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３５卷　第４期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４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８年８月

Ａｕｇ．２０１８　

普列特尼约夫的文学批评

耿海英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国《现代人》杂志研究（１８３６—１８６６）”（１７ＡＷＷ００５）
作者简介：耿海英（１９６４—），女，江苏邳州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俄罗斯

宗教哲学教学、研究和翻译３０余年。

摘　要：普列特尼约夫丰富的文学批评遗产至今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其文学批评活动前后近
４０年。他遵循卡拉姆辛及茹科夫斯基倾向的“良善批评”原则，采用传记式批评方法，从１９世纪２０
年代起，主要对普希金圈子诗人（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克雷洛夫、维亚泽姆斯基、巴拉津斯基、

普希金等）进行评说，也跟踪３０—５０年代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新人（果戈理、奥斯特洛夫斯基、皮谢
姆斯基等），并涉及西欧莎士比亚、歌德、席勒、拜伦等作家。他是俄国诗歌“黄金时代”的命名者，其

普希金论述成为俄国“普希金学”的开端。他触及了文学的民族性、人民性等问题，偏爱古典风格，

持守“静默美学”，赋予形式与语言问题以首要地位。在政治立场上与斯拉夫派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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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此前的文章中，笔者研究了普列特尼约夫的

文学生平，主要关注了他的文学圈子和文学活动，以

及作为普希金和果戈理的主要出版人的贡献。然而

他还有诗人与批评家的身份；不过，不仅对于中国读

者，即便对于俄国大众，这也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如

果不是特别留意，哪怕是其同时代人，对其诗作和批

评著述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印象，主要原因在于它们

散落在１９世纪２０—６０年代的杂志和文集中，难怪
对他惺惺相惜的普希金也不无悲伤而真诚地请求

他：

噢，福玻斯，我的普列特尼约夫，

什么时候你成为自己的出版人？［１］２０４

幸而，１８８５年其最亲密的朋友雅·卡·格罗特
整理出版了他的三卷文集（笔者在这里的研究主要

依据该文集中收录的批评文章），１８９６年格罗特的
儿子又整理出版了普列特尼约夫与其父厚厚的三大

卷通信集，我们这才得以看到普列特尼约夫创作的

大体面貌。尽管如此，学界至今还没有系统研究普

列特尼约夫，虽然这种研究的期盼早在１８９２年他诞
辰１００周年时就有学者提出了。［２］普列特尼约夫早
期从事诗歌创作，但在耀眼的普希金身旁，他的诗歌

才能几乎被忽略了，甚至最初普希金也不无讽刺地

看待他的诗歌。可是很快普希金就坦然承认自己草

率鲁莽的误判，而折服于普列特尼约夫诗歌格调之

高远，诗意之至美。对此我们暂存挂念，而转向他的

文学批评。

普列特尼约夫的文学批评之魅力，不仅在于其

内在的诗学价值、深刻的思考、见解的高尚气度，还

因其作为俄国文学“黄金时代”的一员与那些代表

人物的密切关系，使他知道太多幕后的秘密，他处于

作为批评家最有利的位置；加之其美学品味与修养

正是在这些天才圈子中养成的，朋友们高度评价他

“优雅而可靠的品味，就连巴拉津斯基和普希金本

人也都与之气味相投”［３］２４７，这给他带来普遍的尊

重和信任。他能给朋友们的创作以高屋建瓴的评

判，因此他们常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他评判。普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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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毫无顾忌地请他作《奥涅金》的裁判官，并将《奥

涅金》献与他。凡对他稍有研读的后人，如２０世纪
几位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格·亚·古科夫斯基①、

尼·伊·莫尔多夫琴科②、瓦·格·巴扎诺夫③、

瓦·艾·瓦楚罗④都提到其批评敏感的嗅觉，精准

的辨别力。

观看普列特尼约夫的文学批评，如果以３０年代
开始文学批评活动的别林斯基为坐标的话，普列特

尼约夫属于２０年代普希金时期的批评家，在美学观
点与批评立场上师承茹科夫斯基。如果茹科夫斯基

算作俄国文学批评的早期浪漫主义，那么普列特尼

约夫则属于维亚泽姆斯基等人的后期浪漫主义文学

批评之列，同期各派的文学评论家有韦涅维季诺夫、

基列耶夫斯基、纳杰日金、波列沃依等。作为１９世
纪２０年代的批评者，他对稍后的文学现象一直保持
着敏锐的嗅觉，批评活动持续将近４０年。他并不因
循守旧，加之细腻的感觉，准确的判断力，使得普列

特尼约夫兴奋地欢迎、提携许多新星———肯定地评

价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皮谢姆斯基、

奥斯特洛夫斯基、普列谢耶夫、阿·迈科夫、波隆斯

基、别林斯基等。但对别林斯基他并不完全接受。

不过统观其成就，主要研究普希金时代的人物，关注

的中心是那些自己与之相近或接受的思想与美学倾

向，如杰尔查文、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巴丘什

科夫、克雷洛夫、格涅季奇、普希金、果戈理、杰利维

格等人。他是第一位称普希金时代为“我们文学的

黄金时代”———在１８２４年的文章《致С．И．С公爵
夫人的信———谈俄国诗人》中，他提出了俄国诗学

的概念，并称２０年代是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强
调这一时期诗歌风格的多样性，不可能把它们统归

于某一种倾向（关于此信下文详述）。

普列特尼约夫与同时代众多著名人物交往、通

信，关于他们，写有许多回忆，其中不仅是事务性的，

还有与创作有关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揭秘他们的日

常生活和文化生活。这也决定了他的批评著述的体

裁（或批评方法）多属于人物传记式批评，如《亚·

谢·普希金》（１８３８）、《叶·阿·巴拉津斯基》
（１８４４）、《伊·安·克雷洛夫生活与文集》（１８４７）、
《论В．А．茹科夫斯基的生平和文集》（１８５２）等。
他是俄国最早一批专注于传记式批评的作者，他将

回忆（利用所述对象给他的书信）与诗人、作家整体

面貌的细致分析以及与就某一问题的犀利论战融为

一体；注重的是对象的个性、精神力量及创造力。其

中部分的是对过往时代文学生活的理想化，以之对

抗当代文学界、杂志界中“商业化”的交往关系。

在传记式批评中，他遵循的是自己的偶像卡拉

姆辛的“有益的批评”及其原则：“只赞美好的，不

评判坏的。”［４］３０３－３０４而这一批评原则，同样体现在他

的另一类准文学批评———文学教学中。我们知道他

曾给皇室及皇储亚历山大二世授课，他这样理解这

些课程的性质和任务：“委托我挑选阅读书目并实

施授课，尤其是给皇储授课，我认为兹事体大，因为

我以为，阅读怎样影响人的心灵，就怎样影响人对待

人的态度。在这一课程中我努力保持文学的益处，

我决定按照年代讲授所有最出色的俄国杂志，利用

其中一切有用的资讯。规则由我来定———甚至文体

在我授课时也完全做了改变。我只寻找叙事的精

彩、训诫的力量、性格上应具有的品质，一切不体面

不光彩的内容统统都抛弃。”［５］７９也就是说，无论在

评判作家时，还是在选择文本时，他都是从正面诲人

的角度出发，给出人品和作品中崇高、美善、和谐的

因素。他这种追求纯粹的“好的东西”的倾向，我们

推断，也是他后来放弃诗歌创作的原因，应是他认

为，写得不好就不值得去写（这倒也符合笔者的原

则）。同样，他认为，不好的作品也不值得去评判，

而在好的作品中应该更多地注意正面的东西，划一

个什么是“正确的文学”的范围是必要的。不接受

的倾向不予评说———他们不值得关注。因此，他的

文章一贯是选好的作品、并讲好的品格，一贯是友

善、温婉的。而有血性的普希金并不太喜欢这种过

于温软和善的风格，他给普列特尼约夫写信说：“普

列特尼约夫老兄！不要写这仁慈的批评！尖酸刻薄

点！远离甜腻！”［６］１５４由此“仁慈的批评”成了普列

特尼约夫的一个标签。在这一“仁慈的批评”中，既

有出发点的与人为善，又有对作品中良善内容的拣

选，因此笔者称其批评原则为“良善批评”。

二

他的第一篇批评成果是１８１８年为去世的同事
伊·戈奥尔吉耶夫斯基的小说《叶甫盖尼》写的前

言，其中可以看出对卡拉姆辛的模仿。次年他在杂

志《有德行的人》⑤发表《作为科学的文学的完善方

法》，则是其独立见解的首次表达，其中论述了古典

作家及其作品的内容和意义，论述该文学类型的益

处和重要性，这种文学类型为他后来所喜爱，他是这

种文学类型的内行。１８２２年，他有七篇重要文章发
表，基本奠定了他的美学倾向。其中第一篇评论了

诗人米·瓦·米罗诺夫⑥的诗歌作品，他指出，诗人

应该是天生的，而不是被造的。天才应该把更多精

力用在纯技术性上，以便完全掌握形式并使形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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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精致、优美。这在当时有两个思想是新颖的，并

成为普希金圈子的主要追求：其一，反对伪古典主义

及其试图通过演说术和诗艺人为地创造诗人；其二，

与当时的文学运动的实质相适应，追求完善诗歌和

语言的形式。普列特尼约夫的主要功绩在于，他在

２０年代初，就不仅早于韦涅维季诺夫、基列耶夫斯
基、纳杰日金，而且早于波列沃依，对诗人的实质、诗

歌的内在属性进行评述，他对茹科夫斯基和巴丘什

科夫的评论即是如此。

在这七篇文章中，有四篇应该予以充分重视，即

《茹科夫斯基和巴丘什科夫文集札记》《格涅季奇⑦

的田园诗〈渔夫〉》《希隆的囚徒》《高加索俘虏》。

他描述诗人们的总体特征，分析他们优秀的诗歌

（或译诗）作品，例如茹科夫斯基的译诗《希隆的囚

徒》，巴丘什科夫的古典风格诗，格涅季奇的《渔

夫》，普希金的《高加索俘虏》。这些文章主要研究

浪漫主义诗歌。前浪漫主义的文化修养决定了普列

特尼约夫对待浪漫主义的态度。在新文学倾向中，

他偏爱的更多是“不入流派”的那些倾向，如巴丘什

科夫的“新古典主义”，格涅季奇的《渔夫》。他写浪

漫主义中主观因素的“局限性”，以及对拜伦的不接

受就是从此出发论述的。１８２４年他又写有《茹科夫
斯基的席勒译诗〈奥尔良姑娘〉》，其中将席勒的“主

观性”与莎士比亚的“客观态度”对立起来，偏爱莎

士比亚。普列特尼约夫的文学批评，不仅以其见解

的清醒和准确，同样以其追求形式的高雅与精致，凭

借着诗人细腻的嗅觉和批评家敏锐的鉴赏力，形成

其独立的批评风格，这是他的主要力量所在，并以此

赢得了普遍的注意。

普列特尼约夫文学批评中对结构形式的分析更

是他的原创，更令人瞩目。１８２２年他的另一篇评论
文章《两首带有古希腊罗马特点的诗》，再次显示他

对古典诗歌的喜爱。其中分析的一首是普希金的

《缪斯》，一首是维亚泽姆斯基的《致僻静幽居的美

人》。在分析中，普希金的诗歌仿佛从四面八方被

照亮了———他通透地解析了诗的结构，认为其达到

了极致的完美，十四行诗的形式，因思想和情感的合

流，加之悦耳的富于表达力的声音而获得了灵活、柔

软、可塑的、富于变化的容量。“携带思想的声音异

乎寻常地丰满。他在１４行的诗句里包含了想象力
和情感所能要求的一切，没有一个词是多余的，没有

一行诗不是热情的，没有一个画面不是完美的……

在这首作品中诗句的和谐构成了声觉上最美妙的音

乐。”［７］５８普希金的田园景色引起了普列特尼约夫真

诚的兴致和同感，“诗人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缪斯不

是在五光十色的首都，不是在喧嚣的上流社会，而是

在僻静的乡间一角”［７］５８，这使普列特尼约夫迷醉不

已。他将《缪斯》和《致僻静幽居的美人》并列分析

并非无意之为，认为与《缪斯》相反，《致僻静幽居的

美人》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诗：“那里是心的愉悦，

这里是心的忧烦。”［７］５９他发现了普希金诗歌的那种

意味，后来别林斯基也同样分辨了出来。但是最主

要的是，他发现了诗与普希金的不可分割性：他就是

诗本身，就像诗就是普希金本人。“他的情思有某

种不同寻常的朴素、自然、诗性的美妙。”［７］５７这是普

列特尼约夫文学批评的传记式评述的特点。

２０年代他还有一篇重要文章，即上面提到１８２４
年的《致С．И．С公爵夫人的信———谈俄国诗人》。
这是一篇以书信为托名评论当时俄国诗坛的文章。

它作为《北方之花》⑧创刊第一期的开篇之作，颇有

为该杂志定调的意味。普列特尼约夫的任务是对所

有他提到的诗歌样式给出总体的评述，凸显该文集

的独特性。他的评述虽然有不明显的吹捧（所以才

有了稍后普希金严厉的指责性的“仁慈的批评”之

说），但对作品的分析也很精彩。文章总体上充当

了以“巴丘什科夫 －茹科夫斯基”诗歌“新流派”的
解说和推广者，批评家明显偏爱他们胜似其他派别，

并把他们作为俄国诗歌“黄金时代”到来的标志。

他说：“总之一句话，他（指茹科夫斯基———引者）是

我们诗歌黄金时代（普列特尼约夫标出斜体———引

者）的第一诗人（如果每一种文学都必然有自己的

黄金时代的话）。”［７］１７４这就是俄国诗歌“黄金时代”

说法的起源。在文章中，他还独到地认为克雷洛夫、

瓦·图曼斯基也属于“感伤流派”的代表人物，并把

他们与巴丘什科夫、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一起推举

为一流作家，而且没有在原创者与模仿者（或译者）

之间划出高下之分，因为茹科夫斯基以翻译的再创

作而著名，同样承认其诗艺的完美精湛。

普列特尼约夫这篇文章相当中规中矩的调性却

引起了各方的不满，既有反对阵营的（亚·亚·别

斯图热夫，法·韦·布尔加林），也有同道的（普希

金，巴拉津斯基）否定声音。“公民诗”派一方的别

斯图热夫断然否定普列特尼约夫对文学价值划分层

次的有意之为，他觉得过高评价了茹科夫斯基和巴

丘什科夫的诗歌价值而损害了雷列耶夫。普希金和

巴拉津斯基则不满意他肯定地评价“感伤流

派”———因为这时他们已经与之开始斗争了。无论

怎样，他的“仁慈批评”，却凝聚了围绕《北方之花》

杂志的力量，甚至比他直接参与其出版事务来的作

用还要大些。１８２５年１月普列特尼约夫又在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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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与德行的竞争》第一期上发表评论文章《北方

之花》，全面介绍刚面世的文集，一一评介文集中的

每篇作品。由此可见普列特尼约夫的文学批评活动

在“前普希金圈子”⑨中的作用。１８２７年，他又有文
章《论巴拉津斯基的诗歌》，为诗人遭受“不道德”的

毁誉而辩护。这些文章原则上都成为普希金圈子意

见的表达，从而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２０年代普列特尼约夫的评论对象还有杰尔查
文、米·米隆诺夫、谢苗诺娃女士等。这一时期，他

将近２０篇的评论文章已初步奠定其批评家的地位。

三

３０年代普列特尼约夫已经完全放弃诗歌创作，
而潜心于大学教学与文学批评。这颇似我们现在大

学里文学教授边教学边科研的情景；同时他有两项

与文学批评紧密相关的工作，一是普希金作品的出

版，二是协助普希金编辑与出版《现代人》及后来接

手《现代人》主编。这一时期他同样有一批重要批

评文章问世。

关于他的文学批评，其传记作者曾这样评说：

“其批评的与众不同，不只是敏锐的鉴赏力，还因其

切合实际的倾向———它不同于各种学院派理论，不

同于批评家阿·费·梅尔兹利亚科夫⑩的演说风

格。这一自觉的倾向，在艺术中首先是生活的真相

和现实的反映，当时在西方艺术中也还是新事物，而

在我们这里也刚出现在年轻的天才们的潮流里，普

列特尼约夫就属于这个小圈子。”［５］７８这一评价表明

两点：其一，他的文学批评不是演说式的，其二则是

他对现实中新现象的敏感与关注。这涉及到其文学

批评的另一特征———现实性。也就是说，他不仅捕

捉到了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现象，而且他本人的

文学批评也本着现实主义的原则。１８３３年８月３１
日他曾有一个演说《论文学中的民族性》瑏瑡，论述文

学中的“民族性”问题。这一问题就是他本着对俄

国文坛现实的观察提出来的。他讲到，“民族性”这

一词语在当时俄国文坛“听其来还是十分新鲜的，

也就是，还没有穿合身的，是某种我们还没有习惯的

事物，像中世纪的某个术语那样不习惯”［７］２１８。

如果说早在２０年代他就已经是最早确定茹科
夫斯基和巴丘什克夫浪漫主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批

评家之一，那么同时他也区分了那个时代俄国诗歌

中的风格流派，对于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也表

现出了关注，阐明了其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他分析

格涅季奇的《渔夫》时，就已经表达了文学的“人民

性”思想。他把诗分成“所有人的”或“不确定的”和

“人民的”，而更喜爱后者。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俄国最初“人民性”这一

术语是从“民族性”而来的。１８１９年维亚泽姆斯基
结识拜伦，既迷恋拜伦的浪漫主义，同时也意识到人

民精神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浪漫主义诗歌的必要条件。

他首次在俄国批评中提出和使用“人民性”这一术语。

１１月２２日，他给阿·屠格涅夫的信中第一次提到“人
民性”：“为 什 么 不 把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ｅ译 为 人 民 性
（народность）呢？……一个词，如果需要它，它就会扎
下根来。”［８］３５７－３５８他翻译没有用национальнтость（民
族性），而是使用了 народность（人民性）。１８２４
年，他提出俄文中“народный”（人民的）一词相当
于法文中的两个词“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９］８３－８４。
也就是说，俄文的“народность”既是人民性，也是
民族性。普列特尼约夫与维亚泽姆斯基是文学同

道，所以我们推断，在普列特尼约夫对“人民性”的

使用中，就是维亚泽姆斯基意义上的“人民性”，这

种“人民性”既是民族的，又是人民的。是人民的，

才能是民族的。而现代“民族”概念又与“国家”概

念联系在一起。因此，在１８１２年之后，俄国民族意
识的觉醒带来的就是爱国主义、人民性、民族性的三

位一体。普列特尼约夫在格涅季奇的《渔夫》中看

到的正是这三位一体的“人民性”；就普希金的《高

加索俘虏》，普列特尼约夫则认为，以其诗歌的民族

性细节普希金完全可以与拜伦相媲美，而且在现实

性描写上还比拜伦略胜一筹。其中属于浪漫主义的

那些昏暗不明之缺陷，并没有降低诗歌的艺术性，而

是“培养了高教育水平者的趣味”［７］８１。这样，他在

２０年代就预见了，俄国文学不会局限于掌握外来的
形式，最终会以自己的人民—民族为土壤。因此，

１８３３年他的演说主题就不足为奇了。整个这一年
他都在说文学中的人民—民族问题，从爱国和艺术

表现力两方面指出“人民—民族诗”对于文学的意

义；到３０年代末，他形成了当时非常出色的文学的
民族性特点的概念，论述它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论述

作家的个体性特征，论述作品的“特色和生活”的必

要性，认为没有它们文学就会成为抽象的干枯的描

述。

普列特尼约夫关于文学的“人民—民族性”论

述，引领并呼应了２０—３０年代俄国社会爱国主义和
人民—民族性意识的主流。我们看到，关于人民性、

民族性的论述，基列耶夫斯基、果戈理等人也都以普

希金的创作为依托提出自己的见解。１８２８年基列
耶夫斯基发表的《略论普希金诗歌的性质》瑏瑢，提出

了“人民的（народный）诗人”这一概念，并阐释道：
·４·



“要想成为人民的诗人，仅仅作一个诗人是不够的，

还必须作一个在所谓人民生活的中心受过教育的

人，必须分担自己祖国的希望，它的向往、它的损

失———一句话，与它同呼吸共命运，并在表现自己时

不由自主地去表现它。”［１０］３０在这里扩展了“人民

性”的内涵。果戈理１８３５年发表的著名的《关于普
希金的几句话》则指出：“我们的诗人中没有人比他

高，也 不 可 能 比 他 更 有 资 格 被 称 为 民 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诗人。这个权力无论如何是属于
他的。在他身上，就像在一部辞典里一样，包含着

我国语言的一切财富、力量和灵活性。他比任何人

都更多更远地扩大了我国语言的疆界，更多地显示

了它的全部疆域。”［１１］５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文学

家那里，俄文“народность”从维亚泽姆斯基将其内
涵从“民族性”扩展到“民族性、人民性”互通

（１８１９），到普列特尼约夫使用该“人民—民族性”
（１８２２）的意义，再到基列耶夫斯基的发展的“人民性”
（народность）（１８２８），再到果戈理使用了区分后的“民
族性”（使 用 了 национальнтость即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ｅ）
（１８３５），俄罗斯民族文学不可替代的主体性一步步
得到确立。此后，在俄国文学中，特别是在别、车、杜

那里，高分贝的“人民性”“民族性”声音皆在此基础

上发展而来，尽管在后期普列特尼约夫对别林斯基

阵营并不认同，但在文学的民族性问题上是相通的。

普列特尼约夫在这一文学意识的形成中起到了奠基

作用。

１８３６年是普列特尼约夫文学活动最活跃的一
年，他与普希金在《现代人》中勤勉合作，既管理编

辑部，又从事校对、编辑等具体工作，同时在第１期
《现代人》上发表了随笔《玛利亚皇后》。１８３７年普
希金去世后，他与朋友们继续出版了四期《现代人》

纪念普希金。这一年，他撰写了《一部诗歌的历史：

舍维廖夫集》《领导文学史：瓦赫列尔文集》《茹科夫

斯基的〈温迪娜〉》和《莎士比亚》等批评文章。这里

我们特别留意《莎士比亚》一文。

在俄国莎士比亚接受史上，２０年代后半期至３０
年代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此前

在俄国还只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知识分子才知道的

莎士比亚，这一时期逐渐为俄国整个读书界所认识。

也正是这时莎士比亚开始征服俄国舞台。普列特尼

约夫对莎士比亚的关注即属于这一时期。他对莎士

比亚之熟悉甚至影响了普希金的一些看法。前文中

我们提到，他１８２４年的文章中就已经出现莎士比
亚。而后他翻译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片段（１８２８—
１８２９），再后撰写了此文《莎士比亚》（１８３７）；接着

１８３９、１８４０、１８４１年他在自己的《现代人》上接连刊
登了俄译本的英国作家威廉·哈兹里特瑏瑣的论著

《莎士比亚戏剧的特点》的“前言”及第 １、２、４、５
章瑏瑤，普列特尼约夫为“前言”附了总结性评语。所

以我们说，他是３０年代在俄国传播莎士比亚的重要
的人物之一，而且不同于３０年代的其他杂志翻译介
绍德国法国浪漫派对莎士比亚的研究，他介绍英国

威廉·哈兹里特的研究成果，强调莎士比亚对现实

的忠实，与时代的联系性、客观性。他深爱莎士比

亚，甚至可以说是痴迷崇拜得五体投地。他说：“当

我第一次读莎士比亚的时候，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

要不要关起门来只和他一个人共度一生呢。要知道

他解决了所有问题———哲学的、辞令的、诗学的，那

为什么还要在别人那里寻找这些，既然他关于一切

都说了，而且说得那么完满，那么深刻。”［１２］２２７

《莎士比亚》一文是普列特尼约夫详尽评述莎

士比亚的文章，它与三部莎士比亚作品的俄译本

伊·伊·巴纳耶夫译的《奥赛罗》、米·帕·弗龙琴

科译的《麦克白》和尼·阿·波列沃伊译的《哈姆雷

特》同时刊登在１８３７年１０月（第４４期）《俄国残疾
人报》的文学副刊上，可见他的莎士比亚评述的分

量。普列特尼约夫认为莎士比亚最惊人的特点是

“分析的激情”，研究人类在所有情景、处境、条件下

的心灵。“只要人心珍惜或亲近的东西，无论是独

处中、家庭中，还是社会中、公民生活中，他全知道，

就仿佛从他的心里流出了我们所有的情感，所有的

激情。只有在某个圈子中才能知道的、或属于某个

特定阶层的、或从事某个职业才有的生活的最微小

的细节，在他那里全都被带入完整清晰准确的逻辑

中，他让您无可逃避地面对。”［７］２８９莎士比亚的整个

哲学都源于生活知识：“莎士比亚的形而上学是实

践智慧的果实。这里一切都是生活，自然地，一切都

是诗。”［７］２９０甚至莎士比亚的超自然世界也不同于其

他诗人，它肩负的使命，也是他所有创作的使命：

“其他诗人将读者带入这个超自然世界是为了引发

惊奇，迷惑理智，俘获想象；而他给自己的唯一使命

是，揭示人类心灵所有的秘密。他像一个征服者一

样进入超自然世界，使它服从共同的法则，赋予自己

那个不可估量的世界以完整性，使其所有的现象都

归于自然原因。”［７］２９０这令我们想起别尔嘉耶夫论述

陀氏时说，世界文学中唯有莎士比亚可以和陀思妥

耶夫斯基相提并论。别氏所指正是陀氏的“揭示人

类心灵所有的秘密”，他的幻想世界的最现实性，即

“更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普列特尼约夫的论证

与别尔嘉耶夫的结论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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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８年普列特尼约夫接手《现代人》，追随普希
金的思想，以自己的方式与充斥俄国的低俗的、商业

的、他认为有害的文学流派和倾向抗衡。在他手里

《现代人》成为真正的杂志，而不再是文集（普希金

为获得沙皇批准，是以一年出版四集文集的形式申

请的）。这一年他就在杂志上刊登了１０多篇（不包
括编辑的图书推介）出色的文章：《论文学的损失》

《克雷洛夫纪念日》《给孩子的故事中的俄国历史：

伊希莫娃文集》《阿·谢·普希金》《茹科夫斯基俄

国游记》《文学教程》《中篇小说：〈这就是爱〉》《Е．
П．罗斯托普钦娜伯爵夫人的诗歌》等。当然，其中
最重要的是纪念普希金的长篇文章《阿·谢·普希

金》。他非常深刻地理解普希金，对此别林斯基也

深表认同地说：“此文包含了伟大诗人生活和性格

的许多珍贵的事实，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关于作品的

鲜明观点，此文堪称是对诗人一生的总结。”［１３］按照

米·齐亚夫洛夫斯基的观点，由此文开始，“普希金

学正式形成”［１４］４。这是普列特尼约夫的又一奠基

作用。对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列特

尼约夫虽然没有专门的评述，但在单章及单行本出

版的长期过程中，他在与普希金的书信中多有评价，

甚至其意见被普希金采纳为修改方案（曾撰文，不

赘述）。

有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３０年代），他固执地
坚持“普希金源头”的文学立场，这使他在美学上对

新的文学潮流有些麻木和迟钝；他接手主持的《现

代人》杂志坚持“纯文学”［１５］１９９－２００倾向，希望在日渐

形成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争论中持中间立场，而

使得杂志没有发行量。事实上，他当然不是麻木和

迟钝，而是有所接受有所不接受；以他“良善批评”

的原则，对不接受的不予理睬也顺理成章。而杂志

没有激烈的倾向，甚或没有“商业”倾向，当然就没

有了夺眼球的元素，自然发行量受到影响也是不争

的事实。但在４０年代《现代人》杂志依然办下来，
自有其力量所在。此话题另论。

四

４０年代，普列特尼约夫所有的文章都发表在自
己的《现代人》上。除了教育领域的著述（如《亚历

山大大学 ２００周年纪念》等）和人物小传记（如
《亚·谢·斯特罗加诺夫伯爵》等）外，也多为文学

批评文章：《俄国诗歌中的芬兰———给齐格涅乌斯

的信》《芬兰学术界》《茹科夫斯基的古印度小说〈纳

利和达摩央吉〉瑏瑥》《叶·阿·巴拉津斯基》《伊·

安·克雷洛夫》《克雷洛夫的生平和文集》《弗·

亚·索洛古勃伯爵的〈四轮马车〉》《尼基坚科教授

的俄国文学史实验》《主教弗朗茨———瑞典诗人》

等，这些文章依然观点新颖而犀利。其中普列特尼

约夫对克雷洛夫的描述与评价尤其成功，因各种版

本各种情形他为克雷洛夫写了多篇传记式评论，著

名俄国文学史研究专家列·尼·迈科夫这样评价

道：“细腻的心理分析与丰富的史料、日常细节，与

准确清晰的作品评价结合在一起”，是“我们传记文

学上不多的几部典范传记”［１６］２７０。另外值得注意的

是，普列特尼约夫真诚评价茹科夫斯基的翻译活动，

不仅盛赞他对欧洲文学的翻译，在文章《茹科夫斯

基的古印度小说〈纳利和达摩央吉〉》中，高度评价

茹科夫斯基又将东方文学与文化介绍给俄国，为俄

国文学打开了新的视界。

当然，４０年代普列特尼约夫的核心文章是他的
评论《乞乞科夫，或果戈理的〈死魂灵〉》（１８４２），这
也是果戈理发表《死魂灵》后，在各路人马纷纷发表

的评论中最重要的评论之一。别林斯基称“这是所

有关于果戈理史诗的文章中唯一的好文”［１７］。３０年
代初普列特尼约夫将果戈理领进彼得堡文学圈，３０
年代末又成为他的文学出版事务的助手；现在帮助

通过了《死魂灵》的出版审查，后来又校订出版了

《与友人书简选》。笔者在此前的文章中曾关注了

他对《死魂灵》的评述，以及他出版《与友人书简选》

的情况和他此时的思想倾向，这里不再赘述。从

１８３８年他接手《现代人》起，至４０年代后期，即１８４６
年底转手《现代人》，这期间除了这些长篇幅的评论

文章，他还有许多短评点缀自己的《现代人》，数量

较多，这里也暂不论述。

前述讲到他的“教育领域的著述”。实际上这

涉及到他以其为志业、与其一生的文学活动相伴随

的领域，即他大学毕业后即开始的教育事业。早期

他在皇家多所学校任教，后又给皇室及皇储亚历山

大二世讲授文学课，１８３２年至１８４９年，作为俄国文
学教授在圣彼得堡大学任教，并从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６１
年担任圣彼得堡大学校长，１８４１年起成为彼得堡科
学院的成员。我们说，在文学教学这个准文学批评

领域，他也卓有贡献。他曾为皇储撰写文学史手册

《俄国作家及其作品书评编年史》，并于１８３５年少
量印刷（非卖品），且在《帝俄历史协会文集》（第３０
卷）中再版。而作为校长，他自愿担任一项并不轻

松的工作，即他始终如一地编撰圣彼得堡大学年鉴，

也为科学院（东方部）编写年鉴。按照雅·卡·格

罗特的说法，这些文学式观察，是“４０—５０年代俄国
教育极其丰富的资料，永远都将证明他罕见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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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一种惊人的生活节奏、灵活性和活跃性完成枯

燥的和不讨好的劳动”［５］８４。１８５２年在给茹科夫斯
基讲到那些被他列入年鉴的优秀人物的小传记时，

他说：“当然，正像有各种各样的成员，我写小传记

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我总是乐于真心地以友善的话

语提起这些人，他们都以自己生活中的某种东西温

暖了我的心。”［１８］７２７－７２８是的，这些传记中普列特尼

约夫以真诚和温情缅怀逝去的人的功绩。雅·卡·

格罗特提到的原预备出版的普列特尼约夫文集第四

卷中就是这些传记文章。彼得堡大学年鉴单独出版

了五年的（１８４０—１８４５）；科学院的报告全部出版
（两卷１８４２—１８５１，１８５２—１８６５），其中第一卷中还
有他的大型笔记《帝国圣彼得堡大学第一个２５年》
（１８４４）。

到５０年代，他还一直记挂着他那个没有实现的
夙愿，就是编撰一部３０年文学史札记。他的朋友
在１８４６年时曾草拟过一份该书的大纲，他完全赞
同：“应当把自己所有的回忆、信息、经验交付给它，

该书最重要的应该是传达出所有我们最好的诗人，

然后就是总体讲述我们的文学，最后是无数事件的

进程和各个知识领域人物的知识留给你的记

忆。”［５］８８虽然该著作并没有实施写作，不过他在自

己的文学评述和小传记中部分地完成了它，它们或

成单篇文章，或是进入了他的“年鉴”。５０年代，普
列特尼约夫最有文学价值、内容丰富的两篇大型的

传记批评，是关于他最喜爱的诗人和朋友茹科夫斯

基：一篇是《瓦·安·茹科夫斯基》（１８５２），另一篇
是《论瓦·安·茹科夫斯基的生平和创作》（１８５３）。
这两篇出色的传记也为普列特尼约夫博得盛名。另

外一篇内容丰富的文章《回忆谢·谢·乌瓦罗夫公

爵》（１８５５），也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
直到晚年，他都没有失去批评的敏锐和文学的

品味。６０年代他依然兴奋地跟踪文学中最优秀的
人物和现象。其中《论戏剧〈痛苦的命运〉和〈大雷

雨〉》（１８６０），就是对６０年代初文学分量不让托尔
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阿·费·皮谢姆斯基的

《痛苦的命运》（１８５９）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代表作
《大雷雨》（１８５９）所作的重要评论。另一篇是献给
他喜爱的诗人《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创作生涯５０年
纪念》（１８６１）。他对新生力量，对高尚的、理想的俄
罗斯思想的潮流和倾向的关切与评说：“在俄国批

评史上占有相当独立的地位，即便不是史学上的也

是事实上的批评的主体意识的开创者、奠基人。可

以说，他是别林斯基之前这个领域最著名的批评

家。”［１９］２３

五

除了以上这些阶段（只是为方便叙述的划分），

他的人物传记式文学批评，他还有一类文学批评，即

包含在与众多文学人物的通信中很多精准的文学见

解和论述。他大量的书信都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料价

值。由于数量庞大，至今没有完全整理出他的全部

书信中与文学有关的部分，留待以后继续开掘它们

的内容和意义。

作为批评家和传记家，其大量的文学遗产还没

有得到充分评价。普列特尼约夫继承了卡拉姆辛流

派的文学和美学原则，终生持守自己的“静默美

学”，赋予形式与语言问题以首要地位，同时崇尚文

品的高贵。在批评中他将自己的敏感天性、睿智博

通、道德理想等因素和谐地融合起来；他的评断遵循

的理论，按照他说的，“（我的理论）不是现成、被研

究过的理论，而是源于观察、谈话，源于对事物及其

结果的追踪而产生的某种意识”［１６］２６７。也就是说，

遵循的是生活的逻辑。这颇似他理解中的莎士比

亚。所以，他的文学批评不是基于某种坚实的哲

学—美学基础，可能正因此，甚至有研究者认为他的

“文学评判表现出明显的肤浅”［１９］２５。但是他所具

有的无可争辩的批评分寸感和对作品鲜活、灵敏的

艺术嗅觉，对于普希金、果戈理等这样的语言艺术大

师来讲有特殊的价值，他们珍视他沉静的准确的判

断。评价普希金、果戈理、莎士比亚这样的天才，应

该具备的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嗅觉。他理解语言的

美和天赋的感染力，他不局限于作品某个狭隘的局

部和细节，而是整体地判断，总体地鉴定。当然，有

论者认为，普列特尼约夫能够点评的主要是文学的

局部问题、风格问题，他只是诗歌细节和言辞之美的

行家和鉴赏家，不具备整体批评的洞察和远见天赋。

我们相信，研究者整体地接近真相，充分了解他的批

评遗产后，自会给出自己的判断。还是想用维亚泽

姆斯基对他的评价：“他对祖国文学的功绩，不是一

眼就可以看到的。但是，如果假以时日，仔细研究和

理顺、明晰他那个时代文学的动态和现象，就会发现

他的贡献，并得出应有的评价。”［３］２４７

按照《奥涅金》研究专家弗·纳博科夫的说法，

普列特尼约夫是“安静的人，教养颇高，狂热地忠实

于天才和诗意之美”［２０］９６。加之作为普希金圈子传

统的忠实传承者，这些使他不可避免地对其后俄国

文学的喧嚣抱一份静观。后普希金时代，新文豪巴

丘什科夫依然追随茹科夫斯基的浪漫主义，而茹科

夫斯基却已是热烈拥护果戈理的现实主义，普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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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约夫却保持着一种客观性，不失热心地静观文学

的最新成就，并原则上承认形式和倾向上新型文学

的权力，尽管它们的代言人只是少数几个有力的、满

足美学要求的天才。他深刻地理解普希金，洞察果

戈理的有力和薄弱之处，及时推广莎士比亚在俄国

的接受，拣选了许多文学新人。他凭借自己敏锐的

文学嗅觉和经验成功地发现了不止一个未来的杰出

作家：两个迈科夫（阿·迈科夫、列·迈科夫）、伊·

屠格涅夫、阿·尼·普列谢耶夫瑏瑦。许多文艺工作

者和学者的发展和前程都应归功于他，雅·卡·格

罗特、亚·奥·伊希莫娃瑏瑧自不必说（他喜欢称他们

为“三人同盟”）；还有潘·亚·库利什瑏瑨，德·伊·

科普捷夫瑏瑩，卡·安·科索维奇瑐瑠，卡·卡·格尔

茨瑐瑡，娜·斯·索汉斯卡娅瑐瑢，斯·伊·巴拉诺夫斯

基瑐瑣，等等。何来他对新的文学现象和新人的麻木

与迟钝呢？

最后，要确定普列特尼约夫的社会政治立场并

不容易；根据他的批评文章来呈现也不容易。不仅

在文章中，甚至在自己的书信中，他表现出众所周知

的规避直接评论政治事件。不过判断他的立场较为

可靠的依据是，他多年与普希金、杰利维格、曲谢尔

贝克尔、果戈理、格林卡等人的合作；经常的对布尔

加林、格列齐、先科夫斯基的厌恶；经常发起和完成

普希金圈子的事务；还有他周围的人，无论是老一辈

人还是年轻一代（普希金、维亚泽姆斯基、格罗特、

屠格涅夫、隆基诺夫、列·迈科夫）对他的描述———

热烈敏感的心，与人为善的品行，一切事情上崇高的

质朴，谦和淡远，不可收买的信念，道德准则的稳固，

执着的对完美的渴望，等等。这已经够了。当然，在

他的私人信件里，也会有对某些人的不友善、轻视的

评价，或不恰当的言语和激烈的否定态度，那么其原

因在于有时无法忍受与其珍视的理想、观点、信念相

左的东西；在于人所固有的嗜好和偏见。人的心灵

总是战胜冰冷的理智，人会深深依恋，也会深恶痛

绝。这里也许还应该指出的是，在喧嚣的所谓斯拉

夫派—西欧派之争中他的大致倾向，似乎不指出这

一点，对于界定那个时代的一位批评家就欠缺了什

么。他基本是同情斯拉夫圈子，尽管自己完全不是

斯拉夫派。对于莫斯科派的民族的、爱国的热情，对

于斯拉夫派人士如波戈金的活动，对于他们的刊物、

杂志，持尊重与支持。同情地欢迎《莫斯科文集》，

关心珍视《莫斯科人》；对于１８５６年新出现的《俄国
谈话》及其编辑捷·伊·菲利波夫瑐瑤也给予自己的

支持。他在各个方面都能辨别和评价善良纯洁的愿

望和动机。

注释：

①Г．А．Гуковский（１９０２—１９５０），语言学家、批评家、１８世
纪俄国文学著名专家。接近形式主义者。

② Н．И．Мордовченко（１９０４—１９５１），文艺学家，历史学家，
普希金研究专家。

③ В．Г．Базанов（１９１１—１９８１），１９世纪文学史、文学组织和
潮流专家，研究１２月党人作家、革命民粹作家、白银时代
“新农民”诗歌。

④ ВадимЭразмовичВацуро（１９３５—２０００），文艺学家，文学
史专家，普希金之家人员。１８１０—１８４０年代俄国文学的
多部著作作者。

⑤“俄国文学、科学和艺术民间爱好者协会”会刊。
⑥ 米·瓦·米罗诺夫（１７９２—１８２１），俄国诗人。“俄国文
学、科学和艺术民间爱好者协会”成员。

⑦ 尼·伊·格涅季奇（１７８４—１８３３），俄国诗人，最大贡献和
荣誉是翻译了《伊利亚特》。

⑧１８２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出，一年一集，丛刊。大约是我们的以
书代刊。

⑨ 普希金流放期间以杰利维格的《北方之花》和《文学报》
为中心的圈子。普希金流放回来之后就以他为核心了。

⑩ А．Ф．Мерзляков（１７７８—１８３０），俄国诗人，文学批评家，
翻译家，莫斯科大学教授。２０—３０年代俄国文学批评的
代表人物之一。

瑏瑡１８３４年发表在《人民教育部杂志》第１期上。
瑏瑢发表于《莫斯科通讯》１８２８第６期。这是关于普希金创作
的第一篇概评。

瑏瑣УильямХэзлитт（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ａｚｌｉｔｔ，１７７８—１８３０），英国随笔
大家，以写莎士比亚的创作闻名。

瑏瑤前言、第１、２、４、５章分别登于《现代人》１８３９年第１、２、３
期；１８４０年第３期，１８４１年第３期。最后一章译者即是伊
希莫娃，普希金决斗前夕还请求她为《现代人》翻译英国

诗人拉里·沃尔康的作品。

瑏瑥茹科夫斯基根据《摩诃婆罗多》情节改写的诗体中篇小
说。

瑏瑦А．Н．Плещеев（１８２５—１８９３），俄国作家，诗人，翻译家，文
学和戏剧批评家。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１８４９年被
捕，后被流放，将近１０年，结束后继续从事文学活动成为
有影响的文学活动家、批评家、出版人。

瑏瑧А．О．Ишимова（１８０４—１８８１），俄国儿童作家，翻译家。
瑏瑨П．А．Кулиш（１８１９—１８９７），乌克兰人，诗人，散文家，翻译
家，编辑，历史学家，出版人。

瑏瑩Д．И．Коптев（１８２０—１８６７），俄国诗人，翻译家。
瑐瑠К．А．Коссович（１８１４—１８８３），俄国和白俄东方学者，巴黎
和伦敦亚洲协会成员，德国东方协会成员两卷本《德俄词

典》编撰人。

瑐瑡К．К．Герц（１８２０—１８８３），历史学家，文艺学家，莫斯科大
学教授。

瑐瑢Н．С．Соханская（１８２３—１８８４），俄国女作家，笔名：科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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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夫斯卡娅（Кохановская）。
瑐瑣С．И．Барановский（１８１７—１８９０），俄国教育家，工程师。
瑐瑤《俄国谈话》，俄国斯拉夫派、爱国派杂志，１８５６—１８６０在
莫斯科出版，出版人及主编是亚·伊·科舍廖夫，合作主

编先是捷·伊·菲利波夫，后来是彼·伊·巴尔杰耶夫，

米·亚·马克西姆维奇，伊·谢·阿克萨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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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信息与小说故事
———谈《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对媒介信息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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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子媒介时代信息传递便捷，现代小说存在的语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样的环境
下，小说故事应该如何书写才能在这个时代具有特殊存在的意义，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刘震云的小

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综合摄取了多个网络热门信息事件，但是却营构了小说独特的意义表达指

向。这篇小说其实也表明，在电子媒介时代，通过对事件主题的重新思考和提炼，可以让小说故事拥

有超越网络信息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电子媒介时代；《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主题；经典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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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信息传递便捷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个明显特

征，使得我们每一个人每天似乎都无法逃避各种信

息对我们的包围———不需要我们去寻找信息，信息

已经把我们团团包围。这种快捷传递的信息导致我

们的生活中充满故事，而且这些故事还都是所谓的

真实的新闻事件，于是，我们的生活中就充满了各种

所谓的热点故事。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来说，

我们似乎是幸福的，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可以

每天看到各种类型的热闹的新闻事件，看到发生在

全球各地的奇异的、古怪的、有趣的故事。因为人类

天生需要故事，这从远古神话的出现、我国古代评书

艺人的出现，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也形成了今天这

个时代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每一个热点事件出

现之后，我们都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各种各样的关于

对此事件的回应、评论，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到这样一

个怪诞的场景———在无数个封闭的小屋里，都有一

个人紧紧盯着电脑屏幕或者智能手机屏幕，看着同

一个新闻事件，然后发表评论。当然，这在某种程度

上也对今天的小说构成了冲击———当真实的、有趣

的故事唾手可得的时候，虚构的小说故事意义何在？

小说家格非曾经指出，个人经验、传统故事，以

及社会事件和媒体信息，是作家创作时三个基本的

故事来源。［１］８７不过，对于今天的作家来说，如何利

用社会事件和媒体信息，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虽然对于小说家来说，个人经验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当下这样一个电子媒介时代，

个人的经验正在严重贬值，“远行者必有故事”，在

当下这个电子媒介时代已经彻底过时了，从媒介信

息获取故事素材已经成为很多作家进行小说创作时

的选择。

客观而言，自从报纸兴起以来，对很多作家来

说，从报纸获得写作资料就是一种常规的选择。但

是这种方案的可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前电子媒

介时代，信息传递并不是非常便捷。在这样的情况

下，作家们借助报纸完成的资料收集在一定程度上

就能带给读者新鲜的东西。可是，在电子媒介时代，

再完全依靠媒介来写作，则显然就会出问题了。因

为在媒介不间断地提供给读者大量信息故事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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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小说的写作再完全依靠媒介信息的话，只能给读

者带来同质化的阅读体验，而且，电子媒介时代的媒

介特质也使得作家必须慎对媒介信息。电子媒介社

会很典型的特征是瞬息万变，这就导致我们所有人，

包括作家，都永远地被抛在了生活后面———你永远

不可能得出关于世界的一个整体印象。因为，当你

刚对某个信息作出反应，得出某种结论的时候，一个

新的信息，和原来信息相悖的信息可能就会对你刚

形成的整体感构成冲击。“９·１１”事件之后几秒
钟，全世界就都知道了这场劫难，华尔街的某个数字

在一秒钟前跳错，全世界的经济立刻就会做出反应。

在这种状况下，完全依靠媒介信息来进行小说书写，

不仅仅会带来书写的同质化，而且也导致小说书写

彻底落伍于这个时代。因为相比较新闻语言，小说

语言在信息传递、价值传播方面已经暴露出了它的

致命的弊病———太慢，太缺乏权威性（只是小说家

语而非官方媒介言之凿凿的真实）。所以，格非在

谈到未来小说的可能性的时候，提到一个问题，即今

天的作家要摆脱对传媒信息的依赖。一方面，我们

不能忽视媒体，但是另一方面，也要对媒体充满警

惕。［２］８７在这种情况下，小说应如何在对媒体充满警

惕的前提下利用媒体故事来进行自己的故事讲述，

显然值得当下的写作者思考、关注。在我看来，刘震

云的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

说是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有趣的回应。

二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一部非常有趣的小说，

这部小说显然和网络热点信息故事密切相关，甚至

可以说，这个小说里几个故事的主要人物都能从网

络信息中找到原型。

小说花费最大篇幅描述的人物是牛小丽，这个

人物的关键事情是：她专门向官员卖淫，因为她的被

捕，引起了一系列官员的被捕。这个人物，很容易让

人想起２０１２年引爆网络的重庆赵红霞案件。另外
几个人物，如公路局局长杨开拓的经历，很显然和

２０１２年引发网络狂欢的“表哥”杨达才的经历极其
相像，至于马忠诚的嫖娼而被钓鱼执法的经历，则在

网络上更是经常可以看到。小说中另外的几个人

物、事情，比如李安邦在儿子车祸之后的举动，商人

赵平凡逃亡美国之后的发言，等等，都有着网络热门

事件的影子。总而言之，这个故事的几个主要人物

似乎都可以找到网络热点事件的原型。

如果这样认定小说人物的话，那么我们似乎也

可以说，这个小说，仅仅是几个网络热门事件的拼

凑。但是，读完这部小说，我们会发现，我们显然不

能说这部小说是网络故事的简单拼凑，原因在于，故

事的表象虽然还是如同网络信息呈现的那样，但是，

作家显然对这些信息故事做出了重新的解读，发掘

出了深藏在这些信息故事的另一面，从而带给我们

的是超越网络故事的另外一个层面的思考。简言

之，是用新的主题改变了原来的网络狂欢，从而将原

本的网络狂欢变成了有深度的故事。

２０１２年重庆赵红霞案件爆出，因为赵红霞的出
事，导致和她发生过关系的官员先后落马。这个富

有戏剧性的事件引发了网民极大的兴趣，从而也让

这件事变成了一场网络狂欢。网络上出现了一系列

“赵红霞之歌”之类的网络恶搞歌曲，称之为反腐的

人才，书写传奇，等等。毫无疑问，网络的这种狂欢，

其实也是某种社会情绪的表达，是对社会腐败的痛

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的狂欢的声音中，

我们很难看到同情赵红霞的声音。的确，犯错者理

应受到惩罚，但是在网络狂欢之中，网民都忽略了去

寻找犯错者犯错的原因。

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刘震云花费大量的

篇幅书写了牛小丽是怎么成为现实生活中赵红霞这

样的人的。牛小丽原本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性，洁

身自爱，对生活也没有太高的要求。她的悲剧来源

于一场骗局。牛小丽借了十万元的高利贷给哥哥牛

小实找了一个媳妇，但是，这个自称宋彩霞的女人拿

到钱后，在嫁给牛小实几天后就跑了。牛小丽花费

大量金钱去寻找宋彩霞，却发现宋彩霞留下的所有

的信息、地址都是假的。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女性找

到她，告诉她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把这个损失的钱

挣回来———这个方法就是通过假装处女，卖淫。背

负高利贷的牛小丽无法面对人财两空的结局，踏上

了这个女性给她指点的这条道路。不过，牛小丽还

是有原则的。她通过假装处女卖淫在很短时间内挣

到十二万元人民币之后，立刻就回家了，还高利贷，

结婚，还自己开了一个小吃店。小说中关于牛小丽

卖淫的叙述，篇幅并不长。通过这样的叙述，小说给

我们呈现出了牛小丽的多个方面，比如她的要强，自

立———事实上，如果不是她的要强，自立，她作为一

个妹妹也不会张罗着给哥哥娶媳妇。小说谈到了牛

小丽的悲剧性命运，她原本是一个要强的人，但是却

偏偏遭遇生活的玩笑———莫名其妙地被骗走十万

元，为了能还上高利贷做了妓女，却莫名其妙成了诈

骗犯。她努力想要和丈夫过好日子，丈夫却出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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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个女性还从她这里学到了经营小吃店的手

艺，成为了她的竞争对手。当牛小丽下决心要和这

个欺骗自己、还和自己丈夫有私情的女性好好在商

业上斗一斗的时候，她却已经失去了这个资格———

被捕了。

事实上，刘震云笔下的牛小丽就是一个普通的

乡下女性，她不是大奸大恶，当然也谈不上大善，她

只是一个努力生活的女性，但是命运的阴差阳错，却

让她成为了大众眼中的笑话。这样的牛小丽，虽然

她的经历很容易让我们想到网络上的赵红霞，但是，

她显然已经不再是那个网络上的赵红霞。利用牛小

丽这个人物形象，小说挖掘出了网络上的赵红霞这

个人物的另一面。当然，我不是说赵红霞的现实生

活的另一面就是牛小丽，而是说，小说其实通过这样

的书写，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赵红霞也许并

不想当那个所谓的反腐英雄，她也许仅仅只是想努

力生活，但是最终却被卷进了生活的漩涡而无法自

主自己的命运。毫无疑问，相比较网络传媒上热闹

喧嚣的赵红霞事件，《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关于牛

小丽的叙述，更具有了人道主义的温度，也更能带给

我们关于人性、关于现实、关于人的命运的思考。

小说关于腐败官员的描述也没有流于脸谱化，

而是呈现出了腐败官员的另一面，呈现出隐藏在腐

败官员背后的更加腐败的群体。

小说中的县公路局局长杨开拓这个人物形象很

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年的“表哥”杨达才：他们都是因

为公路上的事故而导致自己出事的，他们出事的最

初原因都是不合时宜的一笑，那不合时宜的一笑引

发网民的怒火，最终让网民发现他们手表的昂贵，从

而最终导致落马。不过，小说显然没有认同杨达才

事件中网民理解的关于杨达才不合时宜的一笑的原

因———没有人性。小说写道，杨开拓是在姐姐家孩

子结婚现场得到公路出事的消息，紧急赶到事故现

场的。作为公路局局长，公路桥的被炸塌，让他感受

到沉重的压力，也正是在这巨大的压力下，紧张过度

的他无意中居然就露出了笑容。

杨开拓并不是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所以小说

中关于杨开拓的描写并不多。不过，在这很少的篇

幅中，小说却颇有深意地写到了杨开拓的一个特点，

“这些亲戚朋友的婚丧嫁娶，杨开拓一概不参加”。

当然，小说接着指出了不参加的原因，“不参加不是

不近人情，而是这些人无法招惹。杨开拓是该县公

路局局长，负责该县的公路和桥梁建设；这些亲戚朋

友，便认为这些公路和桥梁，是杨开拓家的；自己家

养的大肥猪，自家人不吃这肉，难道让不相干的人抢

去不成？一见面，就跟他要工程干”［２］１８５。而且更可

恶的是，杨开拓的这些亲友，似乎比杨开拓更是深得

腐败之真谛。小说中写，杨开拓一开始也是愿意给

亲友介绍工程的。杨开拓曾经给一个侄子提供了一

个造价五十万的乡村柏油路工程，但是这条路修完

三个月就破破烂烂了，杨开拓问堂哥他们修路花了

多少钱？堂哥还理直气壮地说二十万。“五十万的

工程，他们只花了二十万，留下三十万装进他们的腰

包。杨开拓不佩服别的，就佩服他们胆大。谁最想

贪污腐败？就是他们。”［２］１８６或许杨开拓手里的权力

远远大于他的这些乡亲们，而且，杨开拓也的确是贪

污腐败了。不过，从小说的书写来看，小说重点不是

重复一下当年网络上对“表哥”的怒骂、批判，而是

富有深意地提出了“表哥”腐败背后的土壤问题。

正如小说描述的，杨达才贪污腐败，但他其实还是知

道轻重的。

李安邦之所以和赵平凡关系深厚，固然是官商

勾结的需要，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李安邦把

一个项目交给赵平凡后，赵平凡把这个项目做成了

全国标杆工程。李安邦由此认定，赵平凡是一个做

事靠谱的人。相反，李安邦在仕途不断进步的过程

中，却一直对自己的老婆康淑萍非常不满，因为康淑

萍随时在寻找机会受贿，这让李安邦感到愤怒和不

安。显然，在李安邦的成长过程中，康淑萍以及他身

边的其他人，就是他成长的土壤。贪官不是随时都

想着要贪腐的，他们很多也是努力要做政绩的。相

反，官员身边的那群人，在贪污上更加肆无忌惮。

在谈到这部小说的时候，刘震云谈到一个有趣

的话题，即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谁？“以前的主人

公是作品里的人，如《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温故一

九四二》中的三百万灾民、《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

百顺和牛爱国、《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这回

主角是吃瓜群众，但吃瓜群众并没有出场。也就是

说，这回写的是没写的那部分人。还有一部分吃瓜

群众是谁呢？就是看这本书的读者朋友。看他们读

了这本书，对作品中的人物如何幸灾乐祸。”［３］

饶有意味的是，小说是如何让没有出场的吃瓜

群众成为小说的主角了呢？倘若以小说中杨开拓的

经历来看的话，我们似乎确实能发现吃瓜群众无所

不在。在杨开拓身居要位的时候，努力要和杨开拓

拉好关系，并试图从杨开拓手中拿到工程的那些人，

在杨开拓出事之后，会坐在一边静静地看杨开拓的

笑话，并且，他们也会在网络上大骂杨开拓这样的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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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分子。简言之，向杨开拓要工程的人，是杨开拓亲

友那样的人；在杨开拓出事后，看杨开拓笑话的，也

是杨开拓亲友那样的人；之后，在网络上大骂杨开拓

这样的腐败分子的，还是杨开拓亲友那样的人。换

言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吃瓜群众，我们都痛骂各种

腐败事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个吃瓜群众，其

实都是腐败存在的土壤。刘震云说，简单总结他的

这部小说的时候，“深陷其中的人痛不欲生，看热闹

的吃瓜群众却乐不可支”［３］。这是对人性的总结，

也是对我们的生存境遇的概括。刘震云说，《吃瓜

时代的儿女们》是他最幽默的小说，或者，我们也可

以说，这也是他最让人悲伤的小说。让我们在笑过

之后，感到深深的绝望。《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的

几个主人公看上去似乎是互不相关的，他们阶层不

同，生活的空间也不同。但是，就是看上去很不可能

卖淫的牛小丽阴差阳错地从事卖淫活动，连接起了

她和省部级高干李安邦，以及县里面的要员公路局

局长杨开拓，也让李安邦和杨开拓这两个似乎风马

牛不相及的官员之间有了联系。看上去，小说中单

独描写的人物中，似乎只有马忠诚和这三个主要人

物是没有直接关联的。在这个小说中，马忠诚是作

为一个钓鱼执法的受害者形象出现的。他和牛小丽

没有关联，也和李安邦、杨开拓没有交集。不过，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关于马忠诚的似乎是随意

的书写，却也呈现出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如果说从

小说故事和媒介信息的对应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

以说马忠诚的这个事件是对当下钓鱼执法的讽刺，

或者批判。但是，读完马忠诚被钓鱼执法的案例，读

者得出的感悟恐怕会远远超出关于对钓鱼执法的思

考。小说中的马忠诚因为被钓鱼执法，阴差阳错的，

居然被前省长李安邦的妻子服务了。李安邦被判

刑，他的儿子也被判刑，李安邦的妻子在两处奔波，

为了谋生，不得已操起了皮肉生涯。当然，也正因为

如此，马忠诚似乎也和李安邦发生了某种联系。小

说的结构安排也颇为有趣。前面小说浓墨重彩书写

牛小丽的故事，李安邦的故事，杨开拓的故事，等等，

在小说中都是前言，倒是看上去和这几个人没有任

何关联的马忠诚的经历———小说中很短的篇幅，被

堂而皇之地标明是正文。换言之，前面李安邦、牛小

丽、杨开拓等人的奋斗、努力、违法，等等，一系列的

阴差阳错的巧合，似乎都是为了成就最后马忠诚被

前省长夫人钓鱼执法的特殊经历。这种结构安排，

一方面让我们感慨命运的偶然性，另一方面，李安邦

及其家人命运的沉浮，显然也能带给读者更多的思

考。显然，这些都远远超出了网络上钓鱼执法类的

信息带给我们的冲击。

三

显然，《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利用了大量的网络

事件，但是，小说提供给我们的，是远远超过这些网

络事件带给我们的更为丰富的东西，从而也让小说

故事具有了超越网络信息的特有的意义和价值。某

种程度上，这部小说也可以说是给电子媒介时代小

说故事如何书写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对于当下的小说创作来说，面对无所不在的网

络信息，小说故事不是要急着避开这些网络信息、故

事，更不是不加选择地直接跟着网络热点事件的舆

论方向进行书写，而是要发掘出这些网络信息、故事

背后的独特的主题意义。

余华的小说《第七天》出版之后，褒贬不一。对

于这部小说最大的批评声音，就是作者完全复制了

网络热点事件，而没有对其进行有效的主题提炼。

“七天七个章节，通过七天的地狱之旅串起了一系

列的社会热点事件。现实世界和现实逻辑中本不可

能近距离发生关系的杨飞、鼠妹、死婴、袭警者与警

察等人，通过这种结构轻易地实现了相遇和熟识；卖

肾、强拆、袭警、车祸、爆炸、食品安全等触目惊心的

社会事件，经由这一结构，简单地被串在一起……面

对纷繁芜杂、泥沙俱下的时代与现实，余华只能给出

一种碎片化的呈现，平面化的描述……余华失去了

有效的思想资源，失去了观察、理解当下的思考力与

表现力……他实在是简化了时代、也低估了读者。

在《兄弟》之后，余华再一次把中国当下的众生百

态、把我们这个民族的复杂经验简单化了……”［４］

“他们所有人，都有各自的困境，都因不同的原因而

离世。然而，小说除了借助于种种已经被社会新闻

报道使用过的逻辑批评和反思中国现实之外，几乎

没有留下任何可以思考的余地。”［５］“主题就是对一

篇小说的总概括。它是某种观念，某种意义，某种对

人物和事件的诠释，是体现在整个作品中对生活的

深刻而又融贯统一的观点。”［６］２２０

独特的小说主题意义，能够带给读者关于世界、

关于人性更为丰富的认知。从这个角度而言，富有

独特深意主题的小说在当下世界其实更为重要。在

某种程度上，当下发达的传媒在传递给大众丰富的

媒介信息的同时，也阻碍了大众更为深刻地认知这

个世界、社会。当下发达的传媒，已经使得当下每一

个人都生活在了复杂多元的话语之中，今天困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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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问题不是知识匮乏，而是知识、信息过剩。在某

种程度上，今天媒介中的复杂的话语也呈现出熵增

状态———信息量太过于庞大和丰富，以至于最终生

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们无法从这庞大的信息量中脱

身，从而被深埋其下。最终，反观我们的生活，除了

一堆混乱的复杂的信息，似乎什么都无法留下。这

庞大复杂的信息在帮助我们认知世界的同时，也在

阻碍着我们认知世界。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说的具

有深刻认识价值的主题就更具有了特殊意义———一

方面，让小说和信息叙事、媒介故事拉开了距离，另

一方面，因为这些叙事具有了作家深刻而独特的思

想结晶，对普通读者来说，就具有了认识人生、社会

和世界的功能。显然，这也是为什么刘震云在摄取

了大量网络热门事件之后，却依然让《吃瓜时代的

儿女们》带给我们更多思考的原因。

虽然经典叙事学很少谈到小说的主题问题，但

是对于小说来说，主题在叙事意义上有着极其重要

的价值———如果没有一个深刻而又融贯统一的观点

的统摄，没有主题的控制，那么一部小说就会因为漫

无头绪而土崩瓦解，可能也就无法最终形成为一部

意蕴深刻并且能带给读者愉悦和教益的作品。在电

子媒介时代，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故事的泛滥，或者

说，我们处于一个泛故事时代。这当然也就意味着

传统的小说叙事需要和众多的信息叙事、影像叙事

进行竞争，才有可能获得读者。这样，对于电子媒介

时代的小说来说，小说主题的价值其实更加凸显出

来———只有独特而深刻的主题，才能赋予小说故事

超越信息叙事的独特的价值，才能让小说叙事突破

电子媒介的拟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帮助读者认识

社会和人生的功能。刘震云的小说《吃瓜时代的儿

女们》虽然从多个网络热门事件取材，但是他的小

说故事却用独特的主题给读者提供了关于时代、人

性的更多的思考，从而也获得了媒介故事所不能取

代的独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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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围观下的权力景观与话语狂欢
———评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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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延续以往对“说话”问题的探寻与思考，借网络空间里的言
语狂欢，指涉现实空间、解构社会秩序、暗喻权力怪相、召唤人性力量。作家用吃瓜群众口中的

“话”，将权力景观与阶层镜像进行关联，将个体孤独与群体欲望进行链接，将荒诞隐疾与现实伦理

进行观照。

关键词：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阶层镜像；戏拟反讽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３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１５－０４

　　刘震云在以往的作品中，写乡土中的平民、城市
中的官人，以“生活流”的叙事方式，掺杂着荒诞反讽

的佐料，不动声色地讲述着生活与人生真相。他说：

“知识分子的目光应该像探照灯一样，共同聚焦，照亮

这个民族的未来。”［１］他的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

们》，把小人物混搅在权力的漩涡中，透过“吃瓜群

众”这些看客的言语狂欢，用幽默荒诞的叙事风格、戏

拟反讽的修辞方式，去揭示身份异化、权力景观与阶

层镜像，以此召唤现实的真相与精神的力量。

一、叙事视域：个体言说与话语抗衡

新世纪以来，刘震云的《一腔废话》《手机》《我叫

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等作品，一

直在探寻语言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所发挥的功

用。孟繁华认为：“刘震云的小说是对现代人内心秘

密的揭示，这个内心秘密就是关于孤独、隐痛、不安、

焦虑、无处诉说的秘密，就是人与人‘说话’意味着什

么的秘密。”［２］刘震云把“说话”作为小说母题，把日

常生活中个体的隐秘言说与不同阶层话语权力的争

夺与抗衡进行巧妙的设置和深刻的揭示。

《一腔废话》中，刻画了一群狂热寻找“疯与

傻”、挣脱功利的人物形象，他们随时随地说着无穷

无尽的“废话”，而这闲、散、滥的废话无形中已成为

生活中的一种存在，构成了人们重要的语言系统。

《手机》中，手机作为新型的说话媒介，它的出现改

变了人们的说话方式。“说话”是人物严守一工作

中的擅长技能，可手机中爆出的“话语信息”却使他

无法招架，它们迅速地把严守一的谎言一一戳穿。

《我叫刘跃进》中，因刘跃进丢包、找包、捡包而牵涉

出官商贪腐的内幕。底层小人物———农民工刘跃

进，在社会的大场域中，发出的声音微弱、无力，无法

进行自我身份的确认。《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

出延津与牛爱国回延津，正是为了寻找那一句可以

顶一万句的“话”。“话”成为生活中的一种遮蔽，足

以掩饰我们内心的孤独，驱使我们不停地去寻找那

句被遮蔽的“话”的真正意义。此外，“喷空”也作为

“话”的一种表征反复出现，滔滔不绝、浮想联翩的

“喷空”，也说明了公共空间里人与人“说话”的隔

膜，无法找到合心的“说话人”并与之“说话”，才有

了这呓语式和狂想式的语言。《我不是潘金莲》中，

李雪莲当初告状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一句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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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潘金莲，当初离婚是假的。一句话，使她折腾了

２０多年，从芝麻变西瓜，从蚂蚁变大象，足以说明人
与人沟通的障碍与无奈。同时，李雪莲作为民间个

体的独立话语与官方话语秩序形成冲突，加深了小

人物口中“说”的“话”的无力感。

刘震云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描绘的尽管

是网络时代吃瓜群众的“围观”问题，正如他所说：

“吃瓜群众并不在场，却又无处不在。你无事时他

们沉默；你出事时，他们可以在瞬间掀起狂欢的波

澜，也许还会决定你的命运。”［３］但从另一个侧面分

析，作者是在呈现杂乱、狂欢的网络语言，这正是叙

事的原动力。正因为吃瓜群众这“万箭穿发、威力

十足”的语言威力，才使叙事视域顺利转到了权力

的空间中。“绝对不介入的叙述是不存在的。一个

训练有素的读者，在即使是非人格化的叙述文本中

也能找到叙述人的声音。”［４］９８在《吃瓜时代的儿女

们》中，杨开拓被双规、被调查这个核心元素，对发

散复调式的故事链条起着“勾连聚拢”的作用。正

是网友围观杨开拓的微笑和名表，才使苏爽等人的

敲诈阴谋浮出水面，让故事的叙述“闪回”到牛小丽

找人追钱绝望之时偶遇苏爽、化名宋彩霞冒充处女

的情节；正是网友对宋彩霞与官员有染新闻的跟帖

刷屏，才使马忠诚在洗脚屋感叹自己抄了李安邦的

后路，让故事的叙述再次“闪回”到李安邦为儿子李

栋梁和妻子康淑萍造成的烂摊子头疼麻烦的情景

中。总体而言，吃瓜群众的声音，即网络空间里的狂

欢肆意的语言，不仅成为叙事主体操纵的表现信号，

也是叙事视域指向的核心主题，更是叙述链条架构

在一起的关键元素。与之前刘震云作品中对“说话”

“话”等语言与人的关系问题探究一样，这里众声齐鸣

的“话”在蔓延、在喧哗，背后的“说话人”统称为“吃

瓜群众”。不受控制的杂语言说，揪出了杨开拓，牵出

了李安邦，引到了牛小丽……牛小丽作为小人物，话

语权的孱弱、话语空间的逼仄，与官场中“官人”一元

专制的话语权与话语秩序也形成了对比。

巴赫金认为，对话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一个

人的“言谈”总是带有某种观点和价值观的表达。

从《一腔废话》到《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刘震云将叙

事视域聚焦到“说话人”所说的“话”上。“话”作为

文本结构形式、文本叙述元素、文本主题内涵，将人

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关联起来，将个

体孤独与群体欲望链接起来。

二、叙事本质：权力景观与阶层镜像

刘震云将叙事视域聚焦到“说话人及其言语”

上，透过人物的多种声音将故事架构起来，从而直抵

叙事的本质。小说中出现的多种声音，在作品的上

下文关系中，受到作者叙述主体声音的制约，最终集

拢于一个“话语中心”。刘震云曾讲，就官场写官

场，是写不好官场小说的。只有不写官场写官场，才

能透出官场背后的东西。之前，刘震云已写过《官

场》《单位》《我不是潘金莲》等对官场生态描述的作

品。如果说《我不是潘金莲》将“上访”这一敏感的

政治话题从幕后推至台前，那么《吃瓜时代的儿女

们》则将“反腐”“双规”“落马”等热点问题在文本

中鲜明地展现。与《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相

比，《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的牛小丽也是处于权力

金字塔的最低端，以底层弱势（农村女性）身份卷入

权力汇集的官场空间中，在被权力所奴役的同时，也

在官场空间中发挥着搅动和翻转作用。更为重要的

是，作家旨在通过这一底层弱势的生存视角去解构

社会体制、暗喻权力怪相。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讲述了四个人的故事：农

村姑娘牛小丽、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

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他们分属不同阶层，他们之

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关联？通过网络吃瓜群众

的“看”与“说”，如何将官场人的权力景观和不同阶

层的人物镜像完整呈现并相互指涉呢？

首先，故事的前言部分远远超过正文，主要介绍

了几位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用高利贷１０
万元，为哥哥“娶”了媳妇宋彩霞，谁知５天之后，人
却跑了……于是，牛小丽带着中间人朱菊华揣着仅

有的３０００块钱，踏上了困难重重的找人追钱之路。
谁料到，中间人朱菊华也在路途中逃跑了……牛小

丽接连受骗，半月寻找无果，恰在此时，结交了一名

陌生女子苏爽，向她提出“扮处女”赚钱的交易，这

看似“无逻辑”的民间故事却为后文的官场权色交

易设下了伏笔。某省常务副省长李安邦即将面临中

央组织部考察，有待升任省长。不料，此时却发生了

一系列棘手的事：“中央考察组负责人竟然是自己

政敌仇人朱玉臣的同学、儿子李栋梁出车祸致人死

亡、昔日一手栽培的市长宋耀武突然被双规。”三箭

齐发，腹背受敌，而这一切化解的方法则更充满荒诞

性和戏谑性。其破法竟然来自一名易经大师，号称

“一宗”，他将政治与色彩联系起来，认为李安邦“犯

红”，因此需在四天之内“破红”，也就是需要到“老

少边穷”地区找名处女“破红”。公路局局长杨开拓

由于在处理一起重大意外事故时，不合时宜的微笑

和名表被现场群众拍照并上传网络，进而接受纪委

调查。调查中由杨开拓的一条手机微信“哥，千金速

来”而牵涉出背后苏爽和房地产老板密谋的“处女服

务和工程交易”。在处理杨开拓寻找处女原因时，故

事设置也极为荒诞，竟然因从小体质弱、需用处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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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对于李安邦和杨开拓来说，这两个看似解决问

题和解除病灶的方法都在无形中和牛小丽假扮“宋彩

霞”装“处女”的故事发生了“回应性”的关联。

这些情节看似波澜不惊、毫无瓜葛，实际上已暗

流涌动、丝丝环绕，以此表现政治生活中的权力景

观，揭示“官人”们光怪陆离的秘密和怪异荒谬的交

易。而被权力景观刻写的“处女”被抽象为一种外

在性，和个体的弱势紧密相连。此外，牛小丽作为弱

势阶层在高原上寻找卷钱逃跑的宋彩霞屡屡被骗，

在对公安部门进行求助时，得到的是刚性的法治；相

反，省长李安邦在面对一系列麻烦时，屡屡用来解决

的则是弹性的人治。这里，牛小丽所面对的制度刚

性显示了权力的威严和冰冷，而李安邦等人在面对

“升迁”和“除障”时所采取的人治弹性则暴露出权

力的随意和骄纵。

其次，《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网络“吃瓜群

众”的“看”与“说”，对政治权力景观的呈现与公开

发挥着倒逼作用。“吃瓜群众”的言语狂欢，与网络

空间的全景敞视密切相关。网络空间中原本“隐藏

游荡”“目光涣散”的网民，一旦受到某些事件的号

召便迅速汇集聚拢，“目光”也随即发生直接调转和

聚焦，将事件中的被围观者暴露在“目光的聚光灯”

下，这时整个网络空间便变成了彻底的全景敞式监

狱。福柯将“目光的聚光灯”比喻为“权力的眼睛”，

认为网民观看是一种权力的实施，“一种虚构的关

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５］２２７。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通过“吃瓜群众”自身

携带出权力的目光。关注杨开拓不合时宜的微笑和

名表，目光继续向前延伸，牵出“因为一个女人，十

二个官员同时落马”的重大新闻，跟帖刷屏肆意蔓

延。而涉及此案的商人赵平凡逃亡美国，为了自保，

也利用“吃瓜群众”的围观心理，亮相发声爆料，引

起网络更多的围观，更大的声音。在此，政治权力被

物化为纯粹景观，成为一种被示众、被解构、被戏谑

的对象，成为吃瓜群众目光的“猎物”。在小说正文

中的马忠诚，看似与前言中的人物关联不大，实则也

是“权力目光”中的一员。马忠诚阴差阳错当上了

环保局副局长，庆祝升迁全家出游时，在洗脚屋与省

长夫人相遇并“接触”，遭到联防大队的的审讯。随

后发出感叹：“轰动全国的大案，最后落脚到洗脚屋。”

这时，想必马忠诚也在感慨“吃瓜群众”无形中所建立

的“社会之镜”对政治权力、对为官者的一种“全民规

训”的力量。虎口脱险后的马忠诚深感“目光”的权

力效应，呈现出自我规训的状态。总之，网络围观的

全景监狱将政治权力景观和阶层镜像，通过吃瓜群众

们的“目光”所呈现并波及到日常的现实社会中。而

这些“目光”的权力，有时化为一种“规训的力量”反

作用于被围观者，有时也被被围观者利用成一种“转

向”，用来分散转移原有的围观议程。

三、叙事修辞：荒诞幽默与戏拟反讽

在以往的作品中，刘震云擅长用“非逻辑”的叙

事结构去触碰生活的底线，用“荒诞幽默”的修辞符

码去召唤人性的力量。此次新作推介，面对采访时，

刘震云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他最幽默的一

部小说。用质朴的语言叙述一件事情，为何能产生

幽默的效果呢？因为这件事情背后藏着幽默和荒诞

的东西。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是事情背后的道理，

这个道理可能会非常微妙，非常荒诞，又非常幽默，

这个是幽默的一个来源和幽默的区别。”［６］刘震云

“说书式”平铺直叙的质朴语言，触及到现实的本质

层面；幽默潜藏在荒诞的人物情节设置之下，事情背

后的“道理”就是幽默的来源，它不仅是小说叙事动

力的“药引子”，也是小说荒诞的“内核”。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刘震云指涉与反思的是

当下官场与权力的异化，直面出击这些的是“吃瓜

群众”。“吃瓜群众”，阶层卑微、身份渺小，但却很

容易汇聚在一起，努力地追寻社会的存在感和归属

感；他们在公共话语空间里的言语表达，形成了一个

巨大的民间舆论场域。“吃瓜群众并没有出场，他

们既参与了故事的发展，也将参与阅读，也就是这本

书的读者们。”［７］刘震云在作品中恰好利用了吃瓜

群众对“舆情”的推动作用，以此围绕权力，讲述事

件的荒谬性，“尤其在荒谬事件之间的微妙处进行

留白，留白越大，能填进去的谎言和幽默的东西就越

多”［８］。当牛小丽第一次化名宋彩霞，走进“乙 １８
号”四合院时，接待的神秘人物通过后文的“官员落

马”情节，我们得知这位人物正是省长李安邦。但

在故事之初，并没有揭开人物之间的关联性，采取了

谜底留白。此外，在李安邦解除危机———“破红”情

节中，对二人的关系交代也尽量省略，单单只用了一

句：“这女孩是山区人，脸上有高原红，长相像外国

人，名字叫宋彩霞。”［９］１７７小说中，对人物关系的“留

白”和关键情节的“空缺”，不仅为吃瓜群众的“言

说”无形中增加了不少“料”，还对文本的阅读和接

受，增加了更多令人遐想与深思的意味。

荒诞与幽默背后隐藏着对权力阶层的思考与抨

击，浸润着对生活及人性的一种戏谑调侃。此外，小

说在修辞符码的设置中，还利用反讽与戏拟的方式，

将荒诞与幽默背后的“道理”，人物事件对应的现实

“所指”进行意味性阐释。《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

开篇就写：“如有巧合，别当巧合———我三舅的话。”

那么，在小说中究竟运用了哪些象征代码对现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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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戏拟，让读者在阅读中捕捉到这些“巧合”呢？

具体分析来看，小说中，引起“吃瓜群众”围观

的主要人物有两位：公路局局长杨开拓，与官员有染

的“宋彩霞”，两个人物的设置均有强烈的现实指涉

意义。刘震云不仅将小说中的人物设置与新闻事件

和热点问题发生指涉关联，还在具体情节设置中，也

有巧妙的指涉性。当省长李安邦对“升迁”与“除

障”无计可施、焦头烂额之时，商人赵平凡向他推荐

了易经大师“一宗”。这正对应了现实社会中某些病

态现象：某些官员迷信追捧大师，求神问鬼，占卜前

程，并将此当作救命稻草和精神安慰剂。这里侧面反

映了精神空虚、信仰缺失、惶恐激进的官场丑态。

《我不是潘金莲》中，官员名字的设定具有极强

的“反讽”意味，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史为民、蔡

富邦、刁成信，表面看似正面积极，实则不然。名字

这一修辞符码巧妙地隐喻了这些官员们责任的缺失

和人格的沦丧。同样，《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也有

一些颇具意味的官员名字：“李安邦”“杨开拓”“马

忠诚”。安邦、开拓、忠诚，三个词语对应的扎实推

进、勇于创新、忠于职守，在这里却尽失，充斥的尽是

荒诞的隐疾、丑陋的交易。反讽的外形是喜剧性的，

精神内核却是严肃的怀疑精神。此外，为了最大限

度地增强反讽的意味性，与《我不是潘金莲》一样，

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也采取了“前言为主、正

文为辅”的另类结构。前言本应作为铺垫，处于正

文边缘，但是，刘震云却将前言作为主力，介绍几位

素不相识的人，以及“吃瓜群众”围绕这些事情所发

出的“舆情”。相反，正文却成了辅助部分。这种主

次颠倒的结构，让读者产生“逆时序”的阅读感受，

以此对照前言中这几位素不相识之人的故事关联

性。小说结尾时，利用马忠诚对“荒唐”的思考，再

次对现实生活中人们荒诞的生存状态进行讽刺。马

忠诚被联合执法队罚款并虎口脱险之后，非但不气

愤，反而觉得事情荒诞，他发出感叹：“你也荒唐，我

也荒唐，大家共同靠荒唐过日子，荒唐可不就成了正

常？”［９］２９５生活中荒诞的秩序麻木地演绎为正常的逻

辑，官场中制度的正义与刚性被戏谑地调侃为权力

的玩弄与游戏。刘震云正是用荒诞的叙事态度对抗

着现实中荒诞的世事，用幽默的叙事修辞暗讽着现

实中遗失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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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塔铺》在刘震云创作中的价值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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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塔铺》是刘震云的处女作和成名作，也是其前期代表作之一。《塔铺》对于他后来的创
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小说中所表现的爱情观、金钱、权力以及社会预言性等方面，成为贯穿刘震云

此后创作的主题；还有反讽的艺术手法，也成为刘震云后来惯用的叙事方式。同时，《塔铺》在当代

文学史上也有着一定的地位。

关键词：《塔铺》；刘震云；创作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４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１９－０４

　　在刘震云的诸多作品中，《塔铺》不是最成熟
的，正如他自己在《〈塔铺〉余话》中所说：“《塔铺》

不是一篇多好的小说，我应该写出的好小说，还没有

写出来。譬如，我最近刚写完一个中篇《新兵连》，

自我感觉，就比‘塔铺’写得好。”［１］不可否认，这有

为《新连兵》做宣传的意味。虽说《塔铺》是作者早

期的不太成熟之作，但是《塔铺》对于刘震云的写作

生涯来说，是很重要的，这是他进入文学殿堂的敲门

砖。同时，《塔铺》也标志着刘震云前期模仿式写作

的终结，从此，他的写作开始面向复杂的社会生活，

并被众多读者所认可。

《塔铺》所表现的爱情观、金钱、权力以及社会

预言性等方面，成为贯穿刘震云此后创作的主题；还

有反讽的艺术手法，也成为刘震云后来惯用的叙事

方式。同时，《塔铺》在当代文学史上也有着一定的

地位。然而，评论界对于这篇作品的研究并不多，大

家普遍关注他后期影响力大的作品，这也是笔者重

读《塔铺》并再阐释的原因之一。

一、关于《塔铺》

刘震云从１９８２年开始创作，经过５年的练笔，
１９８７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塔铺》，引起了广泛
的关注。凭借《塔铺》，刘震云获得了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１９８７年《人民文学》优秀短

篇小说奖。这样全国性的大奖，对于一个初涉文坛

的新人来说，无疑是对他创作的最大认可。刘震云

也不负众望，随后，陆续创作出《新兵连》《单位》《官

场》《一地鸡毛》《官人》等优秀作品，成为当代实力

派作家之一。摩罗评价他的创作“大感觉”“大蔑

视”“大义愤”“大想象”［２］，认为在刘震云的作品

中，看到了鲁迅笔下的忧愤、冷峻和荒谬，是一位具

有大手笔的作家。

《塔铺》作为刘震云的成名作，是以作者自身作

为生活原型的。在小说中，刘震云用稍显稚嫩的笔

触，描写了一群有着各自梦想的年轻人，聚集到一个

名为塔铺的地方复习、准备高考。故事情节并不复

杂，却感人至深，因为它实实在在地向我们展现了那

个特殊年代的年青人，他们真实的生活轨迹和艰难

的心路历程。

《塔铺》属于新写实小说的早期作品，在叙述模

式以及小说本身的结构上，与传统小说都有了明显

的差异。在语言上，作者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写作

中用最精炼的词来表现最丰富的意义这一创作模

式，甚至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作者用繁琐的语言

全景式展现农村生活的真实性，犹如记录流水账一

样，尽可能为读者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叙述视角

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上帝姿态，更多的是非理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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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写，甚至含有审丑的意味，带有自然主义写作的

特征，跟随人物与情节的发生、发展而叙述。小说呈

现出散点透视，陆续地记录现实生活的点点滴滴；通

过客观冷静的描写，刻画出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

形象。

二、《塔铺》中的爱情观

在《塔铺》中，涉及到爱情时有两种明显不同的

态度，代表着两种不一样的爱情观。小说开头，小白

脸“耗子”就提到自己是干部子弟，是因为家人要求

才来复习的，不过他喜欢的叫悦悦的女孩也正好来

复习，悦悦是学生里最漂亮的姑娘，两人正好借机谈

一场风花雪月的恋爱。在他们的生活圈子里，“耗

子”处于社会上层阶层，衣食无忧，他不需要为了生

存而奋斗，不理解生活的艰难，做事单凭意气，为了

恋爱而恋爱。在他们的爱情无果的时候，他又想为

高考而发奋学习。小说中另外一对恋人就是主人公

“我”与李爱莲，作为来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

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来，目标很明确。所以，刚开

始有人戏说“我”与李爱莲恋爱的时候，“我”很反

感，甚至极为恼火。李爱莲最初引起“我”的注意是

在炸了锅的教室里，别人都在玩闹，而她趴在地上

“正和尚入定一般，看着眼前的书”［３］２，这种认真的

态度让人钦佩。相处的时间久了，两人有了爱情的

萌芽。李爱莲虽然想与命运抗争，但作为家中的长

女，她更有为家庭承担重任的职责。所以，当父亲住

院，需要大量手术费的时候，李爱莲可以放弃心中所

爱，委身于暴发户吕奇。而“我”虽然很担心“恋

人”，可是在高考的关键时刻，也没有多余的心思去

想李爱莲留下的字条是不是真的，她是否真的已经

在考场上考试了。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李爱莲

最初进入“我”的视线，是她那认真的模样吸引了

“我”，“我”对李爱莲的爱，并非单纯出于对异性的

喜欢，更多的带有一种对于穷人的怜悯与心疼，以及

同为奋斗者的知己感。

小说里的这两种爱情观，已经明确地显示出了

作者的爱情观，在他看来，爱情不过是众多社会主题

当中的一个，而且不是必需品，甚至是关键时刻可以

割舍的那一部分。“我”与李爱莲的爱情之所以是

一个悲剧，就是因为两人并没有把爱情当作生活唯

一需要的东西，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非常清晰地明

白爱情并不是最重要的。除了爱情，生活还有很多

需要考虑的问题，有很多现实的东西。在爱情和生

活之间，他们选择了更加现实的一面，所以李爱莲自

然地接受被迫的婚姻；对此，“我”即使心中痛苦，也

不会有什么过激的行为，甚至都没有想过要不要挽

回这份爱情。

《塔铺》中，主人公“我”与李爱莲的爱情虽然无

果，但也带着一种诗意化的表述，两人之间纯纯的爱

的表达，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意。同时，小白脸

“耗子”对漂亮的小姑娘悦悦的炽烈追求，王全和他

又黑又高的老婆的农村婚姻，以及吕奇趁人之危用

金钱交换与李爱莲的婚姻，都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

不同类型的爱情和婚姻观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刘震云的创作当中，这几乎是唯一一部以爱情作

为中心线索、贯穿始终的作品，而爱情或真诚或欺

骗，都不免陨落于红尘琐事，这也成为刘震云后期创

作中较为常见的主题模式之一。

三、《塔铺》中的贫穷描写

关于贫穷的描写，是现当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

主题。爱尔兰剧作家乔治· 萧伯纳曾说过，“贫穷

是我们社会的最大罪恶”［４］，是穷苦人摆脱不了的

随身物品，贫穷对生活的影响显而易见。老舍先生

对贫困的社会生活有着丰富的描写，特别是关于贫

穷对于人性善良的侵蚀和磨损，更为入木三分。然

而即使到了新时期，贫穷依然存在，《塔铺》中对于

贫穷的描写俯拾皆是。如果不是因为贫穷，“磨桌”

就不需为了避免在毒日头底下割麦子而去读书考

学，也不会在无人的夜里偷偷地吃不知道是否烤熟

了的蝉，这种粗鄙的生存让人的尊严丧失；如果不是

因为贫穷，缺乏金钱，李爱莲不会把“我”吃过的留

给她的那碗肉菜带回家，给他生病的父亲吃，更不会

因为父亲的住院费而放弃高考、嫁给暴发户吕奇，从

而葬送自己的理想；如果不是因为贫穷，父亲不会连

夜暴走１８０里的山路，借回那本薄薄的又卷又脏的
《世界地理》；如果不是因为贫穷，王全不会因为农

忙时节家中没有劳动力收麦，而不得不放弃考试，这

可是能改变他命运的良机……

在这样的情形下，爹在毒日下给“我”小心翼翼

地捧着六枚鸡蛋，显得格外庄重。作品中有大量的

这种细节描写，充满了对乡村小人物物质和精神生

活双重困窘的体恤。此外，《塔铺》中主人公“我”和

其他几位同学复习的原因，也大多和生活的贫穷有

着脱离不了的关系，他们努力的目的就是试图摆脱

贫穷的处境。这种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人性关怀，

几乎成为刘震云后期创作的最重要的着力点。如

《一地鸡毛》中，对小职员的小林一家困窘杂乱的日

常生活的描写；《我不是潘金莲》中，一个普通农村

妇女李雪莲，为自己洗清污名而不厌其烦地上诉；

《我叫刘跃进》中，一个工地厨子，因为拿错钱包而

卷入一场阴谋之中，等等，均是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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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

贫穷导致生活艰难，苦难的生存环境让人想要

逃离。对苦难生活的表述，也是刘震云作品的主题

之一。《温故一九四二》，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

经典之作之一，也被刘震云认为是他自己的第一部

真正意义上的新历史小说。这部作品以中原腹地的

河南作为背景，描写黄泛区３千万灾民所面临的惨
绝人寰的饥饿和逃亡的历史故事。时局动荡，日寇

入侵，天灾加上人祸，让人民苦不堪言，这个作品中

对于苦难的描写达到了极致。小说不仅仅写了苦难

的体验，还有对于民族性的反思，面对大饥馑，身处

其中的人们却依然自我麻醉。刘震云把小说视角拓

宽到贫穷之外的精神匮乏上，这在《塔铺》中已初见

端倪，并在其后来的写作中不断拓展。

四、《塔铺》中的反讽叙事

刘震云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通常是故乡，他以

一种独特的方式看待发生在故土上的人和事，通过

纪实和虚构的双重缠绕，让故乡进入另外一种存在

方式。刘震云以自己的方式解读着故乡，或以游戏的

姿态，或以漫画的方式，影射或反讽，让现实的一切显

得卓然不同，散发出奇异的光彩。这些在《塔铺》中都

有所反映。首先，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主人公“我”复员

后回到的家乡，临近家乡有一个叫作“塔铺”的镇。其

次，作者叙述的是恢复高考之后第二年，一群年青人

回去复习功课考学。在叙述的过程中，刘震云大量使

用了反讽以加强事件的戏剧性效果。

《塔铺》这篇小说，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反讽意

味，带有一种所谓的拧巴式的幽默。所谓反讽，可从

字面上了解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意涵，给人一种不失

严肃的幽默感。在《塔铺》中，反讽的描写比比皆

是，刚到复习班选班长的时候，“老师的眼睛找到

我，说我在部队上当过副班长，便让我干。我忙向老

师解释，说在部队干的是饲养班，整天净喂猪，老师

不在意地挥挥手，‘凑合了，凑合了……’”［３］２在讲

到“塔铺”这个地名由来的时候，书中这样写道：“说

是一位神仙云游至此，无意间袖子拂着塔顶拂掉

了。”［３］３讲课的老师看到没有考上的又来复习的学

生时，“不阴不阳，不冷不热”，笑道“列位去年没考

中，照顾了我今年的饭碗，以后还望列位多多关

照”［３］３。这样的叙述，让这位老师鲜明的性格和滑

稽的形象在读者面前浮现出来，具有相当的喜剧效

果。

作品中有大量的类似黑色幽默式的描写，这种

描写在刘震云此后的创作中逐步演化成一种独特的

审美风格。比如《手机》中，和房地产商严格在一起

的那个当红女明星，她天天唱的是歌颂祖国和母亲

的颂歌，不知道是歌曲还是别的什么因素，时间长了

她患了厌食症。厌食症和爱国歌曲联系到一起，这

本身就有着巨大的反讽，让人不得不思考其深层的

关系。在《故乡面与花朵》中，统治者常常改写历史

的嘴脸，比如孬舅当上秘书长之后，说自己小时候闻

鸡起舞的故事，而在向姥娘求证时，却得到完全不一

样的说词。在《温故一九四二》中，他把这种具有个

性化色彩的幽默，赋予群体性的河南式幽默特点，并

且将这种幽默感表达成了面对悲剧时的一种可笑的

人生态度。这便实现了刘震云写作“河南式幽默”

的自觉。“这本书是喜剧，不是悲剧。它最大的震

撼不是三百万人死了，而是三百万人死后我们对此

事件的态度。我们河南人在临死时总会为世界留下

最后的幽默。”［５］这种写作方式在《我叫刘跃进》和

《一句顶一万句》中，被运用得更加娴熟。这种看似

滑稽的表达，表面看似戏谑的意味中带有浓厚的悲

伤，在某种意义上说，也进一步加强了刘震云作品的

美学深度。

五、《塔铺》中的权力描写

权力意识，也是解读刘震云作品的一把钥匙。

评论界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陈晓明认为：

“刘震云的显著特征在于他的‘权力意识’———权力

如何支配人的全部生活。”［６］《塔铺》中的权力不是

文章叙述的重点，但是权力也总是若隐若现地发挥

着作用。小说中，王全返回学校高考的原因是“看

到地方上风气忒坏，贪官污吏尽吃小鸡，便想来复

习，将来一旦考中，当个州府县官啥的，也来治治这

些人”［３］２。这种想法，虽说落后愚昧，却也说明了权

力对传统的乡村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主人公

“我”当班长，这种看似偶然得到的权力也和“我”当

过兵不无关系，尽管在部队只是负责喂猪。“男生

宿舍里，为争墙角还吵了架。小房间里，由于我是班

长，大家自动把墙角让给了我。”［３］２这种权力意识

在刘震云之后的作品中逐步发展，成为他叙述的重

点所在。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如《故乡天下黄花》

《官场》《头人》《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

《单位》《一地鸡毛》《手机》等，权力或多或少，总是

在故事情节的发展演变过程或者人物形象的塑造

中，起着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成为举足

轻重的着力点或者化腐朽为神奇的催化剂。

权力是刘震云作品的焦点之一。纵观刘震云的

作品，他对于权力的认识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权

力的产生到权力的运行方式，他都有着自己独特的

思考和认知。权力对人的影响不仅根深蒂固而且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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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默化，比如《单位》中的小林，时时刻刻感受着权

力的存在，单位分烂梨，刚提了副局的老张分到了一

兜好的；老张当处长时，只能和大家共处一个办公

室，中午没有办法休息，但是当了副局长之后，就有

了自己独立的带沙发的大办公室。因为权力，办公

室里的人明争暗斗，处心积虑，小林也由一开始的不

在乎，在家庭的重压之下，不得不向权力体系低头。

《头人》中，开头就把权力作为焦点来展开，祖

上本来只是个刮盐土的苦力人，偶然请收粮食的人

吃了顿饭，就成了村长，当了村长的祖上逐渐学会如

何当村长之后，就明白了当村长的好处，有了热饼

吃，到处都有人喊他吃饭。随着祖上的去世，当村长

的人不断变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对乡村社会

的冲击和破坏。“故乡系列”的三部作品，究其根

源，也是对权力的描写，只不过脱离了固有的形式，

上升到了以现代寓言的方式来隐喻三个不同时期的

权力演变。在权力的支配下，人性的泯灭让乡村几

乎沦为“荒野”。

还有，《塔铺》中，讲到李爱莲为了给她父亲治

病，被迫与暴发户吕奇结婚，“我”得知李爱莲嫁人

的真相找到吕奇的家，当“我”望见李爱莲穿着“大

红的衬衣，绿的的确良裤子”，内心发生了不可言说

的变化，这种金钱的作用和商品的出现，也预示着商

品大潮即将来袭，从侧面表达了商品经济对于朴实

的乡村生活将要产生的影响。刘震云后期的作品

中，也经常触及到很多社会前沿问题，比如２００３年
的长篇小说《手机》，以及由这部小说改编成的同名

电影，都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刘震云的很多作

品也都改编成了影视作品，并且有较好的收视率，也

说明了刘震云具有极其敏锐的捕捉社会热点题材的

能力。《塔铺》虽文笔稚嫩，但在当时，恢复高考也

是社会的最大热点之一，能够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

刘震云及时地捕捉到了这个热点话题。此后，他的

小说中也常描写社会最新的热点。

四、结语

《塔铺》中所表现的爱情观、金钱、权力以及社

会预言性等方面，成为贯穿刘震云此后创作的主题；

还有反讽的艺术手法，也成为刘震云后来惯用的叙

事方式。可见，《塔铺》在刘震云后来的创作中具有

独特的价值和地位。还有，《塔铺》里使用了大量的

方言，语言极具特色，为刘震云叙述风格的形成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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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ｖｅ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ｔｈｅｍｅｏｆＬｉｕＺｈｅｎｙｕｎ’ｓ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ｒｔｉｓｔ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ｉｒｏｎｙｈａｓａｌｓｏ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ｗａｙｔｈａｔＬｉｕＺｈｅｎｙｕｎｕｓｅｄｔｏｕｓｅ．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ａｐｕａｌｓｏｈａｓ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ｏ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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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新时代区域葡萄酒竞争力情境下的产区
个性塑造：现实问题、竞争背景与路径选择

———以甘肃河西走廊葡萄酒产区为例

韩永奇
（滨州医学院 葡萄酒学院，山东 烟台 ２６４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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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永奇（１９６３—），男，河南太康人，硕士，滨州医学院葡萄酒学院教授，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

事葡萄酒产业经济与文化研究。

摘　要：在经济新常态、供给侧改革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还面临着高度
同质、制度缺失、竞争乏力等问题。随着中央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系列战略的实施和经济改革

的持续深入，从区域层面研究如何通过产区个性（品牌）塑造提升我国区域葡萄酒竞争力已成为当

务之急。此外，有关个性的研究已认识到了葡萄酒产品的个性对于竞争力的影响，但忽视了产区的

个性，导致了对于产区的生命在个性的认识不足，影响了个性产区的打造，进而出现了竞争乏力。因

此，为促进产区个性（品牌）的塑造与竞争力提升，必须研究提升区域葡萄酒竞争力情境下的产区个

性（品牌）塑造问题。以甘肃河西走廊产区为例探讨塑造产区个性来提升区域葡萄酒竞争力的问

题，分析了现实问题与当前的竞争形势，从挖掘历史文化、可持续发展、复合融合发展、开放合作、产

区生态等方面提出了塑造产区个性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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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国内竞争国际化，市场竞争全球化，我们已经进

入了一个经济全球化、市场国际化、竞争白热化的时

代。随着国际化程度的逐步加深和市场竞争的日趋

激烈，由传统粗放生产转型个性精准生产，由企业个

性品牌打造转向产区个性品牌打造，已成为必然趋

势。区域性葡萄酒产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个性化

产品和个性化产区的打造。个性已成为葡萄酒产区

发展、经济增长、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内涵。区域

葡萄酒产业的竞争力正是基于产区个性品牌的塑造

而逐步增强。

尽管中国葡萄酒产业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十多个区域性的葡萄酒产区生机

勃勃，尤其是产业发展的“黄金十年”把中国葡萄酒

产业推向了发展的新阶段，出现了从量的增加到质

的提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发展模式不断创新，产

区个性逐步显现，竞争力逐步增强的好局面。但从

整体来看，区域性葡萄酒竞争力提升的空间仍然不

小，塑造个性产区品牌面临的挑战依然不少。实现

葡萄酒个性转型，提升区域葡萄酒产业竞争力，不仅

存在着观念转变、技术支撑的问题，还存在着优良的

市场环境和制度与文化自信的缺失，尤其是以提升

区域竞争力为核心的产业转型中存在着大量的同质

化严重现象以及竞争乏力现象，葡萄种植千篇一律，

酿酒工艺和品种基本雷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发挥

市场和政府的作用，系统地实施产区个性（品牌）的

塑造工程，因此，我国政府要在实施提升葡萄酒产业

竞争力的过程中高度重视个性产区（品牌）的打造，

不仅在国家层面上予以高度关注，还要强调以个性

产区（品牌）塑造为主要内容的区域竞争力的构建。

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

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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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规划，加上中央政府的放权以及经济改革的逐

步深化，地处某一区域（产区）的葡萄酒资源的开发

和利用受到了各个区域内所在地方政府的重视，成

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头戏，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

大小小的葡萄酒产区，像东北通化产区、渤海湾产区

（烟台）、怀涿盆地产区、银川产区（贺兰山东麓）、甘

肃河西走廊产区、新疆南疆产区（吐鲁番）、新疆北

疆（石河子）产区、云南弥勒产区、清徐产区、黄河故

道产区［１］等在国内外较为知名。我国葡萄酒发展

呈现方兴未艾之势，葡萄酒产业发展的区域性特征

较为鲜明。然而，在我国葡萄酒高歌猛进的十年中

也出现了产区个性不鲜明，同质化严重，法定产区制

度缺失、整体竞争乏力等突出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

长期积累导致中国葡萄酒在经济新常态下步入战略

调整期。

本文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

发展理念，以甘肃河西走廊产区为例来探讨产区个

性与竞争力的问题，分析当前的竞争形势和产区个

性短板，从找准区域的特色优势，抓好特色文化塑

造，创新业态和发展模式，推进开放合作，突出企业

主体政府主导等方面提出塑造产区个性的路径。

二、现实问题

（一）不同区域的气候、土壤等条件下我国葡萄

酒产区的多样性以及存在的问题

最早的“产区”概念渊源于法国的波尔多。产

区顾名思义就是产地，即指某一产品（或商品）的出

产地区或生产地区。本文所探讨的产区是指葡萄酒

产区，即指具有某一地域特征的葡萄酒产地。我国

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不同的土壤和气候类

型等构成了风土多元性，东西南北中，各地风土差异

很大。就气候来说，不管是季风性气候带，还是干旱

少雨或者是雨热同季，我国兼而有之，我国葡萄产区

气候复杂性堪比全球，加上各地不同性质的土壤，这

样复杂的风土条件必然带来我国葡萄酒产区的多样

性，不管是地处环渤海湾边，还是在西北大漠戈壁，

各个产区是不同的，每个产区都有区别于其他葡萄

酒产区的独有的特征和个性，我国复杂的风土、源远

流长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等，造就出具

有中国烙印的风格，这在全球也是绝无仅有的［２］。

这是我国葡萄酒的优势，也是提升区域葡萄酒竞争

力的根本和参与国际化竞争的筹码。这本来是我们

应该最为重视的方面，但恰恰我们忽视了这个方面。

不仅忽视了如何挖掘风土条件的多样性下的不同风

格葡萄酒产区个性问题，而且忽视了如何塑造我国

葡萄酒产区品牌的个性化问题。产区风格毫无特色

可言，千人一面成为当前我国葡萄酒发展的短板。

笔者在一项关于葡萄品种调查中发现，各产区差别

不大，７０％以上的品种都是霞多丽、赤霞珠，各地葡
萄种植的简单模仿必然带来葡萄原料的雷同和酒的

个性丧失。相互模仿在国内葡萄酒企业早已不是什

么秘密，７６％葡萄酒产品似曾相识，哪里还有葡萄酒
产区的独有个性！而在消费多元、个性突出的时代，

在国内外葡萄酒市场激烈竞争乃至白热化之时，无

个性少特色的产区注定是竞争乏力、走不远的，它的

前景未来也是黯淡无光的。

（二）制度变迁背景下我国葡萄酒产区发展的

独特性以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区域葡萄酒产业发展具有独特性。作为全

球较大的葡萄酒生产国和消费国之一，中国区域性

葡萄酒产业结构与葡萄酒新旧世界国家的产区相比

有其独特一面。一是地域的多样性，气候等风土条

件的复杂性，地域历史文化的差别性，经济资源和发

展条件的差异性等导致中国葡萄酒产区的类型多

样，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个性的产区，不同的产区

具有其他产区所没有的特质，渤海湾产区（烟台）具

有海岸葡萄酒之特色，而新疆、内蒙古等地具有明显

的沙漠葡萄酒之个性；就是在同一个大的产区的多

个子产区里，其个性也明显不同。例如，同在渤海湾

产区的蓬莱和昌黎也有所不同，葡萄品种品系、栽

培、酿造以及葡萄酒文化推广等方面各有各的特点

和个性，这是塑造我国个性产区的根基。但中国葡

萄酒产区也存在着要么制度缺失，要么不同的产区

在标准、规范等管理制度方面基本雷同。而在国外，

不同的产区有不同的法定产区制度，如在法国的波

尔多产区（Ｂｏｒｄｅａｕｘ）、勃艮第产区（Ｂｏｕｒｇｏｇｎｅ）、阿
尔萨斯产区（Ａｌｓａｃｅ）、罗纳河谷产区（ＲｈｏｎｅＶａｌ
ｌｅｙ）、卢瓦尔河谷产区（ＬｏｉｒｅＶａｌｌｅｙ）、香槟产区
（Ｃｈａｍｐａｇｎｅ）、汝拉－萨瓦产区 （ＪｕｒａｅｔＳａｖｏｉｅ）、普
罗旺斯产区（Ｐｒｏｖｅｎｃｅ）、西南产区（Ｓｕｄ－Ｏｕｅｓｔ）、朗
格多克－鲁西雍产区（Ｌａｎｇｕｅｄｏｃ－Ｒｏｕｓｓｉｌｌｏｎ）等十
大产区以及子产区都有当地政府颁布的区域性法典

来保障该产区葡萄酒质量等，这些法定产区制度维

护了产区声誉。波尔多产区之所以成为最为著名

的、全世界公认的优质葡萄酒的产区，就是它有一套

严格的法定产区制度并严格执行之。而在我国产区

要么制度缺失，要么就是有制度也是挂在墙上，形同

虚设。按常理来说，不同的产区应该制定并实施不

同的产区标准、规范等法定产区制度，而我国则是大

一统的国家葡萄酒标准以及行业标准，并且有些标

准、规范等制度是缺失的，更不用说产区制度是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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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严格执行之。二是在西方提升区域葡萄酒竞争

力、塑造产区品牌的主体是各类葡萄酒企业，所有企

业抱团共同打造产区品牌，树立起产区的形象；而在

我国则是政府在唱主角，企业则在全力打造自己的

产品品牌，扩大本企业的影响，对于共同打造产区个

性品牌则并不积极，有的企业不仅不参与甚至还干

着损害产区声誉的勾当，成为塑造产区个性品牌的

害群之马。三是由于分权导致各区域都有或多或少

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和制定区域政策的权力，但参差

不齐的市场化程度和制度环境对于葡萄酒产业带来

不同的影响。

（三）历史文化变迁背景下我国葡萄酒产区发

展的临摹性以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葡萄酒发展历史悠久，早在９０００年前，我
们的祖先就发现了葡萄种子，在舞阳贾湖遗址发掘

中就发现了这一带的先民会栽培葡萄、酿酒的证据，

这说明中国是世界葡萄酒的发源地。中国理所当然

地成为世界葡萄酒的故乡，理应在世界葡萄酒中占

有一席之地，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全世界葡萄酒大家

庭中，中国既不属于“旧世界”，也不属于“新世界”，

更不属于“新新世界”。２０１７年９月笔者应河南省
社会科学院之邀，出席了在洛阳召开的“洛阳学国

际学术研讨会”，就中国葡萄酒的起源和传播问题，

以大量翔实的史料，考证葡萄与葡萄酒在河洛地区

的传播和发展过程，向与会学者展示了多年的研究

成果，笔者认为，中国古葡萄酒根在河南贾湖，中国

葡萄酒起于汉、兴于唐，鼎盛于元，转折于清，发展传

播策源地在河洛，盛唐葡萄与葡萄酒业在河洛地区

空前繁荣，为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３］。这些学术观点得到了来自国内外专

家学者的共鸣。尽管中国葡萄酒有着源远流长的历

史，尽管我们是世界葡萄酒璀璨文化的创造者，尽管

中国在世界葡萄酒舞台上曾经有过辉煌的地位，但

随着朝代更替，历史和文化的变迁，几千年来，中国

作为世界葡萄酒的故乡，其优秀的葡萄酒文化却没

有发扬光大，反而湮灭在历史烟云中。这其中一定

是有着重要的原因。现实的问题是我们有着灿烂的

葡萄酒历史文化，但缺失对中国葡萄酒文化的自信，

在各个产区表现得十分突出，全国各个产区对外都

称是“中国的波尔多”，结果是宣传了波尔多产区，

却丢了中国葡萄酒文化，抬高了别人，贬低了自己。

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制度等优秀的东西本

是好事情，但我们不少产区不是学习借鉴，却是在模

仿、参照甚至抄袭新旧世界的国家，盲目崇拜法国乃

至澳洲等众多的新旧世界国家，丧失了自我，缺少了

自信。几十年来，从东部产区到西部产区，一直在学

习旧世界的权威风格，照猫画虎；近年来，我们的产

区也开始青睐新世界的做法，临摹照搬。但最后，我

们既做不到旧世界的厚重，也没弄出新世界的甜美，

我们本有的产区个性丧失了，优势和竞争力没有了，

最后弄得个邯郸学步，不伦不类。

三、竞争背景

（一）当前我国葡萄酒竞争形势极为严峻

近年来，中国成为外国葡萄酒的倾销地，瓶装葡

萄酒进口异常活跃，我国仅在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就以
５６％的速率同比上涨，进口总量达到２．２３亿升［４］。

我国在２０１７年以７．４６亿升（海关公布数据）的葡
萄酒进口量刷新记录，中国市场被欧美视为风水宝

地，进口葡萄酒如潮水般涌进国门。今天的中国已

成为全球葡萄酒市场新的战略重心。国外的激烈进

攻，无疑让国内葡萄酒企业腹背受敌，加之零关税更

是让竞争白热化。未来国际葡萄酒巨头们战略重点

仍在中国，中外葡萄酒的竞争将更加惨烈。国外葡

萄酒仍然在大举进攻国内市场，竞争形势异常严峻，

这对于我国区域葡萄酒竞争力的提升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没有个性的产区，就无竞争力与产区的品牌形

象提升可言，产区个性品牌塑造迫在眉睫！

（二）产区个性成为竞争各方关注的焦点

在国外，葡萄酒新旧世界国家产区竞争如火如

荼，竞争的焦点都聚焦于产区个性。个性源于 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在拉丁语中指人具有特殊性格。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个性”即特殊性。我们这里所

指的个性主要是指葡萄酒产区个性。所谓产区个性

就是一个产区所独有的并与其他产区区别开来的整

体特性。不管是法国、意大利，还是美国、澳大利亚

都把产区个性作为竞争的基础，都是通过塑造产区

个性品牌来提升竞争力，无一例外。无论旧世界还

是新世界，个性化的产区都是其最主要的价值关注

点。尤其是富有特色、个性突出的产区成为争夺的

重点对象。如拉菲、酩悦轩尼诗分别在我国蓬莱、宁

夏圈地投资建酒庄等，这些都说明了塑造产区个性

品牌是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如今，人们一提到著名

葡萄酒产区，就会说波尔多、纳帕等名区，就是因为

产区个性使然。

国内葡萄酒企业如张裕、威龙等走出去，瞄准有

个性的产区去发展，或建种植基地，或并购酒企等，

取得竞争的主动权。近年来，市场竞争的重点已由

产品转到产区上来，国内外产区间的竞争已拉开帷

幕。由以单个企业竞争转化为以产区为单位的竞

争，由同质转向个性成为产区间竞争的突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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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区之间的竞争取代产品、企业间的竞争，这已成为

产业发展的趋势，而凭借产区个性品牌塑造促进区

域葡萄酒竞争力的提升成为不二法门。重视产区推

介与个性塑造成为各葡萄酒产地政府发展葡萄酒产

业的共识，不管是东部，还是西部，不管是老产区，不

是新兴产区，都竞相出台了支持鼓励发展个性特色

产区的相当优惠的政策，招商引资，支撑本产区葡萄

与葡萄酒产业的持久生存和发展，以提升产区自身

对资源的吸引力和市场的争夺力，增强产区竞争的

筹码和争夺、占领及控制市场的能力。各地以打造

个性产区和品牌来促进本产区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

展。

（三）未来竞争形势将更加严峻

仔细观察和分析国内外竞争，可以看出，尽管招

数繁多，但其焦点在于产区个性，有无个性成为竞争

力强弱的内在表现，产区间的竞争在“十三五”时期

将空前激烈，市场竞争由同质化转到差异化即个性

化上来，产区个性与品牌是产区竞争力提升的关键。

市场竞争重心转移到个性上来，意味着在严峻的竞

争形势下，未来挑战依然空前，塑造产区个性品牌任

重道远。相比于新旧世界的葡萄酒国家，虽然我们

成就显著，然而短板仍在于个性产品、产区的缺乏，

产区没有特色就很难酿造出不同个性、风格的葡萄

酒来，无法形成产区个性品牌优势，那么，个性、品牌

化消费就是空话，区域葡萄酒竞争力就会减弱甚至

丧失。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进步发展，国内葡萄

酒消费的成熟度将越来越高，消费者对个性化、品牌

化的产品要求迫切。“十三五”时期产区竞争将愈

演愈烈，葡萄酒的消费将不再是跟风式、模仿式和排

浪式的，而是追求个性化、差异化、品牌化的消费体

验。所以，个性仍然是产区发展之基，未来的竞争将

会在严峻的态势下向个性产区聚焦。

四、产区个性塑造路径

在当前竞争形势异常严峻而我们又面临着产区

个性短板挑战的情况下，必须大力塑造产区个性，提

升区域葡萄酒竞争力，以应对复杂的形势和严峻的

挑战。那么，如何塑造产区个性呢？众所周知，历史

悠久的甘肃河西走廊产区，以“葡萄美酒夜光杯”誉

满中外，成为中国葡萄酒的故乡。笔者曾经在２０１６
年９月，应甘肃省人民政府之邀，出席中国河西走廊
有机葡萄美酒节活动，节日期间先后走访了以武威

为核心的河西走廊葡萄酒产区，与产区内各级政府

进行了座谈，并对甘肃葡萄酒产业和葡萄酒企业进

行了全面的调研。下面，结合调研的情况与河西走

廊的特点以及甘肃打造个性化产区的经验，就如何

突出特色、塑造产区个性提出以下建议：

（一）把握特色，立足优势，把产区个性进一步

放大

多年的实践表明，在某个区域，特色愈鲜明，品

牌形象就愈突出，就愈能够抓住人心、增强市场吸引

力。走进大西北，进入甘肃的河西走廊，发现这里的

自然环境尤其是风土条件很特别。充足的光照，干

燥冷凉的气候，温差昼夜相差大，湿度相对较低，而

病虫害很少发生，是大西北河西走廊的特点，这样的

特点有利于发展有机葡萄与葡萄酒。因此，河西走

廊是发展有机葡萄酒的最好的产区之一。不像雨热

同季地区，水肥流失大，土壤有机含量低，这里种植

葡萄的沙滩地不用施化肥和农药，基本上施用羊、

牛、马等牲畜粪便等农家肥料，加上土地荒芜时间

长，土壤“有机”含量高，为优质“有机”葡萄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也为有机葡萄酒酿造奠定了基础，

“有机”成为河西走廊的独有的金字招牌。这在国

内是比较稀缺的，是产区的特色，也是产区的优势，

必须发挥好。这不仅关系到西部“有机”资源开发

利用和环境生态，关系到人们的食品安全与健康，也

关系到我们产区的国际竞争力。要将河西走廊打造

成个性化产区，需要以产区风土为基础，扬长避短，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以“有机”为中心，并把“有机”

与产区个性塑造结合起来。大力开展“有机”葡萄

基地建设，种植葡萄品种上，以黑比诺等适合冷凉地

区种植的品种为重点，把“有机”特色化，种植基地

化，管理智能化，作为基本原则，坚持有机葡萄的发

展方向，酿出天然纯净的有机葡萄酒来张扬河西走

廊葡萄酒产区的个性。这样，通过突出风土特色，把

产区个性塑造与当地风土条件紧密结合起来，充分

发挥当地特有的气候、土壤、光照、气温等自然条件

来塑造产区个性，不断提升区域葡萄酒的竞争力。

（二）深度挖掘好河西走廊文化，以特色文化促

产区个性的张扬

文化的载体在区域，而一区域的灵魂非文化莫

属。文化产业对于葡萄酒产区是非常重要的，这个

产业能否强大起来，关系到区域葡萄酒品牌形象支

撑。挖掘产区历史，讲好葡萄酒故事，传播葡萄酒文

化是塑造产区个性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河西走廊产

区来说，历史悠久，葡萄酒文化底蕴厚重。张骞将西

域葡萄引到凉州这个丝路重镇的故事距今２０００余
年，葡萄酒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不论是唐代王

翰《凉州词》、宋代苏东坡《老饕赋》，还是清代学者

张澍系列《凉州葡萄酒》等将凉州葡萄酒推向了至

高文化境界。近代的知名新闻记者范长江、著名政

·６２·



治家于右任等把文化印记烙在河西走廊葡萄美酒

上。河西走廊成为千百年来多元文化汇聚之地，经

过千百次的碰撞、积淀，丝路历史文明厚重而多彩，

这是塑造产区个性的得天独厚条件。所以，与河西

走廊葡萄酒相关的丝路文化资源要大力挖掘并运用

好，传播培育葡萄酒文化要紧密结合丝路历史文化，

才能很好地传承下去。要把大漠风景与民俗风情及

丝路历史文明相融于河西走廊的葡萄酒文化之中，

以独特文化特色突出并彰显河西走廊葡萄酒的个

性，赋予葡萄酒以深刻的文化内涵，丰富葡萄酒文

化，把产区的内在价值逐步彰显并提升起来。因此，

必须通过深度挖掘历史文化，传播好葡萄酒故事，才

能更好地打造区域品牌形象，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动力源、发力点。

（三）不断创新业态和发展模式，丰富产区个性

的内涵

产区像产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品牌，而这个品牌

反映的是产区在这个区域的形象，产区品牌的打造，

不仅要提升产区在该区域的综合实力，还要提高其

竞争力，并以此为目标，按照一定市场规则和经济规

律来进行。以业态创新来有效地促进葡萄、葡萄酒

产业与旅游、文化等关联产业融合，把一个区域的优

势和资源（人文、经济、自然等）优化整合起来，复合

成为具有区域特色的新业态，不断丰富产区个性化

的内涵、提升产区竞争力。而塑造产区个性贵在创

新，善用区域的优势与资源来发展葡萄酒产业，并融

合、复合旅游、文化等关联产业，创新出具有地域特

征的以葡萄酒产业为依托的新业态和发展模式，把

产区的个性突出出来。葡萄与葡萄酒产业融合关联

产业能力强，是不可多得的产业融合载体。从旧世

界到新世界，都走过了复合式发展的道路，通过几次

大的产业融合过程，出现了法国波尔多、美国纳帕

等，这些产区以融合促个性，以个性彰显产区之魅

力，已成为全球的典范。而国内葡萄酒行业在产业

融合复合发展方面，创造了“葡萄酒 ＋”［５］烟台样

板。“葡萄酒 ＋”是产业创新，是使要素在产业之
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甚至突破传统产

业布局与空间限制，形成新的产业空间和创新空

间［６］。说白了，就是产业融合，即把葡萄与葡萄酒

产业作为融合的基础产业，通过与当地民俗、文化、

旅游等相关产业的融合，促进葡萄酒产业的跨越发

展。河西走廊产区完全可以复制烟台模式，整合区

域资源和优势，大力实施“葡萄酒 ＋”，促进产业复
合融合发展，促进具有本区域特色的新业态的形成，

为产区个性丰富内涵。其实，“葡萄酒 ＋”就是创新

业态和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即以新观念、新思路、新

模式来发展葡萄酒产业，以增强产区个性和竞争力

为根本，做好产业融合复合的大文章。可以围绕葡

萄酒产业来对各类要素进行有效整合，以不断出现

的新业态来拓展延伸产业链条，或通过融合实现区

域产城（镇）一体化，建设以葡萄与葡萄酒产业为纽

带的、内含生态区、酒庄群、旅游区等板块的特色城

市群。既丰富了产区个性，提升了效益，也加快了城

乡融为一体的步伐，极大地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发

展。

（四）围绕“一带一路”全力开放，推进合作，扩

大产区个性的影响力

“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是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的战略部署，要求：“推进双向开放，促进国内

国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

合。”［７］党的十九大在此基础上继续强调“坚持对外

开放的基本国策，继续促进‘一带一路’的国际合

作”。作为开放性的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将在“一带

一路”倡议中大有作为，作为承载开放性产业的葡

萄酒产区也必将围绕“一带一路”全力开放，成为一

个开放包容共赢的产业集聚区。要塑造产区个性并

扩大其影响力，必须大力开放，推进合作。开放包容

意味着必须学习、吸收国外产区先进的技术、管理、

制度和文化，拿来为我所用；但拿来并不是原封不

动、简单照搬、机械模仿的拿来主义，必须要结合本

产区的实际有选择地借鉴、消化和吸收有益的东西，

并进行创新，而不是简单的模仿。因此，既不能故步

自封，又不能崇洋媚外，既要学习借鉴国外，又要创

新发展自己的个性、特色。河西走廊不仅是中国葡

萄酒的故乡，也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地区，自古

就有西去丝路的咽喉之称，不仅有丝路花雨、佛教东

传之美丽传说，也有亚非欧贸易与东西文化交流之

开放合作动人篇章，更有丝绸之路精神（即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之春风的长期

沐浴，自古以来，开放合作就蔚然成风。在新的历史

时期，国家实施“一带一路”，促进对外开放合作，推

动河西走廊走进开放合作的新时代。河西走廊作为

丝路上的重要枢纽和实施“一带一路”关键地区，必

须继续秉承古丝绸之路精神，继承弘扬开放合作的

优良传统，扩大对外开放，主动学习借鉴国外产区发

展经验，结合区域特色和实际，大胆创新产区的制度

和管理以及个性化的发展模式。国外产区早已走进

个性时代，而中国产区同质化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早在２００７年９月，笔者在接受《烟台日报》记者专
访时就指出烟台葡萄酒产业的同质化问题（详见

·７２·



《差异化：烟台葡酒产业发展的新支点》一文）［８］，

十多年过去了，尽管烟台葡萄酒产业有了很大的改

变，但至今这个产业共性问题依然存在于各个产区，

甚至在西部有些产区还比较严重。所以，必须克服

简单模仿、高度同质的弊端，走差异化发展之路；要

围绕“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深化国际产业合作，

提高整合国内外资源的能力［９］，紧紧抓住国家实施

“一带一路”倡议和西部开放开发的难得机遇，主动

联系国内外各个产区，积极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以

包容宽广的胸怀，让资本、人才、文化、制度等外部资

源流进河西走廊，参与河西走廊个性化产区的打造。

在产区个性的打造过程中，让其各施所长，各尽所

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要充分发挥

现有的莫高、皇台等本土葡萄酒企业的基础作用，引

进国内外产区的知名葡萄酒企业来河西走廊发展，

通过优惠的开发、开放政策来打动他们，靠独有的资

源共享来吸引他们，让共建打造个性化产区的成果

惠及更多的企业、更多的产区和更广泛的区域以更

好地放大产区个性影响力。

（五）突出企业主体政府主导作用，共塑产区个

性

塑造葡萄酒产区个性必须以企业为主体，充分

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以前，区域内的葡萄酒企业

都认为，为自己的产品和企业形象打品牌，责无旁

贷！而塑造产区个性，为整个产区打品牌，那是政府

的事情。因此，他们成为塑造产区个性的旁观者。

怎么办？必须让每个企业都意识到自己是塑造产区

个性的受益者，只有产区个性特色突出了，产区整体

形象提升了，整个产区品牌打出去了，区域内的企业

想不受益都难。由原来的政府干、企业看，政府强制

而企业怨声载道的被动局面，转变成为企业的主动

参与，变“要我干”成“我要干”，这样就能让企业由

旁观者而成为塑造产区个性的主体。

在发挥好企业主体作用的同时，也要发挥好政

府的主导作用，没有政府的主导，没有强有力的领导

和组织，整个产区一盘散沙，就不会形成合力。尤其

是优良的产区生态和发展环境是葡萄酒产区个性塑

造与竞争力提升的必要条件。所以，产区政府要在

产区内涵尤其是软硬环境的提升上下真功夫。在规

划政策、人才培养、产业生态等方面做好扎实基础工

作，为打造个性化产区打好“战略”根基。首先，科

学规划产区布局与强化顶层制度设计。要以产区个

性特色来加强制度建设和区划工作，如河西走廊产

区各级政府要围绕发展有机葡萄与葡萄酒，出台相

关标准体系，地理标志和法定产区制度要抓紧完善，

“严格按照地理标志标准进行标准化生产与管理，

确保地理标志产品质量，形成独特的产区风格与个

性”［１０］。以建设有机葡萄酒特色产区为重点，采取

得力措施，争取国家政策的支持；也可以结合本区域

实际，把产业政策完善好，积极出台扶持奖励政策，

重奖在个性发展有作为的葡萄酒企业。产区要健全

监管和服务组织，努力提供优质服务，加强产业监管

规制，以防范倾销和市场失范为中心，为河西走廊葡

萄酒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其次，用互联网思维来促

进产区生态改善。以往产区的竞争是以拼地价、拼

硬环境等来招商引资，而造成投资效率低下、产区雷

同、缺乏个性特色等问题，产区环境建设面临规则、

诚信、口碑、智能、要素、生态、共生、文化等新常态。

现在，我们就必须更新观念，从互联网思维入手，研

究优化产区发展环境的新常态。不仅要研究规则环

境、诚信环境、口碑环境、智能环境，还要研究要素环

境、生态环境、共生环境、文化环境等。靠互联网思

维来实现产区良好生态。要不断开发“互联网 ＋”
背景下的营销新模式，利用微信、微博等互联网平

台，促进产区葡萄酒销售；要切实加大投入，凝心聚

力，为产区葡萄酒文化与品牌推广等营造好的生态。

再次，开展基础研究并搭建公共技术平台。要坚持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以问题为导向，把产区内土壤、

气象等风土数据与市场、消费等的研究结合起来，强

化对产区特征、风味物质等影响葡萄酒品质的研究，

夯实根基。如地处冷凉荒漠地区河西走廊产区可结

合这样的风土特点开展研究，不仅要在葡萄品种品

系、栽培管理模式上动脑筋，还要在酵母辅料等酿造

工艺等方面花费气力。最后是人才问题。产区竞争

离不开人才特别是创新人才。东部沿海地区有吸引

人才的条件和环境，而西部就逊色不少，人才短缺依

然是河西走廊产区的短板，要解决这个瓶颈问题，必

须靠产区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以及大型企业，西北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宁夏大学葡萄酒学

院等，还有甘肃农业大学、河西学院等都有葡萄酒专

业，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塑造产区个性提供

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智力支持。

五、结语

总之，葡萄酒产业发展离不开产区，产区概念历

来受到业内的广泛关注，随着葡萄酒产业的发展，产

区概念愈发重要，产区在市场竞争中发挥着无可替

代的作用，而塑造产区个性是提升区域葡萄酒竞争

力的关键。中外葡萄酒产业发展的实践表明，产区

个性是竞争的基础，是提升竞争力的前提；产区个性

与竞争力关系密切，相辅相成。目前的现实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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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区风格雷同，缺乏特色；产区制度缺失或不规范；

西施效颦以及缺失本土文化自信等，都严重地影响

了中国葡萄酒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当

前我国葡萄酒竞争形势极为严峻，产区个性成为竞

争各方关注的焦点，未来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竞争形

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必须找准区域的特色优势，

抓好特色文化塑造，创新业态和发展模式，推进开放

合作，突出企业主体政府主导等来做好产区个性的

塑造，促进区域葡萄酒竞争力的提升。但塑造产区

个性、提升区域葡萄酒竞争力是长期复杂性的工作，

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扬长避短、立足特色，把握

重点，系统实施。笔者相信，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以突出的产区个性来提升中国葡萄酒竞争力的愿望

一定会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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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经济和
交通系统的时空分异研究

张苏兰，许辉云，邹　泉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学院，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１８
作者简介：张苏兰（１９９４—），女，安徽合肥人，湖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旅游经济、旅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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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取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例，在构建旅游和交通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熵值赋
权法、综合水平评价模型、耦合协调模型研究了旅游经济和交通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研究表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旅游经济和交通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都存在区际非均衡性特征；中国丝
绸之路经济带旅游经济和交通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但总体等级较低，除四川进入协调上

升型外，其他省市均属于过渡或失调衰退型；就南北地区而言，无论是综合发展水平还是耦合协调度

都呈现“南强北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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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旅游已经发展成为一种

必不可少的大众活动。交通是连接客源地和目的地

的桥梁和纽带，而旅游经济反过来也促进了网络布

局和交通设施的完善与优化。

国外对旅游和交通的研究孕育了丰硕的成果：

第一，旅游与交通的相关性。ＢｒｕｃｅＰｒｉｄｅａｕｘ、Ｇｕｔｉｅｒ
ｒｅｚＪ．等学者讨论了交通网络化和运输效率对旅游
地的影响［１－２］。第二，交通对旅游需求的影响。

ＣｒｏｕｃｈＧ．Ｉ．、ＭａｒｔｉｎＣ．Ａ．等学者通过构建旅游需求
模型，得出旅行距离和生活成本会对旅游需求产生

影响［３－４］。第三，旅游出行方式选择。ＤａｖｉｄＭ．探
讨了如何减少欧洲度假区对汽车的依赖［５］。国内

研究相对国外起步较迟，但也进行了多方面研究：首

先，交通对旅游产业的影响。黄琳、潘惠分别以新疆

省和安徽省为例分析了交通对旅游产业的影

响［６－７］。其次，旅游和交通空间结构演化。韩晨研

究了高铁影响下旅游产业配置的演变［８］；汪德根等

得出了客源市场空间结构演变受交通建设的影

响［９］。最后，旅游、经济和交通关系的探索。余菲

菲和郭向阳等都探索了旅游和交通之间的耦合关

系［１０－１１］。综上所知，国内外对交通和旅游关系的研

究成果丰硕，研究方法也日趋成熟化、多样化，但针

对交通和旅游关系的定量研究仍显薄弱，尤其是针

对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大规模地域研究更是鲜有

涉及。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是２０１３年９月７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那扎尔巴耶夫发表

演讲时提出的。在中国境内联接南北，包含西北五

省、自治区（陕、甘、青、宁、新）和西南四省、直辖市、

自治区（渝、川、滇、桂）［１２］。２０１５年该区域共接待
旅游总人数达 ２２７３７１．２３万人，旅游总收入达
２０４４６．０８亿元，较上年分别提高了 １５％和 ７％；
２０１５年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公路客运量达 ４１．１３
亿人，与上年基本持平，铁路客运量３．９２亿人，较上
年增长１４．７％，旅游与交通的关联度愈加显著。鉴
于此，本文综合利用熵值赋权法、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均方差等方法，并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制图软件对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经济
和交通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针对二者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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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展开讨论。一方面期望对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

旅游与交通时空分异有所认识，另一方面为丝绸之

路经济带及其相似地域旅游与交通共同发展提供借

鉴和参考。

二、旅游经济和交通系统耦合机理分析

（一）旅游经济发展推动交通发展的动力机制

交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一个关于人口、经济、空

间等多方面的推动过程，是由聚集和扩散两种机制

共同组成（如图１）。

图１　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经济推动交通系统发展动力机制

１．聚集机制
旅游资源禀赋。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汇集南北

风光，蕴含着闻名中外的资源品质和历史悠久的人

文精神。在自然旅游资源方面，有大漠戈壁的甘肃

鸣沙山、六月积雪的陕西太白山以及神秘诡谲的克

拉玛依魔鬼城等；在人文旅游资源方面，有新疆维吾

尔卡姆艺术、陕西秦始皇兵马俑以及甘肃乞巧文化

旅游节等［１３］。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不仅吸引了众

多旅游者，发展了旅游经济，而且为交通建设提供了

资金和技术支持。

政府政策驱动。政府政策是旅游业发展的外在

动力，政府要为旅游产业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社

会保障。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７年，国家旅游局、国家交通
运输部等部门颁布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检查标准

实施细则》和《关于促进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

的若干意见》［１１］，为旅游与交通的共同发展创造了

良好的政策环境。

２．扩散机制
客源市场拓宽。目的地的交通通达度关系到旅

客对出游线路或目的地的挑选和甄别。目前，我国

旅游与交通仍处于“游先旅后，旅滞游难”的现状，

“快旅慢游”的深度旅游已成为旅游者的新追求和

新需求。丝绸之路经济带包含国外、国内两个部分，

拓宽旅游客源市场不能仅着眼于国内市场，还要注

重国外市场。因而，要推动国际航班、国内交通的建

设，构建便捷完善的交通网络体系。

相对落后产业外迁。一方面，为了保护旅游赖

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旅游产业是涵盖范围

较广的行业。随着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

的产业部门聚在一起，造成土地承载能力下降、交

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导致相对落后产业外

迁。因此，相对落后产业外迁对交通建设也具有

推动作用。

（二）交通建设对旅游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交通是旅游产业的生命线。由于国家西部大开

发和“新丝绸之路”欧亚大陆桥的建设，丝绸之路地

区的交通设施条件有了长足进步，为旅游经济的发

展提供了支撑和保障（如图２）。

图２　交通建设对旅游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１．产品创新力
产品创新力丰富了旅游产品形式。随着旅游交

通的发展，交通自身也逐渐演变成旅游吸引物的本

身和旅游体验的内容。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西地

理跨度大、沿线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多样、自然景观

奇特，发展旅游产业基础雄厚。旅游与交通的融合

发展，有利于开发丝绸之路跨越式、多样化的自然和

人文景观。

２．可达性驱动力
可达性驱动力扩大了客源市场。可达性是分析

交通发展以及交通通达度的一项指标［１４］，也是发展

旅游产业的条件。如新疆位于我国边陲地区，近年

来旅游获得长足发展，与交通建设息息相关。在航

空方面，新疆是国内航线最长、航站最多的省份；在

铁路方面，建设了横贯新疆、沟通欧亚的兰新铁路；

在公路方面，形成了以乌鲁木齐为核心的公路

网［１５］。

３．舒适度引导力
舒适度引导力提升了旅游目的地形象。交通是

旅游产品的组成部分，就游客主体来说，关系其决策

和选择；就旅游客体来说，影响旅游地整体形象。因

此，应在提升可达性的基础上增加旅程的舒适度，提

升游客对目的地的印象。丝绸之路诸多省市提供交

通个性服务，如景区内开设旅游专线、旅游团体包机

服务、增设商务旅游专机、培训专业服务人员等。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熵值赋权法

构建指标体系：鉴于旅游经济和交通系统的复

杂性和综合性，根据选取指标的科学性、关联性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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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性等原则，并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１６］，构建了

旅游经济和交通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反映

旅游经济发展的指标包括：入境旅游人数、旅游外汇

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人数、星级酒店数、旅行

社数；反映交通发展的指标包括：公路／铁路里程、公
路／铁路客运量、公路／铁路周转量、民用汽车拥有量。

由于各项数据的数量级、量纲存在区别或正负

方向，因而需要把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和标准化处

理，进而计算指标权重。正、负向指标分别采用

（１）、（２）式进行处理。设置步骤如下：
１）由于指标处理后，可能会出现一些为０的数

据，因此，在该类数据后加上一个略大于０的数据处
理，避免赋值无意义的结果，本文选用加０．００１进行
处理。

Ｕｉｊ＝
ｘｉｊ－Ｙ（ｘｉｊ）
Ｌ（ｘｉｊ）－Ｙ（ｘｉｊ）

＋０．０００１ （１）

Ｕｉｊ＝
Ｌ（ｘｉｊ）－ｘｉｊ
Ｌ（ｘｉｊ）－Ｙ（ｘｉｊ）

＋０．００１ （２）

其中，ｘｉｊ是第ｉ个系统的第ｊ个指标，是原始值。
Ｌ（ｘｉｊ）与Ｙ（Ｘｉｊ）分别表示旅游和交通指标体系的最
大值和最小值。

２）在处理后数据的基础上，计算第ｉ个系统第ｊ
个指标的比重Ｓｉｊ：

Ｓｉｊ＝
Ｕｉｊ

∑
ｍ

ｊ＝１
Ｕｉｊ

（３）

３）在得出比重的基础上计算熵值ｈｊ：

ｈｊ＝－
１
ｌｎｍ∑

ｍ

ｊ＝１
ＳｉｊｌｎＳｉｊ （４）

４）权重的确立：

ｗｊ＝
１－ｈｊ

∑
ｍ

ｊ＝１
１－ｈｊ

（５）

（二）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

根据上文公式，确定了指标的权重和标准化值。

通过熵值赋权法计算两子系统各自的综合发展水

平。公式如下：

Ｘｉ＝∑
ｎ

ｊ＝１
ｗｉｊｕｉｊ　∑

ｍ

ｊ＝１
ｗｉｊ＝１，ｉ＝１，２ （６）

其中，Ｘ１和Ｘ２分别代表旅游和交通两子系统的
综合发展水平。Ｗｉｊ表示指标权重。

（三）耦合评价模型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形式

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１６］。为了分析旅

游经济和交通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建立耦合度模型：

Ｃ２ ＝［（Ｘ１×Ｘ２）／（Ｘ１＋Ｘ２）×

（Ｘ１＋Ｘ２）］
１
２ （７）

其中Ｃ２表示耦合度。由于耦合度不能准确反应
旅游经济和交通系统协同发展的程度，而耦合协调

度模型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借鉴已有的研究结

果［１７］，建立了耦合协调度模型：

槡Ｍ ＝ Ｃ×Ｔ，其中，Ｔ＝αＸ１＋βＸ２ （８）
其中，Ｍ表示耦合协调度，Ｃ为子系统综合评价

系数，α、β表示政策参数。由于旅游和交通是两个相
互作用的系统，因此赋予α＝β＝０．５。借鉴廖重斌
研究成果［１８］，以０．４、０．６为节点，将旅游和交通的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为失调衰退、过渡和协调上升

三个类型。

根据式（１）－（８）可计算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
带各省市旅游和交通两大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均值

珔Ｘ１和 珔Ｘ２，以及两个时间段内两者耦合协调度平均值
珚Ｍ１、珚Ｍ２；此外，利用ＳＰＳＳ２０．０层次聚类划分两个时
间段内丝绸之路经济带各省市耦合协调度类别（见

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旅游产业与交通系统耦合指标值和层次聚类

省份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珔Ｘ１ 聚类 珔Ｘ２ 聚类 滞后系统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珚Ｍ１ 聚类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珚Ｍ２ 聚类

陕西 ０．５１１０ Ⅱ类 ０．６３７０ Ⅰ类 旅游 ０．５１６８ Ⅰ类 ０．５４７０ Ⅰ类
甘肃 ０．１３５０ Ⅲ类 ０．３２５８ Ⅲ类 交通 ０．２９９２ Ⅳ类 ０．３４４９ Ⅲ类
青海 ０．０３３３ Ⅳ类 ０．０５０６ Ⅳ类 旅游 ０．１３７６ Ⅳ类 ０．１４６３ Ⅳ类
宁夏 ０．００１０ Ⅳ类 ０．００９９ Ⅳ类 旅游 ０．０３８８ Ⅳ类 ０．０４１１ Ⅳ类
新疆 ０．２０９５ Ⅲ类 ０．４１３７ Ⅱ类 旅游 ０．３６５４ Ⅲ类 ０．３９８１ Ⅲ类
重庆 ０．４０９６ Ⅱ类 ０．３１６８ Ⅲ类 交通 ０．３９７６ Ⅲ类 ０．４４５１ Ⅱ类
四川 ０．６６６９ Ⅰ类 ０．８７２９ Ⅰ类 旅游 ０．５９２７ Ⅰ类 ０．６３７４ Ⅰ类
云南 ０．６９３７ Ⅰ类 ０．３７８８ Ⅲ类 交通 ０．４９５３ Ⅱ类 ０．５１４１ Ⅰ类
广西 ０．６３６６ Ⅰ类 ０．４５７９ Ⅲ类 交通 ０．５２７１ Ⅰ类 ０．５０９１ Ⅱ类

　　（四）均方差指数
南北两个区域构成了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为

了深入探究研究领域各省市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

将耦合协调度总差异划分为地区间差异和省际差

异。公式为：

Ｓ＝Ｓ１＋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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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１

ｉ＝１
Ｊ１（珚Ｍｉ－珚Ｍ）

２／Ｎ＋

∑
Ｉ

ｉ＝１
∑
Ｊｉ

ｉ＝１
（Ｍｉｊ－珚Ｍ）

２／Ｎ （９）

式（９）中，Ｓ代表总体均方差，Ｓ１和Ｓ２分别代表
地区间和省际均方差；Ｍ代表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
各省份耦合协调度均值；Ｍｉｊ为ｉ地区ｊ省域的耦合协
调度；Ｎ代表经济带所有省份个数；Ｍｉ为ｉ地区各省
份的耦合协调度均值；Ｉ代表区域数量；Ｊｉ代表第ｉ个
地区所含省份的数量。

（五）数据来源

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始数据主要源于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和研
究范围内各省市历年《统计年鉴》，对于部分缺失数

据通过中国丝绸之路涵盖各省的旅游局官网和交通

运输厅官网中获得有效数据。

四、数据分析

（一）旅游经济与交通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

借助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旅游经济与交通系统的
综合发展水平平均值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 Ｐｅａｒｓｏｎ
值达０．７７０，表示两者之间存在耦合现象。
１．子系统发展水平的时序特征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各省市两

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由表１可
知，从旅游经济系统方面看，云南省依托玉龙雪山、

丽江古城等国家级景区以及汇聚２５个少数民族的
绚烂文化，成为旅游经济系统均值最大的地区，而宁

夏由于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等原因成为旅游经济系

统均值最小的省份；从交通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看，四

川地处四川盆地，地形平坦，加之“建设交通强省”

的政策支持，成为交通综合发展水平均值最大的省

域，宁夏由于地形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成为均

值最小的省域；两子系统变化幅度最大的分别为青

海和宁夏，较２００６年各自增长了１．３５倍和０．４倍；
从滞后系统看，从２００６年旅游与交通２７数量比
发展为２０１５年４５的数量比，可见旅游经济得到
了迅猛发展。通过对各省市的观察和比较，四川和

广西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值呈下降趋势，主要

是由于虽然每年的评价指标值仍处上升态势，但较

区域其他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增幅减缓，表明中

国丝绸之路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旅游经济发展

水平差距日渐缩小。

２．子系统发展水平的空间态势
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两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

区际非均衡特征。在旅游系统方面，综合发展水平

均值最高和最低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分别为云南

和宁夏，其综合发展水平均值为０．６９３７和０．００１０，
两省相差０．６９２７；在交通系统方面，四川和宁夏的综
合发展水平分别为最高和最低，综合发展水平均值

分别为０．８７２９和０．００９９，两省相差０．８６３０，表明各
省（直辖市、自治区）旅游经济和交通系统综合发展

水平不均衡，且旅游经济较交通系统的不均衡程度

大。从滞后系统看，陕西、青海、宁夏、新疆和四川属

于旅游滞后型，而甘肃、重庆、云南和广西属于交通

滞后型，可见西北地区较西南地区交通便捷，而西南

地区较西北地区旅游发达。深入研究得出，西北地区

旅游滞后的原因在于旅游资源开发难度大以及旅游

产品可达性差，而西南地区交通滞后的原因在于地形

条件复杂和交通建设投资大。

从层次聚类结果看，四川省两子系统综合发展

水平较高，均位于极显著水平的Ⅰ类区域；陕西和重
庆综合发展水平次之，属于较显著水平的Ⅱ类区域；
青海和宁夏两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一直处于极不

显著的Ⅳ类区域。
（二）旅游经济和交通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

分异

１．时间分异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经济

和交通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缓慢增长趋势，处于

０．０３８－０．６３７之间。其中，耦合协调度均值最大和
最小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分别为四川和宁夏，两

者相距近１５倍。就变化幅度而言，最大的是重庆，
从２００６年的０．３４上升为０．４５，最小的是宁夏，从
２００６年的０．１３上升到２０１５年的０．１４；就协调度的
类型来说，除四川和重庆耦合协调度上升一个等级

之外，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维持在原有类别之

内。

２．空间态势
旅游经济和交通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极化态势，

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从层次聚类结果看，陕西、四川、

云南三省的耦合协调度最终处于Ⅰ类区域，其中陕西
和四川在两时间段内始终保持极显著水平，而云南上

升为Ⅰ类区域。研究发现，这些地区耦合协调度高的
原因：一是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有利的地形条件相结

合，二是政策环境促进旅游和交通协同发展。与之相

反，广西和云南的耦合协调度均下降了一个等级，主

要原因在于其他地区耦合协调度上升，导致桂、滇较

其他地区增幅下降；青海和宁夏由于地理位置、地质

条件以及自然环境等原因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始终处于
Ⅳ类区域，新疆耦合协调度也维持在Ⅲ类区域，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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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型区域还有待更进一步的发展。

３．地区分解
中国丝绸之路由南北两个区域构成，层次聚类

结果显示：在南方丝绸之路中，四川、云南和广西三

省达到过Ⅰ类区域，重庆处于Ⅱ类区域；在北方丝绸
之路中，陕西位于极显著水平的Ⅰ类区域，而青海和
宁夏则位于极不显著水平的Ⅳ类区域，Ⅱ类和Ⅲ类
区域也有省份分布。由此可见，中国丝绸之路经济

带西南地区较西北地区耦合协调度更为均衡，主要

是由旅游目的地通达性、距离客源市场远近以及经

济发展水平等原因造成。

通过式（９）计算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年耦合协调度的整体（Ｓ）、地区间（Ｓ１）、省际
（Ｓ２）的均方差指数及贡献率。从表（２）可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总均方差指数 Ｓ呈下降趋势，表明中
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经济和交通系统的耦合协调

度差异逐步减小；南北地区的均方差指数 Ｓ１和 Ｓ２
的比值大致为１４，表明在总体差异中北方较南方
的贡献率高，这与层次聚类结果中南方较北方耦合

协调度高相对应。

表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旅游经济和交通系统耦合协调度差异的地区分解

年份 Ｓ１ 贡献率 Ｓ１南方 贡献率 Ｓ１北方 贡献率 Ｓ２ 贡献率 Ｓ
２００６ ０．０１２１ ４０．５５ ０．００３４ １１．４５ ０．０１４３ ４８．０１ ０．０１７７ ５９．４５ ０．０２９８

２００７ ０．０１４４ ３６．２８ ０．０１１２ ２８．１５ ０．０１４１ ３５．５８ ０．０２５３ ６３．７２ ０．０３９７

２００８ ０．０１３９ １１．３９ ０．０１４６ １１．９６ ０．０９３５ ７６．６５ ０．１０８１ ８８．６１ ０．１２２０

２００９ ０．０１７３ ４８．１０ ０．００１８ ５．１１ ０．０１６８ ４６．７９ ０．０１８７ ５１．９０ ０．０３６０

２０１０ ０．０１７８ ４５．１７ ０．００２１ ５．４２ ０．０１９４ ４９．４０ ０．０２１６ ５４．８３ ０．０３９３

２０１１ ０．０１９０ １８．０３ ０．０６６２ ６２．９２ ０．０２００ １９．０５ ０．０８６３ ８１．９７ ０．１０５２

２０１２ ０．０１５１ ４２．３３ ０．００３０ ８．３８ ０．０１７６ ４９．２９ ０．０２０６ ５７．６７ ０．０３５６

２０１３ ０．０１６８ ４５．１９ ０．００２５ ６．８０ ０．０１７９ ４８．０１ ０．０２０４ ５４．８１ ０．０３７２

２０１４ ０．０２０１ ５０．３０ ０．００１７ ４．１５ ０．０１８２ ４５．５５ ０．０１９９ ４９．７０ ０．０４００

２０１５ ０．０２１１ ５２．６９ ０．００１８ ４．３８ ０．０１７２ ４２．９３ ０．０１８９ ４７．３１ ０．０４００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对旅游经济和交通系统的耦合机理分

析，构建了两子系统的耦合模型，并运用均方差公式

分析了南北地区耦合协调度的差异和贡献率，获得

如下结论：

（１）从时间上来看，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中国丝绸之
路经济带各省市旅游经济和交通综合发展水平呈稳

步上升趋势，而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也呈缓

慢波动上升状态，且总体差异逐步缩小。

（２）从空间上来看，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各省
市旅游和交通综合发展水平呈极化态势，省域之间

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云南和四川的旅游经济和交

通综合发展水平分别最高，而宁夏两子系统综合

发展水平最低；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也呈现区

际非均衡状态，但耦合协调度水平不高，除四川达

到初级协调水平外，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仍处

于失调退步型和过渡型。

（３）就南北区域来说，无论旅游或交通都呈现
“南强北弱”的特征。西北地区除陕西外，其余省

（直辖市、自治区）旅游和交通综合发展水平都较

低；而西南地区，除重庆外，其余省（直辖市、自治

区）的旅游和交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耦合协调度

差距缩小，南北方差异贡献率比值为１４，表明北方

地区的贡献率较南方地区高。

（二）建议

由上文可知，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经济和

交通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总体较低，且呈现区际非

均衡状态，旅游和交通的耦合协调发展有待进一步

提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关于促进交通运

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政策的颁布，

旅游和交通融合发展成为潮流，旅游经济的高速发展

依托于交通系统的网络化、舒适化和高速化，而交通

也为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基础和保障。因此，提

出以下几点建议：

（１）在公路方面，首先打破地域限制和行政壁
垒，修建连接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高速公路，促

进丝绸之路精品旅游线路的发展；其次，加快对偏远

地区旅游通道的建设，提高当地旅游景点的可进入

性；最后，完善自驾车道路指示和公路标志，提高自

驾游的便捷性和安全度。

（２）在铁路方面，第一，推进铁路项目建设，联
通旅游资源丰富而交通等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第

二，开设旅游专线，提高旅游目的地的便捷性和可进

入性；第三，发展铁路旅游，联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多

个旅游景区合力发展。

（３）在航空方面，首先，要增加国际和国内航
线，开拓国外和我国东部客源市场；其次，增设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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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广西等旅游资源丰富但交通滞后地区的航线，

提高可进入性；最后，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培养

专业服务人员，提供优质旅途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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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３３（８）：１００１－１００４．

［１７］覃成林，郑云峰，张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趋势
及特征分析［Ｊ］．经济地理，２０１３，３３（１）：９－１４．

［１８］廖重斌．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
系［Ｊ］．热带地理，１９９９，１９（２）：１７１－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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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ＳＷＯＴ－ＰＥＳＴ分析方法的企业文化作用研究
———以临沂市物流企业文化为例

韩　磊，潘玉君，马佳伸
（云南师范大学 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１７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义务教育时空结构、预警与均衡发展对策系统研究”（４１６７１１８）；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云南少数民族地理：空间结构、地理观念和人地预警系统”（４１２６１０３３）；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课题“云南省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预警研究”（０８４８－１７４１ＺＣ２０７１２２／Ａ）

作者简介：韩磊（１９９２—），男，山东临沂人，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开发与管理。
通讯作者：潘玉君（１９６５—），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

资源环境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理论地理学等。

摘　要：“十三五”以来，临沂市物流企业快速发展，但是在企业文化建设层面却出现了种种弊
端，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提高临沂市物流企业发展速度、扩大发展规模，基于 ＳＷＯＴ－ＰＥＳＴ相融合的
分析方法，以临沂市物流企业为研究对象，对临沂市物流企业文化发展建设现状进行了定性分析：临

沂市物流企业文化的发展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企业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动力不足、企业间文化发展

水平差异也较大，在政策、经济、科技和社会领域出现诸多不足。临沂市物流企业应从企业核心价值

观建设、文化环境建设、品牌文化建设、管理模式和文化创新建设四个方面入手来建设具有自己特色

的企业文化。

关键词：物流企业；文化管理；企业文化；ＳＷＯＴ－ＰＥＳＴ；临沂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７
中图分类号：Ｆ２５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３６－０５

　　物流企业文化作为一种软文化是一个物流企业
特有的企业产品，是文化在物流领域的延伸与拓展，

对于企业价值观的建设、经营理念的树立有重要作

用，更为重要的是，优秀的物流企业文化也是物流企

业构建企业核心价值的重要基础。

国内学者中，张跃、柴勇［１］在分析物流企业文

化建设上认为，物流企业文化是指物流企业在自身

发展的过程中被员工所自觉接受的价值观、经营理

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王雪梅［２］在理论研究层面上

认为，物流企业文化是物流企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

文化的总和，是企业的灵魂所在，在物流企业发展过

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嘉玲［３］在企业文化层次

研究上认为，企业文化应该分为物质文化、浅层的行

为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核心的精神文化四个部

分；程虹、陈文津［４］在物流企业文化内涵上认为，物

流企业文化是物流企业信奉并付诸于实践的理念，

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与酝酿而形成的整体的企业价

值观念；黎明、沈锦发、张旭［５］在物流企业文化的形

成上认为，物流企业文化是指物流企业在长期的实

践过程中所形成的，被企业内部员工所接受与认可

的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的总和；卢悦、叶春森、汪传

雷［６］认为，物流企业文化一词源于英语单词“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ｓ”，是一种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产
物。在国外学者中，美国管理学家查德·帕斯卡尔

和安东尼·阿索斯［７］提出了“７Ｓ”理论，认为物流企
业文化应囊括“目标、风格、结构、人员、战略、制度、

才能”七个部分。“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８］

认为，企业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

“知”而在于“行”。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

波特［９］教授认为企业文化是“五力模型”的理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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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是决策者制定物流企业战略的重要基础。

从上述文献中发现，国内外众多学者大多是在物

流企业文化理论方面研究，侧重于对物流企业文化定

性方面的分析，而关于企业文化对于物流企业作用层

面上的研究较少。而临沂市作为全国的“物流之都”，

分析物流企业文化建设在物流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

要作用，对临沂市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１．ＳＷＯＴ分析方法
ＳＷＯＴ分析方法，就是对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优势，即研

究对象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的有利因素；Ｗ（ｗｅａｋ
ｎｅｓｓ）劣势，即研究对象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的不利因
素；Ｏ（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机会，即研究对象在未来发展过
程中的机遇；Ｔ（ｔｈｒｅａｔ）威胁，即研究对象在未来发展
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２．ＰＥＳＴ分析方法
ＰＥＳＴ分析方法就是 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政策，Ｅ（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经济，Ｓ（ｓｏｃｉｅｔｙ）社会，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科技四
个方面的相关因素的统筹分析，是对研究对象所处

宏观条件下的分析模型。

３．ＳＷＯＴ－ＰＥＳＴ分析方法
ＳＷＯＴ－ＰＥＳＴ矩阵分析法，是在 ＳＷＯＴ分析方

法上结合ＰＥＳＴ分析方法，融合了两者的优势，用矩
阵模型的方法分析。

（二）数据来源

为保证数据的时效性，本研究所用的统计数据主

要来源于《山东省统计年鉴》和《临沂市统计年鉴》。

二、临沂市物流企业文化 ＳＷＯＴ－ＰＥＳＴ矩阵及
分析

（一）优势

１．政策优势
２０１７年初，临沂市财政局、工商局、教育局等６部

门联合印发了《临沂市企业文化建设发展纲要》（以

下简称《纲要》），在《纲要》中明确提出，市、县区两级

政府将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鼓励支持企业建立独具

特色的企业文化。而物流企业作为临沂市企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该《纲要》的提出，将大大提高临沂市物

流企业文化建设的速度。

２．经济优势
根据临沂市统计局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６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临沂市２０１８年第一季度的 ＧＤＰ总量达到
了１０９４．２亿元，高居山东省第７位，三次产业增加
值占比分别为４．２％、４４．７％和５５．１％。从经济总

量上来讲，临沂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快，经济增速也位

于山东省前列，与此同时物流企业也取得了显著进

步。临沂市物流企业逐步形成了生产、加工、包装、

运输、储存等一条龙服务，为物流企业文化的发展与

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３．社会优势
临沂市目前有山东省属高校一所———临沂大

学，该校有山东省省级特色专业———物流管理专业。

作为地方高校，临沂大学为临沂市物流企业的发展

与建设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是临沂市物流人才的培

养基地，为临沂市物流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提供

了有力帮助。与此同时，作为革命老区的临沂人民，

在物流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仍然会发挥艰苦奋斗的

精神，并对物流企业文化建设进行不遗余力的发展

与创新。

４．科技优势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物流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临

沂市斥巨资建立了“中关村临沂物流软件产业基

地”和“中印物流软件园”，引进了国内外先进的物

流技术和文化理念，为物流技术的改进与革新、物流

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后盾和更广阔的平

台。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为物流企业文

化的传播提供了更便捷的传播渠道。

（二）劣势

１．政策劣势
虽然临沂下发了《纲要》，用纲要来推动临沂市

物流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以改变临沂市物流企

业文化建设落后的现状，但是，该纲要在制定过程中

没有充分考虑到临沂市物流企业发展现状，导致纲

要中指导性的条例与物流企业文化建设出现了相悖

的局面。同时，由于各部门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与

沟通，在监管与监督方面也有一定的纰漏。

２．经济劣势
临沂市 ＧＤＰ总量较高，２０１７年的 ＧＤＰ产值达

到了４５００亿元，经济发展水平也处于高速增长阶
段，物流业增加值占比保持全省首位，但与之相对应

的是在物流企业中，文化建设支出所占企业支出不

到１０％，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占比不超过２％，而物流
企业对交通工具、物流设备的升级等方面的投入却

大于８０％，这足以看出物流企业在文化建设方面的
不重视，资金投入比较少。这对物流企业文化的建

设带来了巨大障碍和影响，进而导致物流企业无法

形成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不利于物流企业的进一

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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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社会劣势
临沂市物流企业虽然拥有具有丰富理论知识的

物流技术人才，但是，这些技术人才大都停留在理论

层面上，在如何设计、构思、开展企业文化建设这一实

际行动上还有较大的提高空间，并且他们的物流理论

知识多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我国社会主义国情

有较大的偏差，况且又由于缺少相应的实地调研与考

察，对临沂市物流企业发展现状不够了解，更进一步

阻碍了物流企业文化建设与发展。

４．科技劣势
临沂市虽然被称为“物流之都”，发展潜力也巨

大，但是就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在物流存储、分拣、

运输、配送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目

前，物流业在临沂市仍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对于高科技技术应用得较少。这导致物流企业文化

建设层面上水平较低、思想陈旧、缺乏创新力，难以

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

（三）机遇

１．政策机遇
物流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需要企业

和政府各个部门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自从党的十

八大召开以来，通过政府部门的重组与整合，大大提

高了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协同性与办事效率。同

时，文化自信也上升为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为我国的文化产业与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政策支持，也进一步促进了物流企业

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２．经济机遇
近几年来，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临沂市的经

济发展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文化

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及文化发展在社会主义建

设上的重要性逐步提高，从中央到地方，从单个领域

到全行业，对于文化建设的关注度和资金投入力度

都大大提高，企业因此获得了大量的资金补助，得以

更好地构建自己的企业文化，而作为“物流之都”的

临沂市，在建设物流企业文化的过程中，更是拥有得

天独厚的经济政策的支持。

３．社会机遇
为了响应国家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和临沂市加强文化建设的号召，临沂市各区县政府

部门和临沂大学纷纷与临沂市物流企业结成帮扶对

子，利用自己的资金、科研等优势帮助临沂市物流企

业开展企业文化建设，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也有相应的反馈调查机制，使得先进

的文化成果能够第一时间被物流企业应用，助力临

沂市物流企业的全面发展。

４．科技机遇
如今互联网技术得到了更多、更广泛的应用，互

联网＋，网上课堂，以及琳琅满目的学习软件 ＡＰＰ，
不仅从方法上拓宽了物流企业文化建设的渠道，更

为物流企业文化的建设者提供了更好更便捷的学习

平台。物流企业文化的建设者可以利用此平台，及

时了解最新的企业文化建设的相关理论，通过在线

互动交流，掌握最新的物流动态，并结合本企业的实

际情况，建设适合自己的企业文化。

（四）威胁

１．政治威胁
在物流企业文化建设领域，教育、经济、文化、科

技等部门对物流企业的发展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但

是，与此同时这也为物流企业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

大的压力与挑战。在企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阶段，

如果有个别的物流企业没有充分抓住政府给予的机

会，就会被同行业所淘汰，湮没在文化发展的大浪潮

中。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与鼓励，也潜移默化地束

缚了物流企业文化建设的思想，使其创造性和创新

性不能得到较好的发挥。因此，未来一旦相关政策

红利减少甚至是消失，对物流企业文化的建设来说，

将会造成一定的打击。

２．经济威胁
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政府不仅给予企业大量

的政策支持，而且也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这在一

定程度上削减了政府对其他领域的支持力度。与此

同时，也可能会导致企业内部的失衡，间接导致物流

企业在新产品的开发与投入、职工福利待遇、新销售

渠道的发展与拓宽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减少，进而影响

临沂市的物流企业延伸运输路线、提高运输效率。

３．社会威胁
临沂市物流企业文化的价值观念传递不够。具

体来说，临沂市物流企业的员工主要分为“一文一

武”。“文”即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企业内部的资料

整理、数据分析、文化建设以及人员安排等；“武”即

货运司机及搬运人员，主要负责商品的运输、分发、

包装和搬运等。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企业文化观念

的传递主要偏向于文职人员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小部分的中层人员。基层人员在企业的人员结

构中占据着最大的比重，但是他们却很少有机会受

到企业价值观念的熏陶和影响，一方面打击了基层

人员建设企业文化的积极性，丧失了主人翁精神，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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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会导致基层人员的流失，给企业带来巨大的

经济损失和社会难题。

４．科技威胁
临沂市物流企业在文化建设中，充分利用了互

联网技术，以及引进了西方较发达的物流管理团队，

但是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上，有可能面临国内外竞

争企业的网络攻击，甚至是木马病毒的栽植，可能会

导致本企业信息网络的瘫痪，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

济损失。与此同时，在互联网技术以及西方管理团

队的引进方面上，极有可能出现千篇一律的状况，不

利于临沂市物流企业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企业文

化，进而导致在创新领域落后于竞争对手。

表１　ＳＷＯＴ－ＰＥＳＴ分析矩阵

项目 政治 经济 社会 技术

优势 政府政策大力支持 经济基础雄厚 教育文化水平高 科研机构、人数众多

劣势 体制不完善、监督不到位 文化建设资金投入少 理论与实际不完全契合 应用水平较低

机遇 部门协调度不断提高 资金投入量不断增加 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 信息来源渠道不断拓宽

挑战 过度依赖政府优惠政策 企业内部结构有待调整 企业文化观念传递不够 不稳定因素较多

　　三、临沂市物流企业文化建设与开发策略探讨
（一）加强物流企业核心价值观和企业精神的

提炼

临沂市物流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应进行系统

的思考与合理的规划，避免出现企业文化理念雷同

的现象。实践表明，别具一格、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

才是优秀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临沂市物流企业要

想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就必须

依托自己的发展现状，以当前国内外物流企业文化

发展情况为背景，以本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础，打

造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

（二）加强物流企业文化环境建设

良好环境的形成与确立在企业发展历程中占据

着重要的作用，环境作为企业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

物流企业应加强环境建设，包括文化环境建设、思想

环境建设、科技环境建设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督促员

工按照规范的要求去实施具体的操作行为，才能不

断丰富和提高企业的规则制度文化，保障物流企业

精神文化与战略环境动态相适应，最终使得企业文

化建设的效果得到显著提升。

（三）加强品牌文化建设，优化物流企业品牌形象

品牌文化是物流企业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

软实力，同时，品牌文化建设也是物流企业文化建设

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建设过程中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首先，企业应不遗余力地提高物流

企业的服务质量、服务水平以及服务态度，让顾客感

觉到舒心、顺心。其次，企业也应提高自己的产品质

量，形成良好的企业口碑。最后，品牌文化建设是企

业核心价值观和经营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

核心价值观和经营理念是企业取得不断进步与发展

的动力，同时也是加强物流企业文化建设的源泉。

因此，只有不断加强物流品牌文化建设，优化物流企

业品牌形象，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物流业中提高自己

的竞争力。

（四）优化企业管理模式和加强物流企业文化创新

企业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是企业兴衰的关键

因素，井然有序扁平化的管理模式，既有利于提高员

工的积极性，又有利于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交流，提

高员工之间的协调沟通与凝聚力。同时，在企业员

工的培训过程中，应加大员工思想道德等“软实力”

的培训力度，增加员工的知识储备、加强员工对物流

企业文化的认识，让员工在工作和学习中意识到自

己的不足之处，进而达到自我提高的目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了创新意识，那么这个

国家和民族就丧失了进步的动力和发展的机遇，所

以，创新意识对物流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来说非

常重要。无论是大型的国有物流企业，还是中小型

的民营物流企业都要意识到创新意识的重要性，并

大力推进物流企业文化的形式、内涵创新，这是企业

在激烈的竞争中立足的重要保障。在企业文化创新

的过程中，物流企业首先要在企业营造良好的企业

文化氛围，将企业经营理念和价值观融入到企业发

展的各个阶段和企业的各个部门。其次，企业也应

为文化创新提供合适的内外部环境，通过对企业管

理模式、经营方式、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来达到文

化创新的目的。最后，在物流企业文化创新创立和

发展创新过程中，不能闭门造车，不仅要利用互联网

查阅和借鉴国内外其他企业的文化，也应注重对国

内外优秀物流企业的实地考察，使本企业文化建设

得到不断的改进与创新。

四、结束语

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

素，不仅有利于企业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

而且也是企业坚持自己经营理念、巩固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保证。本文以物流企业文化与企业的健康发

·９３·



展为分析基础，分析了企业文化与企业健康发展的

密切关系，进一步提出了如何才能使企业健康发展的

策略与方法。对临沂市物流企业在文化建设过程中

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关应对策

略，为其提升竞争力和文化水平提供了一些思路与参

考。企业应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在塑造企业形象上的

重要作用，提高企业员工素质和文化素养，营造和谐

的企业经营环境，提高企业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只有

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企业健康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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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我国社会养老的发展水平与养老需求严重失衡，社会养老供给侧
改革难以达成清晰、理性的推进思路。主要原因在于养老产业的有效供给不足，养老产业的总量、质

量和多样性都无法满足老龄人口持续增长且不断多样化的需求，供给侧改革难以适应社会养老需求

的新形势。因此，必须不断深化社会养老供给侧体制改革，全力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养老服

务供给结构，从根本上提高社会养老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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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业已跻身深度老龄社会行列，由于生育与
收入，产业与社会保障等各方面体制存在欠缺，“未

富先老，未备先老”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国急需制

定老龄社会的应对措施，调和社会养老发展矛盾，解

决社会养老发展问题，引导老龄社会进入健康的发

展状态。供给侧改革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胜利，党

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写入党章，

强调了供给侧改革理念的地位。社会是一个整体，

要想实现发展目标，供给侧改革必须涉及社会各个

领域、各个方面。社会养老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老年稳则社会稳，应当紧紧抓住人均 ＧＤＰ的
福利相关性这个将成为检验中国社会经济协调与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从实质性角度将供给侧改革

的优势体现在社会养老方面。

一、社会养老供给侧改革的涵义

１．社会养老服务
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大

幅增加，养老事业面对的压力和挑战与日俱增，传统

的养老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养老

服务不仅涉及家庭关系，还涉及社会关系、国民关系

和国际关系，需要国际公约、国家规划、社会服务、市

场服务和家庭照顾的共同支持。伴随着社会生产力

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向纵深发展，一个８０岁左右的
老祖、两个６０岁左右的老人、一对３０多岁的夫妻和
一个幼儿的家庭结构（即１２２１家庭）促使养
老方式逐渐从单一走向多样化，由此形成社会养老

模式。根据我国特殊国情，“十二五”期间，相关部

门已经将我国的社会养老模式调整为“居家为主，

社区为辅，机构为补”的三重结构模式。社会养老

服务（简称社会养老）是针对我国家庭养老功能弱

化，高龄老人和空巢老人增多而从社会角度对老年

人的帮助服务。家庭养老主要体现为个性化的赡

养、扶助和慰藉，而社区养老主要体现为共性的扶助

和慰藉，是通过社会途径，以社会制度保证养老的方

式。

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下简称供给侧改革）在

２０１５年首次官方提出，并且作为“十三五”期间市场
经济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历时三年的改革对我国

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供给侧改革是在

“需求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我国经济高速发

展，国内ＧＤＰ总量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 ＧＤＰ却呈
现明显的差异分化。随着社会发展脚步的不断加

快，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无论是多样性还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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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都在不断增加。纵观我国产业发展现状，多数产

业高速发展但质量水平参差不齐，产能落后、创新型

企业发展滞后等问题严重。供给侧改革重点是实现

供需平衡，解决产业结构性矛盾，从供给、生产端入

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将

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

长点［１］。供给侧改革重点强调内生动力和外部发

展两个方面：内生动力就是改革开放各项制度，释放

微观主体的活力，强调市场配置资源；外生动力就是

开放市场，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空间，让更多社会资

本能参与投资甚至主导投资，同时确保民间资本在

这些领域的投资能有合理回报，政府方面通过简政

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土地改革等方

式，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２－３］。

３．社会养老供给侧改革
随着我国经济的急速发展，国民经济在世界经

济的发展中占据了很高的位置。由于我国基本国情

比较特殊，我国人口老龄化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相

对较快，且伴随着后工业化及城镇化建设的严峻挑

战。城乡区域的收入差距拉大，社会转轨和思想文

化变革相交织，社会养老的问题已经给社会发展和

公民基本生活安全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保障公民基

本生活安全是国家合理存在的前提之一，如果国家

不能较好地履行这个职能，其存在的合理性就会受

到质疑，所以应保障社会养老的内容不断扩充，让人

们尽可能充分地享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社会

养老是我国社会保障的重要方面，但是社会养老的

供给与需求呈现着明显的不平衡趋势。我国社会养

老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我国老年人的服务需求，硬

件设施数量和质量严重短缺，养老机构难以达成标

准化统一化，社会养老的产业结构呈现参差不齐、结

构混乱的发展情况。社会养老供给侧改革就是在需

求侧的基础上着重在养老产业的供给侧进行改革，

消除落后产业，增加养老产业的多样化和高质量化，

引导社会资本的不断注入，促进创新产业的发展，消

除结构性矛盾，达到社会养老的供需平衡［４－５］。

二、社会养老供给侧改革的困境

根据目前形势预测，我国会于２０２０年迈入超级
老龄时代，养老服务的需求量将随着社会时代的急

剧变化而不断增多，而且多层系、多面化的养老服务

市场也在逐步增大，即使当前我国社会养老体系建

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面对严峻的老龄化社会的加

速发展以及我国养老服务体系所处的初级探索阶

段，当前的社会养老还有很多的欠缺和漏洞。

（一）我国专业养老机构的数量和供给能力不

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无论是住养服务

机构（即习惯意义上的养老机构），还是文化活动等

多方面的服务场所以及专业的养老服务人员数量都

比较欠缺。

养老服务体系是指满足老年人居家养老，社区

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家政服务，护理服务和精神慰藉

服务的供给及其制度安排。我国社会在没有充足准

备的情况下进入了老龄社会，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不

足、养老的成本不断上升、购买能力严重不足等多重

问题日益严峻。其中最为引起注意的是关于 ＡＤＬ
老年人的照料机构严重缺乏，同时在机构设备数量

缺乏的情况下关于老年人的精神照顾角度也被严重

忽视。此外，我国社会养老专业护理人员匮乏，养老

行业人力资源良莠不齐，缺乏合法合规治理体系。

养老市场的老年用品和服务相对匮乏，尽管老龄用

品消费的增加为产品开发提供了机遇，但老龄用品

市场过于分散，主要分散在各商场、超市，并且未能

结合老年人的多方面需求，因此无法满足老龄用品

市场的需求。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养老服务业“投

资大、周期长、利润低”，增加了非公养老院的投资

难度，商业资本只能指向高收入老人，养老服务的高

价和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的失衡现象严重，也是

导致需求的严重不匹配的重要因素。

（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整体上缺乏制度的支

持和积极的舆论宣传引导，全社会参与率低，养老服

务产业发展受政府程序限制，养老市场无序发展，养

老产业相关支持政策不完善同时政策落实不到位致

使社会养老发展途径严重受阻。

目前我国制定有关养老标准规范的政策性文件

数量不多，业已公布的与养老服务相关的文件多为

建设性意见，实施的强制性指导作用有限，养老发展

缺乏统一的标准，没有统一的有利于养老产业机构

长期运行、行之有效的机制，大部分民办养老服务机

构运行无序，缺乏政策的支持，养老产业发展困难重

重［６］，关于养老的各方面资源处于零碎式、片段式、

无序式的发展现状。社会养老是社会保障的重要方

面，政策的落实缺乏政府有关部门的宣传引导机制，

政府养老一直被大众误解为是政府的主要责任，对

政策的理解与落实不到位，都导致了大众对社会养

老的关注度不够，老龄化严重加剧的社会状况被严

重忽视。地方政府实施发展关于养老政策缺少强制

性，各部门在制订规划、出台措施、落实政策等方面

没有计划性，各方机构协调推进不平衡，社会养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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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机制在整体养老服务机构建设中缺位、错位、越

位、失位等行为明显。现有的老年人养护机构运行

体制不健全，缺乏老年人养护机构量化标准管理体

系，对养老服务与标准质量没有建立量化考核监管

体系，同时缺乏引入第三方作为评估机构进行客观

全面监管［７］。社会养老是我国民生发展的重要方

面，要想有序发展还是需要发挥财政资金的支持与

引导作用，但由于相关部门执行力欠缺和错误行为

导致养老发展摄入不足阻碍社会养老的建设与成

长。

（三）养老服务模式发展结构性矛盾突出，马太

效应严重，缺乏资源整合的合理构建，公办机构与非

公办机构发展不平衡，养老发展区域之间、产业之间

矛盾日益突出，市场机制发挥不完善，缺乏政府合理

引导和支持，社会养老市场发展严重滞后。

应社会发展需求，一些新型的社会养老模式逐

渐兴起，如养老与医院护理的两者结合的热潮兴起

的“医养结合”模式，以及以旅游产业为依托的夏季

避暑、冬季避寒等发展而来的“候鸟模式”等。但这

些模式中的大部分仅是对现有资源的整合，没有扩

展从老年人的扩展需求出发开拓养老新资源，同时

“医养结合”模式中的医疗救护金被挪用问题，“候

鸟模式”中的异地就医问题等，都需要养老服务体

系在构建过程中逐步完善。城乡养老的养护服务标

准差异逐渐显露，在我国逐年增加的养老机构农村

的利用率明显高于城市利用率，但是从纵向方面来

看养老床位利用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尤其是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间城市床位利用率下降１０．３８％、农
村下降２３．８％，虽然我国养老机构建设力度不断加
大，但很多养老床位处于闲置状态，其核心问题在于

养老服务城乡有别，服务内容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导致入住率不高。政府各部门对于社会养老服务产

业发展缺乏明确的指导作用，政府、社会、市场三大

供给主体间尚未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互动格局，公

办机构资源垄断，在养老服务市场上重国营轻私营

养老服务机构导致私营养老机构得不到公平发展的

机会，养老服务行业的市场允入和退出机制不完善，

社会资本难以发挥充分重要作用，养老产业规模单

一，服务单调难以满足社会养老需求发展。

我国高度重视养老发展的社会改革，在十九大

政府工作报告中，养老的发展依然摆在了社会保障

与国计民生发展的重要日程上，但是我国社会养老

起步较晚，发展缓慢，无论从横向政策体制还是纵向

层次标准来看，社会养老产业目前还不具备配套服

务标准、运行机制和监管制度供给的高效运营系

统［８］。社会养老的城乡区域性差异日益严重，产业

层次性结构单一无序，社会养老需求与供应矛盾突

出等一系列问题严重限制了我国社会养老发展的前

进道路。社会养老产业的发展需要供给侧改革的支

持与引导，坚持政府支持、市场主导、社会参与、规范

运行的方针，持续推进养老产业发展。

三、推进社会养老供给侧改革的路径

供给侧改革在 ２０１７年得到了深化发展，同时
２０１７“智汇养老”北京高峰研讨会上总结出严峻的
老龄化形势给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带来的巨大挑战。

全国两会和十九大报告，都明确指出我国社会养老

产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其发展的环境还不

尽人意，根本原因就是养老产业发展的供需不平衡

和层次结构性矛盾突出。养老服务业的失衡与重构

需要国家推进社会养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满足

现有养老需求，提高养老产业供给质量。

（一）全面实施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晰合

理划分政府、家庭、市场三者在老年人养护服务市场

体系中的职能界定，优化实现养老供给侧改革“双

到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全

面放开资源合理配置功能，应养老服务需求解决供

给量问题，实现供需平衡发展。

正确划分好政府与市场的责任问题，在供给侧

改革的效果中占据关键位置。供给侧改革强调在充

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方面的政策引导作用中加强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另一方面就是供给

侧改革在供给和结构性改革中如何采取有效举措，

满足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解决供与求

不平衡和产业结构性矛盾问题。社会养老产业的供

给侧改革以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划分为重点，社会养

老供给侧改革要打破市场准入障碍，引导社会资本

参与，个人、家庭、社区、雇主、政府和国家均具有承

担养老保障功能的一份责任［９］，即主观能动的政治

责任（制定法律政策）、经济责任（资源准备）和社会

责任（提供服务），完善需求决定市场、市场决定价

格的资源配置引导机制，建设适应社会养老产业发

展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皆

可依法平等进入，此项制度建设将有望大幅度降低

社会养老产业投资、创业的门槛，激发市场新资源新

活力进入老年人养护行业，丰富养老市场资源多样

化与层次化。

（二）全面提升养老质量的服务品质，加强养老

产业机构不同层次的规范管理和安全运营，促进城

·３４·



市和非城市差异问题的解决，提高养老服务水平的

同时带动社会养老横向和纵向双方面的平衡发展，

实现全域化覆盖［１０］，形成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和服

务网络。

我国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已

经基本建成小康社会，这期间社会养老一直是我国

社会发展的重要关注点。自１９９６年至今，我国已经
相继出台了４０多部养老产业发展相关政策法规，涉
及地方政府出台了８０多部的养老政策法规，在顶层
设计中保障了养老产业的政策支持，但是由于缺乏

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指导规划，缺乏政策执行的强制

性和约束力，城市地区和非城市地区逐渐形成了区

域性差异。为此，应将社会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纳入

依法治国轨道，制定符合不同地区、满足不同需求的

养老服务业发展实施细则，细则应覆盖养老服务质

量评估、老年护理服务分级标准化、从业人员技能等

级规范、行业风险防控等配套的法规保障，保障养老

产业正规化和标准化发展。基于公平性的养老机构

分类互补，科学调整养老服务机构功能定位和分类

管理，实现梯次化的分类入住［１１］。针对社区养老的

短板，大力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构建“立足社

区，服务居家”的综合养老服务体系［１２］，培育养老服

务的专业人才和队伍，尝试建立养老机构服务质量

和管理水平评估体系，实现养老机构的合理化评估，

对城乡各类养老机构进行动态化星级评定，优胜劣

汰。针对农村养老服务的短板，要不断加大财政支

持力度，农村基础条件设施较差，加上务工年轻人较

多进入大城市，多数老龄人口在农村陷入“三无”形

式，即无人照顾、无钱可用、无源可享，农村养老优惠

将依托农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特别是社会组织开

展关爱活动，因地制宜鼓励发展农村机构养老，在用

地审批、项目立项、金融贷款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

推动社会养老机构规模、质量与未来养老需求相适

应，积极鼓励社会资源进入农村和偏远地区，加大政

策和资金引导，将政府服务购买更大程度的应用在

农村和偏远地区养老服务体系中。

（三）全力建设优质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和结

构性优化体系，推动社会养老供给侧改革现代化、创

新化发展，推动特色养老发展，利用“互联网 ＋”建
立信息化养老机构监督机制、医养结合、文化养老、

旅居养老等创新模式，促进老年用品的升级，发展适

老金融服务，积极发展社会企业，引入社会资本发展

政府购买服务形式等。

供给管理应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

优化为侧重点，面对新一轮生产力革命（第三次产

业革命）的挑战，我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

争中的向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社会养老服务方式

创新需要以制度创新和运行机制的改造作为关键性

的支撑。社会养老产业发展需要优化政府、市场、社

会之间的关系。政府理性主导机制与市场机制形成

“１＋１大于２”的叠加，以体制改革改革促进结构优
化，充分释放制度供给潜力，进一步激发全体社会成

员参与发展进程的活力，推进社会养老与时代接轨，

创新化发展。供给侧改革发力服务社会养老全局需

着力解放思想创新思维，鼓励运营方式的创新，引

导、扶植、规范社会企业发展。社会企业是一种新型

的社会组织，应充分利用社会产业发展养老服务团

购，在基于信息不对称和卖方市场原理，培育集资产

管理和养老服务提供为一体的集团，集合老龄人口

的购买能力，通过团购的方式降低养老服务生产成

本和提高养老服务信誉，确保老龄人口受益。健全

法律制度和大力发展养老金融服务，坚持“投资、建

设、管理、服务”综合经营原则，为打造多层次的养

老保障进行融资，有效管理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养护

资产，配合老龄化社会的养老保险体系建设。运用

政府服务购买 ＰＰＰ机制，在社会组织养老服务体系
领域中实现政府与非政府主体合作共赢式的供给机

制，在我国养老体制中形成“１＋１＋１大于３”的机
制。信息技术时代可以全面运用现代科技推动养老

事业发展，实现智慧养老“互联网 ＋”养老模式［１３］，

将社会、家庭、医院、政府和服务业信息整合为一个

“五网”信息数据库，使资源和信息及时迅速地无限

交流，同时可以利用“互联网 ＋”针对上面提到的引
入第三方对行业服务质量有效监督，针对养老服务

质量建立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合作评估制度，促使社

会养老有序、高质、高速发展。

四、结束语

我国面临着诸多严峻的老龄化问题，老龄化人

口规模持续扩大、高龄化老人快速增加、失能老人持

续增加、老年群体养老刚性需求持续增长等日益严

重，随着城镇化、市场化的纵深发展，我国的社会养

老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发展前景，社会养老产业有着

很大的市场需求。但是我国社会养老的供需问题突

出，结构性问题也很严重，严重影响着我国社会养老

发展的进程，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供给侧改革处于发

展初期，许多制度机制发展不完善，在许多方面仍需

要很大的改善。社会养老供给侧改革有效应用与发

展，实现幸福圆满的“老人梦”，是社会发展的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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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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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下，政府对高等教育资金投入的不断增加推动了高等教育
规模的持续扩张，对于城市蔓延有何影响？针对这一问题，以郑州市为例，采用统计数据分别测算城

市扩张蔓延指数、高等教育发展情况、基础交通水平、房地产投资情况、房地产价格指数，进行回归分

析，结果表明：郑州市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对郑州市的城市蔓延具有推动作用，它们之间存在着协同效

应。最后提出了抑制城市蔓延的政策建议：提升高等院校教育质量，科学合理地进行城市规划，综合运

用多种措施改善基础交通状况，加大市区房地产投资力度和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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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城市蔓延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是城市

化地区失控扩展的表现，使原本集中在中心区的城

市活动逐步扩散到城市周边，呈现出低密度、区域功

能单一和高度依赖于交通工具的城市空间形态特

点。随着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的规模、经

济的发展状况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影

响。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是人群逐渐向城市集

聚，产生了对教育的强烈需求，而政府经济综合实力

的增强，促使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增加，尤其是在高等

教育方面。同时，高等教育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当

地经济的发展水平。高等院校规模的扩张为城市发

展输送了越来越多的高层次人才，他们极大地促进

了产业的升级发展，高层次人才数量的增多为城市

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型提供了人才支

撑，也为城市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这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关于城市蔓延，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卡尔索普、富尔顿［１］认为通过集约化策略，比如增

大已有区域的住房密度、提高已有设施的利用效率

等手段可以有效抑制城市蔓延。孙三百、万广华［２］

分析了城市蔓延对居民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农村地区的居民平均福利水平明显高于老城区和城

郊，而福利不均等程度最高的是城郊。秦蒙、刘修

岩［３］通过实证分析证实城市蔓延不利于生产效率

的提高，当前我国城市内部还普遍存在着空间集聚

的经济效应。程玉鸿、卢婧［４］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对

城市蔓延理论的梳理，将城市蔓延概括为城市蔓延

是基于私家车普及背景下，发生在城市边缘地带，城

市空间向郊区高速度、低密度的扩展，使得城市建设

用地的增长速度超过同期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由

此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环境影响的城市空间增长

形式。秦蒙、刘修岩、李松林［５］认为中国的城市蔓

延具有特殊性，他们从土地财政和区域竞争的维度

分析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影响城市蔓延的深层

机制，得出地级市之间的竞争、同一地级市内部辖区

的竞争是推动中国城市蔓延的主要因素。王家庭、

张邓斓、孙哲［６］认为私家车消费不断扩展了城市的

边界，显著加剧了城市蔓延，应控制特大城市的小汽

车消费数量，优化公共交通系统。王家庭、谢郁［７］

认为房价上涨、城市化水平、工业发展水平、通勤成

本、居民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显著影响了城市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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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８］认为城市蔓延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城市化率、

经济发展速度、城市规模和交通通达性。城市蔓延

使原来集中在市中心的城市活动范围扩散到城市外

围，城市形态呈现出分散化、低密度和严重依赖于汽

车交通的特点，城市发展呈现出失控与蔓延的现象。

关于高等教育与城市发展关系的文献研究则较

少。胡茂波、史静寰［９］认为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与城

镇化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受到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国

民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在全国呈现

出变化期高度重叠的同方向变化，在省域呈现出高

程度的差异，并且东部、中部协调度低于西部、东北

地区。刘忠京、王毅［１０］通过实证分析得出高等教育

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属于追随型的协同模式，并呈

现出区域非均衡的特点，经济发达地区的协同性较

高。

目前，对于高等教育与城市蔓延之间关系的研

究成果有限，很多细节性问题还没有进行深入的分

析，基于此，本文拟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以中部城

市郑州市为例，采用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共１５年的统计
数据，通过计量模型研究高等教育规模和城市蔓延

之间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

（一）政府政策引导和高等院校郊区集聚促使

城市蔓延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四个直辖市和

各省的省会城市为核心。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各经济圈实力逐步增强，教育成了各级政府越来越

重视的投资领域。政府教育支出的不断增加，高等

院校规模的逐渐扩大，在校学生的增多带来了校园

占地面积的不断扩张，而那些位于市中心的高等院

校的扩展空间越来越小。政府为了给市中心的发展

留有足够的余地，同时也为了高等院校集聚起来便

于集约化管理和进一步扩大规模，纷纷将高校整体

或者高校的新校区迁移至郊区，比如郑州的龙子湖

大学城和北部大学城。政府的政策倾向使得城市版

图进一步扩张，高校迁移到郊区后带动了周边商业

的发展。同时，由于市区逐渐增加的生产成本和竞

争压力使得一些企业纷纷往郊区迁移。尤其是高新

技术企业，为了加强与高等院校的协同性，纷纷在郊

区择地建厂。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城市的边界逐

渐向外扩张，促进了城市蔓延。

（二）高等教育通过促进产业发展以推进城市

蔓延

发达国家的城市蔓延进程表明，产业的发展与

城市的蔓延之间存在着协同效应。产业规模的扩大

对土地资源有着强烈的渴求，带动了城市边缘区的

扩展，推动了城市蔓延。产业规模的扩大、产业结构

的调整升级都需要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的集聚。而

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恰恰可以提供这些要素。高等

教育培养了大量的高层次人才，为产业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高等教育阶段的专业化培养使得劳动者的

知识和技能得到大幅度提升，增强了自身的竞争力，

工作效率高，有一定的创新能力，比较能适应城市日

益细分和专业化的工作需要，也比较向往大城市的

高工资，所以向大城市集聚。城市人口密度的不断

加大，土地财政加上新增人口对于住房的大量需求

带来房地产住房出售价格的不断增加。与此同时，

高等教育人群由于自身有较强的工作竞争力，工资

水平也在逐年稳步提高，也开始逐步追求更高品质

的生活。市区拥挤的人群，拥堵的交通，高企的房价

和自身对于高品质生活的向往，越来越普及的私人

汽车和更加便捷完善的城市交通体系，促使越来越

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选择在郊区定居，促使城市边

界逐步扩大，导致城市蔓延。

三、实证检验

（一）数据选取

从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中选取

郑州市的市辖区面积、常住人口数、建成区面积、高

校在校生人数、道路面积、住房均价、房地产投资额

等作为基础数据进行处理。

（二）理论模型

为了研究郑州市高等教育规模与城市蔓延之间

的相关性问题，本文基于王家庭、臧家新［１１］的理论

模型：

Ｚ＝Ｋ／（１＋ＫｑｅＹｌｎｐ） （１）
其中：Ｚ为郑州建成区面积代表城市蔓延指标，

Ｋ为常数代表上限容量，ｑ为常数，Ｙ代表每年的经
济发展水平，ｐ为常数。

（三）计量模型

通过对中国城市发展、城市蔓延的理论分析，可

以发现郑州的城市蔓延应主要受到来自城市规模、

收入水平、高校规模、交通状况、房地产市场等方面

的影响。据此，本文构建了以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

分析：

ｌｎＳＩ＝β０＋β１ｌｎｅｄｕ＋β２ｌｎｒｏａｄ＋
β３ｌｎｈｐ＋β４ｌｎｈｉ＋ε （２）

模型当中各变量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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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被解释变量
ＳＩ＝（（ｓｉ－ｓ０）／ｓ０）／（（ｐｉ－ｐ０）／ｐ０） （３）

式中ＳＩ代表郑州市的城市蔓延指数，ｓｉ和 ｓ０分
别代表郑州市第 ｉ年当年的建成区面积和基期
（２００２年）年份的建成区面积，ｐｉ和 ｐ０分别表示为
当年郑州市辖区年末人口数和基期（２００２年）郑州
市辖区年末人口数。

２．解释变量
（１）ｅｄｕ代表受高等教育的规模，采用郑州市辖

区每万人中受到高等教育的在校生人数计量，预计

该指标将显示出高等教育规模与郑州市的城市蔓延

正相关。

（２）ｒｏａｄ代表基础交通状况。通过计算郑州市
辖区人均道路面积来代表城市基础交通发展水平。

城市基础交通发展的程度直接关系到城市居民的日

常出行和活动范围，进而影响到整个城市商业、企业

的选址和空间布局，良好的基础交通状况所带来的出

行便利，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展居民的生活空间，最

终导致城市蔓延。根据理论分析基础交通水平的提

升将会对郑州市的城市蔓延产生显著的正相关性。

（３）ｈｐ代表郑州市住房出售价格。过高的房价
会给人们带来沉重的生活压力，促使人们偏向于选

择居住在郊区以减少生活成本。由于土地供给刚性

和土地财政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的住房出

售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作为中部省会城市的郑州市，

房价更是高企，过高的房价促使居民不断向郊区搬

迁，使得城市范围逐渐外扩，促进了郑州市区向郊区

的蔓延。

（４）ｈｉ代表郑州市房地产投资额。自２００２年
以来，房地产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

房地产投资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柱产

业。近些年郑州市的房地产投资额逐年上升。房地

产投资额的大规模增长有力地促进了郑州市的经济

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大。预计该指标将显示房地产

投资额与郑州的城市蔓延正相关。

（四）计量结果分析

将各个统计数据带入计量模型中进行分析得到

回归结果，验证高等教育规模与郑州的城市蔓延正

相关。

１．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将会促进郑州的城市蔓
延，其在９５％的置信区间内是显著的，每增加１单
位的高等教育规模将会促进城市规模扩张０．４４个
单位。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力推动了郑州的城市蔓

延。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将为城市的发展输送越来

越多具有高知识水平和高技术能力的优秀劳动力，

促进了产业发展。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市区

无法再承受高校向外扩张，高等院校在政府的引导

下开始外迁。高等院校的外迁也使得企业偏向于在

郊区建厂以增加与高等院校的协同性。高层次人才

由于消费观念升级，倾向于选择优质的生活居住环

境，在市区由于环境污染严重、交通拥堵等原因导致

居住环境逐步恶化的情况下，使得他们偏向于选择

郊区定居。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导致了城

市蔓延。

２．基础交通水平的提升是促进郑州城市蔓延的
主要因素。通过回归模型得出每增加１单位的道路
面积会促进郑州市的城市蔓延５．５个单位。越来越
多的道路，便利的交通状况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拓展

了生活空间，即使居住在郊区也不妨碍正常的生活，

在市区反而交通拥堵出行不便，使得人们越来越倾

向于选择在郊区定居。基础交通水平的提升导致城

市蔓延。

３．房地产投资额与郑州的城市蔓延负相关。房
地产投资额的增多反而阻碍了郑州市的城市扩张。

目前郑州市的房地产投资还是集中于郑州市区，向郊

区扩散不明显。随着市区房地产投资规模的扩大，使

得市区的居住条件不断得以改善和提高，减慢了向郊

区扩张的速度，抑制了郑州城市蔓延。而住房出售价

格的上涨则会显著推动城市蔓延，市区高企的房价使

得人们没有能力购买不得不选择在郊区定居，房价的

上涨加快了城市蔓延的速度。

四、政策建议

（一）提升高等院校教育质量

目前郑州市的诸多高校普遍重视学校规模的扩

大，过多关注自己有多少个校区、校园占地面积的大

小，怎样才能招收更多的学生而忽视了教学质量的

提升。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引导高校把重心转移到

提高生源质量、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上，推动高等院

校内涵式的发展，减缓高等院校在郊区的扩张速度，

抑制城市的无效率蔓延。

（二）科学合理地进行郑州城市规划

合理布局郑州市的城市功能，对城市发展实现

空间管制，不能盲目地进行城市扩张。在旧城改造

方面，改善居住、生活环境，降低建筑密度，加快生活

配套实施的建设，加大对公园、绿地建设和保护，使

市区成为适宜居住生活，交通便利，环境优美的理想

居住地。合理确定建设用地的范围、规模，引导城市

分期分区严格按照城市规划发展。引导郊区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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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特定的方向集聚，避免郊区低密度的发展。引导

企业在郊区建立符合郑州市地缘优势的产业园区，

促进城市有序、高效的发展。

（三）改善基础交通拥堵状况

限制小汽车的快速增长。截至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底，郑州市的小汽车保有量已经高达３０４万辆，居全
国第七位。目前，郑州市区的交通已经拥堵不堪，并

且小汽车的保有量仍在不断增加，这对交通、环境造

成了巨大的压力，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使得

一部分人选择在郊区定居。新建、拓宽道路会在一

定程度上刺激人们对小汽车的需求，使得道路更加

拥堵，这样就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导致城市无序蔓

延。因此，应严格限制小汽车的盲目、快速增长，大

力发展公共交通工具，加大对公交车、地铁、轻轨等

的投入，缓解市区交通拥堵状况，改善市区的空气质

量、生态环境，提高市民的生活品质，抑制城市蔓延。

（四）加大市区房地产投资力度和抑制房价的

过快增长

郑州市区还存在着大量可开发的空间，应结合

老城区改造，加大对郑州市区的房地产投资，合理规

划郑州市区的发展，适当提高容积率，降低建筑密

度，改善居住环境，有效遏制郑州市的无效率城市蔓

延。当然，降低房价，减缓房价的上涨速度，使得人

们有能力在市区居住，同样可以抑制城市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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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胡茂波，史静寰．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与城镇化协调发展
的进程及趋势［Ｊ］．教育与经济，２０１４（４）：１４－２０．

［１０］刘忠京，王毅．中国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同性
研究———基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Ｊ］．教育学术月刊，２０１６（９）：１０－１５．

［１１］王家庭，臧家新．高等教育、中等教育与城市蔓延：基于
我国３５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Ｊ］．教育与经
济，２０１７（４）：３－２５．

（责任编辑　吕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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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Ｔｈｒｏｕｇｈ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ｅ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ｃａｌ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ａｓ
ａｄｒｉｖ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ｓｐｒａｗｌ．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ｗｉ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ｃｕｒｂｕｒｂａｎｓｐｒａｗｌ：ｗｅ
ｎｅｅ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ｕｓｅｖａｒｉｏｕ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ｂａｓｉｃ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ｕｒｂａｎ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ｕｒｂ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ｈｏｕｓｉｎｇｐｒｉ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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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推进合宪性审查的理论和制度难题
———透过“概念”看问题

饶龙飞
（井冈山大学 政法学院，江西 吉安 ３４３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２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历史、逻辑与价值视域下的违宪概念研究”（１７ＸＦＸ００１）
作者简介：饶龙飞（１９７８—），男，江西南丰人，博士，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宪法学。

摘　要：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推进必将遭遇各种理论和制度难题。观诸学者所表述的、不同的合
宪性审查概念，我们可知合宪性审查主体、合宪性审查对象与合宪性审查依据是迫切需要学界乃至

政治家们解释和决断的三大难题。对于这些难题的解决不仅要求学术上的努力，更需要适时的政治

决断和权威的宪法解释。

关键词：合宪性审查；合宪性审查主体；合宪性审查对象；合宪性审查依据；理论；制度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０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５０－０６

　　“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
维护宪法权威。”随着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将“合

宪性审查”这一宪法学术语载入党的文件，其所具

有的重要意义及伴随而来的理论和制度问题逐渐为

人们所认识和热议。合宪性审查，是我国监督宪法

实施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维护社会主义法

制的统一，有助于监督和约束国家权力等公权力，有

助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有助于维护宪法的最高

法律地位、法律效力和法律权威。明晰合宪性审查

的意义固然重要，然而对其推进过程中将要遇到的

理论和制度难题有着清楚的认识并寻求政治上、法

律上的解决方案则更显得紧迫和必要。

一、合宪性审查概念的学说分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合宪性审查”以来，尽管

各位方家都在谈论合宪性审查，但在对合宪性审查

概念的表述上却存在不少的分歧，而这种分歧恰恰

隐含着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理论和制度难题。同

时，这些难题并非是现在才存在，其在宪法监督、违

宪审查、宪法实施等学说论述中早已存在，只不过至

今未达成共识而已。

概而言之，有关合宪性审查的概念表述存在如

下几种主张：（１）所谓“合宪性审查”，是指依据宪法

对法律文件是否符合宪法的要求所进行的审查。［１］

（２）所谓“合宪性审查”，通常就是指对宪法以下的
法律文件是否符合宪法精神进行审查，是宪法监督

的一种重要方式。［２］（３）合宪性审查是由宪法授权
的国家机关依据宪法对公权力的特定行为，包括立

法行为是否违宪进行判断的活动。［３］（４）所谓“合宪
性审查”，就是由有关权力机关依据宪法和相关法

律的规定，对于可能存在违反宪法规定的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国家机关履行宪法职责的行为进

行审查，发现违反宪法的问题，并予以纠正，以维护

宪法的权威。［４］（５）合宪性审查，简言之，就是依据
宪法精神、原则和规定，对法律文件及重大政策是否

符合宪法进行审查。［５］（６）合宪性审查，也称违宪审
查，一般认为是指对宪法以下的各类法律文件是否

符合宪法进行审查。［６］（７）所谓合宪性审查，是指根
据宪法，依循一定模式、规则和程序对立法、行政、政

党行为及其他特定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合宪性判

断。［７］（８）所谓合宪性审查，就是通过一定的制度机
制对立法和重大政策是否符合宪法精神、原则和规

定进行形式和内容上的审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的完整和统一，贯彻宪法效力，维护宪法

权威。［８］

·０５·



通观以上关于合宪性审查概念的八种表述，结

合既有的相关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推进合宪性

审查工作须着力解决以下三项理论和制度难题：

（１）合宪性审查的主体，即哪些主体享有合宪性审
查权；（２）合宪性审查的对象，即哪些类型的文件或
行为可接受合宪性审查；（３）合宪性审查的依据，即
合宪性审查主体依据什么标准对合宪性审查对象进

行审查。

二、合宪性审查主体：集中抑或分散

表面上来看，以上八种有关合宪性审查概念的

表述并未明显凸出论者在合宪性审查主体问题上的

分歧，且绝大多数表述（六种）在定义合宪性审查的

概念时也未明确由哪些主体承担审查职责，仅有两

种观点涉及了合宪性审查的主体，即“宪法授权的

国家机关”及“有关权力机关”。但即使是这些少量

的表述，也是模糊其词，我们从其所使用的词汇（如

“宪法授权”“有关”）是无法准确推知我国的合宪性

审查主体的。

如果我们承认监督宪法的实施暗含了合宪性审

查职权（或者说合宪性审查是监督宪法实施机制的

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根据现行《宪法》第６２条第
（二）项、第６７条第（一）项的规定，我国的合宪性审
查主体便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这一解释结论亦

是我国宪法学界的主流观点：“根据我国宪法规定，

我国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９］而且，此种学理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相

应政治文件和具体法律的支持。如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强调“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

度”时亦只是提及了“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

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并未涉及其

他国家机关在监督宪法实施中的地位和角色。在具

体法律方面，《立法法》（２０１５年修正）第９９条、第
１００条的规定也只是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合宪性与合

法性审查，同样未规定其他国家机关的合宪性审查

职责。

有不少学者主张我国的合宪性审查主体不限于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应包括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国务院甚至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如有学者认

为：“上述一系列条款（指《宪法》第５８、６２、６７、９９、
１００、１１６条，引者注）规定表明，我国违宪审查的法
定机构是我国的立法机关（包括地方各级人大及其

常委会）。”［１０］另有论者则主张，享有改变或撤销权

的主体（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国务

院、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县

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引者注）是行使我国违

宪审查权的机关。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是一种以国

家权力机关为主体的行政层级关系审查模式。［１１］

当然，这些非主流见解并非是纯粹的个人臆测，

其观点或主张的提出亦有相应的宪法文本基础。以

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合宪性审查权为例，我国《宪

法》第９９条第１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

和执行”。有学者据此认为，保证宪法实施“就必须

拥有一定的违宪审查权。否则，要保证宪法的实施

会流于形式，成为空话。”［１２］“监督宪法实施、纠正

和制裁违宪行为，显然是‘保证’的重要手段；没有

‘监督’，怎么去‘保证’呢？”［１３］４３很显然，这些论者

的逻辑是：要保证宪法实施，就必须享有合宪性审查

权（或者说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没有合宪性审查

权，就不能完成宪法所赋予的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但是，这样的逻辑能够成立吗？我国宪法序言第１３
自然段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

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

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

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此处的“保证”又应作何

解呢？如果我们承认宪法序言具有法律效力，那么，

按照上述逻辑，则“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

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

都可以主张其享有合宪性审查权，否则，就无法完成

宪法所赋予的“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了。可见，上

述宪法理解和逻辑推论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宪法中的“改变或撤销”条款也是推论其

他主体享有合宪性审查权的重要依据。如《宪法》

第８９条第（十三）（十四）项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
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

示和规章以及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

定和命令。而第９９条第２款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撤销”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另外还有第１０４
条、第１０８条等条款规定了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改变或撤销”权。在有的学

者看来，国务院等行政机关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享

有的“改变、撤销”权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改变、

撤销”权并无实质不同，实质上包括了宪法监督的

主要内容。［１３］４４而更多的论者则是从“改变或撤销”

权行使的缘由即“不适当”的涵义维度论证享有改

变或撤销权的主体是我国违宪审查机关的，如“县

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认定决定、命令、决议

等‘不适当’的标淮之一就是同宪法相抵触。从此

意义上也可以认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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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依现行宪法的规定享有在本行政区域内的违宪审

查权。”［１４］但是，此种论证亦存在与之相异的观点。

如翟小波博士认为：“‘不适当’包括‘违宪’。该说

法值得商榷。法典用词不能在日常含义上理解，它

们被赋予了专门含义。宪法关于法源正当性的评

价，在对法律以下法源使用‘违宪’标准的同时，又

独立使用‘不适当’标准，这表明，‘不适当’和‘违

宪’是不同的。”［１５］

由上述可见，尽管学术界一直在借鉴域外制度

和经验的基础上寻求改革和完善我国违宪审查模式

的方案，但是，诸多学术努力往往忽略了改革和完善

的基础，即现行宪法究竟规定了哪些合宪性审查主

体。如果仅仅只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合宪

性审查职权，那么，我们可以说我国实行的是“集中

式”的违宪审查模式；如果承认国务院及县级以上

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亦享有合宪性审查

权，那么则可以得出我国违宪审查模式是“分散式”

的结论。无论是何种改革和完善方案，都必须建立

在明确的、无疑义的现行体制基础上，否则，无异于

缘木求鱼。所以，在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方面，首要

的就是必须明确合宪性审查主体的范围。因为只有

主体明确，合宪性审查的职责才明确；只有主体明

确，合宪性审查的程序设计方案才会有所依托；①只

有主体明确，合宪性审查对象的框定才具备了一项

重要的依据（详见下述）。

三、合宪性审查对象：“乱象丛生”

相较于合宪性审查主体方面的学说分歧，合宪

性审查对象方面的学者论说可谓是“乱象丛生”，这

从以上八种关于合宪性审查概念的表述就可窥一

斑。“法律文件”“宪法以下的法律文件”“公权力的

特定行为”“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国家机关

履行宪法职责的行为”“法律文件及重大政策”“立

法、行政、政党行为及其他特定行为”“立法和重大

政策”等均成为合宪性审查对象的“代名词”。但从

这些代名词中我们根本无法准确地获知我国合宪性

审查对象的精确范围：“法律文件”是否只限于《立

法法》所承认的法源性文件，抑或包括那些在法律

实践中虽非法源但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其他规范

性文件”（《行政处罚法》第１４条）？哪些国家机关
履行宪法职责的行为属于合宪性审查对象？哪些主

体制定的、涉及何种内容的政策可称得上“重大政

策”？特定行为又是指称哪些行为？诸如此类的疑

问，均是我们在理解这些概念时必然产生的。也许

基于概念定义的需要，我们无法用更精确的词汇来

表述合宪性审查对象。但是，在其他论域内，我们是

否可对合宪性审查对象的范围达成共识呢？答案仍

然是否定的。

如在违宪主体论域内②，关于普通公民是否具

有违宪主体资格，就存在截然不同的主张。肯定论

者认为：“违宪不但指国家的法律、命令、行政措施

和法规同宪法的原则或内容相抵触，而且指一切国

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

业组织，以及一切公民（包括普通公民、国家领导干

部和一般干部）的行为与宪法的原则或内容相违

反。”［１６］否定论者则主张：“只有掌握公权力的公

共、准公共机关或组织才能成为合格的违宪主体，普

通公民尤其是处在公权力相对人地位的公民绝对不

可能是违宪的主体。”［１７］而这些不同的学理主张，同

样是以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为论证依据的。如承认

普通公民是违宪主体（从另一角度看就是承认公民

的行为可以成为合宪性审查对象）的学者即是以我

国宪法序言第１３自然段第２句（前已引述）和第５
条第３、４、５款以及第５３条的规定为依据论证普通
公民亦具有违宪主体资格的。［１８］③

其实，无论是在分析合宪性审查对象抑或探究

违宪主体范围时，论者们往往忽略了合宪性审查主

体与合宪性审查对象或违宪主体之间存在着相互制

约的关系。如刘松山教授主张在实践中违宪的主体

远不止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还包括中国共产党

的组织及其领导人、民主党派的组织及其领导人、政

治协商会议这一统一战线组织以及其他重要的社会

团体、事业单位等。但这些主体实施的违宪行为如

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审查和追究，则面临着

“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的尴尬。［１９］因为，“按照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体制，人大及其常委会只能监督

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的那些国家机关，而

按照宪法的规定，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以及社

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都不属于国家机构的体系，

所以，是否可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去监督它们

的违宪行为，的确是值得深加研究的。”［２０］由此种观

点可见，如果我们承认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

有合宪性审查权，则能够成为合宪性审查对象的便

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决定产生的国家机

关及其相应的国家工作人员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

所实施的行为；而如果主张我国的合宪性审查体制

是上述的“分散式”，则国务院、县级以上地方国家

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行使“改变或撤销”权的对象

便均属于合宪性审查对象。

当然，以上只是合宪性审查主体制约合宪性审

查对象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合宪性审查对象或违宪

主体范围对合宪性审查主体的制约：如果我们承认

执政党和民主党派的组织是违宪主体，有可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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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宪行为，则必须在现行的国家机关负责合宪性审

查体制（无论是集中式还是分散式）之外设置能够

追究此类主体违宪责任的合宪性审查组织，否则，其

将面临“合宪性审查主体缺位”的尴尬。而这在政

治实践中已经有了相应的做法，如根据２０１２年７月
１日开始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备案规定》第２条、第７条第（二）项的规定，中央
办公厅须审查报送中央备案的如下党内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在履

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可以反复适

用的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文件，包括贯彻执行中

央决策部署、指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涉及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文件。

但是，这种国家机关之外的合宪性审查机制如何与

宪法规定的合宪性审查体制相融合、实现某种“联

动式”审查，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重大政治和宪法课

题。

事实上，就合宪性审查对象而言，如果我们能够

暂时抛开理论争议，仅仅围绕《立法法》第９９条的
规定，并借助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正将“法律委员会”

修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这股“东风”，推动全国

人大常委会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

行条例的合宪性审查，“积跬步以致千里”，我国的

合宪性审查工作必将上一个新台阶，宪法实施也必

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四、合宪性审查依据：“问题一箩筐”

即使我们能够达成如上最低限度的共识，即将

合宪性审查主体限定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合宪性

审查对象限缩在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

单行条例，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也只能说“向前迈

进了一小步”。在合宪性审查的论域中，审查的依

据与审查的主体和对象共同构成了合宪性审查的三

大问题。［２１］甚至有的论者提出：“违宪审查首先要解

决的前提问题是‘违宪审查’中的‘宪’是指什么，也

就是相关机构实施违宪审查的依据。”［２２］２９毋庸赘

言，合宪性审查的依据当然是宪法。但是，这种回答

却无法掩盖这样两个问题：其一，宪法的内部构成要

素即宪法精神、宪法原则和宪法规定的具体内容是

什么？在适用于具体个案时，三者是否存在一定的

位阶或顺序？虽然前引部分学者对合宪性审查概念

的界定使用了“是否符合宪法精神”“依据宪法精

神、原则和规定”“是否符合宪法精神、原则和规定”

等表述，但却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其实，他们也不可

能回答，因为基于简约、概括的要求，概念的定义是

不可能回答与该概念相关的所有问题的。其二，宪

法的外部表现形式即宪法惯例、宪法性法律、宪法解

释等宪法渊源是否均能作为合宪性审查依据呢？此

外，作为成文宪法典有机组成部分的宪法序言是否

具备合宪性审查依据资格呢？当然，对于这些问题

学界都进行了或详或略的研析，但尚难谓已达成基

本的共识。鉴于笔者在他处已对第二个问题作了较

为详尽的论证，④以下试以宪法原则为例来说明上

述第一个问题。

学界一般认为，宪法原则是判断受审查对象是

否符合宪法的重要依据或标准。“以违宪审查的依

据为标准，违宪审查可分为依宪法条文的审查和依

宪法文件精神或者一般原则的审查。”［２３］６０而从比较

法的视角来看，宪法原则的合宪性审查依据地位依

然可被证成。如在英国，其“宪法的基本构成包括

三个部分，即宪法性法律文件、宪法判例和宪法惯

例，可作为英国违宪审查依据的是英国宪法的基本

原则（主要包括议会主权原则、法治原则、权力分立

原则，引者注）和宪法性法律文件。”［２２］５８在日本，

“法院在进行宪法判断时，除了要依据宪法规定进

行宪法判断外，还需要根据隐含在宪法条文中的或

者是在实践中被遵循的宪法原理和宪法价值，对进

行违宪审查的事项作出必要的宪法判断。”［２４］⑤

适用宪法原则进行宪法判断的一个重要前提便

是识别出一国之宪法究竟规定或蕴含了哪些宪法原

则。非常遗憾的是，我国学者对中国宪法规定或蕴

含了哪些宪法原则，至今并未达成基本的共识。经

过不完全的梳理，我们可发现存在如下几种主张：

（１）“四原则说”。该说主张我国宪法规定的宪法原
则主要包括以下四项：宪法地位的至上原则、人民主

权或人民民主原则、法治原则、人权原则。［２５］（２）
“五原则说”。秦前红教授认为中国宪法的基本原

则包括人民主权原则、政党主治原则、法治原则、基

本人权原则和权力制约原则。［２６］王磊教授则从法的

角度而非政治的角度提出：“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

应当是宪法至上、保障人权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民

代表大会制、人民民主专政、单一制”。［２７］（３）“六原
则说”。汇集了国内十几位顶尖宪法学家参与撰写

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的《宪法学》一书对我国现行宪法的基本原则的内

容作了更为权威和正式的解读。该书认为我国现行

宪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原则、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民主

集中制原则、权力监督与制约原则、法治原则。［２８］事

实上，只要我们广泛地阅读，绝对会使有关宪法原则

范围的学说主张的梳理名单不断地延长。

如果我们暂时搁置歧见，就宪法原则的范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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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共识，是否就意味着适用宪法原则进行宪法判断

的难题就不存在了呢？回答依然是否定的。因为在

宪法的内部构成要素中，还存在宪法规则和宪法精

神。这三种构成要素在宪法判断中处于怎样的位阶

关系？高位阶的规范在适用上一定就先于低位阶的

规范吗？简单、断然的解答肯定是不可行的。以宪

法规则和宪法原则的关系为例，有论者提出：“具体

宪法规则在特殊情况下的适用会导致在根本上违反

宪法基本原则所体现的宪法精神。此时，宪法的适

用者便可依据宪法基本原则对具体的宪法规则加以

变通适用，以求得个别正义的实现，而不是机械地、

僵化地去满足具体宪法规则的要求。”［２９］相较于这

种较为缓和的“变通适用论”，有的学者提出了更为

激进的“撇开论”：“由于宪法规范具有明显的抽象

性、概括性，许多条文都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当有

权机关做出违宪判断时，就不能单纯地依照宪法的

某条条款。此外，由于宪法判断在许多情况下都是

现实政治性的判断，所以不能也不必要依据宪法的

特定的条款和语句。这就有必要通过对宪法条文的

引申解释，或者干脆撇开宪法的规定，直接从所谓的

‘一般原则’做出宪法判断。”［２３］６１区别于以上“变通

适用”宪法规则和“撇开”宪法规则的论点，有的论

者提出：“判断一个普通法律是否违宪，首先要审查

该普通法律在具体规定上是否违反了宪法文本的强

制性规定，如果该普通法律中明确出现了违反宪法

文本规定的条款，那么自然可以认定其无效，而无须

诉诸宪法原则与宪法精神。”只有在例外情形下，才

可诉诸宪法原则来“对时过境迁的宪法条文重新解

释”，或者“对这两个完全相反的宪法条文作择优选

择。”［３０］于此，笔者并不想对这些观点进行辨析，以

探求其合理性。仅是以此说明：在以宪法原则为依

据进行宪法判断时，不仅需解决一国宪法规定的宪

法原则范围及内容，还须解决其与宪法精神、宪法规

则这些内部构成要素在适用上的位阶关系，以谋求

具体宪法判断的可接受性和合理性。

可以说，以上所论仅是以合宪性审查概念表述

中存在的分歧为引，概括、梳理出合宪性审查推进工

作将会碰到的三项理论和制度难题，并未进行深入

的论证和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然而，在某种意义

上，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意义同样重要。“在科

学研究中，问题的提出往往比问题的回答更加艰

难。”“正确地提出问题至少与寻找符合事物本质的

（‘正确的’）答案一样重要。”［３１］提出推进合宪性审

查工作中至少存在合宪性审查主体、对象和依据这

三项理论和制度难题，将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精准，并

发挥“以点带面”的效果，推动其他合宪性审查问题

（如合宪性审查程序、方法等）的提出和解决。但我

们须保持清醒的是：合宪性审查中的难题不能仅依

赖于学术上共识的达成，有些难题（如合宪性审查

主体和合宪性审查对象）及其解决是学术上无法解

决或无法更好解决的，其更需要政治方面的决断和

权威机关的解释。

注释：

①显而易见的是，由司法机关或专门机关承担合宪性审查职
责，其适用的合宪性审查程序必然不同于行使合宪性审查

职权的代议机关。即使均为“法院”，美国普通法院适用

的合宪性审查程序亦与德国宪法法院适用的合宪性审查

程序具有较大差异。

②能够接受合宪性审查的对象，其主体便是违宪主体；而违
宪主体实施的行为或制定的文件，亦肯定是合宪性审查对

象。何华辉先生的如下论述即可佐证合宪性审查对象与

违宪主体两个概念在功能上的相似性：“宪法的监督实施

包括审查法律、法律性文件的合宪性，审查国家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和全体公民的行为的合宪性，解决国家机关之间

的权限争议等内容。”参见何华辉：《何华辉文集》，武汉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７９页。
③《宪法》第５条第３、４、５款：“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
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

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

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 ５３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

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

重社会公德。”

④参见饶龙飞：《论宪法序言的法功能》，《贵州警官职业学
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６期；饶龙飞：《论宪法惯例的宪法审查
依据资格》，《唐山学院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２期；《论违宪审查
依据的范围———以宪法渊源为参照》，《贵州警官职业学

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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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行政决策法制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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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行政决策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环节，良好的决策制度是政府推进依法决策
活动的重要保证。分析了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行政决策制度本身和落实方面存在的问题，结

合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方针要求及民族地区特征，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构建行政决策制度的原

则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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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践行着民族平等、团
结和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各民族无论人口多少、

经济发展程度高低，其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均能在

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得到尊重，各民族群众

在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方面均享有同等的

权利与义务。同时，为了扶持少数民族人民群体的

发展，国家还颁布施行了针对少数民族群体的一系

列优待政策，如何让这些国家政策能够根据社会的

发展变化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落于实处，往往需

要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管理决策行为来实

现。因此，处理好少数民族地区政府依法决策问题

对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政治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具有

重要意义。

一、少数民族地区政府依法决策现状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方面明确提出了“健全

依法决策机制，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

力的权力运行机制”的要求，可见依法决策、建立

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已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我国许多地方政府为规范

其行政行为，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制定了本地区

的行政程序规定，越来越多的地区将行政决策纳

入程序规范的范围，这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所体

现，比如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制定的《凉山州

行政程序规定（试行）》就将行政决策程序进行了

专章规定。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主持的地方法治

政府评估工作将行政决策作为评估政府法治水平的

重要指标之一。该评估工程选出国内１００个地方政
府作为调查对象，其中涵盖了我国５个少数民族自
治区首府所在地地方政府及部分少数民族群众聚集

度较高的非自治区地方政府。这些地区的政府行政

决策工作开展情况可视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

府在该方面工作的缩影。

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法

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以及国务院
正在制定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对行政

决策工作方面提出的要求，评估者分别从决策的合

法性、科学性、民主与公开程度以及事后追踪机制方

面对行政决策进行衡量评估。调查结果数据显示，

从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在
行政决策方面的得分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是整体上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较为落后，２０１７年只有广西
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和少数民族群众聚集度较高的贵

阳市政府的行政决策制度完备程度及实施情况达到

了全国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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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７年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行政决策评估结果

城市
是否为民族

自治地区

得分

（满分１００分）

全国排名

（共１００名）
呼和浩特 是 ６５ ８０
乌鲁木齐 是 ４２ ９８
银川 是 ７７ ３４
拉萨 是 ３０ １００
南宁 是 ９５ １
喀什 是 ３７ ９９
玉林 是 ７０ ６０

齐齐哈尔 否 ６８ ６６
兰州 否 ６４ ８１
贵阳 否 ８６ ７
西宁 否 ６８ ６６
昆明 否 ８０ ２１

　　注：以上数据均来自于由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编写的

《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２０１７）》

目前，无论是民族自治地区还是少数民族聚集

度较高的非民族自治地区，地方政府在依法决策方

面大多已通过制定专项规定、在相关行政程序规范

中设立专章或制定单独条款的形式作出规定，但许

多地方政府的规定过于简略笼统，在审查主体的设

定、审查范围的划分、审查程序的确立等方面都不够

明晰，导致行政决策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同时，

根据《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对
政府重大决策工作明确提出的集体决策、公众参与、

风险评估、专家论证等方面的要求，在少数民族地区

地方政府行政工作中依然有待落实。

二、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行政决策制度现存问题

分析

当前，在全国范围内少数民族地区政府依法决

策制度构建仍不完善，现有制度的落实情况不容乐

观，政府决策作为上游行为处理不当无疑会引起后

续行政行为执行不畅，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政府重大决策事项往往关系民生根本，少数民族地

区民族发展的特殊需求必然要有具备民族地方特色

的政府决策制度做支撑，因此，构建符合少数民族地

区发展实际需求的政府依法决策制度势在必行。

（一）合法性审查制度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要求：“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
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

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

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保证法

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

积极作用。”据此，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应当建立

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制度，并且要以重大决

策专家论证制度为落实保障途径。合法性审查该制

度的确立是政府决策正当性、合法性的重要保证，是

依法决策的核心要求。当前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地

区地方政府均确立了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但

是确立形式有所不同，制度规范设置详细程度差异

较大，规范条文质量参差不齐，许多基层政府组织的

合法性审查规范条文是比照上级机关照搬而来，没

有结合本级政府机关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缺乏本土

性和可操作性。

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负责合法性审查工作的

职能部门是政府法制办，该部门承担着政府行政复

议、行政诉讼、政府文件及决策合法性审查、本级政

府及各机关执法人员培训等工作，工作任务量较大，

但人力配备不足，笔者走访多处少数民族地区市、县

级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往往只有五六个人，这与其

承担的工作量是明显不成正比的。政府负责行政决

策合法性审查的职能部门的专业人员严重不足，必

定会对合法性审查的质量产生消极作用。

根据《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

律师制度的意见》要求，“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听取法

律顾问的法律意见而未听取的事项，或者法律顾问

认为不合法不合规的事项，不得提交讨论、作出决

定”。当前，各级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均聘请了

政府法律顾问，大多数为当地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制

办在对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时一般也均会征求

政府法律顾问的意见。但是该制度的执行情况往往

流于形式，一方面由于被聘顾问并非政府工作人员，

时间及工作精力投入有限；另一方面对于顾问的聘

任往往没有严格的任职条件限制，且由于聘任数量

有限，政府法律顾问所擅长的业务领域并不能完全

涵盖政府公共管理的方方面面，这就会使出具的法

律审核意见质量大打折扣。同时，在合法性审查过

程中，政府机关更重视普通法规定，未能充分利用国

家对民族自治地区的特殊政策，没有切实发挥出民

族自治权的优势。

（二）听取公众意见制度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要
求，“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应当广泛听取意见，与利害关

系人进行充分沟通，并注重听取有关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人民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意见”。据

此，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应当建立重大行政决策

的听取公众意见制度，这是少数民族群众直接参与

社会治理、表达个体化诉求意见的重要途径。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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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建立了该项制

度，但是仍然存在以下三方面的缺陷：第一，许多地

方政府的听取公众意见制度规定过于简单，很多地

方政府只提到了听取意见的范围、方式，而对具体的

听取程序没有规定，这将导致政府自身不能统一、有

规律性地按照既定程序模式组织开展听取公众意见

活动，操作随机性较大，并直接导致群众不能规律性

地把握参与该项制度的时间、流程，而使得该项制度

在本地区建立不起群众基础，导致参与率低下而失

去意义；第二，政府选取参与听证群众的途径不规

范，有时政府为了完成该程序，而随机组织群众参与

听证，这些群众对待决策事项既无事先准备，又没有

实质性的意见，而真正直接受该项政策实施影响的

群体却没有机会发声，使得此项制度流于形式，形同

虚设，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第三，听取公众意见制度

不够透明，少数民族地区市、县两级政府的公众参与

平台搭建不够完善，也缺乏宣传，很多群众不知道公

众参与平台的存在，对于群众在该平台上广泛参与

讨论的事项和集中度较高的意见未能及时公开解释

说明，也没有反馈意见采纳情况的信息。

（三）重大决策风险评估制度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要
求，“建立行政决策咨询论证专家库。对专业性、技

术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应当组织专家、专业机构进行

论证，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该

项制度的建立是政府决策质量与实施效果的科学保

证。一个好的想法不一定能取得好的实施结果，必

须要经过科学严密的论证，评估其投入与收益、社会

效益，设计出适应本地区发展情况的实施方案等，这

才能成为理性的决策。如果忽略决策的经济风险、

环境风险必定会直接损害群众利益，严重影响地区

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地处偏

远，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

务类的大型项目亟待推进落实，但同时，这部分地区

人才资源紧缺，论证专家库的建立有难度，需要中央

或经济发达地区政府的扶持。当前，我国少数民族

地区政府在做决策风险评估时通常与公众参与制度

结合，通过听取民众意见来估量社会稳定风险，而常

常忽略经济与环境方面的风险。大部分群众参与决

策的讨论一般只从自身的权益角度出发，加之少数

民族地区群众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缺乏专业科学

知识与经验，在重大事项的科学性方面鲜能提出有

价值的意见，因此政府对于风险的把控必须借助行

业专家的力量。

（四）重大决策公开制度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要求，“各级政府应当实行重大决策预公开制度，涉

及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重要改革方

案、重大政策措施、重点工程项目，除依法需要保密

的外，在决策前应向社会公布决策草案、决策依

据”。该项制度的确立是对公众参与制度的反馈，

告知群众关于政府重大事项决策的结果及理由，使

群众知道自己的意见有没有被采纳及原因。此项制

度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推行较好，但是在落实方面

依然存在信息公开不及时、公开内容随机化、信息不

详实不系统的情况。

（五）决策追踪及责任追究制度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要
求，“决策机关应当跟踪决策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

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国务院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要求在项目

决策后，政府应继续公开项目推进和落实情况。该

制度的确立是“阳光政务”的必然要求，政府受党和

人民的委托管理国家，“政绩”不是在领导者晋升时

才拿出来秀的榜单，而是要时刻接受党和人民群众

的监督，是不是成绩要经过人民群众的评判。我国

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对该制度的规定大多一笔带

过，使得决策后施行的反馈信息无法及时完整地公

开供群众查询，决策项目的推进情况、实施效果群众

难以知晓，为决策者提供了掩盖工作失职、逃避责任

的机会。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许多民族

群体居住地较为偏远，与外界相对隔离，获得信息渠

道较为单一，因此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更应当确

立专门的高效信息传递渠道，确保群众能够及时获

得有关政府决策项目的反馈信息。

三、完善少数民族地区政府依法决策制度的对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民

群众期待更加优质的政府公共服务，期待表达对本

民族的发展愿望，希望能够参加到民族地区的管理

活动中去，为本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方面

的建设建言献策。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

大环境下，政府作为决策者，在人民群众参与、监督

之下进行依法决策，能够充分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群

众的发展利益，因此不断完善政府依法决策制度，消

除影响政府依法决策的障碍，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政

府依法决策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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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数民族地区政府依法决策制度构建的

原则

原则是制度规划与落实过程中坚守的准则。笔

者认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府依法决策制度的设

计与落实应该在一定原则指导下进行。

１．合法性与合理性相结合原则
在依法治国的国策下，对地方政府行政决策的

首要要求就是要依法进行。一方面，制定决策规则

的活动要依法展开，即制定主体、内容、程序合法，以

法的形式明确界定需要按照行政决策程序开展决策

活动的事项范围，为政府的决策行为提供指引，这是

政府依法决策的行为标杆；另一方面，政府行政决策

要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本地区的行政决策法规

要求进行，使类似的行政管理事项按照同样的标准

经历同样的决策程序，促进决策事项之间的公平。

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在制定和落实决策制

度的过程中应当充分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从本

民族发展利益出发，在不损害国家、社会整体利益的

情况下，设计出符合当地民情的决策规则，包括决策

内容范围界定合理、程序可操作性强、各项规则间协

调性良好、便民等等。决策规则的设置只有同时兼

顾合法性与合理性，才能确保良好的实施效果。

２．民主与效率兼顾原则
根据《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要求，政府决策应建立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集

体决策制度，在此情况下参与决策讨论的主体呈现

多元化特征，为的是弱化单一决策者自身因素对理

性决策的干扰，广泛听取民众意见，使决策结果科学

化，进而保证后续具体行政行为能够顺利开展并最

终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这种模式下的政府决策不

仅会对政府传统的管理观念习惯形成挑战，也会对

其管理工作效率产生影响。许多关系本地区民生发

展的事项固然需要经过严密科学论证与广泛群体的

讨论而获得，但是对于一些突发性的社会事件，如突

发性大范围的民族间冲突等，如果也按照同样的程

序才能决策无疑会错失最佳治理时机。因此，少数

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在制定决策规则时应充分考虑决

策效率问题，针对突发事件制定特殊的决策程序规

则。

３．各民族权益协调原则
当前，我国民族自治地区依然生活着一定比例

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众，大部分地区呈现多民

族杂居的状态。因此，在政府决策规则的程序与实

体方面要同时协调各民族群众之间的关系，保证民

族群体间的权利义务平等，如此才可促进民族间融

合，维持本地区多民族群众关系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同时，在非民族自治地区，地方政府在行政决策的制

度设定和执行过程中应该关注到本地区少数民族群

众的利益及发展实际情况，确保少数民族群众的权

益在非民族自治地区的政府决策过程中得到充分的

保护。

（二）对少数民族地区政府依法决策制度构建

的建议

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大环境下，根

据国务院发布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年）》要求，评判政府依法决策发展水平需要通
过合法性、民主性、科学性、公开性和决策追踪五个

方面展开。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绝大

多数已建立了本地区的行政决策规则，但规则设置

并不完善甚至缺乏，在制度落实方面流于形式，效果

较差，亟待完善。在行政决策程序制度的制定和落

实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１．省、自治区一级政府牵头制定方案
由于基层政府自身的法治水平有限、法制工作

人员配备不足、相关领域专家资源缺乏，对基层政府

依法决策制度的制定及落实造成较大困难，因此建

议首先由省、自治区一级人民政府牵头，市、州一级

政府机关共同参与，充分征纳社会意见，听取法学、

行政管理等方面专家意见，来制定出本地区内的行

政决策制度，并对下级政府行政决策规则的制定作

出指导，赋予基层政府一定的规则变通空间，基层政

府的行政决策规则要通过合法性审查、履行相关审

批备案手续后方可执行。

２．规则之间协调联动
行政决策规则条文之间的逻辑性、协调性直接

影响了最终的实施效果。行政决策从广泛征纳意见

到最后的落实实施都离不开群众的参与，听取公众

意见制度、决策追踪方面都离不开信息公开，因此政

府要明确负责决策信息公开的职能部门，并对政府

决策程序中各个阶段的预公开、意见征集渠道和形

式、反馈结果、落实进度情况等信息应包含的内容要

素、公布时间作出明确规定，这样有助于制度本身的

落实，提高决策效率，也能在规则的反复践行中帮助

本地区群众逐渐形成对政府行政决策规则的共识，

使群众知悉并善于参与到政府决策活动中来，从而

切实达到制度设置的目的。

３．加强经济与环境风险评估
当前，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地处偏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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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文化发展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但环境资源条件

较好，本土人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调动，有很大的

开发空间。由于传统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人员流动性

较弱，与外界信息沟通相对闭塞，加之政府治理能力

有限，在迫切追求区域经济发展的心态下，容易被外

来投资项目所吸引，而忽略了区域内的经济、文化、

环境生态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而当前我国各地方

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普遍缺乏对经济和环境风险的评

估，常常仅依靠对社会风险的评估结果来判断项目

风险，这显然不够理性，因为群众的意见往往仅从自

身利益出发而较少从社会各个方面的长期利益和经

济风险进行考量。因此，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在

行政决策过程中应重视并担起经济、风险评估的责

任，并制定明确的责任追究机制。

四、结语

行政决策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环

节，它是诸多具体行政行为的上游行为，少数民族地

方政府应当在坚持合法性与合理性相结合、民主与

效率相结合、兼顾多民族群众权益的原则下构建本

地区的决策制度。在决策程序上要根据地区实际情

况确立合法性审查制度、听取公众意见制度、重大决

策风险评估制度、重大决策公开制度、事后追踪与责

任追究制度，并使这些制度之间相互协调配合，提高

决策可操作性和效率。建议先由省、自治区一级政

府广泛集合地方政府、群众、专家资源，制定省级依

法决策规范，对基层政府该项制度的构建做出示范，

同时赋予基层政府一定限度的规则变通权力，并监

督其制定与实施，从而保证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地方

政府决策制度构建的质量。良好的政府决策制度能

使人民群众与政府在决策活动中形成有机互动，从

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推进少数民

族地区地方法治政府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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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ｙ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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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ｌａｗ．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ｄｍｉｎ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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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ｅ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ａｒｅ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ａｌａｗ－ｂａｓｅ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ｅｔｈｎ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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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ＦＩＤＩＣ）自 １９１３年成立至今有 １００多年的历史。１９９９年版
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与早期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比较变化很大。追溯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的创新发展历程及其修
订的历史原因，分析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的社会属性和特征优势，以便使工程技术人员掌握其中的关键
技术、核心价值、管理要点和持续创新过程等，为更加科学合理地运用 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提供参考，更
好地服务国家工程项目国际化和经济技术“走出去”的战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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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国际项目管理研究起源于１９１３年，以国际咨询

工程师联合会（ＦＩＤＩＣ）成立为标志，至今已有 １００
多年的历史。二战后繁重的重建任务带来了国际建

筑业项目承包的蓬勃发展。在工程项目施工建设

中，世界工业发达国家深深地意识到：人为和自然因

素对于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的影响很大，不实行科学

的管理制度，可能带来无法承受的风险和不可估量

的经济损失。各国都非常需要一套标准的、通用的

国际管理文件和质量检测试验验收标准，以便在正

常情况下确保项目目标和工程质量的实现。在经历

了很多曲折之后，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ＦＩＤＩＣ）
和许多国际组织总结出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具体办

法，通过招标、承包、咨询、监理等方式，以契约的形

式确定项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在此情况下１９５７年
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问世 ［１］。

我国政府主管部门１９８１年开始出台政策让企
业走向国际市场。１９８８年颁布文件在建筑行业推
行“三项制度”（项目法人责任制、建设监理制、招标

投标制）改革，工程承建监理制度全面开展。１９９６
年我国基本完成建筑行业的事业体制向企业体制改

革过渡，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１日我国颁布《建筑法》，标志
着建筑行业市场化全面展开。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
亚投行）正式成立，截至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５日已有５７
个国家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截至２０１８
年５月２日，亚投行有８６个正式成员国）。“一带一
路”建设的推行，促使经济技术合作国际化全面展

开。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８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铁路、核电、建材生产

线等中国装备“走出去”，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提升

合作层次，实现互利共赢。其中第三条是“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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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工程承包、对外投资等，巩固通信、电力、工程机

械、船舶等成套设备出口”［２］。在未来经济技术国

际化的进程中，工程项目标准、规范、管理的趋势是

国际化，参与对外工程承包、对外投资等的单位和人

数会不断增加，为了减少工程合同争端、规避风险、

合理索赔使工程项目有序运行，需要对国际工程项

目招标文件的结构进行分析，同时对新旧版 ＦＩＤＩＣ
合同条件进行比较和新版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的创新发
展进行研究。

二、国际工程项目招标文件的结构分析

国际工程项目招标文件通过几十年的不断使

用、优化、修改，基本形成了国际建筑行业认可的招

标文件结构，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适当的取舍、修改

和调整。招标文件基本结构框架如下［３］。

第１卷　第１章　招标邀请书
第２章　投标者须知
第３章　招标资料表
第４章　第一部分：通用合同条件
第５章　第二部分：专用合同条件

第２卷　第６章　技术规范
第３卷　第７章　投标书格式、投标书附录与

投标保证格式

第８章　工程量清单
第９章　合同协议书格式、履约保证

书格式与预付款银行保函格

式

第４卷　第１０章　图纸
招标文件结构基本形成固定模式，具体分析如

下：

（１）由于招标邀请书、投标者须知等基本框架
固定，会因项目不同存在差异，只需要更换单位名

称、部分名词和时间安排。

（２）ＦＩＤＩＣ通用合同条件是国际咨询工程师联
合会（ＦＩＤＩＣ）自１９１３年成立至今１００多年来最大的
贡献之一，已经在全世界普及，通用合同条件经过了

５次大的修订，形成了固定结构、标准模式，以便规
范建筑行业行为，并且还在不断随着社会的发展动

态变化。

（３）专用合同条件框架已经形成基本格式，但
是会因工程项目不同存在较大差异，以填文的方式

规范合同条件必须约束的建筑行为。

（４）技术规范基本是以现有各国政府、行业、企
业颁布的规范为备选对象，只列出规范代号和名称；

特殊情况没有备选规范时，可以由工程师同雇主和

承包商协商认定。

（５）投标书格式、投标书附录与投标保证格式
基本形成了固定模式；工程量清单根据工程项目的

不同，应该分类分层次填写。

（６）合同协议书格式、履约保证书格式与预付
款银行保函格式均用格式条件。

（７）工程项目图纸应该是在技术详图设计完成
后的图集，个别特殊工程也可以拿初步设计完成的

图集招标，当对地质条件了解不够充分时进行招标，

要把结构详图的部分设计责任连同工程建设责任一

起推给承包商，由承包商承担 ２０％ ～７０％设计任
务，并且履行施工质量责任。

特别说明：构成国际工程合同的文件是互作说

明的。为了避免交叉解释的矛盾产生，规定文件的

解释优先次序如下：（ａ）合同协议书；（ｂ）中标函；
（ｃ）投标函；（ｄ）专用条件；（ｅ）通用条件；（ｆ）规范；
（ｇ）图纸；（ｈ）资料表和构成合同组成部分的其他文
件［３］。如果文件解释中发现有歧义或不一致，工程

师应重新发出必要的澄清或指示。其中通用合同条

件修订５次，应该以最后一次修订的新版本为准实
施。

三、国际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创新综述
国际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是自１９５７年起，经过多年

来世界各国（各地区）国际招标的实践，通过 ＦＩＤＩＣ
委员会始终不渝地跟踪调查、不断创新和精心修订，

已为世界银行、国际金融机构和世界各国政府认可，

成为国际工程项目中唯一广泛使用和不断跟踪完善

的合同文本。１９９９年，ＦＩＤＩＣ委员会又全面修订了
以往陆续出版的各类合同文本，重新出版了更为科

学严密和格式统一的ＦＩＤＩＣ合同文本系列。笔者就
ＦＩＤＩＣ早期和新版合同条件文本的持续创新进行分
析研究，以便提高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合同管理能

力和项目实践水平，更好地服务经济技术国际化和

国家“走出去”战略。

（一）早期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沿革创新综述［４］

用于国际工程招标承包的早期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
文本有：《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电气与机械工

程合同条件》《业主／咨询工程师标准服务协议书》
《施工分包合同条件》《设计－建造与交钥匙工程合
同条件》，根据早期 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文本使用的频
率和广范程度，主要介绍前３种。

（１）ＦＩＤＩＣ《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红皮书）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ｆｏｒＷｏｒｋｓ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５］。该条件第 １版出版于 １９５７年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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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它是ＦＩＤＩＣ委员会以当时正在英国使用的、由土
木工程师协会（ＩＥＣ）制订的合同格式为蓝本编制而
成的。１９６３年出版的ＦＩＤＩＣ条件“红皮书”第２版，
保持了第１版原有的特色，同时增加了当 ＦＩＤＩＣ条
件用于河道疏浚和土方填筑合同时，对通用条件部

分文字进行变动、修改的方法。１９７７年出版了全面
修订后的ＦＩＤＩＣ条件“红皮书”第３版，同时编写了
与之相配套的解释性文件。１９８７年９月，ＦＩＤＩＣ条
件“红皮书”第４版出版，在瑞士洛桑召开的 ＦＩＤＩＣ
学术年会上举行了首发式。

（２）ＦＩＤＩＣ《电气与机械工程合同条件》（黄皮
书）（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
ｃａｌＷｏｒｋｓ）［６］。在１９６３年ＦＩＤＩＣ条件“红皮书”第２
版出版时，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ＦＩＤＩＣ）首次出
版了用于业主和承包商之间有关机械设备的供应和

安装的《电气与机械工程合同条件》，因为封面为黄

色（野外施工机械设备多为黄色），故称为 ＦＩＤＩＣ条
件“黄皮书”。１９７７年，ＦＩＤＩＣ要求合同委员会审查
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黄皮书”第１版，准备出版第２版，
与此同时编制《电气与机械工程合同文件注释》手

册，对每一条款进行注释，以防理解错误。１９８０年
经过修订后的 ＦＩＤＩＣ条件“黄皮书”第２版及注释
手册出版。１９８７年经过 ７年实践应用和修订的
ＦＩＤＩＣ条件“黄皮书”第３版出版。

（３）ＦＩＤＩＣ《业主／咨询工程师标准服务协议书》
（白皮书）（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ｌｉｅｎｔ／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Ｍｏｄｅ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７］。从 １９８６年初开始，Ｐｏｖｌ
Ａｈｍ先生在任ＦＩＤＩＣ业主／咨询工程师关系委员会
主席时，着手编写《业主／咨询工程师标准服务协议
书》，由于初版书皮为白色，故以“白皮书”代称之。

“白皮书”的编写经历了３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原
有相关文件的基础上修订，使语言更简明、程序更合

乎逻辑，并与传统的其他 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的格式和
风格趋向一致。第二阶段是收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顺应国际惯例，并与国际基金机构（ＩＦＡ）编制的
咨询服务文件的意图相一致，对文件作了原则上的

变动。第三个阶段，也是最难的一个阶段，对有关权

利、责任、保障和保险的规定条款进行加工，使其符

合现有特别是工程项目所在国法律的规定。

（二）新版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创新特征综述
ＦＩＤＩＣ委员会在第４版的基础上，又经过１０余

年的不断修改完善，１９９９年１０月，终于正式出版了
第５版ＦＩＤＩＣ标准合同条件［４］，新的 ＦＩＤＩＣ合同条
件有４种，完善、修订、创新特征分析如下：

（１）《施工合同条件》（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新红皮书）［８］。可用于由雇主或由雇
主委托设计的建筑或工程项目。这种合同通常情况

是由承包商按雇主提供的设计进行工程施工。在合

同中还可包含交由承包商设计的土木、机械、电气和

（或）建筑物的某些部分，适合于工程项目总承包使

用。

（２）《生产设备和设计 －施工合同条件》（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ｆｏｒＰｌａｎｔ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Ｂｕｉｌｄ）（新黄
皮书）［９］。可用于电气和（或）机械设备的供货（包

括产品设计），以及建筑物或工程的设计和施工。

通常情况是由承包商按照雇主要求，设计并提供生

产设备和（或）其他工程设施，亦可包括土木工程与

机械工程、电气工程与建筑物或构筑物的任何工程

项目组合。

（３）《设计－采购施工（ＥＰＣ）／交钥匙项目合同
条件》（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ｆｏｒＥＰＣＴｕｒｎｋｅｙＰｒｏ
ｊｅｃｔｓ）”（银皮书）［１０］。可用于以交钥匙方式提供工
厂或类似的加工或动力设备、基础设施项目或其他

类型的开发项目，这种方式能使项目的最终价格和

要求的工期具有更大程度的确定性，也可由总承包

商承担项目的勘测、设计和施工的全部职责，雇主项

目实施期间介入较少。交钥匙工程是由总承包商进

行全部设计、采购和施工（ＥＰ），提供一个配套完善
的设施。即“转动钥匙”时，即可使用或运行。

（４）《简明合同格式》（ＳｈｏｒｔＦｏｒｍ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绿皮书）［１１］。一般可用于资本金额较小的建筑、

构筑物或工程项目。也可用于资本金额较大的、简

单而又重复性的工程或工期较短的工程。这种格式

也可适用于包括部分或全部由承包商设计的土木、

机械、电气和（或）建筑物的施工合同。

笔者对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的研究结果表明：国际
ＦＩＤＩＣ条件具有科学性、权威性、独立性、公平性、公
开性、广泛性、交易自由性、非官方性８大特点［４］。

四、国际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关键条款创新研究
新版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在编排层次和分类顺序上

作了重大调整，使编排格式更为系统化、科学化、标

准化、规范化。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

工程类型适用性更强、应用性更广，在合同双方权

利、义务、责任以及风险分担等方面的规定更加合

理、准确、清楚、严密。取消每款用于检索的旁注，而

针对每条每款的表述内容直接命名条款题目。修改

后的新版合同条件在编制结构上显得层次清楚、结

构严谨、顺序合理。这体现了作为合同条件的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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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对国际 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主
要创新条款和内容的革新对比研究成果，如表１所

示。

表１　国际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主要创新条款和革新要点对比

创新

编号

创新

要点
早期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 新版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创新

１ 名称

早期《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只适用于土

木工程施工。名称改变不仅是简化，而是名

称和内涵一起创新。

《施工合同条件》不仅适用于土木工程施工，还适用于机械电器施工。不仅

适合对业主提供的设计施工，也适合对承包商设计的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施

工。

２
编排层

次和分

类顺序

早期 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第 １版来源于英国的
ＩＣＥ合同条件，第４版前，其许多条款顺序、
标题、内容甚至编号都与ＩＣＥ合同条件雷同。
早期ＦＩＤＩＣ《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共有２５
节７２条１９４款的框架［１２］。
早期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的７２条１９４款之间相
互解读、相互引用，关系混乱。

新版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的４种版本都跳出了早期ＦＩＤＩＣ框架，统一编为２０条。
新版ＦＩＤＩＣ《施工合同条件》共有２０条１６３款［１２］。取消了用于检索的旁注，
对条款的表述内容直接命名条款题目。修改后的新版合同条件在编排结构

上显得层次清楚、结构严谨、顺序合理。体现了作为合同条件的严密性和科

学性。

新版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２０条１６３款相对独立，有引用但关系清晰。

３
扩大条

款使用

范围

早期ＦＩＤＩＣ版本《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
《电气与机械工程合同条件》《业主／咨询工
程师标准服务协议书》《施工分包合同条件》

和《设计 －建造与交钥匙项目合同条件》
等［４］，虽然针对性强，但是适用面窄。当一

个大项目分解成多个子项目合同时，存在子

项目业主、承包商、监理在子项目之间工作衔

接不好，使质量存在缺陷。

新版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使用范围扩大，涵盖不同行业专业各种类型的项目管
理。如ＦＩＤＩＣ《施工合同条件》，不仅用于土木工程施工，也可用于土木、机
械、电气、构筑物等多种工程的交叉联合施工；《生产设备和设计 －施工合同
条件》《设计－采购施工（ＥＰＣ）／交钥匙项目合同条件》可用于“设计 －建造”
或“ＥＰＣ（设计－采购 －建造）交钥匙”等不同行业联合的总承包类型的项
目。而《简明合同格式》则可用于各类中小型、较大但属于简单重复工程的

分项承包或总承包。

４

条款结

构和格

式内涵

变革

早期ＦＩＤＩＣ《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版本脱
胎于英国的合同模式，共有２５节７２条 １９４
款。

新版ＦＩＤＩＣ《施工合同条件》具有国际化的模式，完全采用原《土木工程施工
合同条件》内容的只有３３款，对条款的内容做了补充或较大改动的有６８款，
而新编写的则有６２款，共计２０条１６３款。

５

合同术

语和关

键词扩

展

早期ＦＩＤＩＣ《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中的术
语和关键词只有３２个。对未编入的合同术
语，产生了不同国家母语词典通俗注释的差

异，引起对合同真实含义理解的偏差。

在新版ＦＩＤＩＣ《施工合同条件》中的术语和关键词，通过修订、合并、新增加到
６类５８个，其中有３０个术语和关键词是《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没有定义
的，重新定义纠正了理解的偏差。例如：合同价格改为中标合同金额，新增加

ＤＡＢ、不可抗力、不可预见等术语［８］。

６
编写理

念和结

构

在早期ＦＩＤＩＣ《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的通
用条件中，只编入多数用户都要用到的内容。

将并非每个用户都要用到的内容列入了专用

合同条件，例如：预付款、调价公式、有关劳务

的某些具体规定。

新版ＦＩＤＩＣ《施工合同条件》则尽可能地在通用条件中做出比较全面而细致
的规定。如关于预付款、调价公式、有关劳务的某些具体规定均被写入了通

用条件。编写者认为：如果某些条款不需要或不适用，可以将其从通用条件

中删去，这样做要比当用户需要时，再在专用合同条件中自行撰写更为标准、

方便和用词准确。

７
加强合

同约束

力

在早期ＦＩＤＩＣ《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的通
用条件中，对雇主（业主）、承包商双方的责

任、权利、义务以及工程师的职权要求有些条

款宽松模糊。

新版ＦＩＤＩＣ《施工合同条件》对雇主（业主）、承包商双方的责任、权利、义务以
及工程师的职权都做了更为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对３方提出了更具体、更严
格、更高的要求。

８
语言风

格国际

化

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第１版出版于１９５７年，是以
正在英国使用的ＩＥＣ制订的合同格式为蓝本
编制的。因其受英国风俗习惯和合同格式的

影响，所以它所反映的风俗习惯、传统文化和

法律制度具有英国特色，一直沿用了４２年。

新版ＦＩＤＩＣ《施工合同条件》征求世界各国承包商代表的意见，非英语语系国
家认为很难理解条件中采用的（旧英国时代）盎格鲁 －撒克逊式的法律术
语。在不改变合同条件约束效力的情况下，简化了合同条件的语言描述和文

字结构，以便减少非英语语系国家的使用障碍。１９９９年新版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
英文版中修改了那些陈旧拗口的古英语用词，句子的结构也相对简单清楚，

因此更易读、易懂、易用。

９

工程师

条款的

变更修

订

原《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第４版）第３
条规定：（１）工程师应由雇主任命；（２）工程
师应履行合同规定的职责，行使合同中规定

或必然隐含的权力；（３）在专用合同条件中
工程师履行的职责必须在雇主批准的范围

内；（４）除合同另有规定外，工程师无权解除
合同规定的承包方义务［５］。

１９９９年新版《施工合同条件》（第１版）第３条规定：（１）工程师应由雇主任
命；（２）工程师履行合同中指派的任务，行使合同规定或必然隐含的权力；
（３）在专用合同条件中写明工程师行使规定的权力前应得到雇主批准；（４）
工程师无权修改合同，无权解除任何一方根据合同规定的任何任务、义务和

职责；（５）工程师履行职责时，应视为代表雇主执行［８］。

１０
对工程

师行为

约束

在早期ＦＩＤＩＣ《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的通
用条件中：（１）工程师口头指令的确认时间
为７天；（２）工程项目检验、接收证书颁发数
是１个；（３）对承包商进度计划审批期限未
明确规定；（４）工程师为公正独立的第三方，
具有初始裁决权。

新版ＦＩＤＩＣ《施工合同条件》对工程师的行为职权做了更为严格而明确的规
定：（１）将工程师的口头指令的确认时间由７天改为２天，增加了工程师默示
合同条款；（２）将工程项目检验、接收证书颁发数由１个增加到６个；（３）对
承包商进度计划审批期限明确规定在２１天内；（４）取消了工程师第三方初
始裁决职能，引进独立的争端裁决委员会（ＤＡＢ）处理争端［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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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创新

编号

创新

要点
早期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 新版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创新

１１
若干重

要条款

变更

早期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规定：（１）文件由工程
师保管；（２）履约担保在缺陷责任证书发出
１４天内退还；（３）变更工程量权的限定为正
负２５％；（４）索赔内容为２项：工期 Ｔ＋费用
Ｃ；（５）索赔方式仅为１项：合同内规定的索
赔；（６）承包商向工程师提交现金流量估算，
但无权知道雇主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安排；

（７）承包商要向雇主提交履约保函保证自己
完成合同义务，没有雇主支付合同款的保障。

新版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规定：（１）文件由雇主保管；（２）雇主收到履约证书副本
后２１天内退还履约担保；（３）变更工程量权的限定为正负１０％；（４）索赔内
容为３项：工期Ｔ＋费用Ｃ＋利润Ｐ；（５）索赔方式为３项：合同规定索赔＋非
合同规定索赔＋道义索赔；非合同规定索赔是没有合同条款规定，从条款含
义引申出来的索赔；道义索赔是承包商遇到特殊困难和意外损失，雇主出于

善良意愿和友好关系同意索赔，又称通融索赔或优惠索赔；（６）新版ＦＩＤＩＣ合
同条件在雇主义务中增加了“雇主的资金安排”和“付款计划表”条款，收到

现金流量估算报告后２８天内回复；（７）新版 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不仅要求承包
商要向雇主提交履约保函保证自己完成合同义务，而且要求雇主保障承包商

完成合同义务得到合同款，增加了雇主按时支付价款保函的条款。

１２
总承包

的发展

需要

在早期 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中，是单一项目招标
承包，雇主体会到一项工程的规划、设计、施

工等工程阶段合同分割过多，各个合同接口

之间的相互干扰和影响难于避免，亦增加了

雇主的管理成本和合同风险。

新版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不仅满足单项工程施工承包合同需要，也满足总承包
的需要。可以将建筑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联结成一个合同，也可以将合同扩展

为可交由承包商设计的工程、机械、供货、安装和施工的总合同。有利于雇主

按工程特点，采取包含土木、机械、电气和建筑物的任何部分组合的总承包合

同模式。新版的《简明合同格式》最适用于小型工程的总承包，雇主对工程

的管理职能类似于“交钥匙工程”的合同模式。

１３

总承包

合同雇

主代表

取代工

程师职

责

在早期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中规定工程师应履行
合同中指派给他的任务。工程师无权修改合

同。工程师可以行使合同中规定的或必然隐

含的应属于工程师的权力。如果要求工程师

在行使规定权力前须取得雇主批准，这些要

求应在专用条件中写明。除得到承包商同意

外，雇主承诺不对工程师的权力作进一步的

限制。对将工程项目根据不同专业分割为若

干个，甚至几十个专项承包合同进行分项管

理。

在新版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中，总承包合同模式不设“工程师”，由“雇主代表”直
接管理合同。新版ＦＩＤＩＣ《设计 －采购施工（ＥＰＣ）／交钥匙项目合同条件》，
以第３条“雇主的管理”取代了早期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和新版《施工合同条件》
中第２条“工程师及工程师代表”的全部条款。在合同中规定雇主代表的任
务是：代表雇主根据合同进行工作；完成雇主指派给他的任务，履行雇主付托

给他的权力。总承包合同将工程项目的勘测、设计、施工和机电生产设备的

采购、安装、试运行以及工程维护直至交钥匙，全部由雇主承包给有综合实力

的总承包商承担。雇主与总承包商构成单一的合同关系。

１４
索赔条

款

在早期 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中，规定只有承包商
的索赔。

在新版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中，不仅有承包商的索赔，还有雇主的索赔。“雇主的
资金安排”要保障承包商能及时获得付款。

１５
争端裁

决方式

在早期ＦＩＤＩＣ《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各版
的编写构思中，始终以树立工程师在合同管

理中的权威地位作为编写合同条款的总思

路。当双方发生争端时，要以书面的形式提

交工程师解决。雇主付酬聘请工程师，又要

求工程师作出“公正”的裁决，似乎在建立规

则开始就已违背了合同的公正原则。

早期合同争端裁决的过程是：和解、调解、工

程师决定、仲裁或起诉。

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研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ＦＩＤＩＣ委员会采纳了世界银行
的意见，在新版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中以第２０条“索赔、争端和仲裁”为题，对争
端的解决作了严密的规定。将世界银行建议的“争端评审委员会（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ｖｉｅｗＢｏａｒｄ，ＤＲＢ）”改为“争端裁决委员会（Ｄｉｓｐｕｔｅ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ｏａｒｄ，
ＤＡＢ）”［８］，通过ＤＡＢ调解友好协商解决争端，尽量避免仲裁，是最为明智和
经济合理的解决办法。

新版合同争端裁决的过程是：和解、调解、工程师建议、ＤＡＢ裁决、仲裁或起
诉。

１６
专用条

款

早期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的专用条件没有严格标
准和详细的格式要求。

在新版ＦＩＤＩＣ《施工合同条件》中，规定了专用条件编写指南，有严格标准和
详细的格式要求，也统一编为２０条［８］。列出了附加条款和范例条款的编写
模板，以便专用条件编写规范化。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版 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与早期合同条

件比较的主要创新点有：编排格式统一为２０条，格
式统一规范，层次合理；条款适用范围更加广泛，不

仅可以用于土木、建筑、水利、机械、电器、通讯等单

一项目，也可以用于其中任意组合的综合项目；从术

语和关键词到条款的内容都作出了较大补充、改进

和创新；由签署３方协议发展到签署４方协议，条款
对雇主、承包商、工程师、ＤＡＢ等各方的责任、权利、
义务规定得更加清晰、明确、具体和严格；语言表述

趋向国际化、通用化，行文更加简明、清晰、具体、实

用、易读易懂；引入现代合同原则，管理平台数字化、

网络化、集群化趋势明显。研究 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变
化的社会属性和特征优势，掌握其中的创新内容和

变化要点等，以便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熟悉运用，引导

对外项目顺利实施，更好地服务国家工程项目国际

化和经济技术“走出去”的战略需要。

参考文献：

［１］杨道富．国际建筑工程承包知识２００问［Ｍ］．北京：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２．

［２］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ＥＢ／ＯＬ］．

（２０１５－０１－２８）［２０１５－１１－２２］．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ｙｏｕｔｈ．

ｃｎ／ｓｚ／２０１５０１／ｔ２０１５０１２８＿６４４１２８５．ｈｔｍ．

［３］杨道富，杨鹏．国际项目实施方略［Ｍ］．郑州：黄河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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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２０１５：５６；７６．
［４］杨道富．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的历史沿革与特性研究［Ｊ］．人
民黄河，２００３（７）：５－７．

［５］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ＦＩＤＩＣ）．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
件［Ｍ］．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１：２－５．

［６］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ＦＩＤＩＣ）．电气与机械工程合同
条件［Ｍ］．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３．

［７］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ＦＩＤＩＣ）．业主／咨询工程师标准
服务协议书［Ｍ］．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２：５－７．

［８］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ＦＩＤＩＣ）．施工合同条件［Ｍ］．北
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２－４．

［９］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ＦＩＤＩＣ）．生产设备和设计 －施

工合同条件［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４－５．
［１０］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ＦＩＤＩＣ）．设计 －采购施工
（ＥＰＣ）／交钥匙项目合同条件［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
社，２００３：２－３．

［１１］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ＦＩＤＩＣ）．简明合同格式［Ｍ］．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３－４．

［１２］张桂峰，耿鸿宾．ＦＩＤＩＣ１９９９年新版《施工合同条件》与
旧版本的比较［Ｊ］．重庆交通学院学报，２００３（３）：７１－
７３．

（责任编辑　刘成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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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海丹忠录》史料价值评析

庞广仪
（广西经济学院 工商管理系，南宁 ５３００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２５
作者简介：庞广仪（１９７７—），男，广西钦州人，博士，广西经济学院工商管理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摘　要：《辽海丹忠录》是明末著名的时事小说，以大量一手资料近距离剖析明末辽事的演变，
与现存诸多明清史料相互佐证。尤其在揭示清朝崛起真相，还原明末清初战争实况，对辽东难民潮

及成因的披露，以及反思明朝后期国家力量整合困境等方面，《辽海丹忠录》以其翔实资料和独到视

角而具有宝贵的价值。

关键词：《辽海丹忠录》；明末；辽事；史料价值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３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６７－０６

　　《辽海丹忠录》（以下简称《丹忠录》）是明末陆
人龙兄弟所著的时事小说，其所叙之事大多有史实

依据。而同样的史实，当前学界更多采信于清朝官

修的《明史》《满文老档》以及朝鲜李朝编修的《李朝

实录》。但是，笔者通过对《丹忠录》和相关历史事

件的描述进行比较之后，得出一点拙见：其一，《丹

忠录》虽失于立场偏颇（为毛文龙申辩），但大量原

文引用了“邸报”（明政府刊行的时事资料）、“塘

报”（前线战报），故仍然能从近距离揭示明末辽事

演变过程；其二，《明史》和《满文老档》成书或整理

都在“文字狱”最为盛行的时期，《李朝实录》叙史格

局又偏于狭小（以朝鲜存亡为中心），《丹忠录》反而

可以佐证其真伪。

兹就摘取《丹忠录》描述的相关史实来评析其

价值，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一、为研究后金崛起提供参考视角

按照清朝官方的史料，努尔哈赤在目睹明军持

强凌弱残杀亲族之后，暗中储备力量，以祖上所遗的

“十三副甲”起兵征伐，在统一女真各部之后，顺天

应人发布“七大恨”起义伐明。《丹忠录》以事实揭

露这一流行说法是清朝的单方面说辞。

如“七大恨”的第一条就是明廷“将我二祖无罪

加诛”。《丹忠录》则如实描述努尔哈赤早年发迹

史：“这奴酋原是残金子孙，世居辽东塞外建州地

方，背枕长白山，西临鸭绿江，人生来都狡猾强悍，国

初归降，曾封他酋长做都督，其余部下，各授指挥千

百户等官。他远祖姓佟，也世袭指挥职衔。后来成

化间都督董山作乱，万历间都督王杲作乱，都发兵剿

杀。剿王杲时，他祖爷名唤叫场父塔失，也都效顺，

为官兵向导，死于兵火。此时哈赤同兄弟速儿哈赤

都年纪小，不能管领部下，辽东总兵李成梁怜他祖父

死于王事，都收他在家，充作家丁，抚绥他也有恩。

这奴酋却也乖觉，就习得中国的语言，知得中国的虚

实，博览书史，精于韬钤，武略过人，弓马纯熟，后来

也得李总兵力，袭了个建州指挥。有了官衔，便可驾

驭得人，他便将旧时部下温语招抚，不服的便发兵征

讨，海西一带，渐已畏服他。”［１］２

分析上文可知，作者所言有理有据：其一，努尔

哈赤家族在明初便归顺朝廷，世守边陲；其二，努尔

哈赤祖、父死后（清方认为是无罪加诛，明方则认为

死于乱兵），名将李成梁收养其兄弟（努尔哈赤兄弟

与李成梁之子李如松、李如柏等情同手足），并举荐

其承袭祖、父之职，但这实际上也含有明廷致歉之

意；其三，努尔哈赤得以统一女真各部，实亦明廷器

重之结果。

“七大恨”有三条是控诉明廷调停女真和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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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失当：明朝偏袒叶赫、哈达，欺压建州，纵容叶赫

部将曾与努尔哈赤有婚约的女子转嫁蒙古。《丹忠

录》的记述则是努尔哈赤蓄谋侵犯叶赫、哈达等部，

破坏明廷平衡东北各部的政策。

“七大恨”有两条是控诉明廷违背允诺建州地

区“高度自治”的盟约：明方人员违背“汉夷分治”原

则偷越边界，被建州女真杀害之后又强令努尔哈赤

杀人偿命；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垦种之柴河、三岔、

抚安之地。《丹忠录》则揭露努尔哈赤违背盟约越

界滋事，觊觎开原、辽阳等朝廷流官管辖地，受到朝

廷和蒙古、女真各部强烈反对。《丹忠录》还透露努

尔哈赤之弟舒尔哈赤因指责其对朝廷不忠而遭致杀

害之事。［１］２结合舒尔哈赤曾被明朝册封为建州右卫

首领、与李成梁之子李如柏结亲以及多次输诚于明

廷的史实，可知《丹忠录》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反倒

是清方史料对于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赤的记载语焉

不详，讳莫如深。

比对双方的材料，我们应该得出更中肯的评价：

明廷和努尔哈赤都有各自的利益和诉求，也都有举

止失当之处，造成摩擦在所难免。另外，明清史专家

孟森指出所谓“七大恨”版本众多，现存版本是经过

反复修改后在乾隆年间成文的。［２］１５７清朝修改“七大

恨”的原因应该是：努尔哈赤身为明朝边将、眷顾优

隆却蓄意谋反，与清朝入关后“以儒立国”的意识形

态相悖。

值得注意的是，《丹忠录》还揭示一个耐人寻味

的史实：明廷早知努尔哈赤怀有异志，但还是一如既

往地安抚、接济建州女真部。如万历三十六年

（１６０８年），李成梁为照顾建州山多田少的困境而将
土地肥沃且朝廷屯垦日久的宽甸六堡移交建州，此

举尽管遭致辽东巡抚熊廷弼反对，但明廷依然采纳

李成梁意见以示安抚。１６１３年，开原参议薛国用又
提出收回宽甸六堡以削弱并警示异动频频的建州女

真。但是，“这时抚臣还怕失哈赤心，不欲。”［１］２甚

至在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的前一年（１６１７）年，明朝政
府依然将救济谷物运往建州。除了对建州女真之

外，明廷对其他游牧部落也尽心安抚。《丹忠录》提

到，袁应泰不顾军民反对，大量接济、收容蒙古部落。

袁崇焕更是在关宁军因缺饷而屡屡哗变的情况下力

排众议接济首鼠两端的蒙古部落。

对于这种现象，《丹忠录》未能做进一步剖析。

今天我们应该结合相关史实弥补之。明朝对边疆游

牧渔猎部落的一贯做法是：根据儒家“怀柔抚远”的

思想而给予边疆少数民族高度自主权，并多方招抚、

善待。如努尔哈赤家族世代都是明朝的臣属，“以

接受明朝廷的封号、官职、敕书为荣；明朝的汉族皇

帝从来没有强迫女真族蓄发戴网巾，遵从汉制，难道

不是铁一般的事实吗？”［３］７８对于自愿接受汉地流官

管理或者投入明军的蒙古、女真壮丁，明政府甚至以

“双粮厚赏”招抚之。［４］７９

应该说，明廷的“羁縻之策”成效显著。诚如

《丹忠录》所指出的，辽祸初起时，蒙古、东北各部落

或者为明朝助战，或者道义上支持明朝。蒙古族名

将满桂勇冠三军，在抗金（清）战场上功勋卓著；明

军主力关宁军的骑兵部队诸多骨干就募自蒙古各

部。但是，“怀柔”之策是以中央政府强大的军事、

政治和经济力量为后盾的。在“怀柔”政策之下，游

牧渔猎部落首领虽是明朝的边将，但又是主宰部落

军政大事的汗王。一旦中央政权军力衰微，又或者

中央政权陷入财政危机难以自拔，他们很容易号令

全族，挟其军事优势劫掠农耕地区以解决生存问题。

万历末年，明朝陷入了军事和经济双重危机：军

事上，旷日持久的抗日援朝战争使辽东军民损失惨

重，被明廷倚重的名将李如松又于１５９８年阵亡；经
济上，史上罕见的“小冰河时期”强烈来袭，全国各

地受灾严重，饥民频频起义，遂不得不大幅度减少对

游牧渔猎部落的接济。因此，深知明朝虚实的努尔

哈赤起兵反明，这既是其蓄谋已久之事，也是解决部

落生存问题的必然选择。

二、还原明金（清）战争实况

观诸清朝史料对于明清（后金）战争的陈述，往

往给人如此印象：后金（清）诸将士如同神兵下凡，

攻城拔寨、斩将夺旗如同探囊取物。诚然，游牧渔猎

部落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而长期攻伐，勇士自小

经历铁血磨砺，组织动员严密有力。但是，明朝军民

在经过前期的混乱之后，迅速地提升自身战斗素养，

与后金长期拉锯于辽东，这是清方史料故意忽略的。

《丹忠录》根据塘报还原了战场原貌。如浑河

战役中，《丹忠录》的描写字字精炼却又有根有据：

沈阳陷没，军民逃散。报至，周游击

（注：敦吉）大怒道：“我等不能杀贼，救全

沈阳，朝廷何用养我们，我们三年在此做什

么？”众将俱各愤怒。石柱土官秦邦屏道：

“贼兵前次攻陷开、铁，都沉醉而去。今得

沈阳，毕竟也如此。我们何不杀击他惰

归！”便率本部渡浑河前，周游击也挥兵前

行，只剩总兵戚金、张名世两个，屯营河南

做后援。众兵才渡得河，不期奴酋达番竟

与前不同，只留老弱守着沈阳，其余精兵，

都带了沈阳抢获火器，向辽阳杀至，两边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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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秦土司、周游击两个，奋勇砍杀，无不

以一当百，首先杀死了他三千多人，奴兵退

而复进者三次。怎奈奴酋兵多，分番来杀，

南兵大战竟日，不免饥疲，被他驱率铁骑蹂

躏。秦土司、周游击虽又拼死砍杀他数多，

终久寡不敌众。还有一个张神武，他见势

已败，不肯退步，与周游击道：“莫负熊经

略识拔你我的心！”率麾下八千人死战，与

吴文杰四个都遭杀害，死在沙场。……那

奴兵已风雨似渡河来了。戚总兵（注：戚

金，戚继光侄）在寨，吩咐莫乱动，将火器

打去。寨外地宽，打去时，奴兵却走散了，

他驾着沈阳炮车来打时，寨中反不能避。

彼此交打了几阵，南兵火器又尽，寨已打

坏，戚总兵道：“厮杀罢！”张总兵（注：此处

有误，总兵应陈策）便督了众军，舞动团牌

长枪狼筅，一齐狠杀，也杀够四个时辰，挡

不得他的火器，全营覆没。［１］３７

从以上描写中我们可以获取以下信息：其一，后

金兵虽彪悍，但面对久经战阵的明朝川、浙兵，即便

是以多打少、以骑战步也未能取得碾压性优势；其

二，后金兵是人而非神，刀枪弓马和火器同样也会给

他们造成大量杀伤。《丹忠录》的记述得到了各方

史料的印证。《明熹宗实录》记载，此役后金兵近１０
万余人围困川浙兵１万余人，恶战之后双方伤亡大
体相当。［５］２４６第三方朝鲜的《李朝实录》的记载与

《明熹宗实录》大同小异。《满文老档》中虽然将自

身损失略去，但也承认：“明之步兵，皆系精锐兵，骁

勇善战，战之不退。”［６］４５７

除了浑河之战外，《丹忠录》所记载后金（清）

兵损失惨重的战役还有“罗一冠死守西川城”“袁崇

焕宁远、宁锦大捷”以及毛文龙指挥的东江诸役。

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宁可失于文采也不随意改动塘

报原文。兹举“牛毛寨大捷”中众将报功的片段：

中军游击王三荐，斩首十四级。游击

王承鸾，斩首五级。前军游击马应魁，斩首

六级。后军都司杜贵，斩首五极，生擒一

名。左翼参将陈继盛，斩首七级。游击王

甫，斩首十五级。右翼游击毛承禄，斩首十

五级，生擒三名。都司张魁，斩首三级。从

征镇江游击尤景和，斩首三十五级。宽奠

参将易承惠，斩首十级。游击曲承恩，斩首

三级。都司沈世魁，斩首三级。守备武学，

斩首三级。江淮参将许日省，斩首三级。

游击朱家龙，斩首二级。共斩首一百二十

九级，生擒四名。［１］１００

如此记载，在《丹忠录》中俯仰皆是。

对于《丹忠录》的记载，曾有学者征引清朝史料

予以反驳：小说借鉴《塘抄》叙述策略，以浮夸数字

先声夺人，营造强悍的战斗氛围；再以补充数字理性

修订，证明其实录精神。［７］２１８其实，清方史料所留下

的史料，本身也是需要其他史料予以佐证的。兹根

据《丹忠录》的记述并结合相关材料，探讨清方史料

出现的以下普遍问题：

首先，清朝史书中大量缩减了后金（清）军实际

人数，以营造其“顺应天意、民心，战无不胜”的神

话。如《明史》中所载的萨尔浒战役，后金以６万八
旗兵并大胜明朝精兵１１万。但是，熊廷弼多方调查
后指出：“今贼改元僭号，已并有两关、灰扒、鱼皮、

鸟喇、恶古里、亏知介、何伊难一带，海东诸国兵众。

又令降将李永芳等收集三路开铁降兵万人，计兵已

近十万。”［８］５２８２熊廷弼的分析是符合常理的：努尔哈

赤长期对女真、蒙古各部大肆征伐兼并，拥众十万并

不为奇。《满文老档》中也如此明确记载：“四月十

三日，寅日巳时，发八旗十万兵征明。”［６］４９６《满文老

档》的记录是当时给后金统治者自己看的，没必要

为了虚张声势而故意夸大兵力。［９］１２７《明史》编修团

队主要是清朝御用汉族学者，在文字狱的高压下战

战兢兢地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但《满文老档》的整理

却是以宗室学者领衔的团队，属于自说自话型。两

个团队地位不同，编史目的不同，接触史料的机密级

别不一样，这些问题反映到著作上就是：在同样的年

代描述同样的史实，具体细节依然大相径庭。

其二，后金（清）为制造不可战胜的神话，往往

在战场焚尸灭迹，在史书中又压缩己方阵亡人数。

如宁远战役中，后金将己方尸体集中焚毁，记载的伤

亡数据更“缩水”得离谱：伤亡将领２人，士兵 ５００
人。而徐光启根据内线情报指出后金军在宁远城下

“糜烂失亡者实计一万七千余人”；［１０］５７至于前线将

士目睹炮击黄帐伤及大头目之事（毛文龙提供的情

报中也指出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受伤），作为资深

科学家的徐光启由于没有取得确凿情报而未妄加采

信。徐光启的数据亦有待考证，但红衣大炮属于射

程远、精度高、杀伤力大的重武器，当时后金兵并无

应对经验，伤亡惨重是必然之事。

其三，充当炮灰的辽东难民并未列入后金（清）

阵亡记录。如清河之战，“百姓万余人，强壮的都被

他驱迫从军，老弱的尽皆杀害，妇女有颜色的带去，

老丑的也将来杀害”。［１］１２后金将掳掠的人口视同牛

羊牲畜一起登记，每次作战这将他们剃发易服，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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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前冲锋以减轻女真兵的伤亡。《丹忠录》提到明

军如是辨认真假后金兵：“鞑奴剃头辫发，自少已

然，辽民虽暂剃头似鞑子，若在水中浸半日，网巾痕

自见，故不可混。”［１］８５而明军得出这一经验之前，不

知误杀多少被后金兵用作前驱的辽民，而这是导致

明金双方伤亡记录误差重要原因。更多难民未及剃

发易服，后金即大量驱至阵前作为掩体，明军将士一

般不误列为战果。

崇祯年间，清兵数次入关，其重要原因就是掳掠

壮丁补充兵源。其中 １６３６年阿济格入关俘人畜
１７９，８２０口，１６３９年清军蹂躏山东，俘人口２５万余。
按照后金（清）的一贯做法，保留青壮年男女，老弱

病残丑概行屠戮，但由于女子在路上遭受摧残蹂躏

后大量死亡，所以掳回辽东者大多为男丁。仅此两

次入关，清军所获兵力保守估计就不下２０万。１６３６
年清朝征朝鲜，更将朝鲜壮丁５０万掳入军中。今天
一些学者依然以讹传讹地重复清朝“五万精兵平天

下”的政治宣传说辞，但 《丹忠录》早以雄辩的事实

予以揭穿。

三、披露辽东难民潮及成因

《丹忠录》对李永芳的描写耐人寻味，但却为探

讨明末辽东难民潮提供切入点。

《丹忠录》前半部，李永芳以奸恶叛徒形象出现

的，其劣行如下：

其一，为虎作伥，劝降明将。后金在清河、西川

城恶战中损失惨重，李永芳亲临城下游说守城将士

放弃抵抗。

其二，为努尔哈赤安抚后方。“努尔哈赤虽在

夷人中是个杰出的，终不脱夷人性格，长于野战，飘

忽如飞，拙于坚守，轻弃不顾，倒是这干背国叛民叛

将，为他看守，更勤勤恋家，似个恋栈之马。”［１］３７

其三，屠杀同胞，惨绝人寰：屠杀辽阳东山矿工，

参与镇江屠城，死者皆以万数。

但在《丹忠录》后半部，李永芳形象大为转变，

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劝阻后金放弃远攻北京计划。后金攻占

辽沈之后，欲绕开防守严密的关宁而绕道喜峰口入

塞犯京。这对于猝不及防的明朝不啻灭顶之灾。李

立即以先稳定辽沈再图进取为由劝阻这一军事计

划。

其二，曲护辽民。“人多传他有心中国，尝曲全

辽人，尝止他入寇，愿自拔来归。”［１］１７８

其三，担任明朝卧底。李永芳与刘爱塔曾秘密

联络毛文龙，“生负叛逆之名，死作蛮夷之鬼，也是

不愿的。但我两个在这边，是个虏中大将，在中国，

不过一个叛人，……除非毛帅为我讨得一道免死圣

旨，我才敢放心，弃虏归国。”［１］１７７李永芳病亡后，刘

爱塔在东江将士的接济下回归明朝，并英勇捐躯于

抗击后金的战场上。

由于李永芳家族在清朝地位甚尊，所以《丹忠

录》所披露其曾接受明朝策反之事是在近年来史料

不断发掘后才逐渐得到证实。《丹忠录》通过李永

芳这一典型案例所揭示的背景非常深刻：辽东军民

迫于形势而一度降金，但内心不断挣扎并伺机反抗、

逃亡。成千上万的李永芳汇成了惨烈的辽东难民

潮：经由关宁逃入关内，或者被关宁将领收留屯垦者

超过百万；逃亡辽东诸岛或者经由辽东诸岛浮海回

内地者亦近百万，单单岛上编练的壮丁即接近２０万
人（毛文龙上报为２０万人，明朝中央派员上岛复核
为１６万人）。［１１］３４７

如同李永芳一样，很多辽东难民都有主动或者

被动投降的经历。自古辽东地区政权更迭频繁，非

但游牧渔猎部落遵循丛林法则，汉民也习惯择强者

而事之，明末清初时期如此，溯至辽金元时期也是辽

强事辽、金强事金、元强则事元。再者，辽民与游牧

渔猎部落长期杂居，风俗相近，转变身份也相对容

易，如佟养性家族就在女真人与汉人之间不断变换

身份。广宁城陷落就是部分军民迎降造成的：“六

街三市，正自挨挤不前。又是一班乱民，一时寻出剃

头待诏，把头发剪做光光的，在街上拦阻道：‘一应

妇女金帛，都要留下，犒赏鞑兵！’恣意抢掠，不容行

路。一班贪生怕死的无耻乡绅，穿了素衣角带，秀才

着了蓝衫头巾，率了些无赖军兵，都闹哄哄抬着龙

亭，要出迎接，还不知跪好，打躬好，越发填住街

衢。”［１］６５

迎降后金的部分辽东军民本欲在强主卵翼下继

续原有生活。但这一梦想很快破灭。当时后金治理

汉区经验尚未成熟，再加上战争动员需要而直接将

八旗制度复制到辽沈地区，令广大军民难以接受。

关外生存环境极端恶劣，单个家庭或者组织涣散的

部落难以存活，所以游牧渔猎部族一般采取极权制

度整合部族力量以应对天灾人祸。八旗制度是部族

极权制度的代表：汗王在部落中是一言九鼎的世俗

领袖，掌控部族资源的使用和分配，在意识形态中通

过掌控萨满教祭祀而操控部众的精神世界。旗人是

部族中的晚辈、奴隶，也是军事部属和萨满教信徒，

对汗王必须无条件服从。由于八旗制度政教合一、

组织严密、等级森严、令行禁止，所以在与明军相角

之中很快弥补了装备落后的不足，发挥雷霆万钧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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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汉区军民难以骤然

接受八旗制度：

其一，在地位上，背明降金或掳掠而来的军民是

“奴才（旗丁）的奴才”。李永芳、刘爱塔、孙得功等

降将的部属“随旗而不入旗”，跪求为世仆而不可

得。［１２］６０每次战斗，既要冲锋在前以表归顺之心，战

后又要坐观旗丁优先分配战利品。至于掳掠而来的

壮丁，或者用于阵前做炮灰，或者发配给有功八旗将

士做包衣，即负责杂役的低级奴隶。如《红楼梦》中焦

大的故事，实际上是从曹雪芹先祖经历中迁移过来

的，他“死人堆里把太爷背出来，得了水给太爷喝，自

己喝马溺”，通过当牛做马而获得了包衣资格。

其二，对统治者经济依附传统不一样。明政府

尽管横征暴敛，但辽东农民在完成交粮纳税义务之

后仍然在经济上获得一定的自主权。后金攻占辽沈

之后即推行“圈地与计丁受田令”，所谓“圈地”即是

圈占肥沃土地三十万垧分配给满族八旗贵族及旗

丁；“计丁受田”就是将剩下的贫瘠土地按照每丁６
垧分配；每３丁种官田１垧，每２０丁中１丁当兵、１
丁应役。这其实就是复制八旗制度的“耕战合一”

作法，完全剥夺劳动者经济自主权，从而有效将辽东

人力和经济资源进行高度集中。顾诚在《南明史》

中比较李自成和清军进京的做法时曾指出：大顺军

失败撤离北京后，清军入京立即将北京中、东、西三

城居民全部逐出，下令剃头，总不会更得民心吧，为

什么没有失败呢？［３］１８同样道理，明政府再怎么贪

腐，也不可能比清军全部剥夺辽民财产更不得民心。

而后金举措之所以得以推行，主要由于极权政治和

军事暴力结合所产生的“恐怖———服从”效应：史载

辽民稍有反抗，即不论贫富，均皆诛戮；而恐怖统治

间隙稍加宽赦，民众即感恩戴德，山呼万岁。

其三，文化传统不一致。辽东汉民尊崇儒学，以

伦理道德维系家庭与社会：“（儒家治国）的特性便

是客观的‘家庭孝敬’。”［１３］１２７后金政权强力要求辽

民剃发以示效忠，这对辽民而言不啻是离经背祖、愧

对先人的行为。后金对降人家属的处置也体现了游

牧渔猎与农耕文化的巨大差异。部落征战中失败的

一方除了己身为奴之外，妻女也作为生育工具交由

胜者支配，这是遵循优胜劣汰丛林法则以延续族群

的一贯做法（即便是自身妻子，也可作为生育工具

传承给子孙，俺答汗、努尔哈赤贵为汗王，死后子嗣

亦继承父亲庶妻，这都是丛林法则的体现）。但辽

东大部分汉民更推崇伦理观念，己身屈膝为奴当牛

做马，而“主人”却在营中淫辱妻女，不啻奇耻大辱；

而女子心系前夫，刺杀旗人将士之事也多有发生。

为此，后金洗劫辽地时多次采取“屠男留女”之策，

以断绝被掳女子之念，使其甘为生育工具。

后金强行在辽东汉地血腥推行八旗制度，激起

曾经归降的辽东军民激烈反抗。据《丹忠录》描述，

反抗失败的辽东军民纷纷逃往关宁、东江等地的明

军据点，或者越鸭绿江而藏匿于朝鲜，这是当时辽东

实况的反映。

四、反思明末国家力量整合困境

明廷所面对的后金已非来去如风的劫掠部落，

而是以极权化方式整合集团意志、军力、财力、民心

的部族政权。放眼世界，盛极一时的罗马、印度等帝

国在极权部族政权所形成排山倒海般的“共振”效应

面前也应对乏力，甚至迅速灰飞烟灭。而明末以积弊

之师抗击八旗飙风，虽败多胜少，但却能长期相持，实

亦奇迹，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有利的内外条件。

首先，国内外各种力量给予明朝势力道义和实

际上的支持。在关外，蒙古各部抗金（清）斗争一直

持续到１６３６年林丹汗败亡，后金统治下的辽沈民众
也纷纷揭竿而起。在国际上，朝鲜军感恩明朝，暗助

东江军民在辽海诸岛掣肘后金，欧洲强国同情和支

持明朝抗清斗争持续到清军入关后多年。

其次，明末名相名将迭出，能征惯战之士亦不缺

乏。熊廷弼、孙承宗的策略事实上起到遏制后金的

效果。徐光启、孙元化、赵士祯等顶级科学家团队兼

取中西科技之长，所改造的火器达到当时世界一流

水平。关宁军、东江军、浙军和川军作战之英勇，与

八旗军不逞多让。

所以，明朝只要有效地整合国家军力、财力、民

心，辽局当不至崩溃。但明朝的政治文化制度使其

无法做到这一点。对此，《丹忠录》做出很有深度的

思考：“辽事垂成而败者四：四路极将之宿、兵之锐，

而败于迂；辽沈已有可固之势，而败于疏；广宁败于

不和，而东江又蹈之。”［１］２００“疏”即文官集团上疏谏

议，清朝史学家赵翼曾有著名的“明末书生误国”之

说，诚然，过于强势、长于议论而不谙实情，并且善于

利用社会舆论的文官集团经常左右中枢决策，对前

线将帅施加压力甚至直接进行“瞎指挥”；“不和”即

指前线将帅内讧。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集中剖析文官集团上疏谏

议对战局的影响。

明朝以理学治国，形成了强势的文官集团。皇

帝和百官都是理学信徒，所以当仁不让于君之事屡

有发生。皇帝的旨意，如果没有内阁“票拟”视同无

效；文臣因与皇帝意见相左而集体抗议之事屡有发

生。嘉靖、万历常年不上朝的重要原因就是无法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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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强势的文官集团。

这种情形在太平之日无伤国家根本，但在政府

需要集中意见并有效执行既定方针的战争时期，弊

端很快暴露。

万历晚年虽然长期不上朝，但在“万历三大征”

等大事上果断决策，选拔堪负重任的将帅赴任，并努

力化解朝官和舆论施加给前线将帅的压力。萨尔浒

之败后，万历一针见血指出“辽东之败，败在文武不

能同心”，并立即提拔熟悉辽事的熊廷弼总揽辽事。

《丹忠录》记载，熊廷弼采取坚壁清野、主动防御之

策，并借鉴对手“全民动员，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

经验而提出“辽人守辽土，辽土养辽人”的措施争取

和动员耐寒善战的辽东军民，迅速稳定辽局。但万

历去世后舆论压力直接施加到将帅身上，熊廷弼不

得不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自己辩白，结果适得其

反：熊经略自想历任以来，有功无过，所奏不实，如何

心服，如何不辩。一辩之后，自然群起，又有道他八

无谋三欺君的，又有道尚方之剑，仅供作威之具的，

又有道以破坏辽局推之后人，以为闻胡马骄嘶，心胆

坠地的。熊经略业已告病求去，至此竟缴了尚方剑，

辞职。［１］３３

熊廷弼再次督辽时根据辽沈陷落后的危局而筹

谋“三方进取”之策：广宁为正，积极防御；登莱、天

津为奇，由水路袭扰敌后方。［１］７４但辽东巡抚王化贞

却主张冒险进攻。朝中文官不是多方化解，而是分

为拥熊和拥王两派，相互攻击。其时泰昌帝病亡，天

启新立，失去仲裁的朝野舆论直接施压辽东将帅：

“非经、抚不合，乃好恶经、抚者不合也；非经、抚不

合，左右经、抚者不合也。当事者不悟，而旁佐者又

不悟，至于坏事，岂不可惜。”［１］６４

熊、王兵败之后，年轻的天启采取非正常手段整

合军政力量：在内重用宦官集团钳制激进文官集团，

在外倚重孙承宗（帝师兼宰辅）来节制辽东诸将。

孙承宗对熊廷弼策略加以修正：以坚城利炮守关宁

为“正”，以东江军民袭扰敌后为“奇”。历来学界对

天启颇有诟病，但其在位期间辽东局势一度向明方

倾斜。袁崇焕指挥的宁远、宁锦大捷，毛文龙的东江

诸役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崇祯继位后立即剪除宦官集团，重用激进文官

集团。朝野舆论在暂时取得“高度一致”之后又分

化为相互攻伐的派系，致使中央再无法整合军政力

量。陆人龙兄弟一介书生却能参阅大量机密的文

件，其背景是朝中文官将国家大政披露于世以制造

有利于己方的社会舆论。

以毛文龙之死为例。毛文龙在辽海诸岛兵多将

广，使努尔哈赤“一年数惊”。朝中文官纷纷上疏指

出东江坐大后不啻“建州之后又生一建州”，但天启

顶住压力授予毛文龙“尚方宝剑”以安抚东江将士

之心。崇祯即位后虽对东江多方安抚，但被他寄以

厚望的袁崇焕却迎合舆情处斩毛文龙，事成之后再

迫使崇祯承认现实。而日后袁崇焕也因战略失误而

成为舆论众矢之的，即便没有日后清朝所说的崇祯

中反间计之事，举朝舆论也很难给袁崇焕生机。

崇祯后期，中枢决策进一步被朝野舆论所左右

乃至绑架。杨嗣昌所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四正六

隅”“十面之网”等战略务实且成效显著，但激进的

言官们却没有给予其足够的耐心与机会。再往后的

松锦之战、明清议和、迁都之议等事件，都有文官将

机密公布于众，然后挟社会舆论改变中枢决策，导致

明朝丧失一个又一个挽救国祚的机会。

由此可见，明朝文官集团与社会舆论过于强势

且失去平衡机制，导致中枢仲裁乏力并进而加剧国

家力量整合困境。清末同样遭遇内忧外患的困境

时，统治者通过对内穷凶极恶，对外议和、逃跑以及

割地赔款的方式而使国祚一再延续，这种途径在强

势而且道德感强烈的明朝文官集团及社会舆论那里

是根本不可能通过的。

当然，明朝绝大多数文官、文人同样以儒学信仰

约束自己，在国难当头慷慨激昂，勇于担当，敢于牺

牲。明清易代持续了６５年的战争（１６１８－１６８３，从
抚顺陷落至明郑政权败亡）中，被清朝所修《明史》

中列为“贰臣”的文武官员不过１５７人，而殉难的文
官文人成千上万。虽然他们有空谈误国之失，但他

们的爱国情操以及“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

斑斑”的铮铮铁骨仍值得对手和后人敬佩。

综之，《丹忠录》虽是一家之言，但为后人了解

明末辽局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独特的视角，其史料

价值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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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在乡村地域中的功能研究
———基于河北省某县某村落的田野调查

盖　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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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盖策（１９９４—），男，河北石家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基层民主与社会治理。

摘　要：中国乡村民间信仰在乡村发展的过程中日渐活跃，发挥出强大的社会功能。以河北省
某县某村落的民间信仰为个案，借助当地保存较完整的《村新志》等相关资料以及国外民间信仰的

已有理论辅助研究发现，民间信仰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适应、潜在模式维持、整合以及目标达成

四种社会功能，但是由于受到信众素养低下、国家权力强制下渗、政府治理失范等因素的影响，其正

功能产生了向负功能转化的风险，因此治理该问题需要政府引导与信众自律兼顾，使新时期乡村的

民间信仰能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治理。

关键词：民间信仰；社会功能；结构功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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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民间信仰的概念界定
国内外诸多学者们从民俗学、宗教学等研究角

度对民间信仰做了不同的注解，大致可以分为以下

两个流派。一派以杨庆教授为代表，主张用 “分

散性宗教”来解释民间信仰的宗教性本质，而 “分散

性宗教”就指在世俗制度中以弥散状态存在，从“制

度性宗教”中获取一定的信仰素材之后渗透进世俗

制度的观念和崇拜仪式中，形成自身特有的崇拜对

象和信仰仪式［１］。从杨教授的定义来看，民间信仰

本质上属于宗教。另一派以乌丙安教授为代表，认

为民间信仰是相对于正式的宗教或得到官方认定的

某些信仰，或各时期广泛流传于民间或者为多数社

会下层民众崇信的某些观念，换句话说，民间信仰只

是一种信仰形态，不属于宗教范畴，其本位是“民俗

性”而非“宗教性”［２］。

我们可以从以上两位最具代表性的学者的研究

中看到，民间信仰从本质上是不同于制度化宗教的，

只是在“本质到底是什么”方面诸位学者拥有不同

的理解。因此，在结合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笔者倾向于这样定义民间信仰：它具有一般宗教

的内在特质，是一种较为朴素的超自然崇拜或对神

灵的信奉的简单信仰；但又不具有传统制度化宗教

的外在形式，如比较整全的教义或敬拜仪式等。它

在民间广泛存在、世代相传，是一种与地方信仰习俗

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信仰体系。

二、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研究评述与理论工具

（一）社会学对宗教的研究

通过回到西方的一些经典，我们会很清晰地发

现，实际上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民间信仰在乡村这

一地域所发挥的功能只不过是古老问题披着现代形

式的外衣的重新表达。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开

启了功能主义应用于宗教领域研究的大门。作为一

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并没有去深究形而上学的问题，

而是集中关注宗教中的社会与文化因素。在涂尔干

的理论中，宗教是团结社会、整合社会、联结并维系

个体与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

涂尔干宗教社会学的根本性思想，可以这么说：宗教

是社会的凝聚剂，即基于宗教意义系统的共同的道

德理解和制度化的宗教仪式对社会的团结和整合有

着积极的正功能［３］。韦伯研究宗教的目的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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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去追寻宗教的本质，宗教对于他来说只是研究

社会问题的一种工具或角度而己。因此，韦伯的诸

多宗教社会学论著基本上都是在探讨宗教与社会行

为类型（特别是经济行为）、宗教与理性化和现代性

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在韦伯那里，利益是行动的引

擎。即便是宗教行为，也是人们在想象利益的目标

驱动下产生的［４］。杜赞奇在《权力、文化与国家》中

对构成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宗教依据区域性和信众

的自愿性进行了分类，在一定条件下，类似于本文案

例的这种超村落的自愿性宗教组织可以有效影响乡

村的政治结构［５］。在我国诸多学者对于萨满教的

研究中，也可以了解到东北地区不同时期的政治、经

济、文化等社会子单元都受到了这一体系的“制度

性宗教”的影响。遗憾的是，尽管研究成果纷杂，却

始终未形成一套关于宗教功能的完整的逻辑体系，

因此本研究选择运用帕森斯的 ＡＧＩＬ模型进行进一
步的分析，虽稍显浅薄，但终是有益的尝试。

（二）工具———ＡＧＩＬ模型
帕森斯认为，社会的各个子系统属于整体与部

分的关系，社会之所以保持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是因为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共同

对整个社会发生作用。帕森斯指出，任何一个能够

在社会整体系统中生存下来的子系统，都必须具备

以下四种基本功能：适应性功能、潜在模式维持功

能、整合功能、目标达成功能［６］。表 １可以很清楚
地解释每一项功能的具体内容。

表１　帕森斯ＡＧＩＬ模型

所履行的功能 组织形态 实例

适应 从事经济生产 企业

潜在模式维持 维持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 文化、教育

整合 调解冲突，促进社会团结 法律行业

目标达成 从事政治领导活动 政府机构

　　由表１可以看出，对民间信仰进行 ＡＧＩＬ模式
分析似乎并不符合帕森斯对每一项功能内容的界

定，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一些功能的

内容也应该得到相应的扩展。首先，产业结构中第

三产业比重的不断增加，精神文化的生产得到了同

物质生产同样的重视，不能再仅仅局限于它的潜在

模式维持功能，因此笔者认为精神文化领域的社会

部门通过提供文化产品所发挥的社会功能也可以归

为适应功能；其次，社会治理主体的多中心趋势已经

成为主流，单纯依靠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

务的模式出现了较多问题，再加上各国政府机构的

职能都在逐渐向少而精的方向转变，因此，发挥目标

达成功能的主体也应该允许多元化；最后，近些年来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增加使得政府对于强制性权力的

使用变得愈加谨慎，单纯地依赖暴力机关维持社会

秩序的成本过高，此时一些非正式权力可以起到很

好地辅助作用。

三、河北省某县某村落民间信仰的标志———乐

胜庙

乐胜庙是位于某县某村落北方的一座仅有５０
平米的小庙，但是就是这么一座不起眼的小庙，却在

很多方面影响着周边村落村民的日常生活。乐胜庙

历史久远，村中士绅一直非常重视对乐胜庙的维护

与保养，迄今为止遭受过最大的一次破坏是在１９６８
年进入文化大革命以后，县里的红卫兵与村里士绅

号召组建的“护村队”在是否拆除该庙的问题上持

不同态度，并最终引发了大规模械斗，最后虽然对乐

胜像有所保护，但是墙体部分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

破坏，村里传统的祭祀仪式也不再公开进行。９０年
代以后，国家宗教政策逐渐宽松，县政府对祭祀仪式

的态度由反对转变为默许，村里士绅中年龄较大的

乡贤开始号召村民重开庙会等活动，大规模的祭祀

仪式才又重新回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据笔者父辈

人的介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山照村可以算是一个
“瘫痪村”，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国家力量从乡村

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撤出，商品经济的冲击使得村

民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崩溃，一味强调个人享受权利，

道德出现滑坡，盗窃抢劫事件频发。这种自我中心

主义盛行的风气使得村民在公共事务上达不成共

识，村委会组织形同虚设，无法履行应有的职责，一

直持续到２１世纪初村中士绅重修乐胜庙，这一态势
才有所好转。募捐修庙虽然前所未有地得到了绝大

多数村民的拥护和支持，而大多数的村干部为了和

这种迷信活动撇清关系，自始至终不参与重修乐胜

庙这一事宜，导致村民对之后的每一届村委会的工

作或多或少地持有一些消极态度，村中士绅与村委

会领导班子的僵硬关系一直都没有得到有效地调

解。

四、民间信仰的功能分析———以乐胜庙为个案

（一）适应功能

在诸多学者的研究中，乡村治理或多或少地存

在“物质水平与精神高度的不匹配”这一困境。尽

管物质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但是中国农

民天生具有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来自于信

息的匮乏、思想的落后以及不确定的天灾人祸等原

因［７］，该村落也不例外。科技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村民从事农业生产面临的自然风险，但是商

品经济增添的新风险比起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且

贫富分化更使得村民心理失衡加剧。因此，村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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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心灵上的依托来聊以慰藉。而此时日渐复苏的民

间信仰就为村民提供了一条可以“对神倾诉”的途

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村民的认知情感和精神

文化需要，在韦伯的话语里可以理解为，民间信仰受

到信众的需求驱动而产生、发展，它可以有效缓解村

民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产生的紧张情绪，提升其承受

挫折的能力和直面风险的勇气。在乐胜庙举行的隆

重的庙会活动上，每家每户都会前来参加活动，并在

功德薄上“上名”布施，祈求“乐胜爷”保佑一生平安

或是升官发财。本村乡贤李某在接受访谈时提到：

一开始来上香的人少，连肚子都填不饱的人哪里来

的香火供奉这个，慢慢地大家的腰包开始鼓了，就害

怕又回到以前那种生活，来上香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当然，由于民间信仰的草根性具有非常强烈的

功利性色彩，因此也很容易发展为封建迷信，这也是

乡村治理的诸多难点之一。

（二）模式维持功能

社会的急剧转型打破了乡村旧的道德文化体

系，但是新的道德文化体系又没有被及时建立起来，

所以乡村的伦理观处于整体迷茫缺失的状态，以致

于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乡村不得不面临道德失范

这一信仰危机。而在村民心中有着深厚根基的民间

信仰自然而然就承担起了一定的潜在模式维系的功

能，为村民提供了一套独特而朴素的道德规范体系。

这种体系可以依靠外在的舆论压力或信众内心的恐

惧提供基于认知的功利性规范，也可以依靠信众的

合法性认同提供价值性规范，当然，前者是不如后者

稳定的。因此，通过对道德规范的倡导来塑造村民

道德价值观是更有效发挥“潜在模式维护”功能的

途径。当然，正如学者李俊领所述，“不同于刚性的

法律规范，民间信仰与正式宗教一样，都可能存在道

德风险和机会主义，然而，如果仅仅只有刚性的法律

而没有内化的道德规范和内心的认同，后果将是社

会交易成本的无休止增加”［８］。在这里，乐胜庙的

重修及时扼制了村落道德状况下滑就是一个极有解

释力的案例，尽管它多以“好人好报、坏人坏报”“好

人上天堂、恶人下地狱”等科学难以证实或证伪的

信条来规范民众的行为。

在乐胜庙外堂的牌匾上，题有“忠义仁勇信、礼

义廉耻孝”十个大字，乐胜碑中载道“胜从戎，不阅

兵书，日以一本道德经置案头，警其言行 ”，这些文

字都是每家每户的孩子在学堂读书时要背诵的，并

被家中长辈严格要求恪守“乐胜爷”的教诲，在法律

规范普及不足的情况下，民间信仰所承载的道德规

范对于乡村民众道德修养的培育起到了很大作用。

当然，民间信仰这种潜在模式维持功能不可避免地

会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冲撞，容易引发乡村秩

序的不稳定，同时也会给各种邪教可乘之机，使得乡

村的道德伦理观再度陷入混乱。

（三）整合功能

社会整合是协调社会各个子系统的矛盾冲突，

促使社会整体良性发展的过程。在乡村场域下，民

间信仰多以频繁的仪式如祭祀、庙会、祷告等符号表

现出来，这些活动为乡村不稳定因素提供了“泄压

阀”，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在帕特

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中，构成社会资本的信任、规范及

网络三要素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

率［９］。费孝通先生已然阐明中国乡土社会的本质

其实是人情社会，其核心就是由血缘、地缘主导的人

际关系之间的“差序格局”［１０］，而从调研情况来看，

拥有共同信仰的村民，即便超越了血亲与地缘范围，

依然能够建立起信任关系。民间信仰提供的道德框

架规范了村民的行为。由民间信仰结成的社会网络

具有扩散性，这种扩散性可以为社会网络中的个人、

家庭甚至村落的发展带来社会资源。正是由于以上

三点，民间信仰成为了村落重要的社会资本，促使村

落事务有序发展，这非常有助于推动实现社会整合。

霍某是乐胜庙打理日常事务的负责人，他在访谈中

提到：来供奉香火的都被视为我们的兄弟姐妹，大家

一起拉家常，谁家有困难就帮个忙，邻里关系自然一

天比一天和谐。

（四）目标达成功能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精神符号，是不具备目标达

成功能的，但是这些秉持着相同信仰的村民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靠自治来对处理村庄公共事务，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山照村的村民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社

会组织”，而这个社会组织存在的正当性在于它是

以“乐胜爷”的名义行事的，这使得身处其中的村民

逐渐建构起对乡村社会 “集体意识”。公共治理理

论的创始人之一的詹姆斯·罗西瑙曾提出：治理与

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

动，这些管理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需依靠国家的

强制力来实现［１１］。治理理论旨在挖掘政府以外的

各种公共服务供给和管理统治主体，实现公共利益

的最大化。这些民间信仰活动的开展就充分体现了

村民的自治精神。在山照村有一项不成文的习俗，

无论村里哪一户发生些天灾人祸，只要你在乐胜庙

的祭祀香炉里献过香火并登记在“功劳簿”，都会由

若干德高望重的士绅带领村民们对其进行救助。尽

管这种“慈善公益”事业的合理性受到了村里非信

·５７·



众的质疑，但毫无疑问是“民间信仰”弥补政府公共

职能缺失的生动体现。

我们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一些民间信仰活动

不仅仅体现村民的自治性，还可以有效参与到政府

的乡村治理过程中，当然山照村民间信仰的案例是

无法证明这一点的。但是笔者通过查找文献资料，

发现了这样一则案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贵州榕江
县政府利用摆垭山民间信仰的“神圣性”把该地区

各个小利益集团的价值观综合统一起来，构建起

“议榔”制度，以此维持当地秩序。摆垭山是榕江县

的一个乡村社区，社区内的苗族信仰萨满教，本族的

族长同时也是萨满祭司，而“议榔”就是本族最具威

信的议事会组织，大多数苗族人认为通过“议榔”的

方式他们是可以与萨满神对话的。１９８９年，在一些
苗族干部的主持下，新的“议榔”建立起来，新的“议

榔”条款提倡婚姻自由，禁止铺张浪费，要求民族团

结，组织的带头人由本族长者和政府退休干部构成，

比例各占５０％，这些人具有丰富的阅历与影响力，
在摆垭山村庄的生产生活和公共事务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１２］。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民间信仰通

过合适的引导和培育可以为社会治理的优化和政治

合法性的加强贡献宝贵的力量。

五、民间信仰的正功能转化为负功能的原因分

析

（一）政府治理“真空”

民间信仰治理“真空”，一直是困扰着民间信仰

存在和发展的难题。一方面，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然

没有形成统一的民间信仰管理政策、制度和法规；另

一方面，民间信仰的非官方性质以及信众对一些公

共职能的行使在政府部门看来是挑战权威的表现，

自然会导致政府部门对其潜在的抵制。部分学者虽

然提出民间信仰的治理尚属社会自治的范畴，应当

由信众自行协商处理，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农村邪教

的日益猖獗，公共部门适当的引导和管理已经成为

不可避免的趋势。

（二）主流意识形态对乡村的强制渗入

乡村地区在价值观层次的冲突突出表现为主流

意识形态与民间信仰之间的矛盾。唯物主义和无神

论等主流意识形态对乡村的强制渗入，无异于对原

本民间信仰构建的价值观体系形成了冲击，造成村

民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在山照村，“乐胜爷”的

信众占了村里的绝大多数，但是在村委会多次使用

广播宣传，县政府派人员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

普及后，一些村民开始以“乐胜爷”的名义向村委会

暴力示威，甚至还有部分村民由于心理上无法接受

信仰的崩塌，丧失了“对神倾诉”的途径，选择了离

开山照村，在这种“熟人社会”的坏境中，很容易引

发连锁反应，这对于乡村秩序的维持是一项巨大的

挑战。

（三）村民文化素养偏低

村民文化素养偏低是民间信仰的诸多负功能产

生的根本原因，需要强调的是，文化素养的内涵并不

只是局限于对科学知识的掌握程度，更多的是思维

与格局的塑造和进步，而这正是该村村民所欠缺的。

在该村落，尽管一味的跪拜“乐胜爷”并未给信众带

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但是“不祭祀就不会被保护”的

观念已经深深植入了他们的内心深处。调研结果显

示，拥有小学、初中学历的信众数量占据信众总人数

的九成以上，这些人年龄较大，常年从事最原始的农

业活动，拒绝生活环境的变化，因此在面临市场经济

的冲击时表现出极大的不安全感，在这一背景下其

意识形态层面极易受到蛊惑。

（四）民间信仰自身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

乡村治理需要民间信仰发挥潜在模式维持功能

的原因在于道德与认同是发自个人内心的约束，无

需监督，成本极低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效率

极高。正如前文所述的，民间信仰正功能的发挥建

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其构建了一套有助于群体

的整合与内聚的道德规范，二是村民对于这一道德

规范内心的认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的

冲击使得传统乡村的社会环境愈加复杂，随时可能

打破这一潜在模式维持功能，多元价值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民间信仰的约束力且制度化的法律尚未普

及，由此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发生的机率大大增加。

这种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属于民间信仰的本质特

征，两者只能依靠村民自身的认知，这也是民间信仰

有序参与乡村治理的根本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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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伦理学视阈下昆德拉小说中的“忠孝”观刍议

赵　谦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外语系，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７－０５
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米兰·昆德拉小说中的符号隐喻研究”（ＳＫ２０１７Ａ０６６１）
作者简介：赵谦（１９８２—），男，安徽芜湖人，硕士，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外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文学。

摘　要：文学伦理学关注文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旨在探索文学作品中的伦理意蕴，以此来指
导我们树立正确的伦理观。米兰·昆德拉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对配偶不忠、对父母不孝，反映出昆

氏对于“忠孝”伦理观的不屑与否定，也折射出了现代社会中部分人群道德沦丧的不良现状。以文

学伦理学为理论视阈，归纳总结昆氏小说中的伦理观，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小说中的伦理意蕴，也

能为构建正确的伦理价值观提供启示。

关键词：米兰·昆德拉；忠孝；伦理观；启示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５
中图分类号：Ｉ５６５．０７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７８－０３

　　一、国内外文学伦理学发展概述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文学伦理学作为新兴的批评

视阈流行于欧美学界，它主要关注文学与伦理学之

间的关系，旨在探索文学作品中的伦理意蕴，代表性

的学者有希利斯·米勒、韦思·布斯等。１９９９年，
国际著名期刊《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会刊》（ＰＬＭＡ）开
辟了“伦理学与文学研究”专栏，意在对文学与伦理

学之间关系进行深度探究，这一举措在文学伦理学

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进入２１世纪后，以
马歇尔·格雷戈里为首的一批研究者脱颖而出，迅

速成为引领学科发展的骨干。格雷戈里一针见血地

指出，文学叙事“通过人们的行为和态度树立典范，

通过指导我们如何摆脱各种人生困境，通过总结我

们对各种行为所做的种种伦理评判来影响人们的精

神和气质”［１］２８４。这一观点将文学与伦理学紧密地

联系在了一起，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同。

在我国，“学者对文学伦理的关注自古有之，然

而并未形成一种完整的研究体系。”［２］６２到了 ２００４
年，文学伦理学被国内学界确定为一种文学批评方

法。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

索》［３］标志着文学伦理学在国内的兴起，因为该作

“第一次在我国明确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

论，对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理论基础、批评的对象

和内容、思想与文学渊源进行讨论”［４］３８。聂教授在

《外国文学研究》上开辟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

专栏，鼓励专家学者们从事文学伦理学研究，一大批

名家新秀纷纷加入到了研究队伍之中。如今，国内

文学伦理学批评逐渐演变成一种主流的研究视阈。

二、文学伦理学视阈下昆德拉小说中的“忠孝”

伦理思想考

“忠孝”曾是世界各国民众普遍认可和遵守的

道德伦理法则，它对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着

十分积极的意义。余仕麟指出：“社会必须重视在全

体成员中进行持续而广泛的忠孝德性教育、引导和实

践，通过各种渠道而来的忠孝道德渗透与影响，对社

会成员的德性塑造无疑会产生重要作用，自然也能够

在一些人那里唤回已经淡漠淡忘的忠孝意识。”［５］８６

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大部分人物的行为都与传

统的“忠孝”伦理相悖。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管

窥昆氏对于传统伦理观的不屑与否定。

（一）对配偶不忠

在数以亿计的人群中，两个人能够携手步入婚

·８７·



姻的殿堂，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因此，每一对恋人

都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缘分，以诚相待。”［６］１７９然

而，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夫妻之间既没有相濡以沫

地扶持，也没有含情脉脉地温情，有的只是单方面或

相互间地背叛”［７］７７。总体上来看，昆氏作品中对配

偶不忠的情节主要发生在男性身上。在《不朽》中，

保罗拥有美丽的妻子和贴心的女儿，过着让外人羡

慕的幸福生活。然而，他一方面反复强调自己对于

阿涅丝的情感，另一方面却与小姨子洛拉保持着暧

昧的关系。保罗的多情与摇摆深深地伤害了妻子，

导致了她言行的异常。最终，阿涅丝因为精神恍惚

而丧命于车祸，一个完整的家庭从此不复存在。小

说中，昆德拉谈及歌德的情史，这位文坛巨匠背着妻

子克莉斯蒂安娜与他的仰慕者贝蒂娜互通私信。贝

蒂娜是歌德曾经一位恋人的女儿，两人年龄差距甚

大。鉴于自己的社会地位，歌德始终与贝蒂娜保持

着适当的距离。然而，当得知她订婚的消息后，歌德

放下了心中的顾虑，直接让贝蒂娜坐在他的腿上，完

全把自己的妻子和道德伦理抛在脑后。在《好笑的

爱》收录的故事《哈威尔大夫二十年后》中，主人公

哈威尔的妻子是一位年轻漂亮、拥有众多粉丝的女

演员。回想当年，哈威尔靠着死缠烂打的招数从众

多的追求者中脱频而出，最终将美人抱入洞房，这也

使他成为了无数男人嫉妒的对象。然而，结婚后的

哈威尔并不满足，他到处猎艳，以此来证明自己的魅

力。二十年后，已经步入垂暮之年的哈威尔因病到

疗养院静养，但他寻花问柳的恶习依然没有改变。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老态龙钟的哈威尔魅力尽失，

他在勾搭女性时一再失手，也为此懊恼不已。最后，

妻子的探望为他赢得了尊重，也让他在旁人羡慕的

眼光中重拾信心。在《慢》中，位高权重的侯爵娶到

了倾国倾城的 Ｔ夫人。然而，他终日花天酒地，完
全不顾及妻子的感受。受到冷落的 Ｔ夫人内心凄
苦，却只能在叹息中虚度年华。《无知》中的古斯塔

夫爱上了丧偶的伊莱娜，并在她最痛苦失落的时候

成为了她忠实的倾听者，也因此获得了自己梦寐以

求的爱情。然而，结婚之后，他与伊莱娜的母亲竟然

发生了乱伦关系。此外，《玩笑》中的泽马内克，《不

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托马斯、弗兰茨等男性角

色无不是始乱终弃的负心汉。他们的滥情与薄义，

摧毁了配偶们对于爱情的信念，也引发了一系列的

情感悲剧。与男性们主动背叛不同，昆氏小说中女

性人物的出轨多是出于对丈夫不忠的报复，如《玩

笑》中的埃莱娜，《慢》中的Ｔ夫人，《不朽》中的阿涅

丝等。当然，也有部分女性的“婚外情”是出于某种

目的和愿望的达成，如《无知》中的伊莱娜选择与约

瑟夫私会，是为了圆曾经的一个梦想。《笑忘录》中

塔米娜与雨果发生关系，是希望对方可以帮自己拿

回亡夫的日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萨比

娜和不同的男性上床，则是出于寻求性爱激情的原

因。事实上，无论是男性的出轨还是女性的不忠，都

极大地破坏了家庭的和谐氛围，让原本幸福的家庭

分崩离析。

（二）对父母不孝

“孝是最起码的伦理道德，是人自幼就有的一

种朴素感情。”［８］４１中国儒家传统思想认为：“‘孝’是

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低的要求，也是最根本的价

值体现，一个人如果不懂得孝敬生养自己的父母，则

已经不是人而是禽兽，失去了做人的起码的条

件。”［９］３２而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子女和父母的关系

通常是十分疏远的。《让先死者让位于后死者》中，

女主人公在丧偶之后，含辛茹苦地独自抚养儿子长

大。然而，自私的儿子却从不为母亲考虑，反而剥夺

了她享受爱情的权利。儿子的做法，“与其说是出

于对父亲的爱，倒不如说是出于专横地压迫母亲，把

她限制在符合寡妇身份的范围内的愿望”［１０］２０９。在

《不朽》中，洛拉对父亲的情感十分淡漠。她和强势

的母亲压制性格软弱的父亲。郁郁寡欢的父亲只能

从阿涅丝身上找到精神的慰藉，这也就是他在生前

费尽心思地将财产全部转给大女儿的原因。在《笑

忘录》中，塔米娜在和丈夫结婚后，就匆匆地和丈夫

移居到国外，甚至连招呼都没有和婆婆打。正是因

为子女们的不孝，才造成了婆婆的愤怒。因此，在塔

米娜丈夫去世后，婆婆不允许她回国，也不愿满足她

拿回亡夫笔记本的愿望。小说《无知》中，伊莱娜与

母亲的关系十分怪异。在她的心中，从未感激过母

亲的养育之恩，反而将她视作阻碍自己个性发展的

仇人。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特蕾莎为了一

个初次见面的托马斯，毅然离家出走。在与托马斯

共同生活的时间里，她只是担心这个男人会弃她而

去，从来未曾想过自己的父母。而另一个女主人公

萨比娜则不服从父亲的管教，处处惹祸，最终将深爱

她的父亲逼上绝路。值得一提的是，昆氏小说中对

父母不孝的基本上都是女性人物，这折射出了他潜

意识中对于女性的偏见。至于男性们与父母的关

系，昆氏在小说中少有涉猎。然而，其作品中的男性

大多游手好闲，满脑子都是情色欲望，因而很难让读

者将他们与孝子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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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朱群芳指出：“忠孝观使人道精神屈从于上下、

尊卑、宗法等级关系，抹杀个体独立性，助长依赖意

识。”［１１］１２与此同时，“忠孝法则仅仅规训着人们对

于权力的服从，但在此种服从之中，正义尤其是个人

的正义却甚少得到关怀。”［１２］Ｐ１６６－１６７尽管如此，“忠

孝”思想依旧是人类道德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

成果，它为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伦理价值观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以昆德拉小说中人物不忠不孝的行为

为鉴，我们应该以一种辩证的态度对待传统“忠孝”

伦理，既要弃其糟粕，也要取其精华，努力弘扬中华

民族优秀的忠孝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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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典打造经典
———从《经典咏流传》探析未来经典歌曲创作与社会传播

谷　一
（贵州民族大学 音乐舞蹈学院，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２５
作者简介：谷一（１９９３—），男，河南郑州人，贵州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音乐舞蹈、艺术管理。

摘　要：作为现象级音乐类文化节目代表，《经典咏流传》通过嫁接文学，和诗以歌；立足传统，
追本溯源；他山之石，借以攻玉；多元媒介，广泛传播；培育复合人才等方式，成功地将中国古代经典

诗歌生动再现，获得观众广泛认可，引发收视轰动效应，其成功经验为今后以经典诗词为文本来打造

经久不衰的经典歌曲提供启发和新路径。

关键词：《经典咏流传》；诗与歌；经典歌曲；传播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６
中图分类号：Ｊ６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８１－０４

　　伴随着电视文化节目２．０时代的到来，视觉文
化已经渗透到公众生活的各个角落。高品质、精制

作、新形式的文化综艺类电视节目，不仅传承着中华

优秀文化，还传递出了大众审美趣味与流行风尚。

音乐以其特有的感染力、丰富的表现力，成为此类文

化节目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繁荣综艺类电视文化节

目的同时，也为未来经典歌曲的创作与发展提供了

许多新思路、新方法、新路径。《经典咏流传》由央

视创造传媒有限公司和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联合推

出，于２０１８年初开始在央视一套周末黄金时间播出
的大型诗词文化音乐类节目，节目以诗词加歌曲传

唱的创新方式，造就了一系列优秀的歌曲，经典诗词

也因音乐旋律容光焕发，在影视作品评分平台豆瓣

上获得９．３的高分，一度引起轰动效应。然而如何
将这火爆节目的影响力转化成经典歌曲再造的持续

动力，还需要我们进行不断的探索。

一、嫁接文学，提升歌曲的文化内涵

（一）诗歌同源

“诗歌”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我国最

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全集分为《风》《雅》《颂》

三个部分，分别收录周代地方歌谣、周人雅乐、贵族

宗庙祭祀的乐歌。唐诗声出于言，以诗入乐；宋词言

出有声，在《蝶恋花》《点绛唇》《浣溪沙》等词牌下，

以声填词。“熟读诗词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即是描述诗与歌如影随形的特性。然而随着时代的

更迭，诗词与音乐渐成独立的艺术体系，但许多曲谱

却未能流传至今，成为了现代人的一种缺憾。

（二）和诗以歌

《经典咏流传》节目内容以“诗词 ＋歌曲”的形
式，筛选出富有时代精神的诗词进行歌曲创作，利用

古诗文语言对杖、押韵、平仄的独有美感，以音乐特

有的表现手段和组织形式来重塑经典作品，让人能

感受到中国诗词与音乐艺术结合产生的音律美、形

态美、意境美。如由霍尊传唱的《山居秋暝》，整体

旋律轻松明快，曲风自然纯朴，加上霍尊空灵而纯净

的声音，十分契合王维田园诗“诗中有画，画中有

诗”的意境表达。其前奏由厦门第六中学合唱团采

用多声部、无伴奏的拉卡贝拉的形式将音乐所创造

的意境徐徐展开。豆蔻年华的女子声音明亮清爽，

将聆听者一下带进“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诗

情画意中，傍晚时分，秋雨初晴，山村迤逦的自然风

光动静相宜，明快的音乐烘托出轻松的气氛。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明月、松林、潺潺

流水等自然意象，清逸雅致，与传唱者空灵的声音相

互交融，寄情山水，通禅自然，悠然自得。音乐用其

极强的表现力精确阐释诗词意境内涵之美，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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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秋暝》的诗意为音乐插上腾飞的翅膀，二者融

合使音乐美和诗词美达到全新的高度。

随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深入推进，综合国

力不断提升，人们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自信不断增强，

音乐审美层次不断提升，对音乐作品的文化内涵有

了新的认识与要求。从歌曲《青花瓷》开始，流行音

乐的主流语境中“文学音乐”等类型的音乐形式受

到追捧，《青花瓷》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音乐

动人、唱腔婉转韵味十足，歌词用“水墨画”“青花”

等系列意象词汇描摹了传世青花瓷的风采。词藻优

美而朴实，细腻的情感描写奠定了全篇清韵雅致的

基调，是音乐与文学融合较成功的案例。

以往音乐选秀节目多是一种快餐音乐文化，具

有创作快、传播快、消散快的特点，因缺乏文化内涵

和审美意蕴，无法传递诗词般悠远的音乐意境而经

不起时间的考验，更耐不住欣赏者的反复咀嚼。所

以新时代的音乐创新，不仅仅要借助文学细腻的表

达方式，更应该注入哲学的思考、美学的情怀、史学

的底蕴，才能使音乐艺术更富有文化内涵。

二、传承创新，丰富歌曲的创作来源

（一）推陈出新、革故鼎新

中华音乐体系内容十分丰富，包含民间音乐、文

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多种类型。从９０００年
前的华夏初音“贾湖骨笛”，到夏代乐舞《大夏》、商

代乐舞《大?》，到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再到兴

盛的汉唐乐府和元代开始的戏曲艺术，中国音乐从

古至今一直也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西周人所尊

崇的“黄钟之声”与民间音乐融合发展出“清商乐”；

在盛唐时期出现音乐创新的高潮，经济的高度繁荣

和频繁的对外音乐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音乐诗歌

繁荣发展；宋元时期民间音乐发展非常活跃，涌现出

多种多样的说唱音乐和以元曲、昆曲等为代表的民俗

音乐，以及近代国乐改革先驱者刘天华在传统的基础

上借鉴西洋音乐技巧、创作的《光明行》等乐曲，这些

都是经典歌曲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经典咏流传》电视节目中由谭维维传唱的《墨

梅》大胆加入戏曲元素，配合琵琶、二胡、古筝等不

同的音色特点，展现出传统音乐的无穷魅力 。“不

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是中国文人的风

骨，通过加入流行元素的再创作，赋予了《墨梅》新

的时代内涵，使音乐作品更具吸引力与活力。诸如

此类的改革不胜枚举，如李玉刚演唱的流行歌曲

《新贵妃醉酒》将传统戏曲的流行元素提炼出来加

以创造，使其契合大众艺术审美、情感表达、价值观

念与文化认同，成为家喻户晓的戏歌，拥有极高的传

唱度。优美的音乐刺激大众对其追本溯源，同时普

及推广了京剧大师梅兰芳版本的《贵妃醉酒》，形成

流行与经典相伴而生、二者携手共进的良好态势。

青年昆曲名家张军也曾把昆曲中的水磨调和摇滚、

爵士、新世纪等曲风元素加以融合，推出了《水磨新

调》。由十三月公司创立厂牌“新乐府”，对中国优

秀传统戏曲和音乐进行深度挖掘，将昆曲、川剧、安

徽黄梅戏、越剧、京剧与现代音乐元素相融合，进行

重新改造和包装，使其更加符合现代音乐审美。此

外，新乐府利用音乐产业中的平台孵化器，将中国音

乐的ＤＮＡ与国际水准音乐进行结合孵化，创作出许
多不可复制的音乐作品。

而笔者认为音乐的发展应该分为“传承”与“创

新”两条主线，双轨并行，齐头并进。“传承线”要不

遗余力地将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传承，尽可能的

保留原始的形态，再现其原汁原味；“创新线”可以在

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尝试，创作具有生命力的歌曲。

（二）面向世界、博采众长

音乐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艺术门类，与不同形

式的艺术碰撞总能使音乐获得新的生命力，焕发出

新的生机。相比传统的音乐类选秀节目，《经典咏

流传》轻赛制、重传承，使节目少了些浮华喧嚣，多

了些文化的沉淀，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将歌曲进行大

胆的变革，极大丰富了歌曲的表达形式。如中英文

版的歌曲《登鹳雀楼》抒发一种登高望远、向上进

取、高瞻远瞩的情怀。该曲由四位世界顶级音乐家

组成的“果敢ｄｕｐｌｅｓｓｙ疯马乐队”传唱，前奏是蒙古
马头琴空旷、沧桑的声音，渲染出“白日依山尽”的

悠远意境；果敢大师的二胡演奏，丝丝缕缕、哀怨苍

凉、欲断又续、婉约清丽，音乐之美使“黄河入海流”

的画面感十足，如身临其境；有着天然治愈音被称为

印度小提琴的萨朗吉加入，更好地诠释出登高望远，

“欲穷千里目”哀而不伤的心境；法国古典吉他节奏

感强，简单的旋律反复演奏，音调不断升高，激励着

听者涌出“更上一层楼”决心。英文版《登鹳雀楼》

歌词应用了著名翻译家徐渊冲的译本，中文与国际

英语在互译过程中产生了化学反应，使这一音乐作

品不仅让国人动容，而且具备了国际传播的语言基

础和艺术魅力。《登鹳雀楼》的大胆创新再次证明

音乐是没有国别限制的，当代中国音乐的创新应该

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充分借鉴各国各民族音乐的优

秀成分，吸纳各种艺术形式，为中国音乐走向世界做

出大胆探索。

三、多元媒介，拓展大众传播方式

音乐艺术作为一种抽象性表情艺术，无法实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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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的具体物化，传播媒介则是连接音乐从“艺术创

作”到“听众接收”全过程的途径。音乐传播需要跨

越时间、空间的障碍，因此传播媒介的选择尤其重要。

《经典咏流传》充分利用了各大视频网站的便

捷性，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微信、微博等

社交媒体传播的时效性，制造热门话题，引起广泛的

关注度，相比以往的音乐传播仅仅只有音频或视频

的单一形式，《经典咏流传》特为每首歌曲量身定制

Ｈ５、分享链接、微信文章、短视频等多种形式，在传
递声音的同时，力求讲好歌曲背后的故事，将每一首

歌曲背后的故事进行深度挖掘，丰富歌曲的内涵。

《经典咏流传》节目还与酷狗音乐软件合作，利

用电视节目的带动效应，借助互联网平台对社会影

响的长期性和稳定性，筛选出优质的歌曲更新同步

到酷狗音乐平台，将传播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进而

使优秀的音乐掌握更多的网络文化阵地和话语权，

使习惯于在视频网站、音乐网站进行交流沟通的青

年群体也能通过酷狗平台了解到此类歌曲。优秀的

文化因子全方位、无死角的覆盖于网络，有利于净化

社会网络环境，提升网络审美水平的整体上升。

此外，音乐的 ＩＰ跨界经营模式，成为经典歌曲
传播的另一途径，音乐ＩＰ作为一种可重复利用的资
源，被广泛应用到文学、戏剧艺术、影视艺术、动漫产

业、游戏行业、主题公园等领域，能够使音乐ＩＰ价值
实现又一次的增值。

从２０１４年高晓松将同名歌曲《同桌的你》改编
成电影版《同桌的你》开始，根据音乐 ＩＰ进行电影
创作，助推电影营销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近期由

刘若英执导的电影《后来的我们》，借用成名歌曲

《后来》的影响力，收获了十分可观的票房。此类经

典歌曲往往在传播过程中能够打下广泛的听众基

础，是听者发泄情绪、表达情感寄托的一种特殊形

式，因此以经典歌曲作为电影内容的牵引线，让电影

这一大众化产品引爆音乐ＩＰ的价值，使情绪化的观
影者角色自觉转换为歌曲的传播者。然而，我国大

多音乐ＩＰ电影如《栀子花开》《一生有你》《为你写
诗》等只是单纯地将剧情变为歌词续写，或只是将

歌曲生搬硬套，毫无新意，加入电影后使之沦为一种

加长版ＭＶ，靠着情怀营销等模式赢取市场。经典
歌曲改编的影视作品鲜有佳作，究其原因，还是在于

创作者将音乐ＩＰ当成摇钱树，老套的噱头、滥俗的
剧情、粗糙的制作，使改编的电影作品带来的影响力

远远低于音乐作品，虽利用经典歌曲的品牌效应赢

得较高票房，却难以得到好的口碑。

但是同样是音乐主题的美国电影作品《爱乐之

城》却别具特色、创意十足。音乐成为推动剧情发

展的重要叙事语言，影片运用大量的爵士乐风格的

曲调，较之传统的爵士乐，少了些低沉与严肃之感，

多了些阳光、轻快的曲调旋律。开场乐《Ａｎｏｔｈｅｒｄａｙ
ｏｆｓｕｎ》轻松、愉悦，为男女主人公初次相遇时滑稽喜
剧冲突烘托气氛。《ＣｉｔｙｏｆＳｔａｒｓ》由主人公在剧中合
唱，清脆透亮的女声与低沉浑厚的男声形成强烈的

对比与共鸣，音乐旋律的变化，表现爱情曲折以及现

实与梦想之间的挣扎等主题，令人动容。《Ｍｉａ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ｓＴｈｅｍｅ》则是女主角单人演唱，歌曲对二
人的认识过程展开回忆，歌词凄凉，曲风忧伤，音乐

对于整体剧情发展和关联起到推动作用。《爱乐之

城》也因具有极高的音乐造诣并获得了第７４届金
球奖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奖。

四、立足受众，增强歌曲传播效果

歌曲传播活动会受媒介、作品等客观因素的影

响，但传播效果却主要是通过受众群体心理层面、传

播时效层面、传播范围层面得到体现，因此歌曲传播

路径必须要在三个层面下足功夫。

首先要紧扣大众审美心理。在多元文化不断融

合、发展、繁荣的今天，大众的审美心理发生了转变，

单一的艺术形式已很难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例如

传统的音乐会形式，单一的传递音乐内容，模式固化，

缺乏娱乐性，难以获得广泛受众。而单纯的娱乐性综

艺节目又缺少艺术价值和审美意蕴，难以取得很强烈

的社会反响。

大众对内涵丰富、形式新颖多样的音乐节目有

着强烈的需求，《经典咏流传》紧扣大众审美心理，

节目综合了影视艺术、舞台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突

出了音乐艺术的主导模式，注入了经典文化的内涵，

给人以高级的精神享受，体现了音乐艺术独特的审

美特性和艺术价值，符合大众欣赏主流。同时借助

经典文学来催生经典音乐，使经典文学与音乐达到

和谐共鸣的效应，引起大众的心理认同，获得广泛的

受众，达到了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其次是要注重传播范围。歌曲的传播不能仅限

于某一群体，而要打破传播壁垒，实现歌曲在不同文

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中

的广泛流通。《经典咏流传》选取了明星、素人、专

家、学者等不同的社会群体作为歌曲传唱者，以其不

同的影响力创造出不同的传播效果，作用于受众群

体。明星往往牵动着大规模的流量，是时尚符号的

载体和象征，由明星牵头传唱，能引领风尚潮流，带

动粉丝经济。有康震等知名学者专家的坐阵，深层

次、多角度解读诗歌中的主流价值表达，赢得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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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广泛认同。素人身份的乡村老师梁俊传唱的音

乐小诗《苔》，讲述着平凡人的故事与经历，赢得大

众文化心理认同感，引导全民参与，激发大众自觉成

为传播者的欲望，解决了以往纯音乐类节目是短暂

艺术行为而缺乏大众传播性的难题。音乐艺术向来

不是曲高和寡、孤立发展的，“曲高而和众”才是经

典歌曲要走的路，赢得不同群体对经典歌曲的热衷，

音乐的传播才具备广泛性。

最后要重视传播的时效层面。时效层面体现在

即时性与持久性两个方面，分别以“快餐音乐”与

“经典音乐”为代表。歌曲的传播效果不光要追求

即时性，更应该注重其持久性。《经典咏流传》中由

叶炫清传唱的音乐作品《金缕衣》表达了“莫负好时

光”这种人所共有的思想感情。《金缕衣》通过音乐

优美的旋律、重复回环的咏叹、节奏缓急的微妙变化

来呈现主题，艺术的表现力强，形象思维生动，极富

艺术感染力，作品情感单纯而强烈，耐人寻味。只有

创作出具有永恒主题、传递普世价值的歌曲作品，才

能穿越时空的界限，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

五、培育人才，保证歌曲创作的不竭动力

（一）培养复合型人才

人才是经典歌曲创作的源动力，将音乐教育放

在音乐发展的首要地位，大力培育新型音乐人才势

在必行。《经典咏流传》融多元艺术于一体的艺术

表现形式，已经表明现代音乐艺术已经不可能孤立

发展，传统单一的音乐人才培育模式已经很难适应

新的发展趋势，因此人才培养模式必须实现由“单

一专业式人才”向“创新复合式人才”的转变。新型

的音乐人才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对吹拉弹唱的熟练

掌握，而是既具备专业音乐技能，又能适应现代舞台

艺术丰富而多变的表现形式，并且有着丰富音乐产

业学的知识储备，能够整体把控音乐的运营管理，打

通音乐链条的上下端，同时对艺术管理学有一定的

了解，能够紧扣大众审美心理，合理灵活的借用不同

的媒介将优秀的音乐作品进行传播。大量培养具备

此类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才能保障音乐创新发

展的持久动力。

（二）提升文学素养

《经典咏流传》节目中的歌曲改编，将中华优秀

传统诗词作为直接创作内容，文学与音乐紧密结合，

达到了二者的和谐共鸣。所以在新型人才培育过程

中，要提升音乐人才的文学素养，通过长期持续的文

学熏陶、感染、浸润，净化其心灵，提高音乐人才的艺

术审美层次，使其对艺术真、善、美的探知有着极高

的敏锐度。只有不断激发优秀人才对传统文化的渴

求，调动其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把经典文化的灵魂注入到他们的歌曲创作中，才

能使歌曲作品更富有文化内涵，焕发勃勃生机。新型

音乐人才只有具备文学的细腻、哲学的思考、美学的

情怀、史学的底蕴，才能创作出更多属于这个时代的

经典歌曲，才能承大国之学、扬大国之韵、育大国之

器、强大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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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带来的问题意识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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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摘　要：借助互联网＋课程的推进，慕课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突破了地域、阶层、行业和
年龄，打破了知识壁垒，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法，实现了高等教育的优质化和智能化，同时也对高校

教学和教育体制带来了挑战。用问题意识分析慕课带来的三大问题，即选课多但持久者少、教师受

到挤压、平台课程无序竞争的范式挑战，对慕课的冲击进行了本质解构，以问题为导向回顾了我国慕

课发展的顶层设计，探析我国高等教育借助慕课带来的优质资源和技术力量，促进教育观念的更新

和教育质量的提升，以教育供给侧改革来实现教育信息化、现代化，引导师生从知识的消费者向知识

的创造者转变，通过教育来传播和弘扬中国的优秀文化。

关键词：慕课；问题意识；问题导向；顶层设计；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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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慕课带来的问题与范式挑战
２０１２年，慕课在美国诞生，Ｃｏｕｒｓｅｒａ，ｅｄｘ，Ｕｄａｃｉ

ｔｙ三大巨头投入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被称为美国
的慕课（ＭＯＯＣ）元年。２０１３年，我国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率先加入由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合发

起的在线教育平台“ｅｄｘ”［１］，不久，清华构建了自主
的ＭＯＯＣ平台“学堂在线”。随后，上海交通大学和
复旦大学也与慕课旗下的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在线课堂签约，
并自主研发了“好大学在线”，对外发布，并支持西南

片高校的跨校学习，学分互认。２０１４年，“学堂在线”
“好大学在线”正式上线。深圳大学牵头组建ＵＯＯＣ
联盟，以联盟形式推动慕课建设，并与企业合作构建

慕课平台。高校之外，网易云课堂和爱课程网合作推

出的“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与北京科技中心组建的“酷
学习”，共同形成了中国慕课阵营，主要服务的目标人

群是高校大学生。截至２０１７年底，我国已有二百多
所高水平大学参与其中，开设课程５０００余门，注册用
户超过２０００万人，选课人次超过７０００万人次［２］。

慕课的便利，使得学习者可以循环重复随心学

习，并能参与讨论，不受时空的限制，既缩小了不同

区域教育的不均衡，也打破了不同行业信息的不对

称，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开、平等、共享，扫除了

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割性、独享性和重复性配置，做到

了物尽其用，促进了教育的质量提升。慕课率先在

高校扩散开来，这与高校学生群体９５后身份密切
相关，属于网络原住民，也与青年群体善于学习，

善于接受新事物有关。慕课的到来突破了围墙、

地域、阶层、行业和年龄，打破了知识壁垒，改变了

传统的教学方法，将教育的现代化与大数据和信

息化互联互通，实现了高等教育的优质化和智能

化。但问题接踵而至，学生不在学校不在课堂，安

全问题提上日程，校园管理难度飙升，每天专注刷

手机的低头学生，忧患的老师，面临生源压力的非

一流高校，被置于舆论漩涡的教育管理部门，不断

被质疑的高等教育，所有高等教育的元素和环节，

在互联网中无处遁形。学分共享、评价同等，学生

课程学习和认证完全一样，学生的培养质量一致，

但学生获得社会认可度不同，甚至差异迥然。明

星老师打造的慕课，经互联网的传播，不断复制，

如同流水线的产品一样，任何机构、高校都可以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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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线上线下播放，倒逼高校大幅度减缩师资，高

校很多岗位机器人都可以替代，优质的慕课也取

代了师资，慕课带来的工业化、产业化必然对高等

教育造成冲击。学生接受千篇一律的网课，平台

推送统一教学，消失的校园，虚拟的群体和班级，

隐形的学生，知识的同质化如何培养个性化的学

生，情感的培养，思想的交流，在工业化的程序中

如何实现育人功能，无不引起教育者们思考和担

忧。

心理学将问题意识称之为思维的问题性心理品

质，泛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

决的、疑惑的实际问题或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

疑、困惑、焦虑、探究的心理状态［３］。通常我们说，

意识到问题，就是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从发现问题

开始的，问题只有被发现时，才能引起人们关注、思

索、解决它的思维活动。爱因斯坦曾说过，发现问题

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后者仅仅是方法和实验的

过程，而前者则必须找到问题的关键、要害［４］。要

探究问题的关键和要害，必须透过现象找到本质。

从当前慕课反映出的问题看，现象范式来自三个方

面：首先是慕课的受众，注册和进入慕课的人数众

多，飞速增长的“慕客”具有积极的学习态度，较高

的学习动机以及强烈的交互意愿，但“慕客”即“飞

客”，云聚云散，持久者少，流动性大；其次是慕课的

授课者，改变了传统的授课环境，信息化多样性的授

课方法一开始很吸引人，但视频的传播、音画的讲

解，隔屏讲授总是被线上的其他交流信息干扰，犹如

课堂肆无忌惮的私聊和开小差，学习者易受干扰易

带偏，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再次就是慕课的平台，免

费的慕课课程，围绕开发教育资源的核心，增长用户

数量，提升用户体验，在交流和沟通基础上，给用户

以极大的便利。但慕课的制作也投入了巨大成本，

如果国家不能给予补贴，要使成本回收和价值创造，

应采取哪些方法，打出怎样的组合拳？是使用者成

本分摊共同付费，还是依靠广告收入，社会资本推动

更新换代，还是国家注资参股，如何依法依规的管

理，都是当下迫不及待需要探索解决的问题。

二、慕课引起的问题意识和本质解构

我国实行实体课程和慕课课程自选的双轨制

度。这是因为，我国采取国家统一招考，高校按照级

别分批录取，由于门槛不一，录取学生的分数和学费

不同，学费自然就包括了教学课程，课程、学分与学

位联系在一起，若能通过实体课堂获得学分，大部分

大学生会倾向于此。特殊情形下选择慕课，多数是

为了获得学分，一旦学位需要的学分得到满足，学位

水到渠成，学生得到学位证和毕业证，就证明了自己

的知识和能力，而人才市场也是通过高校的学位证、

毕业证来确定人才的智力、禀赋、知识技能、思维水

平的。这说明高校的学位证、毕业证本身就具有层

次说服力，大学作为社会分层体系的顶端筛选器，对

学生进行的社会分层，已经为学生和社会接受。高

校能够接受慕课带来的教育功能，却不能完全接受

其抹杀社会分层的功能。

慕课对于高校的学生来说，必要但并非必需。

共享的慕课可以作为辅修的学分，但实体课程的学

分有更多的福利：师生的互动、班级的交流、同学的

分享，人的社会性和社交性在群体中得到更充分的

发挥。即使共享课程能够校际之间学分互认，但因

课程评估、教学监督、学习考核不同，学分的价值不

同，学生的选择，以学位需要为主，以自我兴趣为辅。

大学教师既是国家高知高教的栋梁，也是高校竞赛

的财富，各高校不遗余力地争抢大师，重金打造自己

的师资队伍，有计划的培养老中青梯队，提高师资待

遇和社会地位。部分高校虽然受到慕课“客座明

星”的挤压，压力明显上升，但压力之下，没有大量

减员，反而倡导“客座明星”“人气明星”“明日之

星”群星璀璨，严把入口、增量提质与我国现阶段高

等教育处于上升期相适应。技术的推进日新月异，

慕课带来的翻转校园、数据在线、课余训练等，作为

提升教学内容、变革教学方法手段，正在铺展开来。

我国高等教育历经几十年精英教育，进入大众

化阶段。党的十九大后，教育部长陈宝生说：“要全

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到２０２０年，……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要从现在的４２．７％达到５０％。”［５］高等教育
作为提升劳动力价值的投资领域，为学习者提供了

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训练，颁发的学位证书和毕业证

书作为质量信号，帮助学生在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

机会。而且，我国大学的招生规模由国家计划统筹，

学生要经过激烈竞争才能按序进入，学位由教育管理

部门依法授予，即使社会力量所办的高等教育也受到

国家招生和学位认定的控制和约束，以国家和政府为

后盾的公信力得到充分保障，因而拥有极高的社会声

誉和影响力。我国慕课的课程证书只作为课程修读

和学分的证明，只是构成学位证书的很小一部分，含

金量还远远不能与社会认可的学历学位证书或执业

资格相比较，其价值不能够独立显现。

我国的高等教育旨在“培养德、智、体、美等方

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高

等教育是国家计划与高校自主招生的结合，实行国

家财政拨付，是公共事业，与西方高等教育市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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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不同。慕课一开始，宗旨就是“试图通过有偿

的、物尽其用的教育资源的共享性配置方式达到教

育经济性目的”［６］。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不同层次

的高等教育、高职教育是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均衡的

现实反映，也是满足经济社会对人才层次的不同需

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相适配，在奔向大众化

教育过程中，正在整合资源，为教育的现代化、信息

化努力，短时期内不可能像西方一样形成教育经济

和名校垄断，不追求教育利益的最大化，而致力于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更大程度上践行教育公平理

念。党的十九大再次确定高等教育改革要“扎根中

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走适合自己的高

等教育发展道路”［７］。强化高等教育的内涵发展、

特色学科和优势专业建设是国家的导向，至于借助

ＭＯＯＣ使教学方式方法更加高效化和多样化，目前
只是一种辅助的教学手段。

三、慕课的问题导向与顶层设计

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前瞻

性地解决问题，才能找到引领时代进步的路标，我们

称之为问题导向。这不是新鲜话题，我国改革开放的

伟大实践，就是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不断推进、不

断深化的，中国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把所有问

题都当作更上一层楼的机遇。我国高等教育在抢占

教育全球化中要想弯道超车，在多元文化占有一席之

地，应主动找寻跟上时代发展的中国方案，对现实保

持敏锐，对慕课发展深入研究，促使高等教育走向现

代化、信息化、智能化，以变革的姿态迎接未来。

２０１５年４月，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强高等学
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直面慕

课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倡导以开放、包

容、务实的态度，迎接新事物，在慕课中兴利除弊，共

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在线开放课程体系和课程平

台。要求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深度融合，以高效服务的姿态，主动适应学习者

个性化发展和多样化终身学习的需求，并就课程建

设给出导向性指引，即自主建设、注重应用共享、加

强规范管理，目的是促进慕课在更新教育观念、优化

教学方式、提高教育质量、推动教育改革等方面发挥

积极的作用。７月份，国务院推出《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要求对接新技术，将
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

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把互联网作为基

础设施和创新要素，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鼓

励国内高校，根据自我发展需要和办学能力设置相

关专业，积极推动国内外前沿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相

关专业教学中。鼓励高校聘请互联网领域高级人才

作为兼职教师，促进“互联网 ＋”领域实验教学，加
快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宏观上，保障和协调教育资源共享的政策法规、

统一规范的技术标准、科学的绩效评估机制都是必

需的；微观上，选择适合不同层次、不同定位的高校

模式、程序，组织启动机制，遵守和采用相应的技术

规范，在实践中边用边学边改造，实现慕课的落地开

花，是高校迎头追赶国际化的新任务。

四、慕课的实践重构与路径选择

慕课带来的教育资源优质化、标准化，引发的同

质化疑问，经过实践的检验，不攻自破。一千个读

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容

器，个体的体验和信息加工不同，对信息的筛选和吸

收不可能相同。慕课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可以对学

习者进行独特的诊断，制定不同的方案，提出相应的

阅读建议和学习路径，能够做到共同学习与量身定

制高度统一，更加促进了有的放矢的个性化培育。

“慕课在教学结构上打破固定课时、跨越学科界限、

围绕真实生活、重建课程体系，定制服务不再是难

题，有教无类能够真正实现”［９］。高校的教师，作为

讲授的角色，将被丰富生动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慕课

所代替，但替代的只是知识传授的部分，互动和交

流、引申和引导是取代不了的，他们更像课堂的“主

持人”，将不同慕课的学术性、艺术性、功能性、实用

性串联起来，成为学生知识运用和创新的指导者、同

行者。网络校园，移动终端的课堂，师生正在从知识

的消费者向知识的创造者转变。

招生、学籍、学分、文凭、职称、职位等教育管理

的关键因素既是高校围栏的价值所在，同时也是掣

肘高等教育跨越发展的藩篱。文凭和能力之争无需

赘言，从就业市场和人才创新机制看，社会、企业从

“文凭至上”向“实践能力至上”的改变，说明评判人

才的标准多样化了，信息时代“雇主”和“雇工”的关

系，被常态“合伙人”所替代。新型的校企合作、智

能实验平台，推动每个人都在数据端走向多节点联

通，不仅在线上线下交互融合，扩大行业和高校的知

名度，而且实现社会机构和组织招聘的无缝对接，新

的“订单式”合作机制和用人机制更加透明、公平。

国家在慕课的发展中，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

服务的监督者和文化的保护者。完善高等教育的法

律法规，支持慕课的课程传播和技术钻研，是责之所

在；高等教育同样承载着维护国家安全的功能，是国

家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的关键途径，对慕课的传播、碰撞、融合进行严格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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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在教育全球化中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传承

和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也是应有之义。庞大的慕课体

系和数据，进入、浏览、交互沟通的信息安全和数据

存储安全是保障，国家应建立更强大的管理监督机

制，保护教育资源共享环境的纯净和安全，维护学习

者学习和接受教育的公序良俗，推动慕课更好更快

的发展。

五、结语

慕课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的挑战、教育供给侧

的变革，它还将以新的技术形态，带给师生关系以全

新的定位，带来高等教育迎接变革的思考和探索，带

给社会以更系统更高效的用人机制和人才生态的实

践和检验，同时带来更深远更强大的国家意识、文化

传播战略。在问题中迎接挑战，在变化中拥抱未来，

在问题意识、问题导向中找到登高望远的路径，是当

下的核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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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流信息技术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任其俊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７－１０
作者简介：任其俊（１９８２—），女，河南舞钢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经济贸易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物流管

理。

摘　要：针对“物流信息技术”课程面临的学生参与度低和知识理解运用能力差的问题，借助慕
课教学的优势，进行混合式教学实践研究。采用线上知识学习加线下课堂翻转的教学形式，从教学

内容、课堂组织和考核方式三个方面对该模式进行了设计和实践，并对实际效果进行了抽样调查。

结果证明，本课程采用混合式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优势互补，学生的课堂参

与度明显上升，学生的知识运用和创新能力得到了有效的锻炼。

关键词：物流信息技术；慕课；混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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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物流信息技术课程定位与现状
（一）课程定位

物流管理专业主要面向社会市场经济、满足商

品流通服务和管理需要，培养具有仓储管理、运输管

理、配送管理、信息处理等岗位群所需的基础知识及

专业技能，并具备较强的物流服务和管理方面能力

的复合型应用人才。物流信息技术指的是现代信息

技术在物流各作业环节中的应用，是物流现代化的

重要标志。国家对物流行业发展的关注，推动了物

流及相关行业的信息化进程，促进了新技术在物流

及相关领域的应用，物流技术创新成为现代物流业

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的物流产业近几年发展迅

速，迫切需要物流专业方面的人才，特别是复合型和

应用性的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对比社会对物流管理

人才的需求，国内物流人才的供给量明显不足，尤其

是利用信息技术的创新能力方面尤为欠缺。

《物流信息技术》是物流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

核心课程，以《现代物流概论》《计算机应用基础》

《数据库应用技术》课程为基础，为进一步学习《物

流信息管理系统使用》《物流系统的设计与规划》等

专门技术课程提供先导知识。国内诸多高校的相关

专业都开设有《物流信息技术》课程，旨在使学生系

统地理解物流信息技术的基本原理，熟悉信息技术

在物流活动中的操作流程，掌握物流信息技术在具

体环境中的应用。该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数据存储

技术（如数据库技术）、数据采集技术及自动识别技

术（如条码技术、射频技术）、电子数据交换技术

（ＥＤＩ）、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
辅助拣货技术（电子标签拣选技术、语音拣选技术）

等。该课程内容基本涵盖了物流管理中所涉及到的

信息技术，具有内容全面、操作性强等特点。通过本

课程能够培养学生的信息作业与优化能力，使其具

备物流信息的识别与收集、合理利用条形码、ＧＰＳ、
ＧＩＳ、ＲＦ、ＲＦＩＤ等物流技术，掌握ＷＭＳ、ＴＭＳ、ＥＲＰ等
物流软件应用，实现物流信息化管理。

（二）课程现状

１．课堂教学方式单一，学生参与度低。课程教
学仍以ＰＰＴ为载体，以知识灌输为主要形式。教师
作为中心的讲解者，大多数学生被动接受知识，没有

充分确立学生主动参与、发现、探索和知识建构的主

体地位，不利于调动学生积极性，自主学习能力得不

到锻炼。随着教育教学技术手段的发展，物流信息

技术课程也应当积极探索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利用计算机、多媒体等信息技术和现代的互联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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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扩充知识展示内容，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提

高课堂教学效率。

２．实践教学环节薄弱，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实际
操作能力。传统的物流信息技术教学实践基本上是

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参观物流企业或者在校

内完成实践性教学环节，学生基本无法达到物流管

理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所应达到的综合目标。究其

原因，一是实践性练习受场地和经费的限制，很难让

学生得到充分的训练；二是指导老师的不足也无法

对学生的练习做充分的指导和反馈，导致学生在实

践中只能达到表面的理解而欠缺对技术的深层次把

握，不利于提高学生的技术应用和创新能力。

３．课程内容偏重知识讲解，缺乏技能和思维的
培养。物流信息技术课程围绕技术概念、特点、原理

讲解居多，但是对技术应用的前提及相关技术、缺陷

及实施要点却鲜有涉及，从而导致了学生片面追求

技术先进性，面对实际问题并不能做出最适合的决

策，面对实际问题无法设计切实可行的方案、产品。

这需要有经验的教师或企业技术人员针对实际案

例，引导学生完成分析、判断、决策的整个思考过程，

提升思维能力和产品意识。［１］

根据该课程的特点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准确

进行课程定位，面对传统教学中显现的问题，深入探

讨新的教学模式尤为必要。结合目前国内慕课平台

的发展，基于该课程，本文探讨如何将传统课堂教学

同慕课教学进行有机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

二、基于慕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一）慕课的本质和发展

慕课（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大规模在线
的开放式课程）由加拿大学者ＤａｖｅＣｏｒｍｉｅｒ和Ｂｒｙａ
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率先提出，基于连通主义，借助互联网平
台进行针对某一课程或主题知识开展持续的学习、

交流和反馈，形成的新型教学生态系统。慕课教育

的本质是基于“在线开放课程”资源的共享，利用数

字化学习平台等现代网络技术工具，去实现个性化

构建的实践过程。其优势在于网络技术的开放、教

学成本的降低、教学资源的共享，学科资源交叉以及

评价的多元，它们共同生成与构建了一个完整而多

元的教学生态系统。它秉承“开放教育”的理念，崇

尚人类无论种族、收入、地域的差异，接受教育的意

愿和请求都应得到最大程度的支持和满足。因此，

慕课概念一经提出，迅速得到各国教育研究者、课程

专家的赞赏和支持。大量教育工作者投入到这种课

程的设计与探索，并建设了各具特色的慕课学习平

台以及大量优质课程，让全世界的学习者可以通过

网络观看到最优秀的大学课程，推动了慕课教学模

式的探索与发展。

目前，根据教学模式不同，慕课的发展呈现出两

个基本方向：一是提倡研究式学习模式的 ｃＭＯＯＣｓ。
它基于建构主义、联通主义的学习理论，侧重对知识

联结与学习。它强调创造、自治的学习过程，知识不

通过直接传递获得，而是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通过

在教师和学习者以及学习者们之间的交流、协作，实

现意义建构来获得。二是提倡接受式的学习模式

ｘＭＯＯＣｓ。它基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侧重对知识的
传播与复制，接近于强调学习、作业、测试的传统教

学模式，基于开放的互联网展示平台，探索比传统课

堂教学更丰富的新型教学内容和形式。它是有助于

教育机构根据自身条件和现状，对现有教学模式进

行改进和拓展，将网络资源和本地教学相结合，适应

当前的教学要求。［２］

自２００８年慕课的概念被提出之后，普利斯顿大
学、ＭＩＴ、斯坦福大学等世界名校先后推出相关慕课
课程，引领了慕课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在高等教育

领域随之掀起了一场旨在降低教育成本、促进教育

公平、服务终身学习的改革浪潮。近年来，国内的慕

课有了很大的发展，也相继出现了诸如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学堂在线等优秀的慕课教学平台。各平台
在面向社会提供免费课程的同时，也积极和全国各

高校展开合作，尝试提供 ＳＰＯＣ（Ｓｍａｌ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Ｏ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小规模专有在线课程）等教学服务探索适合
我国的教学模式。据不完全统计，截至２０１６年底，
我国高校建设的在线课程总数已超过１４００门，１７００
多所学校参与，选课人次超过３０００万。［３］同时，对于
慕课的应用研究也不断展开，慕课通过对课程教学

内容的模块化分解、讲课视频短小化处理等手段，使

得教学资源能够进行更加合理化的组合。通过慕

课，进一步推动了高校教师之间的教学和科研合作，

推动高校联盟从学分互认、资源共建到人才培养、合

作教研。［４］

（二）混合教学模式

目前，结合传统课堂和信息技术的优势，高校的

专业课多采用混合式教学，即通过线上慕课学习专

业知识，线下师生见面实现知识的内化。根据研究，

被动听讲最多只能掌握所学知识的２０％，而通过讨
论、评价和教授等行为能学到９０％。在线上，提倡
学生有备而学，要求学生在上课前通过视频学习课

程的基本知识，对于碰到的疑点难点做到心中有数。

在课堂上，教师不再以知识讲授为主，而是模拟企业

项目的方式训练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教师针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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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学的知识，设定应用场景、实施条件和最终目

标，由学生利用所学的知识分析、解决问题，并通过

和不同小组以及教师的讨论，展示问题分析过程、找

出最佳决策。混合式教学的方式使学生成为课堂的

主人，促使学生课前主动预习，课上积极讨论，激发

学生的成就感，达到主动参与的目的。项目模拟的

方式使学生对知识的认知不再局限在课本之中，而

是在实际应用中加强对其的理解，预先考虑场景的

要求和限制，充分考虑技术的优缺点，最终做出最适

合的决策，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

力。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的功能，对有限

的实践资源进行共享。通过对有限的实践场景进行

操作视频录像和展示，利用方针系统对操作流程进

行模拟操作等技术手段提高实训场景的利用率。在

课程中，采用教师评价和学生间互评相结合的评分

手段，重点考察学习过程的表现，而非仅依赖期末的

考试，在不增加师资的情况下，增加对学习效果的反

馈，提高学生的积极性。［５］

慕课平台一般都具有学习情况分析及督促、单元

测试（客观题）自动批改、消息推送、线上论坛交互、学

生评分等功能。教师可以掌握每一位同学的学习状

态并能通过平台发布信息督促其及时学习，随时掌握

学生整体学习状态及时对教学活动的内容和进度进

行调整，保证教学效果。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掌

握情况加快或重复观看教学视频，满足不同层次学生

的学习要求。平台的交互功能也能给师生之间、学生

之间提供很好的交流平台，相互间的评价能激发出师

生双方极大的教学热情，提高教学参与度。

三、混合式教学的课程设计

（一）教学模式

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室、慕课教学平台、实验实训

基地等多种教学环境，采用“在线视频学习 ＋线下
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教师以知识点为单

位录制教学视频及相关课程资料，上传至课程平台。

学生在上课前通过观看视频学习基础知识，完成平

台设置的自测题目。教师通过平台的数据分析把握

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普遍出现错误的地

方，在课堂教学中重点讲解或加以引导。在基础知

识基本掌握后，教师将根据所学的内容设置虚拟的

物流信息项目，引导学生独立完成。将学生分成若

干项目小组，由学生进行组内讨论、协作并最终完成

项目任务。对于同一类项目，通过设置不同初始环

境和条件限制，促使学生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做

出不同的决策。每个小组指定一名代表阐述和解释

本组的解决方案，并由其他小组学生提问和建议，展

示学生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教师在课堂上主要负

责组织工作，对学生的思路和方案进行恰当的点评

和引导，保证项目的完成进度。对于某些需要实践

操作的章节，采用“实践视频学习 ＋实际操作”的方
式。教师预先录制好实验室标准操作的视频，由学

生提前学习。在实验室，学生两人为一组进行实际

动手操作，其中一人轮换使用手机进行操作录像，并

将最终的操作过程视频发送给教师。教师将较典型

的错误视频发布在平台，丰富学生对比参考的课程

资源。对于流程管理部分的内容，利用信息技术手

段，使用仿真系统对整个物流过程进行模拟，让学生

进行实际动手操作，了解物流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提

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二）教学内容

将物流管理专业面向的八个岗位中，涉及到信

息作业与管理的工作转化为典型工作任务，得出在

《物流信息技术》课程中应培养以下职业能力：

１．面向仓储管理，应学会使用仓储管理信息系
统来进行货物入库、出库、盘库、移库等操作，能使用

ＲＦＩＤ、条码等信息采集技术促进仓库管理的规范
化，加快仓储管理的处理效率。

２．面向配送管理，应学会使用配送管理信息系
统来进行货物出入库、订单管理、库存检索等操作，

能使用ＲＦＩＤ、条码等信息采集技术促进配送管理的
规范化，加快配送管理的处理效率。

３．面向运输管理，学会使用运输管理信息系统
进行车辆管理、驾驶员管理、运单生成等，能使用

ＧＩＳ、ＧＰＳ等信息跟踪技术对车辆、货物进行跟踪定位。
４．面向货运代理，学会使用 ＥＤＩ货运系统进行

订单生成、管理等，能使用 ＧＩＳ、ＧＰＳ等信息跟踪技
术对车辆、货物进行跟踪定位。

５．面向客户服务、采购管理、货物报关，能够使
用相关软件进行业务流程的操作。

６．面向系统规划与开发，了解物流企业的实际
需求和各种物流管理软件的基础功能模块，能够对

物流管理系统进行合理规划和设计。

结合上述职业能力需求，按照物流信息作业的

操作流程，将教学内容进行梳理，归纳出六个项目，

包括“采集物流信息→使用物流信息（存储、加工
等）→交换物流信息→跟踪物流信息→物流信息综
合应用”，以及业务运作的支持平台“计算机网络和

数据库技术”等部分。在此基础上，设计每个项目

的子任务。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并通过调研相关物

流企业生产管理案例，将项目中相关知识点分散到

各个子任务中，具体内容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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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物流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内容明细

项目设计 任务选择 子任务设计 教学模式

物流信息采集 使用条码技术 条码的收集；条码的扫描；条码的制作、物流条码的编码设计 视频演示＋实验操作＋实物演示＋课堂讲解与讨论
使用射频识别技术 认识电子标签及阅读器；读／写标签；物流ＲＦＩＤ仓储管理系统应用 视频演示＋实验操作＋实物演示＋课堂讲解与讨论

物流信息使用 仓储信息管理 客户货品入库、出库、移库、盘库、补货及结算 视频演示＋仿真系统＋课堂讲解与讨论
运输信息管理 运输信息的加工处理 视频演示＋仿真系统＋课堂讲解与讨论

物流信息跟踪 地理信息查询 城市地理信息查询 视频演示＋仿真系统＋实验操作＋课堂讲解与讨论
车辆在途跟踪 在途车辆跟踪 视频演示＋仿真系统＋实验操作＋课堂讲解与讨论

物流信息交换 物流ＥＤＩ应用 ＥＤＩ系统应用 视频演示＋仿真系统＋实验操作＋课堂讲解与讨论
物流ＸＭＬ数据交换 物流系统ＸＭＬ数据交换 视频演示＋仿真系统＋实验操作＋课堂讲解与讨论

业务运作平台 计算机网络应用 构建物流企业内部网络 视频演示＋实验操作＋实物演示＋课堂讲解与讨论
数据库的设计 物流管理系统数据库的设计 视频演示＋实验操作＋课堂讲解与讨论

综合应用物流信息技术综合运用 供应链信息系统应用、供应链货物跟踪与定位 仿真系统＋视频演示＋课堂讨论

　　其中，采集物流信息：运用条码技术、射频技术，
能够对货物信息进行编码和设计，并快速有效收集

相关信息。

使用物流信息：通过收集信息能够对物流企业

的相关决策提供支持，利用仓储管理信息系统、运输

管理信息系统来存储、加工采集到的物流信息，并完

成一定的工作任务。

动态跟踪物流信息：用ＧＩＳ和 ＧＰＳ技术跟踪运
输车辆，从而及时得到货物的在途情况。

交换物流信息：用企业生产实践中使用的信息

系统集成平台或自行编写 ＸＭＬ文件在不同的物流
管理信息系统之间交换物流信息。

业务运作支持平台：通过计算网络和数据库技

术的学习，使学生能够针对不同类型的物流企业构

建内部网络体系，并在企业的物流管理系统中实现

数据的合理组织。

综合使用物流信息：综合使用条码技术、射频技

术、仓储管理系统、运输管理系统、ＧＩＳ和ＧＰＳ技术、
ＥＤＩ和 ＸＭＬ技术来为物流企业形成综合的物流信
息技术解决方案。

在实践教学环节应注重对学生职业意识的培

养，强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

是知识、技术的应用能力和创新精神。

（三）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

用的水平和能力，着重测试学生运用物流信息技术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获取新知识、新技能的学

习能力。课程考核不再以期末考试作为唯一评价标

准，而是把考核分阶段的贯穿于整个培养过程，通过

任务的完成情况、展示和讲解的表现，重点考察学生

知识掌握情况以及思维和表达能力。课堂教学和线

上问题回答中学生间的点评的分数作为平时成绩的

参考，而学生互评的活跃度也作为平常积极进行教

学活动的表现有所奖励。学生的最终成绩也是在项

目完成中的表现、同学评价和期末考试等多个因素

综合评定，从而避免临考前突击复习，让学生把功夫

花在平时。因此，课程考核分值可以进行如下分配：

总分（１００％）＝期末考试分（５０％）＋项目完成分
（４５％）＋学生互评活跃度奖励（５％）。

其中，期末考试综合考察学生对本门课程相关

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灵活运用能力，考试题型在设

计上力求全面而多样化，题型包括单向选择、多项选

择、论述题、实践应用题等。

（四）课堂反思

本课程采用混合教学模式后，学生对混合式教

学模式总体满意度达到８５％以上，说明该模式受到
学生的认可，教学效果有所提升，同时还存在一些有

待改进的问题。

１．学习目的更加明确。通过课前视频学习，可
以更充分的做好预习环节，让学生带着问题进教室，

学习目的更为明确。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对未吸收

知识的消化吸收。

２．学习进度更加灵活。线上视频对基础知识的
讲授，满足不同水平学生的学习进度。理解能力强

的学生可以更快更多的学习不必拘泥于老师的进

度；而能力较弱的学生可以通过反复观看加深对知

识的理解，防止出现跟不上讲课进度的情况。

３．课堂教学更具深度。课堂教学不再以知识灌
输为主，着重于引导学生展开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对于重难点设置的情景和问题，能够及时发挥引导

作用，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加强

知识内化程度。

４．师生主动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有待提高，从基
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国内师生的成长过程基本都是

以教师讲授、学生倾听的模式完成，在初期对主动学

习会出现不适应和抵触的现象，需要教师自身进行

调整并对学生进行引导，这是目前最大的难点。

５．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有待提高。由于教师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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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于过去的教学模式，课堂组织能力有所忽视。面

对课堂交流人数多，老师常常不能及时留意到每位

同学的讨论交流情况并展开引导。开展研讨式、项

目式教学的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

６．教学效果的监察和反馈有待改进。由于在线
学习主要依赖学习的个人自觉性，个别主动性学习

能力较差的学生，如果课堂讲授知识没有理解，则达

不到教学目标。需要教师对学生的课前和课后学习

情况进行检查和反馈，这需要教师投入较多的精力，

同时对平台的功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结束语

针对物流信息技术课程的特点和培养要求，基

于慕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可以较好的解决目前教学

中出现的学生参与度低和知识理解运用能力差的问

题。该模式能够减少教师大量简单的重复劳动，以

便抽出更多时间在课堂教学中主要进行学生们最感

兴趣也最有价值的活动：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反馈，引

导学生自主学习和用于合作解决问题。与此同时，

对项目式的学习也让学生更充分的了解各类信息技

术的优缺点，通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验

证方案的学习过程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动手实践

能力；项目中的讨论和改进让学生经历从０到１，从
１到 ｎ的创新过程，实践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而
课堂和平台则变成了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互动的场

所，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角，老师的角色也发生了

变化，更多责任是去理解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和引导

学生更加有效地学习和运用所学知识，实现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化。优质慕课平台提供的便捷

的教学功能也能让教师和学生更了解整个教学的实

际情况，从而能及时的进行教学反馈和调整。另一

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要想在课程中达到理想的

培养效果，还需要教师和学生更多的投入，包括自我

激励、自我约束、高效的自我控制与管理时间、在线

学习与协作能力等方面，这些在此后的教学活动中

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践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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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院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策略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

于海涛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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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于海涛（１９７５—），男，河南永城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音乐舞蹈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声乐艺术实践与理

论研究、音乐教育研究。

摘　要：音乐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必须遵循该学科的内在规律，在加强学科专业“内涵建设”
的同时还需致力于校企之间的“深度合作”，遵循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性”和“适用性”原则。以郑

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客观分析当前高等院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探讨当前社会对音乐专业

人才需求的新变化，并对应用型本科院校音乐专业人才的培养策略进行深入论证和剖析。

关键词：本科院校；音乐专业；应用型人才；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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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及财政部于２０１５
年１０月联合下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
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阐

述了高校转型发展的核心内涵，并从多个层面提出

了促进高校改革转型的具体要求。对于新建应用型

高校的音乐专业人才培养，则涉及到优化专业课程

设置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等层面的核心内容。［１］

一、当前高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音乐教育在经历了数年的“艺考热”和高校“扩

招”之后，虽然考生在专业的选择上渐趋理性，但音

乐专业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一方面音乐专业

毕业的学生难以找到“合乎理想”的工作，另一方面

用人单位也招聘不到真正需要的人才，表现出一种

供需“错位”的现象。原因就在于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用人单位所需人才的规格发生了深刻变化，但

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却没有及时调整，培养出来的

人才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即“就业结

构性”矛盾。在传统办学观念的影响下，一些院校

盲目复制知名高校的“高、精、尖”路线，在教学模式

上理论知识和实践应用严重脱节，在专业导向上唯

“获奖指标”是瞻，从而忽视了对学生专业技能“宽

度”上的拓展，造成毕业生就业“眼高手低”“高不成

低不就”的尴尬现象。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的音乐舞蹈学院创建９年
来，建立了一支以本专业骨干带头人加行业名师相

结合的优秀教学团队，坚持“面向舞台、面向社会，

质量为先、特色发展”的办学理念，奠定了以“舞台

实践”为驱动，“教、学、演、练”四位一体的教学模

式，各项工作屡创佳绩。但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

也存在以下问题：

（一）生源素质较差

首先，自２００８年始，随着“艺考热”的渐趋降温
和高考报名总人数的下降，我省音乐生源总量也逐

年下降，近三年来虽有所回升，但生源数量基数远低

于以前。其次，部分音乐考生并非由于特长突出，而

仅仅因为自身文化课考试成绩差，为了高考捷径而

走上艺考之路，导致音乐生源素质良莠不齐。最后

是录取层次的客观原因使然，成绩高、专业好的考生

自然会被本科一批和二批录取，专科批次录取的学

生在整体素质上则存在“先天不足”。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的音乐表演专业目前为专科

层次招生，学生音乐专业素质和文化综合素养较差，

读谱能力和音乐感受能力较低，以至于出现“老师

上声乐课要先帮学生开谱子、声乐学生演唱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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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奏”的现象。而文化综合素养差的学生在认知能

力、自我调适能力和学习能力等方面均表现不佳，为

正常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带来诸多困难。

（二）人才培养模式需不断创新

首先是课程结构需进一步优化。应根据社会对

人才需求的“晴雨表”（用人单位和企业调研）灵活

调整课程结构。如针对毕业生大量入职社会音乐培

训机构的现象，增设舞蹈编导和声乐器乐教学法相

关课程；针对学生入校钢琴弹奏基础较薄弱甚至零

基础的情况，可选用简易入门教材或适当延长钢琴

辅修的开课周期；针对越来越多学生选择参加招教

考试的实际需要，可在相关主干课程中增加“键盘

弹唱”和“讲课”环节等。

其次是人才培养评价体系应不断完善。在对学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学业成绩评定中要重视过程性

评价，并与学生管理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以形成科

学的培养评价体系。

最后是开创校企合作的新格局。校企合作是达

成学校与企业、用人单位合作互惠、优势互补的有效

途径，是高校培养“复合型”应用人才的必要环节。

音乐舞蹈学院在与企业和用人单位合作共创方面已

经具备良好的开端，例如同河南省歌剧舞剧院的长

效合作、同郑州黄河交响乐团的合作等，但仍需开发

“产教融合”校企之间深度合作项目，方能使人才的

培养紧跟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

二、“应用型”人才的界定

应用型人才的特征是知识、能力、素质的全面发

展，具有综合运用知识、技术和现代工具创造性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实践能力。应用型人才能够将

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社会实践，并能直接创造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具体内涵是随着高等教育历

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２］。因此，音乐专业“应用

型”人才的培养重在突出“实践性”和“适用性”，就

是指音乐专业应用型人才既要具备较强的社会艺术

实践能力，又要具备较“宽”的专业能力和素养，能

解决社会音乐实践活动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使最终

培养出的人才规格与社会用人需求之间“无缝对

接”。

三、社会对音乐专业人才需求的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文化事业的逐步繁

荣，社会对拥有一技之长、能够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实

践活动中发挥实际作用的“应用型”人才青睐有加，

急需大量“应用型”人才充实到经济文化建设的一

线。在此背景下，社会对于音乐人才的需求也在发

生变化。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阶段

的转化以及“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社会不仅需要

“高、精、尖”类的舞台表演人才，对“应用型”音乐技

能人才的需求也愈加迫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音乐素质教育的蓬勃发展

国家对素质教育的大力推进，信息时代对具备

“高感性”能力人才的期许，家庭及社会对于子女素

质教育理念的与时俱进，学校单方教育已然无法满

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各种类型的社会音乐培训

机构应运而生，成为学校音乐教育的有益补充。而

师资来源问题则成为每所社会音乐培训机构赖以生

存的“头等大事”。以我校音乐舞蹈学院音乐表演

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为例，首届音乐表演５８名毕业
生均为声乐方向，毕业后去音乐培训机构担任钢琴

课教师（或钢琴陪练）的占９１．５％。而现有的声乐
主修毕业班学生，实习期间到各音乐培训机构担任

舞蹈教师（或舞蹈助教）的占７２％。这一现象充分
说明学生的就业要立足于社会需求的现实情况，

“一专多能”的毕业生较容易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符合当前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的根本需求。

（二）基础教育中美育环节的全面实施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政

策的引领下，各级各类学校尤其是中小学把德育、智

育、体育和美育有机地贯穿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

取得了显著成效。以笔者所在的省会城市郑州为

例，市区所辖的小学拥有艺术团或合唱团的比例达

到９９％，拥有常规合唱队的比例也达到 ８８％—
９５％。区级艺术节或合唱比赛年均举办一次，市级
合唱艺术活动平均每两年一 次。然而，与美育实践

活动的繁荣不相适应的是专业人才的匮乏。多数中

小学现有的骨干音乐教师多为２０世纪末至２１世纪
初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生，没有系统的音乐专业教育

背景，越来越无法胜任“高标准”的音乐实践活动的

要求。而近几年招聘的音乐教师则“术业有专攻”，

会弹的不能唱，能唱的不会弹，使学校陷入“无人可

用”的困境。这种现象表明，那种“既有一定专业特

长，又能将所学知识技能应用到艺术实践中去，善于

解决实际问题的音乐“应用型”人才严重匮乏，制约

了学校美育教育活动的实施和国家素质教育方略的

全面推行。

四、本科院校“应用型”音乐专业人才培养途径

（一）突出实践性

音乐专业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实践教学部分的

比例高于其他理工和文史学科，但为了更好的适应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办学定位，还应该在特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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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强化实践环节，具体如下：

１．优化课程结构
以音乐舞蹈学院的情况而言，可在原有专业主

干课（声乐、器乐、舞蹈）的基础上增设声乐教学论、

钢琴弹唱、排练实践（包括合唱排练、器乐合奏排

练、舞蹈排练）等实践科目，修完规定的学时即可考

试结业。

在专业理论课的教学中则可以实行“自主学习

模式”，前一个学时由教师列出学习提纲和重点难

点，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后一个学时在进行一定时

段的疑难解答和师生讨论环节后，教师再将当前自

主学习中的共性问题做统一讲解。如此一来不仅提

高了理论课堂教学效率，突出了学生的学习主体性，

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

２．加强校企合作共建
近年来，随着主题文化旅游业的繁荣，大型文化

旅游演出项目不断涌现，如河南登封的《禅宗少

林·音乐大典》实景演出、开封的《千回大宋》大型

室内歌舞剧等，文化品牌影响力辐射海内外。其中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仅实景演出人员就需 ６００
多人，而与《千回大宋》合作的演员分别来自国内９
个省市，甚至还有部分外籍演员的加盟，每次演出均

需投入歌舞演员２００多名。相关资料表明，由于种
种原因，此类大型文化演艺公司每年都存在相当数

量的人员缺口，需招募符合条件的新人充实演出团

队。高校音乐院系是培养表演人才的场所，歌舞表

演是音乐专业学生的“老本行”。因此，学校应当转

变观念，抓住机遇，主动走出去与文化演艺企业合作

共建，为学生的艺术实践和就业搭建平台，也为文化

演艺企业输送急需人才，既达成了学校与企业的

“双赢”局面，也走出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路子。

（二）紧扣适用性

所谓“适用性”，是指高校培养的人才能否适应

社会及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在实际工作中独当一

面，最大化发挥个人的岗位作用，这也是音乐类应用

型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指标”。在实际的教学实

践中通常会见到这种情况：我们的钢琴主修学生即

便能演奏肖邦、贝多芬等名家的作品，但对在日常使

用中“易读好记”的简谱视奏却很是陌生，对即兴伴

奏更是一筹莫展；声乐主修生即便在琴房上课时唱

得还不错，一旦登上舞台却状态全无，无法完整地演

唱一首作品，至于对“如何教会别人唱”更是知之甚

少；学生的音乐理论基础差，３０％的学生钢琴基础几
近“零起步”，从而导致我院的特色课程“即兴伴奏

课”的教学困难重重等，此种种现象跟应用型人才

培养定位的基本要求相背离。鉴于此，笔者认为应

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以图破解之道。

１．开展“钢琴简易伴奏”“节目编排”和“模拟课
堂”等技能拓展训练项目

钢琴简易伴奏可以作为钢琴即兴伴奏的“初级

科目”来开设，其教学难度低于即兴伴奏，主要包括

键盘首调、键盘和声及伴奏音型模块化训练等内容，

仅需学生具备初级钢琴水平就可快速掌握，可有效

克服目前即兴伴奏教学的“困境”，其开设时间应当

与钢琴、和声两门课统筹衔接。节目编排的训练拓

展可分为声乐类节目的排练、器乐类节目的排练以

及舞蹈类节目的编排等，但更侧重于“编”和“导”的

能力，如声乐组合节目的情节创编与表演辅导、器乐

合奏节目的配器和统筹等。此类能力的训练相对独

立于基础科目的课堂教学而自成模块，但学分考量

与后者等同。其目的是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

用和主观能动性，在教师的引导下独立完成“编”与

“导”的任务，以锻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模拟课堂应在第二学年之后设置，在教

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自行组织教学片段，在“学”的基

础上尝试去“教”，其目的不局限于考量学生“教学

水平”的高低，而在于强化“教”与“学”两种身份意

识的认同感，增强学生“教”的意识，进而促进其

“学”的动力，最终提高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２．社会实习基地的创建
高校可与中小学校、社会艺术培训机构及社区

艺术团体合作共建，创建社会实习基地。

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必须

是多样化的。高校要根据社会对人才类型的需求，

培养出多种规格的人才。“一专多能”“适用性”强

的音乐专业人才备受社会用人单位的欢迎，而那些

专业精度不高而专业“宽度”又不够的学生，将很难

适应社会的需求。为了突出人才培养的“适用性”

特点，高校可与用人单位搭建合作平台，创建社会实

习基地。进而组织在校生分批次到用人单位进行校

外实践，实践内容包括观摩见习、撰写教案或见习笔

记、遴选优秀者进行顶岗实习等。这样，可使学校人

才培养活动与社会用人单位需求深度融合，学生的

实际工作能力得到锻炼，也有利于精准把握用人单

位的人才需求状况，人才培养的“适用性”原则得以

贯彻。

（三）兼顾创新性

科学的、有实践意义的创新是建立在对当前形

势的客观审视和对现有条件的有效预判基础之上

的。应用型音乐人才培养的创新举措是全方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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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人才培养模式、学科与专业建设、教学评价管

理等多项内容，其中人才培养模式和学科与专业建

设创新是人才培养创新体系的关键环节。以就业为

导向，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对课程结构和人才培养

方案进行深度优化，是音乐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的本质要求。而“淡化纯理论性灌输、强化实践

环节、开发特色课程”则是音乐专业课程创新性改

革的有效途径。

首先，针对目前学生理论基础薄弱的实际情况，

纯理论性课程要变“灌输式”授课方式为“讨论式”

“启发式”及“情境创设”等［３］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以

学生乐于接受和易于接受为目的，并在基本乐理、和

声学、歌曲作法等理论教学中引入键盘弹奏、ＭＩＤＩ
演示与人声和音等实践环节，使理论与实践能够有

机结合，为原本单调、枯燥的理论学习注入活力，提

高教学质量。

其次，结合地方传统文化，开设特色课程。以我

校为例，河南省是文化资源大省，传统地方戏曲、民

间音乐艺术异彩纷呈，积淀深厚。在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抢救政策的助力下，音乐舞蹈学院可与地方

曲艺团体合作或聘请业内名家为客座教授，着力于

地方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为传统音乐文

化的发扬光大培养生力军。可在校内设立传统戏曲

或民间音乐研究所，为地方戏曲文化的研究和传统

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贡献，并开设地方戏曲

音乐公修课，条件成熟时设置必修课，甚至申报增设

该类专业，为地方区域文化的发展培养实用性人才。

最后，在体制许可的前提下，学校可与地方政府

相关机构（如文化馆、文化宫甚至各区办事处辖下

的老年艺术活动中心等）合作，创立校办企业，遴选

在校生充实到各个岗位，在学校相关部门的协同下，

实行市场化运作。例如音乐舞蹈学院可主办“音乐

艺术中心”（以下称“中心”），在相关政府机构的协

办和学校相关部门的协同指导下，面向社会招收学

员，选拔本校优秀学生担任中心教员，派出相关教师

组成“顾问组”，负责具体指导中心的日常事务，以

保证中心的顺利运行。此项举措可最大限度地争取

培养学生“实践性”和“创新性”能力的主动权，为应

用型院校人才培养探索一种新的模式。［４］

五、结语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高校

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音乐专业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则有其自身的规律。“实践

性”和“适用性”是高校音乐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必由之路，也是缓解音乐专业毕业生“结构性就业

矛盾”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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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院校易班网上班级建设策略研究

陈　真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技术与工程学院，上海 ２０１４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１９
作者简介：陈真（１９８３—），女，上海人，硕士，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电子技术与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讲

师，研究方向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摘　要：易班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是开展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引导工作的重
要平台。针对９０后高职高专学生特点及学校在易班班级建设中遇到的瓶颈问题，构建网络虚拟班
级建设策略———ＤＡＴＨ（达思）策略，通过易班网上班级构架的设置，吸引学生主动参与线上线下活
动，提高易班用户使用黏度，以期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创新高校学生主题教育网站和网络互动

社区建设，更好地利用易班网开展高职高专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舆论宣传工作。

关键词：易班；高职高专；网络思政教育；虚拟班级；建设策略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４．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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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
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

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的网络安

全观，并明确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以及与之密

切相关的“互联网 ＋”行动计划。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八次提到了

“互联网”，并再次重申了“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

性。

在新媒体时代的大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模式创新引起了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而教育

部易班网络平台的成功打造已经成为了新时代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的典型案例。经过十多年的

发展，易班已经真正成为了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的新

阵地，它给日益纷繁复杂的网络带来一缕清风，为高

校行政管理和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提供了安全、便捷、

丰富的互动平台。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 ２３日，中央网信
办、教育部在上海召开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经验

交流会，会议指出：要遵循网络发展规律和大学生成

长成才规律，大胆探索实践，明确推广思路，引领带

动高校学生主题教育网站和网络互动社区建设，增

强校园网络吸引力。而易班正以它的方式努力“实

现教育的梦想”。

一、占领最基层的网络舆论阵地———易班班级

建设的必要性

新媒体在传播速度和广度上拥有比传统媒体成

百上千倍的传播效应，“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

斗争的主战场，所以，我们要像重视信息技术安全一

样，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１］中共中央国务院

［２００４］１６号文件第１７条对拓展新形势下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提出要求，要主动占领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全面加强校园网的建设，使网

络成为弘扬主旋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

十年来，如何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和正面舆论宣传，并将其落细、落小、落实，成

为各高校需要长期践行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一，做好网络思政教育对国家发展和稳定将

起到关键作用，而做好网络思政教育的最基层落脚

点就是高校大学生群体中最小的政治单元———行政

班级。中共中央国务院［２００４］１６号文件第２２条提
到，班级是大学生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大学生自我教

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主要组织载体。易班的适

时出现，为高校行政班级的网络思政教育提供了强

有力的新抓手。

第二，改变９０后相对模糊的政治认识和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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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敏感性的现状，是思政教育的当务之急。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是建国后中国社会政治较为稳定的十年，
社会矛盾小，贫富差距小，普通民众的价值观相对统

一，而物质生活却日渐丰裕。新媒体时代的急速到

来，使得“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网而

生、因网而增，许多错误思潮也都以网络为温床生成

发酵”。［２］很容易使年轻的９０后面对多元化的信息
迷失方向。

第三，作为大学生队伍之一的高职生对学校归

属感的缺失以及作为弱势外来者的不自信等群体特

征急需改变。学生离开家后，其重要的投身地便是

学校。由于高职学生缺少本科学生对学校有一种源

于自豪感的归属感，再加上对于自己高考失利的失

落心理，高职学生在竞争激烈的上海往往有着一种

属于弱势外来者的不自信，而对学校缺乏归属感的

个体或群体的不稳定性又势必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

和社会稳定。高校的“选课制”的课程参与方式又

导致同班而不同“学”成为普遍现象，外地生在学校

缺少情感的栖息地，而高职院校外地生逐年增多又

使得这一群体逐年增大，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因此，让易班网上的虚拟行政班级成为高职学

生舆论引导和思政教育的重要阵地，让意识形态教

育能够在易班网上虚拟班级中“随风潜入夜，润物

细无声”，让９０后学生能够拥有清晰明确的政治理
念，让来到上海拼搏的９０后外地生也能找到心灵的
栖息地。

二、关注易班班级的建设与受众主体———易班

班级建设的难度分析

经过多年的建设，易班在大部分高校已经获得

的推广成果有目共睹，校级层面的网站建设也卓有

成效。然而作为高校基层堡垒的班级易班建设却面

临着一定的困难和瓶颈。笔者将问题归结为以下三

个方面，并对导致问题的症结作了调查分析。

（一）易班推进较难的９０后学生个体心理分析
目前，班级易班的使用情况并不乐观，在学生用

户中出现了注册率高，使用率低，及对新生网站排斥

的情况。究其原因，大致有四点：第一，人性“固着”

性心理防御。新生事物在推广过程中会出现难度，

让学生抛开 ＱＱ、微信这些社交软件以及平时最常
用的“朋友圈”去用易班交流相对较难；第二，９０后
“网络原住民”的逆反心理。９０后学生对网站各方
面的期待和要求都更高，学生在尚未接触易班之前

就很自然地对学校推荐的网站产生排斥；第三，权威

敬仰感的缺失。９０后的偶像观在零点公司的《我们
９０后》这份调查报告中被归纳为“草根正当道”，即

权威对９０后的失效，很难想象一个９０后的孩子会
无条件服从“权威”。第四，读“秒”的生活节奏，对

便捷度和速度的要求极高。９０后处于用“秒”来计
时的世界———“小心我秒你”“昨天ＰＫ遇到高手，我
被秒了”等游戏术语进而变身为生活用语，“电子商

务”的网上竞拍所带来的“秒杀”和“微信”中形容

“点赞”速度够快的“秒赞”都早已成为了时代的流

行语。而需要花费较多精力研究使用手册的易班，

对处于读“秒”时代的９０后来说容易被敬而远之。
（二）由新媒体带来的“泛信息时代”导致９０后

对外来“文化侵略”的集体无意识

新媒体时代的信息多元化导致９０后模糊的政
治认识和较低的政治敏感性，以及由新媒体带来的

“泛信息时代”导致９０后对外来“文化侵略”的集体
无意识，加之９０后高职生受到网络信息价值观影响
的普遍性，靠传统媒体和思政课教师的讲授去传播

意识形态，其成效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们真正需要

占领的舆论阵地是网络，而且必须是能够深入到９０
后日常学习生活内部的基层网络平台。

（三）“即时奖赏”的缺失导致９０后学生干部缺
乏动力

时代所赋予９０后学生的特点和缺陷又在团队
工作中显得较为突出，班干部在易班建设上的推进

问题有着属于９０后群体的独特性。
根据笔者的问卷调查，在被问及“作为班级干

部，您如何看待目前易班的班级建设工作”时，选择

“建设素材单一，建设成果无人关注”这一选项的学

生干部比例高达３５％。可见，班级干部在易班建设
的过程中得到的关注程度不高，建设成果得到的回

应也不多，易班建设缺少“即时奖赏”。要求行政班

级每天都能发布引人注目的活动贴和重要的通知公

告相对较难，班级网页建设的发展速度和素材的积

累数量的确受到实际情况的约束。

（四）缺乏规划、整合意识的辅导员队伍，易班

成为“多出来”的工作

８０后、９０后为主体的独生子女一代渐渐成为高
校现任辅导员的主力军。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除

了读好书，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因此，缺少人生规划

意识、工作规划意识和素材积累意识是这些年轻辅

导员相对突出的群体特征。他们不善于整体规划工

作中的各项事务，缺少整合教育教学资源和工作成

绩积累的能力。部分辅导员在处理危机事件时拿不

出处理依据，或在材料申报时找不到佐证材料。整

合能力弱、碎片化处理学生事务的运营现状，导致各

班根据行政要求机械化使用易班的多，创意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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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班的少，易班对于辅导员来说成为了“多出来”的

工作。笔者认为，让班级学生对易班网上虚拟班级

产生归属感和依赖感应成为网络虚拟班级建设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由此，探索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包

含其中，“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发展积极向上的

网络文化”［３］，以打造“七彩之家”的班集体。

三、用ＤＡＴＨ（达思）策略建设网络虚拟班级
在宏观上，易班网站设计上秉承占领舆论阵地、

服务国家、服务教育这一基本理念；在微观上，扎根

实际，基于易班公共群建立易班线上行政班级，通过

表层意义上学生活动的发布，实现深层意义上行政

管理的革新和网络思政教育的引导和输出。网络整

合营销４Ｉ原则给了我们最好的指引。
（一）网络整合营销４Ｉ原则的引入
网络整合营销 ４Ｉ原则指的是：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趣味

原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利益原则、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互动原则、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个性原则。“以客户为中心”的网络整合营
销传播与“以产品为中心”的传统营销相比，更强调

营销即是传播，即和客户多渠道沟通，和客户建立起

品牌关系。４Ｉ原则的引入，就是试图从易班最基层
的建设推广平台中试图找出可以和４Ｉ原则相匹配
的功能热点，我们必须转变“营销”方式，“以客户为

中心”，让学生爱上网上班级。

（二）ＤＡＴＨ策略———打造“家庭式”网络虚拟
班级

易班班级建设的重点是媒体定位。对易班班级

建设的精准定位，将赢得使用者的初步使用心理。

相对于４Ｉ中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个性原则，我们必须找
到易班网络班级的独特之处并使与之科学匹配，在

此，笔者提出打造“家庭式”网络虚拟班级的 ＤＡＴＨ
策略（达思策略），见表１。

表１　家庭式网络虚拟班级建设

４Ｉ原则 ＤＡＴＨ策略 易班虚拟班级展示版块 作用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利益原则 Ｄｉａｒｙ“家庭”日志 班级大事记积累、学生事务通知平台 建设策略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互动原则 Ａｄｖｉｓｏｒ“家庭”顾问 学习资料共享平台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趣味原则 Ｔｈｅａｔｒｅ“家庭”剧场 班级日常活动开展和个人风采展示平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个性原则 Ｈｏｍｅ“家”的概念推送 易班网上虚拟班级的推送概念定位 宣传策略

　　１．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个性点的探寻———Ｈｏｍｅ“家庭”
归属感的打造

既然易班是作为网络思政教育平台而存在的，

那么易班的班级建设者不仅不需要回避其特殊的存

在意义，而更应使其转变为易班的特点和长处，将班

级行政管理和班级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积累其中。

笔者认为，根据目前高职生在校情况，以高职生在校

园里的“家庭日记本”的姿态展示给班级受众的定

位较为适合班级易班的建设与发展。

（１）定位原因分析
个人在集体中是否拥有归属感直接影响着集体

的和谐度和团队协作能力，也影响到整个团队的亲

密度和工作积极性。而学校归属感指的是学生对自

己所就读的学校在思想上、感情上和心理上的认同

和投入，愿意承担作为学校一员的各项责任和义务，

及乐于参与学校活动。定位原因一：外地生的逐年

增多，缺失学校归属感的群体增大。学生离开家后，

他们在学校中的归属感无论对其精神生活和学习状

态都有重要的影响。学生所拥有的存在感和安全感

势必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而高职学生

的学校归属感情况并不乐观。根据调查显示：高职

学生的学校归属感总体得分略低于理论中值，其中

认同略高，投入偏低。这说明，总体来说学生的学校

归属感还不是很强。并且，这种归属感主要表现为

对身份的认同，即学生能够在心理上将自己归属于

学校，认可自己是学校的一份子，但是他们对学校的

情感卷入、责任、义务感和参与性方面明显不足。［４］

定位原因二：弱势外来者的不自信，他们需要

“家庭式”的归属感。远离家人，独自在上海求学，

再加上对于自己高考失利的失落心理，他们不如名

校的学生对学校有一种源于自豪的归属感，这又使

得他们在竞争激烈的上海有着一种属于弱势外来者

的不自信。远离家乡，心理上缺乏寄托，而高校的

“选课制”的课程参与方式又导致“同班同学”的概

念与高中完全不同，同班而不“同学”成为普遍现

象。行政班级只是管理形式，三年下来“只认识面

孔，叫不出名字，甚至一句话都没说过”的同班同学

比比皆是。因此，让易班网上虚拟班级成为高职生

在校园里的“家”，让他们在虚拟班级中通过找到需

要的信息产生情感依赖，找到存在感，体会到“家”

的温暖则是高职学生急需的心理安慰。

找到了易班班级的定位的第二步就是明确如此

定位的目的和有待解决的问题。既然９０后高职生
的特点是归属感和存在感的缺失，那么我们的目标

就是为他们创造归属感和存在感，而需要其产生

“依恋”的对象就是相对于线下实体行政班级的易

班网上班级。所以我们的宣传策略就是要突出易班

班级相对于其他社交网站所不能提供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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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宣传策略：家不一定奢华，但安全可靠
易班较其他商业网站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即真

实、安全、可靠。商业社交网站能提供给受众丰富的

信息、新奇的游戏和炫目的视觉效果，却很难保证让

客户拥有一个真实、安全的社交圈，也不能承诺提供

官方权威的通知、消息，而易班可以做到。传统的

“狩猎式”营销方式必须改变“垂钓式”营销，他们没

兴趣浪费时间去发现易班班级有多好，直接告诉他

们从易班班级可以得到什么，“家”不一定奢华，却

安全可靠。

尽管现在各类社交软件纷繁多样，也具备为个

人保存记忆和生活痕迹的功能，但便于为集体保留

日常动态、且安全可靠的的 ＡＰＰ却少之又少。而易
班却是这样一个有用的工具，它不仅能够为集体留

存下日常动态，同时又能成为为个人保留这段集体

记忆的最好载体。

２．易班班级 ＯＡ系统的打造———Ｄａｉｒｙ“家庭日
志”概念的引入

良性组织依恋的形成不仅帮助组织成员健康成

长成才，同时组织成员又必将反过来影响组织的健

康发展。是否能够成功制造班级成员对网上虚拟班

级的“组织依恋”感，则有赖于我们对易班班级的科

学设计。

回到网络整合营销的 ４Ｉ原则，除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
个性点的探寻以外，我们将为易班班级找到与之相

对应的功能热点：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利益原则相对应，我们
提出易班班级ＯＡ系统的设计策略；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趣
味原则相对应，我们提出“家庭像册”的建设策略；

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互动原则相对应，我们提出“班级智慧
库”的建设策略。

要学生对虚拟班级产生使用黏度和依恋感，首

先就必须有提供给他们一个“不得不”上的理由。

而每个人最关心的事情又必然和他个人利益最为相

关的事情，所以这些“不得不”知道的事情就是我们

提出设计班级ＯＡ系统的理由，这就是４Ｉ原则中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利益原则。

就目前情况而言，学生和学生之间，学生和老师

之间几乎没有合适的沟通平台。虽然 ＱＱ、微信等
社交软件可以实现便捷的个人沟通或群组沟通，但

不能有效、开放地积累班级事务，展现班级风采。而

易班却不存在这个问题：班级账号（使用易班公共

群建立）可以由多人共同管理使用，丰富的网上班

级功能的又能较好地分类积累各项内容，可以给予

师生彼此了解的机会，也相对实现了班级政务的积

累和公开。

对班级行政工作而言，易班上的通知、消息以及

各类班级事务性工作官方发布的积累，真实准确地

反映了师生的工作、学习情况，可以成为考量班干部

工作，甚至带班辅导员、教师工作业绩的可靠标准。

让易班班级成为一手信息的集散地，设置易班

班级的信息通知板块。信息通知发布板块的具体内

容可以分这样几部分：第一，设置学生事务管理，包

括学生工作的日常信息、日常教务安排、评优评奖，

资助政策以及各项院系的比赛等等；第二，设置学生

党团建设板块，包括国家的大政方针解读、国家领导

重要讲话精神解读、院系党团建设、本支部组织生活

交流以及团总支学生会工作内涵报道等等；第三，设

置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板块，包括心理健康知识普

及并定期更新、心理健康在线普测、心理健康教育活

动、心理咨询在线答疑以及面对面的咨询预约等等；

第四，设置职业发展指导板块，包括招聘信息的时时

更新、就业指导、社会实习和职业规划以及相关表格

的下载等等。

班级备忘录板块的建设，建立该板块的目的是

为了梳理和整合班级日常工作。该板块的具体内容

可以分为这样两部分：第一，班级日志，班干部轮流

记录班级的每日动态；第二，班级大事记，每月汇总

整理月度重要事件等等。

班级成果的展示窗。通过班级成果展示窗，同

学们可以十分便捷地获取消息，班干部也能最快速

度地将喜讯告知各位，对班级荣誉有收集和积累的

作用。

民主自由的践行地。对投票系统的良好利用帮

助我们真正实现班级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班委

选举系统、推优投票系统以及优秀团员、优秀团干投

票系统的使用，使得每位班级成员拥有投票资格，在

投票结果的实时显现和评比过程的全程记录都让班

级学生看到了班级公务的公开透明，充分做到信息

公开、透明，充分体现奖项评比的民主公开，也让同

学们对最终的获胜者心服口服。

易班班级ＯＡ系统的打造的深层目的是从最基
层实现政务积累和公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

出，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

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

务公开、结果公开。所谓的“公开”不单指在校园网

公布新闻，而应该涉及到日常事务的方方面面。易

班的存在为学校的政务公开提供了可能。而从学校

最小的政治单元“班级”开始政务公开，确保学生心

理稳定，提高对社会的满意度。

从管理层面来讲，如能够真正将易班班级 Ｏ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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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做实做好，那么学校领导、师生也能通过浏览

易班班级网页了解基层情况，从某一角度真实、便

捷、及时地知道校园动态和师生日常工作的动向。

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兴趣点的切入———Ｔｈｅａｔｒｅ自媒体
时代的“家庭剧场”

既然是要制造“家”的归属感，除了要有想“找

什么就有什么”的备忘录式的易班网上班级 ＯＡ系
统外，还要有家庭般的和谐和温暖。一个没有趣味

的“家”无法制造出组织依恋感，自然不会受到“家

人”的喜爱，也不可能让“家庭成员”有归属感。

根据自媒体时代的特点，人人都有自己的媒体

发布平台，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传播者，而９０后
个性张扬、喜欢自我表现的群体性特点更是引爆有

由媒体的便捷所带来的各种新闻热点。

利用易班平台记录班级从创立到毕业甚至到毕

业后的发展足迹，这对于整个班级来说是一份宝贵

的回忆，也是值得珍藏的财富。易班网可以创新班

级管理，让网上班级成为大学生活的纪念册。

主题教育展示版块的设置：将班级每期主题教

育活动的照片、视频以及每一位学生的感悟都呈现

于该板块；宿舍内务展示平台的设置：在该板块留下

寝室整洁的内务图片以及文明寝室、标兵寝室的评

比记录；年度表彰板块的设置：表彰先进、树立典型，

传递正能量。

４．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互动原则———Ａｄｖｉｓｏｒ学习资料的
共享平台

在青年学生中培养互帮互助、宽容大气、协同互

助的良好学习风气，让他们体会到分享的快乐，创造

良好的学习氛围。优秀笔记共享平台的设置：将各

门课程的优秀笔记上传到易班班级网络平台，让大

家可以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优秀作业、优秀试卷的

展示版块：将各门课程的优秀作业、优秀试卷放置班

级平台，让同学们看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激励班级

成员协同共进。各类兴趣展示的汇聚点：每位同学

可以发布自己平日生活中最为关注的资讯进行共

享，让同班同学看到自己的兴趣点，也让大家通过阅

读别人的分享拓宽视野。

四、结语

易班手机ＡＰＰ的逐步完善使得易班有了真正
填补用户“碎片化时间”的可能性。笔者所提出的

ＤＡＴＨ策略，对于高职高专院校网上虚拟班级的建
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利于帮助学校弘扬主流

意识形态，培养高职高专学生对学校、班级的归属

感，有利于高校的安全稳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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薏米糖浆在风味发酵乳中的应用

岳　春１，姚　虹２，李书霞１，潘　勇１

（１．南阳理工学院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河南 南阳 ４７３００４；
２．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郑州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２８
基金项目：２０１５年河南省科技厅产学研项目（１６２１０７０００００６）
作者简介：岳春（１９６４—），女，河南南阳人，南阳理工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发酵食品与功能食品。

摘　要：将薏米清洗、烘烤、打粉、加水糊化，加入 α－淀粉酶、麸皮、糖化酶进行液化和糖化，制
备薏米糖浆。将薏米糖浆和原料乳混合，接入乳酸菌发酵，制得风味发酵乳。薏米酶解的最佳工艺

条件：浸提料水比为１８，α－淀粉酶的用量为６％，在７０℃水浴中液化２．５ｈ；糖化酶接种量为５％，
麸皮用量为５０％，在６５℃水浴中糖化５５ｍｉｎ。风味发酵乳的最佳发酵工艺为：糖浆与原料乳的比例
为１５，乳酸菌接种量为８％，发酵时间４ｈ，温度为４５℃。得到的产品具有薏米的独特风味，乳酸菌
数为１×１０７ＣＦＵ／ｍＬ。在４℃下放２天后，风味发酵乳的香气更加浓郁，口感也更好，且存放时间比
常温存放时间更长。

关键词：薏米；风味发酵乳；液化；糖化；发酵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４．０２１
中图分类号：ＴＳ２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０３－０５

　　薏米发酵乳以薏米为发酵的主要原料，具有奇
特的薏米饮料的芬芳气息。研究表明，用米糠加玉

米浆作为发酵菌的氮素营养，适合发酵菌的成长；发

酵的时间以２２～２５ｈ为宜，发酵温度约为４０℃，可制
成酸甜可口，具有浓郁的薏米芳香气息的乳酸饮料，

且有保健作用，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１－２］饮料在

消费市场中占有较高的比例，而薏米饮料的加工比较

容易，所以若能很好地利用薏米的营养和医用价值，

将是饮料研究中的另一个研究方向。［３－４］开发一种极

具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的药食两用的天然产品，将成

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值得深入研究和开拓。［５－７］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原料与试剂
薏米、原料乳、中温型 α－淀粉酶（酶活力

２０００Ｕ／ｍＬ）、糖化酶（酶活力１０万 Ｕ／ｍＬ）、麸皮、
乳酸菌、葡萄糖、氢氧化钠等，均为市售。

１．２　仪器与设备
电热恒温培养箱 、高速万能粉碎机、烤箱、恒温

水浴锅、手持糖量仪等。

１．３　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
１．３．１　薏米糖浆的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８－１０］

浸泡：取薏米适量，挑拣，清洗后在清水中浸泡

８ｈ，备用。
烘烤：薏米沥干后，平铺在托盘上，放在烤箱中

烘烤至呈金黄色。

打粉：将烘烤后的薏米用高速粉碎机粉碎到９０
目筛。

糊化：将薏米粉按料水比１８的比例，加入水
后放入８０℃的恒温水浴锅中糊化１．５ｈ。

液化：加入 α－淀粉酶，在 ７０℃水浴中液化
２．５ｈ，碘液检验不变色，证明液化完全。然后把水浴
锅的温度上升到１００℃，灭酶。

糖化：把温度降到６５℃，调 ｐＨ到５．０左右，加
５．０％ 的糖化酶和５０％ 的麸皮（麸皮中β－淀粉酶的
酶活力为３７００Ｕ／ｇ，相当于５０万 Ｕ／ｍＬβ－淀粉酶
０．３％的用量），恒温糖化６０ｍｉｎ，然后煮沸灭酶１２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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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将制备好的糖化液蒸发浓缩到总糖含量

为７０％的糖浆。
１．３．２　薏米发酵乳的工艺流程及操作要

点［１１－１２］

杀菌：将原料乳和烧杯、锥形瓶放入沸水中进行

杀菌。煮沸杀菌后，将原料乳和烧杯、锥形瓶等冷却

至４０℃。
乳酸菌活化：将乳酸菌放在烧杯中，置于４０℃

水浴锅中活化，当烧杯表面有泡沫或者气泡时，表示

活化完成。

调配原料乳：将杀菌后的原料乳倒入烧杯和锥

形瓶中，再将活化后的乳酸菌按８％的量加入到原
料乳中，摇匀。

薏米糖浆的添加：先将凝固的薏米糖浆加热融

化，按薏米糖浆与原料乳１５的比例添加薏米糖
浆，摇匀。

发酵：将放有原料乳的烧杯放入４５℃恒温培养
箱中，培养４ｈ。

冷却：将培养好的发酵乳放在冰箱中冷却２天，
则香气更加浓郁，风味更加突出。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液化条件的确定
２．１．１　淀粉酶用量的确定
由表１可知，当α－淀粉酶的接种量为６％时，

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最高。用碘液检验，溶液不变

色，说明液化完成。故淀粉酶的用量为６％左右时，
液化的效果较好。

表１　α－淀粉酶用量对液化结果的影响

α－淀粉酶／％ ２ ４ ６ ８ １０

可溶性固形物／％ ２５．４１ ２６．８１ ２７．４４ ２７．１１ ２６．９８

　　２．１．２　液化温度的确定
由表２可知，当液化温度为７０℃时，固形物的

含量最高，故液化温度为７０℃左右时，液化的效果
较好。

表２　温度对液化结果的影响

温度／℃ ６０ ６５ ７０ ７５ ８０

可溶性固形物／％ ２７．４９ ２７．６９ ２７．８７ ２７．６８ ２６．４２

　　２．１．３　液化时间的确定
由表３可知，淀粉液化的时间为２．５ｈ时，糖液

中的固形物含量最高，故液化的时间大约为２．５ｈ。
表３　时间对液化结果的影响

时间／ｈ １．５ ２ ２．５ ３ ３．５

可溶性固形物／％ ２６．１３ ２６．７６ ２７．８３ ２７．７７ ２７．２１

　　２．１．４　液化条件的正交试验
根据料水比、α－淀粉酶用量、液化时间、液化

温度４个因素，设计 Ｌ９（３
４）正交试验，见表４和表

５，以固形物含量为指标得出液化的最优条件。
表４　液化条件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水平

因素

Ａ

料水比

Ｂ

α－淀粉酶用量／％

Ｃ

温度／℃

Ｄ

时间／ｈ
１ １６ ４ ６０ ２．５

２ １８ ６ ６５ ３．０

３ １１０ ８ ７０ ３．５

表５　液化条件Ｌ９（３４）正交试验结果

试验号 Ａ Ｂ Ｃ Ｄ 可溶性固形物／％

１ １（１６） １（４％） １（６０℃）１（２．５ｈ） ２６．６５

２ １ ２（６％） ２（６５℃）２（３．０ｈ） ２７．３６

３ １ ３（８％） ３（７０℃）３（３．５ｈ） ２７．６８

４ ２（１８） １ ２ ３ ２７．５２

５ ２ ２ ３ １ ２７．８８

６ ２ ３ １ ２ ２７．７８

７ ３（１１０） １ ３ ２ ２６．８９

８ ３ ２ １ ３ ２７．６１

９ ３ ３ ２ １ ２７．２３

ｋ１ｊ ８１．６９ ８１．０６ ８２．０４ ８１．７６

ｋ２ｊ ８３．１８ ８２．８５ ８２．１１ ８２．０３

ｋ３ｊ ８１．７３ ８２．６９ ８２．４５ ８２．８１

ｋ１ ２７．２３ ２７．０２ ２７．３５ ２７．２５

ｋ２ ２７．７３ ２７．６２ ２７．３７ ２７．３４

ｋ３ ２７．２４ ２７．５６ ２７．４８ ２７．６０

Ｒ ０．５０ ０．６０ ０．１３ ０．３５

优水平 Ａ２ Ｂ２ Ｃ３ Ｄ３
主次顺序 Ｂ２＞Ａ２＞Ｄ３＞Ｃ３

　　 由表 ５可知，液化条件的最优组合为
Ｂ２Ａ２Ｄ３Ｃ３，主次顺序为 Ｂ２＞Ａ２＞Ｄ３＞Ｃ３，即 α－淀
粉酶的用量 ＞料水比 ＞时间 ＞温度。最佳组合
Ａ２Ｂ２Ｃ３Ｄ３并未出现在试验组中，故进行了验证实
验，得出该条件下水解液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为

２７．６２％，低于试验组中液化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最高
的组合，故确定液化最优水平组合为 α－淀粉酶用
量６％、料水比１８、温度７０℃、液化时间２．５ｈ。
２．２　糖化条件的确定［１３］

２．２．１　糖化温度的确定
由表６可知，糖化温度为６５℃时，浸提液中的

还原糖含量最高，故糖化温度大约为６５℃。
表６　糖化温度的确定

温度／℃ ５５ ６０ ６５ ７０ ７５
还原糖含量／％ １１．７７ １２．３８ １４．４１ １３．７９ １２．９２

　　２．２．２　糖化酶用量的确定
由表７可知，糖化酶的接种量为５％时，还原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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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最高，故糖化酶的接种量为５％左右时，糖化
的效果较好。

表７　糖化酶用量对浸提液的影响

接种量／％ ４ ５ ６ ７ ８
还原糖含量／％ １３．３ １４．１ １２．９ １２．１ １１．８

　　２．２．３　糖化时间的确定
由图１可知，糖化时间对糖化的效果也有影响，

还原糖含量随着糖化时间的增长而升高，但是当糖

化时间太长时，还原糖的含量反而随之下降。从图

１中可知，糖化时间为５５ｍｉｎ时，还原糖含量最大，
故糖化的时间约为５５ｍｉｎ。

图１　糖化时间对糖化效果的影响

２．２．４　麸皮添加量对糖化效果的影响
从图２可知，当麸皮的用量为５０％时，糖化的

效果最好，故麸皮的用量大致为５０％。

图２　麸皮的用量对糖化效果的影响

２．２．５　糖化最优条件的确定
根据糖化酶用量、料水比、糖化时间、温度等４

个因素设计Ｌ９（３
４）正交试验，见表８，根据极差分析

得出糖化的最佳条件。

表８　糖化条件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水平

因素

Ａ

糖化酶用量／％

Ｂ

麸皮添加量／％

Ｃ

温度／℃

Ｄ

时间／ｍｉｎ
１ ４ ４５ ５５ ５５
２ ５ ５０ ６０ ６０
３ ６ ５５ ６５ ６５

　　由表９可知，各因素对糖化液中还原糖含量影
响主次顺序为Ａ２Ｃ３Ｄ３Ｂ２，即糖化酶用量 ＞温度 ＞时

间＞麸皮用量。最佳组合 Ａ２Ｂ２Ｃ３Ｄ３并未出现在试
验组中，故进行了验证实验，得出该条件下水解液的

还原糖含量为１３．６３％，低于试验组中糖化液还原糖
量最高的组合，故确定糖化最优水平组合为糖化酶添

加量５％、麸皮用量５０％、糖化时间５５ｍｉｎ、温度６５℃。
表９　糖化条件Ｌ９（３４）正交试验结果

试验号 Ａ Ｂ Ｃ Ｄ 还原糖含量（％）
１ １（４％） １（４５％） １（５５℃）１（５５ｍｉｎ） １１．８１
２ １ ２（５０％） ２（６０℃）２（６０ｍｉｎ） １２．３２
３ １ ３（５５％） ３（６５℃）３（６５ｍｉｎ） １２．５３
４ ２（５％） １ ２ ３ １４．０８
５ ２ ２ ３ １ １４．４３
６ ２ ３ １ ２ １３．８８
７ ３（６％） １ ３ ２ １３．４４
８ ３ ２ １ ３ １２．６７
９ ３ ３ ２ １ １２．３４
ｋ１ｊ ３６．７４ ３９．３３ ３８．３６ ３８．５８
ｋ２ｊ ４２．３９ ３９．４２ ３８．７４ ３８．４３
ｋ３ｊ ３８．４５ ３８．７５ ４０．４０ ３９．２８
ｋ１ １２．２５ １３．１１ １２．７９ １２．８６
ｋ２ １４．１３ １３．１４ １２．９１ １２．８１
ｋ３ １２．８２ １２．９２ １３．４７ １３．０９
Ｒ １．８８ ０．２２ ０．６８ ０．２８

优水平 Ａ２ Ｂ２ Ｃ３ Ｄ３
主次顺序 Ａ２＞Ｃ３＞Ｄ３＞Ｂ２

　　２．３　酶解最佳工艺
根据料水比、淀粉酶用量、糖化酶用量和麸皮用

量４个因素，设计 Ｌ９（３
４）正交试验，见表 １０和表

１１，以还原糖含量为指标，选出最佳方案。
表１０　酶解条件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水平

因素

Ａ

料水比

Ｂ

α－淀粉酶含量／％

Ｃ

糖化酶含量／％

Ｄ

麸皮用量／％
１ １６ ４ ３ ４０

２ １８ ６ ４ ４５

３ １１０ ８ ５ ５０

表１１　酶解条件Ｌ９（３４）正交试验结果

试验号 Ａ Ｂ Ｃ Ｄ 还原糖含量％
１ １（１６） １（４％） １（３％） １（４０％） １２．０
２ １ ２（６％） ２（４％） ２（４５％） １２．８
３ １ ３（８％） ３（５％） ３（５０％） １３．４
４ ２（１８） １ ２ ３ １３．９
５ ２ ２ ３ １ １４．５
６ ２ ３ １ ２ １４．１
７ ３（１１０） １ ３ ２ １３．１
８ ３ ２ １ ３ １３．７
９ ３ ３ ２ １ １２．８
ｋ１ｊ ３８．１ ３９．０ ３９．８ ３９．３
ｋ２ｊ ４２．６ ４１．０ ３９．５ ４０．０
ｋ３ｊ ３９．６ ４０．３ ４１．０ ４１．０
ｋ１ １２．７ １３．０ １３．３ １３．１
ｋ２ １４．２ １３．７ １３．２ １３．３
ｋ３ １３．２ １３．４ １３．７ １３．７
Ｒ １．５ ０．７ ０．５ ０．６

优水平 Ａ２ Ｂ２ Ｃ３ Ｄ３
主次顺序 Ａ２＞Ｂ２＞Ｄ３＞Ｃ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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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１１可知，薏米酶解工艺的４个因素对酶解
影响的主次顺序为 Ａ２＞Ｂ２＞Ｄ３＞Ｃ３，即料水比 ＞
α－淀粉酶用量＞麸皮用量＞糖化酶用量，料水比对
薏米酶解的影响最大。最佳工艺组合Ａ２Ｂ２Ｄ３Ｃ３并未
出现在试验组中，故进行了验证实验，得出的还原糖

含量为１４．８％，大于正交试验组的最高组值。故薏米
酶解制备糖浆的最佳工艺为：料水比１８，α－淀粉
酶用量６％，糖化酶接种量５％，麸皮用量５０％。
２．４　风味发酵乳发酵工艺的确定
２．４．１　发酵条件的选择
薏米糖浆发酵乳的综合评分标准见表１２。

表１２　薏米糖浆发酵乳的综合评分标准

指标 分值 综合评分标准

酸甜适中，薏米香气突出，口感较好，１５～２０分
口感 ２０ 酸甜不协调，薏米香气较淡口感一般，１０～１５分

酸甜不协调，没有薏米香气，有涩味，≤１０分
颜色呈乳黄色，８～１０分

色泽 １０ 颜色为黄色，５～８分
颜色为白色，≤５分

凝固性好，品质均匀不分层，８～１０分
外观 １０ 凝固性较差，不分层，５～８分

不凝固，有分层现象，≤５分
薏米香气浓郁，奶香味足，２５～３０分

香味 ３０ 薏米香气淡，奶香味足，２０～２５分
薏米香气无，奶香味不明显，≤２０分

品质均匀稳定，粘稠度适中，无分层现象，１５～２０分
组织 ２０ 品质较均匀，粘稠度不足，１０～１５分

有分层现象，有沉淀，≤１０分

酸度 １０

７０～８０，８～１０分

６０～７０，６～８分
５０～６０，４～６分

≤５０或≥８０，≤４分

　　根据口感、色泽、外观、香味、酸度等指标，选择
成品口感好、薏米香味浓郁、酸甜适中的发酵条件，

如表１３所示。
表１３　感官评定薏米风味发酵乳的条件

因素 最佳条件

薏米糖浆和原料乳比例 １５
乳酸菌接种量／％ ８
发酵温度／℃ ４５
发酵时间／ｈ ４

　　乳酸发酵后要放在冰箱中冷却，延缓乳酸菌后
发酵的进行，增加发酵乳的香味。发酵时间越长，发

酵乳的酸度越大。若发酵时间过长，则影响发酵乳

的风味，故乳酸主发酵完成后，要放在冰箱中冷却。

冷却２４ｈ，发酵乳的香味最浓，风味更加突出；冷却
的时间过长，则发酵乳的香气变淡，口感下降。发酵

乳发酵后放在冰箱中冷却的最适宜时间为２天。
２．４．２　最佳发酵条件的确定
从以上实验可以看出，糖浆与原料乳的比例、乳

酸菌的接种量、发酵时间、发酵温度等因素对薏米糖

浆发酵乳的风味均有影响。为了研究这４个因素的
综合作用，采用 Ｌ９（３

４）正交试验，见表１４和表１５，
通过极差分析得出这４个因素的最佳组合方案。

表１４　薏米发酵乳的因素水平表

水平

因素

Ａ

糖浆与原料乳比例

Ｂ

接种量 ／％

Ｃ

温度／℃

Ｄ

时间／ｈ
１ １６ ７ ３５ ４
２ １５ ８ ４０ ５
３ １４ ９ ４５ ６

表１５　薏米发酵乳Ｌ９（３４）正交试验表

实验序号 Ａ Ｂ Ｃ Ｄ 综合评分

１ １（１６） １（７％） １（３５℃） １（４ｈ） ７４．６
２ １ ２（８％） ２（４０℃） ２（５ｈ） ７９．９
３ １ ３（９％） ３（４５℃） ３（６ｈ） ７７．８
４ ２（１５） １ ２ ３ ８０．９
５ ２ ２ ３ １ ８５．４
６ ２ ３ １ ２ ８２．５
７ ３（１４） １ ３ ２ ７８．６
８ ３ ２ １ ３ ７９．０
９ ３ ３ ２ １ ７８．０
ｋ１ｊ ２３２．２ ２３４．１ ２３６．１ ２３８．０
ｋ２ｊ ２４８．８ ２４４．３ ２３８．８ ２４１．０
ｋ３ｊ ２３５．６ ２３８．３ ２４１．８ ２３７．７
ｋ１ ７７．４３ ７８．０３ ７８．７ ７９．３
ｋ２ ８２．９３ ８１．４３ ７９．６ ８０．３
ｋ３ ７８．５３ ７９．４３ ８０．６ ７９．２
Ｒ ５．５ ３．４ １．９ １．１

优水平 Ａ２ Ｂ２ Ｃ３ Ｄ２
主次顺序 Ａ２＞Ｂ２＞Ｃ３＞Ｄ２

　　由表１５可知，薏米发酵乳发酵影响因素的主次
顺序为Ａ２＞Ｂ２＞Ｃ３＞Ｄ２，即糖浆与原料乳的比例 ＞
乳酸菌接种量 ＞温度 ＞时间。最优水平组合
Ａ２Ｂ２Ｃ３Ｄ２没有在正交试验中出现，所以做验证实
验，得出的综合评分８４．６９分，低于正交试验组中评
分最高的组。因此，确定薏米糖浆风味发酵乳的最

佳发酵工艺为：糖浆与原料乳的比例１５，乳酸菌
的接种量为８％，发酵时间为４ｈ，温度为４５℃。
３　产品质量指标［１４－１６］

３．１　感官指标
色泽：呈黏稠状、凝固的、均匀一致的乳黄色。

风味：具有产品应有的独特香味，酸甜爽口。

组织状态：细腻均匀，无分层、沉淀现象。

３．２　理化指标
可溶性固形物：≥１２％
总糖：≥１０％
蛋白质：≥２．３％
３．３　微生物指标
细菌总数：≤１００ＣＦＵ／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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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杆菌数：≤３ＭＰＮ／１０ｍＬ
乳酸菌：≥１×１０７

ＣＦＵ／ｍＬ致病菌：不得检出
霉菌：≤３０ＣＦＵ／ｍＬ
酵母菌：≤５０ＣＦＵ／ｍＬ
４　结论
将薏米糖浆作为乳酸发酵的主要原料，研究薏

米糖浆在风味发酵乳中的应用。产品呈淡黄色，酸

甜可口，营养物质丰富，而且具有薏米特有的香味。

实验结果表明，制备薏米糖浆时 α－淀粉酶用量
６％、料水比１８、温度７０℃、液化时间２．５ｈ；糖化
酶添加量５％、麸皮用量５０％、糖化时间５５ｍｉｎ、温
度６５℃。发酵乳最佳发酵工艺：糖浆与原料乳的比
例为１５，乳酸菌用量８％，发酵温度４５℃，发酵时
间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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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对小球藻和铜绿微囊藻生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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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小球藻和铜绿微囊藻为研究对象，设置不同的温度（１０℃，１４℃，１８℃，２２℃，２６℃），
通过测量小球藻和铜绿微囊藻的藻细胞数量、吸光度值（ＯＤ６８０）、叶绿素荧光（Ｆｖ／Ｆｍ），计算两种藻
的比生长速率。结果表明，小球藻和铜绿微囊藻最佳生长温度均为２６℃，但小球藻在１０℃和１４℃时
依然能够生长，铜绿微囊藻在温度为１０℃和１４℃时生长基本停滞甚至死亡，说明小球藻能够耐受低
温，而铜绿微囊藻更喜高温。

关键词：温度；小球藻；铜绿微囊藻；生长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４．０２２
中图分类号：Ｑ９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０８－０５

　　研究水体藻类外界环境的变化对如何避免或减
轻有害“水华”的发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温度

是决定微藻生长的重要环境因子，是影响微藻细胞

生长、细胞内生物大分子组成和含量的重要因素，也

是影响水生植物生长、繁殖、种群演替的一种关键生

态因素。适宜的温度是快速水华生长的必要条件，

也是优势种发生更替的重要环境因子。研究温度对

微藻生长的影响对湖泊污染治理提供理论基础有着

重要作用。光照是藻类主要能量来源，合适的光照

会对微藻的生长产生积极作用，光照过强或过弱都

会对微藻产生抑制作用。陈宇炜等［１］提出气候变

化（主要是光照、温度变化）等对藻类的组成和演替

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晁建颖等［２］认为温度是决

定生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子，例如绿藻仅适宜在

较低温度下增值，绿藻在较低温度时有较强的竞争

优势，蓝藻在较高温度时有竞争优势。ＥＰＰＬＥＹ
等［３－４］对多个藻种进行调查，在大量试验研究的基

础上，得到藻类增殖速率和温度关系的经验公式。

铜绿微囊藻（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蓝藻门微囊藻
属，是光合自养型生物，具有很强的光合作用能力，

且铜绿微囊藻生长周期短，不分层，易于培养，对外

界敏感性强。小球藻（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绿藻门绿藻纲，
是单细胞藻，对生长环境要求简单，适应性较强，在

海洋、淡水等区域分布较广。自然水体中藻的种类

和数量会根据季节的变化发生相应的改变，一般在

晚春和初夏水体中绿藻易形成优势种，而在夏天和

初秋随着温度的升高，蓝藻的数量会逐渐增加，并成

为优势种，但数量过高会导致蓝藻水华的爆发。因

此，研究微藻生长的环境条件，对于水环境污染和治

理有重要意义。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试验所用的藻种铜绿微囊藻（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

ｉｎｏｓａＦＡＣＨＢ９０５）和小球藻（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均购自中国

·８０１·



科学院水生生物所淡水种库。培养基采用 ＢＧ－１１
培养基［５］，培养条件为２５℃，ｔ（光）ｔ（暗）＝１２ｈ
１２ｈ，光照为８０００ｌｘ。试验所用的玻璃器皿均用稀盐
酸浸泡 ３０ｍｉｎ，用无菌水冲洗 ３次，再用灭菌锅于
１２１℃灭菌２０ｍｉｎ，烘干备用。

１．２　试验仪器
ＰＱＸ－２５０人工气候箱：上海海向仪器设备厂，

控温精度 ±１℃，光照度 ０～１２０００ｌｘ；ＹＭ７５立式蒸
汽灭菌锅：国产；ＵＶ２８００紫外分光光度计：上海
Ｕｎｉｃｏ公司；ＦＬ３５００叶绿素荧光仪：ＰＳＩ，捷克；普通
血球计数板和三角瓶（高温灭菌）等。

１．３　试验方法
试验藻种经过驯化培养后，达到试验所需浓度，

选用长势较好的藻种在不同温度下培养，控制温度分

别为１０℃，１４℃，１８℃，２２℃，２６℃，光照为６０００ｌｘ，ｐＨ
为８，每个处理组设３个平行样。试验微藻的初始密
度设置ＯＤ６８０为０．０５（±０．００１）。每天摇晃试验藻３
次以上，并随机更换位置，使藻液均匀接受光照。

１．４　测定和计数方法
１．４．１　ＯＤ６８０测定
每天定时取铜绿微囊藻藻液１次，吸取２．５ｍＬ

放入比色皿中，紫外分光光度计测量 ＯＤ６８０值。空
白校准用ＢＧ－１１营养液。
１．４．２　叶绿素荧光参数的测定
用叶绿素荧光仪测量微藻的叶绿素荧光参数，

在测量之前各个处理样品需要暗适应５ｍｉｎ。
叶绿素荧光技术是一种以光合作用理论为基础，

利用生物体内叶绿素研究和探测光合生理状况以及

外界环境对其细微影响的活体测定技术。叶绿素荧

光动力学技术是用于评鉴作物耐受逆境能力的一项

热门技术，被称为测定环境胁迫下光合功能和器官状

态的响应快速、无损伤的探针。［６－７］

１．４．３　细胞计数
采用一般的计数方法，用血球计数板计数。用

血球计数板专用盖玻片，每天同样的时间取样计数，

整个取样过程均在无菌条件下进行。准备好洁净的

计数板，盖上盖玻片，用液枪取１ｍＬ藻液从盖玻片
边缘慢慢渗入，避免产生气泡，并用吸水纸吸走多余

的藻液，每个样品计数两次，如果误差大于１５％，需
要重新取样计数，求最终的平均数。

比生长速率计算公式［８］为

μ＝
ｌｎＸ２－ｌｎＸ１
Ｔ２－Ｔ１

式中：Ｘ２为某时间间隔终结时的藻类现存量；Ｘ１为

某一时间间隔开始时的藻类现存量；Ｔ２－Ｔ１为某一
时间间隔。

１．５　数据处理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统计，用

ｏｒｉｇｉｎ９．０绘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温度对小球藻和铜绿微囊藻吸光度值

（ＯＤ６８０）的影响
不同温度（１０℃ ～２６℃）对小球藻和铜绿微囊

藻吸光度值（ＯＤ６８０）的影响见图１。从图可知小球
藻比铜绿微囊藻更耐低温，而铜绿微囊藻更喜高温。

温度对小球藻 ＯＤ６８０的影响如图１（ａ），当温度为
１０℃时，前７天小球藻基本停止生长，７天以后小球
藻可能适应较冷的环境，有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

在１０℃时小球藻还能继续生长，说明１０℃并没有到
达小球藻耐受最冷温度值。温度到达１４℃以上，小
球藻ＯＤ６８０值呈快速上升的趋势，说明小球藻在
１４℃以上时能够迅速生长。２６℃时小球藻生长最
快，但１４℃以上也能够快速生长，并且１４℃，１８℃，
２２℃，２６℃时小球藻的ＯＤ６８０值上升的趋势是一致
的，说明小球藻能够适应较低的温度。通过单因子

方差分析可知，１４℃时小球藻 ＯＤ６８０的值与１８℃，
２２℃，２６℃时小球藻 ＯＤ６８０的值存在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通过不同温度和小球藻 ＯＤ６８０值相关
性比较分析可知，温度和小球藻ＯＤ６８０的值存在显
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说明温度对小球藻生长的影
响呈正相关，在１４℃～２６℃温度越高越能刺激小球
藻的生长。

不同温度对铜绿微囊藻 ＯＤ６８０的影响如图１
（ｂ）。温度对铜绿微囊藻 ＯＤ６８０的影响比较明
显，温度与铜绿微囊藻 ＯＤ６８０的变化呈正相关关
系，且铜绿微囊藻比小球藻更不能耐受寒冷，当温

度低于１４℃时，铜绿微囊藻 ＯＤ６８０值明显呈下降
趋势，说明铜铝微藻在低于１４℃环境下生长明显
受到抑制。当温度高于１８℃时，温度越高铜绿微
囊藻 ＯＤ６８０值越高，铜绿微囊藻 ＯＤ６８０与温度呈
正比关系，说明铜绿微囊藻是喜热的一种蓝藻。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知，１０℃时铜绿微囊藻
ＯＤ６８０值与１８℃，２２℃，２６℃时铜绿微囊藻ＯＤ６８０
值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从图１（ｃ）可知，当
温度大于２２℃时，小球藻 ＯＤ６８０值大于铜绿微囊
藻ＯＤ６８０值，当温度高于２２℃时，小球藻 ＯＤ６８０值
低于铜绿微囊藻ＯＤ６８０值，说明小球藻更耐较低的
温度，而铜绿微囊藻在较高温度生长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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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温度下两种藻的ＯＤ值（ＯＤ６８０）的变化

　　２．２　不同温度下小球藻和铜绿微囊藻藻细胞
的生长特征

不同温度小球藻和铜绿微囊藻藻生长情况见图

２，其特征生长速率如图３所示。小球藻藻细胞的数
量与温度有关，温度越高，小球藻生长的越好，但是

在同样的温度条件下（２２℃和２６℃）铜绿微囊藻比
小球藻生长的好，而在相对低温情况下（１４℃和
１０℃），小球藻比铜绿微囊藻生长得好。说明小球
藻比铜绿微囊藻更耐低温，而铜绿微囊藻比小球藻

更喜高温。由此可以判断以铜绿微囊藻为代表的蓝

藻在湖泊、河流和海洋中夏季生长得更好，也就是夏

季更容易爆发蓝藻；以小球藻为代表的绿藻在晚春

和初夏生长得更好，绿藻会在蓝藻之前爆发。两种

藻的比生长速率（第 ９天）如图 ３，小球藻在低温
（１０℃）时的比生长速率依然为正，说明小球藻在低
温时依然能够生长，只是生长得比较缓慢，而铜绿微

囊藻在低温（１０℃和１４℃）时，比生长速率为负，说

明铜绿微囊藻在低温时生长基本停滞，在高温时生

长得更好。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知，小球藻在１０℃ 时的
藻细胞密度生长值与１４℃，２２℃时的藻细胞生长值
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与２６℃ 的显著性差异
更明显（Ｐ＜０．０１），说明温度对小球藻生长的影响
很大。通过温度与藻细胞生长数量的相关性分析可

知，温度与细胞生长数量相关性非常显著，说明温度

与细胞数量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通过单因素方

差分析可知，铜绿微囊藻在１０℃ 的藻细胞数量与
１８℃，２２℃，２６℃的藻数量存在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而１４℃的藻细胞数量与１８℃，２２℃，２６℃的
藻细胞数量也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通过温
度和藻细胞数量的相关性分析可知，温度和藻细胞

数量相关性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通过两种藻生

长曲线分析可知，在试验温度的范围内，温度与藻生

长情况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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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温度条件下小球藻和铜绿微囊藻的生长曲线

图３　不同温度条件下小球藻和铜绿微囊藻第９天的比生长速率的变化

　　２．３　不通温度下小球藻和铜绿微囊藻ＰＳⅡ的
最大光化学量子产量Ｆｖ／Ｆｍ

不同温度对小球藻和铜绿微囊藻叶绿素荧光的

影响如图４，小球藻在２６℃时，其最大光化学量子产
量（Ｆｖ／Ｆｍ）处于平稳上升的趋势，且值相对较大，
１０℃时小球藻的Ｆｖ／Ｆｍ相对最小，但表现出缓慢上
升的趋势，说明较低温度时小球藻仍可以继续生长。

铜绿微囊藻的Ｆｖ／Ｆｍ根据温度的不同，其变化趋势
更明显，当温度为 １０℃和 １４℃时，铜绿微囊藻的
Ｆｖ／Ｆｍ呈下降趋势，且温度越低下降越明显。当温
度较高（２２℃，２６℃）时铜绿微囊藻Ｆｖ／Ｆｍ表现出平
稳较高的状态，说明较低温度能够抑制铜绿微囊藻

的生长，较高温度更能促进铜绿微囊藻的生长。

图４　两种藻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最大化学量子产量（Ｆｖ／Ｆｍ）的变化

·１１１·



　　温度是影响生物生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对生物
体内细胞酶的活性及生化反应的速率具有重要影

响。［９］温度是藻类进行光合作用的影响因子，通过

控制光合作用的酶促反应或呼吸作用，直接影响浮

游植物的生长繁殖。温度是影响藻类生长繁殖的一

个关键环境因子，适宜的温度是微藻迅速生长繁殖

的条件。许多研究表明［１０－１２］，温度对藻类的生长影

响比较显著，高于光照、ｐＨ等环境因素，温度对不同
的藻类生长的影响有所差异。

３　结论
本试验控制光照和ｐＨ，研究温度对小球藻生长

的影响，结果表明，温度对小球藻和铜绿微囊藻生长

的影响有差异。当温度为１０℃时，小球藻生长缓慢，
而铜绿微囊藻生长基本停止甚至死亡。小球藻在

１０℃以上随着温度的上升其生长速度迅速，３０℃是小
球藻的最适宜温度。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结果各有不

同，可能是培养基不同或控制的光照、ｐＨ不同所致。
１）小球藻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为２６℃。小球藻

在低温１０℃也能继续生长，说明小球藻能够耐受低
温，更容易生长在春季的水环境中。

２）铜绿微囊藻最适宜的温度也为２６℃。铜绿
微囊藻在１０℃和１４℃的相对低温时，生长表现停滞
甚至死亡，说明铜绿微囊藻更喜高温，容易生长在夏

季的水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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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ＰｌａｔｅａｕＬａｋ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Ｙｕｎ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５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ａｋｉｎｇ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ａｎｄｖｅｒｄｉｇｒｉｓ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ａｌｇａｅ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ｓ，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ｓｅｔ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０℃，１４℃，１８℃，２２℃，２６℃），ｂｙ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ａｎｄｐａｔｉｎａｏｆａｌｇａｅａｌｇａｌｃｅｌｌｓ，ａｂｓｏｒｂａｎｃｅｖａｌｕｅ
（ＯＤ６８０）ａｎｄ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Ｆｖ／Ｆｍ），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ｏｆ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ａｌｇａ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
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ａｎｄｖｅｒｄｉｇｒｉｓ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ａｌｇａ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ｓ２６℃，ｂｕｔ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ａｔ１０℃ａｎｄ１４℃
ｃａｎｓｔｉｌｌｇｒｏｗ．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ｇｒｅｗ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ｓｔａｇｎａｎｔｏｒｅｖｅｎｄｉｅｄａ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１０℃ａｎｄ１４℃．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ａｔ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ｃａｎｗｉｔｈｓｔａｎｄ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ｗｈｉｌｅ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ｐｒｅｆｅｒｓ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ｇｒｏｗ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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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混合配体构筑的三维超分子汞（ＩＩ）
配合物的合成和晶体结构

王利平，刘　玮，李会娜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学食品学院，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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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利平（１９７７—），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讲师，从事功能配合物合成和应用方

面研究。

摘　要：以乙二胺四乙酸二钠（Ｎａ２Ｈ２ｅｄｔａ）和１，１′－（１，４－丁基）－二 －（１－Ｈ－苯并咪唑）
（ｂｂｂｍ）为混合配体，合成了一个含汞配合物［Ｈｇ（Ｈ２ｅｄｔａ）（ｂｂｂｍ）（Ｈ２Ｏ）］·２ＣＨ３ＯＨ，并使用 Ｘ－
射线单晶衍射仪测试其单晶结构。结果显示，晶体属单斜晶系，Ｐ２（１）／ｎ空间群，具有双核结构。在
氢键、π－π堆积和范德华力的共同影响下，配合物的双核单元形成了一个三维网状超分子结构。

关键词：汞；配合物；晶体结构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４．０２３
中图分类号：Ｏ６３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１３－０４

　　由于汞（Ｈｇ）及其化合物都属于剧毒物质，其神
经毒性、生殖毒性和胚胎发育毒性等非常强，［１－３］对

人体和环境均有害，人们不希望它留在体内和身边

的环境中，但有时人们又不得不接触和使用它，这引

起了人们强烈的关注。为此，科研工作者开展了很

多研究，以期降低汞（Ｈｇ）及其化合物的毒性。目
前，对于Ｈｇ（ＩＩ）配位化学的发展研究相较其他过渡
金属配合物而言要缓慢得多。［４－５］曾有文献报道，将

ＨｇＣｌ２与有机配体配位可以生成非常稳定的汞的配
合物，能够很好地遏制氯化汞等进入到生物循环系

统之中。［６］另外，氨基多羧酸类配体可以作为一些

有毒重金属的排泄剂。［７－８］综上所述，研究金属离子

Ｈｇ２＋与氨基多羧酸类配体形成配合物的性质及结
构，对于更好地研究遏制 Ｈｇ的毒性会有一定的帮
助。选用氨基多羧酸类化合物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Ｎａ２Ｈ２ｅｄｔａ）和１，１’－（１，４－丁基）－二 －（１－
Ｈ－苯并咪唑）（ｂｂｂｍ）作为配体，合成了一个新的
Ｈｇ配合物 ［Ｈｇ（Ｈ２ｅｄｔａ）（ｂｂｂｍ）（Ｈ２Ｏ）］·
２ＣＨ３ＯＨ，并对其晶体结构进行表征。单晶衍射结
果表明，该配合物具有双核结构。在氢键、π－π堆

积和范德华力的共同作用下，连接相邻的双核结构

单元形成了配合物的三维网状结构。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主要试剂
１，１′－（１，４－丁基）－二－（１－Ｈ－苯并咪唑）

（ｂｂｂｍ）：参照文献［９］制备；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Ｎａ２Ｈ２ｅｄｔａ）：中国医药（集团）上海化学试剂公司；
其他常用试剂均为分析纯，一般由商业渠道购买，没

有经过提纯。

１．２　主要仪器
ＦＬＡＳＨＥＡ１１１２型元素分析仪：美国热电公司

（Ｔｈｅｒｍ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ＢｒｕｋｅｒＤＰＸ４００超导核磁仪、
ＢＲＵＫＥＲＴＥＮＳＯＲ２７型红外光谱仪、ＢｒｕｋｅｒＡｐｅｒ
ＣＣＤ衍射仪：德国Ｂｒｕｋｅｒ公司。
１．３　测试方法
Ｃ、Ｈ、Ｎ元素分析用 ＦＬＡＳＨＥＡ１１１２型元素分

析仪测试；１ＨＮＭＲ和１３ＣＮＭＲ采用 ＢｒｕｋｅｒＤＰＸ
４００超导核磁仪测定；红外光谱用 ＢＲＵＫＥＲＴＥＮ
ＳＯＲ２７型红外光谱仪测试；晶体结构用ＢｒｕｋｅｒＡｐｅｒ
ＣＣＤ衍射仪测定，在２９３（２）Ｋ下采用经石墨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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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单色化的 Ｍｏ－Ｋα射线（λ＝０．７１０７３?）进行
Ｘ－射线测量，收集各衍射数据。晶体结构解析使
用ＳＨＥＬＸＳ－９７［１０－１１］程序通过直接法解得，所有

数据经Ｌｐ因子校正。配合物的晶体学参数和一些
键长、键角数据分别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配合物的重要晶体学参数

参数 数据 参数 数据

分子式 Ｃ４０Ｈ５４Ｈｇ２Ｎ８Ｏ１８ 晶胞体积／?３ ２２８６（６）
相对分子质量 １３３６．０９ Ｚ ２
温度／Ｋ ２９５（２） Ｆ（０００） １３０８
晶系 Ｍｏｎｏｃｌｉｎｉｃ 计算密度／（ｇ·ｃｍ－３） １．９４１
空间群 Ｐ２（１）／ｎ Θ角收集范围／° ２．３９～２５．５０

晶体尺寸／ｍｍ３ ０．０８×０．０６×０．０４ 精修衍射点数／限制参数／精修参数 ４０８０／０／３１２
ａ／? １０．２７４（１６） 基于Ｆ２的拟合优度 ０．９７６
ｂ／? １９．９９（３） 残差因子Ｒ１［Ｉ＞２σ（Ｉ）］ ０．０７８１
ｃ／? １１．４７２（１７） ｗＲ２［Ｉ＞２σ（Ｉ）］ ０．１６３７
α／° ９０ 残差因子Ｒ１（所有数据） ０．１５１１
β／° １０４．０３（３） ｗＲ２（所有数据） ０．２０８７
γ／° ９０

表２　配合物的重要键长和键角

化学键 键长／? 化学键 键长／?
Ｈｇ（１）－Ｎ（１） ２．１７１（１４） Ｈｇ（１）－Ｎ（４） ２．３６８（１４）
Ｈｇ（１）－Ｎ（３） ２．３９７（１４） Ｈｇ（１）－Ｏ（３） ２．４８７（１２）
Ｈｇ（１）－Ｏ（５） ２．５４０（１２） Ｈｇ（１）－Ｏ（１） ２．５８４（１６）
化学键 键角／° 化学键 键角／°

Ｎ（１）－Ｈｇ（１）－Ｎ（４）１３７．０（５）Ｎ（１）－Ｈｇ（１）－Ｎ（３）１４６．２（５）
Ｎ（４）－Ｈｇ（１）－Ｎ（３）７６．０（５）Ｎ（１）－Ｈｇ（１）－Ｏ（３）８６．１（５）
Ｎ（４）－Ｈｇ（１）－Ｏ（３）１３２．３（５）Ｎ（３）－Ｈｇ（１）－Ｏ（３）６７．８（５）
Ｎ（１）－Ｈｇ（１）－Ｏ（５）１０７．０（５）Ｎ（４）－Ｈｇ（１）－Ｏ（５）６７．８（５）
Ｎ（３）－Ｈｇ（１）－Ｏ（５）９１．１（５）Ｏ（３）－Ｈｇ（１）－Ｏ（５）８２．５（４）
Ｎ（１）－Ｈｇ（１）－Ｏ（１）９９．５（５）Ｎ（４）－Ｈｇ（１）－Ｏ（１）９２．３（５）
Ｎ（３）－Ｈｇ（１）－Ｏ（１）６６．３（５）Ｏ（３）－Ｈｇ（１）－Ｏ（１）１００．３（５）
Ｏ（５）－Ｈｇ（１）－Ｏ（１）１５３．４（５）

　　对称性操作码：＃１－ｘ＋１，－ｙ，－ｚ＋２

１．４　配合物的合成
将０．０５ｍｍｏｌ的ｂｂｂｍ加入到３ｍＬ甲醇中，然后

逐滴加入到０．０５ｍｍｏｌ，３ｍＬ的 ＨｇＣｌ２甲醇溶液中，
常温下搅拌反应 １０ｍｉｎ，再将 ０．０５ｍｍｏｌ，２ｍＬ的
Ｎａ２Ｈ２ｅｄｔａ水溶液逐滴加入到上述混合溶液中，继续
搅拌混匀１０ｍｉｎ，得到无色透明的混合液。室温放
置５天后，得到无色块状单晶，产率为５９％，晶体在
空气中稳定。按 Ｃ４０Ｈ５４Ｈｇ２Ｎ８Ｏ１８（１３３６．０９）计算的
理论值为：Ｃ，３５．９６；Ｈ，４．０７；Ｎ，８．３９％。元素分
析测定值为：Ｃ，３５．８４；Ｈ，４．１３；Ｎ，８．４３％。ＩＲ
（ＫＢｒ）／ｃｍ－１：３４２４ｓ，２９４４ｗ，１６２８ｓ，１５０７ｓ，１４５６ｓ，
１３２８ｓ，１２９５ｍ，９１５ｍ，７４６ｓ。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配合物的双核结构
Ｘ－射线衍射结果表明，配合物［Ｈｇ（Ｈ２ｅｄｔａ）

（ｂｂｂｍ）（Ｈ２Ｏ）］·２ＣＨ３ＯＨ为双核结构，结构单元
如图１所示。配合物中两个Ｈｇ（ＩＩ）离子是等价的，
都采取六配位模式。六个配位原子分别来自于一个

ｂｂｂｍ配体的一个氮原子，以及一个 Ｈ２ｅｄｔａ配体的

两个氮原子和三个氧原子，其中Ｈｇ１－Ｎ１，Ｈｇ１－Ｎ３
和Ｈｇ１－Ｎ４的键长分别为２．１７１（１４），２．３９７（１４）
和２．３６８（１４）?；Ｈｇ１－Ｏ１，Ｈｇ１－Ｏ３和 Ｈｇ１－Ｏ５的
键长分别为２．５８４（１６），２．４８７（１２）和２．５４０（１２）
?。众所周知，Ｈｇ（ＩＩ）离子属于 ｄ１０结构，具有较大
的离子半径，所以六配位的 Ｈｇ（ＩＩ）离子采取的是
ｓｐ３ｄ２杂化方式。其中，一个被配体 ｂｂｂｍ中氮原子
的孤对电子占据，另两个被Ｈ２ｅｄｔａ配体的两个氮原
子的孤对电子占据，还有三个被 Ｈ２ｅｄｔａ配体中三个
氧原子的孤对电子占据。由于配位原子不同，在Ｈｇ
（ＩＩ）离子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扭曲的八面体几何构
型。配合物中的 Ｈ２ｅｄｔａ

２－采取螯合配位模式，三个

羧酸根中的一个氧与两个氮原子分别螯合配位到

Ｈｇ（ＩＩ）离子上，形成了四个稳定的五元环，另外还
有一个羧酸根没有脱掉质子，处于没配位状态。配

体ｂｂｂｍ分子为柔性配体，采取ＧＴＧ构象，其Ｃ９Ａ－
Ｃ９－Ｃ８－Ｎ２的扭曲角是 －６６（３）°，分子中存在着
一个反演中心，这导致两个苯并咪唑环之间的二面

角是０．０°，处于完全平行状态，每个ｂｂｂｍ配体以桥
联方式连接两个Ｈｇ（ＩＩ）离子形成一个双核结构。

图１　配合物的晶体结构（氢原子和未配位的ＣＨ３ＯＨ被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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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配合物的三维网状超分子结构
仔细查看晶体数据，发现在配合物中还存在三

种分子间氢键（如图２所示）。有两种是相邻的双
核单元之间形成的 Ｏ４…Ｈ—Ｏ８和 Ｏ２…Ｈ—Ｏ５氢
键，距离分别为２．４５（２）和２．５３０（１９）?，还有一种
是双核单元中的 Ｏ６与未配位的 ＣＨ３ＯＨ分子中的
氧原子Ｏ９所形成的，距离为２．７３（３）?。由于图中
省略了未配位的 ＣＨ３ＯＨ分子，故没有画出。除了

很强的氢键以外，相邻的双核单元的苯并咪唑环之

间还存在着错位面对面的 π－π堆积作用（如图
２），平均距离是３．５４３２?，该距离处于芳香环间面对
面 π －π 堆 积 作 用 间 距 的 范 围 内 （３．３～
３．７?）。［１２－１４］相邻的双核［Ｈｇ（Ｈ２ｅｄｔａ）（ｂｂｂｍ）
（Ｈ２Ｏ）］·２ＣＨ３ＯＨ结构单元，在这些氢键、面对面
π－π堆积和范德华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配合
物的三维网状超分子结构（如图３所示）。

图２　配合物中的氢键和π－π相互作用力图（氢原子和未配位的ＣＨ３ＯＨ被省略）

图３　配合物的三维网状超分子结构图（氢原子和未配位的ＣＨ３ＯＨ被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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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结论
以乙二胺四乙酸二钠（Ｎａ２Ｈ２ｅｄｔａ）和 １，１′－

（１，４－丁基）－二－（１－Ｈ－苯并咪唑）（ｂｂｂｍ）为
混合配体，合成了一个含汞配合物［Ｈｇ（Ｈ２ｅｄｔａ）
（ｂｂｂｍ）（Ｈ２Ｏ）］·２ＣＨ３ＯＨ，并使用Ｘ－射线单晶衍
射仪测试其单晶结构。结果显示其具有双核结构。

在氢键、π－π堆积和范德华力的共同影响下，配合
物的双核结构单元形成了一个三维网状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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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滑石粉和柠檬酸三丁酯对聚乳酸性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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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媛媛（１９８６—），女，河南安阳人，工学硕士，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是包装材料的

改性研究。

摘　要：为了提高聚乳酸的性能，滑石粉、改性滑石粉和柠檬酸三丁酯被用来提高聚乳酸的流动
性和力学性能。当聚乳酸中添加３％改性滑石粉和２％柠檬酸三丁酯时，聚乳酸的熔融指数达到最
高值１９．１７ｇ／１０ｍｉｎ，聚乳酸的流动性最好，这是因为改性滑石粉的耦合作用可以改善滑石粉在聚乳
酸中的分散性和流动性；当聚乳酸中添加１％改性滑石粉和２％柠檬酸三丁酯后，聚乳酸的冲击强度
最高，较纯聚乳酸的冲击强度提高了３８．７％，这是因为改性滑石粉和柠檬酸三丁酯在聚乳酸材料中
的协同效应，加强了聚乳酸分子链间的作用力，改善了聚乳酸的力学性能。

关键词：聚乳酸；改性滑石粉；柠檬酸三丁酯；熔融指数；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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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乳酸高分子材料具有很好的生物降解性、生
物相容性和机械性能。但聚乳酸还有易降解、抗冲

击性差和性脆等使用性能的缺点，聚乳酸的相对分

子质量在低于熔融温度和热分解温度下加工会大幅

度下降。聚乳酸分子链的构型和分子链的聚集态结

构对其结构稳定性、降解机制、材料的性能、力学性

能以及降解速率等有非常大的影响。［１］左旋聚乳酸

（ＰＬＬＡ）的结晶形态对力学性能和生物降解速度都
有影响。［２］ＰＬＬＡ结晶度高，不仅会改善其力学性能
和延缓降解速率，［３］还能提高耐热性、透气性、热稳

定性等性能，这是由于 ＰＬＬＡ分子链在晶区中排列
紧密规整的原因所致。但由于聚乳酸的结晶速度非

常慢，通过注塑实验制得的半晶性 ＰＬＬＡ制品经常
呈现非结晶形态，这样就会降低制品的强度，最终会

限制ＰＬＬＡ的广泛应用。聚乳酸结晶度的增加能提
高弹性模量、拉伸强度和弯曲强度。为了改善聚乳

酸的快速结晶能力和结晶度，通过研究共混和共缩

聚这两种改性办法后可知，在聚乳酸中添加成核剂

进行改性是改善聚乳酸的结晶性能的有效方式之

一。［４］在该研究中，使用滑石粉、改性滑石粉和柠檬

酸三丁酯来改善聚乳酸的结晶性能，从而改善聚乳

酸的流动性和力学性能。

在物理形态和化学构造方面，无机材料滑石粉

与聚乳酸分子间有很大的差别，分子间缺少亲和性，

这样会导致滑石粉与聚乳酸在共混时易出现混合不

均匀和分子间粘合力不强，最终会降低聚乳酸制品

的力学性能。因此，该实验用钛酸酯偶联剂对滑石

粉颗粒进行改性处理，改性滑石粉能提高与聚乳酸

分子间的界面亲和能力，改善了在聚乳酸中的分布

情况，改性滑石粉在聚乳酸材料中能起到增重和增

强改性的作用，经过双重改性的聚乳酸提高了力学

性能，也能扩展到其应用领域。［５］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主要原料
左旋聚乳酸（ＰＬＬＡ），滑石粉（Ｔａｌｃ），柠檬酸三

丁酯（ＴＢＣ），钛酸酯，无水乙醇。
１．２　主要仪器设备
双螺杆挤出机，注塑机，冲片机，电子万能（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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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试验机，悬臂梁冲击试验机。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样品制备
改性滑石粉的制备：计量的钛酸酯偶联剂用一定

量溶剂稀释后，加入一定量滑石粉，于９５℃下搅拌
３０ｍｉｎ，过滤烘干得改性滑石粉产品。

试样的制备：在真空干燥箱中将 ＰＬＬＡ在６５℃
下真空干燥１２ｈ，按实验设置的配方称取 ＰＬＬＡ、滑
石粉和ＴＢＣ，装入塑料样品袋中混合均匀。

使用双螺杆挤出机挤出并造粒，这些颗粒可以

用来进行熔融指数、ＤＳＣ和ＴＧ等的测定。
在注塑机上制备试条，在６５℃下真空干燥颗粒

材料２４ｈ后，再进行注塑成型实验，放置２４ｈ再进行
力学性能测试。

１．３．２　熔融指数测试
熔融指数衡量高聚物的流动性能，实验设置测

试温度为１９０℃，砝码质量为２１６４ｇ，时间为１０ｍｉｎ，
测定样品颗粒在实验条件下通过标准毛细管孔径时

挤出的树脂质量，单位为ｇ／１０ｍｉｎ。
１．３．３　力学性能测试
力学性能测试温度为２５℃，相对湿度为３０％。
拉伸性能：实验测试拉伸速率设置为 ２０ｍｍ／

ｍｉｎ，拉伸标准试样使其破坏。
弯曲性能：实验试样跨度为 ６．４ｃｍ，变形量

６．０ｍｍ，设置挠度为厚度的１．５倍。
冲击性能：试样长度为１０６ｍｍ，设置为无缺口

冲击。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熔融指数
２．１．１　滑石粉对聚乳酸熔融指数的影响
由表１发现，在添加滑石粉的实验中，加入滑石

粉的聚乳酸熔融指数比不加滑石粉的聚乳酸熔融指

数提高了，当滑石粉含量为１％时，熔融指数最高。
这可能是因为加入１％滑石粉后，滑石粉与聚乳酸
之间的亲和力变差，减弱了聚乳酸分子之间的作用

力，加入１％滑石粉的时候对材料的熔融指数的改
性效果最佳。

表１　Ｔａｌｃ含量对ＰＬＬＡ熔融指数的影响

Ｔａｌｃ含量／％ ０ １ ３ ５ １０

熔融指数／（ｇ／１０ｍｉｎ） ５．２０ １２．４８ １０．５７ ７．８８ １１．０７

　　２．１．２　柠檬酸三丁酯对聚乳酸熔融指数的影
响

从表２的实验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柠檬酸三丁
酯加入聚乳酸后，提高了聚乳酸的熔融指数，这是由

于增塑剂稀释了聚乳酸，使得聚乳酸高分子链间作

用力减弱，从而使分子链运动能力增强，熔融指数得

到提高。

表２　ＴＢＣ含量对ＰＬＬＡ熔融指数的影响

ＴＢＣ含量／％ ０ ２ １０
熔融指数／（ｇ／１０ｍｉｎ） ５．２０ ６．９７ ８．６３

　　从表１和表２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滑石粉对
聚乳酸的熔融指数影响比柠檬酸三丁酯影响的效果

更大，这是由于滑石粉是无机材料，对聚乳酸分子间

作用力影响更大，柠檬酸三丁酯是有机材料，对聚乳

酸分子间作用力的影响低于无机材料滑石粉。

２．１．３　滑石粉和柠檬酸三丁酯协同作用对聚
乳酸熔融指数的影响

从表３中发现，当滑石粉含量为３％时，分别添
加１％，２％，３％的柠檬酸三丁酯来进行熔融指数实
验，聚乳酸的熔融指数依次降低。

表３　ＴＢＣ含量对含Ｔａｌｃ３％的ＰＬＬＡ熔融指数的影响

Ｔａｌｃ含量为３％时的ＴＢＣ含量／％ ０ １ ２ ３
熔融指数／（ｇ／１０ｍｉｎ） １０．５７ ７．８６ ７．５５ ７．４２

　　由表４发现，当柠檬酸三丁酯含量为２％时，依
次添加１％，３％和５％的滑石粉，随着滑石粉含量的
增加，聚乳酸复合材料的熔融指数得到逐渐提高。

表４　Ｔａｌｃ含量对含ＴＢＣ２％的ＰＬＬＡ熔融指数的影响

ＴＢＣ含量为２％时的Ｔａｌｃ含量／％ ０ １ ３ ５
熔融指数／（ｇ／１０ｍｉｎ） ６．９７ ６．９３ ７．５５ ８．０２

　　经过对表３和表４的数据对比可以发现，当滑
石粉含量一定的时候，熔融指数会随着柠檬酸三丁

酯的增加而降低；当柠檬酸三丁酯含量一定的时候，

熔融指数会随着滑石粉的含量增加而升高。可能由

于滑石粉是无机材料，其与聚乳酸之间的亲和力不

好，减弱了聚乳酸分子间的作用力，随着有机材料柠

檬酸三丁酯的增加，改善了之前聚乳酸分子间的作

用力，使得聚乳酸的熔融指数逐渐降低；随着滑石粉

含量的增加，逐渐提高了聚乳酸分子链的运动能力，

其熔融指数逐渐提高。

２．１．４　改性滑石粉和柠檬酸三丁酯协同作用
对聚乳酸熔融指数的影响

通过添加不同比例的改性滑石粉和柠檬酸三丁

酯后发现，当柠檬酸三丁酯含量为２％时，依次添加
１％，３％，５％，１０％的改性滑石粉，对改性材料的熔
融指数提高的效果最好。数据见表５。

表５　ＴＢＣ含量对含改性Ｔａｌｃ３％的ＰＬＬＡ熔融指数的影响

改性Ｔａｌｃ（％） ＴＢＣ（％）００ ０２ １２ ３２ ５２１０２
ＭＦＲ／（ｇ／１０ｍｉｎ） ５．２０ ６．９７ ９．７４ １９．１７１５．５５１６．７４

　　由表５发现，当柠檬酸三丁酯含量为２％时，添
加改性滑石粉后，熔融指数得到大大的提高，当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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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石粉含量为 ３％时，熔融指数为最高值 １９．１７ｇ／
１０ｍｉｎ，这是因为改性滑石粉的耦合效率可以提高填
料的分散性和流动性，当３％改性滑石粉和２％柠檬
酸三丁酯协同作用时，对聚乳酸的熔融指数改性效

果最好。

２．２　滑石粉和柠檬酸三丁酯对 ＰＬＬＡ力学性
能的影响

２．２．１　滑石粉对ＰＬＬＡ力学性能的影响
从表６中发现，随着滑石粉含量的增加，改性聚

乳酸的弯曲强度和拉伸强度降低，冲击强度有所提

高。理论上，聚乳酸添加成核剂滑石粉后，聚乳酸的

结晶性能提高，力学性能也相应提高。但是，制品的

力学性能会受晶粒大小的影响，一般来讲，制品变脆

是由于晶粒大而不均匀，导致聚乳酸的弯曲强度和

拉伸强度下降［５］。后期通过偏光显微镜观察，我们

发现聚乳酸的晶粒不均匀，这是导致聚乳酸制品力

学性能下降的主要原因。

２．２．２　柠檬酸三丁酯对ＰＬＬＡ力学性能的影响
表６　Ｔａｌｃ含量对ＰＬＬＡ力学性能的影响

Ｔａｌｃ含量／％ 拉伸强度／ＭＰａ弹性模量／ＭＰａ断裂拉伸应变／％ 屈服拉伸应变／％ 弯曲强度／ＭＰａ弯曲模量／ＭＰａ冲击强度／（ｋＪ·ｍ－２）
０ ６４．９ ２６８５ ２．６３ ２．０４ ９６．５ ３５６１ ０．０２６
１ ５７．５ ３２９５ ２．２８ １．９４ ８７．７ ３６７６ ０．０３２
３ ５７．１ ４５９４ ６．１７ １．１４ ８９．１ ３８８２ ０．０３
５ ５８．６ ２８９５ ４．９２ １．６１ ８６．９ ３８８０ ０．０３４
１０ ５４．６ ２０２２ ３．５９ １．４５ ８４．４ ４５０２ ０．０２９

　　从表７中发现，增塑剂柠檬酸三丁酯加入聚乳
酸中后，聚乳酸的弯曲强度和拉伸强度下降，而冲击

强度稍微有所提高，这应该是由于柠檬酸三丁酯加

入后稀释了聚乳酸，减小了高分子链之间的相互作

用力，所以强度降低了。［６］另一方面，由于柠檬酸三

丁酯的增塑作用使分子链段运动能力得到增强，所

以随着柠檬酸三丁酯的含量增加，聚乳酸的冲击强

度得到提高。

２．２．３　滑石粉和柠檬酸三丁酯的协同作用对
ＰＬＬＡ力学性能的影响

表７　ＴＢＣ含量对ＰＬＬＡ力学性能的影响

ＴＢＣ含量／％ 拉伸强度／ＭＰａ 弯曲强度／ＭＰａ 冲击强度／（ｋＪ·ｍ－２）屈服拉伸应变／％ 弹性模量／ＭＰａ断裂拉伸应变／％ 弯曲模量／ＭＰａ
０ ６４．９ ９６．５ ０．０２６ ２．０４ ２６８５ ２．６３ ３５６１
２ ５５．９ ８６．６ ０．０２８ １．４２ ３０８６ １．５９ ３７３５
１０ ５６．４ ８１．６ ０．０４６ １．４３ ４１３５ １．７７ ２９４７

表８　Ｔａｌｃ含量对含ＴＢＣ２％的ＰＬＬＡ的力学性能影响

ＴＢＣ含量为２％时

的Ｔａｌｃ含量／％

拉伸强度

／ＭＰａ

弯曲强度

／ＭＰａ

冲击强度

／（ｋＪ·ｍ－２）

弹性模量

／ＭＰａ

断裂拉伸

应变／％

屈服拉伸

应变／％

弯曲模量

／ＭＰａ
０ ５５．９ ８６．６ ０．０２４ ３０８６ １．５９ １．４２ ３７３４．９
１ ５８．８ ８７．１ ０．０４４ ３６１０ １．４３ １．４１ ２８１１．９
３ ５７．７ ８４．７ ０．０４６ ３２３４ １．４６ １．４３ ３７９３．９
５ ５８．６ ８８．７ ０．０４０ ３５６５ １．５７ １．５５ ３９５５．１
１０ ５３．７ ８２．７ ０．０３１ ４９０３ ２．００ １．４２ ４３１７．７

图１　Ｔａｌｃ含量对含ＴＢＣ２％的ＰＬＬＡ的拉伸和弯曲强度的影响

　　从表８和图１中发现，在含有柠檬酸三丁酯含
量为２％的聚乳酸复合材料里加入滑石粉后，聚乳

酸的弯曲强度、拉伸强度和冲击强度先提高再降低，

在滑石粉含量为１％时，聚乳酸的弯曲强度提高了
０．５ＭＰａ，拉伸强度提高了２．９ＭＰａ，冲击强度提高了
０．０２ｋＪ·ｍ－２，聚乳酸的综合力学性能最好。所以
当滑石粉含量为１％、柠檬酸三丁酯含量为２％时，
聚乳酸改性材料的力学性能较其他添加量较好，这

是因为成核剂滑石粉和增塑剂柠檬酸三丁酯在聚乳

酸材料中的协同作用，使得聚乳酸分子链间的作用

力增强，提高了聚乳酸的力学性能。

２．２．４　改性滑石粉和增塑剂对聚乳酸力学性
能的影响

从图２可以得知，在聚乳酸中添加改性滑石粉
较未添加改性滑石粉时冲击强度得到明显提高，当

聚乳酸中添加２％柠檬酸三丁酯和１％改性滑石粉
后，改性聚乳酸的冲击强度最好，比纯聚乳酸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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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升高了３８．７％，试验结果显示聚乳酸含量在改
性滑石粉含量为１０％处下降很多，但比纯聚乳酸还
是提升了３０．５％。

图２　改性滑石粉对含２％ＴＢＣ的聚乳酸冲击强度的影响

３　结论
１）滑石粉能有效的提高聚乳酸的熔融指数和

冲击强度。

２）柠檬酸三丁酯能提高聚乳酸的熔融指数和
冲击强度。

３）当二者共同作用时，聚乳酸的流动性和力学
性能较单独添加一种物质时更好，当添加改性滑石

粉后，材料的性能都较添加未改性的滑石粉要好。

当添加３％改性滑石粉和２％柠檬酸三丁酯时，熔融
指数为最高值１９．１７ｇ／１０ｍｉｎ，流动性最好；当添加
１％改性滑石粉和２％柠檬酸三丁酯时，冲击强度最
好，较纯聚乳酸提高了３８．７％，力学性能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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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研究新型隔热材料在不同压力、不同温度条件下的烧蚀、分解气化规律，明确材料
烧蚀性能与配方设计关系，优选配方并获取燃烧分解机理、耐烧蚀性能等参数，研究新型隔热材料气

化后对能量的自适应补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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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射动力系统内和发射筒内气体工质的流动
均表现为湍流流动的特点，传热的主要表现形式为

强迫对流传热，发射动力系统燃气与结构件壁面的

传热损失，尤其是燃气发生器内部的传热损失是发

射过程传热损失的主要部位，减小传热损失主要采

用涂覆隔热材料的方式实现。

隔热抗烧蚀材料是一种特殊的固体材料，在热

流作用下，材料发生分解、熔化、蒸发、升华、侵蚀等

物理化学变化，通过材料表面质量的消耗带走大量

的热，达到阻止热流传入材料的目的。［１－２］传统的隔

热材料吸收燃气能量后，能量以热能的形态贮存在

绝热层中，不再参与做功。为充分利用这部分能量，

本文研究新型隔热材料在不同压力、不同温度条件

下的烧蚀、分解气化规律，探讨隔热材料气化后对能

量的自适应补偿技术，研究新型隔热材料敷设工艺

及隔热效果。

一般来说，隔热抗烧蚀材料的筛选原则为：导热

系数小，呈高温的部分仅局限于表面，热量难以传到

内部；熔点高；熔化时具有黏性。按照烧蚀机理，可

将防热抗烧蚀材料分为熔化型、升华型和碳化型３
种：①熔化型。主要利用材料在高温下熔化吸收热
量，并进一步利用熔融的液态层来阻碍热流，其代表

为石英和玻璃类材料，这些材料的主要成分是二氧

化硅，在高温下熔化生成黏度很高的液膜，在高速气

流下不易被冲刷掉，并能进一步吸收热量而达到降

低表面温度的目的。［３－５］②升华型。主要利用高温
下升华气化吸收热量，其代表有聚四氟乙烯、石墨、

Ｃ／Ｃ复合材料，其中石墨和Ｃ／Ｃ复合材料又是具有
高辐射率的材料，因此在升华前还有强烈的辐射散

热作用。［６－８］③碳化型。主要利用高分子材料在高
温下碳化吸收热量，并进一步利用其形成的碳化层

辐射散热和阻塞热流。［９－１０］

１　技术路线
目前，工程上常用的隔热材料采用的含能聚合

物主要有ＮＣ，ＧＡＰ，ＡＴＰ３种。ＮＣ作为常用的含能
聚合物，主要优点是能量高，易燃烧分解，但其分子

量较大，固化成膜后较脆硬，必需加入增塑剂和大量

的溶剂方可施工应用，且需多次施工才能达到所需

的厚度。ＧＡＰ和ＡＴＰ都属于叠氮基聚醚型聚合物，
具有能量高，热稳定性好，机械感度低等优点。这两

种材料在室温下为液体，都具有羟基官能团，其热分

解主要为放热分解，分解过程的质量损失不受聚合

度的影响。首先，ＲＮ－Ｎ２键断裂，生成的氮宾经重
排生成亚胺，且放出 Ｎ２；其次，亚胺经 Ｈ转移和自
由基再结合生成 ＮＨ，或经 Ｃ－Ｃ键断裂生成 ＨＣＮ，
放出大量的气体。ＧＡＰ和 ＡＴＰ在使用中可根据要

·１２１·



求选择不同异氰酸根含量的异氰酸酯基化合物进行

固化，形成一类不同性能的聚合物。ＧＡＰ为二官能
团预聚物，固化时间长，交联密度低，力学性能较差，

涂层在外力下较易受到破坏；ＡＴＰ为含有少量杂环
结构的三官能团预聚物，和异氰酸酯交联固化后

的固化产物具有较高的交联密度，使其具有较高

的拉伸强度和优异的力学性能。因此，在高效能

大调节比水下发射动力技术新型隔热材料的研

制中，选择三官能团的 ＡＴＰ作为主成膜物，采用
不同的异氰酸酯固化剂和不同的配比对其进行

固化，并对固化产物的各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对

比，从而筛选出最佳配方。

由于ＡＴＰ在常温下为较粘稠的液体，需加入固
化剂和其发生交联反应才能使其固化成型。目前常

用的固化剂有氨基树脂和聚氨酯树脂。氨基树脂种

类较多，可选择性大且使用时对环境湿度不敏感，但

其使用时要求有较高的固化温度，给施工带来不便，

且固化过程中有小分子物质释放，固化时释放的小

分子使聚合物的致密性受到破坏。聚氨酯树脂含

有－ＮＣＯ基团，在室温下可以和 ＡＴＰ中的 －ＯＨ基
进行反应，使用方便，可通过调节固化催化剂的用量

来调节固化时间。目前常用的聚氨酯树脂主要有

ＴＤＩ加成物、Ｎ－１００及ＰＡＰＩ。ＴＤＩ加成物为７５％固
含量的粘稠液体，价格低，力学性能较好，但其含有

溶剂，ＡＴＰ与其反应固化后，固化产物中会残存一定
量溶剂，降低了固化产物的力学性能和安全性。

Ｎ－１００和ＰＡＰＩ是１００％固含量聚氨酯固化剂，Ｎ－
１００具有良好的耐候性、较高的交联密度和较好的
易燃性，ＰＡＰＩ具有芳香族结构和较低的粘度，有较
好的使用性，固化产物有较高的力学性能。因此，在

高效能大调节比水下发射动力技术新型隔热材料研

制中，选择 Ｎ－１００和 ＰＡＰＩ作为 ＡＴＰ的固化剂对
ＡＴＰ进行固化，通过调整 Ｎ－１００和 ＰＡＰＩ用量得到
不同性能的固化产物，并对其各项理化指标进行对

比，从而筛选出最佳方案。

２　配方设计
研究设计了４个配方进行各种理化性能研究和

力学测试，具体配方设计如表１所示，固化产物烧蚀
前元素分析见表２。

表１　新型隔热材料配方设计

配方 ＡＴＰ ＰＡＰＩ Ｎ－１００ 有机锡（１０％）

一 １００ １６．８ － ０．１

二 １００ ２０．８ － ０．１

三 １００ － ２１．５ ０．１

四 １００ － ２６．６ ０．１

表２　烧蚀前元素分析结果

配方 Ｎ Ｃ Ｈ Ｏ
一 ３３．７４ ４２．０４ ５．０２２ １９．１９８
二 ３３．２４ ４３．０９ ５．０２２ １８．６４８
三 ３３．４６ ４１．２８ ５．７８３ １９．４７７
四 ３２．６２ ４１．９４ ５．９５１ １９．５２５

　　通过对配方一和配方二所含元素进行对比可
知，配方一和配方二都采用 ＰＡＰＩ作为固化剂，配方
二的ＰＡＰＩ用量大于配方一。ＰＡＰＩ中含有大量的苯
环结构，ＡＴＰ中含有大量的叠氮基，因此配方一的氮
含量略大于配方二，而碳含量小于配方二，所测结果

与配方设计吻合。

通过对配方三和配方四所含元素进行对比可

知，配方三和配方四采用 Ｎ－１００作为固化剂，Ｎ－
１００为脂肪族化合物，主要含有 Ｃ，Ｏ，Ｎ，Ｈ等元素，
其中碳含量较高，因此，配方三的氮含量略大于配方

四，碳含量小于配方四，所测结果与配方设计吻合。

３　热失重分析
固化产物的热失重图谱见图１—图４。

图１　配方一热失重曲线

图２　配方二热失重曲线

图３　配方三热失重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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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配方四热失重曲线

通过图１—图４热失重曲线结果可知，采用不
同种类和用量的固化剂，固化的 ４种聚合物在
２１０℃之前热稳定性较好，在此过程中重量基本没有
变化，在 ２１０℃时开始进行缓慢分解，当温度达到
２４０℃～２４３℃热失重出现最高峰。４种聚合物在
２１０℃～３００℃分解较为剧烈，这是由于４种聚合物
中ＡＴＰ链段侧链上的叠氮基在此温度下进行剧烈
分解，并放出大量气体，同时随着温度的升高聚合物

主链上的Ｃ－Ｏ键和 Ｃ－Ｃ键开始断裂分解。配方
一、配方二采用的ＰＡＰＩ为芳香族固化剂，含有大量
的苯环，因苯环具有较好的耐热性使得分解较为平

缓，在烧蚀过程中对需保护的壳体能起到较长时间

的保护作用。配方三、配方四采用脂肪族固化剂，其

Ｃ－Ｃ直链耐热性较差，随着温度的升高其分解较
快，对发动机壳体不能起到较好的保护作用。

通过对两组图谱的对比可知，用不同种类的固

化剂固化的聚合物，对其在２００℃以前的热稳定性
影响较小，对热失重最高峰出现的温度值基本无影

响。热失重最高峰主要是由于 ＡＴＰ的分解造成，但
固化剂的种类对其后期的稳定性影响较大。通过对

比图１～图４，可以看出聚合物的交联密度对热稳定
和热分解影响较小。

４　固化产物烧蚀后表面特征
采用酒精灯对聚合物表面进行烧蚀，在烧蚀过

程中烧蚀表面产生大量气体，烧蚀后表面较干净未

见固体残渣。通过烧蚀后的电镜扫描图（图５—图
８），可以看出配方一、配方二在烧蚀后烧蚀表面较
为均匀、致密，配方三、配方四在烧蚀后烧蚀表面疏

松多孔。配方一、配方二的燃烧过程是由表及里进

行的较为均匀的燃烧，而配方三、配方四燃烧时是易

燃物首先进行燃烧分解，难燃物留在表面，燃烧后使

聚合物形成残留有大量难燃物的多孔疏松表面。出

现此现象的原因是，配方一、配方二交联固化产物微

观为均相结构，固化剂和 ＡＴＰ均匀分布在聚合物
中，因此在燃烧过程中燃烧较为平稳，气体释放较均

匀。配方三、配方四交联固化产物微观为两相结构

（固化剂相和 ＡＴＰ相），在燃烧过程中较易分解的
ＡＴＰ相首先燃烧分解，而较难分解的固化剂相残留
在聚合物表面，此状态的聚合物在燃烧分解过程中，

前期分解较快，后期较慢，分解过程中产气量均一性

差。配方一、配方二采用的固化剂 ＰＡＰＩ为芳香族
结构，与ＡＴＰ极性表面特性较为相近，两者有较好
的相容性，ＰＡＰＩ可以均匀分布在 ＡＴＰ中，两者反应
后可形成均相的聚合物。配方三、配方四采用的固

化剂Ｎ－１００为脂肪族结构，极性较小，与极性较大
的ＡＴＰ相容性较差，未固化时两者可以均匀互容，
固化后两种聚合物由于极性和表面特性的不同，在

分子的热运动下逐渐分离形成两相结构，由于两相

间是化学键连接，宏观上还是均一的整体，但此种形

态的聚合物在表面烧蚀后形成微观多孔的表面。

　 　 　
图５　配方一烧蚀后电镜扫描图　图６　配方二烧蚀后电镜扫描图　图７　配方三烧蚀后电镜扫描图 　图８　配方四烧蚀后电镜扫描图

　　由表３数据可知，聚合物的力学性能与固化剂
的种类和用量有较大关系。当－ＯＨ和－ＮＣＯ比例

表３　固化产物性能测试结果

配方
拉伸强度／ＭＰａ

（２０℃）

伸长率／％

（２０℃）

密度／

（ｇ／ｃｍ３）

热导率／

（Ｗ·ｍ－１·ｋ－１）
一 １．６８ １１５．２ １．２９８ ０．２１４
二 １．８２ ９６．６ １．３０３ ０．２１４
三 １．４４ ６１．４ １．２７４ ０．２０８
四 １．７２ ７６．８ １．２６８ ０．２０９

一定时，选用极性较大、内聚力较强的 ＰＡＰＩ作固化
剂，固化产物有较强的拉伸强度和较高的伸长率；选

用极性较小、内聚力较低的 Ｎ－１００作固化剂，固化
产物的拉伸强度较小，伸长率较低。说明聚合物具

有内聚力越强，其拉伸强度越大的特性。固化产物

的密度与固化剂的种类关系较大，与固化剂的用量

关系较小。当固化剂极性与 ＡＴＰ相近时，两种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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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分子间作用力较强，分子间自由体积较少，使得固

化产物的密度较大。而Ｎ－１００与ＡＴＰ分子间作用
力较小，自身密度也较小，使得固化产物密度较小。

固化产物的热导率也与固化剂结构有关，当极性基

团含量高时热导率相对较高，极性基团含量较少时

热导率较小。由于两种固化剂都为有机化合物，它

们对固化产物总体的热导率影响较小，使得固化产

物热导率数值相差不大。

按ＧＪＢ３２３Ａ－１９９６对４组配方进行烧蚀性能
测试，烧蚀试验进行至５ｓ左右，样品基本被烧穿，样
品耐烧蚀性能较差。这主要是由于４组配方采用含
有叠氮基团的ＡＴＰ作为主要成分，ＡＴＰ在氧乙炔火
焰（＞２０００Ｋ）下快速分解，无法获取有效烧蚀数据。

材料理论分解公式：

Ｃ１８Ｈ２４Ｏ３Ｎ３→１８ＣＯ２＋１２Ｈ２Ｏ＋１．５Ｎ２
聚合物燃烧放出气体为０．０７３ｍｏｌ／ｇ。
５　结论
采用ＰＡＰＩ和Ｎ－１００固化 ＡＴＰ均可得到力学

性能、燃烧性能以及对金属壳体附着较佳的聚合物。

配方一以较少的 ＰＡＰＩ作固化剂，得到的聚合物在
燃烧稳定性、拉伸强度、伸长率等方面都比 Ｎ－１００
固化的聚合物高，密度也较大。虽然配方一较配方

二的拉伸强度略低，但其聚合物中含有较多的ＡＴＰ，
两配方的密度又基本相同，在体积一定的壳体空间

内刷涂配方一的聚合物，能使其拥有较其他配方更

高的能量，因此选用配方一作为新型自补偿隔热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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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多元复合函数的求导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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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数学是高等教育中一门重要的基础课，导数是高等数学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复合
函数的求导法则，尤其是多元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较为抽象，通过与实例的结合，来研究多元复合函

数的情形，再利用变量关系图来解析其求导法则。

关键词：多元复合函数；求导；变量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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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数学是以函数为研究对象，函数的求导是
高等数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学习微积分的必备

知识。复合函数的求导在导数的运算中起着关键的

作用，它是衡量导数学习是否扎实的一个重要指标，

而多元复合函数的求导问题是以复合函数和偏导数

为基础，它是微积分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求法也要求

学生掌握。

１　预备知识
１．１　多元函数的定义
设Ｄ是Ｒｎ中的一个非空点集，ｆ是一个对应法

则，若使得对于Ｄ内的每一个点Ｐ（ｘ１，ｘ２，…，ｘｎ），都
能唯一地确定一个实数ｙ，则称对应法则ｆ为定义在
Ｄ上的一个ｎ元函数，记为

ｙ＝ｆ（ｘ１，ｘ２，…，ｘｎ），（ｘ１，ｘ２，…，ｘｎ）∈Ｄ
或者ｙ＝ｆ（Ｐ），Ｐ∈Ｄ。
其中，称（ｘ１，ｘ２，…，ｘｎ）为自变量，称ｙ为因变量，点
集Ｄ称为函数的定义域，记为Ｄ（ｆ），而ｆ（ｘ１，ｘ２，…，
ｘｎ）称为对应于（ｘ１，ｘ２，…，ｘｎ）函数值，全体函数值
的集合称为函数的值域，记为Ｒ（ｆ）。［１］２７

特别的，当ｎ＝１时，即得一元函数，通常记为
ｙ＝ｆ（ｘ），ｘ∈Ｄ，ＤＲ。

当ｎ＝２时，即得二元函数，通常记为
ｚ＝ｆ（ｘ，ｙ），（ｘ，ｙ）∈Ｄ，ＤＲ２。

二元及二元以上的函数统称为多元函数。

１．２　一元复合函数
已知函数ｙ＝ｆ（ｕ），ｕ∈ Ｄ（ｆ），ｙ∈ Ｒ（ｆ），ｕ＝

ｇ（ｘ），ｘ∈Ｄ（ｇ），ｕ∈Ｒ（ｇ），若Ｄ（ｆ）∩Ｒ（ｇ）≠φ，
那么就称ｙ＝ｆ［ｇ（ｘ）］，ｘ∈｛ｘ｜ｇ（ｘ）∈Ｄ（ｆ）｝为
由函数ｙ＝ｆ（ｘ）经ｕ＝ｇ（ｘ）复合而成的函数，其中
ｘ称为自变量，ｙ称为因变量，ｕ称为中间变量，集合
｛ｘ｜ｇ（ｘ）∈Ｄ（ｆ）｝称为函数ｙ＝ｆ［ｇ（ｘ）］的定义
域。［１］］２６２

１．３　二元复合函数
设函数ｚ＝ｆ（ｕ，ｖ）是变量ｕ，ｖ的函数，而ｕ，ｖ又

是变量ｘ，ｙ的函数，ｕ＝φ（ｘ，ｙ），ｖ＝Ψ（ｘ，ｙ），因而
ｚ＝ｆ［φ（ｘ，ｙ），Ψ（ｘ，ｙ）］是ｘ，ｙ的复合函数。［１］２７２

对于复合函数的求导问题，一元复合函数的求

导，由于复合的过程形式灵活、情形多样，对于大一

的学生来说，不易掌握，显得抽象，容易出错。在教学

过程中，首先，要学生学会正确判断出复合函数，从

形式上来看，即基本初等函数 ｘ的位置不再是 ｘ，而
是关于ｘ的代数式［２］。其次，能够正确分析出复合函

数的复合过程，掌握基本初等函数是分析复合函数

的基础，通过认真观察复合函数的形式，恰当引入一

个或多个中间变量，由外层向内层将一个复合函数

分解为若干个简单的基本初等函数，这也是复合函

数求导的关键。最后，应用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即

链式法则进行求导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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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多元复合函数的求导，一直以来都是教学

中的重点与难点。对于高校的大一学生来说，这部分

内容显得相对抽象、比较难学，学生求导时经常出

错。［３］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将一元函数的复合函

数的求导所用的链式法则，拓展到多元复合函数上，

并结合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图来解析其

求导法则。这种借助关系图来求解复合函数导数的

方法，会使多元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相对简单一些，

就能使学生对这部分的内容理解的更透彻，掌握的

更牢固，进而真正掌握多元复合函数的求导问题。

２　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
２．１　一元复合函数的求导
设函数ｙ＝ｆ（ｕ），ｕ＝φ（ｘ，），ｙ是ｘ的一个复合

函数ｙ＝ｆ［φ（ｘ）］，如果ｕ＝φ（ｘ）在点ｘ处有导数
ｄｕ
ｄｘ＝φ（ｘ），ｙ＝ｆ（ｕ）在对应点 ｕ处有导数

ｄｙ
ｄｕ＝

ｆ′（ｕ），则复合函数ｙ＝ｆ［φ（ｘ）］在点ｘ处的导数也

存在，而且
ｄｙ
ｄｘ＝ｆ′（ｕ）Ψ′（ｘ）或改写为链式法则：

ｙ′ｘ ＝ｙ′ｕ·ｕ′ｘ，
其中ｙ′ｕ指的是ｙ对中间变量ｕ求导，此时的ｕ可作
为外函数的自变量；而ｕ′ｘ指的是中间变量ｕ对自变
量ｘ求导，此时的ｕ可作为内函数的因变量，即函数
对自变量的导数等于函数对中间变量的导数与中间

变量对自变量的导数的乘积。

链式法则如图１表示：

图１　链式法则

该定理可以推广到任意有限次复合的情形。在

应用此链式法则对复合函数求导时，注意要从最外

层起，由外层向内层，层层相套，注意衔接，首尾相

连。前面对哪个变量求导，后面就需要乘以这个变量

对下一个变量的导数，直到最后一个变量为自变量

为止［４］；而引入中间变量是为了简化复合函数的求

导，最后求导之后还要将其还原为ｘ的表达式；当熟
练掌握此复合函数求导方法之后，就可以将中间变

量省略，那么求导过程将会显得简单一些。

２．２　多元复合函数的求导
关于多元复合函数的求导，下面主要讨论二元

函数的复合函数的求导。

设ｚ＝ｆ（ｕ，ｖ）在（ｕ，ｖ）处可微，函数ｕ＝φ（ｘ，

ｙ），ｖ＝Ψ（ｘ，ｙ），在点（ｘ，ｙ）处的偏导数都存在，则
复合函ｚ＝ｆ［φ（ｘ，ｙ），Ψ（ｘ，ｙ）］在点（ｘ，ｙ）处的偏
导数都存在，且有如下链式法则［５］：

ｚ
ｘ
＝ｚ
ｕ
·
ｕ
ｘ
＋ｚ
ｖ
·
ｖ
ｘ
，

ｚ
ｙ
＝ｚ
ｕ
·
ｕ
ｙ
＋ｚ
ｖ
·
ｖ
ｙ
。

以上这个法则可以推广到多于两个自变量的情

形。我们可以将其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图表

示为

例１：设ｚ＝ｅｘ－ｙｓｉｎ（ｘ＋ｙ），求ｚ
ｘ
，
ｚ
ｙ
及
ｚ
ｘ
＋ｚ
ｙ
。

分析：变量关系图为

由以上五个变量ｚ，ｕ，ｖ，ｘ，ｙ之间的关系图可知，
ｚ是ｕ，ｖ的二元函数，而ｕ是ｘ，ｙ的二元函数，ｖ是ｘ，
ｙ的二元函数。从变量ｚ到ｘ共有两个分支，ｚ→ｕ→
ｘ与ｚ→ｖ→ｘ，每一分支的内容，用乘法相连，分叉的
部分即两个分支的部分用加号相连；从变量ｚ到ｙ也
有两个分支，ｚ→ｕ→ｙ与ｚ→ｖ→ｙ，每一分支的内
容，用乘法相连，分叉的部分即两个分支的部分用加

号相连。因ｚ对ｕ，ｖ分叉，ｕ对ｘ，ｙ分叉，ｖ对ｘ，ｙ分叉，
故ｚ分别对ｕ，ｖ、ｕ分别对ｘ，ｙ以及ｖ分别对ｘ，ｙ的导
数都用表示。［６］

解：设ｕ＝ｘ－ｙ，ｖ＝ｘ＋ｙ则ｚ＝ｅｕｓｉｎｖ

∵ ｚ
ｕ
＝ｅｕｓｉｎｖ，ｚ

ｖ
＝ｅｕｃｏｓｖ，ｕ

ｘ
＝１，ｕ

ｙ
＝－１，

ｖ
ｘ
＝１，ｖ
ｙ
＝１

∴由复合函数的链式法则知：
ｚ
ｘ
＝ｚ
ｕ
·
ｕ
ｘ
＋ｚ
ｖ
·
ｖ
ｘ
＝

ｅｕｓｉｎｖ·１＋ｅｕｃｏｓｖ·１＝
ｅｘ－ｙｓｉｎ（ｘ＋ｙ）＋ｅｘ－ｙｃｏｓ（ｘ＋ｙ），

ｚ
ｙ
＝ｚ
ｕ
·
ｕ
ｙ
＋ｚ
ｖ
·
ｖ
ｙ
＝

ｅｕｓｉｎｖ·（－１）＋ｅｕｃｏｓｖ·１＝
－ｅｘ－ｙｓｉｎ（ｘ＋ｙ）＋ｅｘ－ｙｃｏｓ（ｘ＋ｙ），

ｚ
ｘ
＋ｚ
ｙ
＝２ｅｘ－ｙｃｏｓ（ｘ＋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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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三种特殊情形的求解
以下三种特殊情形也可以通过链式法则来求解。

２．３．１　一元函数复合多元函数
设二元函数ｚ＝ｆ（ｕ），ｕ＝φ（ｘ，ｙ），则复合函数

ｚ＝ｆ［φ（ｘ，ｙ）］用链式法则求导数得
ｚ
ｘ
＝ｄｚｄｕ·

ｕ
ｘ
，

ｚ
ｙ
＝ｄｚｄｕ·

ｕ
ｙ
，

其中
ｄｚ
ｄｕ为全导数。

例２：设ｚ＝ｓｉｎｕ，ｕ＝ｘ２＋ｙ２，求ｚ
ｘ
，
ｚ
ｙ
。

分析：变量关系图为

由以上四个变量 ｚ，ｕ，ｘ，ｙ之间的关系图可知，ｚ
是ｕ的一元函数，而ｕ的ｘ，ｙ二元函数。从变量ｚ到ｘ
仅有一个分支，ｚ→ ｕ→ ｘ该分支的内容，用乘法相
连；从变量ｚ到ｙ仅有一个分支，ｚ→ｕ→ｙ该分支的
内容，用乘法相连。因ｕ对ｘ，ｙ分叉，故ｕ对ｘ，ｙ的导
数都用表示，ｚ对ｕ未分叉即单路，故ｚ对ｕ的导数
都用ｄ表示。

解：由题意知

∵ ｄｚｄｕ＝ｃｏｓｕ，
ｕ
ｘ
＝２ｘ，ｕ

ｙ
＝２ｙ

∴由复合函数的链式法则知
ｚ
ｘ
＝ｄｚｄｕ·

ｕ
ｘ
＝２ｘｃｏｓ（ｘ２＋ｙ２），

ｚ
ｙ
＝ｄｚｄｕ·

ｕ
ｙ
＝２ｙｃｏｓ（ｘ２＋ｙ２）。

２．３．２　多元函数复合一元函数
设二元函数ｚ＝ｆ（ｕ，ｖ），ｕ＝φ（ｔ），ｖ＝Ψ（ｔ），则

复合函数ｚ＝ｆ（［φ（ｔ），Ψ（ｔ）］用链式法则求导数得
ｄｚ
ｄｔ＝

ｚ
ｕ
·
ｄｕ
ｄｔ＋

ｚ
ｖ
·
ｄｖ
ｄｔ，

其中
ｄｚ
ｄｔ为全导数。

例３：设ｚ＝ｌｎ（ｕ２＋ｓｉｎｖ），ｕ＝ｅｔ，ｖ＝ｔ３，求ｄｚｄｔ。

分析：变量关系图为

由以上四个变量 ｚ，ｕ，ｖ，ｔ之间的关系图可知，ｚ
是ｕ，ｖ的二元函数，而ｕ是ｔ的一元函数，ｖ是ｔ的一
元函数。从变量ｚ到ｔ共有两个分支，ｚ→ｕ→ｔ，ｚ→ｖ
→ｔ，每一分支的内容，都用乘法相连，分叉的部分即
两个分支的部分用加号相连。因ｚ对ｕ，ｖ分叉，故ｚ分
别对ｕ，ｖ的导数都用表示，ｕ对ｔ未分叉，ｖ对ｔ未分
叉，故ｕ对ｔ、ｖ对ｔ的导数都用ｄ表示。

解：∵ ｚ
ｕ
＝ ２ｕ
ｕ２＋ｓｉｎｖ

，

ｚ
ｖ
＝ ｃｏｓｖ
ｕ２＋ｓｉｎｖ

，

ｄｕ
ｄｔ＝ｅ

ｔ，

ｄｖ
ｄｔ＝３ｔ

２

∴由复合函数的链式法则知
ｄｚ
ｄｔ＝

ｚ
ｕ
·
ｄｕ
ｄｔ＋

ｚ
ｖ
·
ｄｖ
ｄｔ＝

２ｕ
ｕ２＋ｓｉｎｖ

·ｅｔ＋ ｃｏｓｖ
ｕ２＋ｓｉｎｖ

·３ｔ２ ＝

２ｅ２ｔ＋３ｔ２ｃｏｓｔ３

ｅ２ｔ＋ｓｉｎｔ３
。

２．３．３　多元函数复合一元函数和多元函数
设二元函数ｚ＝ｆ（ｘ，ｖ），ｕ＝φ（ｘ，ｙ），则复合函

数ｚ＝ｆ［ｘ，φ（ｘ，ｙ）］用链式法则求导数得
ｚ
ｘ
＝ｚ
ｘ
＋ｚ
ｕ
·
ｕ
ｘ
，

ｚ
ｙ
＝ｚ
ｕ
·
ｕ
ｙ
。

例４：设ｚ＝ｌｎ（ｘ２＋ｕ２），ｕ＝ｘ２ｅｙ，求ｚ
ｘ
，
ｚ
ｙ
。

分析：变量关系图为

由以上四个变量ｚ，ｕ，ｘ，ｙ之间的关系图可知，ｚ是
ｘ，ｕ的二元函数，而ｕ是ｘ，ｙ的二元函数。从变量ｚ到ｘ
共有两个分支，ｚ→ｘ，ｚ→ｕ→ｘ，每一分支的内容，都
用乘法相连，分叉的部分即两个分支的部分用加号相

连；从变量ｚ到ｙ只有一个分支，ｚ→ｕ→ｙ，该分支的
内容，都用乘法相连。因ｚ对ｘ，ｕ分叉，ｕ对ｘ，ｙ分叉，
故ｚ分别对ｘ，ｕ和ｕ对ｘ，ｙ的导数都用表示。

解：∵ ｆ
ｘ
＝ ２ｘ
ｘ２＋ｕ２

，

·７２１·



ｆ
ｕ
＝ ２ｕ
ｘ２＋ｕ２

，

ｕ
ｘ
＝２ｘｅｙ，

ｕ
ｙ
＝ｘ２ｅｙ

∴由复合函数的链式法则知
ｚ
ｘ
＝ｆ
ｘ
＋ｆ
ｕ
·
ｕ
ｘ
＝

２ｘ
ｘ２＋ｕ２

＋ ２ｕ
ｘ２＋ｕ２

·２ｘｅｙ ＝

２ｘ＋４ｘ３ｅ２ｙ

ｘ２＋ｘ４ｅ２ｙ
，

ｚ
ｙ
＝ｆ
ｕ
·
ｕ
ｙ
＝

２ｕ
ｘ２＋ｕ２

·ｘ２ｅｙ ＝

２ｘ４ｅ２ｙ

ｘ２＋ｘ４ｅ２ｙ
。

通过分析以上几种情形的复合函数的求导以及

多元复合函数求导的链式法则，结合变量关系图，可

以总结为如下规律：分段用乘，分叉用加，单路全导，

叉路偏导。这样的通俗易懂的口诀，帮助学生理清

复合函数的求导的实质，抽象出来它的本质，学生通

过正确使用此口诀来求解多元复合函数的导数问

题。

３　结语
复合函数的求导方法是导数中一个重要内容，

多元复合函数求导的链式法则是高等数学中非常重

要的解决方法。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仍需不断地修

改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法，探索到更好的方法让学

生对此部分理解的深刻、学习的透彻，一方面学生要

正确理解其链式法则，搞清此法则的含义及正确使

用求导符号；另一方面要多加练习，多思考，孰能生

巧，进而真正掌握多元复合函数的求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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