８．６６，１６５．４７，７９．０２，６２．１４，
６０．７７，４９．８３，３８．５３，２９．８３，１３．９２。通过对数据
分析可知，我们得到了所需的产品乙酰乙酰基柠檬

酸三甲酯。

３　性能测试与讨论
３．１　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对聚乳酸玻璃化转
变温度的影响

本实验中先将不添加增塑剂、添加了增塑剂为

柠檬酸三甲酯、添加了增塑剂为乙酰乙酰基柠檬酸

三甲酯的聚乳酸塑料制品用小刀切成颗粒状大小。

察取聚乳酸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为６２℃，聚乳酸的分
解温度为２９９℃，故可以设置ＤＳＣ仪器温度范围为
－４０℃至２００℃，设置升温速率为１０℃／ｍｉｎ。在
实验开始前称取样品质量的范围应该在５～１０ｍｇ
之间，因此称取了不添加增塑剂的聚乳酸小颗粒

６．６ｍｇ，添加了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小颗粒６．０
ｍｇ，添加了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小颗
粒６．９ｍｇ。将所称取的这三组样品分别放入小坩
埚中盖上盖子并使得盖子与坩埚处压实密封，并将

这三组样品与一个压密封的空白坩埚分别放在ＤＳＣ
仪器中进行实验。试验结束后可导出数据用 Ｏｒｉｇｉｎ
软件做出图像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三条对应曲线可知，不添加增塑剂的聚
乳酸其玻璃化转变温度为６２．０１℃，通过查找相关
文献得知聚乳酸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为６２℃，因此可
知本实验所测定数据与理论相符合。添加了柠檬酸

三甲酯这种增塑剂的聚乳酸其玻璃化转变温度为

３０．９３℃，而添加了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这种
增塑剂的聚乳酸其玻璃化转变温度为３０．１４℃。由

图２　三组不同样品所测得的ＤＳＣ

上述数据可知柠檬酸三甲酯与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

甲酯都能够明显地降低聚乳酸制品的玻璃化转变温

度，且新型的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降低的程度

略高于柠檬酸三甲酯，因此可知这两种增塑剂均对

于聚乳酸有增塑效果，且新型的乙酰乙酰基柠檬酸

三甲酯相对于未被改性的柠檬酸三甲酯具有更好的

增塑效果。

３．２　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对聚乳酸热稳定性
能的影响

同样先将不添加增塑剂、添加增塑剂柠檬酸三

甲酯、添加增塑剂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

酸塑料制品用小刀切成颗粒状大小。经文献查阅，

得聚乳酸的分解温度为２９９℃，故可以设置 ＴＧ仪
器温度范围为４０～５００℃，设置升温速率为１０℃／
ｍｉｎ。在实验开始前，称取样品质量的范围应该在
５～１０ｍｇ之间，因此称取了不添加增塑剂的聚乳酸
小颗粒６．４ｍｇ，添加了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小颗
粒６．２ｍｇ，添加了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
酸小颗粒６．５ｍｇ。将所称取的这三组样品分别放
入小坩埚中，将小坩埚分别先后放入 ＴＧ仪器中进
行测量，同时注意在放下一组样品时要等待上一组

样品结束仪器冷却降温至８０℃以下才能放入下一
组样品。试验结束后可导出数据用Ｏｒｉｇｉｎ软件做出
图像如图３和图４所示。

由图４可知这三条曲线均有两个失重阶段，分
析聚乳酸的结构以及查阅聚乳酸的分解温度可知，

第一阶段首先失去的为水分子的质量而形成低分子

量的聚乳酸，第二阶段为低分子量的聚乳酸失重。

其中第一阶段失重温度范围为１００～３００℃，第二阶
段失重温度范围为３００～４００℃。不添加增塑剂的
聚乳酸在３００℃时ＴＧ为９０．９３％，所以第一阶段损
失了 ９．０７％结构中的水分子；在 ４００℃时 ＴＧ为
０．７６％，所以质量损失总量达到了９９．２４％。添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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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在第一阶段３００℃时的 ＴＧ
为６５．９４％，所以第一阶段由于增塑剂的热分解质
量损失达到了３４．０６％；在第二阶段４００℃时ＴＧ为
０．１４％，所以质量损失总量达到了９９．８６％。添加
了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在第一阶段

３００℃时的ＴＧ为７５．４９％，所以第一阶段由于增塑
剂的热分解质量损失达到了２４．５１％；在第二阶段
４００℃时ＴＧ为０．７４％，所以质量损失总量达到了
９９．２６％。由添加了柠檬酸三甲酯与添加了乙酰乙
酰基柠檬酸三甲酯增塑剂的聚乳酸数据进行分析可

知，在高温情况下后者样品的质量受热分解的质量

更少，样品整体的热稳定性更好，更耐高温。

图３　三组不同样品所测得的ＴＧＡ分析曲线

图４　三组不同样品所测得的ＴＧＡ分析曲线

３．３　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对聚乳酸耐抽出性
能的影响

本实验将制备的不添加增塑剂、加入了柠檬酸

三甲酯以及加入了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

酸制品分别剪成一小块，添加了柠檬酸三甲酯的聚

乳酸制品为０．６６５６ｇ、添加了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
甲酯的增塑剂的聚乳酸制品为０．２１５２ｇ，将这两组
制品分别放入两个不同的小烧杯中，在烧杯内加水

使得每一组的制品都能够充分浸泡水分，浸泡２４ｈ
即可。将每一组的制品都用纸巾擦干，放入烘箱中

设置温度为 ５０℃进行烘干，烘至样品质量恒重即
可。发现样品质量烘干至恒重后分别为：０．５４０４ｇ、
０．１５５４ｇ，分别损失了０．１２５２ｇ、０．０５９８ｇ。因此由数
据可知柠檬酸三甲酯增塑剂加入到聚乳酸制品中最

容易被抽出，而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加入到聚

乳酸制品中更耐抽出性能更加优异；该增塑剂与制

品混合得更加充分，结合得更加牢固。

３．４　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对聚乳酸热老化性
能的影响

本实验先将所得到的不添加增塑剂的聚乳酸制

品、添加了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制品以及添加了

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制品分别剪成三

小部分。在三个不同的培养皿中放入不同的三组样

品，将这三个培养皿一起放入烘干箱中，设置烘干箱

的温度为１８０℃。当烘干箱的温度到达１８０℃时，
先将这三个培养皿烘１０ｍｉｎ后取出第一个培养皿，
再以５ｍｉｎ为间隔依次取出另外两个培养皿。待培
养皿都冷却后观察制品的形态，进行对比分析。

根据对比分析可知，不添加增塑剂的聚乳酸制

品其没有出现变色以及气泡现象，而其余两个样品

由于添加了增塑剂都出现了变色以及气泡现象，故

可知添加增塑剂会使得聚乳酸制品的耐热老化性能

减弱。而添加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制品相比于添

加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制品其变色程

度更深且所产生的气泡更大，可知新型的乙酰乙酰

基柠檬酸三甲酯相比于柠檬酸三甲酯这种增塑剂前

者加入聚乳酸中它的耐老化性能更加优异。因此经

过改性的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相比于柠檬酸三

甲酯其效果更好，可使制品老化程度减慢。

４　结论
通过柠檬酸三甲酯与二乙烯酮在浓硫酸作为催

化剂的条件下反应能够生成一种新型的增塑剂乙酰

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因此验证了二乙烯酮由于含

有两个双键含有强反应活性，能够与含有羟基的柠

檬酸发生点击反应。且通过差示扫描量热性能测试

的实验可知，所生成的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比

未被改性的柠檬酸三甲酯能够更加有效地降低聚乳

酸的玻璃化转变温度，表明了前者增塑剂加入聚乳

酸中具有更好的增塑效果。通过热重分析实验也可

得出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相比于柠檬酸三甲酯

加入聚乳酸中，能够在更高的温度下使得样品整体

损失的质量更少，导致样品整体的热稳定性更好，更

耐高温；通过耐抽出实验测试表明乙酰乙酰基柠檬

酸三甲酯增塑剂加入到聚乳酸制品中的耐抽出性能

更加优异；通过热老化实验可知加入乙酰乙酰基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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檬酸三甲酯相比于柠檬酸三甲酯增塑剂的制品，前

者可使制品的老化程度低于后者。综上所述，乙酰

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相对于未被改性的柠檬酸三甲

酯更适于投入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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