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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哲学方法论之于马克思主义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当代意义

朱荣英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以实践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与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为主
导的西方哲学方法论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但这种区别并不意味着后者对前者就无足轻重或原

本就是相互抵触的。西方哲学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在诸多方面不仅增添了适合于

目前时代特征的新方法、新范式、新思维，而且还为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开辟了所不曾有的、未充

分展开的新的自我生成之域，在方法论上创造性地构建了总体适应后现代社会发展之时代精神要

求的新理念、新原则。因而，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上的革命性变革与西方哲学方法论

的近现代转型，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同步性与共通性，二者在方法论上的同向建构大大高于它们的异

质背反，这无疑为深化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当代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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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领域存在
严重的认识误区，这集中表现在对西方哲学的各种

方法论资源采取回避态度，没有在学科交叉、内在融

合、科学实证与规范引导等方面有更深入的探讨与

建构，同时也没有对西方哲学学术前沿问题从方法

论层面进行更深入的开掘与梳理。［１］其实，任何一

种方法论研究，若割裂了自己与其他方法的内在关

联，不仅极易脱离时代所需，而且会陷入固步自封、

僵化保守的尴尬境地。实际上，西方社会科学研究

早已走出了固守单一方法论的绝对孤立的境地，并

在共通融合之中激发了对研究方式、具体方法的重

新设计，认为只有海纳百川、相互借鉴，才能回到方

法论研究自身、现实方法论上的理性自觉。［２］显而

易见的是，西方哲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

方法论既存在本质区别又存在文化间距和理解误

认，而且不像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那样，无论

外部实践抑或内部构建发生何种变化，其基本原则、

根本立场、思想精髓始终保持学理一贯，而西方社会

科学方法论上的更替极其频繁、错综复杂，且常常鱼

龙混杂、泥沙俱下，这种时髦周期的短暂性和易变性

内在映现了其方法论本质上的脆弱与危机。但是，

这种本质差别并不意味着西方哲学方法论对马克思

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就无足轻重或者原本就相

互抵触，更不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及其所蕴

含的方法谋划严重限制了它们的深层通约与内在融

通。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

论深层结构中既固守一种社会实践本性，又固执于

无产阶级文化品质的特殊申认，但是这同样并不意

味着它对西方哲学方法论只能采取拒斥的态度，只

可接受西方哲学方法论的浅表信念，一旦触及方法

论深层，则极易采取逆向思维，伴随原有的方法论范

式而顺向滑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

所选择的方法论范式无论多么特殊，都不可能妨碍

它与西方哲学方法论实现内在联手，它们在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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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通约与认同总是多于、高于世界观上的有距离

的肯认与接纳，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中，

的确需要找到与其他方法论足够多的共同点并实现

内在契合与同向构建。正基于此，笔者不避愚拙，愿

就当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应注意的

一些理论问题，谈些浅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正确看待西方哲学方法论研究

的成就与局限

　　以往，在方法论研究领域，我们曾经长期固守马
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那种“一元独大”、

唯我独尊的格局，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之外

不存在任何有价值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

观不仅在世界观上终结了一切旧的哲学形态，而且

在方法论上取缔了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谋略；

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与其他方法论在实质上毫无

相通之处，非但不能实现内在联手，犹如冰炭不能一

炉，而且西方哲学方法论简直是一种“谬误的陈列

馆”“通向诡辩的桥梁”“理性中最大的谬误”，未来

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无论如何要拒斥西方哲学方法

论对我们的无端干扰；西方哲学方法论早已日暮穷

途，更遑论它能够喧宾夺主并独担重任了。改革开

放之后，随着西方哲学及其方法论在思想界的大量

引介，“中西马”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比较研究日

见增多，以至于非比较研究成为不可能的了。此时，

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西方哲学方法论二者极

端对立的结论，不仅不敢苟同而且多有诟病，甚至暗

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某种隐性

批评。

首先让我们对西方哲学方法论发展情况作历史

回顾。从古至今，西方哲学方法论设计不仅蔚为大

观而且风格各异：一是从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

“自知无知”的问答法（助产术），到柏拉图唯心主义

“理念论”所说的“回忆法”，再到亚里士多德《工具

论》“形而上学”所讲的“四因法”，古希腊哲学在研

究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上完成了方法论谋划的第

一个小循环，奠定了西方哲学在方法论意义上的第

一个文化轴心时期。二是从弗兰西斯·培根《新工

具》“知识就是力量”旗帜下所开创的归纳法，到笛

卡尔《方法谈》在“我思故我在”的普遍怀疑中所主

张的“理性主义方法”，再到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

“存在就是被感知”的“经验主义方法”，西方近代哲

学（为通达世界本体并为一切知识奠基）在认识论

层面完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的第２次循环，使

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真正具有了方法论上的保

证。三是从康德在“三大批判”中所陈述的“知性为

自然立法”之“主体论法”，到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

基础》所说的“自我设定非我”之“绝对论法”，再到

黑格尔《逻辑学》所揭示的“实体即主体”之“唯心论

法”，西方近代哲学晚期不仅在实践层面完成了方

法论的新的跃迁，而且再次将辩证思维及其逻辑方

法推向顶端，达到了以思辨唯心主义体系为标志的

第２个文化轴心期的高峰。四是西方哲学的人本主
义学派，从叔本华、尼采唯意志主义方法论所提出的

“重估一切价值”，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新康德主

义方法论的“价值就是一切”，再到狄尔泰、柏格森

生命哲学方法论对生活价值的直觉体认，西方社会

科学中的非理性方法不仅愈演愈烈，而且其特殊的

方法论设计在价值观与认识论的统一上得到了明确

肯认，使西方辩证思维方法论谱系中自觉地融入了

大量的非理性色彩。五是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学

派，从早期孔德、约翰·穆勒、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原

则及其经验归纳法，到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新

实在论、实效主义的实用主义方法的引入，再到科学

哲学学派的逻辑分析、语言分析、历史分析的语言学

分析方法的滥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性至

上主义”“经验实证高于一切”的科学分析方法一再

得以张扬。六是随着西方哲学方法论重大转折的现

象学方法、诠释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兴起，介于

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学派之间的各种社会科学

方法，实现了一次大联盟、大融合，比如胡塞尔的先

验现象学方法、舍勒的人类学现象学方法、因伽尔登

的美学现象学方法、利科的历史现象学方法、姚斯的

接受美学现象学方法、阿伦特的反极权现象学方法、

阿佩尔的实用现象学方法等；再比如海德格尔、萨

特、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方法论，施莱尔马赫、伽
达默尔的诠释学方法论，阿多尔诺、哈贝马斯社会批

判学派的方法论，费耶阿本德、布迪厄“怎么都行”

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等。可以说，正是这些纵横交

织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促成并真正搭建了科学主义

与人本主义的合流，从而催生了后现代主义解构方

法的崛起以及新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建构—

解构方法的普及。

西方哲学方法论发展史表明：“西方社会科学

方法论有悠久的历史，也有许多积极的成果，特别是

在微观层次和操作层面有许多科学合理的因素，值

得我们借鉴和吸收。”［３］可以说，西方哲学史上的各

种社会科学方法都毫无例外地涉及到了方法论研究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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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问题，一方面对许多重大方法论基础问题进

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为我们展开这方面的研究积

累了丰富的理性资源；另一方面又具有唯心主义的

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不仅会经常犯经验

主义、实证主义、现象主义、反人道主义的错误，也包

含着诸多非理性、反科学的思想内容。西方哲学方

法论不像自然科学方法论那样明晰而固定，它的发

展史也不是知识或者信息的积累史，而是对永恒无

解的哲学难题不断求解的历史，是各种不同求解方

式与方法不断变更的历史，这类似于指向同一个圆

心并不断变换基点的圆周运动。西方哲学史实际上

就是方法论运动史，各种方法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而是具有平等的价值，对其应该秉持一种宽容精神。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我们要自觉保

持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缜密的思

维，认真总结西方哲学史上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经

验教训，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直面西方哲学方法论发

展中遇到的各种思维矛盾与逻辑问题、各种理论桎梏

与方法困惑，通过对新思想、新方法的深入研究和探

索，以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世

界性视野。［４］将方法论研究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科学

性与价值性、理论性与实践性、思想性与工具性有机

结合起来，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粗略陈述的有

关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具体方法和初步构想与当

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研究加以对照，以马恩考察社会科

学理论问题的那种融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为一体

的基本原则为标杆，树立一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方

法论典范，更加注重社会实践的受动性和能动性辩证

统一的方法论创新，以确保其社会科学方法论能够持

续不断地展示旺盛生命力。

当我们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时，

我们还必须认真考察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及其

未来走向。当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有与之相应的社

会科学、人文学科作为其思想表现和理论支撑，而且

他们在方法论上的研究和关注比我们早很多、深很

多、丰富很多，因此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西方社会

文明进步是有它的社会科学理论表现和人文学科支

撑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应当有足够

开放的心态和宽广的视野，自觉地向他们学习。马

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无论在精神领域抑或在事

实领域的巨大成功并不能成为其远离人类文明发展

大道的正当理由，更不应该放弃西方哲学方法论有

价值的巧妙设计，相反，它不同寻常的优越之处恰恰

在于竭尽所能地予以扬弃并实现视界交融。在方法

论上正如在世界观上一样，唯有“各美其美、美人之

美”才能走向“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西方社会科

学方法论是与西方社会进步和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相

关联的，如果我们承认西方社会也是人类社会进步

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承认西方社会科学也是当代

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就应当承认他

们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也具有合理性。但是有时候西

方人喜欢追求一种“片面的深刻”，把彼此相互关联

的东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问题推向极端。比如

从辩证思维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科学

性与人本性完全是可以整合的东西，而他们却要将

其对立起来，致使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学派都只能

在极端上进行思维，各自都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

又如个体和整体可以也应当在辩证的思维当中结合

起来，可是他们却要将其分开来，致使个体主义和整

体主义二水分流，互不相干。这种二元对立的方法

论是不可取的，我们应当有所警示。

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中应发挥主

导性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灵魂，我

们必须自觉地加以坚持与捍卫。但同样重要的是，我

们要用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当代中

国的实践，实践不停顿，方法论创新显然也不能停顿；

社会实践每前进一步，理论与方法创新就要及时跟进

一步。如果我们期盼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直接

找到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我们一定会失

望，甚至还会动摇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对

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关键在于坚

持什么、发展什么，怎么坚持、怎么发展，如何在发展

中坚持、在坚持中发展。为此我们必须积极自觉地走

入当代中国，走入当代实践，坚持实践的研究方法而

非纯粹理论的研究方法，正如列宁所说：“现在必须弄

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

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

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

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

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５］

　　二、正确看待西方哲学方法论对马

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影响

　　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根
本问题在于，从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角度厘清西方

哲学史上的各种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

方法产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影响，这不仅是研究马克

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也是它得以实际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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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关键步骤。既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由马克思

恩格斯继承西方哲学方法而创立的、并由后人不断

继承与发展的方法论科学体系，是关于自然、社会和

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方法论原理，也是关

于人生信仰和核心价值、特别是关于工人阶级及其

政党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怎样过渡

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方法论指导大纲，那么，它的社会

科学方法论就应内在地表现为３个层次结构，即理
念层次上的方法论、制度层次上的方法论和策略层

次上的方法论，三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

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结构。而它的实际发展过程则

恰恰相反，首先是从策略层面开始，继而进入制度层

面，最后发展到理念层面，这一过程既体现了西方哲

学方法论研究一步步地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性，又体

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规

律性。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根本价值取向

和基本推演顺序之所以是从策略到制度再到理念，

这主要取决于它当时所致力于解决的时代课题及其

所蕴涵的历史逻辑，即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人类

社会向何处去、未来理想社会如何建立。基于这种

历史性求解而形成的三大论域———社会主义实践方

法论、资本主义批判方法论、未来社会发展方法论，

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主题，这

是马克思恩格斯本着改造世界的目的而始终孜孜以

求、着力阐述的重大方法论原则。而注重批判功能

与建设功能自觉结合的这一方法论原则，具有实践

性、科学性、革命性相一致的开放性特征，一再显示

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当代的实效性，并主要通过其

方法论上的“中西马合一”而获得了检验与证明。

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领域一

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与西方哲学方法论

相互分离、相互割裂的不良状态［６］，故而常常缺乏

在高端引领方法论软实力的那种内在融通机制，未

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必须加大引进来走出去的双

向交流、科际整合力度，努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社会科

学方法论研究中世界视野与中国视野的内在融通水

平与视域整合能力，借助西方各种方法论框架大力

构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中国话语、

当代旨趣，在实践基础上全面展开与西方哲学方法

论全方位、实质性的对话、引介与嫁接。同时应积极

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推向学术最前

沿，不断增强其全球话语权、国际影响力与普世有效

性。在方法论上实现中西合璧，早已成为中国马克

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自觉的学术取向，但总

体上缺乏应有的价值审视、功能定位与批判分析，未

能分领域、分层次、分主题地进行反思性总结、汲取

与升华，未能从多视角、多维度、多层面地立异相竞

和协同展开，更未能充分实现两大方法论传统的问

答逻辑与效果历史。因此，正视目前马克思主义社

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需要从方法

论高度既加强内在超越与理性重建，又注重中西方

法论上“重叠共识”的当代拓展，在遵循理论与实践

相统一的原则基础上，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科

学方法论研究的理性自觉与成熟。同时，应该看到，

西方哲学及其方法论运动总体上反应了西方社会科

学及其理性思维的最高成就，适应了以市场经济为

基础的西方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它所刻意选择并

主动保留的方法论原则，大大促进了社会科学与自

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和人类理性思维逻辑的演进，它

在方法论上对许多新领域、新问题的探讨，也不无值

得注意和重视的地方，不仅其巨大的进步意义、即使

其明显的失足之处都曾带给我们以很大的方法论启

迪。的确，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不再像西方哲学

方法论那样，仅仅从纯粹的或者抽象的理性原则出

发来构建关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方法论体系，而是直

面社会化了的人类及其实践运动，因而通过对实践

方法论意义的深刻考察，彻底地实现了对西方哲学方

法论的内在超越并揭示了未来方法论发展的新方向。

然而，这种“超越”非但不是对西方哲学方法论的颠

覆或者终结，反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与发展，是在

“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规律支配下完成

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考虑到西方哲学方法论对马克

思主义实践方法论在诸多方面不仅增添了适合于目

前时代特征的新方法、新范式、新思维，而且还开辟了

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所不曾有的、未充分展开的新

的自我生成之域，在方法论上创造性地构建了总体适

应后现代社会发展之时代精神要求的新理念、新原

则。因而，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上的

革命性变革与西方哲学方法论的近现代转型具有某

种程度上的同步性与共通性，二者在方法论上的同向

建构大大高于它们的异质背反，这无疑深化了对马克

思主义实践方法论及其未来发展的严重影响。［７］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

究的基本范式与未来设想

　　众所周知，“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统一”“历史与
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社

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３个基本原则。我国当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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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论坛基于此而形成的方法论研究范式也大致分

为３类：一是总体方法论（体系方法论）范式，包括
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范式、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范

式、实践唯物主义方法论范式和当代人学方法论范

式；二是分支方法论（部门方法论）范式，包括本体

方法论范式（分为物质本体方法论、实践本体方法

论、物质—实践本体方法论等）、认识方法论范式

（分为主体性方法论、价值方法论、实践方法论等）、

历史方法论范式（包括发展方法论、社会方法论、科

学方法论、技术方法论、制度方法论等）；三是个别

方法论（具体方法论）范式，实际又可划分为文化方

法论、生活方法论、生存方法论、语言方法论、人类学

方法论、诠释学方法论等范式。这种方法论范式上

的粗略划分，一方面，昭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

学方法论研究对西方哲学方法论上的路径依赖：既

有对其研究策略、制度安排、理念选择上的理性固

恋，也有对其框架结构、基本图式上的简单比附，更

有对其方法论原则和思想路线上的顶礼膜拜等；另

一方面，也昭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

研究对我国社会深层次变革的理性回应，是对传统

西方方法论框架与原则的自觉扬弃和内在超越。各

种方法论范式之间虽然论争不断，却有一个共同的

特点，即都宣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科学性与革命

性，高度集中地体现在其特殊的实践方法论范式上，

只有固守这一特殊方法论范式，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中的各种分歧才能消除，才能打通各种方法论之间

的壁垒并形成完整的科学方法论体系。这种统领天

下、归并各派的方法论奢望，极力主张特殊的实践性

研究方法为唯一的科学性方法，其他的研究方法都

应当悬置并应投靠到自己的实践派麾下。显然，这

种以偏概全、归化各派的非分之想，虽然从不同的层

面和视角宣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所具有

的某种深层的合理性与广泛的解释力，然而，这却是

以歪曲、割裂、抽象性的态度对待它原本有机性的方

法论体系，会使它脱离辩证整合而不能成为当代方

法论的思想精华。

事实上，当代“中西马”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

上的融通，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无论在功能上或

特性上，无论在西方视域或在中国视域，都出现了许

多前所未有的跨界融合、纵横交叉的趋势。［８］我们

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如果只注目于

当代中国实践变革的现实需要而一味固守原有的基

本方法，而不能不失时机地将蕴含于西方哲学中的

方法论智慧汲取并集中到自身上来，这样无论如何

不能开拓与活化其原有的方法论空间，更遑论获得

使当代方法论研究向高层跃进和深度发展的可能方

案。如果只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法论并试图

以之取代其他所有方法论精神资源，不仅其归化奢

望最终只能成为泡影，而且还会在方法论研究领域

形成新的桎梏。这表明，实践方法论只是当代马克

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一个分支和局部，虽然

它是最主要的领域和最基本的方法，但是它无论怎

样不能替代整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而存在与发

展，唯有以上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三大基本要义为

共同的时代立场，才能打通各个方法论研究视界，实

现多元方法的和谐共进与界外联手。诚然，即使马

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真的出现了多元取向

的“差序格局”，实质上也根本不会妨碍整体性把握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的当代使命。毋庸置疑，马

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的未来走向不可能被某一特定

方法论范式和独特框架所支配，终会并存各种方法

论探索并协同推进它的快速发展，正是中外众多方

法论论域的文化合力将奋力引领它走向方法论研究

的高端。［９］鉴于此，笔者这里提出一个未来社会科

学方法论研究的初步设想，以征询于学界：一是开展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元方法论问题的研讨，集中回

答什么是方法、方法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

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学习目的与要

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论性质

如何。二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与西方

哲学方法论在思维方式、逻辑层级、基本范式、主要

原则等方面异同的比较研究，旨在梳理马克思主义

社会科学方法论与西方哲学方法论各自在思维方式

上的合理性、通约性与同向性。三是开展马克思主

义方法论面临的诸多困难与西方哲学方法论中存在

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庸俗化局限问题的研究，目

的在于理清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应处理好的

各种关系，如文本图式、问题图式与实践图式的关

系，研究方法、表述方法与讲授方法的关系，知性方

法、理解方法与操作方法的关系，理论理性、实践理

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等。四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

科学方法论研究应注意的时代立场问题、中国方向

问题、方法论史研究中的问题，与各门具体科学方法

论比较研究的问题，与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论、与西方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如何比较的问题等，旨在为马克

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未来发展找寻到多点

支撑与多方点化，通过激活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

学方法论研究的那种融通古今中西的历史大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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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面消弥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的内在

冲突。［１０］

　　四、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

究的基本原则与实践指向

　　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必须旗帜鲜
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基本原

则，以保持我们的主流价值取向和科学实践观在方法

论研究上的正确引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

处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之中，要想让它在方法借鉴和领

域拓展中不断得到跃迁，当然就要研究前马克思主义

社会认识方法和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的主要

成就与缺陷，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革命性

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资源，探讨马克思恩格斯世界

观与方法论的转变历程，探讨它们如何在方法论上确

保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从朴素唯物主义走向辩

证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说明它们

在社会科学方法论转化的关节点与基本点。［１１］但是，

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要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社会

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就必须分析其方法论的实践

性本质，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方法论意义，因

为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

方法论的最根本方法。可见，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

法论的基本原则与实践指向是内在统一的，二者原本

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其实践性本质就是通过它

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表现出来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遵循的基本

原则主要有：一是客观性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社

会科学方法论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辩证唯物

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基本要求。一切从对象

出发，从客观出发，从实际出发，从事实出发，这是任

何社会科学研究最根本的要求。社会历史活动中既

有客观的物质的方面，也有主观的目的的方面，只有

全面客观地加以反映，弄清社会历史发展的合规律

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

方法论客观性的根本要求。二是主体性原则。人是

历史的人，历史是人活动的历史，人与社会之间的交

互作用，构成了整个社会实践的基础，作为主体的人

推动着社会历史的进步。以主体性的视角来研究社

会历史，首先应当注意到人在社会历史中的特殊地

位和作用。同时还要注意到研究者所具有的主体

性，这种主体性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包含着求真、向

善、达美，真善美的统一是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人所追

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三是整体性原则。在研究社会

发展时，在观察各种社会要素、现象、个别事件时，头

脑中要有整体思维方式，要把它们作为整体、内在的

有机部分来加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系统认识

方法、社会矛盾分析方法、社会过程研究方法、社会

认知与评价的研究方法、中国视野与世界视野相统

一的方法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对这种整体性原则的

具体阐述。四是具体性原则。无论马克思恩格斯抑

或列宁都曾经讲过，真理是具体的，与自然科学的理

论和方法适用于非常广袤的领域不一样，所有社会

真理与适用性适用于特定对象、条件、场景、时区等。

一旦脱离了这些具体条件，它们的真理性与适用性

就会转化或者消失。对于社会的具体真理需要我们

做定性、定量和定时的具体探索。五是发展性原则。

马克思认为，以过程性方式来看世界，一定要注意到

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进化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

总方向和总趋势，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社会历史

的发展前进也可能包含着倒退与曲折，正如人的某

些机能在不断得到强化的同时，一定也会带来相关

机能的弱化。所以一定要考虑到发展的成本、发展

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显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

方法论所遵循的上述基本原则，不是彼此孤立、互不

关涉的，而是内在统一、紧密相关的，在实际研究中

很难将它们分割开来。

其次，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实践

指向强调的是，我们的研究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

实践出发，是否具有实践指向性是历史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心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本质区别。历史唯心主

义主张从观念出发，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

研究方法“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

唯物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主张“从最顽强的事实

出发”［１２］。人类社会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

因此必须把对社会的认识置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上。

只有这样，才能确立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可靠性基础。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为实

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或生存方式，人们要生存，就要吃

穿住行，为此就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即生产

人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所以，人类的第一个历史

活动就是生产实践活动。实践活动作为社会活动具

有双重意义：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也生产了

自己的物质生活；在改变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

自己的生存方式；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

自己的主观世界。即使是思想观念领域的问题，表面

上看是理论的问题，本质上也是实践的问题。因为，

“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

·８·



第３期 朱荣英：论西方哲学方法论之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当代意义

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

决”［１３］。实践的需要决定理论的产生，实践是理论的

基础，理论是实践的体现。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是适

应了实践的需要，体现了时代的要求，真正的理论都

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

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

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

容。”［１４］（Ｐ２８４）实践的状况规定理论的任务，人们只能

提出自己时代的课题。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

决的任务，因为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

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

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表明，每一代人只能提出

和完成自己所处时代的任务，而不可能超越时代，完

成本来不属于他们的任务。实践不仅规定了理论研

究的任务，而且还为理论研究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手

段。物质生产实践作为人的基本实践活动，不仅提供

了理论研究的课题，而且创造了理论研究所必需的物

质基础和技术条件，使理论研究成为可能。

所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实践

指向，要求我们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以问题为

中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从客观实际出发，就必

须从问题出发。理论研究归根结底是对问题的研

究。密切关注问题、及时发现问题、深入研究问题，

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作为对社会生活考察

的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确立，决不是在观念中寻找，

而应是从社会实践中去寻找。历史唯心主义考察社

会的方法，是“从天国降到人间”，从人的观念出发

研究社会。相反，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社会的方法是

“从人间升到天国”，在现实中寻求研究的课题。当

然社会生活是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也是多样

的。在研究问题的选择上，要避免主观随意性，力戒

平均使用力量。要从大量的、纷繁复杂的问题中，选

择影响全局和长远的重大战略问题，选择制约整体

和系统的关键性问题。另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必须占有充分材料，而不能从原则出发。原则不是

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坚持一切从实

际出发，反对从纯粹的思维出发，反对从观念出发，

反对从主观臆想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

和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的又一本质区别。坚持一切

从实际出发的方法，不同于“价值中立”的方法。

“价值中立”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形成的带有唯

客观主义色彩的一种方法论原则。“价值中立”者

主张，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一旦选择了研究的课

题，就必须放弃任何价值观念。我们认为，社会科学

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并不等同于“价值中立”。任何

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首先是社会的主体，无视主体的

价值选择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

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

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

级的”［１４］（Ｐ２５８）。可见，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上，马

克思主义实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高度统一、群众

立场与实践指向的内在一致。弄清这一点，对批判

“普世价值论”抑或“价值中立论”都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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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作为终极
价值的证成路径探析

杨晓

（郑州轻工业学院 思政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伯林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区分，其实质在于将自由
界定为一种不受外界干预的生存空间。鉴于自由不仅是对一种不受干预的社会空间的保障，而且

也是一种不受干预的操作手段，因此作为终极价值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

平衡，并非必然产生冲突，筑基于价值多元主义之上的消极自由可以容纳积极自由。

［关键词］伯林；积极自由；消极自由；终极价值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２

　　“自由”是西方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中的核心
概念之一，它既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理论构建

的基石，也是“社群主义”“国家主义”意图实现的目

标。然而，从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所定义的“自

由是原子偏离的偶然状态”到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

约翰·罗尔斯所论证的社会正义原则应优先考虑

“平等的自由”，在思想史上对于“自由是什么”的问

题，各思想流派一直争论不休。１９５８年英国著名哲
学家以赛亚·伯林在《自由的两种概念》中提出了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概念，并对其进行了

区分。

伯林对自由概念的独特性阐释和界定使其在

当代自由主义观念史中占据很高的地位，其《自由

的两种概念》也被称为整个２０世纪自由主义者对
自由所作的最具权威的注释，是当代自由主义的

宣言书。伯林提出两种自由概念后，引起了学界

的高度关注和积极研究。但以往的研究大多是侧

重于对两种自由概念内涵的解读和评析，从终极

价值角度进行研究的较少。本文拟在对自由的终

极价值考察的基础上，对两种自由的终极价值证

成路径作一探析。

　　一、作为终极价值的自由

对伯林而言，如果削减消极自由的疆域将会导

致人类的倒退———“侵入它们将会导致不人道的后

果”［１］（Ｐ６１）———更确切地说，消极自由的价值并不低

于正义、平等与民主的价值，甚至不低于积极自由等

终极价值。这是称谓终极价值的一个部分，如果剥

夺了这种终极价值，将会导致灾难。伯林指出：“没

有了消极自由，其它价值也都会化为乌有，因为没了

去实践这些价值的机会，没有了各种机会，没有这些

相互歧异的价值，到头来就没有了生活。”［２］这就意

味着消极自由是隶属于终极价值范畴之内的。然

而，伯林对消极自由的辩护无疑给人们造成这样一

种印象，即他确实希望赋予其特权。

目前我们的首要问题是确认自由在终极价值中

的地位。我们认为，搁置前期的自由的内在结构，以

及消极自由是否有优先地位，伯林一般把自由看作

是一种终极价值。伯林对自由的区分，特别是他提

出消极自由是否应该被赋予优先于积极自由的特

权，这意味着自由是否全部或部分地包含在相互冲

突的终极价值中，是否与相互冲突的价值绝缘。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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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也引用一些自由与其他基本价值相互冲突的例

子，这些基本价值包括正义、平等、仁慈、同情、荣誉、

幸福、安全等，这些冲突毫无疑问地是在特定的境遇

中可以解决的，并且不依照总体规则。［３］（Ｐ１２－１３）伯林

不但不同意这些相互冲突的价值或理念是完全不相

容的、接受其中的一个价值就必须抹掉其他全部的

价值，而且指出所有这些终极价值并不是同等重要，

一些价值不得不做出让步。伯林所提及的有关这方

面的事例很多，这里仅仅引用３个被广泛提及的，但
可能关联其他一些贯穿文本的关于自由与其他价值

冲突的事例：

除此之外（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冲突），还有

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满足其他同样终极的价值的要

求的至高需要，如公正、幸福、爱、创造新事物、新经

验与新观念的能力的实现、真理的寻求。［１］（Ｐ４７）

自由和平等都是人们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不

过豺狼的自由就意味着羔羊的死亡，强势的、多才多

艺的那些人的完全自由，对那些弱者和天赋较弱的

人的正当存在的权利来说，也是无法达到和谐的

……平等，也许就意味着要限制那些有统治欲望的

人的自由……［３］（Ｐ１６）

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在多大程度上有如其所愿地

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必须与其他多种价值的要求

放在一起进行衡量；平等、公正、幸福、安全或公共秩

序，也许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１］（Ｐ２４３）

事实上，伯林的《自由立于希望和恐惧》之重点

在于指出自由和知识可能是不可共量、相互冲突的。

这种印象产生于所有对自由的运用，特别是在消极

意义上———不被干涉的自由，自由同其他价值之间

的冲突是重新被现代西方非自由主义思想家诠释

的，这些思想家包括哈曼、马克思、德·迈斯特，他们

不仅赋予自由特别是消极自由以最终的重要性，而

且也把这种重要性给予平等、正义和自我创造等其

他的价值。由此可知，在一般情况下，自由与其他的

终极价值是一样的，是可能与其他的价值相互冲突

的。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得知，伯林并没有赋予消

极自由以特殊的地位。

　　二、消极自由作为终极价值的证成

路径

　　为了更完整地把握消极自由在伯林思想体系中
的地位，我们必须重新探究他在《自由的两种概念》

中对自由的区分。由上述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

探讨我们可以得知：伯林认为，与某些形式的积极自

由相比，消极自由历来较少遭到误解，尤其是在概念

层次上，这种历史上的差异性并不影响其作为人类

终极价值的地位。过分地依赖自由的任一概念而贬

斥另外一种，将会导致概念及其相应的价值被滥用。

对伯林而言，在各种开放的价值之间，应该维持一种

动态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行为、规则、价值

和原则之间都不得不做出各种程度的相互让步。这

个结论完全符合伯林所极力捍卫的多元主义思想。

因此，在对自由的内在结构这个首要问题的探讨上，

特别是伯林是否赋予消极自由以优先权这个问题

上，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伯林根据对两个不同问题的回答来区分消极自

由和积极自由这两个概念：消极自由回答“我被统

治到何种程度”，积极自由则回答“我被谁统

治”。［１］（Ｐ１９３－１９４）消极自由关涉“人们的行为不被他人

干涉的范围”。这意味着“在这个范围内，我的行为

不会被他人故意干涉”，“单纯的就是不受阻碍地做

自己愿意做的不管什么事情”［１］（Ｐ３８）。消极自由包

括“基本的人类权利（永远是一个消极的概念：一堵

抵挡压迫者的高墙），包括自由表达与结社权利在

内的基本人权”［１］（Ｐ５６－５８）和其他的基本自由。

伯林这种对消极自由的描述导致两种附加的观

点：第一个观点声称伯林清楚地并坚定地认为消极

自由就是在特定的范围内不受阻碍地做自己愿意做

的事情，并且他一方面希望避免消极自由与其他价

值———平等、公正、幸福、知识、爱、创造，以及其他一

些人们为自己寻求的目的———之间的冲突；另一方

面，他把这看做“价值履行的境况”，例如获得教育

和健康的资源。后者对我们而言是非常宝贵和有价

值的，但是对伯林而言，这些价值同消极自由本身不

同。第二个观点声称消极自由是多元主义不可或缺

的部分。事实上，我们不能通过对法律的废止而达

至完全的消极自由。因为对法律的废止将会导致消

极自由未受保护和无节制，容易成为独裁的牺牲品。

这种观点所导致的后果是我们必须选定消极自由的

最小范围，并制定法律对其进行保护，但是消极自由

理念自身并没有提供论据证明驱动那些是其所是的

因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个生活领域内的消

极自由可能与其他生活领域内的消极自由相互冲

突。这就意味着在这些领域内占据重要地位的消极

自由必须诉诸特殊境况，在这种境遇中其他价值的

地位可能会得到削弱或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

同其他价值是相互联系的、并且它本身也是内在多

元的。［４］然而，第二种观点体现出伯林事实上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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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确实赋予了消极自由一些特殊的地位。伯

林指出，存在一个未被明确定义的“消极自由的要

求”的领域。这个最小的领域是“人们所必需的，如

果缺少……必然会导致不人道的后果”［１］（Ｐ５２）。但

是，伯林同时也宣称：“在论自由的两种概念的文章

中，我并没有断言个体自由的疆域（这也适用于群

体与联合体的自由），在任何意义上，应该是指自由

要么是不可侵犯的，要么在某种绝对的意义上是充

足的。”［１］（Ｐ５２）因此，对伯林而言，存在着消极自由的

最小限度的领域，侵犯这种领域将会导致不人道的

后果，但是这个领域并非完全神圣不可侵犯。这一

点使我们必须思考伯林之前所寻求的个体自由和消

极自由的不可侵犯的最小领域是源自于对多元主义

的不安全感。目前，我们有足够的论据表明，伯林并

没有赋予这种最小领域以神圣感或不可侵犯性，即

便对这些领域的侵犯会导致可怕的不人道的后果。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伯林使用“权利”这个

术语的方式。由于消极自由的最小领域并不明晰，

所以尚不清楚伯林是在何种程度上将言论和结社的

权利（伯林一贯归之于消极自由的范畴）涵括于消

极自由的最小领域内。在某种程度上，这无疑取决

于实际情况。即便假定言论和结社的权利全都隶属

于消极自由，这些权利亦不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

同样，通过其他相互冲突的权利来对其进行束缚也

不具有合理性。正像伯林在其他文章中所声称的，

他不但在特殊的意义上使用权利的概念，而且认为

这种权利是脱离于他所定义的最终价值之外的。

　　三、积极自由作为终极价值的证成

路径

　　与消极自由相反，积极自由是源于个体成为自
己的主人的愿望。积极自由的本质在于认识我自己

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我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我的地

位、权利、义务、政治观点及谁制定的规则，这些规则

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反映了我的意愿。在《自由的两

种概念》中，伯林追溯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发展

的历史。他认为，这两种自由“是两个在逻辑上相

距并不太远的概念，只是同一个事物的消极与积极

两个方面而已”，“它们是无法彻底分开的。我希望

自己做决定，而不想被别人指引；我的言行有着不可

替代的价值，这源自一个事实：它是我的，而不是别

人强加于我的”［１］（Ｐ２１９）。伯林指出，积极自由是比消

极自由出现更早的一个概念。在其粗略的描述中，

这两个概念有着共同的敌人———奴隶制、压制、剥

削、缺少选择。本质上，它们分享一种对选择或控制

的可能性的需求。这两种自由似乎是结为同盟的，

它们为了人类的进步而共同奋斗：“那些因为自由

本身的缘故而看重自由的人相信自由就是选择而不

是被选择，这是人之为人的不可让渡的组成部分；相

信这既是在一个人所生活的社会的法律与实践中有

自己的声音的那种积极要求的基础，也是被授予一

个在其中人是自己主人的领地（可能需要人为划

定）的基础，也就是‘消极’的领域的基础，在其中，

只要他的活动与有组织的社会不存在冲突，就没有

义务向任何人报告自己的活动。”［１］（Ｐ４３）在这里，伯

林指出，基本自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包含消极自

由和积极自由的，即便它们之间如何才能达到平衡

仍然是不清晰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概念潜在

地相互补充，即使它们经常在一些特殊状况中相互

敌对。如果不遭受歪曲，它们依然分享相同的思想

根源。

伯林认为，积极意义上的自由特别容易遭受歪

曲，至少在特定的变种中，是同自由的核心理念联系

在一起的。然而在伯林早期的评论中，他不仅反对

积极自由，而且也拒斥同“无情的一元论”相联系的

积极自由的变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反对的

观点并非指向积极自由本身，亦不包括积极自由的

所有观点。对伯林而言，积极自由被看做一种自治

的理念。他曾指出，“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

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

力”［１］（Ｐ６０）。然而，自我实现可能会被内在和外在的

直觉所阻碍，我可以选择遵循别人所制定的规则，但

问题在于这些规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依赖或反映我

自身的意愿。积极自由的本质是追求自主性的自

由，它涉及到我所处的社会境况与体制、授权与我，

以及限制我的规则、制度和政治体制，它关注的是谁

统治我，或者这种统治在何种方式上体现了我的意

愿或同一性。这就是积极自由赖以存在的基础，例

如，对自由民主意识上的自由和国家自决层面的自

由的需求。本质上，这是自由的基本原则或者基本

意义上的政治自由：“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挣脱枷锁、

囚禁与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的意义都是这个意义

的扩展或某种隐喻。”［１］（Ｐ２００）这就是伯林所谓的“通

常的、核心的含义———不管是单一的共同特征还是

一种‘家族相似性’———铭记于心，否则仍然面临着

这样一种危险，即把这些含义的这一种或那一种当

作是最基本的，而其他含义要么必须被歪曲以与之

保持一致”［１］（Ｐ５４）。伯林的这种描述阐述了政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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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共同来源。获得自由是

不被监禁或奴役，奴役、监禁和锁链代表着对自由的

全面镇压，不论是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这两种

自由所关注的侧重点不同，消极自由渴望寻求一种

自制的空间，而积极自由则寻求自我实现和自主性。

对于压制自由的境况和威胁，两种自由都以各自的

方式给出了回应，并且在如下的境况中消极自由和

积极自由达成了一致：人们被任意地逮捕、监禁、奴

役，剥夺人们的任何选择的权利，以及禁止表达自

由等。

正如伯林在《自由论》的导言里所指出的，他不

但批判积极自由，而且也批判具有侵略性的一元论：

“如果我的文章有什么论战锋芒的话，那就是对诸

如此类的形而上学构造物的不信任。”［１］（Ｐ３１１）在《自

由的两种概念》中伯林又指出，康德的先验理性主

义最终成为极权主义理论的基础。然而，为了能够

容许这种歪曲，积极自由理论必须通过一系列步骤

和拥有一系列的功能。它必须是一个限定的一元论

概念，它必须采用自由的内在障碍和真实自我的隐

喻，自身必须被认可，至少要被群体或社会，或者人

类社会所认可。康德的思想可能体现了所有这些特

质。正如伯林所指出的那样，在康德思想转换的过

程中，存在着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１］（Ｐ３４），与一种

根深蒂固的惹人讨厌的家长式作风一样被抑制了；

但是康德的思想中仍然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普遍性，

即宣称无论何时何地，任何理性的人的道德问题都

可以被解决。事实上，如果康德的观点可以实施的

话，那么就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理性存在物。后一种

特征可能是一种超越个体的存在。然而，最重要的

一点在于康德的思想在转变为理性一元论的过程

中，对它的批评并不能延伸到积极自由的所有主张，

就像伯林在下面的文本中所指出的那样：“首先我

将辩解韦斯特先生认为我的任何的积极自由观念都

暗示着自身都有具体化的专制。事实上并不是这

样。积极自由是一种无可指责的人类价值。”［１］（Ｐ２３３）

尽管某些特定的积极自由的概念容易被歪曲，

并且是与许多标准的理解相悖的（特别是自由的类

型），但伯林在其著作中多处为积极自由辩护，认为

它与消极自由一样都是人类的终极价值。伯林在

《自由的两种概念》中强调：“我试图表明的是，正是

积极意义的自由观念，居于民族或社会自我导向要

求的核心，也正是这些要求，激活了我们时代那些最

有力量的、道德上正义的公众运动。”［４］事实上，伯

林强调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都有权被归入人类最

深刻的利益之中”［１］（Ｐ２３９）。此外，伯林在《自由论》

的导言中也强调这种观点，为这个主题辩护：“作为

对‘谁统治我？’这个问题的回答，积极自由是一种

普遍有效的目标。我不知道我为何被说成是对此表

示怀疑的，或者为什么有人认为我怀疑下面这条更

进一步的命题：民主的自我管理是人类的一种基本

需要，是某种有其自身价值的东西，无论它是否与消

极自由的主张或任何其他目标相冲突；它具有内在

的价值不仅仅是因为那些偏爱它的人所提出的理

由。”［１］（Ｐ２３７）在导言中，伯林再一次回应这个主题：

“我想再一次对我的批评者说，这里的争论并不是

作为绝对价值的消极自由与其他低级价值之间的争

论。这是一个更为复杂与痛苦的争论。一种自由可

能使另一种自由中止；一种自由有可能阻碍或者无

法创造使别的自由或更大范围内的自由或别人的自

由成为可能的条件；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有可能相

互冲撞。”［１］（Ｐ４７）尽管伯林接受一些对他这种观点的

质疑，但他仍然一贯地为这种观点辩护，例如他说：

“消极自由是基本的自由；积极自由也是基本的自

由。两者都是我们所追求的善的价值。我不反对积

极自由……我认为积极自由同消极自由一样都是高

贵的和基本的人类价值。”［１］（Ｐ５６）

　　四、结语

概言之，伯林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实

质上是将自由界定为一种不受外界干预的生存空

间。同时伯林还强调，积极自由的某种形式的一元

论在历史上的事例就能证明自身是很容易受到歪曲

的，由此就转变为与它自身的基本意义相冲突。这

种学说“成为极权主义得手的武器”［５］并凌驾于消

极自由之上，经常对人类社会造成灾难。然而，当这

种历史的和概念上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理由反对特

定类型的一元论时，采纳多元主义的观点更有利于使

包括消极自由在内的人类终极价值被认可，同时它并

不质疑积极自由作为人类终极价值的地位。事实上，

伯林在《自由论》中立场鲜明地宣称：“如果我的文章

被解释为相比于消极自由而言，更贴近积极自由，我

不会有太大的异议。”［１］（Ｐ４）出于同样的原因，伯林认

为对消极自由和其变异形式的批评并不会引起注意。

事实上，他强调指出成为专制者的有力武器“同样有

可能是消极自由学说的命运”［１］（Ｐ３３）。然而，即便消

极自由能逃脱被专制君主利用的命运，但是也不会

太彻底，并且还会时不时地在另外的方面为专制者

（下转第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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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性质及其社会教化功能溯源
邱洪瑞

（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儒学是一种教化之学，其最重要的功能是社会教化功能，但在社会、时代诸种因素的影响
之下，儒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教化功能却不尽相同：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学家，以社会

大同为教化理想，以人格培养为教化内容；以董仲舒、朱熹为代表的汉宋儒学家，以天人合一为教化

理想，以礼义纲常为教化内容；以黄宗羲、谭嗣同为代表的近世启蒙儒学家，以民本、平等为教化理

想，以开启民智为教化内容。儒学内含提倡仁德、教人向善的价值功能，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今天，儒学仍有其借鉴作用。应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传统儒学，吸取其精华，去除其糟粕，同

时融汇当代中外先进文化，才能成就当代儒学的新发展。

［关键词］儒学；教化功能；价值功能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Ｇ１２２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３

　　儒学是国学的核心。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
会里，儒学作为华夏文明的代表，一直稳居正统学派

地位。但自辛亥革命以来，随着“儒”失去政治上的

“独尊”地位，人们对儒学的态度便大相径庭，关于

儒学的论争也从未止息。时至今日，如何看待儒学

的价值仍然是人们颇为关心的问题。一些支持儒学

的极端者“开始提出用儒学疗救中国现代化进程中

的‘病灶’，甚至要求建立‘儒家共同体专政’，主张

‘以儒治国’”［１］；一些反对儒学的极端者则认为

“儒、法在鼓动封建专制主义上途殊同归，‘文革’封

建主义大泛滥，儒、法都有其功”，提出了儒家文化

“怎么没有把中国比较早地引导到现代化道路？反

而是百般阻挠”等问题［２］；还有一些学者主张辩证

地看待儒学（国学），如李存山指出：“中国传统文化

或国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在

古代构成一个系统，而我们应根据现代社会实践的

需求来决定这些思想资源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

式；同时，我们也应吸取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优长、普

遍性的因素，来实现中西（东西）文化的‘创造的综

合’。”［３］相比而言，后者的观点显得更为客观与公

允。而面对儒学两千多年来复杂的历史进程及其遗

留下来的丰富文献，厘清儒学的根本性质，认识儒学

基本的社会功能，对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尤为重要。

为此，本文拟借鉴并反思古今学者的一些观点，从儒

学典籍与儒家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出发，界定

儒学的性质，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儒学主要流派的具

体教化功能，揭示儒学历史发展的当代启示，以期对

正确地看待儒学和儒学研究、更好地传承与创新华

夏文明有所裨益。

　　一、儒学的性质

儒学博大精深，其性质不易界定。对此，政治哲

学、管理哲学、人生哲学、道德哲学等给出了不同的理

解和界定。邓新文［４］曾认为，儒学在孔子那里只是率

性循理、老老实实的生活，只是克己复礼、改过自新的

实践工夫；说儒学是哲学、知识、技能、艺术或其他任

何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都不对，但在其中又确实包

含这些学术的因素。应当说这种理解是比较合乎历

史真实的，但是我们需要对其做出进一步的抽象和概

括。《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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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

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

重其言，于道最为高。”［５］（Ｐ１７２８）儒家源自司徒，而司徒

主教，《周礼·地官司徒》（二）说道：“乃立地官司徒，

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６］（Ｐ２３４）《孟子

·滕文公》（上）也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

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

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

有信。”［７］（Ｐ２５９）可见，司徒为教化之官，肩负教化之责。

因此，如果说儒家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那么

儒学就是一种教化之学。

事实如何呢？翻一翻儒家经典，《论语》中记载

了不少孔子及其弟子关于为学的言论，而这些言论

体现出儒家所认可的“学”就是完善自己的内在品

质、提高自身修养的过程。举例说明如下：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

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

之学矣。”［７］（Ｐ５０）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

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７］（Ｐ５２）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

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７］（Ｐ５４）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

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

亡，未闻好学者也。”［７］（Ｐ８４）

当然，提高个人的内在品质并不是一句空话，它

离不开诗、书、礼、艺诸方面的熏陶感染，事实上孔子

的高足们也各有所擅。“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

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

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

夏。’”［７］（Ｐ１２３）但孔子自称其“道”（学说）有一个中

心。“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７］（Ｐ７２）孔子正是以其“忠恕”学说教育

人、感化人的。其培养出的弟子颜渊被作为好学的

典范，后世儒者赞誉为“复圣”。另外，堪称儒家思

想“初学入德之门”的《大学》明确宣称：“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于庶

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７］（Ｐ２）也就是说，天子、庶人

均须修身明道，修身即是为学，为学的最终目的是

“止于至善”。由此可见，儒家在社会上扮演着“明

教化者”的角色，这也证明儒学实质上是一门教化

之学，是一门提倡仁德、教人向善的学问。

　　二、儒学的社会教化功能

儒学既然是一种教化之学，那么它最重要的功

能当然就是教化功能。只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

社会需求，致使儒学在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教化

功能不尽相同，特别是在教化的立足点及教化内容

等方面差异颇大。

其一，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学家，以社

会大同为教化理想，以人格培养为教化内容。自唐

宋以来，知识分子以孔子、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

人物，“孔孟之学”成了“儒学”的代名词。但自晚

清开始，一些学人以为荀子之学实继孔子之后儒

学之正宗，罗祖基［８］据此进一步认为孟子思想为

儒学异端，其学即使与孔子之学相比较，“也有某

些基本点的不同”，而“从政治思想看，尊君是从孔

子到荀子直到汉宋儒学的基本倾向”。笔者认为，

荀子虽对汉宋儒学的影响确实较孟子更大，但孔

子、孟子思想的基本点更为一致，尤其在“尊君”问

题上，“孔孟之学”与“荀子之学”“汉宋儒学”判然

有别。诚然，孔子对待国君的态度是很虔诚的，

“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７］（Ｐ２６６）“君命召，不俟驾行

矣”［７］（Ｐ１２１）。但孔子在治国问题上从来不作原则性

的让步，“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

焉，耻也”［７］（Ｐ１０６）。确实，以孔子之才，他但凡能够有

一点儿的妥协，就不致于周游列国而总不见用。最

能反映孔子教化理想的是《礼记·礼运》中的如下

这段话［９］（Ｐ８９－９０）：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

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

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

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

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

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

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

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

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

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

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

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

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我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熊十力先生曰：“此篇

以礼运名者，诚以小康之礼教当变易而进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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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字之含义，即有变易或转移等意思。”［１０］（Ｐ９６－９７）而

考孔子此语，他对“天下为公”的大道的向往与对

“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小康礼教的贬抑是不难以体

察的，而小康礼教乃是不得已情况下的权宜之计。

熊十力疑“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

而有志焉”［９］（Ｐ８９）中“与三代之英”为后世奴儒所妄

增。孔子既以“社会大同”为其最高的教化理想，他

极力追求的就是完善的道德人格。孔子儒学的教化

内容侧重于人格方面的培养，《论语》所载孔子语

录，句句是讲存心养性的，即使是谈“为政”的也都

是教人修德以正己正人。孔子用“仁”“义”的概念

涵盖君子的一切美德，又强调“推己及人”的行为准

则，他反复强调的“孝悌”就是推己及人的一个重要

环节；他所提倡的“臣事君以忠”之“忠”指的就是尽

心尽力地做事，这些都与后世的愚孝愚忠思想不同。

而孟子提出的仁政学说、民贵君轻、限制君权等主张

均是孔子“仁”学的自然延伸，孟子重视主观精神修

养、以“养浩然之气”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其与孔子提倡的存心养性

是一致的。

其二，以董仲舒、朱熹为代表的汉宋儒学家，以

天人合一为教化理想，以礼义纲常为教化内容。战

国时期的大儒荀子主张强化君权，但他同时也重视

人民的力量。“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

舟。’”［１１］汉代儒学则赋予君主以绝对的权威，“阳

尊孔子而阴变其质，以护帝制”［１０］（Ｐ８６）。在原始儒家

看来，君臣、父子之间的责任和义务都是双向的：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７］（Ｐ１３６）国君首先必须像个国君、必须行

君道，然后才是臣子须行臣道、忠于职守。孟子云：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

信。”［７］（Ｐ２５９）而汉代君主专制的地位已经得到巩固，

儒生们因秦代焚书坑儒大都已经丧失了原始儒家的

操守，他们大都放弃了原始儒家的上述观念，国君的

绝对权威作为“阳尊阴卑”的天道被确认下来［１２］：

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

恶皆归于臣。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者，视地之事

天也；为人子者，视土之事火也，虽居中央，亦岁七十

二日之王，傅于火，以调和养长，然而弗名者，皆并功

于火，火得以盛，不敢与父分功，美孝之至也。是故

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地事天也，犹下

之事上也。

儒林之有识者如董仲舒等人也只能以建立“天

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学说寄托自己的教化理想，

对帝王进行委婉的警醒和规谏，希望帝王能够尊奉

天道。但是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天人合一”“天

人感应”思想对帝王的制约作用微乎其微，董仲舒

本人也曾因为把灾异之事与汉武帝比附而险些丧

命，他苦心孤诣杂糅道家、法家与阴阳五行学说而建

立的汉代儒学，主要也是为了钳制天下人思想、维护

帝制，其后儒学的教化内容便侧重于约束臣民的片

面（责任与义务不均衡）的“三纲五常”等礼义纲常。

宋代儒学家颇具怀疑精神，致力于研究形而下的性

命之学，然而他们所怀疑的只不过是汉唐以来的繁

琐章句，在对于“大道”的探求、宇宙产生过程的阐

释方面仍比附儒家纲常的传统。在这一点上，即使

是以“学问渊博、深思明辩”［１３］（Ｐ２５５）著称的南宋理学

宗师朱熹也不例外。朱熹继承北宋二程之说，又旁

糅佛、老，建立了完整的理学体系，“三纲五常”的教

化内容自然也是“天理”。他说：“未有这事，先有这

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

有父子之理。不成元无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

将道理入在里面。”［１４］朱熹在其代表性著作《四书

集注》里也对这种纲常思想进行了宣扬。如注《论

语·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

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

也”一章时，朱熹不仅引用马融“所因，谓三纲五常。

所损益，谓文质三统”之说，且明确界定了“三纲五

常”的内容［７］（Ｐ５９）：

愚按：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常，谓仁、义、礼、智、信。文质，谓夏尚忠，商尚质，

周尚文。三统，谓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地

统，周正建子为天统。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

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

不及之间，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见。则自今以往，

或有继周而王者，虽百世之远，所因所革，亦不过此，

岂但十世而已乎！

可见，朱熹的“天理”思想与礼义纲常思想是融

为一体的。那么，在此前提之下，他对“理”的探求

越是精深，汉宋儒学“三纲五常”的教化内容也就越

能得到加强。

其三，以黄宗羲、谭嗣同为代表的近世启蒙儒学

家，以民本、平等为教化理想，以开启民智为教化内

容。黄宗羲是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其儒学思想与传

统的汉宋儒学大相径庭。例如，他在论“臣道”时云：

“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

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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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也……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

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

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１５］（Ｐ４－５）

也就是说，在黄宗羲看来，出仕做官是为万民，非为国

君，所谓君臣之间的名分，只不过是因为有天下之事，

如果没有管理天下事的责任，那么就与国君一点关系

也没有。既然是天下之事把君臣联系在一起的，那么

君臣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师友之间的平等关系。黄

宗羲所著的《原君》《原臣》，从君、臣最初的产生说明

了君臣的政治地位应是平等的，而百姓才是社会之根

本，是君、臣共同的服务对象。晚清谭嗣同完全继承

了黄宗羲的民本学说，他说：“君，末也；民，本也。天

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

哉？”［１６］（Ｐ７３）对于封建专制之君以及深受礼教纲常束

缚之愚民，他常常大加针砭，例如［１６］（Ｐ８６）：

尤可愤者，己（国君）则渎乱夫妇之伦，妃御多

至不可计，而偏喜绝人之夫妇，如所谓割势之阉寺与

幽闭之宫人，其残暴无人理，虽禽兽不逮焉。而工于

献媚者，又曲为广嗣续之说，以文其恶。然则阉寺宫

人之嗣续，固当殄绝之耶？且广嗣续之说，施于常人

且犹不可矣。中国百务不讲，无以养，无以教，独于

嗣续，自长老以至弱幼，自都邑以至村僻，莫不视为

绝重大之事，急急以图之，何其惑也？徒泥于体魄，

而不知有灵魂，其愚而惑，势必至此。向使伊古以

来，人人皆有嗣续，地球上早无容人之地矣，而何以

为存耶？又况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徒广独夫民贱之

嗣续，复奚为也？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

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己故也。

谭嗣同声讨封建专制，融贯儒释道三教，汇通哲

学与现代科学，鲜明地体现了近世启蒙儒学以民为

本、实现自由平等的教化理想，以及开启民智的教化

内容。

　　三、对当代的启示

鉴古知今，我们概括儒学的基本性质、扒梳不同

历史时期儒学主要流派的具体教化功能，这对于当

代社会具有重要启示：其一，既然儒学实质上是一种

教化之学，内含着提倡仁德、教人向善的价值功能，

那么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

儒学就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其二，因为受制于社会、

时代的诸多因素，历史上儒学的教化功能并不尽相

同，其在教化理想、教化内容等方面差异颇大，故此

我们必须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传统儒学，吸取其合理

内核，摒弃其糟粕。其三，继承华夏文明，弘扬儒学，

必须兼收并蓄，站在时代的前沿。从儒学的产生到

它的每一次变革，无不都是博学达人苦心孤诣汲取

先进文化并加以融会贯通的结果。例如，春秋时期，

孔子集众圣之大成始创儒学，他不仅精通尧、舜以至

文、武时期的各种政教载籍，且深研《易》道至韦编

三绝；西汉董仲舒以先秦儒学为核心，又杂糅阴阳五

行及道、法诸家学说，为汉宋儒学打下了根基；宋代

朱熹继承北宋诸儒，又糅合佛、老，方建立起完整的

理学体系；晚清谭嗣同幼年勤奋，博览群经，成年后

又广泛地阅读了大量佛学、西学著作，才沟通中西，

融贯哲学、现代科学以著《仁学》。从某种意义上

说，正是各个时代的文化巨人殚精竭虑融汇众说才

成就了历史上儒学的辉煌。未来儒学的发展自然也

不会例外，儒学还会崛起，崛起后的新儒学必然是融

贯当代中外先进文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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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２０１０－０１－２５（１２）．

［４］　邓新文．论儒学的性质［Ｊ］．浙江学刊，２００３（５）：４４．
［５］　〔汉〕班固．汉书［Ｍ］．〔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９７：１７２８．
［６］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Ｍ］．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３４．
［７］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８］　罗祖基．论孟子思想及其儒学的异端性质［Ｊ］．青海社

会科学，１９９２（２）：６．
［９］　〔汉〕载德，德圣．礼记［Ｍ］．李慧玲，吕友仁，注译．郑

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０］熊十力．原外王［Ｃ］／／原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６．
［１１］〔战国〕荀况．荀子［Ｍ］．安继民，注译．郑州：中州古籍

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１０．
［１２］曾振宇，傅永聚．春秋繁露新注［Ｍ］．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１０：２３２．
［１３］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Ｍ］．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２００４：２５５．
［１４］〔宋〕朱熹．朱子全书［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３２０４．
［１５］〔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１６］谭嗣同．仁学［Ｍ］．加润国，选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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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２０
［作者简介］程民生（１９５６—），男（回族），河南省开封市人，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宋史。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１８－０７

源于宋代开封的成语考
程民生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宋代开封是中国历史的一大亮点，人文荟萃，产生了一些成语。如“半部论语治天下”“大
事不糊涂”“开卷有益”“拂须（溜须）”“玉粒桂薪”“孤注一掷”“一网打尽”“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出人头地”“一笔勾销”“人微言轻”“坚忍不拔”“异端邪说”“德高望重”“叫苦不迭”“绿肥红瘦”

“不三不四”“直捣黄龙”等。这些成语有帝王将相特点、政治特点、都市市井特点，归结起来凝聚成

一大特点，即宋代首都的汴京特点。

［关键词］宋代；开封；成语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７；Ｈ１３６．３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４

　　成语是自古至今不断生成、长期沿用的词组或
短句。其作为语言的精华、历史的缩影、文明的积

淀、智慧的浓缩，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蕴含着深

刻的道理。成语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语汇，而且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教育民众，以及对民族思

想、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开封作为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产生了许

多成语，其中有２次高峰期。第一次是先秦时期，尤
其以战国魏国都城大梁时期为代表，出现了“杞人

忧天”“围魏救赵”“五十步笑百步”“三人成虎”“惊

弓之鸟”“抱薪救火”等脍炙人口的成语；第二次是

开封的盛世期———作为宋代首都的汴京时期，所产

生的成语更多、内容更丰富。

我国历史悠久，文明昌盛，成语极为丰富，约有

五万余条，可谓浩如烟海。近年有文人学者从地方

文化角度撰文、著书挖掘收集开封成语，取得不少成

果，但究竟哪些成语出自开封？由于旨趣意向和标

准不同，从这些著作中还难以明确。即使重在溯源

的《词源》，也未必都能探寻到成语真正的源头。如

“浅斟低唱”一词，《词源》所引为宋代柳永《鹤冲

天》：“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 斟 低

唱”［１］（Ｐ１８２５）。一些论著遂将其作为出自开封的成

语。其实，最早用此成语的是距柳永４０余年前的南
唐后主李煜，出自金陵（今江苏南京）。五代宋初的

陶谷有记载：“李煜在国，微行娼家，遇一僧张席，煜

遂为不速之客。僧酒令讴吟吹弹，莫不高了，见煜明

俊酝藉，契合相爱重。煜乘醉大书右壁曰：‘浅斟低

唱，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传持风流教法。’”［２］

可见，“浅斟低唱”的源头与开封并无关系。柳永

《鹤冲天》虽作于开封，但属于沿用，非其首创。又

如“不堪回首”，《中华成语大词典》［３］《汉语成语大

辞典》［４］等均引李煜在开封囚禁时所作的词《虞美

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实

际上早在唐朝就有此语，唐中期戴叔伦的《哭朱放》

就写道，“最是不堪回首处，九泉烟冷树苍苍”［５］。

判断是否是出自宋都开封的成语，需要严格遵

循４个学术标准：首先，必须是发生在宋代开封的，
其作者、事主当时在开封，或者其事其人与开封有直

接关系；其次，必须是历史文献中首次出现的；第三，

必须是至今常用的，仅古人使用、未能流传至今或现

代很少用（也即作用不大）的应排除；第四，仅是典

故不能通用的应排除（如“杯酒释兵权”），必须是

“所指多为确定的转意”［６］。照此标准筛选，可找出

真正源于宋代开封的成语。现列举如下，并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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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源》《中华成语大词典》《汉语成语大辞典》《成

语源流大词典》［７］相佐证，以及示意其流传程度。

　　一、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论语）

“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论语）”出自宋太宗时

的宰相赵普。罗大经［８］记载：

杜少陵诗云：“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

商贾。”盖以《论语》为儿童之书也。赵普再相，人言

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盖亦少陵之说也。太

宗尝以此论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

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

下致太平。”普之相业，固未能无愧于《论语》，而其

言则天下之至言也。

从杜甫的诗句可知，至少自唐代以来，儒家的

《论语》就成为小学教科书，也即属于初级读物，并

非多么高深的经典。赵普学究出身，文化有限，基本

限于《论语》的水平，对宋太宗的质问也不回避，反

而自豪地说出了这句千古名言，遂为成语。正史本

传载其本事道：“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

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

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

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９］（Ｐ８９４０）可见，赵普

专注于《论语》研究，《论语》是其治理天下的理论基

础。后世用“半部论语治天下”来强调学习儒家经

典的重要，泛指掌握一种经典理论的基本精髓便可

指导工作。

《词源》（第４１５页）、《中华成语大词典》（第２６
页）、《汉语成语大辞典》（第３７页）、《成语源流大词
典》（第２７页）均收“半部论语”，并选用该史料。严
格追究起来，“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最早见于南

宋，宋初当时并无可信的史料来佐证，但成语不同史

实，既然后代史料指明出自宋太宗时期的宰相赵普，

从文化方面应当认可。

　　二、开卷有益

“开卷有益”这一成语出自宋太宗。王辟之［１０］

记载：

太宗锐意文史，太平兴国中，诏李窻、扈蒙、徐

铉、张洎等，门类群书为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

又诏窻等撰集野史为《太平广记》五百卷，类选前代

文章为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太宗日阅《御览》三

卷，因事有阙，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

以为劳也。”

宋太宗推行崇文政策，是宋初三大类书《太平

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的策划人和命名者，

也是其热心读者。万机之暇，坚持日阅三卷，认为读

书有益处。

《词源》（第３２４０页）、《中华成语大词典》（第
４５９页）、《汉语成语大辞典》（第５６３页）、《成语源
流大词典》（５７０～５７１页）收此条，并选用该史料。
需要说明的是，此前有类似提法。如晋朝陶潜云：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１１］二者意思基本相同，但作为成语传世并广泛应用

的是“开卷有益”。

　　三、大事不糊涂

“大事不糊涂”这一成语也出自宋太宗。《宋

史》［９］（Ｐ９５１４－Ｐ９５１５）记载：

太宗欲相端，或曰：“端为人胡涂。”太宗曰：“端

小事胡涂，大事不胡涂。”决意相之。

吕端，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人，出生于官宦

家庭，为人宽厚，善交朋友，轻财好施。此事见于至

道元年（９９５）四月：
夏四月癸未，吏部尚书、平章事吕蒙正罢为右仆

射，参知政事吕端为户部侍郎、平章事。……又谓端

曰：“庙堂之上，固无虚授，但能进贤退不肖，便为称

职矣，卿宜勉之。”先是，上作《钓鱼诗》，断章云：“欲

饵金钩深未达，銵溪须问钓鱼人。”意以属端也。后

数日，遂罢蒙正而相端。端历官仅四十年，至是骤被

奖遇，上常恨任用之晚。为相持重，识大体，以清静

简易为务。［１２］（Ｐ８１０－Ｐ８１１）

宋太宗任命吕端为相，看中的是他稳重识大体，

善于断大事，明确交代只要他能够按德才标准选拔、

罢黜官员就是称职。宋太宗认为为官并不需要事必

躬亲，被琐碎俗务羁绊，但在大是大非面前须保持清

醒的头脑。

《词源》（第 ６８２页）、《汉语成语大辞典》（第
１９８页）收此条，并选用该史料。

　　四、玉粒桂薪

“玉粒桂薪”这一成语出自刚到开封的著名文

人王禹翶，其《陈情表》［１３］言：

伏念臣近自冗员，再叨谏署。秋兰解佩，重呼泽

畔之魂；红药裁诗，不望禁中之树。固当老于小谏，

日赴常参。其如亲寄解梁，身趣魏阙。四海无立锥

之地，一家有悬磬之忧。以至仆马龙钟，杂于工祝；

弟兄分散，迫于饥寒。若非内受职名，赐之实俸；外

求差使，以救食贫，则曷以养高堂垂白之亲，备上国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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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金之费？望云就日，非无恋阙之心；玉粒桂薪，未

有住京之计。伏望尊号皇帝陛下，念臣过而能改，进

不因人，或西垣再命于演纶，或东鲁且令于承乏。唯

中外之二任，系君亲之一言。干冒宸严，臣无任覼越

兢忧、悃?待罪之至。

淳化四年（９９３）八月，朝廷召被贬为解州团练
副使的王禹翶回开封，任直昭文馆。刚从贬谪地回

朝，原本欢欣鼓舞，但汴京昂贵的物价让宦囊羞涩的

王禹翶难以应付，因而向皇帝上表求情。在他看来，

汴京的米粒像玉一样、柴像桂枝一样珍贵。所以他

虽然贪恋汴京繁华，但实在无法居住。宋制中央政

府官员俸禄低，地方官员俸禄高，王禹翶不久便“丐

外郡以便奉养，得知单州，赐钱三十万”［９］（Ｐ９７９４）。

可见皇帝知道他经济贫困，照顾他担任俸禄高的地

方官，还特意“赐钱三十万”予以救济，以示恩惠。

另外，史书记载，在前一年即淳化三年的科举考

试中，有来自邻国高丽的宾贡进士数人参加，宋太宗

赐其及第，并授以官，遣还本国。淳化四年，派陈靖

等出使高丽，回国时带来高丽国王的谢表：“学生王

彬、崔罕等入朝习业，蒙恩并赐及第，授将仕郎、守秘

书省校书郎，仍放归本国。……彬、罕等幼从匏系，

嗟混迹于夷；不惮蓬飘，早宾王于天邑。袍短

褐，玉粒桂薪，堪忧食贫，若为卒岁。皇帝陛下天慈

照毓，海量优容，丰其馆谷之资，勖以艺文之业。去

岁高悬轩鉴，大选鲁儒，彬、罕接武泽宫，敢萌心于中

鹄；滥巾英域，空有志于羡鱼。……玄造曲成，鸿恩

莫报，臣不胜感天戴圣之至。”［９］（Ｐ１４０３９－Ｐ１４０４１）谢表中

提到：高丽留学生在开封这个“玉粒桂薪”的地方求

学应试期间，原本生活艰苦，但幸亏有皇帝的恩惠，

使之衣食无忧，以至于进士及第。这一文章虽然来

自海外，该词却是针对开封。北宋开封作为历史上

首座变封闭为开放、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国际大都

会，“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

易……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１４］。物

价高昂，居大不易，用“玉粒桂薪”表明当时开封生

活费用之高，自在情理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前代已有类似词语，《战国策·

楚策三》有“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的说法，是

该成语的原始状态。就现存的文字资料而言，作为

成语“玉粒桂薪”首先出自宋太宗时期的开封。《词

源》（第２０４２页）收此条，出处即引自王禹翶的《陈
情表》。

　　五、拂须（溜须）

出自宋真宗时的宰相寇准：

一日会食政事堂，
!

沥准须，谓起以袖徐拂之。

准正色曰：“公忝国大臣，乃曲躬为官长拂须耶？”谓

大愧。［１５］

宋真宗天禧年间政事堂举行宴会时，宰相寇准

的胡须沾上了汤汁，一直小心翼翼追随寇准的副宰

相即参知政事丁谓，忙上前用自己的袖子给他擦去。

哪知耿直的寇准非但不领情，反而批评他身为大臣

不该降低身份为长官溜须。丁谓恼羞成怒，自此怀

恨在心，最终将寇准排挤出朝廷。“拂须”后作“溜

须”，并与“拍马屁”组合成成语“溜须拍马”。

《词源》（第１２３５页）收“拂须”条即引此。

　　六、孤注（孤注一掷）

该词最早出自开封皇宫中的参知政事王钦若。

李焘［１２］（Ｐ１３８９）记载：

契丹既和，朝廷无事，寇准颇矜其功，虽上亦以

此待准极厚，王钦若深害之。一日会朝，准先退，上

目送准，钦若因进曰：“陛下敬畏寇准，为其有社稷

功耶？”上曰：“然。”钦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

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上

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虽春秋时小国

犹耻之，今以万乘之贵而为澶渊之举，是盟于城下

也，其何耻如之！”上愀然不能答。初，议亲征未决，

或以问准，准曰：“直有热血相泼耳。”于是，谮者谓

准无爱君之心，且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

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

危矣。”由是，上顾准稍衰。

“澶渊之役”后，宋真宗对功勋卓著的宰相寇准

的待遇很优厚。参知政事王钦若十分嫉妒，将寇准

逼皇帝亲征比作孤注一掷式的赌博，是以皇帝的性

命侥幸成功。宋真宗听信此谗言，自此冷落寇准，不

久即将寇准贬出朝廷。据此，后世概括“孤注一

掷”。元人张宪《澶渊行》，“亲征雄谋出独断，孤注

一掷先得枭”。［１６］后世用此成语泛指在绝境时不惜

拿出全部力量作最后一搏，力图挽回失败或困难的

局面。

《词源》收“孤注”并引此事为源（第 ７８８页），
《成语源流大词典》（第３６８页）收“孤注一掷”并用
此典。

　　七、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出自在开封担任馆阁

校勘的欧阳修，其《与
!

司谏书》言［１７］（Ｐ９９０）：

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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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

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

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

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

景三年（１０３６），范仲淹呼吁改革，冒犯了宰
相吕夷简，被贬饶州（今江西鄱阳）。当时很多官员

上书宋仁宗为范仲淹鸣冤，唯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

淹该贬。馆阁校勘欧阳修挺身而出，愤怒写信谴责

高若讷谄媚卑鄙，身为谏官却不主持公道，反而落井

下石，直斥他不知道人间有羞耻这回事。高若讷一

怒将其信举报给皇帝，致使朝廷把欧阳修逐出京城，

降职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９］（Ｐ１０３７５－Ｐ１０３７６）

《汉语成语大辞典》（第９６页）、《成语源流大词
典》（第１０９页）收此条并用此典，简化为“不知人间
有羞耻事”。

　　八、一笔勾销

“一笔勾销”出自在开封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

史书记载［１８］：

公为参政，与韩、富二枢并命，锐意天下之事。

患诸路监司不才，更用杜杞、张温之辈。公取班簿，

视不才监司，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

富公素以丈事公，谓公曰：“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

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

罢之。

宋仁宗庆历三年（１０４３），范仲淹与韩琦、富弼
等推行新政，因担心地方各路监司不能切实监督实

施新政，所以范仲淹先在官员名册上一笔笔勾销不

得力的地方官姓名，换上能干的官员。枢密副使富

弼于心不忍，说您这一笔下去很轻松，可是会使他们

一家人痛哭的！范仲淹毫不妥协地说：“一家哭与

一路受害人都哭相比算什么？”后世作“一笔勾销”，

用来比喻把一切完全取消或再也不提往事。

《中华成语大词典》（第１０１６页）、《成语源流大
词典》（第１１７９～１１８０页）收此条并用此典。

　　九、一网打尽

“一网打尽”出自在开封担任御史的刘元瑜。

张师正［１９］记载：

苏舜钦监进奏院，因十月余赛神会，馆中同列御

史刘元瑜弹击下狱，坐监主自盗削籍，同会者皆至

斥。刘谓时相曰：“与相公一网打尽。”

庆历四年（１０４４），范仲淹、杜衍等人延揽人才，
实行新法。苏舜钦是杜衍的女婿，被范仲淹推荐为

集贤殿校理、监进奏院。御史中丞王拱辰等反对政治

改革。时值进奏院祀神，苏舜钦按照惯例，用所拆奏

封的废纸换钱置酒饮宴。王拱辰与御史刘元瑜诬奏

苏舜钦监守自盗，借以打击范、杜。苏舜钦被削籍为

民，与会的名士十余人同时被贬逐。“时相”指的是

贾昌朝，刘元瑜替他打击一批不服从他的朝廷官员，

以示讨好。刘元瑜“性贪，至窃贩禁物，亲与小人争

权，时论鄙之”“论者以元瑜为奸邪”［９］（Ｐ１００７２），品行不

端。“一网打尽”遂被广泛应用流传，比喻一个不漏

地全部抓住或彻底肃清。

《词源》（第 １５页）、《中华成语大词典》（第
１０４１页）、《汉语成语大辞典》（第１２６２页）、《成语
源流大词典》（第１２０１页）收此条并用此典。

　　十、出人头地

“出人头地”出自在开封担任权知贡举、翰林学

士的 欧 阳 修，他 在 给 著 名 文 人 梅 尧 臣 的 信

中说［１７］（Ｐ２４５９）：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

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

嘉二年（１０５７），朝廷任命翰林学士欧阳修为
权知贡举，主持当年的进士等科考。由于欧阳修打

破陈规，选拔有方，北宋政治界、思想界、文学界的代

表人物都于此崭露头角，使当年的科考成为文星灿

烂的一届非常成功的科举。苏轼即于该榜获中，选

拔者欧阳修在与梅尧臣的信中对苏轼大加赞赏，毫

不掩饰自己对年轻一代的推崇，表示要避开此人，让

其高出众人一头之地。后世作“出人头地”。元人

编《氏族大全》卷３有介绍苏轼此事的篇章，标题即
《出人头地》：“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嘉中，

欧公考试，见公文，语梅圣俞曰：老夫当避此人一

头地。”［２０］

《中华成语大词典》（第１４９页）、《成语源流大
词典》（第 １７４页）收此条并用此典。《词源》（第
３３６页）收“出一头地”但未做解释，仅言“见‘一头
地’”。“一头地”条（第１１页）引此，释义为“让他
高出一头”，下列“出人头地”所用却为明人陆采诗

句，所选应为典型材料而非原始材料。《汉语成语

大辞典》（第１５６页）收此条，但引用的也是明清时
期的材料。

　　十一、人微言轻

“人微言轻”出自在开封担任知谏院的范缜。

他向宋仁宗上书道［１２］（Ｐ４４３６－Ｐ４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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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近以都城大水及彗星谪见，为变非常，故乞速

定大计，以答天谴。阖门待罪，祈以死请。臣人微言

轻，固不足以动圣听，然所陈者，乃天之戒。陛下纵

不用臣之言，可不畏天之戒乎！

宋仁宗在位多年无子，也不愿过继子嗣立为太

子，身体又多病，因而群臣惶惶不可终日，但又不敢

言。嘉元年（１０５６），知谏院范缜冒死连连上书要
求皇帝尽快立嗣以防不测。原来的建议出自地位低

下的本人，言论主张不受重视，这次又抬出气象、天

象灾异以警示、督促宋仁宗。宋仁宗心生不快，后来

竟将其罢职。

《词源》（１６１页）、《汉语成语大辞典》（第 ８６０
页）收此条，但引自苏轼《上执政乞度牒赈济及因修

廨宇书》。《中华成语大词典》（第６８５页）、《成语源
流大词典》（第８６３页）收此条，先言《后汉书》有“身
轻言微”，又举苏轼《上执政乞度牒赈济及因修廨宇

书》有“人微言轻”，此为元年间苏轼在杭州时所

写，晚于范缜３０余年。

　　十二、坚忍不拔

“坚忍不拔”，出自在开封参加制科考试的苏

轼，他在应试文章中提到［２１］（Ｐ１０７）：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

拔之志。

宋仁宗嘉六年（１０６１），苏轼参加制科考试。
制科是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目的在于选拔各种特

殊人才，官员也可以参加。苏轼在一篇应试文章

《晁错论》中，首次使用“坚忍不拔”，用以形容意志

坚定，不可动摇。

《中华成语大词典》（第４０４页）、《汉语成语大
辞典》（第４９７页）、《成语源流大词典》（第４８８页）
收此条并用此典。

　　十三、异端邪说

“异端邪说”出自在开封担任殿中丞、直史馆、判

官告院的苏轼，他在给宋神宗的上书中言［２１］（Ｐ３０５）：

古之求治者，将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则欲致

刑，此又群臣误陛下也。臣知其说矣，是出于荀卿。

荀卿喜为异论，至以人性为恶，则其言治世刑重亦宜

矣。而说者又以为《书》称唐虞之隆，刑故无小，而

周之盛时，群饮者杀。臣请有以诘之。夏禹之时，大

辟二百，周公之时，大辟五百，岂可谓周治而禹乱耶？

秦为法及三族，汉除肉刑，岂可谓秦治而汉乱耶？致

之言极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将变今

之刑而用其极欤？天下几何其不叛也，徒闻其语而

惧者已众矣。臣不意异端邪说，惑误陛下至于如此。

熙宁三年（１０７０）科举殿试后，担任考官之一、
在集英殿负责编排举人试卷的苏轼，不满当时的舆

论导向和王安石变法，愤然以进士对御试策的形式

上书宋神宗，将鼓吹厉行法制的言论斥之为“异端

邪说”。

《成语源流大词典》（第１２２６页）收此条，并用
此典。《汉语成语大辞典》（第１２９０页）收此条，但
出处引的是清初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源头有误。

　　十四、德高望重

“德高望重”出自在开封任宰相的司马光，他在

《辞入对小殿札子》中说［２２］：

臣今月二日闻有圣旨，令臣不候参假，特放正

谢，仍权免赴前后殿起居。许乘轿子三日一至都堂

聚议，或门下、尚书省治事。臣以恩礼太优，不敢辄

当，寻具札子辞免。今月四日又睹中书省录黄：“奉

圣旨：依前降指挥，不许辞免。仍令总门告示，许

肩舆至内东门外，令男康扶掖至小殿引对，特免起

居。令引见前一日闻奏。”如此则礼数愈重，尤不敢

当。臣窃惟富弼三世辅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想见

其人，故特制此礼，乃自古所无。顾臣何人，敢与

为比？

元元年（１０８６）五月，宰相司马光因病提出辞
呈，宋哲宗、实际上是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正仰仗他

推翻王安石变法，实行元更化，坚决不允，提出给

予他权免赴前后殿起居、许乘轿子三日一至都堂聚

议、或门下尚书省治事等礼遇。司马光认为这是宋

神宗优遇“德高望重”的三朝元老富弼的礼数，不敢

接受。富弼担任过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的宰

相，是皇帝倚重、百官仰慕、百姓爱戴的名臣，所以司

马光称赞他“德高望重”。

《中华成语大词典》（第２０２页）收此条，但未列
出上述史料，却说“也作德隆望重”，引《晋书》中“德

隆望重”的资料为出处。《汉语成语大辞典》（第

２２１页）收此条，引用的出处却是明朝归有光的《上
总制书》。《成语源流大词典》（第２３３页）收此条，
先引用南宋僧祖的《僧宝正续传》，后引用明朝归

有光的《上总制书》。这些工具书收录“德高望重”

成语时，均未指明最早出处，似不妥。

　　十五、叫苦不迭

“叫苦不迭”出自在开封皇宫宋徽宗梦境［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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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觉）言道：‘陛下看看遭囚被虏，由自信邪

臣向此行踏。你也恋不得皇宫内苑，宠不得皓齿朱

颜，虐不得万邦黎庶。有分离乡背井，向五国城忍寒

受饿！’言讫，用手扯住天子衣，望天门，与一推。林

灵素叫苦不迭。把天子推下九天来！不知天子性命

如何？金风未动蝉先觉，暗送无常死不知。徽宗叫

苦不迭，向外榻上忽然惊觉来，吓得浑身冷汗。

宋代话本小说在描写宋徽宗梦见自己被从天上

推下时２次连用“叫苦不迭”，均形容连声叫苦。
《中华成语大词典》（第４１７页）收此条并用此

典。《汉语成语大辞典》（第５１２页）收此条，引用的
出处却来自《水浒传》。《成语源流大词典》（第５０９
页）收此条，出处引用的是元代《前汉平话》与《水浒

传》，均非源头。

　　十六、绿肥红瘦

“绿肥红瘦”出自在开封居住的李清照，其《如

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言［２４］：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

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李清照，宋代京东路济州（今山东济南）人，出

身于士大夫家庭，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美誉。宋徽

宗建中靖国元年（１１０１年），１８岁的李清照来到开
封与赵明诚成亲，２４岁离开。这首词是她在崇宁元
年（１１０２）三月作于开封府邸中。“绿肥红瘦”形容
暮春时节草木绿叶茂盛而花朵却渐萎凋稀少。此语

一出，举世惊艳：“‘绿肥红瘦’，此语甚新”［２５］；“当

时文士莫不击节称赏，未有能道之者”［２６］。

《词源》（第２４４８页）、《中华成语大词典》（第
５２３页）、《汉语成语大辞典》（第６４０页）收此条并
用此典。

　　十七、不三不四

“不三不四”出自开封城外的《水浒传》人物鲁

智深［２７］：

话说那酸枣门外三二十个泼皮破落户中间，有

两个为头的，一个叫做过街老鼠张三，一个叫做青草

蛇李四。这两个为头接将来，智深也却好去粪窖边，

看见这伙人都不走动，只立在窖边，齐道：“俺特来

与和尚作庆。”智深道：“你们既是邻舍街坊，都来廨

宇里坐地。”张三、李四便拜在地上，不肯起来，只指

望和尚来扶他，便要动手。智深见了，心里早疑忌

道：“这伙人不三不四，又不肯近前来，莫不要扌颠

洒家？”

鲁智深来到开封大相国寺后，被安排管理位于

郊外的菜园。附近有一群地痞想设计给新来的鲁智

深一个下马威。不料鲁智深江湖经验丰富，看穿了

这伙人的阴谋，反将其制伏。“不三不四”一般解释

为：“不正派，犹言不伦不类。”［１］（Ｐ７５）似欠确切，至

少意犹未尽。从词义上考究，何为“不三”？何为

“不四”？历史上有佛教的解释，有道家的解释，多

嫌牵强。唯明末《切要事类便览》解释为：“非儒释

道为不三，非士农工商为不四。”［２８］此说虽有学究

气，倒切合实际，强调的是不务正业。“不三不四”

形容无正业、不正派、流里流气。东京开封盛产“泼

皮破落户”，被杨志在州桥砍杀的牛二是其典型

代表。

《词源》（第７５页）、《中华成语大词典》（第８８
页）、《汉语成语大辞典》（第 ９４页）收此条并用此
典。《成语源流大词典》（第９９页）收此条，所引却
是清人文字。

　　十八、直捣黄龙

“直捣黄龙”出自在开封朱仙镇的岳飞。《宋

史》［９］（Ｐ１１３９０－Ｐ１１３９１）记载：

飞进军朱仙镇，距汴京四十五里，与兀术对垒而

阵，遣骁将以背嵬骑五百奋击，大破之，兀术遁还汴

京。……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飞大喜，语

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

绍兴十年（１１４０），岳飞挥师北上，连战连捷，部
队直抵开封城南 ４５里的朱仙镇，还有不少金军投
降。岳飞欢欣鼓舞，对部下发出了要一直打到金人

老巢黄龙府的命令。后世作“直捣黄龙”或“痛饮黄

龙”，比喻摧毁敌方的根据地。

《汉语成语大辞典》（第 １３７５页）收此条以及
“痛饮黄龙”（第１０４６页），并用此典。《中华成语大
词典》（第１１５３—１１５４页）、《成语源流大词典》（第
１３０３页）收此条并用此典。

　　十九、结语

成语溯源是件非常有意义的学术研究，有利于

传统文化的探源和了解其变化脉络，找到源头，就能

了解其本义以及产生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以上１８
条出自北宋开封的成语，有的是原始状态的，如“拂

须”，有的是对前代词语的概括，如“玉粒桂薪”；其

中多属典故形态者，如“大事不糊涂”“半部论语治

天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直捣黄龙”等，可以

确定它们都源自开封，多非典型的四字成语；也有前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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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已有雏形，至宋代开封完善成型者，如“德高望

重”“人微言轻”等；其余词语组合的成语，只能说是

最早发现出自于宋代开封，但不敢言必。另外一点

可以肯定的是，还有其他出自北宋开封的成语尚未

发现，更俟详考。例如我国成语有不少是出自曾长

期在开封居住的著名文学家的精彩词句，如欧阳修、

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黄庭坚等，他们创作了大

量作品，如能确认包含某成语的文章创作时间正是

其在开封任职、求学期间，按本文的标准便可认定。

这些源于宋代开封的成语有３个特点：一是帝
王将相特点，如宋太宗的“开卷有益”，宰相赵普的

“半部论语治天下”，宰相吕端的“大事不糊涂”，宰

相富弼的“德高望重”，杰出人才应“坚忍不拔”等；

二是政治特点，如丁谓为寇准“拂须”，王钦若谗言

寇准胁迫宋真宗签订“澶渊之盟”是“孤注一掷”，御

史刘元瑜为讨好宰相将异议者“一网打尽”，欧阳修

痛斥高若纳“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欧阳修要让苏

轼“出人头地”，范仲淹将庸官“一笔勾销”，苏轼斥

责王安石变法期间的“异端邪说”等；三是都市市井

特点，如形容京城物价昂贵的“玉粒桂薪”、多有“不

三不四”的泼皮等。这些特点归结起来凝聚成一大

特点，即宋代首都的汴京特点，换言之，多数成语只

有在汴京才可能产生。这是宋代开封对中国历史文

化和汉语言的又一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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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对河南省的启示

徐珊珊

（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传统的保护方式和陈旧
的发展理念妨碍着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的顺利推进，其现状不容乐观。目前河

南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政府投入力度不够，对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

不力，政府和民众的参与意识均较淡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方面，韩国一直走在世界前

列，其成功的经验在于：完善法律法规制度，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政府调

动各方力量，大力资助传承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有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商业、旅游

业结合，加强宣传。汲取韩国的成功经验，结合河南省实际情况，河南省非物质文化保护与开发应

采取的对策是：建立完善的法律机制，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提高全社会的保护与开发意识。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法律机制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５

　　河南省文化历史悠久，传统特色鲜明，艺术形式
多样。如何利用好、利用活这些资源决定着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工作能否顺利进行并

取得成效。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方面，韩国一直

走在世界的前列。众所周知，韩国是与我国一衣带

水的邻国，韩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极为相似，韩国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

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目前，学术界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

开发的研究大多数都是整体性、综合性的研究，如田

冰［１］针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现状进行

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而借鉴国外

成功经验，改善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的相关

研究目前还稍显不足。本文拟在对河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借鉴韩国的

成功经验，针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的缺失和不足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以

期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提供借鉴

和参考。

　　一、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

开发工作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７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出台了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随后，世界范围内掀

起了一场保护与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河南

省作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大省，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发动
并实施了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２００５年 ８月 １
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正式启动；２００６
年１２月，河南省出台了《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申报评定实施意见》，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及

措施［１］；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河南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并于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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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该条例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内

容、方针原则、保护措施、工作规范等都做了明确规

定，成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程中的一个

重要里程碑。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和数量在全国名

列前茅。自２００５年以来，河南省开始启动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的申报和评审工作，在

国务院批准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河南省有９５个项目跻身其中，占全国推荐名录的
７．８％，其中包括豫剧、少林功夫、太极拳、关公信俗、
钧瓷烧制技艺等项目，涉及戏剧、武术、民俗等多个

领域。［２］河南省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后，

建立起了系统的保护与开发机制，同时还加强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

究基地、传习所、展示馆等，举办了各类大型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演活动，以提升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与传承意识。应该说，河南省在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与开发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高速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

空间逐步缩小，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是

一个挑战。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仍处于萎靡不振甚至濒危的境地，仍然采用传统

的、旧式的保护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情况比较

严重，现状不容乐观。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与开发工作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政府投入力度不够
要有效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

作，政府必须出台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尽管相关

法规条例已经开始实施，国家与河南省人民政府也

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财政上做了一定程度的投

入，但由于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数量

庞大、较为分散，目前的投入还是远远不够的。２０１１
年６月１日开始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主要
规范了政府和行政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

的职责，而对传承人的生活保障、资助标准及程序、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化等问题均缺乏相应规定，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亦明确。

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财力、人

力投入力度不够，影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顺

利发展。２００９年，河南省共获得中央财政非遗保护
专项资金５８０万元，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经费 ２９万
元，为陈式太极拳、宛梆等１５个国家级非遗项目的

传承和保护提供了资金支持；２０１０年，河南省共获
得中央财政非遗保护专项资金７９０万元，代表性传
承人扶持经费５２万元，为小相狮舞、钧瓷等１７个项
目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提供了资金支持，而河南省共

有９５项国家级非遗项目，６６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显然，获得国家资金支持的只是少数。［３］另

外，大量的普查、记录、整理、宣传等工作由于缺乏财

力、人力支持而无法正常开展，这也使河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２．对传承人保护与培养不力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载体与创造者，只有保护并培养好传承人

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稳健地传承下去。目前，一

方面，大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由于个人状

况、思想观念、物质条件等各种原因无法开展传承工

作，且得不到国家及政府的有力保护，导致不少民间

绝技濒临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不容乐观。

而且大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年事偏高，日

益老龄化，健康状况不佳，其发展创新的潜力不大。

据２００６年河南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委员会对
省内近３００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调查统计，
其平均年龄已达到 ６４岁，年龄最大的已经 １０９
岁。［４］另一方面，传承人收入较低，物质生活得不到

保障，开展传承活动有一定困难。此外，一些民间艺

术欠缺吸引年轻人的艺术魅力，年轻人对继承非物

质文化遗产态度冷漠，致使收徒困难、后继乏人。就

戏剧而言，据统计，目前河南省列入省级以上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稀有剧种就有２９个，其中国
家级项目１４个，省级项目１５个。根据河南省艺术
研究院２０１３年６月的调查，结合河南省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目前河南省至少存在 ３６个稀有剧
种。当前河南全省１５１个国有剧团中，稀有剧种国
有剧团仅占２２个，比１９８３年统计时减少了１１个，
成为名副其实的“省内第一团”，如道情、宛梆、蒲剧

等剧种国有专业剧团均只剩１个。［５］

３．政府和民众参与意识淡薄
十二五期间河南省将扶持建设３００个特色鲜明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展示馆。［６］河南省文化厅先

后４次公布命名了３６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
所、３１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１０个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１４个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传承基地。虽然保护机构已建

成，但是由于政府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不到位，民众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意识依旧淡薄、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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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地方政府没有真正从思想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与开发工作，而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

报工作看做一种政绩和经济利益，只重视申遗结果，

不关心保护工作，以致申报成功后便放松了对此项

工作的管理，忽视地方文化的发展。在时代快速发

展、人民生活方式急剧转变的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技艺与文化不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与物质需求，

民众缺乏积极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二、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

发工作的发展现状与成功经验

　　１９６０年代，韩国传统文化受到工业现代化的强
烈冲击后，国家开始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工作。为了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舆论监督体系，

确保各项相关制度的公平与公正，国家制定了一系

列保护政策、奖惩办法。１９６２年，韩国颁布了《韩国
文化财保护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可

靠的法律保障。“文化财”相当于汉语的文化遗

产。［７］１９６４年，韩国提出了“人间国宝计划”，不仅授
予重要的无形文化财传承者及团体“人间国宝”的

称号，还对他们应有的责任与义务进行了明确。从

此，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朝规范

化方向发展。

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十分丰富，半个多

世纪，韩国已经公布了１００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单。到目前为止，韩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收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有１６项，包括宫廷宗庙祭祀礼乐（２００１年５月）、
板索里史诗说唱（２００３年１１月）、江陵端午祭（２００５
年１１月）、羌羌水越来（２００９年９月）、男寺党表演／
绳索舞（２００９年９月）、灵山斋（２００９年９月）、济州七
头堂灵登巫法（２００９年９月）、处容舞（２００９年９月）、
传统歌曲（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大木匠（２０１０年１１月）、鹰
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与阿联酋、蒙古、法国等１０国共同被
收录）、走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跤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韩
山夏布织造（２０１１年１１月）、阿里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和制作越冬泡菜文化（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８］

韩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度比较高，

中央和地方政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的生

产化及商品化相结合，制定相关制度和措施，并正确

引导本国人民积极参与保护活动。这些举措不仅顺

应了时代发展，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传保护与开发注

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与开发的发展情况使世界各地对自身的文化遗产价

值都有了全新的理解，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

开发的认识也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韩国在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方面所取得的如下成功经

验，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１．完善法律法规制度，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制度经过６个
阶段的发展而不断趋于完善：第一阶段是法律制度

建立准备期（１９４５—１９６１）；第二阶段是项目制定制
度的成立和启蒙教育活动期（１９６２—１９６９）；第三阶
段是保有者认定制度的成立与推进期（１９７０—
１９８２）；第四阶段是传授教育制度的成立和普及期
（１９８３—１９８９）；第五阶段是传承环境的变化和管理
制度的改善期（１９９０—１９９９）；第六阶段是项目制定
及保有者认定的扩充期（１９９９—２００１）。［９］经过 ４０
多年的发展，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

体系和规章制度不断得到补充、修订和完善。《文

化财保护法》到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７日为止共修订了２２
次，《文化财保护法试行令》从制定试行到２００４年３
月１７日止共修订了２９次，《文化财保护法实行规
则》从制定到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４日止共修订了２６次。
可见，韩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的高

度重视。

韩国除了不断完善相关的法规制度外，还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确立、审查和监督严格把关。首先，

成立了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们要对

提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严格的论证和实地

调研，提交调研报告，经过商议最终确立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被确立的名录还要公示１年，听取社会
各方意见，得到广泛认同后，最终才能被确定为国家

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次，调查委员会要对有损

文化遗产的举动和行为进行监督、举报、揭发、曝光，

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工作顺利进行。

２．调动各方力量，大力资助传承人，确保非物质
文化遗产后继有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顺利进行不仅需要政府

的大力支持，更需要民众的积极参与。在韩国，在艺

术表演领域方面拥有非凡的表演才能和技艺的人被

称为“人间国宝”，政府会对他们明确一定的责任和

义务，并在财政上给予大力支持。那些能够培养出

大师级人才的艺人，因为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国

家不仅会给他们发薪水，还会给他们划拨一定的研

究经费和培养费用。优秀的弟子或学生也会得到国

家的资助。韩国实行“金字塔式”的文化传承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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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顺利传承。而且韩国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会得到政府给予的用于钻研

技艺和提高技能的全部经费，以及每人每月一定的

生活补助和医疗费，确保衣食无忧。［１１］另外，韩国传

统活动中都有民俗学者的积极加入，这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智力保障。例如“江陵端

午祭”的成功申报得益于韩国民俗学者的大力支

持。１９６０年初，第一个关注此项民俗活动的韩国民
俗学会前会长任东权向政府提出建议，得到了韩国

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江陵端午祭”备受瞩

目。在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参与下，韩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商业、旅游业结合，
加强宣传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中，韩国除

了有效地实施政府推动和大力向民众宣传教育外，

在民俗文化与商业合作方面也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

绩。商人们早已将目光投到这块商机无限的领域，

他们积极开发被定为“韩国文化财”和“无形文化

财”的项目，如传统假面、传统服装、传统玩偶和传

统特色书刊，把它们做成商品投入市场进行销售。

在韩国的地铁站和汽车站的宣传栏中、在异国游客

服务中心，在韩国产的烟酒、食品等包装盒上，韩国

非物质文化财无处不在，让外国游客尽可能地体会

到韩国传统文化的气息。韩国不仅通过广告宣传本

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常在各百货商场、酒店宾

馆、广场、机场免税店等外国人聚集的地方进行表演

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

另外，韩国对观光旅游业的发展十分重视，他们

注意到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旅

游资源。韩国人把有声有色、受欢迎的民俗村活动

打造成具有吸引力的旅游胜地。在民俗村内，可以

看到李朝时期先民们的衣食住行、建筑景观和祭祀

活动。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吸引了国内外游人驻足

参观。利用这些既有内涵又有内容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不仅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还可以通过观光旅

游业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从而达到

互惠互利、双赢的目的。

　　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

开发的对策建议

　　１．建立完善的法律机制
经过４０多年反复修订，韩国才制定出如今比较

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相关法律规

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工作是需要全社

会各个方面全力配合的一项系统工程，政府部门首

先要起到表率作用，应借鉴韩国非物质文化保护与

开发的成功经验，认真学习其法律体系，扬长避短，

结合河南省的实际情况，建立协调有效的、具体全面

的法律机制。如针对传承人老龄化、传承人物质生

活窘困、民众参与意识淡薄等问题，应扩大项目传承

人队伍、加大传承人生活补助力度、建立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与开发的专家咨询机制、检查监督制度等。

通过政府、民众、专家各方面的共同协作，逐步建立

比较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法律机

制，形成良好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氛围，使

河南省珍贵、濒危、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

２．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
对于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该坚

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１０］

的指导方针。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顺利继承下去，

关键在于传承人，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

核心与基础，是重中之重。政府应该向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提供用于钻研技艺和提高技能的经费，

以及物质文化生活上的一定补助，确保他们衣食无

忧，使他们可以安心地进行传承工作。另外，应向传

承人提供必要的活动场所，使技艺能够得到充分地

展示；对优秀的传承人应授予其荣誉称号和给予奖

励，以提高他们传承的积极性。

３．提高全社会的保护与开发意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于生产生活，是普通民众

的智慧结晶和情感表达，广大群众应该自主捍卫属

于自己的精神财富。因此，如何唤起和提高人们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意识，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与开发至关重要。河南省应该扩大建立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展示馆、生产性保护示范基

地、传承基地的范围，并在各地组建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民间组织和团体；应培养群众的非遗素养，组

织相关民俗学者对民众进行免费培训；政府应鼓励

地方企业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效应，实现企

业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双赢；政府可

举办各种民俗文化节和民俗博览会，给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一些巡演机会，并给予优秀表演者一定

金额的奖励及补助，以调动民众参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与开发的积极性。

　　四、结语

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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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韩国作为一个保护与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较为成功

的国家，汲取其先进经验和成功案例，不仅可以开阔

河南省的国际视野，促进与先进国家的学习交流，还

可以结合河南省的资源特色优势，实现经济建设和

文化建设相互促进，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践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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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以人为本思想溯源

马东景１，２

（１．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９；　　　　
２．安徽新华学院 大学生素质教育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８８）

［摘　要］以人为本理念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思想基础。追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以人为本思
想之源，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这一思想的真理性和科学性，确立我国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社会

治理的基础在于人民群众，社会治理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创新社会治理实践的关键在于民众参与。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以人为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它汲取了我国古代民本思想

的精华———民为邦本、立君为民，顺应民心、与民同乐，解民疾苦、富民为要；同时，这一思想主要是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理论基石之上，与毛泽东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价值取向，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

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

［关键词］社会治理创新；以人为本；民本思想；经典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中图分类号］Ｄ６１６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６

　　我国社会治理需要创新，而创新首先是理念的
创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

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充

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作

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也是我国创新社会治理

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理念，它博大精深、内涵深

刻。但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深刻理论基础

的。追溯社会治理之以人为本思想之源，理清其来

龙去脉，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这一思想的逻辑进程

和历史必然性，深刻理解其真理性和科学性。

社会治理之以人为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

积淀的结果，它汲取了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然

而今天它又是建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坚

实理论基石之上、与毛泽东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思想

一脉相承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

构成。惟其如此，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应确立以人

为本理念，要牢牢坚持社会治理的基础在于人民群

众、社会治理成果由人民所共享、创新社会治理的实

践关键在于民众参与的价值取向。

　　一、文化积淀：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

精华

　　我国古代社会治理之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周，历
经战国、汉唐，至宋明时期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形

态。可以说，社会治理之以人为本思想饱含着深厚

的中华民族文化底蕴，是中华传统文化长期积淀的

结果，是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积极扬弃的结果。笔

者认为，我国古代社会治理之民本思想的精华主要

体现为：民为邦本，立君为民；顺应民心，与民同乐；

解民疾苦，富民为要。

１．民为邦本，立君为民
早在西周时期，统治者就认识到治国之要是

“民本”和“仁民”，提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

本，本固邦宁”［１］的思想。儒家重民思想成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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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创始人孔子主张

“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礼记·哀公问》）。儒家

亚圣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２］。战

国末期思想家荀子的名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

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３］已成为我国历代明君

贤相治国安邦的警世通则，它深刻揭示了民众的伟

大作用，提醒统治者不要轻视民众的力量。汉初思

想家贾谊则说：“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闻

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

以为本。”［４］（Ｐ３３９、３３２）西汉皇族刘安曰：“食者，民之本

也。民者，国之本也。”“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５］

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

（《贞观政要·论务农》）。

２．顺应民心，与民同乐
孟子曾指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

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

上》）。“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

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主张为政者

要与民同好恶，与民同忧乐，并多次向当时的统治者

建议“与民偕乐”（《孟子·梁惠王上》）。管子曰：

“善为国者，顺民之意”，“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

所废在逆民心”［６］。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

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汉代王符提出：

“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

逆。”［７］（Ｐ１７）宋代杨万里则指出：“人之命在元气，国

之命在民心。”（《壬辰轮对第一札子》）明代陈以勤

提出“爱民实为人君之先务”（《皇明经世文编卷之

三百十》）。清初黄宗羲提出了“盖天下之治乱，不

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８］。清代唐甄则

指出“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爱民”（《潜

书·考功》）。可见，以上思想家都深刻认识到忧乐

天下、得失民心的重要性，警示统治者民心向背是治

乱兴衰的分水岭，对待民众要有开阔的胸襟。历代

贤君也深谙此道，如唐太宗就很注意笼络人心，经常

告诫官吏以谋百姓甘乐为己任，从而开创了贞观之

治的太平盛世。

３．解民疾苦，富民为要
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家都十分关心民众疾苦，深

刻认识到治国必先富民的道理，主张轻徭薄赋、赈济

灾民、劝课农桑、藏富于民。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

“仁政”。孔子认为“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

也”（《孔子家语·贤君》），荀子提出“足国之道，节

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荀子·

富国》）。管子主张施民以惠，改善民生，“凡治国之

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

子·治国》）。汉代王符提出了“为国者以富民为本

……民富乃可教……民贫则背善”［７］（Ｐ５）。汉代贾谊

指出：“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

“民非 足 也 而 可 治 之 者，自 古 及 今，未 之 尝

闻。”［４］（Ｐ３３７，１６６）汉代刘向认为，“善为国者”对待民众

宜“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说苑·政

理》）。汉代淮南王刘安认为，“治国有常，而利民为

本”“安民之本，在于足用”［５］。宋代苏辙说：“去民

之患，如除腹心之疾。”（《新论下》）富民思想对许多

统治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认为，“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明太祖实录》卷

一七六）。清代康熙皇帝则认为“为天下民生忧心”

（《康熙圣思录》）乃君道之基。

民本思想在我国唐代贞观时期的社会治理实践

中曾被成功运用，并取得了昭彰历史的成效，即著名

的“贞观盛世”。唐太宗贞观年间（６２７—６４９），民本
思想发展达到顶峰，唐太宗李世民在政治、经济、立

法、司法、民族关系等问题上所采取的治国方略无不

渗透着民本思想。“贞观之治”时期的统治者亲历

了隋末农民大起义，深刻认识到人民在社会历史发

展中的重大作用，因此，其治国理念能够注意民本思

想，关注人民利益。唐太宗李世民曾提出，“君依于

国，国依于民。克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

身毙，君富而国亡”（《资治通鉴》卷一二九），从而形

成了“畏民、存民、安民”的民本政治思想。唐太宗

李世民大力推行并实践民本思想，制定并实施了一

系列体现民本思想的措施，包括节俭自律、轻徭薄

赋、兴农护民等与民休养生息相关的政治措施，采取

了以仁治国、执法宽平、率先垂范、公正严明、慎重刑

罚等依法治国方略，实施了广开言路、鼓励进谏、广

听民意，以及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整顿吏治等政权

建构原则及措施。正是由于以上政策和措施的实

施，才出现了“贞观盛世”：“其时，风调雨顺，年登岁

捻；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贞观政要·征

伐》），“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

外户不闭，又频致丰捻，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

于岑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道”

（《贞观政要·政体》）。

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既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

义，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这种民本思想归根结

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虚伪

性。统治阶级对人民大众做出的种种让步，多属无

奈之举，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斗争的结果。作为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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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术略的民本思想，是为了更好地“牧民”“御

民”，谋求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动态平衡，消

解矛盾和冲突，从而更好地维护剥削阶级利益和统

治秩序。当然，我们要用辩证的和历史的眼光去看

待它，对其不能全盘否定，其在重民、顺民、富民等方

面的思想和做法也确实使人民群众得到某些好处，

有利于社会进步。对其应采取的正确态度是：去其

糟粕，取其精华，在批判继承的同时要看到其与以人

为本思想的本质区别。

　　二、理论基石：经典马克思主义人本

思想

　　经典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是我国社会治理中以
人为本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经典马克思主义人本

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人类社会

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和必然结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

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特色

社会治理理论体系以人为本思想的大厦就是在经典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理论基石上建立起来的，是

其与时俱进的合乎逻辑的产物。

与中国人本思想重在提醒“君主”不同，以文艺

复兴为标志的西方人本主义的复兴，旨在唤起“民

众”，不仅深刻影响了４００多年的近现代史，也成为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来源之一。基于此的经典马

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主要涵盖以下４方面内容。
１．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
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历史运动和

发展的主体是人，“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

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９］。马克

思还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历

史的发展是由人的物质性实践活动推动的，人通过

发挥自己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来认识世界和

改造世界，推动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正是从这

个意义上说，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

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在

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们认为，整个世

界历史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作为

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生产实践活动

创造了物质财富，这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同时人民群众也参与了精神财富的创造，可以说，一

切科学、艺术、文化等都根源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实

践。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居于支

配地位，起决定作用。列宁在领导苏维埃政权建设

过程中也十分强调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他说：

“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如果他

们能够活下去，我们就能成就一切，恢复一切。”［１０］

２．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从人的需要与利益出发来考察社会历史

发展的动力问题。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离不开

人的生产实践活动，而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又与人的

需要和利益紧密相关。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人的

需要是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内驱力，并随着社会的

发展而不断发展。“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

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

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１１］生产关系则使人的需

要转化为利益，利益能唤起人们活动的激情，促使人

们积极行动起来，是人们从事一切活动的原动力。

“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１２］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是人在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更替。正是

人的需要和利益的不断产生与满足推动了社会历史

的发展。

３．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
马克思认为，人不仅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手段，更

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人类创造财富的目的归根结底

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实现自身的解放。人是社

会历史发展的手段与目的的辩证统一。对此，马克

思曾作了很好的说明：“（１）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
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２）每个人只有作
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

段（为他的存在）；（３）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
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

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１３］列宁也曾指出，

“‘历史’可不是利用人作为工具以达到自己目的的

某种特殊的人格，它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

活动而已”［１４］。

４．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
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所追求的

崇高社会理想，而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而自由发

展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马克思、恩格斯

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

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

条件。”［９］（Ｐ５３）他们认为，人的自由发展是人的活动

的一种自觉自主状态，是人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

束缚和限制的摆脱与超越，是不断提高自己改造世

界的能力，不再盲目受自然的摆布；是不断突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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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限制，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不断超越自

我，提升自身的能力。恩格斯在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之初就曾指出，应当“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

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

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１５］。人

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多方面的协同发展，包括人的

各种能力的全面发展，个人需要的全面发展，个人社

会关系的全面发展等。马克思晚年在深入研究资本

主义社会现实和认真总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

上，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

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

式”［１６］。

１００多年过去了，但经典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
的基本原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过时，仍然具

有重要的时代价值，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经典马克

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主体观、动力观、目的观和自由全

面发展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我国社会

治理所应坚持的以人为本思想打下了坚实的理论根

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这是以人为本思想真理

性和生命力的科学前提。

　　三、一脉相承：毛泽东思想中的以人

为本思想

　　我国社会治理中的以人为本思想与毛泽东思想
中以人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思想中的以

人为本思想在批判吸收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基础上，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具体包括以下

３方面内容。
１．人民动力观
人民动力观是毛泽东思想中以人为本思想的主

要内容之一。毛泽东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

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１７］（Ｐ１０３１），就是其人民动力观

的生动写照。早在１９２０年代，毛泽东就看到了人民
群众的巨大力量，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认为改

造社会之黑暗、拯救人类之苦难的力量就在于民众

大联合；他还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民众大

联合的胜利，为中国革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抗日

战争时期，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是抗日

战争的不竭动力和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他认为农

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特殊

重要的意义，“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

争”［１８］。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

都是纸老虎”［１９］的著名论断，因为“决定战争胜败

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１９］。广大人民

群众不但是推动革命前进的力量，也是保护革命成

果的强大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强

调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认为社会财富是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创造的，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

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

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２０］。

２．人民民主观
人民当家作主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以人为本思

想的一条主线。民主问题一直是毛泽东思考的历史

性课题，他强调要尊重和保障人的人格和尊严、平等

和自由、生存权和发展权，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

的主人，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毛泽东领导建立了

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强调用国家政权的力量

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民主专政是人民内部的

民主与人民对敌人的专政的统一，对敌专政是保障

人民民主的前提条件。１９５４年颁布的我国宪法明
文规定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从法律和组

织上保证了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包括人民的管理

权、监督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毛泽东认为，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实行革

命人民的民主，它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旧民主是不同

的，它是更广泛的民主”［２１］。人民代表是人民自己

选出来的，要让人民代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分

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在处理民族问题时，

要让每个民族都当家作主，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

等。在对待民主党派问题上，要贯彻落实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流于形式。

３．人民利益观
人民利益观是毛泽东思想中以人为本思想的另

一个重要体现，它要求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中，要以

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把人民利益放在至高位置。毛

泽东的人民利益观可以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他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

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

集团 的 利 益 出 发；…… 这 就 是 我 们 的 出 发

点。”［１７］（Ｐ１０９４－１０９５）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除了

人民的利益外，党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利益。“我们

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

的利益工作的。”［１７］（Ｐ１００４）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

设实践中，总结出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群众路

线是人民利益观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指出群众路线

要体现在党的方针、政策和共产党员的实际行动中，

·３３·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４年

它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他曾说：

“我们是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

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共

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

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

标准”。［１７］（Ｐ８６４，Ｐ１０９６）

虽然后来毛泽东在探索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出现

了偏差，丢弃了自己的一些正确思想，但这并不能否

定毛泽东以人为本思想的正确性和历史地位，它是

我国社会治理以人为本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如果

说经典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为我国社会治理以人为

本思想打下了坚实的理论根基，那么可以说毛泽东

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思想为我国社会治理以人为本思

想搭建了框架。

　　四、发展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

理论以人为本思想的理论深化和实践

创新

　　以人为本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的灵
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基本价值取向的以人为本思

想，是对我国历史上民本思想的扬弃和对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人为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

经历了从邓小平理论中的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及其实

践，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化，再到科学发展

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丰

富和发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对我国社会管理

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新理念，

至此，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以人为本思想的发展

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１．邓小平理论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在社会管
理理论与实践中的体现

邓小平理论中的“以人为本”思想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思想集中体现于其民主政治

建设的理论及实践中。邓小平曾指出：民主政治的

根本任务和最终目的就是“要在政治上充分发扬民

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

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事业的权

利，享有各项公民权利。”［２２］他积极倡导和践行群众

路线，坚持人民利益标准；对于政治文明建设，坚持

依法治国，对干部人事治理要求科学化、规范化和制

度化，确保党员干部永葆人民公仆的本色。实践上，

邓小平紧紧围绕解决民生这一体现中国共产党以人

为本执政理念的主题，并贯彻在各个方面。政治上，

贯彻人民民主主题，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真正

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确保社会稳定。经济上，通过对

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重新认识，对我国社会主义发

展初级阶段的准确界定，得出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

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落实按劳分

配的政策，确保人民利益，积极促进就业，加强社会

保障，为改善民生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保持国家稳

定。文化上，贯彻以人为本思想，强调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重视知识的重要作用，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做出优先发展教育这一重大决策，提高全民族的

文化水平；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

都要硬”方针，维护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邓小平理论中的社会管理思想充分体现出其以人为

本的精神内核。

２．“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我国社会管理以人
为本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

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正确判

断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把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新

的经验加以概括、总结而形成的，是对“建设什么样

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现实问题所进行的理

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完整的表述，他强调指

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在于坚持执政

为民；把“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

为党的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三个代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核心是人民

的利益，其中，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和实

现人民利益的基础和前提；发展先进文化，是发展先

进生产力和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重要思想保证和

智力支持；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是

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始终贯穿着人民主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人为本思想的进

一步深化和具体化。

３．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社会管理以人为本思想的
进一步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第四代中央领

导集体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同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是

在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以及世界发展趋势

的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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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经验，并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适应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的要求而提出的新的命题。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科学发展观的科

学内涵作出了准确的界定：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

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

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指导思想，要把科学发展观贯

彻落实到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实现经济社会的永续

发展。科学发展观中内在地包含有社会建设、社会

管理的科学规划、科学管理等科学发展思想，科学发

展观的以人为本核心思想当然成为我国社会建设、

社会管理的核心指导思想。这是合乎科学发展观理

论逻辑的。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思想为核心，

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始终把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

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在社会管理

上，就是要调整社会矛盾，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人

民利益为根本，以人民和谐为表现，以人与自然和谐

为保证，让全体人民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通过实

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来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实现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４．从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由“社会管理”
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标志着我国以人为本社会治

理理论与实践的深化与创新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８日，胡锦涛在中共第十八次代
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
告，报告第一部分在对我国社会建设取得的成就进

行总结时提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社会保持和

谐稳定”［２３］，并从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教育事业、建

设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总结了我国社会管理的具体

创新性举措。这些举措无不是贯彻了“发展为了人

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以人为

本思想的结果。在报告第一部分的最后，胡锦涛对

以人为本思想在科学发展观中的核心地位加以强

调，指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

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际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

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２３］。报告第七部分“在

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第六分

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胡锦涛提出“提高社

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

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增强人民

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能，引导社会组织健

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

用”［２３］，努力建成一个“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

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可以看出，十八大报告中已充分认识到我国社

会管理所发生的重大变化，那就是随着“社会碎片

化”问题的出现，社会组织等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

作用应该充分加以重视和运用。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事业全面深

化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盛会，全会以高昂的姿态宣

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２３］。“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

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

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

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

盾体制”［２３］，这里与十八大报告相比一个最显著的

变化是把“社会管理”转化为“社会治理”的提法，笔

者赞同有的学者的说法：将“社会管理”转化为“社

会治理”，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体现出我国在社会建

设方面思维方式的调整。第一，“社会治理”说更能

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治理主体

的多元化趋势要求；第二，“社会治理”更好表现出

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如社会组织等之间在社会治理

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关系，这也是社会治理取得良好

效果的内在要求。“社会治理”理念是我国在社会

建设实践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对于如

何推进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十八届三中全

会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

位，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

加健全的民主”，“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

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

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

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２４］至

此，我国以人为本的创新社会治理理论得以形成，创

新实践活动得以更充分的开展。

总之，我国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具

有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底蕴，它建立在经

典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的坚实理论基础之上，

与毛泽东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思想一脉相承，是中国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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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坚持以人为本

的社会治理价值取向，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取得成

效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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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灾荒防治思想与当代启示
徐克歌

（重庆交通大学 思政教研部，重庆 ４０００７４）

［摘　要］邓小平的灾荒防治思想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灾荒防治思想是其形成的文化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的灾荒观是其形成的理论基石，毛泽东、

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的灾荒防治思想是其形成的实践经验，近代以来中国严峻的灾荒形势是其

形成的社会背景。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邓小平高度重视灾荒防治问题，对灾荒防

治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实践，并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灾荒防治思想：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是灾荒防治的根本出发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灾荒防治的首

要任务；重视发展农业、加强粮食储备是灾荒防治的重要举措；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灾荒防治的有

效手段；政府救济和群众自救相结合是灾荒防治的基本原则。邓小平的灾荒防治思想是他长期重

视和领导灾荒防治工作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灾荒防治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

事求是地总结邓小平的灾荒防治思想，对于推动今后我国的灾荒防治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

义：应以人为本，始终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灾荒防治工作的首位；加强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

全，为救灾工作保驾护航；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提高全社会对灾荒的忧患意识；加强党和政府在救

灾工作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构建多元救灾主体共同参与模式。

［关键词］邓小平；灾荒防治思想；为人民服务；经济建设；勤俭节约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９．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７

　　我国地域辽阔，地理气候条件复杂，自古以来就
是一个多灾的国家。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严重影

响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

展。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邓小平

在灾荒防治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并不断总

结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灾荒防治思想。

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灾荒防治思想，总结其经

验教训，有利于更好地做好今后的灾荒防治工作，促

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前，学界对邓小平灾荒防

治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在借鉴已有相关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拟对邓小平灾荒防治思想的形成、

主要内容及其当代启示进行考察、概括，以期对当前

和今后我国的灾荒防治工作有所启示。

　　一、邓小平灾荒防治思想的形成

邓小平的灾荒防治思想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

设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灾荒防治思想是其形成的文化条件，马克思、恩格

斯的灾荒观是其形成的理论基石，毛泽东、周恩来

等老一辈领导人的灾荒防治思想是其形成的实践

经验，近代以来中国严峻的灾荒形势是其形成的

社会背景。

１．邓小平灾荒防治思想形成的文化条件
纵观中国历史，灾荒防治思想源远流长。古代

人认为，发展农业是防治灾荒的基础。《管子·治

国》说：“夫富国多粟，生于农。兴利者，利农事也；

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又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

则粟多，粟多则国富。”［１］（Ｐ４６）在重视发展农业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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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中国古人还强调要有仓储思想，《礼记·王

制》写道：“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

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

食，九年耕必有三年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

溢，民无菜色。”［１］（Ｐ４７）针对中国古代频发的水旱灾

害，明代人宋濂认为水既能对人类造成灾害，也能利

用它为人类造福。《明史·河渠志》有记载曰：“夫

润下，水之性也，而欲为之防，以杀其怒，遏其冲，不

亦甚难矣哉！惟能因势利导之，可蓄则储水以备旱

賛之灾；可泄则泻水以防水潦之溢，则水患息，而于

是盖有无穷之利焉。”［１］（Ｐ４７）除此之外，中国古人对

植树造林的重要性也早有认识。管子说：“十年之

计在于树木，为国者当谨山泽之守。”《宋史·太祖

本纪》说：“开宝中，诏缘黄河、汴河、清河、御河州

县，准旧制踨枣外，别课民树榆柳，为河防。”［１］（Ｐ４８）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古人形成了兴修水利、重

农贵粟、扩大积储 ３条积极有效的防灾救灾措施。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历史上发生的

自然灾害不计其数。灾荒防治思想已成为历代统治

者治国安邦的政治思想，其中尽管有历史和阶级的

局限性，但其对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灾民的生命保障

发挥了积极作用。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灾荒

防治思想，为邓小平灾荒防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

富的思想文化资源。

２．邓小平灾荒防治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石
灾荒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社会繁荣

与进步的巨大障碍，它的发生是任何时代都难以避

免的。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有灾并不必然有荒，而

导致灾荒发生的往往是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与不合理

的社会制度。早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
克思就曾写道：“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

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２］因此，人

类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必须学会尊重自然，并按自

然规律办事。恩格斯在 １８７０年代就曾警告世人：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

复。”［３］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在资本主义条

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形式上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

恶化的“灾荒”，实质上是资本同自然关系的恶化，

是资本家对自然疯狂占有所导致的恶果。对此，恩

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总结道：“现今的一切贫

困灾难，完全是由已不适合于时间条件的社会制度

造成的”，而且“用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办法来彻底铲

除这一切贫困的手段已经准备”。［４］马克思、恩格斯

的灾荒观是有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基

本理论，它科学地揭示了灾荒的根源及其应对办法。

邓小平作为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其

灾荒防治思想正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灾荒观的继承、

丰富和发展。

３．邓小平灾荒防治思想形成的实践经验
灾荒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关乎人民群众

的生命健康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直接影响到中

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

导人高度重视灾荒防治问题，并为之进行了积极探

索和实践。早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针对解放区出

现的灾荒，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要求

各地必须大力解决，否则，将影响到解放战争的胜利

进行。［５］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严峻的灾荒形势，毛泽

东站在对人民负责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战略高

度，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提出了兴修水

利、植树造林、保持水土、保护生态环境等一系列卓

有成效的灾荒防治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绩。而担

任新中国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在其执政的２６年间，
始终关注着中国境内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把对自

然灾害的防治与救济作为人民政府执政为民的头等

大事。他多次强调救治灾荒与发展经济的关系，指

出“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６］。如果

防灾工作做不好，就会严重影响农业的发展，只有农

业生产提高了，原料增加了，工业生产才有基础。［７］

周恩来曾多次赶赴灾区，指导救灾工作，并结合实际

提出了许多防治灾荒的理念和方法。毛泽东、周恩

来等关于防治灾荒的思想和实践，为邓小平灾荒防

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践经验。

４．邓小平灾荒防治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近代以来，封建统治的日趋衰落、帝国主义的大

肆侵略、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国穷民困，使本来就很

薄弱的防灾抗灾能力更加低下，自然灾害带来的灾

难也更加严重。［８］据统计，１９１２—１９４８年的 ３７年
间，全国各地（尚未包括今新疆、西藏和内蒙古自治

区）共有１６６９８县次（旗、设治局）发生一种或数种
灾害，年均４５１县次。在各种灾害中，最严重的是水
旱灾害。１９１２—１９４８年，全国遭水灾共有７４０８次，
旱灾５９５５县次。［９］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
导组织下，我国灾荒防治工作有了很大进步，但灾荒

形势依然不容乐观。１９４９年，我国东部发生旱灾，
华东、中南、华北、东北 ４大区域农田受灾面积
２１７４万公顷，受灾人口７９９万；１９５０年，淮河、海河
流域发生严重水灾，除西南区外，受灾农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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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３．６万公顷，成灾面积５１２．２万公顷、成灾人口
３３８４万人，造成１９５１年春荒人口２０９３万人；１９５６
年，我国自然灾害频繁，种类繁多，灾情较重，这一年

全国受灾面积２２２７．７万公顷，成灾面积１５３２．８万
公顷，成灾人口７３３４万人。［１０］自然灾害的频繁发
生，给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带来了严重影响。邓小平

亲身经历了我国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转变，目睹了

近代中国以来的灾荒之多和灾情之重，体会到了灾

荒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１１］因此，邓小平在长期

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始终高度关注中国的灾

荒防治问题，并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实践。

　　二、邓小平灾荒防治思想的主要

内容

　　灾荒历来是困扰中国发展稳定的一大社会问
题。灾荒的频繁发生严重影响着人民的生命健康、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邓小平长期的政治军事生

涯里，他时刻心系群众，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

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灾荒防治的办法和措施。

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灾荒防治的根本出
发点

重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人民，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邓小平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始终将之贯穿到灾荒防治工

作中。１９４３年，为应对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的灾荒，
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广大

军队和民政干部，在灾荒严重的区域，成了生产的主

力军，专员、县长、司令员、政治委员都亲率干部战士

帮助灾民种地，给了灾民以很大鼓舞。［１２］（Ｐ８１－８２）邓小

平一生热爱人民，关心群众生活，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指出：“党的

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帮助人民

群众 自 己 动 手，争 取 和 创 造 自 己 的 幸 福 生

活。”［１２］（Ｐ２１８－２１９）１９７９年，他在党、政、军机关副部长
以上干部会上再次指出：“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

的一个优良传统。……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

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

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

任何 问 题 都 容 易 解 决，任 何 困 难 都 能 够 克

服。”［１３］（Ｐ２２８）灾荒防治工作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关

系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邓小平在灾荒防治工作

中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身体力

行地践行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

２．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
灾荒防治的首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

展的基础，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家强大了，我们才有力量抵御任

何自然和社会的风险。［１４］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和建

设过程中，深知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不仅不能有效地

防治灾荒，甚至可能会加重灾荒。因此，为了有效地

预防和治理灾荒，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

社会生产力。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防御敌人对太

行山根据地的封锁和扫荡，邓小平就提出了“增加

生产、改善生活、准备反攻”的口号，并且在根据地

军民的共同努力下，获得了生产战线上年复一年的

胜利。１９４３年７月，他在总结太行山区根据地救灾
渡荒工作经验时说道：“我们确定了发展生产是经

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

济的基础，……正是因为我们注意了生产的组织和

领导，人民许多困难被克服了。”［１２］（Ｐ７９－８１）新中国成

立后，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巩固社会主义新

生政权，邓小平多次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

１９８５年，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奋斗
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希望大家放开

手脚，把经济搞上去，把生产力搞上去。”［１５］（Ｐ１０９）同

年４月，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的谈
话中再次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

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贫

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要消灭贫穷。不发展

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

主义要求的。”［１５］（Ｐ１１６）

３．重视发展农业、加强粮食储备是灾荒防治的
重要举措

食物短缺是灾荒的主要特征之一。当灾荒发生

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粮食短缺、衣食困难。因此，

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储备对防治灾荒来说尤为

重要。马克思曾经指出，农业劳动是一切剩余劳动

的基础。毛泽东也曾多次强调发展农业的重要性。

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的农业思想，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和粮食储备。早

在根据地建设时期，他就指出：“发展农业和手工

业，则是生产的中心。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

谁就有了一切。”［１２］（Ｐ７９）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依然

把农业生产作为防治灾荒的基础工作。１９６２年 ５
月，他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中指出：“我们要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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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从恢复农业

着手。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

题也解决不了。”［１２］（Ｐ３２２）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并首先在农村

启动了改革历程，这与邓小平一贯重视农业的思想

是分不开的。多年后，邓小平在谈到改革问题时指

出：“一是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上如果有一

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１５］（Ｐ１５９）“从长远看，粮食

问题很重要，要通过改革解决农业发展后劲问

题。”［１５］（Ｐ１９２）可以看出，重视农业和粮食是邓小平灾

荒防治思想的重要构成。

４．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灾荒防治的有效手段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邓小平一再告诫

全党同志要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抗战时期，他在领导太行山区根据地经济建设过程

中，就一贯地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和严惩贪

污。［１２］（Ｐ８２）新中国成立后，他更加重视这一问题。

１９５７年４月，他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国
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落后的国家。要把这么一

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

家，需要长期的刻苦的努力。这就是说，需要勤俭建

国的本领。……要提倡因陋就简，经济节约，艰苦奋

斗。”［１２］（Ｐ２６２－２６６）改革开放后，针对社会上一些铺张

浪费、骄傲自满现象，邓小平指出：“我们要经常记

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

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１３］（Ｐ２６０）１９８９年６月，邓小平
再次强调：“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

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

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１５］（Ｐ３０６）邓小平一再强

调要大兴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之风，意在鼓励人们想

方设法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

断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为防治灾荒提供坚实的物

质基础。

５．政府救济和群众自救相结合是灾荒防治的基
本原则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里，仅靠灾民个人和政

府的力量去救治非常严重的灾荒是有一定困难的，

这需要动员组织群众的力量，由全社会共同参

与。［１６］（Ｐ１７７）在邓小平看来，必须采取政府救济和灾

民生产自救相结合的方法，才能更好地救治灾荒，并

最大程度地减轻灾荒造成的危害。１９４３年，邓小平
曾直接组织领导太行山区根据地的救灾度荒工作，

他在总结救灾经验时说：“我们救灾的办法，除了部分

的社会救济之外，基本上是靠生产。政府拿出了大

批款子，贷给灾民，有的是纺织贷款，有的是水利贷

款。合作社也发展起来了。正是通过政府救济和灾

民的生产自救，很多灾民借此度过了灾荒。”［１２］（Ｐ８１）

同时，为了尽可能地减轻人民的负担，邓小平还及

时调整了财税政策并连续２次精兵简政。由于邓
小平的重视和根据地军民的努力，根据地生产有

了极大改善，各种副业，如“喂猪、喂鸡、养蚕、采药

等，都有增加”［１７］。救灾度荒的胜利，不仅保障了

灾民的生命健康，而且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多年的灾荒防治实践，使邓

小平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在防治灾荒中的重要作

用，并且指出只要政府和群众团结一致，就一定会

战胜各种灾荒。

　　三、邓小平灾荒防治思想对当代的

启示

　　邓小平的灾荒防治思想是其长期领导灾荒防治
工作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灾荒防治

思想。认真研究和总结邓小平的灾荒防治思想，对

于推动当前和今后我国的灾荒防治工作与和谐社会

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１．以人为本，始终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
灾荒防治工作的首位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

具体应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回答了发

展的根本目的、根本动力，解决了“为了谁”“依靠

谁”的发展问题。［１８］邓小平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作为灾荒防治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始终把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放在防治灾荒的第一位，充分体现了以

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以人为本就

是要彻底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想群众

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把群众满意

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党和政府工作好坏的

主要标准。灾荒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经

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它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更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因此，在当前

和今后的灾荒防治工作中，应该始终坚持人民生命

利益至上的原则，将保障人的生存和生命安全作为

灾荒防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在灾难发生时，应第一

时间保护和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及时修复灾

区的通车、通讯、供水、供电等“生命线”工程，及时

恢复生产，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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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夯实灾荒防治工
作的物质基础

灾荒来临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灾民的基本生

存和生活问题。然而，大多数时候，由于灾情严重、

灾民众多，现有的物资储备难以有效满足灾民的基

本生存与生活需要。因此，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

加社会的物质财富，就成为防治灾荒的一项基础性

工作。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历史上

发生的自然灾害不计其数，历代统治者都把“备荒”

作为防治灾荒的重要手段之一。邓小平在前人“备

荒”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积极发展经济、提高

社会生产力是防备和救治灾荒的首要任务。新中国

成立后，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党和政府始终把灾荒

防治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通过兴建基础设

施、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等措施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有效遏制了灾荒的进一步恶化，巩固了新生的人民

政权。多年的灾荒防治经验告诉我们，先进的社会

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储备是防治灾荒的基础保障。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

心任务，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夯实灾荒防治

工作的物质基础。

３．加强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为救灾工作保
驾护航

农业是安天下、稳社会的基础产业，粮食是保

民生、促发展的重要战略物资。重视农业，搞好粮

食生产，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也

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多年的救灾经验告诉我

们，粮食总量不足是灾荒的主要表现特征之一，灾

荒实际上就是粮荒。毛泽东就曾说过：“手里有

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１９］（Ｐ８４）无论

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粮

食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产量虽有大幅度增

长，人民的温饱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但面对严峻

的自然灾害形势，粮食安全仍然是一个必须常抓

不懈的重大问题。历史经验证明，重视农业生产，

加强粮食储备是防治灾荒的重要举措。一旦农业

生产落后，粮食供给不足，就极可能会导致大范围

的灾荒。正因为如此，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

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因此，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我们必须站在防治灾荒的战略高度看

待粮食问题，切实保护耕地，增加农业科技投入，

加强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

４．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提高全社会对灾荒的忧
患意识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

是我们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和宝贵经验。改

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

时，强调要发扬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精神，并决定在

全国开展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活动，通过

教育使人们自觉做到勤俭节约，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
很大提高，但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还是一

个发展中国家，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发

展不平衡，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

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旧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

盾。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

优良传统，不断增强对灾荒的忧患意识。２０１３年１
月，习近平总书记批示要求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

节约的优良传统，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

会蔚然成风。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

在深入开展，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坚持勤俭节约、

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因此，广大干部群众应时刻

保持对灾荒的忧患意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不断

积累和扩大社会的物质财富，为今后的防灾救灾工

作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５．加强党和政府在救灾工作中的主体地位，积
极构建多元救灾主体参与模式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不要说过

去，就是近几年也大灾不断：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我
国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里氏８．０级特大地震；２００９
年春夏，“甲流”传染病横行；２０１０年春，南方５省又
出现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４日，青海
省玉树地区发生里氏７．１级地震；２０１１年春夏，长
江中下游地区严重干旱；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０日，甘肃岷
县发生特大冰雹山洪泥石流灾害；２０１３年４月，四
川雅安发生里氏７．０级地震。这些巨灾大难使生灵
涂炭、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生产遭到严重破

坏，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

援下，中国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顽强抗灾，使灾

害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得到

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防灾备荒、抗灾救灾，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充

分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才能取得防

灾救灾的胜利。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灾害形势依然

严峻，灾荒防治工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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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下，号召全民共同参与防灾救灾，提高风险防范

意识和灾害自救能力；加强对公众的宣传与教育，发

挥非政府组织、企业与社会其他力量的作用，构建政

府主导、多元救灾主体参与的防灾救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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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出国留学的家庭期待、社会影响与反思
王效柳，刘悦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１６００）

［摘　要］中国学生出国留学，１９４９年之前主要有政府出资和家庭出资２种形式，新中国成立后至
改革开放初期以政府出资为主，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有国家、单位公派和自费留学３种形式，而当前自费
留学井喷式增长，无论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都有一种强烈的留学愿望。自费留学者的家庭类型主要

有３种：经商家庭、公务员家庭和工薪家庭。父母选择子女出国留学的心理主要有４种类型：一是
希望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二是为了子女回国后有更好更多的就业机会；三是盲目从众攀比；四是

希望通过出国留学增加在该国就业的机会，进而实现移民的目的。出国留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

促进中国留学事业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首先，父母应对孩子出国学习的必要性有

一个正确的评估，期望值不能与现实脱节；其次，父母在决定送子女出国留学前应充分考虑到家庭

经济承受能力；再次，父母应根据孩子所学的专业特点来确定是否有必要出国留学。因此，在对待

子女出国留学问题上，父母应秉持理性的态度，选择一种最恰当从而最正确的培养途径。

［关键词］出国留学；家庭出资；心理期待；低龄化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８．９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８

　　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事业
的发展与政策上的宽松，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将子

女孩子送往国外接受教育。据教育部统计，２０１３年
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为４１．３９万人，比２０１２年增长
了３．５８％［１］。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家长选择送

自己的子女出国留学？当下中国的教育是否存在一

些问题？目前的教育内容是不是已无法满足学生和

家长的需求？这些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目前，国内很多学者对留学热这一现象进行过

分析与思考，如对中学生、高校毕业生、富二代出国

留学的动机进行分析等。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和思

考我国的留学热现象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但往

往都是立足于出国留学的主体来进行的分析。本文

拟在结合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面对当前出现的留学

热潮，从父母的心理期望方面进行分析，考察不同经

济状况的父母对于子女出国留学的态度和支持程

度，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留学热背后的社会心理基

础，总结留学热带来的积极和消极２个方面的社会

影响。

　　一、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历史与

动因

　　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大致经历４个阶段，这些阶
段都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或由政府公派，或自费

出国。可以说，以前的出国留学大多是量力而行，并

没有表现出某种热度，而近些年中国学生出国留学

突然急剧升温。

１．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历史
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历史虽不算久远，但从

１８４７年中国第一批学生赴美留学算起，中国学生的
出国留学史已逾百年。在过去的１６０多年的时间
里，中国学生的出国留学主要经历了４个阶段：第一
阶段为１９４９年之前。容闳、黄宽等人随传教士赴美
留学，开启了我国留学教育的先河。从清政府派遣

幼童前往美国学习军事技术，到民间个人出资出国

留学，如鲁迅、郭沫若、周恩来、邓小平等先后出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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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国留学的目的也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转变为向西方寻求挽救民族危亡的真理。第二阶段

为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促进国家经
济的复苏，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和学习他国的先进

经验，由国家选拔人才公派出国。由于当时中国在

冷战中处于社会主义阵营，因此留学的目的地主要

是苏联，以学习军事科技为主，也有少数留学生去欧

洲国家学习语言。第三阶段是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这
段时期留学生人数稳步增长，通过国家公派留学、单

位公派留学和自费留学３种渠道前往不同的国家进
行学习。２００４年底公布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我国
在海外的留学人员遍及世界各地，甚至连梵蒂冈、斐

济等小国家都能见到我国留学生的身影，其中自费

留学占留学人员总数的 ８０％。［２］第四阶段是 ２０００
年以后。进入２１世纪后，中国留学生人数急剧上
升，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

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达到 ３０５．８６
万人，中国成为世界头号留学生输出国。［１］改革开

放以来，出国留学状况发生了极大改变，由之前的政

治学习目的转为个人深造，出国留学人员不再只是

大学生，而是高中生、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都有，

出国的目的地也由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转移到西方

发达国家。调查显示，中国自费出国留学前往美英

澳加４个国家的人数占中国留学生总数的７５％以
上，其中美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３］出国人员年龄

呈现低龄化态势。《２０１３年中国留学生白皮书》指
出，２０１２年中国国际教育展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计
划出国留学的学生学历层次方面，本科生占５１％，
高中生占 ３８％。《２０１３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指
出，在有留学意向的高中生中，有５９％的人表示希
望高中毕业就出国，１８％的人表示出国读高中；１４％
的人表示大学毕业后再留学；９％的人表示先考国内
大学试试。［４］

２．近年来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动因
目前，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的发展、

民族的振兴，加速了社会对人才的渴求。在洋务运

动时期，中国便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希望通过学习

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知识来拯救清王朝，“师夷

长技以制夷”。而如今，中国政府也希望通过运用

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促进国家的强盛，因此，

对于留学回国人员日益重视，这也成了父母对子女

出国留学热衷的动因。中国父母自古就有“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的心理，父母希望子女的学业水平和

未来生活能够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希冀子女通过

知识而改变命运，进而光宗耀祖。同时，子女的成就

可以成为父母们相互攀比的资本，这种攀比心理虽

然是不恰当的，却深深地植根于人的本性中，因此父

母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最好的。由于社会对”海

归“的重视，父母希望通过这一途径使得子女出人

头地，实现他们的期望。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

系日益密切，中国高等教育的对外交流与合作进一

步扩大，中外高校之间合作办学越来越多，出现了许

多”国内加国外“学习模式的学科专业，这无形中为

学生增加了出国学习的机会。同时，许多留学中介

机构纷纷建立，出国留学迎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时

期，逐渐形成了一股留学热潮。伴随着改革开放的

日益深化、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出国留学的费用相对来说降

低了，这使得一些普通的家庭也能够担负得起出国

的费用。加之政府对出国留学政策的调整，出国门

槛有所降低，出国留学已不再遥不可及。目前，“留

学已经成为我国学生继升学和就业之后的第三条出

路”［５］。

总之，１９４９年之前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主要是政
府出资和家庭出资２种形式；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
开放初期以政府出资为主；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有国家、
单位公派和自费留学３种形式；而当前自费留学井
喷式增长，无论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都有一种强烈的

留学愿望。

　　二、自费留学的家庭类型

出国留学的费用，不同目的国情况不太一样，但

是，大体来看都不是一个小数目。例如，去美国留

学，读完 ４年本科，费用大概需要 １００万元人民
币［６］；在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留学，费用各不相等。

对于一个中国的普通家庭来说，要担负起孩子出国

留学的高昂费用是有一定困难的。目前在中国，父

母选择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家庭类型主要有以下

３种。
１．经商家庭
胡润联合兴业银行发布的《２０１２中国高净值

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显示，中国个人资产在６００
万元以上的高净值者达到 ２７０万人，平均年龄为
３９岁；亿万资产以上的高净值者约６．３５万人，平
均年龄为４１岁。前者有８５％的人计划送子女出
国留学，后者有９０％的人计划送子女出国留学［７］。

在这些富户中，大多是经商家庭。由于受儒家文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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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影响，中国家长普遍重视子女的学历水平和

受教育程度，希望子女在学历上能超越自己，至少

也要达到自己的水平，或者将自己未完成的梦想

寄希望于下一代完成，因而往往对子女抱有较高

的期望。由于这类家庭经济实力雄厚，能为子女

提供出国留学所需的高昂费用，故不管是出于继

续深造的目的还是仅仅为没有考上大学的子女提

供另一种学习的途径，父母都倾向于选择送子女

出国留学这一受教育方式。

２．公务员家庭
有学者认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与家庭收入和

职业地位呈正相关。美国著名社会学家 ＭｅｌｖｉｎＬ．
Ｋｏｈｎ［８］认为，人们所处的阶级与他们的工作经验，
不但影响到个人的人格取向及其价值观，还会把这

些工作经验所塑造的人格取向和价值观带进家庭，

传递到子女身上，从而影响子女的价值观和行为。

作为公务员家庭的父母往往接受过高等教育，有着

较高的学历，受到自身职业地位和周围生活环境的

影响，他们有能力并且希望送子女出国留学。

３．工薪家庭
中国大部分家庭都属于工薪家庭，他们虽有送

子女出国留学的意愿却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因此

多选择留学费用比较低的国家，如荷兰、乌克兰、新

加坡、韩国等，每年只需１０万元人民币左右。同时，
这些国家的教育质量也比较好，如乌克兰、波兰等国

的教育质量均处于欧洲前列，并且也有不少享有盛

名的大学。还有一些学生，虽然家庭不具备给其提

供出国留学所需的经济条件，但由于其品学兼优，可

通过申请奖学金或勤工俭学的方式减轻家里的负

担，实现出国留学的梦想。他们若被美国、澳洲等名

校录取，如美国纽约州立、加州州立、堪萨斯州立等

６０所经中国教育部认证的名校，便有机会获得
５０％～１００％的奖学金，最高额度达上万美金。

　　三、自费留学的家庭期待

教育部２００９年２月第６次新闻发布会披露，从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
１３９．１５万人，２００８年全年出国留学人数高达１７．９８
万人，其中自费出国留学人数１６．１６万人，占当年出
国留学人员总数的８９．９％。１９７８—２０１１年底，中国
在外留学人员总数已达 １４２万。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年
均出国留学人数增长超过２３％，中国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留学生生源国。［９］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出国留学
人数统计具体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统计表

年份
出国留学

人数／人
自费出国留学

人数／人
自费留学人数

比率／％

２０００ ３８９８９ ３２２９３ ８２．８
２００１ ８３９７３ ７６０５２ ９０．６
２００２ １２５１７９ １１７０００ ９３．５
２００３ １１７３０７ １０９２００ ９３．１
２００４ １１４６８２ １０４２８１ ９１．０
２００５ １１８５１５ １０６５００ ９０．０
２００６ １３４０００ １２１０００ ９０．３
２００７ １４４０００ １２９０００ ９０．０
２００８ １７９８００ １６１６００ ８９．９
２００９ ２２９３００ ２０９４００ ９１．６３
２０１０ ２８４７００ ２６００００ ９１．３２
２０１１ ３３９７００ ３１４８００ ９２．６７
２０１２ ３９９６００ ３７４５００ ９３．７２
２０１３ ４１３９００ ３８４３００ ９２．８５

　注：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统计资料整理。

近年留学热的形成与父母对子女出国留学的心

理期望密不可分。父母对子女出国留学的心理，归

结起来主要有以下４种类型。
第一，希望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随着高考制

度的恢复，中国的教育事业日益受到重视，目前的教

育质量和水平已有很大提升，但国人普遍认为，国外

的教育具有更多的自由性和选择性，知名高校多，可

以保证更好的教学质量。在当今世界著名大学前

１００名排名中，６０％为欧美大学，前５０名中亚洲仅
有１１所。［１０］据启得教育集团的调查，３９％的人选择
留学国家的首要因素是教育质量；选择学校考虑最

多的是专业排名（占３１％）。［１１］在中国，高考是衡量
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越来越多高考失利

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而父母也更愿意倾尽全力送

子女出国接受国外的教育，以便让子女继续接受教

育，同时又能提高外语口语水平。

第二，为了子女回国后有更好更多的就业机会。

从知名高校毕业是毕业生拥有较好职业和工作机会

的重要砝码。现如今，随着国内高校毕业生人数的

逐年增多，就业压力也不断增大，工作难、就业难问

题成为困扰父母和子女的现实问题。近年来，国家

在对留学回国人员采取一系列特殊的优惠和鼓励政

策的同时，不断开放留学市场，出台各类优惠政策，

这使得家长鼓动子女出国留学和青年人自身渴望出

国留学的热情越来越高，人们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认

识：国外的学位含金量高；要想立业，先要留学。因

此，有更多的父母会选择送子女出国深造，希望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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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镀金”，使子女回国后在就业方面更具有竞争

力，为子女未来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增加筹码。

第三，盲目从众攀比。有些父母对于出国留学

本身并不是很了解，仅仅是因为看到这股“出国

热”，而盲目认为出国留学对子女一定是最好的。

这类父母既不知道子女是否适合出国留学，也不了

解出国留学的利弊，在送子女出国留学前缺乏必要

的心理准备，糊里糊涂地就为子女选择了这么一条

出路。

第四，希望通过出国留学增加在留学国就业的

机会，进而达到移民的目的。这类父母比较向往西

方的生活方式，将出国作为达成最终移民目的的一

个跳板。他们在为孩子选择出国留学时有着比较理

性的态度，将子女的学业水平与未来的发展和职业

规划联系在了一起。

　　四、自费留学的社会影响

出国留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必然会对社会、家

庭和子女产生一定的影响。出国留学与任何事物一

样，具有两面性，其社会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

消极的一面。

１．积极影响
从社会层面看，在信息化和全球化加速发展的

今天，出国留学对于中国了解与认识世界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加之

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国人逐渐

认识到了解世界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与留学事业的

发展，以及大批留学生的回国，为中国社会带来了世

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另外，留学生还成为传

播文化和沟通友谊的桥梁，他们不仅学习到了外国

优秀的文化，提高了外语水平，同时也促进了中华文

化在国外的传播。

从个体层面看，出国留学大大促进了学生健康

成长。根据“皮格马利翁效应”，人们基于对某种情

境的知觉而形成的期望或预言，会使该情境产生适

应这一期望或预言的效应，它暗示人们会不自觉地

受到他人期望的影响。赞美、信任和期待能给人提

供能量，改变人的行为。当一个人获得另一个人的

信任、赞美时，他便感觉获得了社会支持，从而增强

了自我价值，变得自信、自尊，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

动力，并尽力达到对方的期待，以避免对方失望，从

而维持这种社会支持的连续性。［１２］送子女出国留学

这一行为本身就暗含着父母对子女的美好期望，不

管父母出于何种心理，一切为了孩子都是这一行为

的最终目的。因此，父母对子女未来学业或生活上

的期望，会成为子女不断进取的动力，这使得出国留

学不仅能够获得一张很好的学历文凭，也锻炼了留

学生的独立自主能力。

２．消极影响
出国留学的热潮对国内的大学会形成一定的压

力，特别是出国留学逐渐出现低龄化趋势，对中国高

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一些留学生

毕业后选择留在国外并取得他国国籍，对中国社会

来说，属于严重的人才流失。

父母的期望同时也造成了一些留学怪现象。比

如，一些孩子，由于父母提供着足够的经济支持，在

国外吃喝玩乐、不思进取，个别的在出国后，发现原

来国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于是便偷偷地潜回

国内大肆挥霍；还有一些留学生学业成绩不尽如人

意，又不敢告诉父母，便选择钱钟书先生在《围城》

中所说的“克莱登大学”，最终只拿到一张国内外都

不承认的文凭。

此外，留学回国的学生大多有一种“蝙蝠心

态”，他们认为自己接受过国外的文化和教育，理应

享受更好的待遇。同时，随着留学人数的日益增多，

留学生身价的不断贬值，人们对这些留学生也有着

一种心理落差，认为其并没有达到留学生应当有的

素质。所以许多留学生回国后的工作生活并不十分

理想。

　　五、对自费留学的反思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出国留学也是如此。父

母对于子女的出国留学问题要有准确的判断，要在

听取多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对其利弊得失做充分的

评估，不要跟风和盲从。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很好地

利用留学机会拓展自己的视野，学到有用的知识。

首先，作为父母，对孩子出国学习的必要性要有

一个正确的评估，期望值不能与现实脱节。也就是

说，不应对子女有着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否则不仅

自身会有心理落差，也会给子女造成一定程度的心

理压力。

其次，父母在决定送子女出国留学前应充分考

虑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如果家庭经济条件确实宽

裕，足以支付子女的留学费用，那么，为了拓宽孩子

的眼界，可以考虑让子女出国留学。

再次，父母应根据子女所学的专业特点来确定

是否有必要出国留学。某些专业国外的研究确实领

先于国内，若子女选择学习这样的专业，在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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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情况下，父母可以考虑送子女出国留学做专

门研究。若子女所学的学科专业国内已发展得较为

成熟，其研究水平已位于世界领先之列，或一些学科

本身就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没有出国留学的

必要。

总之，父母期望子女成才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们应看到，一方面，成才的途径有很多，只要能

够满足社会的多元化需求，都能够实现孩子的自身

价值，也都会给家庭带来荣耀；另一方面，家长应该

认识到，由于出国留学人数的不断增多，留学去向国

家的大中小学校良莠不齐，出国留学生并不一定都

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甚至有的反而可能荒废了学

业，现在越来越多的“海龟”变为“海带”的现象便是

证明。另外，也应该认识到，很多“土生土长”的学

生在国内也能够抓住机会获得较好发展，更能够游

刃有余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变化。因此，在对待子女

出国留学问题上，父母应持更加理性的态度，把对孩

子的期望与孩子自身的条件做充分的评估，从而选

择一种最恰当从而最正确的培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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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的新思维
李海龙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３）

［摘　要］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政府适时抓住国际社会变化新趋势，提出了构建命运共同体
的外交新理念。构建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谋求与

世界共同发展的正确选择。命运共同体作为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梦想，

是世界不同性质、不同大小国家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包含平等互信的新型权力观、合作共赢的共同

利益观和包容互鉴的文明观。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安全、经济和人文等领域始终践行着命运共同

体的理念，赋予了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深刻的国际外交价值，推动了世界的发展和进步。

［关键词］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国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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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
时，应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并对其做了详

细分析，指出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应兼顾他国合理关

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应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

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

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１］自中共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多个国

际场合倡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理

念，例如在周边国家外交工作会议，出访俄罗斯、非

洲等国家和地区，出席各种国际会议时均指出，面对

国际社会中日益复杂的安全、经济和社会问题，所有

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可以说，命运共

同体是中国政府按照中共十八大的部署而大力倡导

的处理国际问题的新理念。种种迹象表明，命运共

同体已经不仅仅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口号或概

念，而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标签、一个具有清晰目标

的外交战略，也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新时期进

行的伟大外交实践。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经引起了

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然而研究较为零散。本文拟以

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的外交理念为主要考察对象，系

统分析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背景，概括其本质含

义，剖析中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抛砖引

玉，以促进该方面的研究。

　　一、“命运共同体”提出的背景

早在２００４年，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
坚就提出中国应当根据“利益汇合点”概念构建国

家关系，提议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应与相关国家建立

轻易拆解不开的、多方面的和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

利益共同体。［２］（Ｐ５）２０１１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白
皮书《中国的和平发展》明确指出：“不同制度、不同

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

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３］随后，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在首届“现代院论坛”上

发布的《中国与亚洲：走共同发展之路》［４］指出：今

天的亚洲在共同发展道路上正逐渐形成一个日益牢

固的命运共同体。中共十八大报告更是旗帜鲜明地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呼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

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可以说，命运共同体

理念已被中国政府广泛运用，其涵盖是多层次、大范

围的，从国内到边疆跨境地区和周边，并扩大至次亚

太，乃至全球。近几年，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更加广

泛地运用和倡导，在表述中国与世界、中国与东盟、

中国与周边国家、中欧、中非、中俄等关系时，在参加



第３期 李海龙：构建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的新思维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８次峰会、上合组织第１３次首
脑峰会等国际活动时，中国政府多次提到命运共同

体的概念，并呼吁上合组织、金砖国家集团、丝绸之

路经济带、二十国集团等打造命运共同体，从而使其

成为世人热议的高频词，也成为中国外交掷地有声

的点睛之笔。结合世界形势和中国自身的发展背景

来看，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理念符合当前国际社会的

发展趋势，它的提出和倡导恰逢其时。

首先，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程

度日益加深，国家间互嵌式关系结构的特征更加明

显。国际社会中虽依然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合作

的可能和愿望大大增加。各国普遍认识到地缘政

治、战略利益冲突、新合作机制等问题如果处理不

好，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国家间冲突。为了缓和矛盾，

各国应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向着共同的目

标努力。而且，随着日益频繁的交往，国家与国家之

间、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世界的“地球

村”特征更加突出。例如，就对外贸易而言，２０１３年
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 ４．１６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７６％，一举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也是首个货
物贸易总额超过４万亿美元的国家，创造了世界贸易
发展史上的奇迹。［５］中国外贸发展不仅有力促进了国

内经济社会发展，也为全球贸易增长和经济复苏做出

了积极贡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敏锐地认

识并把握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这些新变化，号召所有

国家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展开合作，建设一个休

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人类

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共同发展是持续

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

益。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

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

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６］

其次，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需要国家间加强共

同治理。长期以来，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

织在一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

战。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诸多新的全球性问题不

断涌现，例如生态失衡、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网络安

全、恐怖主义、毒品泛滥、非法移民等。此外，在经济

全球化背境下，一国的国内政策会产生跨国界的溢

出效应，以邻为壑会引发更多矛盾和冲突，唯有同舟

共济才能使得各国都能受益。因此，在经济全球化

日益发展的今天，国家间相互依赖的程度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水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

独自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如何同舟共济、协同

处理国际问题，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难题，就像李

克强总理在第八届东亚峰会上的讲话中所做的形象

比喻那样，“一根筷子很难吃着东西，两根筷子一起

用才能夹到食物，一把筷子捆在一起就不易折

断”［７］。所以，当前以更好地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

目的的全球价值观正在形成，国际社会支持命运共

同体的意识更加强烈。在这一背景下，国家间的通

力合作、国际管理规范的完善、相关治理机构的建立

等，都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各方唯有在更大的范

围内构建多方面、多层次的利益汇合点，逐步形成多

方面、多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才可能保持世界和平发

展的良好态势。

最后，提倡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梦的实现和改善

中国的国家形象有着密切联系。中共十八大后，习

近平主席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梦想。中国梦的提出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复

兴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推动世界的和平发

展将产生重大影响，但其实现离不开一个有利的国

际环境。可以说，中国的发展绝不是排他性的，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各国只有互

通有无，优势互补，才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

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

展”［８］。中国梦在实现中将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

且能够惠及世界各国人民，成为推动实现包括中国

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梦想的不竭动力。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核心是正向互动的，其最终诉求是共同发

展，这一点同中国梦异曲同工，二者都力图把中国人

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全

方位地扩大各方利益的汇合点，推动实现中国和世

界各国的共同和平发展。而且，随着中国综合国力

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在维护世界经济稳定、推

动解决重大国际（地区）热点问题、推进全球治理等

方面，中国都将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在这一背景

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有利于为中国梦的实现

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推动负责任大国形象的

塑造和维护。

　　二、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容

作为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

望和梦想，命运共同体的含义非常丰富。简而言之，

命运共同体是指在维护和追求本国安全和利益时兼

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推动各国共

同发展，分享、合作、共赢、包容等是其核心要义。命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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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共同体的主要内容包含平等互信的新型权力观、

合作共赢的共同利益观、包容互鉴的文明观等。

１．平等互信的新型权力观
长期以来，权力之争是国家间关系发展的主线，

其中此消彼长的零和权力观和对抗思维长期占据主

流，尤其是依据西方大国崛起历史而得出的“国强

必霸”的结论，更是让世人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发

展充满疑虑。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平等互信的新型

权力观，呼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各国人民共

同向往的时代主流，能消除世人对中国发展的担心和

顾虑。尤其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多极化趋势、国际关
系民主化的发展，使得各个国家都享有平等参与国际

事务的权利，理应恪守平等互信的新型权力观，面对

各种问题和矛盾，各国理应同舟共济、权责共担。正

如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２０１３年年会中所呼吁
的：“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

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

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

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国际社会应

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

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

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

乱。各国交往频繁，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关键是要坚

持通过对话协商与和平谈判，妥善解决矛盾分歧，维

护相互关系发展大局。”［６］

命运共同体倡导所有国家应遵守联合国宪章的

宗旨和原则，维护公平正义，根据是非曲直处理国际

事务。具体而言，就是各国应当摒弃国家之间的关

系是零和关系的旧观念，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格

局的变迁，做到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反对颠覆

别国合法政权，反对肆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进行威

胁，倡导各国之间建立多边性、合作性与集体性的安

全，共同协商处理全球性挑战，以维护整个国际社会

的和平与稳定。

２．合作共赢的共同利益观
长期以来，零和关系一直是国家处理彼此间利

益矛盾的主流原则，引发了较多的问题和矛盾甚至

是冲突和战争。然而，日益凸显的全球性问题，使得

国家利益高度交融并成为全球性共同利益链条中的

一环。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

可能独善其身，以邻为壑、转嫁危机可能导致全球利

益链中断。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

８次峰会上所言：“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
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

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

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９］因

此，新的形势要求世界各国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

视角，加强各国在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联系，秉承

合作共赢的共同利益观，做到相互合作、优势互补、

共谋发展，推动更加平等、更加公平、更加均衡的全

球化发展，以实现共同繁荣和富裕的共进型世界。

３．包容互鉴的文明观
周恩来总理曾在１９５５年万隆会议上引用古代

箴言来说明文明包容互鉴的重要性：万物并育而不

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康》）。在自然界

的生物圈中，一个物种难以单独构成一个生态系统

和循环系统并在世界上独立生存下去。人类社会的

理念和文化亦是如此，万物相生相伴而不一定构成

威胁，文明的多样性才是国际社会的进步特征。现

实中，由于各国国情千差万别，因此所谓适用全世

界、万能的文明和价值理念并不存在，诚如习近平所

言：“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各方

应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１０］

２０１４年３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的演讲中，更是旗帜鲜明地倡导多彩平等包容的文

明观，并指出：“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我们应该推

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

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

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

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

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１１］因

此，命运共同体倡导包容互鉴的文明观，要求不同制

度、不同文明的国家应当相互启发和借鉴，加强交流

和沟通，以增强各国文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包容

互鉴的文明观是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能淡化和

搁置人权、意识形态及政治体制等领域存在的矛盾

与分歧，保护世界各国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与多

元化，促进全世界各国文明的竞相绽放。

总之，平等互信的新型权力观、合作共赢的共同

利益观及包容互鉴的文明观构成了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内容，是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

　　三、中国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

实践

　　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将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写入
党代会报告，并将其用于指导新时期中国的外交实

践，使中国的外交理念实现了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

下、从利益相关方到命运共同体的重大转变。在实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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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中国通过自身的努力，

拓宽与世界的合作共进之路，不断将命运共同体理

念付诸实践。

第一，中国反复强调和平的重要性，表明反对战

争和暴力的坚决态度，秉承新思路和新理念正确处

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推动建立互惠互信的命运共

同体。习近平指明，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

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

发展提供启示。［１２］中国自身的血与火的惨痛经历，

使其更加珍惜和平环境的来之不易，更加注重同世

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联系和交流，更加重视增进同

世界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当然，中国的发展和

壮大不仅坚定了对自身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信

心，更坚定了中国对外交往的信念。对此，英国前首

相戈登·布朗指出，中国要维护主权，就需要将“长

城思维抛诸脑后，打造通往２１世纪的长桥”，使自
身利益与相关国家的利益汇合在一起。［１３］中国所提

倡的“新型大国关系”、“亲、诚、惠、容”的交往理念、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地发展邻国关系等，都已成

为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本质内容。一个富强、民主、繁

荣、稳定的中国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市场和更多

的机遇，必将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

献。［２］（Ｐ１８）２０１３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俄罗斯时明确
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促

进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同时呼吁

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的

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

胁。中国发展壮大，带给世界的是更多机遇而不是

什么威胁。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

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１４］。

在实践中，中国妥善处理同有关国家的分歧和

摩擦，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基础

上，努力维护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和地区和平稳定大

局；中国将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继续发挥建设

性作用，坚持劝和促谈，为通过对话谈判妥善处理有

关问题作出不懈努力；中国将以创新性思维应对国

际摩擦和纠纷，摆脱陈规旧俗的束缚，着眼于共同问

题，为各种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解决贡献自身力量，例

如中国在朝核危机、伊朗核危机等问题的处理上，就

展现出极大的耐心和足够的勇气。在２０１４年第三
届核安全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首次在世界公开提出

了“发展和安全并重、权利和义务并重、自主和协作

并重、治标和治本并重”的核安全观，呼吁国际社会

携手合作，实现核能持久安全和发展。［１５］此外，即使

面对某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领土一再指手画

脚甚至企图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中国依然有理有

利有节地予以回击，同时呼吁各国保持冷静，声明中

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用最大的努力和

耐心来维护南海和平，这不仅充分说明了中国在这

个问题上的积极态度，而且也表明中国在以实际行

动来推动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第二，中国竭力促进国际经济的良性发展，推动

建立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一直是中国

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习近平主席在接受

外媒采访时表示：“我们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

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

且造福世界人民。”［１６］中国是合作共赢理念的倡导

国，在对外开放中始终坚持合作共赢的对外战略，坚

定摒弃零和博弈的传统战略。从现实来看，诚如世

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所言：“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经

济的重要利益攸关方，……未来，中国应在全球发

展、开放贸易、全球金融稳定、开放投资、能源和商

品，以及环境等诸多问题上，成为全球解决方案中的

重要一员。”［１７］

在实践中，中国大力倡导命运共同体意识，主张

世界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呼

吁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

自身方面，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

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在对外发展方面，中国奉行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倡

导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通过深化合作

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建设海上

丝绸之路、路上丝绸之路、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等都是未来中国对外发展的宏观目标，这将

为其他国家的发展创造更大更好的发展机遇。在全

球性问题解决方面，中国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与

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

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充分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为

人类社会贡献更多公共产品，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

应对全球性挑战。例如，中国为非洲大陆捐献大量

资金，用于建设学校、医院、水井、道路、桥梁等基础

设施，并参与当地的艾滋病、脊髓灰质炎等疾病的治

疗和预防工作，同时为当地的发展注入资金、技术，

改善当地人民的社会生活条件，促进当地经济社会

的发展。再如，中国在处理同东盟的关系时，一贯强

调两者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积极推动双方朝

向命运共同体发展，即便双方在某些问题上依然存

在问题和矛盾，但是这种紧密的关系不会因为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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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离间而被打破。诚如习近平主席在论及中国

与东盟关系时所指出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和东盟共同体、东亚共同体息息相关……一个更加

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符合求和平、谋发

展、促合作、图共赢的时代潮流，符合亚洲和世界各

国人民共同利益，具有广阔发展空间和巨大发展潜

力”［１８］。

第三，以开放的态度发展人文公共外交，打造包

容互鉴的命运共同体。长期以来，中国反对所谓

“新干涉主义”理念，倡导以国家平等、政治互信为

基础的包容理念，推动国家之间分享不同的文明经

验和成果，强调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和对话。中国

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努

力消除疑虑和隔阂，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

化为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因此，中国以更加开放积

极的态度推动公共外交理念，加强全世界人民的互

信开放。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国愿意以开放

包容心态加强同外界对话和沟通，虚心倾听世界的

声音。我们期待时间能够消除各种偏见和误解，也

期待外界能够更多以客观、历史、多维的眼光观察中

国，真正认识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１２］２０１４
年中德双方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关于建立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

明》也明确强调：“加深相互理解，密切两国人文交

流，特别是青年和学者之间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双方高度重视教育领域合作、高校合作和大、中学生

以及科研人员交流。应继续鼓励两国人民学习对方

国家语言。”［１９］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提供奖学金、

赞助等形式，推动了中外青年、社会团体、非政府组

织的友好交流，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加深了

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通过公共人文外交，中国增

强了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增进了社会和人

文合作，强化了命运共同体的根基，丰富了命运共同

体的内容。

　　四、结语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政府顺应世界各国相

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时代潮流，呼吁并实践着命运共

同体理念，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

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同舟共济，权责共担，推动建

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可以说，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倡导有着极高的国际价值。从提

出背景来看，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反映出世界人民对

当前全球性问题的担忧、对世界不稳定因素的疑虑，

也反映出世界人民追求平等互信的新型权力观、合

作共赢的共同利益观以及包容互鉴的文明观的愿

望。从实践层面来看，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领

导人近期出访周边国家频频提及的词汇，已进入了

中国外交战略的理念层面，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

广泛关注和高度支持，同当前世界各国人民人心思

定、人心思稳、人心思和、人心思善的总趋势高度一

致，其对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当然，目前国际社会仍存在诸多问题

和矛盾，各种价值观仍主要服务于不同国家的现实

利益，命运共同体的建立将面临一定挑战。在这种

形势下，中国应以身作则，以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为

指导，准确研判国际局势新变化，合理承担国际责

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以扩大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影响力和感召力。诚如习近平主席在２０１４年新年
贺词里所言：“宇宙浩瀚，星汉灿烂。７０多亿人共同
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应该守望相助、同舟共济、

共同发展。中国人民追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也祝愿各国人民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我

真诚希望，世界各国人民在实现各自梦想的过程中

相互理解、相互帮助，努力把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建

设成为共同的美好家园。”［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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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伯林相信在特殊的境况下，消极自由可以与

“一些独裁政府，或者一定程度自治的缺乏相互联

系的”，换言之，它甚至可以同缺乏民主，或缺乏自

由的政权相结合。即使消极自由足够幸运地与一个

自由、民主的政权相结合，它仍然会导致“极端的剥

削、残忍和不公平”。“消极自由的信念，与许多大

而持久的社会之恶是相容的，并且在这些恶的产生

中起过作用。”［１］（Ｐ３７）对伯林而言，自由不仅是对一

种不受干预的社会空间的保障，而且也是一种不干

预的操作手段。因此，伯林并非像有些学者所批评

的那样反对理性。［６］同样，作为终极价值存在的消

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并非必然产生冲突。因为，

筑基于价值多元主义之上的消极自由可以容纳积极

自由，二者之间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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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私人和解制度研究
戴哲

（华东政法大学 研究生教育院，上海 ２０００４２）

［摘　要］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已经创设了私人和解制度。然而，私人和解制度在具体执行中
出现了种种问题，如权利人与收发货人／进出口人在和解谈判中存在不平等的现象，权利人滥用私
人和解的权利影响海关执法的积极性，私人和解容易引发侵权人采用“花钱买路”的不正当和解方

式等，因此该制度并不为海关所提倡。为解决上述问题，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的私人和解

制度，海关应当在私人和解制度中转变执法理念，设立和解协议的海关审核与认定标准，在私人和

解制度中引入海关行政调解制度，对权利人滥用和解权利进行限制。

［关键词］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私人和解制度；和解协议；行政调解制度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３．４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３．０１０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作为知识产权边境保护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海关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在货物

进出口环节采取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制

度，海关通过扣留或没收有侵权嫌疑的货物来保护

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由于我国只有海关具

有知识产权边境保护的权限，因此，在我国知识产权

边境保护与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是同一个概念。２００９
年７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实施办法》（海关

总署第１８３号令）（下文简称《实施办法》）正式施
行。其中第２７条第３款对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私
人和解制度作了明确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与收发

货人就海关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达成协议，向海关

提出书面申请并随附相关协议，要求海关解除扣留

侵权嫌疑货物的，海关除认为涉嫌构成犯罪外，可以

终止调查。私人和解制度的创设顺应了海关知识产

权保护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在立法宗旨方面更倾向

于尊重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注重权利人与收发货

人／进出口人的利益平衡，赋予权利人在法律法规范
围内更大的自主选择权，为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提供

了一条新的途径，但也存在诸多问题。迄今我国知

识产权海关保护中的私人和解制度已经施行近 ５

年，但涉及私人和解制度的研究多是来自一线官员

的实践分析，就事论事，理论探讨明显不足。鉴于

此，本文拟对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的私人和解

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并针对这些

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构想，以期为完善我国知识

产权海关保护中的私人和解制度提供借鉴。

　　一、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的私

人和解制度概述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私人和解是在权利人与收发
货人／进出口人之间达成合意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意
味着和解的法律关系主体只包含权利人和收发货

人／进出口人双方。同时，按照《实施办法》第２７条
第３款的规定，海关要对和解协议进行必要的审查，
其身份是作为一个审核和解的公权力部门而存在，

不属于和解法律关系的主体。

１．私人和解协议的法律性质
和解协议是知识产权权利人与收发货人／进出

口人之间基于民法的意思表示原则，在双方平等自

愿的基础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达成共同合意的

产物。因此，和解协议应当属于债权合同，是民事主

体设立、变更、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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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具有以下几个特点：（１）和解协议是双务、有偿
合同［１］。和解协议是基于权利人与收发货人／进出
口人之间的合意而达成的，协议的双方都负有债务，

且双方的债务具有对价关系，收发货人／进出口人要
根据和解协议向权利人支付赔偿金，权利人则在收

发货人／进出口人对其进行赔偿后向海关申请放行
涉嫌侵权的货物，相当于授权收发货人／进出口人使
用其知识产权。（２）和解协议是诺成合同。和解协
议是只要权利人和收发货人／进出口人双方意思表
示一致即能成立的合同，不以交付行为为成立要件。

（３）和解协议是要式合同。和解协议必须具备法律
所规定的形式，必须采用书面格式，以便于海关对和

解协议效力的认定和保存证据使用，《实施办法》第

２７条第３款也明确规定了和解协议应采用书面格
式。此外，既然和解协议属于合同的范畴，那么和解

协议的法律效力就应当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本文对此不再赘述。

２．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私人和解制度的
程序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即《ＴＲＩＰＳ协
议》）第５１～６０条对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措施作了规
定。其中主要规定了边境保护的２种程序：一是依
当事人的申请而采取边境保护的程序（对海关而言

是权利人依当事人申请保护其知识产权，后文简称

为“依申请保护”或“被动保护”）；二是边境主管部

门依职权主动采取边境保护的程序（对海关而言是

海关主动地保护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后文简称为

“依职权保护”或“主动保护”）。此外，《ＴＲＩＰＳ协
议》还规定了具体的救济措施和不适用边境保护措

施的例外情况。考虑到海关的这２种知识产权保护
方式，和解的具体程序也相应地分为２种，即依职权
和解程序与依申请和解程序。

（１）依职权和解程序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依职权和解程序可分为普通

和解与司法程序下的和解。具体程序如图 １所示
（参见《上海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手册》）。

①普通和解。２００９年修订的《知识产权海关保
护实施办法》第２７条第３款明确规定：知识产权权
利人与收发货人就海关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达成协

议，向海关提出书面申请并随附相关协议，要求海关

解除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海关除认为涉嫌构成犯

罪外，可以终止调查。２０１０年修订的《知识产权海
关保护条例》第２４条第５款规定：在海关认定被扣
留的侵权嫌疑货物为侵权货物之前，知识产权权利

人撤回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申请的，海关应当放行被

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这２个条款具体规定了海关
知识产权保护中依职权的普通和解程序。

图１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依职权和解程序图
依职权普通和解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海关中止

放行货物之后到海关认定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为

侵权货物之前，其又可分为以下２种情况：第一种情
况，海关中止放行货物到海关扣留货物之前的和解。

此时，权利人和收发货人／进出口人达成和解，如果
权利人在３个工作日内不向海关提出申请扣留货物
或未提供担保，则海关将放行货物。在这种情况下，

权利人无需向海关提出申请放行货物，海关也无需

认定权利人与收发货人／进出口人的和解协议，权利
人放弃追究收发货人／进出口人侵权责任的默认被
海关所接受，海关将直接放行货物。实践中，在３个
工作日内，权利人只要向海关明确表示不申请扣留

货物并提供担保，则海关就将放行货物。第二种情

况，海关扣留货物到海关认定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

物为侵权货物之前的和解。在这种情况下，权利人

和收发货人／进出口人如果达成和解并申请放行货
物，则需要向海关提出书面申请并随附和解协议，海

关只有在认定了和解协议的效力之后，才可以放行

货物；若海关无法认定和解协议的效力，海关将按照

原有的依职权程序对收发货人／进出口人进行行政
处罚。具体海关如何认定和解协议的效力会在后文

进行论述。

②司法程序下的和解。当海关无法认定收发货
人／进出口人侵权、知识产权权利人向法院起诉追究
收发货人／进出口人的侵权责任时，权利人和收发货
人／进出口人还可以通过司法和解解决争议。按照
《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权利人和收发货人／进出口
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可申请法院制作调解书或直接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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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诉。此外，在法院宣判后的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双

方也可以进行执行和解。按照《民事诉讼法》第２０７
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

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

总的来说，这种和解方式发生在海关无法认定侵权

之后，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私人和解，但事

实上，司法和解依旧属于知识产权保护环节，海关要

协助法院对货物进行处理。鉴于此，这里探讨的司

法和解应当属于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的范畴。

（２）依申请和解程序
２００９年修订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实施办法》

第２７条第３款明确规定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的
私人和解制度，但这一条款是在“依职权保护”的章

节中规定的。２０１０年修订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
例》关于权利人撤回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申请的规

定，也针对的是依职权保护程序。那么，在依申请保

护中是否允许权利人和收发货人／进出口人进行和
解呢？笔者认为，在知识产权依申请保护程序中，虽

然法律未直接规定，但是基于知识产权的私权性，当

然也应该允许权利人和收发货人／进出口人进行和
解。本文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依申请和解程序分为

普通和解和司法程序下的和解。具体程序如图２所
示（参见《上海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手册》）。

图２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依申请和解程序图

依申请的普通和解与依职权的普通和解有较大

的不同，因为在依申请程序中，海关并不对货物是否

侵权作出认定。普通和解的时间应该在海关扣留货

物到权利人向法院申请保全之前，在此期间，只要权

利人与收发货人／进出口人和解并向海关申请放行
货物，海关应当放行，并且海关无需认定和解协议的

效力，同时若在海关扣留货物后的２０个工作日内未
收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的有关裁定通知，海关可以

推定权利人放弃追究收发货人／进出口人的侵权责
任，此时，海关也应当放行货物。此外，依申请的司

法程序下的和解与依职权的司法程序下的和解，其

程序是相同的，笔者在前面已经做过较为详细的介

绍，此不赘述。

　　二、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私人

和解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自２００９年《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实施办法》
颁布从而创设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私人和解制度至今

已近５年，私人和解制度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过程
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在２００９年上海海关查办的案
件中，涉及和解的案件共计１３起，占上海海关当年
知识产权货运案件的７％，案值５５０余万元，占上海
海关当年知识产权案值的８．２％。［２］但私人和解制
度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具体来说，主要有以

下４个方面。
１．私人和解制度不为海关所提倡
目前，海关在处理涉嫌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时并

不提倡私人和解。在２００９年《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实
施办法》设立私人和解制度之前，各海关对知识产

权侵权案主体双方可否和解是存在着争议的：有的

海关考虑到知识产权的私权性，允许权利人在和解

后申请放行货物；有的海关则认为在启动海关知识

产权保护程序后，属于海关的行政执法过程，不能以

权利人与收发货人／进出口人之间的和解作为终止
海关调查的条件。在２００９年私人和解制度正式设
立后，不同意和解的海关抱着一种消极情绪处理和

解案件，给和解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部分权利人

可能因海关对待和解的消极态度而在下一次遇到类

似情况时不再向海关申请和解并放行货物，从而无

法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造成私人和解制度不为海关所提倡的原因主要

有以下４个方面：一是海关作为公权力部门，其在知
识产权执法上依旧存在着过去管制行政的观念；二

是权利人和收发货人／进出口人维护自身权利和依
法正确行使自己权利的意识较差，影响了海关的正

确执法；三是私人和解制度创设只有几年的时间，海

关仍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四是私人和解制度使得

海关在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的前期工作基本归于无

效，这严重打击了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人员的积

极性，大大增加了海关的行政执法成本。

２．权利人和收发货人／进出口人在和解中的不
平等

和解协议是建立在权利人和收发货人／进出口
人双方合意的基础上的，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在法律

层面上是平等的主体，但在实践中，权利人与收发货

人／进出口人的地位往往并不像法律要求的那样平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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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权利人

与收发货人／进出口人之间对于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的认知有很大差别。一般来说，权利人对知识产权

海关保护是比较熟悉的，正是基于此，权利人能够更

好地维护自身的权利；但收发货人／进出口人往往是
被动地进入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对相关的程序、要

求都不是太了解，在货物被中止放行后往往无所适

从。第二，在海关依职权保护程序中，权利人向海关

确权并申请扣留货物后，海关迫于行政执法时限要

求，会立即对收发货人／进出口人进行调查，这会给
收发货人／进出口人带来很大的压力，收发货人／进
出口人往往无法在海关的调查工作期（３０个工作
日）内提供完整的、详细的证据。第三，收发货人／
进出口人被海关扣留货物后，为了能够尽快解决纠

纷，保障货物的进出口，往往会主动找到权利人寻求

和解。

上述原因导致收发货人／进出口人在和解中面
对权利人时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权利人一旦给收

发货人／进出口人施加压力，就容易使得收发货人／
进出口人承受本不应该承受的损失。例如，权利人

很可能滥用和解权利，利用知识产权保护程序延误

合法的进出口货物，然后再通过和解协议向收发货

人／进出口人索要高额赔偿金，而收发货人／进出口
人为了保证其货物被放行，会选择向权利人支付赔

偿金，而实际上，收发货人／进出口人或许并没有侵
犯权利人的知识产权。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在上海海关
查办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权利人确权错误的案

件多达４０起。［２］由此可见，不能排除部分权利人利
用私人和解制度谋取更大利益的可能。

３．权利人滥用和解权利
目前海关在处理涉及和解的案件时，经常会碰

到权利人滥用和解权利的情况。例如在涉及某企业

的一类知识产权依职权保护案件中，该企业在向海

关确认侵权并申请扣留货物后，频繁使用知识产权

和解并向海关申请放行货物。此类案例大大降低了

海关保护该企业知识产权的积极性，使得海关在碰

到下一起涉及侵犯该企业知识产权的案件时，因无

法判定权利人是否真的需要知识产权海关保护，而

消极地对待工作，这可能造成权利人的权利得不到

有效保障。

笔者认为，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权利

人自身。知识产权作为私权，应当由权利人主动地

展开保护，海关作为行政机关保护的只是权利人的

权利，权利人是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主导者，其既有

权申请海关给予知识产权保护，也有权申请海关放

行货物，因此海关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尊重权

利人的选择。但是，权利人有权利不等于拥有无限

的自由，即便这种自由是受法律保障的，当这种自由

价值与行政法下的秩序价值发生冲突时，应当按照

价值位阶对这２种价值进行分析。此时，权利人的
和解权利应当受到约束，否则海关知识产权保护部

门的正常工作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４．不正当和解
收发货人／进出口人为保证涉嫌侵权货物的进

出口而与权利人达成和解，而该涉嫌侵权的货物容

易在后来的流通、使用环节造成再次侵权的可能，并

且这种和解容易引发侵权人“花钱买路”的侥幸心

理，达到某种不正当的目的，使这种和解成为不正当

和解。不正当和解在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确实存

在，且已在海关知识产权保护中发现了涉及和解的

案例。例如，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０日，安徽某公司委托
武汉某公司向武汉海关隶属的宜昌海关申报出口

１７７６００件（７４００箱）蚕豆罐头至阿联酋，申报总价
为３６２６０美元（约合人民币２８万元）。经该海关查
验发现，该批蚕豆罐头共有４个货柜，纸箱包装及单
件商品上全部带有“Ｌｕｉ”商标，该公司无法出具授
权书，该海关依法中止放行，并及时通知了该商标权

利人。经“Ｌｕｉ”商标的所有人张家港保税区迈克斯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确认，该批蚕豆罐头为假冒货物，

但在海关查获的第３天，这批货物的发货人通过各
种关系找到权利人，提出赔偿权利人损失以换取商

标使用的要求，结果权利人在获得经济补偿后，与侵

权人达成和解协议，海关只得依法放行。［３］（笔者

注：案发时，和解制度并未正式创设，不同的海关在

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各不相同。有的海关认为在启动

主动保护程序后，不能以当事人与权利人之间的和

解作为终止海关行政调查的条件；有的海关认为，既

然知识产权是私权，只要当事人与权利人之间达成

和解，那么海关就应该终止对案件的调查。本案中，

武汉海关最终接受了和解。）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

首先，不正当和解行为不但给海关处罚不法收发货

人／进出口人带来困难，同时也极易引发收发货人／
进出口人的侥幸心理，削弱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使海关执法工作陷入被动，造成维权资源的浪费；其

次，它会使侵权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如涉嫌侵权的货

物因质量问题而产生的恶劣影响极可能会严重损害

普通民众的公共利益。鉴于此，在不正当和解中，权

利人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可否基于和解来申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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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放行货物尚有待商榷。

收发货人／进出口人与权利人达成不正当和解
的主要目的在于收发货人／进出口人能够通过销售、
流通涉嫌侵权货物获取利益，但这种利益是建立在

侵犯公共利益的基础上的，属于非法、不正当利益。

因此不正当和解协议在法律上应当认定为以合法的

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情形的

一种，海关不应认定该和解协议的效力，应继续按照

原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打击收发货人／进出口人
的侵权行为，避免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同时，考虑到

海关无法对每一批货物都进行查验，必定会有部分

涉嫌知识产权侵权的货物流入市场，损害公众利益

（笔者将这部分货物数称为“侵权黑数”），因此，海

关应加强与检验检疫、工商等部门的协作，主动依职

权杜绝此类危害公共利益的货物流入市场。

　　三、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

私人和解制度的建议措施

　　针对上述存在问题，笔者提出如下建议措施，以
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的私人和解制度。

１．转变海关在私人和解制度中的执法理念
在面对和解案例时，海关应摒弃管制行政观念，

尊重权利人与收发货人／进出口人之间的和解，确实
保障当事人的和解权利。这也是目前行政主体从管

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政府行使职权的方式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一方

面，政府强化了其公共服务功能，对海关知识产权保

护而言，海关应作为中立方，确实保障权利人与收发

货人／进出口人的权利，不偏袒权利人；另一方面，行
政执法手段不断丰富，在未来管理体制的变革过程

中，海关应多采取劝告、说服等非强制性措施，以降

低行政执法成本，提高执法效率，使公权对私权的干

预程度降低。［４］

我国海关可以借鉴荷兰海关的执法经验。荷兰

海关知识产权和解制度有以下优点：一是积极引导

权利人与收发货人／进出口人进行和解。据统计，在
荷兰海关查获的侵权案件中，９８％的案件都是以权
利人与收发货人／进出口人双方和解的方式结案的，
和解成为权利人与收发货人／进出口人解决侵权的
首选方式。［５］二是十分注重开展与权利人的合作。

如通过权利人组织联系其他权利人、开展品牌产品

的鉴别培训等。也正因为如此，在荷兰的知识产权

海关保护中，权利人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海关对侵

权货物的认定，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权利人的合作。

借鉴荷兰海关的成功做法，我国海关在知识产

权保护私人和解制度上，应当注重开展与权利人的

合作，提升权利人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作用；同时，

创造有利于和解的执法环境，正确维护权利人与收

发货人／进出口人正当和解的权利。当然，我国海关
在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转变其对和解的观念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和支持。

２．设立海关审核和解协议的标准
《实施办法》规定了海关要对权利人与收发货

人／进出口人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必要的审核，但并
没有确立审核的标准。笔者认为，和解协议的海关

审核只发生在依职权保护过程中的普通和解程序

中，和解协议只有在海关审核并接受后，海关才可以

放行涉嫌侵权的货物。

上文对和解协议的法律性质已经做了探讨，和

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应当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分为

有效、无效、效力待定、可撤销可变更４类。海关在
审核和解协议效力时应从和解的上述４种效力出
发，对和解协议进行仔细审查和认定，区分和解协议

中无效、效力待定、可撤销可变更的具体情形。但在

实践中，和解协议的无效、效力待定、可撤销可变更

的事由范围较广，也不排除权利人与收发货人／进出
口人使用和解协议来蒙骗海关的情形，因此不能要

求海关对每一份和解协议的无效、效力待定、可撤销

可变更事由都做特别仔细全面的审查。只要海关尽

了注意义务，海关的认定就是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

即便和解后法院认定和解协议无效，当事人向海关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直接向法院申请撤销海关所做的

具体行政行为也不会得到支持，海关不应承担责任，

也就意味着海关此时不承担行政执法的风险。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和解协议认定过程中，即

使海关若初步判断侵权涉嫌构成犯罪，海关也无法

终止调查，因为事实上，若侵权涉嫌构成犯罪，意味

着其已经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解协议若包

含此类情况，则其效力应当归于无效。那么如何认

定侵权是否涉嫌犯罪呢？在实践中，海关在检查和

解协议前，首先应对侵权的案值和涉案货物数量进

行认定，然后参照《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侵犯知

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对侵权行为是否涉嫌犯罪做出初步的判断。若海关

判断侵权涉嫌犯罪，则海关就应按照《公安部、海关

总署关于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协作的暂行规定》将案

件移送给公安部门以追究收发货人／进出口人的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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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责任。

综上所述，有必要明确海关审核和解协议的标

准，这个标准可以参照《海关行政复议办法》规定的

有关海关审查复议和解协议的要求，明确海关对权

利人与收发货人／进出口人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以
下３方面的审查：一是和解协议是否为双方真实的
意思表示；二是收发货人／进出口人的涉嫌侵权行为
是否构成犯罪；三是和解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或者海关规章的强制性规定，是否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笔者认为，海关审核和解协议应遵循以下流程：

首先，海关在认定和解前，应对侵权是否涉嫌犯罪做

出初步的认定，若判定涉嫌犯罪，则海关应当告知权

利人或收发货人／进出口人此侵权行为无法和解的
原因。其次，若侵权不涉及犯罪，则海关可以在尽了

注意义务的前提下，对和解协议的效力进行认定；若

海关认定和解协议的效力为无效、效力待定、可撤销

可变更，则海关可以不接受和解，按照原有的海关知

识产权保护条例对收发货人／进出口人做出行政处
罚。再次，若和解协议在事后被法院认定为无效、效

力待定、可撤销可变更，只要海关在其审查和解协议

效力的过程中尽了注意义务就不承担责任，海关的

认定应被认定为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此时，和解

协议的受损害方可以追究相对方的缔约过失责任。

３．在私人和解制度中引入海关行政调解制度
上文在对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私人和解制度的分

析中已经谈到了权利人与收发货人／进出口人在实
际和解中的不平等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最好也是最

可行的解决方法是引入海关调解制度。在和解制度

中引入海关行政调解制度，能使各方当事人进一步

了解案情，同时也能使各方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

并且调解是由海关主持，从而保证双方的平等性，使

收发货人／进出口人在面对权利人时不处于劣势。
同时，参与调解的当事人可以是进出口商、权利人和

相关的第三方，这为纠纷的实际解决提供了平台。

目前我国已经在《商标法》第５３条、《专利法》
第６０条、《著作权法》、《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第
１０条、《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第９条等法规中
规定了知识产权调解制度。同时，目前我国关于知

识产权纠纷的调解仅限于赔偿数额，知识产权管理

部门不能对是否侵权进行调解，因此，为了与现行制

度相匹配，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私人和解制度引

入调解也应当仅限于赔偿数额。

现行的海关知识产权保护仅限于进出口环节，

海关处理的主要是知识产权的侵权纠纷，和解制度

的主体也仅限于权利人和收发货人／进出口人。和
解制度下的行政调解范围可以稍大于进出口环节，

考虑到收发货人／进出口人在向权利人支付和解下
的赔偿金后还会向第三方追偿，因此可以对涉及和

解协议的第三方也进行调解。这样的调解应该是多

重法律关系之间的调解，通过海关统一进行调解能

够为纠纷的彻底解决提供新的途径。

此外，海关应当在和解协议的基础上，对赔偿数

额进行调解。而需要海关认定和解协议的情形只存

在于从海关扣留货物到海关认定被扣留的侵权嫌疑

货物为侵权货物之前的依职权和解中。鉴于此，笔

者认为，在依申请保护环节不存在调解，毕竟海关在

依申请保护环节并不对货物是否侵权做出认定，这

种情况下，海关并不需要对和解协议进行认定，这更

适合在司法程序中统一解决纠纷，这样能够节约海

关的行政执法成本。但必须强调的是，调解的范围

仍应仅限于赔偿数额。

４．限制权利人滥用和解权利
上文在针对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私人和解

制度的分析中已经探讨了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和解时

的和解权利滥用问题，目前这一问题在海关执法过

程中较为常见。须知，享有和解权利并不意味着和

解的绝对自由，正确地处理权利人滥用和解权利的

关键在于采用合理的措施对权利人的和解权利进行

限制。首先，应当对滥用和解权利进行认定。考虑

到全国各海关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具体情况的

差异，如上海海关和南宁海关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案

值、种类等方面的差异，评定权利人是否滥用和解权

利应该由各海关自行把握，不能以某一标准一概而

论。在认定权利人滥用和解权利后，则需采取实际

措施限制权利人滥用和解权利。目前，在海关执法

实践中，各个海关都会对一些不配合海关知识产权

保护的权利人进行登记并上报海关总署。因此，海

关总署可将这些权利人的信息汇总后形成一份“黑

名单”，通报各海关和名单上的企业，使得各海关在

下次碰到此类企业时可以事先做好准备，并使滥用

和解权利的权利人意识到滥用和解权利带来的问

题，以限制权利人滥用和解权利。

　　四、结语

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私人和解制度的创

设为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提供了一条新的纠纷解决途

（下转第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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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对司法的冲击与应对
吴晓璐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　要］司法的公开与公正需要传媒的报道和监督，传媒的新闻自由需要法律来保障。当新闻自
由僭越了监督底线，传媒通过对司法案件的报道形成公众舆论，进而影响到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

判等司法程序时，传媒对司法的冲击也就随之产生。传媒对司法的冲击在一些典型的司法案件中

体现得较为明显，例如，“药家鑫案”“夏俊峰案”“李天一案”等。传媒对司法产生冲击的原因主要

有３个方面：一是传媒占据了报道司法案件的优先发言权之位置；二是传媒对司法案件的报道并不
中立；三是传媒推动司法进程的现实作用使公众更为认同。只有化解传媒对司法的冲击，建立两者

之间的平衡，才能更有利于我国良好司法环境的形成。为此，一是要准确定位传媒在司法中的作

用；二是传媒工作者应坚持职业操守、增强法制观念、坚守司法底线；三是司法机关应设立专门的职

能部门，及时、充分地公开案件进展情况；四是司法机关只能在法律框架内考量民意，而不能为民意

或传媒所左右。

［关键词］传媒；司法；舆论监督；职业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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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媒与司法分别连接着新闻自由与司法公
正；传媒与司法的关系彰显了新闻自由与司法公

正的博弈。司法的公开与公正需要传媒的报道和

监督；传媒的新闻自由需要法律来保障。传媒作

为面向社会大众的信息发布平台，其对引领社会

舆论导向具有先天优势。当这种优势体现在传媒

对于一些司法案件的报道中时，传媒与司法的关

系会变得较为复杂，传媒通过对案件的报道形成

公众舆论，进而利用舆论影响案件的侦查、起诉和

审判等司法过程，这时，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冲突也

就随之产生。面对这种冲突，传媒与司法之间的

关系究竟该如何处理？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

题。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多侧重于理论研

究，很少结合实际案例进行解析。因此，本文拟通

过分析近年发生的一些典型案例，剖析传媒对司法

产生冲击的原因，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构

建传媒与司法平衡机制的建议。

　　一、传媒冲击司法的实例

传媒对于司法案件的报道是普法工作的重要形

式之一。但有时传媒对于案件的过度曝光，甚至是

某些倾向性报道，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的同

时，会影响到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从

２０１１年的“药家鑫案”到２０１３年的“夏俊峰案”，每
年我们都能够找出这种舆论影响司法的典型事例。

２０１１年“药家鑫案”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公众
中激起了很大反响，案件尚未宣判就在民间出现了

一片喊杀声，顿时人人都变成了司法者，似乎不对药

家鑫这个罪大恶极的人判以极刑就不足以体现司法

的公平正义。果不其然，不知是西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难以抵抗舆论的压力，还是真正的基于司法公正，

最后药家鑫被判死刑，最高人民法院以最快的速度

核准了该判决，自案发到执行，短短７月余，一个２０
岁的年轻生命就这样在一片“罪有应得”的声讨中

消逝了。笔者对这个案件一直耿耿于怀，因为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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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药家鑫是“枉死”的，是典型的“舆论杀

人”。理由如下：首先，从人身危险性来看，药家鑫

是在校学生，无前科，且根据媒体报道显示他平时社

交圈也相对简单，加之他系初犯，认罪态度较好，绝

不同于社会上的小混混，应该认定他的主观恶性和

人身危险性都相对较小。其次，从量刑情节来看，药

家鑫是案发后由父母送到公安机关的，依法认定为

自首。我国刑法第６７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
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虽然法律将自首规定

为酌定从轻情节，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量刑时一

般都会考虑自首情节从而进行轻判的。除了法理方

面的理由，还有情理上的支撑。药家鑫的父母之所

以带着儿子去公安机关自首，想必一定不是希望送

儿子去死。他们一定是相信通过自首这种行为，加

之对被害人积极赔偿的态度，可以获得法律上的从

轻发落。如果药家父母当初便知结果会是这样，他

们定不会送药家鑫去自首了，这是人之常情。最后，

药家鑫作为独生子女，虽然现在“留存养亲”在我国

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但法官在自由裁量时如能将

这一因素考虑在内，是合乎情理的。［１］综上，笔者认

为药家鑫一案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下，如果没有传

媒、公众如此高的关注度，而是作为一个普通刑事案

件来审理，未必会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不幸的

是，该案件经过传媒的渲染性报道后，激起了社会公

愤，凡是发表了看似倾向药家鑫的言论之学者都瞬

间成为了众矢之的，遭到了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恶骂，

这种现象表明了社会公众对药案的一种明显的倾向

性。有学者评价此案：以群众狂欢的方式处死我们

的同类［２］。笔者认为，该说法虽有夸张，但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该案的态度。

公众也不都是“残忍”的，在“夏俊峰案”中，人

们表现出的则是同情弱者。一个商贩刺死了两名城

管，也是一起毫无争议的故意杀人案件。但在该案

中，行凶者是处于弱势的下岗工人，生活拮据，有一

个可爱的会画画的儿子，为了生计摆摊赚钱却遭城

管“刁难”，情急之下拔刀杀人。加之，历来城管人

员都是那种留给人们不好印象的执法者。２０１３年
在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死刑复核程序时，社会

上出现了“刀下留人”的高呼声，理由是夏俊峰的杀

人行为情有可原，属正当防卫，甚至连他的儿子尚幼

需要其抚养也成为免死的理由。而这一次，法院顶

着舆论的压力核准了夏俊峰的死刑。事后，法院工

作人员还特意就此案件答记者问，为公众释疑。［３］

可见，普通民众的正义感是感性的，天生同情弱者，

但是法律是理性的、公平的，它不应当理会感性。在

此案中，法律既赋予人们表达自由的权利，也保障了

法官的公正、独立审判。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

强所说，我们不能因为一方是弱者就偏袒。［４］

在去年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李天一强奸

案”中，传媒在对相关案情进行报道时无视法律规

定，肆意窥探公安机关的侦查过程、透露未成年人和

被害人的个人信息，甚至连身为法律从业人员的律

师也罔顾职业操守而违规透露相关案情。这种种现

象的产生都与作为传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

些引起民众强烈关注和争论的案件中，媒体的报道

对案情的传播和舆论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传媒有

时在追求新闻价值、迎合公众好奇心等目的的驱使

下，其本身的行为可能会从监督司法越位变成了干

预司法。

　　二、传媒对司法产生冲击的原因

传媒或因认知上的缺失，或因利益的驱使，可能

会作出具有倾向性、煽动性的报道，这些报道之所以

能够获得公众的相信和支持，并形成社会舆论，进而

对司法造成干扰，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 ３个
方面。

１．传媒占据了报道司法案件的优先发言权之
位置

传媒作为新闻传播者，具有敏锐的新闻洞察力，

在发现可能引起公众兴趣的案件时，会对其进行第

一时间的报道。而司法机关，作为行使司法权的国

家机关，在司法过程中承担着各自的职责，并受到法

律的制约，它们不能任意地公布案情，甚至也不便对

传媒的报道和公众的质疑作出回应。我国《刑事诉

讼法》规定了对刑事案件的公开审理（第１８３条）和
公开宣判（１９６条）制度，除此之外，在侦查阶段和审
查起诉阶段应该对案情予以保密，以防止审判阶段

的法官过早接触案情，形成预断，进而对庭审产生不

正当影响。但是，新闻的特点在于时效性，因此，在

对案情的优先报道方面，传媒占据了发言的先机。

加之，传媒为了使报道更具吸引力和可读性，往往对

掌握的部分案情进行编辑，以使得报道文章更完整，

而经过编辑的案情会在第一次接触该案的公众心里

“先入为主”地被当做案件的全部事实。即使司法

机关随后对案件进行公布和澄清，也往往难以改变

人们最初的认知。

２．传媒对司法案件的报道不中立
传媒不是司法者，报道的主观色彩常常带有一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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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倾向性，不中立的报道随处可见，其原因有

两点。

其一，传媒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具有自身行业的

特点，那就是每篇报道中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人为的

主观性色彩和倾向。而这些主观色彩一旦渗入到被

编辑的报道文章中，就使得该文章对阅读者产生某

种暗示，特别是其中对于案件的一些评论，更能起到

引导舆论的作用。如在“药家鑫案”中，媒体一开始

对于药家鑫个人情况的报道，使得人们对他贴上了

“富二代”的标签，于是，民意倾向性瞬间便倒向被

害人一边。

其二，传媒有自身对利益的追求，希望通过报道

内容抢占市场、扩大影响，进而增加自己的收益。正

是这种出发点使得传媒在对司法案件的报道中，常

常会发明、总结出一些吸引读者眼球的词汇，如“躲

猫猫”“喝水死”“钢琴杀人法”“轮流发生性行为”

等。这些带有明显讥讽意味的词汇会给案件贴上标

签，使得公众在接受这些词汇的同时，也完成了对报

道者的主观认同。

３．传媒推动司法进程的现实作用促使公众更为
认同

不可否认，在我国当前社会，传媒已成为公众获

得救济的一种有效手段。凡是一些被媒体广泛报道

和关注的案件，必然会引起司法机关甚至党和政府

的重视，这种重视会导致司法机关加大对案件司法

资源的投入，而这种投入对于案件的周密侦查和正

确审理过程无疑是有益的。作为一名普通民众，要

想使自己的事情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影响和关注，通

过正常途径是很难奏效的，这时，求助媒体就成了首

选的捷径。这种情况，不得不说是我国法治社会建

设进程中的悲哀。因为这种模式会形成一种恶性循

环，其后果是司法将丧失其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性。

正是由于人们对于传媒的这种信任致使人们愿

意相信和接受报道中的暗示性内容，进而形成某种

舆论倾向。而人们的这种倾向更多的是基于道德的

朴素正义观进行的评价，而不是法律层面的正义

追求。

　　三、构建传媒与司法的平衡机制

如上所述，传媒对于某些司法案件的报道，在客

观上起到了扰乱司法程序、干预司法公正的消极作

用。但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我们都不能否定舆论

监督对于司法公开、公正所起的积极作用。在我国

现阶段，强调司法不受舆论等外力的监督是有失偏

颇的，因为我们的法治程度还处于发展阶段，司法还

没有成熟到可以完全独立的程度。阳光是最好的防

腐剂，只有将司法过程曝光于民众监督之下，才能够

有效地防止司法腐败的滋生。所以，构建传媒与司

法的平衡机制是必要的。

１．准确定位传媒在司法中的作用
对于传媒在司法中的作用我们应该有正确的认

识和准确的定位。首先，无论传媒对司法的影响是

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应该明确，这种影响都是有

限的，切不可过分夸大传媒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

它的有限性体现在对案件报道的有限性和对司法影

响的间接性。如前所述，传媒的报道在于吸引公众

的眼球，所以它不会对所有案件均进行报道，而只会

选择一些案情特殊、当事人身份特别、民众好奇程度

大等具有所谓新闻价值的案件进行报道。传媒报道

对司法的影响不具有强制性，一篇新闻稿若真要对

案件的审理进行干预，还需借助社会舆论手段，或借

助能管理和控制司法过程的相关领导干部。其次，

传媒监督只是监督司法的途径之一，与政党监督、公

众监督一样，是体外监督的一部分，它们与检察院的

监督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司法监督体系。我们不必也

不应赋予传媒过高的期待，传媒对司法案件的报道

并没有完全起到我们所想象的维护公平正义、推动

法治进步的作用，相反，在有些时候，那些被传媒选

中的案件就像其他社会事件一样，坚持只不过是媒

介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一种“商品”而已。［５］

２．传媒工作者应坚持职业操守，坚守司法底线
传媒作为拥有广泛信息渠道的公众部门，承担

着在社会各部门与公众之间进行信息传播的社会责

任，理应强调报道内容的全面性、客观性，而不能为

了迎合大众的好奇心，将未加证实的小道消息、甚至

是夹杂了个人感情色彩的传闻报道出来误导公众。

传媒的工作目标应该是通过媒体的报道，使社会事

件透明化、争论清晰化，以此来营造一个和谐、信任

的社会环境，而不是通过报道使误解增多、矛盾激

化。同时，传媒作为承担监督责任的社会机构，应当

把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与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区别对

待。尤其是对关注度高的案件进行报道时，要严守

法律和职业底线，实事求是，尊重司法的严肃性，不

进行引导性、煽动性报道。对于尚在侦查阶段的案

件和法律规定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传媒不可进行窥

探、猜测性报道；对于法律允许公开审理的案件在报

道时应注意对被告人涉案范围外隐私的保护，不可

偏听偏信一方当事人的言论等。监督与干涉往往只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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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线之隔，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每一位新闻

工作者心中都应该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底线。这个底

线就是：不能挑战法律，保持对法的敬畏。

３．司法机关应设立专门的职能部门，及时、充分
地公开案件进展情况

司法工作人员应当认识到，传媒享有报道司法

案件的权利，是审判公开原则的必然要求。司法机

关有义务维护传媒报道、评论司法的权利，应该设立

专门对外发布信息的职能部门，将某些案件的案情

和司法进展情况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外公布，以

增加司法的透明度。对于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案件

应及时召开新闻通告会，使媒体成为沟通执法者与

公众的桥梁。如此一来，传媒工作者既有渠道获取

官方的声音，同时也消减了为吸引读者眼球而进行

信息填补的空间，不仅能让公众可以在第一时间接

收到准确信息，减少错误信息的误导，又可以充分公

开案件情况，防止司法腐败和暗箱操作，增强司法在

公众心目中的权威性。最近，已经有很多法院开始

通过微博直播、法律文书上网等方式来增强庭审过

程的透明性和司法审判的公开性。法院工作方式的

这一改革，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４．司法机关应在法律框架内考量民意
司法公开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司法机关既

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积极配合传媒将案件的司法

过程向公众公开，也有权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

范围内对公众民意进行独立考量。须知，司法的公

正性是基于它对法律的严格执行，而不是他人（或

群体）的意志。只要司法过程中不存在程序性和实

质性错误，那么其判决公众都应接受，这样才能体现

司法解决的终局性和司法判决的权威性。相反，有

时看似公正、体现民意的审判，却是对法治社会的伤

害。维护司法权威，不仅是法治本身的要求，也是我

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追求。更何况，“民意”

作为一个集合概念不易准确把握，有时传媒所表达

出的“民意”并非真正的民意，有可能是被引导的

“民意”，或以偏概全的“民意”。

　　四、结语

传媒与司法的关系很微妙，二者完全一致或完

全对立都是不正常的，而在冲突中维持平衡应当是

一种常态。在传媒与司法之间应该如何进行平衡，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６］曾说过：“群众的看法、

网民的看法和法律应统一起来，要进行互动，不能互

相否定，民意不能干预司法，司法不能不尊重民意，

应该相互尊重。两者冲突时，法院要进行价值的权

衡，有时候为了实现一个公平正义的价值，要牺牲一

定群众的看法，有时候要尊重群众意见，也可能要牺

牲一下实体上的裁判。”建立传媒与司法的平衡，有

助于我国良好司法环境的形成。我们在尊重公众意

见和社会舆论的同时更应该强调尊重司法，“不杀

不足以平民愤”并非法律用语：杀与不杀取决于“法

律”而不是“民愤”。当然，及时公开案件信息、实现

司法独立、赢得民众信任，才是彻底杜绝司法过程受

传媒报道等外界因素干扰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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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初始的心理资本问卷进行预测试，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预测试问卷进行探索性因
子分析，筛选出正式研究调查问卷条目，通过问卷调查，归纳提取出我国非营利组织员工心理资本

构成维度为：希望、乐观、自我克制、自强和坚韧与自信心。对这五因子模型进行拟合优度检验，结

果表明五因子模型与观测数据比较契合，探索模型得到较好的验证。与一因子模型、二因子模型、

三因子模型、四因子模型等竞争模型进行拟合优度指数比较，发现五因子模型是竞争模型中较为理

想的模型；对五因子模型进行信度检验，发现本研究采用的心理资本问卷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因

而问卷测量结果是可靠的。我国非营利组织员工心理资本构成的希望、乐观、自我克制、自强和坚

韧与自信心５个维度与ＦｒｅｄＬｕｔｈａｎｓ、惠青山提出的心理资本构成维度在内容结构、测量题项方面
均有所差别。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心理资本；五因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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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资本”这一概念是在２１世纪初提出的，
截至目前，国内外关于心理资本方面的研究成果主

要集中在心理资本的概念界定［１］、心理资本的构成

维度［２－３］、心理资本的前因变量、结果变量等。基于

不同的文化背景，心理资本的构成维度有所差别，国

外学者ＦｒｅｄＬｕｔｈａｎｓ等［２］结合积极组织行为学研究

成果，提出心理资本的构成维度应包括４个方面，即
自信心、希望、乐观、坚韧力。这４个维度提出来以
后，学者对心理资本构成的研究大多直接借用或者

稍加改变。ＦｒｅｄＬｕｔｈａｎｓ等［４］结合中国２家私人企
业和１家国有企业的具体情境，提出了跨文化背景
下心理资本应包含的 ３个维度：希望、乐观和坚韧
力；惠青山［３］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结合不同类型企业

（国营、民营和三资）进行研究，提出心理资本的构

成维度应包括冷静、乐观、希望、自信。大量相关文

献提出环境（组织）支持感、工作挑战性和自我强化

等前因变量对心理资本的影响，以及心理资本与工

作满意、组织工作绩效、组织承诺和组织公民行为这

些结果变量的关系。对于心理资本理论未来的研究

重点，不同学者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几乎都集中

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于心理资本构成维度的研究；跨

文化研究（心理资本前期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欧美）；

特定组织研究（将研究对象情景限于某一行业来探

索心理资本理论在特定群体中的适用性）。［２－９］

鉴于国内对心理资本构成维度研究较少，同时

惠青山［３］提出的心理资本构成维度有别于国外研

究，其研究又是以营利性组织为样本，因此，在国内

开展对非营利组织心理资本构成维度的研究就显得

非常必要。本文拟探讨我国非营利组织员工心理资

本的构成维度，以期深化该问题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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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预研究

１．研究假设
心理资本探讨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员工

的积极组织行为。根据以往的积极组织行为理论，

员工的积极组织行为大多是多维的。实际上，员工

在组织中所表现的积极组织行为也体现在多个方

面。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我国非营利组织员

工心理资本应是一个多维结构。为了检验这一假

设，我们以中国各地区非营利组织为研究对象，从访

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开始，逐步探讨非营利组织员

工心理资本的构成维度。

２．项目收集和初始问卷编制
结合国内外文献（国内外关于组织中心理资本

问卷的文献相对较少，本文主要参考国外学者 Ｆｒｅｄ
Ｌｕｔｈａｎｓ等［２］研制的心理资本问卷和国内学者惠青

山［３］开发的心理资本问卷），对部分非营利组织员

工进行访谈，利用非营利组织系部组织会议进行小

组座谈，先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理解心理资本含义，

然后再设计开放式问卷。本文将心理资本定义为组

织中个人可发展和能被开发的积极的心理状态，具

体表现为：自我效能感，即有信心呈现和投入必要的

努力以完成挑战性的工作；乐观，即把积极的事件归

因于内部、持久、普遍深入的原因；希望，即期待达到

某种目的或出现某种情况；坚韧力，即当面临困难和

危机时，持续保持韧劲，从中迅速恢复，从而摆脱困

难，走向成功。

开放式问卷设置这样一个问题：您认为在组织

中个体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积极心理要素，具体表现

在哪些方面？针对这个问题，让每位员工尽可能多

地写出自己的看法。

本次开放式问卷调查在河南、浙江、新疆等地的

非营利组织中进行，组织类别涉及到高等学校、红十

字会和公立医院等。本次问卷共抽取有效样本５３
人，其中男性２９人，女性２４人。将所收集问卷进行
归类、合并，按条目出现频率进行排序，整理出４５个
条目。根据通俗易懂、与工作相关、意义明确等标准

对条目内容进行筛选，删去只有２人或１人提出的
条目，同时结合过去文献中的资料，最后确定２２个
条目作为预试问卷。

３．预试
（１）研究工具和被试
使用初始的心理资本问卷进行预测试，以便为正

式研究筛选出可使用的工具。本研究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点

等级法（１代表非常不同意，２代表不太同意，３代表
一般，４代表有些问题，５代表非常同意）记分，用以调
查员工积极的心理状态。被试群体同样来自上述３
个地区的非营利组织，共发放问卷１３９份，回收问卷
１３３份，其中有效问卷１３１份，有效问卷率为９８．５％。

（２）项目区分度分析
问卷中的项目分析主要包括区分度分析和难度

分析。难度分析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此项目分析主

要是区分度的计算［１０］，即计算问卷各个问项的 ＣＲ
（临界比）值。根据测量总分区分出高低分组，将得

分前２７％的视为高分组，后２７％的视为低分组，求得
２组在每个条目上得分平均数差异的显著性系数
（Ｔ）。如果Ｔ值显著，那么说明该条目具有鉴别力。

（３）预试问卷的结构考察
使用ＳＰＳＳ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１５．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

行主成分分析，使用正交方差极大法抽出５个可解
释的有效因子，能解释的总变异量为６３．３９％。

在进行因素分析之前，必须先进行相关指标检

验，以确定研究中收集的数据能否进行探索性因素

分析，其中主要检验指标为 ＫＭＯ值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
形检验的卡方值。ＫＭＯ检验是依据变量间的简单
相关与偏相关的比较，其计算公式为所有原变量简

单相关系数的平方和除以简单相关系数平方和加偏

相关系数平方和。与反向相关检验的本质一样，如

原变量间相互作用较大，则变量间的偏相关系数就

会相对较小，简单相关系数就会相对较大。从上面

的公式可以看出，ＫＭＯ值较大则适合进行因子分
析，反之，ＫＭＯ值较小则不适合做因子分析。Ｋａｉｓｅｒ
提供的判断标准是：ＫＭＯ＞０．９，非常适合；０．８＜
ＫＭＯ＜０．９，适合；０．７＜ＫＭＯ＜０．８，一般；０．６＜
ＫＭＯ＜０．７，适合度较低；ＫＭＯ＜０．６，适合度很
低。［１１］本研究预试问卷 ＫＭＯ值 ＝０．８７３，达到显著
水平表明预测试数据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在对预测试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时，本文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来提取因子，决定以２２个条目
作为下一步正式调查问卷。但是问卷需要反复修

订。笔者通过邀请２位教授、２位副教授、３个博士
生一起经过２轮修订，最后得到２２个条目作为正式
研究调查问卷。

　　二、非营利组织员工心理资本构成

维度探讨

　　１．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经预测试筛选的由２２个条目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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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式心理资本问卷，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点等级法记分。
由于调查对象是非营利组织员工（文化水平和文化

程度相对较高，对于反向表述的条目理解应该较

好），为了提高问卷的有效性，问卷中有３个题项采
用反向计分，实行集体施测方式。正式调查在国内

４０余个非营利组织中进行，涉及湖北、河南、河北、
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广西、重庆、四川、

江苏、安徽、福建、北京、天津、湖南、山东、广东１９个
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非营利组织类型包括公立高等

学校、红十字会和公立医院等。共抽取样本８９２人，
经过筛选，得到有效问卷８２１份，其中４９６份样本被
用来做心理资本构成维度探讨，剩余３２５份样本被用
来做心理资本构成维度验证。使用ＳＰＳＳ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５．０统计软件对正式调查的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２．研究结果
（１）非营利组织员工心理资本的构成维度

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正交旋转，共提取出

５个因子（Ｆ１、Ｆ２、Ｆ３、Ｆ４、Ｆ５），方差总解释量达到
６０３５％，因子负荷也都在０．５０以上（见表１）。由
表１可知，所提取的５个因子的结果和预试研究结
果接近。其中，Ｆ１属于员工工作自信心方面，可命
名为自信心因子；Ｆ２属于员工对自己未来工作的认
可，可命名为希望因子；Ｆ３属于员工在组织中遇到
情绪事件后凭意志控制的能力，可命名为自我克制

因子；Ｆ４属于员工在工作中处理问题需要自强和坚
韧的能力，可命名为自强和坚韧因子；Ｆ５属于员工
在工作中能够用积极的方式解释和看待正在发生的

各种事情和面临的困难，可命名为乐观因子。同时，

本研究结果证实心理资本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见表２）。
（２）心理资本构成维度验证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可以获得非营利组织员工

表１　心理资本问卷各项目的因子负荷 （样本数为３５０）

项目
因子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Ｆ５
１．我相信自己可以分析长远战略性问题，并能找到解决方案 ０．６３１

２．和自己单位中的管理层一起开会时，在陈述自己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方面我很自信 ０．６８４

３．我相信自己对组织战略发展方向的讨论有所贡献 ０．７１２

４．在我的工作范围内，我相信自己能够帮助设定自己的目标和方向 ０．８０２

５．我相信自己能够向自己的同事陈述信息 ０．６７４

６．如果我发现自己在工作中陷入了困境，我能想出很多办法摆脱出来 ０．５１５

７．在自己的工作中，我可以精力饱满地完成自己的工作目标 ０．６０９

８．工作中任何问题都会有很多解决方法 ０．５１８

９．我认为自己在工作目标的设定上相当成功 ０．７６３

１０．我能想到很多办法来实现我目前的工作目标 ０．７３９

１１．目前我正在向我自己设定的工作目标（比如职称和学术研究）靠近 ０．５８４

１２．在工作中面对消极评价，我比较能控制我的感情和状态 ０．６０９

１３．在工作中，我无论如何都会去解决遇到的难题 ０．５１５

１４．如果不得不去做某项工作，我相信自己可以并且能独立迎战 ０．５２４

１５．我通常对工作中的压力和困难能泰然处之 ０．６５３

１６．由于在之前的经历中遇到很多磨难，所以我现在能挺过工作上的困难时期 ０．７００

１７．在我目前工作中，很多事情同时发生时我感觉自己能同时处理 ０．６４９

１８．在工作中，当遇到不确定的事情发生时，心情能很快恢复 ０．５４６

１９．生活中遇到棘手的事情，我很容易会将这种情绪带到工作中 ０．７３０

２０．对于自己现在的工作，我总能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 ０．６６５

２１．在目前的工作中，事情总没有我想象地那样顺利发展 ０．９６５

２２．在工作中，我一直相信情绪低落是暂时的，要积极应对 ０．９６２

方差解释量／％ １６．６８ １５．５３ １３．３５ ９．２６ ５．５３

方差总解释量／％ ６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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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心理资本各项目的共同度（样本数为４９６）

项目 共同度 项目 共同度

１ ０．５２５ １２ ０．７２０

２ ０．５４９ １３ ０．６４８

３ ０．５５９ １４ ０．５６０

４ ０．６８５ １５ ０．６２３

５ ０．５２８ １６ ０．５２６

６ ０．５５６ １７ ０．５２８

７ ０．５７１ １８ ０．５３９

８ ０．５６ １９ ０．５９４

９ ０．６７７ ２０ ０．５０８

１０ ０．７５６ ２１ ０．９５９

１１ ０．５８８ ２２ ０．９５８

心理资本的五因子模型，但是模型构想效度仍需要

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检验。为保证验证性因子

分析的客观性，本研究进行验证性分析的数据来自

正式调研收回的３２５份有效问卷（有效问卷共８２１
份，去除探索性因子分析所用的４９６份）作为验证
性因子分析的样本。

本研究采用预试筛选出的 ２２个条目，使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点等级法，问卷中要求被测试者在符合自己
情况的选择项上标出记号。

在统计分析方法的选用上，本研究采用结构方

程模型方法。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建立、估计和检

验因果关系模型的统计方法，它是实证分析模型，主

要通过寻找变量间的内在联系，来验证某种结构联

系或模型假设是否合理。现在已经有多种软件可以

处理结构方程模式，本研究使用的是 ＡＭＯＳ７．０统
计软件。

３．模型拟合评价指标选择
模型是否与数据拟合，需要比较再生协方差矩

阵Ｅ和样本协方差 Ｓ间的差异。以往的文献中先
后出现了４０种左右的拟合指数，用于评价和选择模
型，将众多的拟合指数按功能进行分类，有助于对拟

合指数的理解和合理使用。但是大部分拟合指数是

以卡方值为基础的，只是加上各种各样的修正。侯

杰泰等［１２］认为理想的拟合指数应该具有以下３个
特征：一是与样本量大小无关或者说比较小；二是拟

合指数根据模型参数多少来做调整，惩罚参数多的

模型；三是对误设模型敏感。当用同一总体的不同

样本拟合同一个模型时，理想指数的波动应当较小；

当用同一个样本拟合误设模型与真模型时，理想指

数应该能够进行明显的辨别，即对误设模型具有敏

感性。学者Ｂｏｇｏｚｚｉ等［１３］提出可从３个方面对模型

进行评判，即初步拟合优度、整体拟合优度、内部结

构拟合优度。结构方程模型理论认为，模型评价是

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进行模型评价时，不同拟合指标

评定的侧重点不同。因此，一个模型的好坏，不能以

１个而应以多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本文对模型拟
合评价指标的选择是结合学者侯杰泰等人的观点，

以及Ｂｏｇｏｚｚｉ等提出的理论来进行综合考评。

　　三、模型验证结果

根据上述结构方程理论，本研究需要对构建模

型进行拟合优度检验。具体检验如下。

１．初步拟合优度检验
分析数据显示：非营利组织员工心理资本构成

维度五因子模型中，估计参数均达到显著性水平。

一般认为，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必须低于０．８５，
否则会形成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本研究中各构成维

度彼此之间相关的绝对值最大为０．８５；因子负荷量
最大为０．９５９，最小值为０．５０８，因子负荷都在０．５００
以上（见表２），没有大的标准误差，因此，符合初步
拟合优度检验。

２．模型整体拟合度检验
验证性因子分析主要是检验一个模型拟合优

度，暂不涉及到多个模型的比较，我们选择的模型整

体拟合优度的３类统计量分别是绝对拟合优度统计
量、增值拟合优度统计量和简化拟合优度统计量。

由表３可以看出，非营利组织员工心理资本构
成维度五因子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数基本上能达到要

求，说明５因子模型与观测数据比较契合，探索模型
得到了较好的验证。

　　四、竞争模型比较

１．结构维度验证
结构方程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通过对比多个模

型，选择出最佳契合模型。本研究的竟争模型有一

因子模型、二因子模型、三因子模型、四因子模型。

非营利组织员工心理资本构成维度五因子模型与一

因子模型、二因子模型、三因子模型、四因子模型的

拟合优度指数比较具体情况见表３。
从表３的竞争模型拟合３类共１２个指标横向

比较可以看出，非营利组织员工心理资本构成维度

五因子模型是比较理想的，其余４种竞争模型在较
多指标上未通过检验或者是没有五因子模型拟合得

更好。可见，从拟合优度指数来看，探索性因子分析

得到的心理资本五因子模型是竞争模型中较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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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４年

表３　心理资本各构成维度竞争模型拟合优度指数比较表

模型

类型

绝对拟合优度统计量

残差均

方根

近似误差

均方根

拟合优

度指数

调整拟合

优度指数

增值拟合优度统计量

规范拟

合指数

比较拟

合指数

相对拟

合指数

不规范

拟合指数

增量拟

合指数

简化拟合优度统计量

规范后的

卡方值

简化调整后的

标准拟合指数

简化后的

适配度指数

一因子模型 ０．１３３ ０．１５３ ０．５６９ ０．６７４ ０．５４１ ０．５６９ ０．４９３ ０．５２４ ０．５７２ ８．５５９ ０．４８９ ０．５１５

二因子模型 ０．０７０ ０．０８２ ０．８２３ ０．７８５ ０．８２９ ０．８７５ ０．８１１ ０．８６２ ０．８７６ ３．１９５ ０．７４７ ０．６７７

三因子模型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６ ０．８７５ ０．８４６ ０．８７２ ０．９２１ ０．８５７ ０．９１１ ０．９２１ ２．４１２ ０．７７８ ０．７１２

四因子模型 ０．１１０ ０．０８２ ０．８５２ ０．８１７ ０．８３４ ０．８６９ ０．８１２ ０．８６４ ０．８８０ ３．１６６ ０．７３７ ０．６８７

五因子模型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２ ０．８９４ ０．８６５ ０．８９９ ０．９３９ ０．８７４ ０．９２９ ０．９３９ ２．１２６ ０．７６８ ０．７０３

评判标准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９ 　１～５ ＞０．５ ＞０．５

的模型。

２．五因子模型信度检验
所谓信度就是对同一事物进行反复测量时，所

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它反映了测量工具的稳定性

或者可靠性，一般用信度系数来评价。被试样本来

自于某非营利组织的４２名员工，再测时间间隔为２
个月，剔除污染后的问卷，有效问卷共４０份，对问卷
的再测信度检验就使用这 ４０个有效样本的数据。
内在信度检验采用克郎巴哈（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一致性系
数，被测试人数共４５０人。从表４可以看出，心理资
本问卷总体的外在信度和一致性程度分别为０８４３
和０．８５５，同时各维度之间的外在信度和一致性程
度都在０．８００以上。这些结果足以表明问卷具有相
当高的稳定性，所以问卷测量结果是可靠的。

表４　心理资本五因子模型信度指标

问卷测试

因子

外在信度

（样本数为４０）
一致性程度

（样本数为４５０）

自信心因子 ０．８５２ ０．８６５
希望因子 ０．８３５ ０．８１１

自我克制因子 ０．８２６ ０．８４１
自强和坚韧因子 ０．８０７ ０．８０６
乐观因子 ０．８５６ ０．９０９

问卷总体指标 ０．８４３ ０．８５５

　　五、结果与讨论

通过分析非营利组织员工心理资本的探索性因

子和验证性因子，结果发现，非营利组织员工心理资

本内容应该涵盖５个维度，即希望、乐观、自我克制、
自强和坚韧与自信心。但是ＦｒｅｄＬｕｔｈａｎｓ等［２］提出

心理资本的４个维度为自信心、希望、乐观、坚韧力，
惠青山［３］提出中国文化背景下员工心理资本应有

的４个维度为：冷静、希望、乐观、自信。本研究结果
与ＦｒｅｄＬｕｔｈａｎｓ等、惠青山的研究结果存在以下 ２
方面的差别。

１．内容结构方面
与ＦｒｅｄＬｕｔｈａｎｓ等的研究结果相比，本研究结

果中除自我克制因子外，其余 ４个因子与 Ｆｒｅｄ
Ｌｕｔｈａｎｓ等的大致相同。这主要是因为非营利组织
员工属于特殊的群体，员工服务的客体是公众，面对

的群体是人，这方面接近于服务性行业。Ｆｒｅｄ
Ｌｕｔｈａｎｓ等早期在对心理资本研究时就提出，开发组
织中员工心理资本量表时所选样本是基于营利性组

织———企业，而对非营利组织中员工的心理资本量

表开发是今后需研究的内容。非营利组织中的员工

是以教书育人、科研和服务大众为主，其中教学科研

又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而组织对员工的绩效评估来

自于公众和领导，公众和领导的评估会不可避免地

带有不客观的评价。由于非营利组织员工的特殊性

要求，一要代表整体组织形象，二要树立榜样，所以

公众和领导的不客观评价所带来的负面情绪需要员

工凭意志去进行克制。因此，对非营利组织的员工

来说，积极的组织行为就需要自我克制这个因子，看

他们能否凭意志控制自己的情绪。自我克制因子与

惠青山提出的冷静因子也有所不同，冷静因子侧重

于工作中要以平常心对待，而非凭主观意志去克制

情绪。

２．测量题项方面
在测量题项上，虽然有３个因子与ＦｒｅｄＬｕｔｈａｎｓ

等的研究是相同的，但是每个因子的测量题目有所

差别。可见，即使条目相同，测量的题项也可能存在

差别。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是由于在使用和开发

量表时，本研究采用以直接翻译取向为主、以修改和

开放式问卷为辅，加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显著，很难

非常恰当地翻译，往往导致翻译后的测验项目不是

最佳的中文表达方式；二是翻译过程中有时只能实

现语义上的对等性，而无法解决目标概念在不同文

化背景下的不对等性；三是由于采用了修改取向，所

以修改后的问卷与初始问卷不一定在测量内容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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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致；四是在开放式问卷中有部分问卷内容不符

合中国文化情境，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修改。

　　六、结语

上述分析重新验证了国内一些著名学者的研究

结论，即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组织行为学领域的很多

问题与欧美文化背景下同一条目的涵义有所差

别。［１４］根据本研究结果，可以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

下，我国非营利组织员工的心理资本是一个五维结

构，即希望、乐观、自我克制、自强和坚韧、自信心。

这一多维结构正是非营利组织员工积极心理的反

映。我们认为，心理资本五维模型相对于原有的四

维模型来说，更能反映非营利组织员工的积极心理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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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逻辑悖论看产城互动发展
梁丹，宋伟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经济管理教研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在促进产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一
些县域的产业集聚区却同时出现了“招工难”与“就业不足”两种情况，这是一个逻辑悖论。通过对

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发展情况的调研发现，现阶段的劳动力供应状况是形成这一逻辑悖论的客观原

因，产业集聚区规划上存在的不足和项目选择方面存在的偏差是造成这一逻辑悖论的主观原因。

应强化产业集聚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中的主载体作用，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在产业集聚区发展，在

全省形成互动协调的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强化产业集聚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形成差别化政策和差

别化、精细化管理，多举措保障产业集聚区对员工的多层次需求，以促进产城互动发展。

［关键词］招工难；就业不足；产城互动；产业集聚区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０．３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３．０１３

　　２００９年，河南省正式将产业集聚区确立为工业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战略突破口。经

过几年的发展，产业集聚区在促进河南省产业发展、

创造就业岗位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河南

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河南省产业集聚区２０１３
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１２７００．２６亿元，同比增长
２６２％；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３１２６３．８１亿元，同比增长 １９．８％；实际利用外资
７６３３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９．２％；高技术产业和高成
长性产业增加值的增速分别为２８．２％和２１．７％；规
模以上工业从业人员３４８．８万人。［１］产业集聚区已
经成为河南省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有力推动了产业集聚发展与农民转移就业，促进了

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但是，从优化发展的

角度看，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在推进产城互动的过程

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如在一些县域存在着

“招工难”与“就业不足”的逻辑悖论。本文拟就此

进行剖析和讨论，以引起相关方面的关注。

　　一、产生“招工难”与“就业不足”

逻辑悖论的原因分析

　　笔者在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情况的调研中
发现，河南省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在产业与就

业支撑方面存在着“招工难”与“就业不足”的逻辑

悖论［２］。按照一般的逻辑推理，出现“招工难”意味

着当地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人口的工业化已经达

到了较高的水平，但在一些县域城镇化推进过程中

普遍存在着“招工难”与“就业不足”并存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形成既与现有劳动力储备无法满足短期

内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和劳动力供给结构不适应等因

素有关，也与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不

足有关。

１．现阶段的劳动力供应状况是造成这一逻辑悖
论的客观原因

（１）农村现有可用劳动力数量有限，难以满足
产业集聚区短期内大量增加的劳动力需求。一方

面，随着打工经济的发展，打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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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目前，滞留在农村的青壮年劳

动力尤其是男性青壮年劳动力数量已经很少。一些

青壮年妇女劳动力则由于城镇化水平低、第三产业

发展滞后、社会化服务水平差等原因，被养老扶幼等

家庭劳动所牵绊，难以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近年来

河南省各地特别是县域产业集聚区引进的大型项目

多是劳动密集型项目，其在短期内对劳动力需求的

大量增加是当地可用劳动力储备无法满足的。虽然

劳动力供求关系紧张、出现招工难，是一种必然的

现象。

（２）省内新增就业机会对外出务工人员回流的
吸引力有限。河南省是劳务输出大省，目前，外出务

工仍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笔者调研发现，

２０１３年，鹤壁市外出务工人员为２５万人，新乡市外
出务工人员超过１４１万人，孟州市外出务工人员为
５．６万人。鹤壁、新乡、孟州三地外出务工人员分别
是本地产业集聚区就业人员的１．４倍、３．５倍和１．１
倍。这说明本地非农就业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撑力仍

显不足。而且出于对收入水平、文化娱乐环境、发展

前景等方面的考量，省内新增就业机会对外出务工

人员特别是有一定学历、掌握了相应技能的新生代

务工人员的吸引力不强，其回流的兴趣不大。近年

来河南省各地产业集聚区的发展较快，特别是富士

康等超强劳动密集型大企业在郑州、济源、南阳等地

的建厂、投产，短时间内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招工

自然会面临较大的压力。

（３）劳动力供给结构不合理。河南是人口大
省，劳动力供给总量相对是比较大的，但劳动力供给

结构不合理。河南省又是农业大省工业化水平低，

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滞后，熟练劳动力、技工供给不足

的问题比较突出，高水平的管理、营销、研发人才也

相对短缺。这种情况使入驻的新企业出现招工难的

现象，这已经成为制约产业集聚区升级的瓶颈。

２．河南省产业集聚区规划上的不足和项目选择
方面的偏差是造成这一逻辑悖论的主观原因

目前，河南省每一个县级城市均至少有一个省

级产业集聚区。按照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的战略

部署，产业集聚区是河南省构建“三大体系”的载

体，产业集聚区不仅要发展非农产业，还要通过产业

的发展创造就业、集聚人口，通过产城互动实现工业

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３］而且，从经济发展的客

观规律与整个市场竞争环境来看，工业的空间集聚

发展尤其是产业集群的培育，是提升产业竞争力与

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由之路。但从发展现状来看，河

南省一些县市对产业集聚区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

重视不够，“工业至上”“项目至上”的观念仍然较为

普遍，一些产业集聚区只是被作为工业集中的载体

和承接产业转移的平台，为城镇发展提供载体的意

识不强。具体表现在以下３个方面。
（１）整体规划存在“重产轻城”倾向，“产城一

体”规划不到位。产业集聚区建设与城镇化建设是

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为了实现“产城互动”

发展，在规划环节就需要按照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

的要求做到“三规合一”“产城一体”，即实现产业

集聚区发展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

划之间的精准衔接，进而实现“产城一体”发展。笔

者在调研中发现，河南省有一部分县市较好地落实

了“三规合一”，在产业集聚区建设过程中从就业培

训、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方面对促进产业集聚区务工

人员市民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实现了产业集聚区

与城市建设之间的无缝对接和联动发展。一方面，

通过产业集聚发展，强化了城市的产业支撑，增加了

就业岗位，带动起城市的繁荣；另一方面，通过城市

功能完善实现了人口安居和人口集聚，进一步为产

业集聚区实现职工安居乐业、降低职工流失率、保持

良好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

量等提供了保障。

但也有一些地方对产城互动发展的重要性认识

不足，行动不自觉，或者行动与认识脱节，出现了重

产业集聚区建设而轻城镇化建设的倾向，集聚区与

城市发展仍处在相对脱节的状态，既没有实现产业

集聚区发展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之间的相互衔

接，也没有把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与新城开发、老城

区改造统一规划、统筹推进，有一些产业集聚区甚至

远离城区。在时间短促、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做

法必然制约产城互动发展。一方面难以实现城市基

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对产业集聚区的自然延伸和覆

盖，产业集聚区难以得到可持续的劳动力供应，出现

招工难和职工流失率高等问题；另一方面，也导致城

区缺乏产业和就业支撑，阻碍一些城市竞争力的

提升。

（２）集聚区的产业规划存在“重规模、轻集聚”
现象，弱化了对新型城镇化的带动力。基于河南省

土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日益严峻的客观

现实，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了“四集一

转”的要求，即企业（项目）集中布局、产业集群发

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合构建，以产业集聚区搭

建起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有效载体。这一要求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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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进一步增强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提升河南

省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笔者调查发现，由于河南省对各个产业集聚区

主导产业发展的统筹规划和指导不够，各地的产

业集聚区基本上是各自为战，普遍存在“重规模轻

集聚”的现象。

一方面，多数产业集聚区都试图通过各种途径

扩大空间规模，一些产业集聚区出现了一区两园甚

至三园（各个园区之间空间距离相对较远）的情况，

土地利用效率偏低、土地闲置的情况也比较突出。

据统计，目前全省产业集聚区闲置土地 ２３３５．６８
亩，圈地２９６７亩。［４］这并不符合通过产业集聚区推
进产业集群集聚、人口集中和城镇化的初衷。

另一方面，有一部分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不突

出，产业链条短。据调查统计，２０１３年河南省 １８０
个产业集聚区中，主导产业投资占比超过５０％的达
到７０个以上，有相当一部分产业集聚区已经形成了
具有自身优势的主导产业，提升产业集聚区竞争力

和对城镇化带动力的效果比较显著。［５］但是各个产

业集聚区之间的差异较大，一些产业集聚区由于招

商引资的针对性不强，不仅在引进龙头企业方面没

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引进企业之间的关联性不

强，没有形成配套与协同效应。这种以集中代替集

聚的做法，必然导致产业集聚区或者没有主导产业

或者主导产业过多过宽，形不成特色和规模。２０１３
年，河南省有２６个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增加值占比
不足２０％。［５］还有一些产业集聚区虽然已经形成了
主导产业，甚至主导产业比较突出，但主要集中在产

业链的前端和价值链的低端，高技术产品数量还不

多，产业素质和经济效益还比较低，研发平台、研发

团队还比较薄弱，集群发展的创新驱动能力不足。

主导产业不突出，产业链条短，不仅直接影响到产业

集聚区自身的竞争力和发展前景，也使其带动城镇

化发展的作用大打折扣。

（３）项目选择方面存在“重大轻小”现象，没有
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解决就业、推进城镇化方面的

作用。不少产业集聚区在招商引资、项目引进方面

主要强调投资规模，倾向于投资大、产值高、税收多

的大项目。２０１２年，河南省１８０个产业集聚区营业
收入２．４７万亿元，从业人员２９９万人，平均８２．６万
元的营业收入才吸纳１名就业人员，远高于３７．３万
元／人的全国平均水平。［４］２０１３年河南省的平均水
平是８９．６３万元吸纳１名就业人员，仍然处于较高
水平。［６］这说明河南省的产业集聚区在招“大商”方

面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一个产业的发展而

言，没有大的龙头企业是不行的，但是从产业发展规

律和产业集聚区的培育来看，产业在一个区域的持

续发展仅仅靠少数几个大企业是远远不够的，需要

众多中小企业尤其是根植于本地的中小企业的配

套、支撑与竞争。

笔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外来投资者对河南省的

政府服务和投资环境整体上是比较满意的，但８０％
以上的投资客商认为河南省的项目配套能力还不能

满足需要。这一点已经成为引进大项目的制约因

素。这表明，河南省的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政策也需

要反思。现有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政策实际上遏制了

本地中小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受投资规模、投资强度

等方面的门槛限制，目前入驻产业集聚区的多是具

备一定规模的企业，中小企业比例较小，而实际上恰

恰是中小企业对解决就业、推进城镇化的帮助更大；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把绝大多数建设用地集中到产业

集聚区使用，中小企业在产业集聚区之外发展又面

临无法得到建设用地的窘境。这种情况不利于产业

集群的培育和长远发展，更不利于就业的增加及新

型城镇化的推进。

　　二、促进产业集聚区与新型城镇化

互动发展的对策建议

　　２０１３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指
出：推进城镇化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

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

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推进城镇化既要

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方向要明，步子要稳，措

施要实。河南省的新型城镇化既“慢不得”，更“急

不得”，应结合河南省的产业和就业基础及其发展

趋势，积极稳妥地推进产业集聚区与新型城镇化互

动发展。

虽然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情况来看，河南省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产业与就业基础已经具备，但具

体到县级城市，其产业与就业支撑仍然较弱，“集产

业、聚人口”仍然是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基础条

件、先决条件。客观条件决定了河南省必须坚决贯

彻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强化产业集聚

区“新型城镇化主载体”的战略定位，切实发挥产业

集聚区在集聚产业、创造就业、吸纳人口等方面的关

键作用，通过产业发展与就业创造来促进、带动城镇

化进程，通过产业集聚区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实现

新型城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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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进一步强化产业集聚区“集产业、聚人口”、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载体作用

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让广大人民享受现

代化的生活，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需要通过城镇化

来实现，所以产业发展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创造就

业、提高居民收入与生活水平的手段。因此，应进一

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持“产业为基、就业为本”

的思想，切实把指导思想从“重工轻城”转向“城工

并重”，从“工业项目至上”转向“产业与就业并重”

“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并重”，从而在提高人民生活

质量、扩大消费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２．产业集聚区应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中小企业在增强产业发展活力、创造就业等方

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产业集聚区应在准入门槛

等方面为中小企业的入驻放宽条件，并通过建设多

层厂房、成立创业孵化园、给予金融和政策扶持等多

种形式的措施来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扶持本地的小

规模创业活动。

３．产业集聚区在空间规划方面应更加强调集聚
城镇化的本质是人口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

城市只有具备一定规模的人口才能产生相应的城市

功能，而人口的空间集聚又必须以产业的空间集聚

为基础。从产业发展与市场竞争的规律来看，过于

分散、规模过小的产业难以产生规模效益和分工效

益，其市场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也是有限的，无法

对人口集聚和城镇化形成持续、有效的支撑。因此，

不管是从产业发展、人口集聚来看，还是从城镇化的

推进来看，产业集聚区都应更加强调空间集聚。

４．形成互动协调的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强化产
业集聚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促进产业集聚区与新

型城镇化的良性互动

各地的资源禀赋状况不同，产业发展基础也不

同，在产业集聚区的建设过程中，应进一步完善产业

发展规划设计，强化产业集聚区之间的分工协作，避

免在一般性项目引进方面的自相竞争，以形成各具

特色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要注

意２点：一是各个产业集聚区要有针对性地引进缺
失链条，补强薄弱链条，提升关键链条，特别要注重

对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生产等环节的引进，从而进

一步完善产业集聚区的产业链条；二是为了有效解

决一些产业集聚区在引进项目上存在的乱象，应在

全省形成互动协调的招商引资工作机制，通过完善

信息共享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形成意向性项目在

省内合理流动的机制和平台，保证引进项目在最佳

地点完美落地。借鉴广东等地的经验，主要应通过

ＧＤＰ分成和税收分成等办法在项目引进、落地等环
节形成利益分享机制，促使项目在省内顺畅流动，促

进各个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的形成，通过产业集聚

区的升级来促进其与新型城镇化发展之间的良性

互动。

５．在制度与政策上应加快产业集聚区就业人员
的市民化进程

从调研的情况来看，产业集聚区内村庄改造与

就业人员转户进城的进展相对缓慢。为加快市民化

进程，应清除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的制度障碍，统筹

协调户籍、社会保障、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

资源的配置。应按照《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科学推进

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意见》的要求，率先在产业集聚

区就业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实现保留进城落户农民土

地承包经营权不变、宅基地使用权不变、原有集体财

产权益不变，并积极探索农民上述３种权益的变现
形式，以解决农民转户进城的后顾之忧，弥补农民转

户进城的个人成本，提高其融入城市的能力，使其既

愿意进城又能够进城。

６．实行差别化政策和差别化管理，实现对产业
集聚区管理的精细化

由于各个产业集聚区在所处的区位、拥有的资

源、基础配套设施、产业结构、产业转型升级压力、面

临的制约因素和发展前景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故指望１８０个产业集聚区能够成为带动河南省经济
发展的１８０个“罗汉”是不现实的，对全省１８０个产
业集聚区实行无差别的管理也显然会失之偏颇。从

现实情况出发，实行差别化政策和差别化管理有利

于避免同质竞争和重复建设，有利于实现产业集聚

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建议按照产业集聚区的区位优

势、产业状况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将１８０个产业集聚
区划分为优先发展类、重点发展类、调整组合类３
个大类别，对其分别实施差别化政策。强力支持

和推进那些实力强、产业结构优化、对城镇化带动

作用突出的优先发展类产业集聚区加快发展；对

那些产业基础较好、对城镇化带动作用比较显著、

具有一定发展前景的重点发展类产业集聚区提供

重点支持和扶持；对那些实力弱、产业集聚水平

低、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对城镇化带动作用较差的

产业集聚区则要实行调整组合，对问题特别突出

的少数产业集聚区要下决心尽快淘汰，以整合出

宝贵的资源为优先发展类和重点发展类产业集聚

区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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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多举措保障产业集聚区对员工多层次的需求
为了解决目前存在的“招工难”问题，应当采取

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其一，加快培养、引进高层次专业人才。要引导

省内高等学校优化调整专业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重点为产业集聚区培养中高端专业技术人才和

管理人才。同时要加大引进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力

度。在人才流动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要依据各个

产业集聚区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状况，制定吸引高层

次人才的战略，从国外和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引进各

类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鼓励对口人才以兼职、培训

讲学、调研访问等多种方式为集聚区所用。

其二，要对河南省现有各类职业技术教育培训

资源进行整合和提升。要依据各个职业技术教育培

训机构的区域布局、专业设置等情况，对师资力量和

教学设施进行整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落实培训经

费与实际培训人数挂钩等措施，推动政府购买服务，

扩大熟练工、高级技工培训规模。同时，要推动各类

院校特别是技工学校与产业集聚区重点用工企业建

立合作关系，有针对性地调整专业设置，开展订单、

定向、定岗培训，联合共建实习和实训基地，采用

“工学交替”模式安排学生顶岗实习。

其三，强化对返乡农民工的回流就业培训。要

依托县、乡（镇）劳动保障平台建立返乡农民工工作

台账，增加继续教育和培训投入，为返乡农民工提供

回流就业培训、社保接续等服务。同时，要建立全省

统一的产业集聚区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形成县、乡、

村三级联动的就业服务工作机制，及时发布人力资

源供求信息，加强用工监测和政策指导。

其四，在产业集聚区建立“一站式”就业服务机

构。各个产业集聚区均应设立就业服务窗口，在技

能培训、用工推荐、代理招聘、社会保险等方面提供

“一站式”服务。

８．进一步完善产业集聚区的考核评价体系
科学的发展理念需要科学高效的考核体系来保

障。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在产

业集聚区的建设过程中要切实纠正单纯追求投资增

长速度和ＧＤＰ增长速度的偏向，把主导产业发展、
产业竞争力提升、品牌培育、就业创造与就业人员市

民化等指标作为产业集聚区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

的硬指标来考核，引导各级政府按照工业化与城镇

化协调发展的思路来发展产业集聚区、推进新型城

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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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业生态位视角的我国劳动
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蔡旺春１，蒋素琴２

（１．中国药科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９８；
２．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将产业集群视为一个群落生命体，借鉴生态学中关于群落演替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劳动
力、制度和集群自身等主要生态因子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产业生态位的影响，从而发现：

在产业生态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及当地政府应继续优化环境，吸引并留住劳动

力，进而立足于国内市场，进行价值链的升级，提高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力；地方政府要解决认识

上的误区，改变目前被动的工作方式，重视个体间社会关系网络的建设和维护；集群企业应基于集

群的网络优势获得创新性竞争优势，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升级与发展。

［关键词］产业生态位；生态因子；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集群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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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产业组织形式和有效的区域
经济发展方式，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作

用。近年来由于地方政府的规划与引导，在专业镇、

“块状经济”中也出现了创意设计、电子信息、电子

商务等新兴产业，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

这些地方产业集群的主导［１］和支撑。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产业资源的流向取决于市场规律，随着社会

环境的变化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我国东部地

区劳动密集型产业正不断向外迁徙，而新兴产业还

未能快速成长起来。为了避免东部地区因产业外移

而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

的升级与调整问题迫在眉睫。

　　一、产业集群生态位和生态因子

生态因子是指自然环境中对生物的生长、行为

和分布产生直接或间接作用的要素，所有生态因子

构成生物的生态环境。将生态学的这一概念引入对

产业集群的研究，可将产业集群视为一个生命体，将

其赖以生存的环境称为“产业生态位”———产业集

群生存、发展和演变的生态环境［２］，集群内部企业

之间，以及集群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

约，并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

如果产业生态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产业集群

就会产生“应激反应”，即重新调整其适应性，就像

一个物种可能通过生理过程适应一个新环境一样。

这个调整和重新适应的过程是多样化的，有些产业

集群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进而在新的环境

中生存、发展；而另一些产业集群则可能难以适应环

境变化，或者被淘汰或迁移，或者出现基因突变或重

组，就像生物进化而产生新的物种一样，从而实现地

方政府期待的产业升级。

生态位的构成要素———生态因子，通常分为外

生性生态因子与内生性生态因子。产业集群的外生

性生态因子指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集群新陈代谢的

外部环境因素，包括生产要素、制度、基础设施和市

场４个部分。产业集群的内生性生态因子指直接参
与或间接影响集群新陈代谢的内部因素，包括集群

的构成要素和集群结构。集群的构成要素指集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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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行为主体，一般包括企业和相关支撑服务机

构；集群结构是指集群内构成要素之间的结构比例

关系以及相互间联系的方式，即集群内的产品结构、

市场竞争结构、企业间的分工合作关系等。集群的

生存与发展受多种生态因子的综合作用，但主导生

态因子发挥主要作用。

　　二、生态因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

群发展之关系

　　如果对产业集群生态位作静态分析，资本、市场
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需要逐一讨论它们对产业

集群所起的作用。但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动

态发展的角度考察导致其转移的原因时，除了集群

自身之外，在产业生态位的构成中，劳动力因子和制

度性因子最具决定性意义。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资

本、市场不存在区域之间的差别。基于这个潜在的

假定，笔者舍弃了对资本和市场变化的分析，将外生

性生态因子中的劳动因子与制度因子，以及内生性

生态因子，作为影响产业集群发展的主导因子进行

分析。

１．外生性生态因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
的影响

（１）劳动力因子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充足丰富的低

成本劳动力资源，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存在

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出现了劳动力由农业部门

向工业部门、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而且存在着从中西

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的情况。劳动力要素在

区域间的频繁流动，为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

业集群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保障。［３］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和流动发
生了明显变化，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国内的劳动力

开始出现内流，即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省

份流动，致使小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发展受困。

劳动力的内流主要源于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

长，区域劳动报酬差别逐步缩小，原来不被注重的背

井离乡的心理成本、交通成本和生活成本，对劳动力

流向的导向作用不断释放出来，“就近就业”成为中

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实选择。在此背景

下，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出现

转移，在某些地区，此类转移甚至已经影响到区域经

济增长的速度，也就是说，对于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

集群内的企业而言，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回流改变了

产业生态位，已不能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企业开始

转移。

（２）制度因子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了由沿海到内地、从东

部到西部逐步开放的发展战略，外资优惠政策的力

度也表现为从东到西的逐渐递减。以“超国民待

遇”为核心的外资政策对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

产业集群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１９８０年代
正值国际产业转移高峰期，由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劳

动力成本上升、环境制约和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等因

素的作用，外资特别是港台资本迅速进入我国东部

沿海地区，促使大量区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形

成和发展。［３］

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一方面，

按地域区别对待的外资优惠政策逐步淡化；另一方

面，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开始调整，陆续实施西部

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信贷、税收、财政补

贴、土地供应等配套措施也随之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从而使得东部与中西部在体制方面的比较优势悄然

转变，从宏观层面上影响了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

型产业集群的发展。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外资

“普惠制”后，东部地区原有的低技术含量外资企业

的生存压力骤然增大，劳动密集型集群内的企业，或

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或面临着升级的压力。

除了国家经济社会政策等正式制度因子外，非

正式制度因子对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发展也具有

重要影响。在解释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

展时，我们可以借鉴布迪厄“社会资本”的概念来概

括诸多的非正式制度因子。［５］这些社会资本对产业

集群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具体表现为：

其一，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有利于节约集

群内的交易成本，社会资本对于交易成本的节约有

力地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形成；其二，劳动

密集型企业一般规模较小，社会资源、资金税收的支

持不到位，技术和管理人才较为缺乏，由于社会资本

的存在，促进了有限的要素在集群内部和集群之间

的有效流动，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发展壮

大；其三，群体的社会交往、互动关系能够促进学习

和积累知识，从而有利于集群内企业之间的知识积

累和技术创新。

但在内部关系过强的集群中，地缘、亲缘等社会

关系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限制了外部信息、技术和

人才资源的进入。另外，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中的

企业通常是水平分工的状况，使得模仿极容易，创新

·６７·



第３期 蔡旺春，等：基于产业生态位视角的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企业很可能还未充分享受创新的利益就陷入又一轮

的低成本竞争中，创新动力容易弱化。可见，非正式

制度因子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形成中具有消极作

用，其对集群的发展有很强的约束性。

２．内生性生态因子与劳动密集型集群发展
目前，内生性生态因子的现状严重制约着我国

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劳动密集型集群企业规模普遍偏小，缺乏

创新资源与动力。我国的纺织、服装、陶瓷、玩具、家

具、五金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形成于乡镇，大多由

中小民营企业组成，软硬环境条件与大中城市相距

甚远，很难吸引所需人才。中小企业资本较少、融资

较难、规模较小、实力较弱、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等，是

企业进行产品研发和工艺改进的内部约束。同时，

技术和市场方面的不确定性也使得中小企业创新具

有较大的风险，如果创新的外部约束性很强，企业的

技术模仿动机会超过创新动机［６］，因为模仿的风险

较小。

其次，地方政府与社会机构在产业集群进一步

发展中的引导与辅助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集

群内同产品、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带来资源的无效

配置和浪费；同时严格的市场保护、不规范的市场操

作也扭曲了地方生产系统的合理运行机制，增加了

企业间的交易成本，限制了生产网络的融合；地方政

府重视大企业集团而轻视中小企业集群，重视硬环

境建设而忽视软环境的营造，热衷于在经济总量上

盲目攀比，却不重视生态环境的建设，以致于集群内

企业税费负担高、融资环境差、支撑体系弱、环境污

染严重，影响到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很少有针对劳动密集型产

业集群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训计划，产业集群内企

业与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的互动机制不健全。劳动

密集型集群企业普遍缺乏中介服务机构，已有中介

组织的运行环境、服务水平满足不了产业集群发展

的需要。

再次，企业间分工协作关系尚不够深入。我国

多数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中产业链条过短，纵向分

工程度较低。由于在多数集群中存在企业规模相

近、产品相似和资源有限等问题，同时企业也缺乏合

作创新的现代理念，故企业合作引进新技术和开发

新产品等创新行为较少出现。虽然产业集群中外资

企业采用了世界统一的标准化技术，然而它们却把

核心产品的开发、设计和生产留在母国，核心技术和

管理知识的扩散十分有限。

除了上述生态因子外，其他外生性生态因子的

变化也对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产生了巨大的

压力。比如国外居民购买力的下降，人民币升值预

期压力，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直接导致我国消费

型轻工业产品出口增速放缓，造成我国制造业盈利

空间持续缩小。由一系列外生性生态因子的变化而

导致的产业生态位的变化，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

集群发展的约束力在逐步加强，也预示着原先依靠

低成本、高投入、粗放式集群生产方式的生存环境已

不复存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应激反应”势在

必行。

　　三、产业生态位变化与我国劳动密

集型产业集群发展之关系

　　在产业生态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劳动密集型
产业集群要么自然演进，即随着产业生态位的缓慢

变化而逐渐变化，要么激进或突变，即产业生态位的

剧烈变化，迫使集群产生“应激反应”，通过自身的

升级来适应新的、已经变化了的产业生态位。在现

实中，这２种方式往往相互混同、相互交织，推动着
产业集群的发展和演变。下面我们分别从外生性因

子和内生性因子２个视角分析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
集群提升自身竞争优势的可行性方案。

１．基于外生性因子视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
发展

（１）基于劳动力因子视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
群发展

随着中国境内的劳动力逐渐从东部沿海地区向

中西部内陆省份回流，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

业集群内的小型制造企业面临着来自劳动力供给方

面的压力。对此，集群内企业和集群所在地方政府

可以从２个方面加以应对。
从短期看，应继续优化环境，吸引并留住劳动

力，避免由于劳动力回流，以及产业外移而出现快速

的产业空洞化，从而使长期的转型升级更加平稳。

首先，应进一步改善劳动者就业与生活的环境，提升

企业的社会责任，增强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所在地

对劳动力的吸引力。在就业方面，当地政府应制定

合理的政策，改革户籍、人事等制度，消除对外来务

工者的身份歧视。在养老保险方面，要着手建立农

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工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等领域享受与非农民工相同的待遇，使其子女能在

集群所在地接受与当地适龄儿童相同的义务教育，

从而提升用工企业的凝聚力和员工的归属感。其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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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政府和企业应一起建立培训机制，逐渐提升劳动

密集型产业集群内劳动力的素质。劳动力素质的提

高，一方面可为产业的转型升级奠定基础，另一方面

能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与产品附加值，进而带来劳

动者收入的提高，而高的劳动报酬有利于留住劳动

力，从而缓解劳动力供给的压力。

从长期来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应嵌入

全球价值链，积极推动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从而减少

对大量低技术劳动力的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

升级过程就是一个从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制造环节向

价值链高端的研发、设计、品牌运作、营销渠道管理

和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的过程。从价值链的视

角进行产业集群的升级，主要有４种类型，即过程升
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的升级。“过程升级”

是全球价值链的各环节内或各环节之间对内在的作

业过程进行改进，提高效率，如降低库存成本和角料

浪费，加强企业间的及时配送等。“产品升级”是通

过重组生产系统、引入高级技术等方式提升老产品

的质量和价格优势，以比竞争对手更快的速度引入

新产品，形成产品差异化优势。“功能升级”是生产

企业在产品价值链环节中的角色的变化，在企业的

现实经济活动中从“贴牌生产”（ＯＥＭ）到自己设计
制造（ＯＤＭ），再到自有品牌制造（ＯＢＭ），延长价值
链，逐步从制造向研发、品牌、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

延伸。“链的升级”指从原先的价值链跨越到利润

空间更大的价值链上。跨价值链创新活动往往伴随

着区域内相关产业的整体转型与升级。在由采购商

驱动的价值链中，大零售商、经销商和品牌商利用自

身的营销网络和品牌优势在全球建立分散化生产网

络，对价值链上游的制造企业进行纵向控制。这种

贸易导向的工业化模式在家具、鞋类、服装、玩具、手

工艺品、消费类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很普遍。

订购商品的大零售商或经销商提出技术要求，发展

中国家制造商为全球采购商提供产品生产。当发展

中国家以这种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时，可以获得过

程和产品方面较快的升级。一般情况下，在全球范

围内，价值链进入壁垒越高、壁垒保持时间越长的环

节，其附加值越高。在价值链内部，稀缺的技术、资

金、人力和市场资源，都可能在不同环节对地方产业

网络内企业形成进入壁垒；在价值链外部，保护性产

业政策、特定市场的优惠待遇、非通行的国际特定标

准等也会形成进入壁垒。对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

集群而言，首先应立足于国内市场，进行价值链的升

级，待时机成熟实力增强后，再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

与其他大的国际采购商进行竞争。［７］

（２）基于制度因子视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
发展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产业生态位中，制度性因子

具有替代、补充或修正因其他因子变化所产生的负

面影响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区域内地方政府对产业

生态位变化所出台的应对措施及其实际绩效上。目

前东部沿海地区虽然已有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

西部地区转移，但以集群规模转移的现象还没有普

遍出现，尤其是区域性、内生性的集群没有发生明显

转移，已转移的主要是非区域、外来的、以出口加工

组装为主的企业。可见，一方面，东部区域地方政府

在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方面仍然有可以作

为的时机和空间，另一方面，社会资本或者制度性生

态因子是区域性、草根性集群没有发生明显转移的

一个主要原因。因而，发挥制度性生态因子的补充

作用，是地方政府有效作为的一个侧重点。但劳动

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升级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对于

地方政府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地方政府要解决认识上的误区。要认识

到产业升级并不仅仅表现为新兴制造业替代传统制

造业的增量调整，更具实质意义的是产品附加值的

提升。在全球产品价值链中，即使是传统劳动密集

型产业，如纺织服装业，也存在着高端与低端环节的

区别。

其次，地方政府应改变目前被动的工作方式。

要从发展本地经济出发，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进行

干预，着手解决集群企业技术创新的困境，这包括提

供各种鼓励技术创新的优惠政策、建立地方公共技

术组织、引导行业组织发展等，通过构建发达的公共

机构网络，推动集群的技术创新。特别是，公共技术

组织聚集了各种创新资源，它既可以面向特定企业

提供技术咨询等服务，也可以面向整个产业集群提

供公共服务，包括通用性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开发应

用，与外部创新源（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结成

技术协作网络，提供企业创新知识的流动平台等。

再次，重视个体间社会关系网络的建设和维护。

利用司法体系维护和建设社会诚信，促进个体间社

会关系网络成为充当技术、信息流动的渠道，从而形

成创新上的联盟与合作。个体间网络在为中小企业

搜寻和引进创新资源方面不仅可以降低中小企业获

取外部资源的成本，而且可以拓宽企业利用外部资

源的空间范围，包括信息、人才和资金。同时，社会

关系网络可以降低个体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企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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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家可以利用这种相互认知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稀

缺资源。

２．基于内生性因子视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
发展

针对集群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较弱的

问题，本文认为可行的方案是利用集群的网络优势

以获得创新性竞争优势。以集群内企业之间的网络

关系为标准，可分为马歇尔式集群和轮轴式集群。

马歇尔式集群缺乏大企业，更多地表现为生产同类

产品的中小企业的空间聚集，企业一般生产同类产

品，企业之间形成了水平分工关系，相互之间进行着

激烈的产品差异化竞争，合作行为较少；而轮轴式集

群内部形成了沿产品价值链的纵向分工联系，少数

龙头大企业居于价值链的高端，主要从事产品研发、

设计、制造和销售业务，大量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建立

了产品和服务的配套关系，为大企业提供中间产品

或服务。［８］

在马歇尔式产业集群中，企业横向分工网络、公

共机构网络和个体间网络比较发达。中小企业缺乏

必需的创新资源，生产技术水平较低，企业竞争力主

要源于以低要素成本为基础的低价竞争优势。然而

这种低价竞争优势是不可持续的，当生态因子发生

变化时，低价竞争的集群会显得很脆弱。因此，为了

走出这种低成本竞争的陷阱，集群企业就必须通过

提高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建立新的竞争优势。

在轮轴式产业集群中，集群行业的产业链条较

长，中间产品需求促使各企业基于自身的比较优势、

核心技术特点、企业家创新特点等因素，进入附加值

不同的各个环节。那些进入高附加值环节的企业往

往都是集群内的大型企业，市场的扩张和外包的发

展使这些大型企业进一步将资源集中在核心业务

上，从事研发设计、产品制造和销售等活动，大量中

小企业专门从事某一工序或零配件的生产，从而成

为大企业的配套企业即中间产品供应商。这样的分

工关系使得大企业成为集群中技术创新的主体，积

极进行产品和工艺方面的创新，再通过分工网络向

配套中小企业扩散创新知识。中小企业在参与大企

业分工体系时，必须严格依照大企业制定的产品质

量标准进行生产，从而也激发供应商的创新动力。

大企业为了保证其产品质量和竞争力，通常会主动

向一些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援助、管理培训和信息咨

询等服务，这有利于提高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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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作为企业的主要债权人，也应参与到公司的债务治理中，以降低自身风险、保障合法权益。但我

国商业银行的放贷行为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银行债权人对企业债务处理的参与度低，银行债权人

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银行债权人与企业之间建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依托有效的约束机制。

造成我国银行债权人未能有效参与企业债务治理的原因既有商业银行本身体制的局限，又有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的限制，还受事后赔付机制中政府干预的影响。建议借鉴国际上银行债权人参与企

业债务治理的经验，健全我国银行债权人参与企业债务治理的机制体制，银行债权人应结合企业生

命周期理论，对处于不同阶段的企业，采取不同的策略参与企业治理：对处于发展期的企业，银行应

谨慎评估信贷资信、控制融资风险；对处于成长期的企业，银行应控制企业的抵押融资资产；对处于

成熟期的企业，银行应监督跟踪、防范突发性财务状况恶化；对处于衰退期的企业，银行应严格监控

企业财务状况、及时应对企业经营风险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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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推动
下，逐步探索和发展起来的，由于资本市场还不太

成熟，企业发展所需资金大多来源于商业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其

抽样调查的４１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和２９家小型企
业中，平均负债率是７１．１％，在总负债比例中，银
行借款占到７４．４％。可见，负债是企业发展所需
资金的重要来源，其中银行的贷款占据很大比重。

相应的，负债比率的上升意味着银行债权人面临

着更高、更大的经营风险。因此，为了行使及保护

其权利，银行债权人介入企业的债务治理显得尤

为必要。

１９８４年，弗里德曼［１］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

论：每个利益相关者都有权利分享企业的利益和权

益，债权人和股东一样，作为公司所有权的主体，相

应地也承担着经营及财务风险，因此有权利参与到

公司治理中去。一些学者认为，可以把债权融资看

做一种担保机制，将债务作为一种硬预算约束，这有

利于遏制经营者的在职消费，减少并防范经营者过

度投资行为，从而减少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代理成

本。也有学者提出了企业财务关系的相机治理理

论，即随着企业财务收益、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的变

化，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将随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控制，在这些特定的阶段相应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

治理起主导作用，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诉求。沈红

波［２］则认为，虽然事前借款契约中有对债权人的各

种保护性条款，可当资金一旦流入债务人手中，债权

人便失去了对其的控制；并且大部分债权人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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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都存在后置现象，正常情况下无法参与企业的经

营决策，这就使得债务人有条件、有机会去损害债权

人的相关利益。李武江等［３］认为在我国破产机制

和相机治理机制是失效的，在银行债权人参与企业

债务治理过程中，债权治理机制亦缺乏相应的制度

性保护机制。

本文拟在分析我国银行债权人参与企业债务治

理现状的基础上，找到银行债权人未能有效参与债

务治理的原因，借鉴国外债权人参与企业债务治理

的经验，结合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债务特

点，对我国银行债权人参与企业债务治理提出应对

策略。

　　一、我国银行债权人参与企业债务

治理的现状

　　在我国，商业银行作为企业的主要债权人，其承
担的风险和负担仍然较大。拥有控股权的股东很容

易侵犯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银行债权人的利益。另

外，我国尚未形成健全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以致对

银行债权人的权益尚未形成强有力的保护。目前，

我国银行债权人参与债务治理的情况可从行业机制

和银行债权人自身２个方面进行分析。
１．行业机制方面的现状
一是银行的放贷行为尚未完全市场化。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以前，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各地方政府

对地方发展扶持的产业及企业不尽相同，政府对国

有商业银行贷款额度和资金去向都有较大程度的干

预。随后，虽然商业银行对其信贷管理及资金运营

都进行过商业化、市场化的改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

来看，银行在信贷问题上依然会受到一些行政因素

的影响，尚未进入由企业信誉额度及经营、财务状况

决定的完全市场化阶段，由此导致银行存在一些不

良贷款及坏账。

二是银行债权人对企业债务治理的参与度较

低。目前，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商业银行作为主债权

人对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治理的参与程度依然不深

入，对其经营及财务的后续监控也较薄弱。许多国

内的商业银行在与客户签订的贷款合同中，很少存

在后续允许银行债权人对债务人进行审计、允许银

行参与公司重大战略决策的相关条款。并且，当贷

款企业经营过程中发生资产重组、所有权变更等行

为时，银行债权人仅享有知情权，并没有获得协商或

批准的权利。更进一步说，即使银行具有知情权或

参与权，这些权利在企业实际经营中也很难得以真

正落实。正是这些原因导致银行债权人无法真正参

与到企业的经营决策及财务监控中去，这使得其承

担了巨大的信贷风险。

三是当企业陷入债务困境时，银行债权人的

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由于银行债权人未能有效

参与到公司决策及财务监控中去，债权人的利益

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另外，我国破产法等法律

法规规定，债权人在贷款客户陷入财务困境时，享

有对财务困境企业较为优先的控制权，能从企业

的资产及其他投资中获得利益索取权。但这种破

产保护机制也仅仅属于事后赔付机制，且往往由

于多方面原因，致使银行债权人在企业破产后并

不能有效地追回贷款。

２．银行债权人自身参与企业债务治理现状
目前，银行债权人与企业之间所建立的债权债

务关系并没有依托有效的约束机制，仅成为形式上

的债权债务关系，银行本身对企业治理的参与度不

高，债权债务约束仅成为流于形式的“软约束”。虽

然银行自身对客户取舍方面有一定标准的信贷定位

与要求，但一些企业存在着在不良比率高、财务报表

真实性差、经营波动性大、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相

应的银行债权人对自身不良贷款比例控制较为困

难，并未有效地管理其资产。

　　二、我国银行债权人未能有效参与

企业债务治理的原因

　　１．行业体制方面的原因
一是受商业银行体制的局限。目前我国５大国

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最大股东仍是财政部门，经营

盈利归国家，亏损也是由国家来承担的，并且由国家

来委派银行管理者和经营者的行为往往会出现政治

化趋向。虽然银行自身尝试进行了资产管理与信贷

市场化的一些改革，但在很多时候信贷策略与方向

仍然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的影响，

并不同程度地受到有关政府机构的干预。有些地方

政府往往从产业扶持或地方经济利益角度出发给银

行施加压力，导致银行向那些信誉和财务状况并不

能达到银行内部信贷标准的企业发放贷款，从而影

响银行选择贷款对象的市场化程度，降低了银行债

权人本身的信贷标准和治理水平。

二是受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限制。首先，根据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商业银行在我国境内不得向非

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由于企业所欠债务

７０％以上来自商业银行，这也就表明了这部分债权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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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债务人违反贷款约定时无法转换为股权。作为债

权人的银行，除了按照贷款协议扣押其抵押担保资

产以外，没有权利参与公司的战略决策，并对其经营

和财务状况进行监控。同时，尽管银行是企业主要

的债权人，但大多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董事会

和监事会中缺少银行的代表人员，管理层在做出重

大决策时一般也没有银行代表的参与。加之我国的

信用机制建设尚未健全，使本应分享贷款企业控制

权的银行，基于收回贷款本息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

反而被贷款企业所制约，从而造成了银行对企业的

预算软约束状况的产生［４］。

三是事后赔付机制中政府行为的干预。一般来

说，债权人是通过受法律保护的破产程序实施对债

务人的控制，包括清算和重组这２种处理方式。因
此将债权人参与引入日常公司治理中，将事后的权

益索取前置到事前和事中对企业财务困境予以防

范，有利于实现并维护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财务制衡

机制，完善企业的财务治理，更大程度地保障债权人

在企业管理中应享有的监督权益。但现实中政府经

常会出于各种原因，介入企业的破产清算中，造成了

当企业不能通过重组而进入破产程序时，银行债权

人的利益将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最为常见的情

况是政府为了减小社会影响、维护社会安定，首先考

虑的是对失业员工等涉及社会效益的各利益相关者

进行补助行动，使得银行债权人被边缘化，只能以最

大程度地减少其损失为目标而进行赔付［５］。

２．银行债权人自身的原因
当前，银行债权人自身的信用评级及风险管理

方法尚在不断完善中，仍存在诸多缺失或漏洞。以

某银行公布的信用评级指标为例，其信用评级系统

设置按偿债能力、获利能力、经营管理水平、履约情

况及发展能力和潜力５个指标来评价企业信用、发
放贷款，每个指标下再细分财务及非财务指标。但

在发展能力和潜力指标下仅设置固定资产净值率、

销售收入增长率、利润增长率、领导者素质与市场发

展前景、发展规划和实施条件等指标。众所周知，每

个企业都会经历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虽然在这些

信用评级体系及方法下，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

财务及非财务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时期

财务、经营状况和还贷能力，但银行债权人并没有将

关注重点放在处于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的经营发展目

标、融资愿景及还贷能力上，并制定出相应的不同时

期放贷规划及参与债务治理的应对策略。

　　三、银行债权人参与企业债务治理

的建议对策

　　１．健全完善机制体制的对策
目前，国际上银行债权人参与企业债务治理较

普遍，其中日美德 ３个国家的经验尤其值得我们
借鉴。

在日本，银行债权人参与公司债务治理的特点

主要是主银行制度与企业融资制度的结合。主银行

几乎都是客户企业的结算银行，负责企业的账户管

理、现金支付和结算业务。银、企间的资本联系能使

主银行在公司债务治理中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德

国银行是典型的全能银行，除作为最大债权人外，其

在企业中一般都占有较大份额的股权，因而会积极

参与到企业内部治理中去，并向企业派出监事，通过

相机治理等方法对企业的财务经营和决策管理者的

任免等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另外，银行同时掌握企

业股票的代理控制权，使得银行债权人能更全面地

参与企业治理。美国银行业参与企业债务治理的方

式与德国的全能银行方式相同，主要依托相机治理

机制。美国银行债权人相机治理机制的主要特点是

银行向企业派遣人员担任兼职董事，但这些董事一

般不会直接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决策。当企业经营

健康或财务状况良好且具有相应偿债能力时，银行

债权人对企业经营业务等并不进行干预，但当企业

出现财务危机或不能按约偿付债务时，银行债权人

则可以通过法律程序直接接手公司进行后续管理。

由国际上银行债权人参与企业债务治理的机制

和方法，可以总结出值得我国商业银行在机制体制

健全上借鉴的经验。首先，银行作为企业的结算银

行，除了单一的债权人身份，银行债权人还可以通过

对企业控股，通过企业股东和债权人的双重身份实

现参与企业的管理经营和债务治理的目标。股东和

债权人的双重身份能使银行债权人对企业同时存在

内、外部制约，从而减少因银行和企业间信息不对称

带来的风险，降低管理层采取道德风险行为的概率，

避免企业因激进的经营战略带来的风险和财务危

机。其次，为了避免银行对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的发

生，银行债权人也应全力贯彻相机治理机制的建立

及应用，通过及时掌握企业的控制权，对陷入财务困

境的企业采取积极有效的解救措施，使银行能尽量

从财务不佳的企业中全身而退，减少银行债权人的

风险。最后，我国政府亟需完善相关的公司法、破产

法等法律法规，避免当企业陷入财务危机无力偿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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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银行债权人陷入无力追索贷款的被动地位，并需

加大在破产清算中对银行债权人的保护力度。

２．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银行债权人参与企业债
务治理的对策

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公司的发展阶段可分

为发展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４个时期。不同
时期公司的经营目标、财务状况不尽相同，公司为了

规避不利于生命周期延长的因素，需要根据不同阶

段的特征，安排合理的融资结构以实现企业的可持

续发展。因此，银行债权人可以依据企业所处生命

周期的阶段来完成信贷业务和控制自身风险，具体

策略见表１。
（１）发展期。处于此阶段的公司内部管理较为

简单，有较高的经营风险。需要大量资金进行业务

扩充及经营发展，融资对象也比较广泛，可以是亲

人、朋友、银行、担保信贷公司等。此时银行若对其

投资则意味着承担较高风险，因此需要谨慎评估其

信贷资信，预测风险，完善自身预警机制［６］。其中

银行债权人应针对不同公司适当关注以下方面：一

是公司申请银行贷款的主要用途。银行正常贷款的

用途主要是支持企业的营运资金需求，也就是企业

在购买原材料、加工、销售这一过程中所需要的资

金。若贷款企业正处于产品的研发阶段，还没有成

熟的产品推向市场，更没有得到市场认可，尚无具体

的销售渠道和后续产品链的构建，这种情况下就意

味着未来短时间内没有现金流，缺乏足够的还款能

力，此时进行信贷风险非常大，银行债权人应谨慎。

二是企业虽然有较成熟的产品，但销售额还没有

“放出来”，总金额比较小。这样的企业往往没有稳

定的销售渠道，产品也无法证明已经得到市场认可

或有较大市场潜力。同时，销售额较小也说明未来

的资金回流较小，与合作方的谈判地位较弱，现金流

无足够的保证。此时也需要银行对其进行谨慎的资

信审查，评估信贷对象的市场发展前景，以决定是否

进行信贷，从而控制风险。

（２）成长期。成长期的公司基本步入正轨，经
营状况趋于良好。往往这个时期的资产负债率处于

较高的阶段，企业的财务风险较高，资金链紧张情况

下破产危机可能性增大。其融资结构主要是以债权

为主的外源性融资为主。银行债权人需在发展自身

业务的同时控制企业的抵押融资资产，做好风险预

警工作，关注企业的销售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即能否

平稳过渡到成熟期并拉长成熟期，有没有长期稳定

的合作网络等。另外，银行债权人还应重新评估现

有信贷客户的资信情况，尤其对那些在初创期或规

模不大时，信用观念淡薄、经营粗放、欠费逾期的企

业。它们其实有能力还款，只是觉得“无所谓”或者

没有及时还款的意识，造成自己信用记录出现问题，

银行需就是否对其继续放贷做出适当判断。

（３）成熟期。处于成熟期的公司现金流及利润
率都较为稳定，各项财务指标良好，在银行有较高的

信用评级。此时公司自身有多种融资方式可供选

择，通常银行信贷多用于应激性融资。由于总体风

险较小、发展成熟，银行较偏好对处于成熟期的企业

进行放贷，则银行债权人主要需要对公司进行监督

跟踪，及时有效地掌握财务信息，关注公司的资产负

债水平、其他民间借贷款项额度等。同时，也应防范

突发性财务恶化导致的经营不善等突发状况引起的

损失。

（４）衰退期。公司进入衰退期，意味着其经营、
财务状况恶化，有较高的经营风险，有时会发生负现

金流的状况。通常信贷资信严重下滑，通过银行融

资需要较高的成本，则会转向内源性融资及股权融

资［７］。衰退期的公司往往会通过推出新产品等方

式创造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来摆脱衰退期的影响，

因而会需要大量资金扭转经营状况。对此，银行的

态度应谨慎，须严格监控其财务状况，把关信用评

级。若发生信贷业务，需提升其风险预警线，并及时

表１　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企业的融资特点及银行债权人治理策略
阶段 经营、财务特征 融资需求 银行债权人的治理策略

发展期
生产规模小、经营风险较高

高投资风险、高收益率

亟需大量资金

融资对象较广泛

谨慎评估信贷资信

控制融资风险

成长期
经营状况趋于良好

高资产负债率

主要靠外源融资筹集资金

以债权融资为主

控制企业的

抵押融资资产

成熟期
经营现金流保持较高水平

较高的信用评级

多种融资方式可选、应急性

融资需求多、采用银行融资

监督跟踪、防范突发性

财务状况恶化

衰退期
财务状况恶化、较高的经营风险

信贷资信下滑

获得银行信贷成本升高

偏向内源性融资与股权融资

严格监控财务状况

风险预警、及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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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调整；如若发生经营困难，应相机采取治理机

制，银行债权人掌握控制权，应对接下来的公司生存

问题，以最大程度地保证银行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同时，在分析银行债权人针对处于生命周期不

同阶段的企业参与债务治理时，还需要考虑不同企

业的性质。如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差，生命周期

与大中型企业比较起来相对较短，破产率更高，风险

更大。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小企业创办５年内的死
亡率高达３０％～５０％。因此，商业银行需要及时获
取企业各方面的相关信息，从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

阶段把握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使银行债权人能更

好把握其信贷资金的使用效果及潜在风险，深入参

与到公司的债务治理中去，有效发挥债权人参与公

司治理的权力，最大程度地保护其作为利益相关者

的利益。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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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梁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　徐昕，沈红波．银行贷款的监督效应与盈余稳健

性———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Ｊ］．金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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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李武江，邵来安．论债权治理机制及其在我国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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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５９页）
径，其立足于权利人与收发货人／进出口人之间的合
意，是知识产权私权性的具体体现。本文从私人和

解制度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角度进行分析，同时通过

调查和解制度设立几年来的海关具体实践情况，找

出私人和解制度目前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为解决

这一系列问题提出建议和构想：海关应当在私人和

解制度中转变执法理念，同时，应当设立和解协议的

海关审核与认定标准，在私人和解制度中引入海关

行政调解制度，并对权利人滥用和解权利进行限制，

以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私人和解制度。客观

地讲，我国知识产权私人和解制度在海关知识产权

保护中的作用还并不突出，但相信随着知识产权海

关保护制度的不断完善，私人和解制度势必将发挥

更大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１］　邱敬雄，黄旭荣．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私人和解制度的
理论与实践问题探讨［Ｊ］．上海海关学院学报，２０１０
（２）：４７．

［２］　徐枫．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行政调解应用研究［Ｄ］．上
海：复旦大学，２０１０．

［３］　本刊编辑部．２００７年度中国海关保护知识产权十佳案
例［Ｊ］．中国海关，２００８（５）：２０．

［４］　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蓝皮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９：１０３．

［５］　中国海关赴荷兰研修组．中荷海关知识产权边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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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不利于团结，不利于管理，而且是农村以“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五风”盛行的原因之一。

“大跃进”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江苏省委严格执行国家社队规模调整政策，对社队规模进行

了大力调整，使其规模大大缩小。社队规模的缩小，提高了农村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水平，调动了

社员生产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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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队规模过大是“大跃进”运动的遗留问题，是
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中国国民经济“三年调整”要解决的
重要问题之一。关于“大跃进”运动后的社队规模

调整，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研究。笔者通过收集大量

档案资料，拟以“大跃进”运动后的江苏省社队规模

调整为个案，以期展示这一历史过程。

　　一、江苏省“大跃进”期间社队规模

极度膨胀

　　１９５８年３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

并为大社的意见》，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

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

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有条件

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合并为

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１］（Ｐ２０９）之后，全国各地出

现了小社并大社的热潮。到１９５８年春，合并后全国
有７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平均每社约 １７０户、
２０００亩土地、３５０个劳动力。随着“大跃进”的到
来，规模更大的人民公社在１９５８年７月份开始出现

在极少数地方，毛泽东批示“人民公社好”，之后“公

社化”在全国展开：８月份规划、试办，９月份全面铺
开，１０月份基本完成。截至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９日，全国
共建立人民公社 ２３３８４个，加入农户１１２１７４６５１
户，占总农户的９０．４％，每社平均４７９７户。河南、
吉林等１３个省，有９４个县以县为单位建立了县人
民公社或县联社［２］（Ｐ８４），即一县为一社。

江苏省人民公社化运动于１９５７年８月份开始
试点，９月份全面展开，１０月份扫尾，稍落后于全国
“先进省份”。１９５７年底，江苏省有３４３６７个农业
生产合作社，每社平均２６０户，经过整社，到１９５８年
７月底，全省共有 ３１７６３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平均
每社２７７户。中共江苏省委原规划要把３１７６３个
农业生产合作社进一步合并为９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个大
社，平均每个合作社１０００户左右，但这一规划很快
被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断。为了响应毛泽东“人民公

社好”的号召，１９５８年８月中旬徐州、淮阴、盐城、扬
州４个专区开始试办公社，至月底，基本建成人民公
社７０个，在建的２３０个。［３］中共江苏省委指出，“全
国各省都要在九月份办好人民公社，所以我们非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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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办就落后了，我们要下决心早办快办大办特

办人民公社，跟上形势的发展”。全省计划办人民

公社１３４６个，除去８月份已办的２４８个，计划９月
份办９０３个，１０月份再办１７５个。中共江苏省委要
求：“放手发动群众，充分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做到

思想通、政策通、办法通”；“号召社员搞好生产，通

过办社掀起生产新的高潮”；“根据上动下不动的精

神，开大会，表决心，搭架子，挂牌子”；“要敲锣打

鼓，搞得热火朝天”。［４］９月 ２２日，江苏省建立了
１１４０个人民公社，入社户数７４５３２８８户，占农户
数的８２％。［５］到 １０月下旬，全省共建立人民公社
１３４８个，建立公共食堂２４１７００多个，占入社人口
的８７％［６］；到１２月底，江苏省建成人民公社 １３５６
个，平均每个公社６７８１户；有生产大队 １３４９３个，
平均每个大队６４２户；有生产队１４３６７５个，平均每
个生产队６０户。［７］

　　二、社队规模过大带来的问题

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初，曾片面认为：社队规模越

大越好，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有利于大型的基

础设施建设，增加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利于培养

共产主义觉悟。但实践证明，社队规模过大导致出

现一系列问题。

１．社队规模过大导致“五风”盛行
江苏省的人民公社每社平均６７８１户，包括大

约３０个生产大队，下辖 ３００多个生产队。各个公
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情况千差万别，由公社掌握

人、财、物等大权，统一调配，统一组织、管理生产和

生活，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来运行，所以，人民公社

成立和运行的过程，也是农村“五风”（“共产风”

“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

风”）盛行的过程。

２．社队规模过大导致平均主义盛行，挫伤群众
生产积极性

公社和生产大队作为经济的基本核算单位，分

配中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挫伤了群众生产的积极

性。根据中共江苏省委对句容县城东公社马场山大

队的调查，该大队由新坊一队和南岗二队２个高级
社合并而成。合并前，１９５７年人均收入为：新坊一
队总收入９５．８８元、纯收入７０．４１元，南岗二队总收
入４９．８元、纯收入３９．８元，新坊一队比南岗二队总
收入高４８％、纯收入高４４．７％；合并之后，１９６０年
人均收入为：新坊一队总收入 ３８．７元、纯收入
２５８３元，南岗二队总收入 ３６．０２元、纯收入 ２９１

元，合并之后，两队总收入差不多，而纯收入穷队反

而比富队多。社员反映说：贫富拉平，就是“挖富队

的肉补穷队的疮，穷的翻不了身，富的也拖垮了，富

队不满，穷队受气”。谁还愿意干生产？［８］

３．社队规模过大不利于管理
句容县城东公社北阳门大队支部书记王益珍

说：“高级社的时候，开小队干部会议，每天晚上碰

个头，有２个小时就解决问题了，上面布置工作，当
天到群众；现在开会，一开一天，等半天（人多等不

齐），说半天（事多说不完），回去丢半边（没有时间

讨论透，回去不贯彻），影响劳动整一天。”［９］大队干

部反映，队过大有七多七少：“开会多，解决问题少；

布置工作多，研究问题少；一般号召多，具体指导少；

办公室坐得多，深入实际少；东奔西跑多，参加劳动

少；具体事务多，贯彻政策、领导生产少；大队干部

多，联系群众少。”［１０］由于社队规模过大，公社贯彻

工作主要依靠大队，布置一项任务，要过几天时间才

能落实到生产队。而大队干部的水平又参差不齐，

层层转达，往往走样。群众反映：“公社干部说 １０
句话，到大队干部嘴里只有７句话，到生产队干部嘴
只有５句话，我们听懂的只有２句话。”［１１］社队规模
过大，“千斤重担一人挑”，社员没有参加生产管理

的权力，所以社员形象地说：“公社多头多脑，命令

都像山倒；队里昏头昏脑，急得双脚直跳；社员没头

没脑，今朝不知明朝。”［１２］

４．社队规模过大不利于团结
社员反映：“队大了，看不到，摸不着，心里无

数，相互猜疑。”北阳门生产大队队长贾进金说：“大

队规模过大了，有４个不放心：对别的队产量高低不
放心，开支多少不放心，偷偷摸摸不放心，大队账目

不放心，干起活来没有劲头。”１９６０年秋，句蓉县城
东公社北阳门生产大队五里岗生产队正在开会讨论

不要偷稻、吃青时，忽然听到同一个生产大队的前岗

生产队已经动手分稻，于是也立即割稻私分，其他生

产队也闻风而动。吕家园生产队社员吕百友说：

“过去队小，偷掉１００斤，每家摊１斤，各个认真；现
在队（指大队），偷掉１００斤，每家摊不到１两，何必
恼人。”“你偷我也偷，你拿我也拿。”社员说：“队的

规模过大，对生产不利，对团结不利，对领导不利，对

民主办社不利。”［９］

５．社队规模过大不利于人力和畜力的合理使用
在１９５０年代，中国农业落后，缺乏机械、化肥和

农药，而且交通不便。农业生产主要是靠畜力和人

力来完成，农业增产主要靠精耕细作。社队规模过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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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搞大兵团作战，大范围地调动畜力和人力，常常

发生徒劳无益的往返，大量时间浪费在路上。江都

县仙女公社大丁家村在初级社时有４个生产队，在
高级社时，是一个大队，公社化时，与江桥等队合并

为江桥大队。后来又和仙女庙、高阳、田坝合并，成

为仙女庙公社的直属队，这个直属队东西长５公里，
有２０００多户，７０００多人。这样一来，生产队队长
喊人上工，喊到东头，西头的人下工了，喊到西头，东

头的人下工了。［１３］

随着以上这些问题的日益暴露，“大跃进”运动

后期，江苏省社队规模调整也提上了日程。

　　三、江苏省社队规模调整过程

江苏省社队规模调整过程分为２个阶段：第１
阶段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的郑州会议至１９５９年８月的
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第２阶段从１９６１年３月的广州
会议至１９６３年春“四清”运动开始前。
１．第１阶段的社队规模调整
社队规模过大带来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

中央的注意。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１０日，中共中央在
郑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

议”），会议讨论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问题，要求

全国各地基层对社队规模作出实事求是的调整。江

苏省委认真贯彻郑州会议精神。１９５８年 １２月 ２９
日至１９５９年１月３日，江苏省在苏州召开了全省人
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要求各地在高级社管理经验

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适合人民公社性质和任务的

管理制度，使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迅速走上正

确轨道。会议指出：“人民公社的劳动组织是越大

越好吗？不一定。人民公社各级组织的规模，一方

面必须服从工农商学兵相互结合、农林牧副渔全面

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还必须根据生产资料的现状

和生产管理的条件。”“就目前来说，由于人民公社

的农业生产大都是手工操作，居住条件和交通条件

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所以各级组织的规模不宜过

大。”［１４］根据中央要求，江苏省各地开始对社队规模

过大问题着手进行调整，到１９５９年８月，“全省现有
人民公社１５４１个，入社农户８６６万户，占总农户的
９９．８％，平均每个公社５６００多户。有生产队（也就
是基本核算单位）２４４１１个，平均每个生产队 ３５０
户。有生产小队（也就是包产单位）２１１０５１个，平
均每个生产小队４１户”［１５］。但１９５９年８月的中共
八届八中全会之后，中国又开始了新一轮“跃进”，

特别是１９６０年上半年，又实行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
基本社有制度，江苏省的社队规模又有所扩大。

１９６０年３月，江苏省的生产大队入户规模平均３５６
户，其中８０％的生产大队都在２００户以上。中共江
苏省委认为，生产大队规模“暂时应一律不动，个别

非动不可的，要经地委批准”。生产队规模平均３９
户，其中３０户以下的占２０％，３０～５０户的占６０％，
５０户以上的占２０％左右。中共江苏省委认为：“队
（生产队）劳动力少，调度不开，不便于实行农业生

产的专业专管；队小土地太少，影响农作物的合理布

局，连片种植也受到限制；队小党、团员骨干少，不利

于加强党的领导。因此把一些规模太小的小队并大

是完全必要的。”［１６］１９６０年１１月，江苏省有１４８５
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６０００户，有２３９５１个大队，
每个大队有３７２户，有２１４８２６个生产队，每个生产
队平均４１户（详见表１）。
２．第２阶段的社队规模调整
“大跃进”运动后，社队规模过大没有立即引起

中央的注意，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３日，中央下发的《中共

表１　江苏省１９６０年１１月的社队规模［１７］

地区 　 公社　　
　社数／个　　　平均户数／户　 　 大队　　

　队数／个　　　平均户数／户　 　
生产队　

　队数／个　　　平均户数／户　

徐州专区 １９３ ６５８９ ２３５２ ５４０ ２１５９８ ５９．０
淮阴专区 ２１５ ５８１０ ３２００ ３９１ ３４３０３ ３６．５
盐城专区 １３９ ６８３０ ３０９６ ３０７ ２０６５９ ４５．０
扬州专区 ２２５ ６６００ ４４５３ ３３２ ３３６５９ ４４．０
南通专区 ２２３ ５９１０ ３２５４ ４３２ ３２０９０ ４３．０
镇江专区 ２３０ ４６７３ ３４８３ ３０８ ３２１２５ ３３．０
苏州专区 １６８ ６０３５ ２８８９ ３５１ ２６３６０ ３８．５
南京市 ５８ ５３０４ ７８６ ３９１ ９１６０ ３３．０
无锡市 ３４ ５３７０ ４３８ ４２０ ４８７２ ３８．０
合计 １４８５ ６０００ ２３９５１ ３７２ ２１４８２６ ４１．０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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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

信》（即“十二条”）没有涉及社队规模的内容。１９６１
年１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全会一致认为，这
几年吃了情况不明的亏，要求全国各级干部大兴调

查研究之风，要深入农村进行调查。随着调查研究

的深入，中央发现群众特别反对社队规模过大。

１９６１年３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草

案）”），规定：“人民公社各级规模，都应该利于生

产，利于经营管理，利于组织生活，不宜于过大。特

别是生产大队的规模不宜过大，避免在分配上把经

济水平相差过大的生产队拉平，避免队与队之间的

平均主义。”“人民公社的规模，一般应该相当于原

来的乡或者大乡；生产大队的规模，一般应该相当于

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但是，也不是强求一

律。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可以有大、中、小不

同的规模，由社员根据情况，民主决定。”［２］（Ｐ４５５－４５６）

“六十条（草案）”下发后，全国再次开始调整社队规

模。中共江苏省委贯彻广州会议精神，大兴调查研

究之风，大量干部被下放到农村进行调研。调研中

发现社员强烈要求划小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认为一

个生产大队以１００户为宜，一个生产队以２０～３０户
为宜。社员说这样的社队规模有以下好处：一是大

队干部每天能跑遍大队一圈，处理问题及时，了解情

况及时，贯彻公社党委指示及时。二是队小事务少，

干部能够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可以少犯错误。三是

社员互相通气，一眼看到头，人熟，靠得近，管得紧，

漏子少。四是贫富悬殊不大，有利于团结，发挥积极

性。生产队干部说：“真这样一划开，保证劲头加一

倍，粮食增一成。”［９］于是，中共江苏省委开始着手

调整社队规模，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到 １９６１年 ６

月，江苏省与贯彻“十二条”前的 １９６０年 １１月相
比，公社由原来１４８５个变为１５７０个，平均户数由
６０００户减少为５６７５户；大队数由原来的２３９５１个
变为２５５６８个，平均户数由３７２户减少为３４８户；
生产队由原来的２１４８２６增加为２２９０５１个，每个生
产队户数由原来的４１户减为３９户（详见表２）。
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５～１８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了

各地、市委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江苏

省委计划把人民公社调整为 ２０５６个，每社平均
４３３０户；把大队调整为２９６３４个，每个大队平均户
数３０２户；把生产队调整为２７８００９个，每个生产队
平均３２户（详见表３）。

会后，江苏省各地大力调整社队规模，至１９６１
年９月，江苏省有 １６８１个公社，２７３６９个生产大
队，２４２０１９个生产队。［１８］１９６２年２月１３日下发的
《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

题的指示》规定：“一般说来，生产队的规模，大体上

以二三十户为宜。在平原地区和地少人多的地区，

可以多一些；在山区、丘陵地区和地多人少的地区，

可以少一些。”［１９］（Ｐ１８７）江苏省委认真贯彻中央关于

调整社队规模的指示，对社队规模又作了进一步调

整。到１９６２年９月，江苏省有公社１７９２个，生产
大队３０９８３个，生产队２９７３４０。［２０］到同年１１月，全
省有农村人民公社 １８１５个，平均每县有 ２６个公
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 ９４０．３７万，参加公社人数
３４６７．１３万，每个公社平均 ５２００多户、１９４２０多
人。其中，１０００户以下的公社有２５个，占公社总数
的１．４％；１０００～２０００户的公社有８０个，占４４％；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户的公社有１６４个，占８．９％；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户的公社有２４５个，占１３．５％；４０００～５０００
户的公社有３３６个，占１８５％；５０００～６０００户的公

表２　江苏省１９６１年６月的社队规模［１７］

地区 　 公社　　
　社数／个　　　平均户数／户　 　 大队　　

　队数／个　　　平均户数／户　 　
生产队　

　队数／个　　　平均户数／户　

徐州专区 １９３ ６５８９ ２６８２ ４７４ ２１９１７ ５７．０
淮阴专区 ２３０ ５４４０ ３４００ ３６８ ３６０００ ３４．７
盐城专区 １３９ ６８３０ ３１６３ ３０４ ２１４５０ ４４．０
扬州专区 ２５２ ５８５０ ４７９６ ３１０ ３６０９９ ４２．０
南通专区 ２２８ ５７８０ ３３２１ ３９７ ３３２６６ ４０．０
镇江专区 ２６１ ４１１８ ３９４２ ２７２ ３５１８５ ３０．０
苏州专区 １６８ ６０３５ ２９６６ ３４２ ２９０５６ ３５．０
南京市 ６５ ４７３３ ８４１ ３３６ １０３７８ ２９．０
无锡市 ３４ ５３７０ ４５７ ３９９ ５７００ ３２．０
合计 １５７０ ５６７５ ２５５６８ ３４８ ２２９０５１ ３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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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９６１年６月江苏省地、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会议计划调整社队规模表

地区 　 公社　　
　社数／个　　　平均户数／户　 　 大队　　

　队数／个　　　平均户数／户　 　
生产队　

　队数／个　　　平均户数／户　

徐州专区 ２４４ ５２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６３ ３５０００ ３６．３
淮阴专区 ２４５ ５１００ ３７００ ３３８ ３８０００ ３３．０
盐城专区 １９４ ５０４１ ３４３４ ２８５ ２４２３４ ４０．３
扬州专区 ２９６ ５０００ ４８９３ ３０４ ４２３８０ ４０．０
南通专区 ３６５ ３６１１ ４７４６ ２７８ ４８６９６ ２７．０
镇江专区 ３１９ ３３６９ ４３９２ ２４５ ３８６８２ ２８．０
苏州专区 ２５１ ４０３６ ３４６９ ２８０ ３２７３３ ２９．０
南京市 ８７ ３５３６ ９８３ ３１３ １２１９８ ２５．０
无锡市 ５５ ３３１６ ５１７ ３５３ ６０８６ ３０．０
合计 ２０５６ ４３３０ ２９６３４ ３０２ ２７８００９ ３２．０

社有３７１个，占１９８％；６０００户以上的公社有６０４
个，占 ３３．５％。全省农村人民公社有生产大队
３１６９９个，平均每个公社下设１７个大队。每个生产
大队平均为 ３３８户，每个生产大队人口数平均为
９１５人，其中，１００户以下的生产大队有１４４７个，占
４５％；１００～２００户的大队有７５１１个，占２３．８％；
２００～３００户的大队有１０３３６个，占３２．６％；３００～
４００户的大队有７１３５个，占２２．５％；４００～５００户的
大队有 ３３９４个，占 １０．７％；５００户以上的大队有
１８７６个，占５９％。江苏全省以生产大队作为基本
核算单位的有 ７０３个，占总大队数的 ２．２％，其余
９７．８％的大队都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江苏
全省有生产队３００８５４个，每个公社下设１６６生产
队，每个生产大队下设１０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平
均户数为３１户，人口１１５人。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
位的有２９４２３５个，占总生产队数的９７．８％。在所
有公社中，除２个公社实行公社和生产队两级管理、
由公社统一核算外，其余的公社都是以生产队或生

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

级管理。［２１］到１９６２年底，江苏省有 １９０８个公社，
９３３．３７万户，３５７９．７万人；每个公社平均４８９２户，
１６个生产大队；有３０９９０个生产大队，每个生产大
队平均约１０个生产队；有３０２９２６个生产队，每个
生产队平均近３０户。［２２］经过调整，江苏省的社队规
模大大减小。

为了切实贯彻执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根据条例草案

的精神，结合江苏省的具体情况，中共江苏省委决定

继续对社队规模进行调整。中共江苏省委认为，从

现有的公社规模来看，“一般是规模偏大，多数是三

级，而且大队干部过多，不利于加强对生产队的领

导，需要有计划、有领导地加以调整”。“调整后的

公社规模，一般以相当于１９５５年以前的小乡规模为
宜，一般只保留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取消生产

大队。规模较大的公社，可以保留生产大队，除了作

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大队以外，其余大队只作为

公社的派出机关，不设大队部，不设大队管理委员会

和检查委员会，只留专职的支部书记和大队长两名

干部。”［２３］江苏省计划把全省人民公社增加到２８００
个左右，每个公社３３００户左右，每个公社平均下辖
１１０个生产队，规模大的公社下辖１５０～１６０个生产
队，规模小的公社下辖５０～６０个或７０～８０个生产
队。２０００户左右的公社，实行公社、生产队两级管
理，３０００户以上的公社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
管理。“大队作为公社的派出机关，经济上一般不

搞部分所有制，大队保留二名到三名干部。”［２１］但江

苏省的这一计划并没有得到落实，随着“四清”运动

的发展，江苏省各地都有社队干部被打倒或撤职，有

的躺倒不干，农村基层组织被削弱，社队规模调整被

迫中断。

　　四、结语

１９６０年代，经过调整，江苏省社队规模与“大跃
进”时期相比，已经大大减小，公社、生产大队和生

产队数量大大增加。社队规模调整后，原来由于社

队规模过大而产生的弊端被消除了。社员高兴地

说：“社队规模小了，看得见，摸得着，社员对自己的

劳动成果了如指掌，这有利于分配，有利于监督干

部，更有利于生产。”［２４］江苏省社队规模的调整改善

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好转。

从公共行政学的角度来讲，公共组织过大，容易

造成组织效率下降，管理成本增加。为了提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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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就必须减少组织层次，缩小组织规模。当今中

国，经济体制改革突飞猛进，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

后，现有行政体制依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规模，

存在着行政独大、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弊端。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的社队规模调整对当下

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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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江苏省农村人民公社财务工作（汇报提纲）（１９６２－０９－
２０）［Ｂ］．南京：江苏省档案馆，３０６２—长期—２２８．

［２１］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调整农村人民公社体
制规模的研究资料（１９６２－１１－０５）［Ｂ］．南京：江苏省
档案馆，３０６２—长期—２１０．

［２２］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整顿社队体制规模的方案
［Ｂ］．南京：江苏省档案馆，３０６２—长期—２１０．

［２３］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
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若干问题的补充意见（讨论稿）

（１９６２－１０－３１）［Ｂ］．南京：江苏省档案馆，３０６２—长
期—２１０．

［２４］中共江阴县委农村工作部．从夏季预分结果看实行以生
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的情况和问题（１９６２－０８－０８）
［Ｂ］．南京：江苏省档案馆，３０６２—长期—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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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小说的绘画性
李光安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美学思想、文学与绘画在互动中发展，美学思想、文学深刻影响着绘画的风尚，而美学思
想、绘画也会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莫言的小说展现了一种极具特色的绘画性。他在文学创作中十

分重视色彩的描绘与运用，且注重利用场景来构建意境。色彩和画境这对艺术范畴，和谐统一于莫

言小说所构筑的感觉世界中。莫言对色彩语言特别青睐，其很多小说标题都含有色彩语汇。他在

对语言赋色着彩时不只是停留在感觉的捕捉上而以此悦目，更多的是在色彩的铺陈中艺术地埋进

了一层深义，使读者能透过色彩的表面见“色外之画”、闻“弦外之音”。莫言小说的画境体现为：在

富于主观创造性的写意建构中，使用遵照现实主义原则的局部工笔描写、油画式的场景描写与人物

描写的手法，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感，给予主观意象以一个坚实有力的负载物。此外，莫言在其小说

叙事中，还充分使用了复合双层色彩的油画式的描摹方法，这种层次透视效果使得小说魅力大增。

总之，绘画性是莫言小说之所以引人入胜、成为优秀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特征。

［关键词］莫言小说；绘画性；审美；色彩；画境

［中图分类号］Ｉ２４７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３．０１７

　　艺术包括造型艺术（绘画、雕塑等，也就是通常
所说的“美术”）、语言艺术（文学）、音响艺术（音

乐）与综合艺术（戏剧、影视）４大类。这些艺术门
类虽各有其相对独立的领域和特性，但它们之间又

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文学与绘画的关系就是如此。

它们都是通过意境的创造来抒发作者的感情、激发

观者的想象与联想，只不过在表现社会和自然时使

用的手段不同：文学家使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即运用

比喻、拟人、借代、夸张等修辞手法，以使语言变得具

体、鲜明、生动；画家则使用造型和色彩等语言形式

予以传达，即以一定的物质材料在平面上或三维空

间里将客观事物的视觉形象固定下来，以静态方式

再现世界的真实性。而文学作为群艺之首，是一种

最自由的以多手段反映社会、表达人类思想感情的

艺术样式。但是有时文学家也会像艺术家一样运用

形体、色彩、笔触和质感等手段，采用绘画语言要素，

按照透视规律，像是在画纸和画布上创作一样，将他

们的思想情感用文字、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

当代作家莫言在他的小说中就展现了一种极具

特色的绘画性。他十分擅长对物体形状的描述，常

常将物体的光和色给予工笔描绘与解析呈现，使得

笔下的景色极富诗情画意。他的作品有一种绘画

美：有的意蕴深远，像一幅大写意的中国水墨画；有

的凝重强烈，像一幅色彩浓重的西洋油画；有的亮丽

明快，像一幅曼妙淋漓的水彩画。

莫言，本名管谟业，１９５５年生于山东高密，１９８０
年代以其问世的一系列乡土作品广受赞誉，成名作

为《透明的红萝卜》，代表作有：《红高粱》《檀香刑》

《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酒国》等。他的《红

高粱》是１９８０年代中国文坛的里程碑之作，被翻译
成２０多种文字。２０１２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获
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

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１］莫言的写作风格素以大

胆见长，无论故事的情景气氛是华丽炫目的，还是荒

诞无稽、鬼灵精怪的，其丰富的想象营造与澎湃辗转

的辞锋展现总能令人拍案叫绝。他善于挖掘人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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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但并不是依循成规的以心理世界的发露去证实

外部行为的内在合理性，相反却常常专注于内外世

界的矛盾冲突，试图从感性世界自身去发掘和建立

意义。这种对传统小说美学的反叛，使莫言的小说

语言更趋近于现代绘画。莫言善于细部描写，他可

以在一点上恣意深入地描写，使之立体化、深层化，

把事物写得声色并茂、情采饱满，使其气味、颜色、形

体、硬度和质感等一切都感觉是原生的、触手可及

的，如土地饱涨雨水，如河流一泻千里，呈现出画境

和色彩的动人魅力。这种绘画性使其作品有着强烈

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其作品《透明的红萝卜》与《红

高梁》的绘画性更是突出鲜明。本文拟对莫言作品

的绘画性作一探讨，希望能有助于诸者对莫言作品

的认识与理解。

　　一、文学与绘画的关系

绘画艺术是造型艺术中最具再现性、也最富表

现力的一种。它运用笔墨颜料、纸张画布或其他工

具材料，通过线条、色彩、明暗、透视、构图、描绘等手

段，在二维空间的物质平面上，绘制和创造出能诉诸

人的视觉感受的具体可见的个性化艺术形象，用以

再现现实、反映生活、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审美体

验，从而使观赏者获得思想认知和审美享受。绘画

把三维空间压缩为二维空间，似乎增加了一重局限

性，打破了空—音—质的整体性，也减弱了形象的立

体感。其实，与雕塑相比，绘画强化了颜色表现对所

选对象的全部个别特殊细节的广阔而重要的作用，

通过透视、光影、明暗、构图等手段，不但可以更丰富

细致地表现对象的各个侧面、纵深内涵和多样化形

貌特征，而且更加强了视觉上形象的纵深感、真实感

和立体感。同时，绘画也可以充分发挥色彩表现人

的性格和情感的作用。黑格尔指出，“绘画不像诗

或音乐那样把一种情境、事件或动作表现为先后承

续的变化，而是只能抓住某一倾刻”［２］。事实上，优

秀的画家往往由于善于“找到这样的一瞬间，其中

正要过去的和正要到来的东西都凝聚在这一点

上”［２］，从而化静为动、以静显动，突破这种局限性，

表现出无比丰富的内容，使观赏者能从中认识和品

味出许多画面以外的近似诗或音乐所表达的内容和

深意来。

绘画艺术虽然可以表现人丰富深邃的感情、创

造意味隽永的艺术意境，但其还是以再现与写实为

主，主要诉诸于视觉。而文学是一种借助语言这种

物质媒介构造想象性艺术形象来反映生活、表现思

想感情的艺术样式，也被称为最能集中地体现“人

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

自己”［３］的艺术。这是因为，文学较其他艺术样式，

更能自由地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人类思想

感情。它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其他艺术的一些长处

和优势，如视觉艺术的形象可视性、听觉艺术的形象

可闻性、空间艺术的形象存在性、时间艺术的形象流

动性、再现艺术的形象确定性、表现艺术的动态表情

性等，从而成为一种融艺术的可视性与可闻性、空间

性与时间性、确定性与流动性、再现性与表现性等于

一体的艺术样式，既能表现声音、色彩，又能描写嗅

觉、味觉；既能状物、叙事，展示情节、再现场景，又能

淋漓尽致地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的动态变化，具有一

种比其他任何艺术都要自由、深广、灵活地反映现

实、表现感情的性能。

文学与绘画在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孔

武仲在《宗伯集·东坡居士画怪石赋》里说：“文者

无形之画，画者有形之文———二者异迹而同趣。”［４］

我国传统绘画之代表———文人画———与文学的渊源

最具典型性。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

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它崇尚品藻，讲求笔墨情趣、

脱略形似，强调神韵，重视文学、书法修养和画中意

境的缔造，兼具文学性、哲学性与抒情性。唐代诗歌

盛行，大诗人王维以诗入画，其作品诗中有画、画中

有诗，成为后世文人画家的楷模。以散文、诗词、书

法等多方面成就而闻名宋代文坛的苏轼，其审美观

代表了当时新兴文人艺术家的审美观，对后世影响

极大。他提出“诗画本一律”［５］，认为艺术实践中不

求形似和自我表现，开辟了文人画新风，使中国传统

绘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于东西方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

的差异，西方传统绘画以再现、写实为主，而中国传

统绘画以写意、表现为主。中国传统绘画讲究介于

似与不似之间的“不似之似”、介于真与不真之间的

“不真之真”，绘画作品应是“外师造化，中得心

源”［６］的产物，主张以形写神，实际上就是通过再现

达于表现，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美学思想、文学与绘画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１
所示。美学思想、文学深刻影响着绘画的风尚，反过

来，美学思想、绘画也会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比如，

我国古代美术理论最具稳定性、最有涵括力的“谢

赫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

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不仅是我国古代美术品

评的标准和重要美学原则，其精髓也时常体现在文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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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创作中。我国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思》，将 ２０
个字组织起来构成形象，给人展现出一幅完整的画

面，从而成就了一首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诗篇。同

样，我国当代作家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古老深厚的华

夏文明，语言既激越澎湃又柔情似水，展现了近现代

国人之爱与痛。其写作思维新颖独特，有着丰富的

想象空间，他在作品《透明的红萝卜》《红高梁》等的

创作中所展现的色彩与画境足以令人叹服。

图１　美学思想、文学与绘画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莫言小说的色彩

色彩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美好礼物，正是由于

人类长期生活在色彩环境中，逐渐产生了对色彩的

审美意识。美妙的色彩能令人产生美好的感情，寄

托美好理想与希望。就人的感觉而言，色彩比形状

能够产生更直接、更强烈的反应，更吸引人的眼球，

具有先声夺人的力量。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某些

感受，往往会通过色彩得到启示，从而产生各种联

想。当外来的色彩刺激与固有的经验发生呼应时，

便会在心理上产生某种情绪。［７］例如，古诗文中对

色彩的描述，有“怡红快绿”“宫花寂寞红”“寒山一

带伤心碧”等。色彩作为一种表情达意的手段，它

可以渲染氛围、传达特定信息，也可以通过强烈的色

彩对比引人注意、强化感性的诱导作用。

作家莫言对色彩语言特别青睐，其很多小说标

题都含有色彩语汇，如《红高粱》《红树林》《红蝗》

《白棉花》《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白狗秋千

架》等，大凡读过他的作品的人，都会对文中的色彩

语言留下深刻的印象。莫言的小说有他自己的一种

色调和追求。他虽善于赋色着彩，但不只是停留在

感觉的捕捉上而以此悦目，更多的则是在色彩的铺

陈中艺术地埋进了一层深义，使读者能透过色彩的

表面见“色外之画”、闻“弦外之音”。莫言对色彩的

推崇正是中国传统文学中色彩意识与绘画艺术相互

渗透的结果。

１．《透明的红萝卜》中的色彩
莫言在《透明的红萝卜》中所展现的色彩艺术，

最典型的是对透明红萝卜的梦幻般的色彩描写，写

得出神入画。他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写道［８］（Ｐ２２７）：

光滑的铁砧子。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泛着

青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

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

长尾巴，尾巴上的根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

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

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

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

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

莫言在这段描写中，像一个画家，给观者描绘出

一幅色彩炫丽梦幻般的图画，用形象的绘画语言来

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这里，莫言运用了色彩的

冷暖对比，用青蓝色的光与金色的红萝卜来强调心

理落差。

除了这段描写外，莫言在其小说的多处景物描

写中也都突出了色彩的魅力和意境。

秋天的一个早晨，潮气很重，杂草上，瓦片上都

凝结着一层透明的露水，槐树上已经有了浅黄色的

叶片，挂在槐树上的红锈斑斑的铁钟也被露水打得

湿漉漉的。［８］（Ｐ１９９）

河堤上长满垂柳，由于夏天大水的浸泡，树干上

生满了红色的须根。现在水退了，须根也干巴了。

柳叶已经老了，桔黄色的落叶随着河水缓缓地向前

漂。几只鸭子在河边上游动着，不时把红色的嘴插

到水草中，“呱唧呱唧”地搜索着，也不知吃到什么

没有。［８］（Ｐ２００－２０１）

黄麻长得像原始森林一样茂密。正是清晨，还

是些薄雾缭绕在黄麻梢头，远远看去，雾下的黄麻地

像深邃的海洋。［８］（Ｐ２０１－２０２）

羊角铁锤从他手中挣脱了，笔直地钻到闸下的

绿水里，溅起了一朵白菊花一样的水花。［８］（Ｐ２０５）

河面上一片白，白里掺着黑和紫。他的眼睛生

涩刺痛，但还是目不转睛，好象要看穿水面上漂着的

这层水银般的亮色。［８］（Ｐ２３３）

色彩给人的美感，不仅在其给人以视觉冲击，更

在其象征性。色彩分暖色与冷色，前者多象征温暖、

健康、希望和幸福，后者多象征冷静、深邃、理性和神

秘。透明的红萝卜是一种象征，是黑孩对温暖和幸

福的渴求与向往。他之所以能“入水不濡、入火难

焚”、小精灵似地生存成长，就是因为在他那个纯真

美丽的梦幻世界里，有一个晶莹透明的红萝卜。透

明的红萝卜是莫言对贫困、苦难、孤独的黑孩的心灵

抚慰，通过黑孩奇异的感觉，其色彩魅力如黑暗中的

一道闪电震撼人心、活灵活现，金色的、透明的红萝

卜在那冰冷的世界给人以温暖和力量。正是这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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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令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的红萝卜支撑着黑孩，他

才得以超脱苦难、忧伤和恐惧。

黑孩形象在这里也具有象征意义。黑孩的

“黑”字也是利用了色彩的象征性来反映作者对黑

孩形象的定位。黑色代表神秘、苦涩、厚重、压抑和

内向。莫言塑造的人物形象有许多是虽承受苦难但

感觉是丰富的。《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无疑是

其中的一个代表。莫言透过黑孩的眼睛拓展了人类

的视野，透过黑孩的体验丰富了人类的体验，黑孩既

是“我”又超越了“我”。同时，这也是莫言叙事的一

种方式：黑孩敏感于自然和本性但拙于人事，对世界

的认知是感性的。由于对人事的一知半解，所以他

总是歪曲地看待成人世界的复杂情状，错误而充满

谐趣地理解身边的事物。这种未成熟的叙事与生活

现实的真实状况之间形成一种张力，构成了一种奇

特的复调叙述。［９］小说中，菊子和小石匠亲热的场

面惹恼了黑孩，使他受到刺激，妒性大发。当黑孩看

见炉中有蓝色和红色两绺不同颜色的火苗，在煤结

上跳跃着时，“他试图用一只眼睛盯住一个火苗，让

一只眼黄一只眼蓝，可总也办不到，他没法把双眼视

线分开”。黑孩这一视觉现象很富有象征意义：那

蓝色的火苗代表他的理性，那红色的火苗代表着他

无意识中的妒意。理性告诉他，他愿意让菊子爱上

小石匠。在潜意识中，黑孩压根儿不会想到自己可

以像小石匠那样去爱菊子，并且以后可以娶菊子作

妻子，这是不合生活情理的。所以他能很自然地接

受小石匠和菊子的爱情。但无意识中的性本能又点

燃他的嫉妒之火，让他不知其所以然地不自在。这

２个层面的心理冲突造成的心理困境，就像他想“用
一只眼睛盯住一个火苗，让一只眼黄一只眼蓝，可总

也办不到”一样。于是他懊丧地从火苗上把目光移

开，左右逡巡着，忽然定在了炉前的铁砧上。

莫言说：“我认为，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

汤寡水。”［１０］所以，他总是追求一种更为广远的深层

次的象征和寓意，给读者以整体上超越具象而又充

满了暗示性的、比现实生活更具深广意义的文学世

界。《透明的红萝卜》就象征着中国农民在动荡的

年月里那种飘渺的追求和理想，而最后小黑孩拔光

了整块萝卜地都没有找到一个红萝卜的结尾，又寓

意着这种理想和追求在当时的失落和不可能实现。

２．《红高粱》中的色彩
《红高粱》是最能反映莫言小说绘画性风格的

一部佳作。该小说的故事情节虽然引人入胜，但都

是通过鲜亮的色彩、简练饱满的构图、特征鲜明的高

粱地所构成的场景而展现的，通过静与动的对比来

表现一种强烈的力度美和自然美。

首先，《红高粱》以一块块的感觉画面组合而

成，形成一个以独特感觉为基础的“红高粱”世界：

无边无际的高梁地恍若血海，那里有土匪的出没，有

活剐的血腥，有“奶奶”那充满诱惑的肉体及其临死

前对天理的发问与骄傲的自我伸张……高粱地这一

静态画面的构成，由于造型的明快多变而不再枯燥

凝滞。

其次，作为高密人，特别是作为一个深受民间文

化影响的作家，莫言在写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吸纳了

民间美术的色彩意识。《红高粱》构成了一个奇诡

的感情浓厚的色彩世界。整体而言，文字铺陈、故事

氛围、人物形象共同营造出一个沉重的、压抑的色彩

世界，沉淀到人们脑海中便呈现为一种视觉上的深

沉基调。在这一点上，莫言较多地承继了中国传统

色彩的表达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对浓厚的纯色赋予

了鲜明的感情色彩，如红色象征活力与激情，绿色代

表生机与宁静，黑色白色则多用于表达深沉与悲伤

等。色彩的联想功能使得不同的色调所造成的心理

反映也不同，这就是色彩的情调。情调可以揭示色

彩内涵，营造和烘托气氛，表现一定的情绪和感情，

具有丰富的艺术感染力。［７］莫言小说《红高梁》中对

红色朦胧基调的运用，就具有强烈的色彩震撼力，红

色象征革命、壮烈、斗争，色彩运用在塑造人物、烘托

气氛中效果显著。

首先说“红”的呈现。一是《红高粱》中胶平公

路伏击战是在高粱地展开的，移情、物化后的红高粱

与人的形态、心理相呼应、相补充，刻画出一群活生

生的具有浓烈、淳朴爱国情怀的高密东北老乡的形

象。那种“红”是由心而发的，是一种内在活力的外

在表露。二是《红高粱》中“父亲”不断地因事、因物

的触发而陷入童年的美好回忆和过往的痛苦经历

中，笼着薄雾的红高粱地染红了“父亲”的记忆，现

实与回忆交错融汇，让人游弋在红色的朦胧基调中。

三是红高粱象征“奶奶”，她充满生机活力、义气热

诚，具有高粱般通红的性格，有火一般的对敌人的深

恶痛绝。她短暂的生命消失在高粱地里，她死前穿

着红衣，如一只“鲜红的蝴蝶”，她的鲜血溶入高粱

地、渗到红高粱的脉络中。可以说，她从内心到外表

都是红的典型。

在以图像和色彩为核心表现手段的电影《红高

粱》中，导演张艺谋也深受莫言色彩表达的影响，在

这部电影里他戮力张扬红色情结：红色既是喜庆、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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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的颜色，革命的颜色，性感的颜色，同时又是血液

的颜色，扩张的颜色。电影《红高粱》通过用假定性

的色彩造型把整个天地变成红色，来渲染和表现人

物壮烈的心理真实，给观众留下了一种神奇而激动

人心的感受，其艺术效果也为西方世界所感动。

其次说“绿”的运用。“绿”多处与“红”连用，

以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我父亲和大家一样半边脸

红半边脸绿”［１１］（Ｐ１４），“天上的太阳，被汽车的火焰

烤得红绿间杂”［１１］（Ｐ４９），游荡在活力与惨淡、希望与

绝望之间。在《红高粱》中，绿出现最多的是“绿色

的目光”，用绿色表示愤怒、凄凉与仇恨，其主体有

奶奶、爷爷、父亲、罗汉大爷、蛤蟆，这些都毫无例外

地带着传统的情感基调。

最后说“黑”的表达。《红高粱》中奶奶出嫁时

所乘的轿子内部一片漆黑，“它像具棺材”［１１］（Ｐ２６），

这里的“黑”带着沉重与压力，预示着未知的将来，

轿子负载了奶奶的期待，而它内部的黑暗则预示了

这份期待的落空。这样作者就将中国人对黑的“死

亡”表征带入了作品中。

可以说，色彩的使用是莫言小说的一大亮点，它

赋予了静物以动态的声音与视觉可感性，文字上亦

有了音乐般的旋律与节奏，使描写更为形象、生动、

感人。“高粱和人一起等待着时间的花朵结出果

实。”“雾被阳光纷纷打落在河水中”。［１１］（Ｐ１４）莫言大

量地以暗喻的形式写静态的事与物，文字上虽感陌

生但又不显生涩。在罗汉大爷被剥皮的刑场上，

“所有的人都变矮了，有的面如黄土，有的面如黑

土。”［１１］（Ｐ２１）这里用词虽不新鲜，但色彩的指引给人

以形象生动的感受，使语言描写的视觉效果达到了

极致。

　　三、莫言小说的画境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莫言在小说创作中

十分重视色彩的搭配与运用，非常重视利用场景进

行意境的构造。色彩和画境是密切关联的一对艺术

范畴，二者和谐统一于莫言小说所构筑的感觉世

界中。

１．工笔写意
通观莫言小说，在富于主观创造性的写意建构

中，到处是严格遵照现实主义原则的局部工笔描写。

这不仅仅是构成了一种审美特点，更重要的是增强

了作品的真实感，给予了主观意象以一个坚实有力

的负载物。这就是为什么在莫言的作品中，细节描

写都一丝不苟、栩栩如生，甚至不少细节都细致到了

无以复加的程度之原因———他要运用“细节的绝对

真实”来充实作品。

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一开头，就写道：

秋天的一个早晨，潮气很重，杂草上，瓦片上都

凝结着一层透明的露水。槐树上已经有了浅黄色的

叶片，挂在槐树上的红锈斑斑的铁钟也被露水打得

湿漉漉的。队长披着夹袄，一手里
"

着一块高粱面

饼子，一手里捏着一棵剥皮的大葱，慢吞吞地朝着钟

下走。［８］（Ｐ１９９）

这短短几个句子所描述的景象，就像一幅工写

兼顾的写意中国画，真实而有意境。

在这部小说中，莫言还用颜色的变化与形象的

组合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夏末秋初的景象：

他的村子后边是一条不算大也不算小的河，河

上有一座九孔石桥。河堤上长满垂柳，由于夏天大

水的浸泡，树干上生满了红色的须根。现在水退了，

须根也干巴了。柳叶已经老了，橘黄色的落叶随着

河水缓缓地向前漂。几只鸭子在河边上游动着，不

时把红色的嘴插到水草中，“呱唧呱唧”地搜索着，

也不知吃到什么没有。［８］（Ｐ２００－２０１）

在这段话中，莫言连续使用了２个红颜色进行
描写，给这个几乎窒息的场景增添了几分生机，显示

出生命的顽强与张力。

莫言是这样来描写黑孩到工地上首先看到的景

象及其第一次的灵光乍现和遐想的：

菜园的北边是一望无际的黄麻。菜园的西边又

是一望无际的黄麻。三面黄麻一面堤，使地瓜地和

菜地变成一个方方的大井。孩子想着，想着，那些紫

色的叶片，绿色的叶片，在一瞬间变成井中水，紧跟

着黄麻也变成了水，几只在黄麻梢头飞躜的麻雀变

成了绿色的翠鸟，在水面上捕食鱼虾……［８］（Ｐ２０３）

这种像电影中蒙太奇式的镜头转换，与中国传

统水墨画的构成非常吻合，在这里作者仅仅使用了

一个“绿”字就点活了整个场景，使人们看到了生机

和亮点。

２．油画描摹
文学艺术家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和感受是依靠

艺术语言来具体表现的。而在这种表现中，有意境

的艺术语言和缺乏意境的艺术语言，其表现力是截

然不同的。文学艺术家所表现的事物总是带有某种

主观感情色彩的，在这里也体现了一种意境。在

《透明的红萝卜》中，２段对打铁的描写就是运用油
画式的描写来表现现实主义典型细节的：

桥洞里黑烟散尽，炉火正旺，紫红色的老铁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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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长长的铁钳子把一根烧得发白透亮的钢钻子从

炉里夹出来，钻子尖上“噼噼”地爆着耀眼的钢花。

老铁匠把钻子放在铁砧上，用小叫锤敲了一下铁砧的

边缘，铁砧清脆地回答着他。他的左手操着长把铁

钳，铁钳夹着钻子，钻子按着他的意思翻滚着；右手的

小叫锤很快地敲着钢钻。他的小锤敲到哪儿，独眼小

铁匠的十八磅大铁锤就打到哪儿。……火星也飞到

了黑孩裸露的皮肤上，他咧着嘴，龇出两排雪白的小

狼牙齿。钢火在他肚皮上烫起几个大燎泡，他一点都

没有痛的表情，眼睛里跳动着心荡神迷的火苗，两个

瘦削的肩头耸起来，脖子使劲缩着，双臂交叠在胸前，

手捂着下巴和嘴巴，挤得鼻子上满是皱纹。

秃钻子被打出了尖，颜色暗淡下来———先是殷

红，继而是银白。地下落着一层灰白的铁屑，铁屑引

燃了一根草梗，草梗悠闲地冒着袅袅的白烟。［８］（Ｐ２１５）

这２段场景描写构成了一个很有意境的视觉境
界，令人沉浸在一个惬意而温馨的情景中，给人以超

越视觉的艺术享受。这种油画式的场景描写不仅造

成了一种审美特点，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作品的真实

感，给了主观意象以坚实有力的负载体。

除了油画式的景物描写，人物描写亦是如此。

如《透明的红萝卜》里对几个人物肖像的描写：

墙角上站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孩子赤着

脚，光着脊梁，穿一条又肥又长的白底带绿条条的大

裤头子，裤头上染着一块块的污渍，有的像青草的汁

液，有的像干结的鼻血。裤头的下沿齐着膝盖。孩

子的小腿上布满了闪亮的小疤点。［８］（Ｐ２００）

黑孩怔怔地盯着小石匠。小石匠穿着一条劳动

布裤子，一件劳动布夹克式上装，上装里套一件火红

色的运动衫，运动衫领子耀眼地翻出来，孩子盯着领

口，像盯着一团火。［８］（Ｐ２０１）

老铁匠穿上了亮甲似的棉袄，棉袄的扣子全掉

光了，只好把两扇襟儿交错着掩起来，拦腰捆上一根

红色胶皮电线。［８］（Ｐ２２０）

她看到黑孩儿像个小精灵一样活动着，雪亮的

灯照着他赤裸的身体，像涂了一层釉彩，仿佛刷着铜

色的陶瓷橡皮，既有弹性又有韧性，撕不烂也扎

不透。［８］（Ｐ２２２）

这些人物肖像描写就如同一幅幅精彩的油画人

物画作，栩栩如生。

此外，油画讲究层次和透视，莫言在其小说叙事

中还充分运用了复合双层色彩。从总体上看，莫言

的小说是基于人类和历史所构成的大的复调结构，

前者的横向弥漫加后者的时间链条，前者所展示的

生命诗学加后者所体现的历史求解，互相影响、互为

陪衬，从而达成了丰富调和的动人效果。具体而言，

莫言的小说通常有２个以上的“叙事人”，也就是有
２个视野和经验处理器。比如，在其作品《红高粱》
中，“父亲”和“我”这２个叙述者共同构成了一种复
调叙事结构。“父亲”既是小说中的人物，又是作为

目击者的第一叙事人；“我”则是历史之河另一边的

观看者，用后人的视角来追述和评论“父亲”的经

历；同时，“父亲”儿童时代同“爷爷奶奶”的生活经

验之间也构成了一定的距离感，作者这种置身历史

空间的叙述方式，使小说形成一种多声部、多层次的

合奏效果。这样，在不同的叙事混响中，童话的、传

奇的、鬼怪的、神秘和浪漫的民间事物，就以一种狂

欢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构成了小说激情与诗意的

狂欢气质。［１２］这种油画式的描摹所展现的层次透视

效果使得小说魅力大增。

总之，莫言在他的小说里反复以绘画的手法描

写景物，让读者感到作者似乎不是在用笔书写，而是

在用笔作画，他是那样地热爱画布、色彩与光线效

果，简直就像一个出色的画家。绘画性是莫言小说

之所以引人入胜、成为优秀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因

素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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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山水画之“一笔三象”
王恪松

（郑州轻工业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一笔三象”是中国山水画的一种笔墨语言，它指的是画者一笔应呈现三象：视觉之象、心
灵之象与哲思之象。山水画作者运用笔墨的点、线、面、色等言语建构视觉之象，使观者从中领略到

景物原初的鲜活气息；画者以笔墨塑物造象时，一笔唤起的心灵之象在节律、时间的变奏中，呈现出

滞涩光润、软揉硬枯、亦或曲直、流动的痕迹，传达的是人心灵的畅欢、忧虑、酸涩等情感，笔净心空、

笔凝心重；山水画以充实为美，讲究执两用中，追求象外传思，以哲思之象创造出中国山水画特有的

审美样式。

［关键词］中国山水画；一笔三象；哲思

［中图分类号］Ｊ２１２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３．０１８

　　中国山水画作者的笔墨语言应有“一笔三象”
的特质，即画者一笔画过后应呈现给观者以视觉之

象、心灵之象和由二者延伸出来的哲思之象。

　　一、视觉之象

山水画画者运用笔墨的点、线、面、色等言语建

构视觉之象，使观者在观赏中把作品复原为具有鲜

活气息的场景，并从中领略到中国山水画所特有的

艺术韵味。

１．点
山水画画者以笔吮墨落纸为点，形成笔墨视觉

之象的基本言语，要使观者面对白纸墨点悟读出

“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１］（Ｐ９５），让“点”之象

外传达出有意味的神韵。如宋代画家米芾父子所创

造的“米氏云山”，即是以浓淡不同、大小不一的墨

点言语，展现江南山水的朦胧之美；近现代画家黄宾

虹以积墨点创造出了黑墨团里天地宽的点画神奇

等。“点”在山水画中因表述的物象差异分为雨点

皴、豆瓣皴、马牙皴等。点的视觉之象既具有传达自

然物象质感、量感、空间感的特性，又有着独立的艺

术精神内涵，画者自由发挥其灵性，大可超出法度之

外。点的视觉之象所蕴涵的艺术精神和生命情感是

永恒的，是画者运行生命之气对自然万象的录影。

２．线
点的延伸为线。不同视觉之象的线传达着不同

的精神风貌。如，横线“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

形”，竖线若“万岁枯藤”［１］（Ｐ９５）。线的横竖、粗细、长

短以及形状的不同，会给观者以不同的艺术感受。

线作为外物的界面，具有将对象从背景的混沌中独

立出来的功能，且含有画者情感流露出的人文精神

意韵。

线在山水画中塑物造形时，按中国画皴法又分

为披麻皴、牛毛皴、折带皴等，画者以此描绘山泉林

石等万物自然奇谲纷呈的色貌形质。线在中国画中

又具有壮气强骨的审美内涵，在用笔的轻重、急缓、

涩畅、干湿、燥润中可彰显出气骨与韵律等形而上的

玄机。

３．面
面是点的扩展。面的视觉之象既可以是实际的

面，也可以是虚幻的面。不同的面传达给观者的是

不同的象征作用和精神特性，“实”的面展现给观者

稳定和踏实的特性，“虚”的面则展现出流动的视觉

生命律动的特征。

面，成于墨，本乎气。画者塑造的一树一石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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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营造的幻化自然，亦称第二自然，它能让观者从

第一自然的时空中超脱出来，在对“面”的视觉之象

的审美观照中升华自我，在凝神化境之中，观者不但

忘却了审美对象以外的世界，且亦忘却了自我的存

在，达至一种悠然意远的物我两忘的境界。

４．色
色彩是人的感性中最敏感的视觉之象。人们共

同的色彩认知经长期的感情积淀，自然而然就形成

了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形成对色彩之象的释读规

则，使色彩感情逐渐转化为一种心理记号，色彩在观

者的心目中逐步成为一种抽象的、主观的观念，它不

但影响着观者的视觉感受，而且提升着观者的精神

和审美意境。仅中国山水画用色来说，隋初杰出画

家展子虔在其作品中施以青绿彩色，随类赋彩的青

绿山水使人陶醉，心旷神怡，在山水画意蕴之中平添

了一股来自青山绿水间的气息和审美情趣。唐代杰

出画家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更以大青绿山水画著称，

且以泥金勾线创作富有堂庙气象的金碧山水画。青

绿山水画用色明快浓郁，传达了画者和观者对青绿

重彩山水言语的审美追求。

画者以点、线、面、色等言语赋物象以生命，描摹

大千世界的自然之状，同时又映现画者之情感。作

品的表现力、感染力为视觉之象增添了意味，使作品

走向审美，也不知不觉地改变了画者和观者的气质，

引起二者心灵的共鸣，提升了人生境界。

　　二、心灵之象

山水画画者以笔墨塑物造象时，一笔唤起的心

灵之象在节律、时间的变奏中，呈现出滞涩光润、软

揉硬枯，抑或曲直、流动的痕迹，传达的是人心灵的

畅欢、忧虑、酸涩等情感。笔净心空、笔凝心重，是画

者通过想象和概括而表现出来的创造性的心灵

之象。

１．笔净心空
山水画以笔墨表述出既简洁又有着广泛内涵的

心象，将其置于无边无际的虚白里，让观者驰骋遐

想。“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１］（Ｐ２９４），以一笔之

色，蕴万象之本，彰显玄化清趣，形以神显，神以形

明，摒去机巧，突显笔净心空的玄化之境。中国山水

画画者察观大千世界的方式是感性的、宏观的，相信

有永恒的存在，万物在这种永恒之内互鉴、相生，个

体在整体和谐下体现出生动的个性特征。笔墨只是

暗示或隐喻个别的自然之物，是对宏观精神的具体

显现，笔墨清而趣味净。

笔中有墨，墨中有笔。清朝画家董蓕曰：“弄笔

如丸，则墨随笔至，情趣自来。故虽一色，而浓淡自

见，绚烂满幅。”［２］（Ｐ２２５）中国画用笔用墨，即是用心用

情用趣，有着玄净、洁清、稚嫩、老辣之别。清朝画家

方薰曰：“用墨无他，惟在洁净，洁净自能活泼。涉

笔高妙，存乎其人。南宋文学家姜夔曰：‘人品不

高，落墨无法。’墨法，浓淡精神、变化飞动而已。用

墨，浓不可痴钝，淡不可模糊，湿不可溷浊，燥不可涩

滞，要使精神虚实俱到。”［２］（Ｐ１４０）画者观自然万物的

目的是寻找他内心的追求，达到心灵与自然的融合

统一。主观情势与程式意味的注入将自然重构成笔

墨意义上的“心灵之象”。画者通过笔墨构象，创造

出一个可使心灵逍遥其中的笔净心空之境象，这是

山水画心象思维的精神财富。

笔净心空是画者出自心灵、发于魂魄的无音之

声，它是画者的心灵之灯点照自然万物，是审美主体

对审美对象（自然万物）的一种移情与神思。由于

画者主体激情的投射与照耀，客观物象的样式、姿态

被内化和变形，变为主体精神外化的艺术符号。心

灵之象即是心化的对象，此时，画者与万物、主体与

客体完全融合为一，达到了不知是“庄周梦蝶”还是

“蝶梦庄周”的虚幻境地。

２．笔凝心重
画中追求凝重和沉着，笔重墨透，笔凝心重，是

说有重量感的笔墨可以形成较高的艺术品位。重感

较强的笔墨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用笔有力。笔墨凝重如画中之点，常用

“高山坠石”来形容。我们虽不必执着于字面的意

思，但笔墨要传达一种重力的感觉，这是肯定的。近

现代著名画家黄宾虹笔下的山水厚重绵密、浑厚华

滋。绵韧且有运动感的线条表现了自然生命的律

动，画面浓郁苍茫，笔墨沉稳生动且意境深远，用凝

重鲜活的笔墨传达出大自然的浓郁生机，画面充满

深厚的视觉力量和老辣凝重的审美意味（见图１）。
二是用笔用墨宽大壮实。宽实的笔墨有力可扛

鼎、老辣纷披和凝重沉雄之感，能带给观者以苍厚、

艰涩、旷野的视觉感受和雷霆万钧的心灵震撼。老

辣纷披的线常常是包裹在鲜嫩剔透的淋漓水色之

中，干裂秋风，润含春雨，这是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

的结合，粗涩的力掩盖于清丽秀润之中。力量从线

条的内部慢慢地源源不断地涌出，默默向前扩张，力

量深厚，力道强劲，具有吞吐大荒之势。

笔凝心重的心理感受是与大、高、深、厚、宽、丰、

满这样一些概念相联系的。画面的重量感，不只是

物理的体量，更体现出心理的能量。它彰显着刚强

不纤弱、壮实不虚浮、大略不委琐、质直不忸怩、开放

不萎缩、果断不犹疑的风骨，一笔一画的心灵之象就

是通过这种笔墨状态展示出来的。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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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青城山雨（黄宾虹）

　　画者只有洞悉和感受大自然的脉搏，与大自然
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在作品中赋予大自然以新的生

命力，使观者在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作品中领悟到人

生的哲理。

　　三、哲思之象

山水画笔墨不仅以视觉之象折服观者，以心灵

之象与观者产生心灵感应，更注重以哲思之象开启

观者的睿智。

１．充实为美
山水画既是自然现实的映现，又超越了一般意

义上的形似，以自然物象的真实样式来折射客观现

实中蕴含的某些道理。山水画以充实为美，追物之

妙，创物之真，传物之性。“山水以形媚道”［１］（Ｐ２８８），

画者以绘画来表现对宇宙、人生和历史的思考。

五代后梁画家荆浩充分意识到真实在绘画中的

重要性，并做了概括与阐释。他说：“画者，画也。

废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

……真者气质俱盛。”［３］（Ｐ２５１）画者将自然物象的缤纷

仪态、生气神韵，依物之常理，按自然一贯之常象生

动充实地表现出来。如孟子所云：“充实为美，充实

而有光辉之谓大。”［４］“大气”来源于画者充实的生

命体验、人生感悟，以及对人生的满腔激情。画者在

气象万千的世界面前，思情浩荡，体悟出诡秘自然的

玄奥，将大自然的山川丘壑悟化为画者的胸中丘壑，

继而以有意味的山水样式，将胸中丘壑呈现为画上

丘壑。万壑千岩之气象、博大雄浑之势态、趣味横生

之气韵，与画者壮阔宽达的性情、豪迈的志向、超脱

独立的人格、脱尽媚颜的精神气质交互同构，主体与

客体融合为一，画者正是用灵动的笔墨契合元气淋

漓的自然之道，在延伸拓展某种无法描述的个人体

验时，使之超越语言物象，以求充实为美。

２．执两用中
山水画注重笔墨经营，讲究用墨留白。在有与

无、黑与白、枯与润、轻与重、干与湿等相反相成的两

极艺术规律语境下执其两极而用中，以两极相反相成

的哲学思维逆向而求，不断地向两极拓展延伸。同

时，它又强调两极的相依、相佐、相生的高度统一。黑

白两极是一种虚实相随、有无相生、相反相成的艺术

韵律，传达出的哲思之象是人对宇宙本质的朴素解

读，具有很强的辩证色彩，喻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

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这种运动、变化和发展又是由

于既对立又统一的阴阳两极的矛盾而产生的，从而在

黑白自身的组合过程中创造出奇妙的艺术境界。

黑白两极相依，“有无相生”。所谓绝对的黑白、

有无是没有的。黑、有必须依白、无而存在，白、无一

定依黑、有而呈现。这一互依相对的辩证关系，实则

是画者心源与大千自然，以及画面中的形与神、似与

不似等的对立统一，画者将其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

山水画中的白或无，不是消极的、绝对的、无生命的，

而是无为而又无所不为的，是积极的、相对的，因而是

充满无限内涵的。观者从无中看到有，从虚中看到

实，从混沌中看到有序，从空白处看到无限的内涵，从

“无画处皆成妙境”［５］获得自由、充实而又多样化的

哲思之象。贾又福先生认为：“我坚信，执其两极，逆

向而求，愈远愈近，愈离愈合的相反相成之理，在哲学

思辨的意义上，启迪着中国山水画‘进技为道’，不断

提升山水画的审美智慧和审美层次。在探索山水画

高（吐弃到人所不能），大（含茹到人所不能），深（曲

折到人所不能）至极境界的艰苦修炼过程中，执其两

极相反相成，愈离愈合，妙在得中，便是要诀。”［６］（Ｐ１８５）

“执两用中”是来自博大、苍莽、浑厚、深不可测的自然

山水，加之画者对哲学的领悟，在混混沌沌、恍恍惚惚

中开辟一个不固定的、没有限制的空间。“执两用

中”的哲思之象亦即成为山水画的奇妙之境。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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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象外传思
山水画笔墨的象外传思是画者以其一点一画传

达其真实情感，画是作者心中思想的产物。画者具

有真实的自我思想情感，才可能以景象为载体来传

达心中之意、象外之思。“虔诚的艺术家开始以毕

恭毕敬的态度画山水不是想进行什么个别的教导，

也不是仅仅当作装饰品，而是给深思提供材料。”［７］

不论是景中生情，还是情中生景，两者都是画者借助

客观之景抒发主观之情思。笔墨的象外传思需要画

者具备独特的人生感悟。画者在山石林泉之前神飞

扬、思浩荡，将人生、社会、历史、哲思等缕缕之念寄

予一物一世界之中，且借助艺术作品予以表达，无论

画面是“有我之境”或是“无我之境”，只要是画者直

抒胸臆且给受众带来美感的作品皆可称为达到了象

外传思的妙境。如，北宋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

（见图２），画面气势高耸突兀，壮气夺人，给人以高
山仰止的感觉。此作品象外传思的是社会上升期的

气派与精神。中国山水画笔墨传达象外之思，无论

是玄奥、壮丽、争抗、伤悲，抑或静谧、幽远，无不是大

地与人的和谐共鸣，以虚静空明的心境观照山川万

图２　溪山行旅（范宽）

物，方能感悟山川万物之灵性。

山水画者常以传统哲学为基础，将哲理寓于绘

画艺术之中。以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成就艺术的

教化、助人品质，是绘画精神的终极价值取向；道家

的天人和谐、对自然与生命的尊重，以及张扬个性、

独立的精神，无疑是艺术创作的内在动力；佛家的澄

明及对生命本体的体验，更是艺术创造在品格上的

追求方向及方法论的源泉。在这种心态下，画者按

照美的规律进行组合、重构、熔铸，化心象为画境。

古人说：“境生于象外”，就道破了意境在景象外的

延伸才是更高层面意义上的意境。所以意境神妙而

不可言说，正是因为可以由作者和欣赏者共同创造

和享受，而达于无穷无尽的境界和妙不可言的审美

感受，从中得到精神陶冶和智慧的开发。［６］（Ｐ１４７）画家

通过画境象外传思，创造出中国山水画特有的审美

样式，用它去观照自然、感悟生命，使人从自然宇宙

万物的感性直观中获得一种特殊的审美体验与哲学

体验，使人的生活境界得以升华。

　　四、结语

具有彰显中华民族精神之特征的中国山水画以

其独特的视觉之象，不仅给观者带来了魅力无穷的

视觉盛宴，而且也引起了作者与观者内心世界的交

互感应。山水画的心灵之象给观者以温馨抚慰，

“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１］（Ｐ２９５）。山水画

的哲思之象令观者在感悟“逝者如斯”的社会人生

体验的同时，精神境界得以升华。如何找寻到适合

的山水笔墨言语来传达具有新时代特征的表现样式

和精神气质，创造出适合当代审美意识的山水画作

品，展示东方人的审美意境，这是当代中国山水画作

者的时代命题。“一笔三象”或许是以崭新的时代

精神造就崭新的笔墨言语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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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茶是中国传统饮品的经典代表，印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将具有悠久历史渊源和
丰厚积淀的印文化艺术融入茶叶包装设计中，有利于展现民族文化、造就更高的附加值；弘扬人文

精神，成就设计时尚；增强视觉传达特征的直接性，实现视觉传达特征的寓意性，提升视觉传达特征

的竞争性；提升茶叶包装品牌形象，塑造独具中国韵味的企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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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的包装设计具有诱导消费、提升产品品牌
价值、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等多项功能。“精美的

包装讨人欢心，能吸引人自觉不自觉地接近它，赏识

它，最后去拥有它。”［１］所以，具有塑造产品品牌形

象作用的包装设计也日益得到大家的重视。

茶是中国最早发现的一种饮品。如今饮茶伴随

着中国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已完全超越了解渴的

范畴，茶叶因茶文化而成为人们大量消费的商品。

品茶是一种欣赏生活、独具东方魅力的文化，“洁性

不可污，为饮涤烦尘”的高雅品茗境界，更是为现代

人所推崇。因此，茶叶包装设计应在实现其基本功

能的前提下，突出展现具有中国特色的茶文化品位，

而有效的设计手段是在设计中融合中国文化元素。

近年来，在平面设计领域屡放异彩的印文化艺术符

号也可以作为茶叶包装赖以汲取的中国文化元素。

考察中国印文化的历史可以发现，作为中国最具特

色的传统艺术精髓之一，印由初始的权力的凭信、防

伪的手段，发展为一种艺术文化，形成印文化符号，

成就了别具一格的东方美感和丰富的文化意涵，展

现出中国印文化艺术独有的魅力。将具有悠久历史

渊源和丰厚积淀的印文化融入茶叶包装设计，无疑

能使中国的茶叶包装设计在提升文化品位与展现民

族风采方面更胜一筹。

作为茶叶生产、消费与出口大国，中国如何展现

自己的茶文化特色，突出中国茶叶产品包装的形象，

确立具有民族品牌特征的茶叶包装风格，已成为生

产商、销售商和包装设计师们共同关注的课题。综

观目前的茶叶包装设计艺术，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

地大量融合了印文化艺术的语言，其中不乏优秀作

品。然而，学术界针对印文化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应

用的讨论略显零散，以此专题进行论述的论文更是

鲜见。本文拟围绕该主题展开研究、抛砖引玉，以期

为茶叶包装设计艺术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参考。

本文认为，茶叶包装设计与印文化的融合可以

在以下３个方面大有作为。

　　一、促进文化传承

传承建立在对本民族文化深层理解的基础上，

而非简单照搬古典。中国的茶叶包装要体现独特的

民族性，需要文化的传承延续，更需要超越创新。中

国的茶叶品牌要立足于国际销售市场，就要充分突

出包装中的民族文化底蕴，将一种精神渗透进去，使

一种神韵体现出来，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茶叶包

装设计作品。［２］

１．将印文化融入茶叶包装设计，有利于展现民
族文化，造就更高的附加值

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国印文化的应用层面不断

地延伸，并因其逐渐内化为深厚的民族文化涵养，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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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多元的面向而能呈现出不同的内涵和象征，历

久而弥新，成为极具东方意象的文化符号。近年来，

中国快速发展的茶叶市场商机无限，中国传统文化

对提升中国茶产品形象的作用也日益显现，中国印

文化的符号元素也因此被大量应用在茶叶包装艺术

设计作品当中。特别是中国的印文化符号承载着东

方文化的丰富内涵，能在视觉上具体呈现出东方文

化的意味，经过新旧元素的古今融合，中国的印文化

符号重新变幻出新样貌，可在茶叶的包装设计中展

现出由文化传承而造就更高的附加值。

２．将印文化融入茶叶包装设计，有利于弘扬人
文精神，成就设计时尚

中国印文化符号在现代潮流发展下，不但延续

了传统的文化精神，而且注入了新时代的人文精神，

将印文化融入茶叶包装设计，不仅可以塑造出东方

的生活风格和生活美学，更使得抽象的人文精神与

日常生活实现有机结合。中国印文化符号所带给人

们精神领域的意象，符合现代人追求人文精神的价

值取向，可成为设计应用中展现人文精神的东方文

化符号。在众多西方包装风格形式的市场上，这种

带有东方意味的中国印文化符号，能将东方文化具

体展现在茶叶包装设计的表现形式中，以增强茶叶

的商品形象魅力和价值，从而吸引消费者的关注，进

一步通过消费者去塑造出风格形象，达到以消费促

文化的功能。这既符合时代的文化潮流，也是一种

新兴的人文思维和设计时尚。

　　二、突出视觉传达特征

茶叶包装设计表达语言与其他平面设计相比，

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茶叶包装是一种视觉传达设

计，由于传达的方式、内容和媒体不同，现代茶叶包

装设计呈现出许多茶叶产品特有的形式特点和规

律，概括起来，主要体现为视觉传达特征的直接性、

寓意性和竞争性。展开茶叶包装设计与印文化多形

式、多层面的融合对突出视觉传达特征具有重要

作用。

１．将印文化融入茶叶包装设计，能增强视觉传
达特征的直接性

包装设计兼具保护产品与刺激消费的双重功

能。包装设计作为商品的外在附加物，其主要目的

是让消费者正确而快速地了解产品的内容。在商品

市场高度集中的条件下，由于时间与空间上的原因，

包装设计不可能也不必要传达更多的东西。现代茶

叶包装设计受时代变化的影响，大多体现为一种简

洁明快的格调。

有鉴于此，茶叶包装设计可以融合具有东方文

化底蕴的中国印文化，运用其形式美法则进行茶叶

包装的设计。在视觉构成形式中借鉴印文化内蕴的

“结构相生”“布白相让”“计白当黑”等艺术理论与

表现手段，包装设计中运用印文化“留白”的形式美

处理手法和“有形有意”或“无形有意”表现技法，在

茶叶包装设计有限的空间中达到主题鲜明和重点突

出的目的，避免出现由过多地罗列与堆积而造成画

面杂乱无章、产生视觉困惑的情况。著名美学家朱

光潜曾对“空白”有这样精辟的论断：“无穷之意达

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空白之

所以美，不仅在有尽之意，而尤在无穷之意。”［３］所

以，茶叶包装应借鉴与融合中国印文化的形式美法

则展开“空白”设计，赋予“空白”以无尽的生机。如

图１新红袍茶包装，该作品以篆印造型“红”突出设
计核心，综合文字与色彩的组合，所构成的风神流

动、庄重典雅的视觉效果饱含冲击力和感染力，表达

了中国茶叶包装设计的审美独特性。简洁而不简

单，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４］，能有效增强茶叶包

装视觉传达特征的直接性。

图１　新红袍茶包装
２．将印文化融入茶叶包装设计，可实现视觉传

达特征的寓意性

品茶就是在品文化、品友情、品亲情。所以茶叶

包装需要导入有浓厚文化象征内涵的设计元素，以

增强它的寓意性。茶叶包装通过视觉表达上的一些

要素，能给消费者带来联想，引导消费者对包装内产

品性质的理解，激发消费者对产品价值的认识，增强

消费者对产品的亲近感、信任感，最终促使消费者对

产品产生购买的意愿。

中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追溯饮茶的历史，无

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文人墨客多与饮茶有着不解之

缘，特别是其品茗期间的意境，更是被吟风咏月的文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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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雅士所渲染。而有着同样历史文化积淀的中国印

文化，在悠久的历史传承下，通过它的各种用途已承

载着沉甸甸的象征意义。如古代帝王的印玺具有尊

贵、至高无上及皇室继承的传统象征；帝王授印给臣

子时，印是权力的象征；普通民众在商业往来中使用

它时，印是信用、诚信的象征；文人书画家用它时，印

是艺术的象征。印所拥有的千年历史，则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象征。此外，由印面意象美和意境美所营

造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高远格调，又赋予了

它引领观者步入自由梦想的空间，凭借想象的翅膀，

达到理想的境地。因此，包装设计师可以透过印文

化外在的特征与内在的意蕴，将其作为茶叶包装设

计的视觉元素，并依据印文化在使用传统方面所具

有的象征性，来诠释其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寓意性。

这不仅可以强化茶叶包装内在的实质美，更能展现

出茶叶包装外在的形式美。因此，若能将茶叶包装

与印文化的内蕴相融合，借由印文化艺术元素提供

视觉联想，透过作品启发性和引导性的设计语言准

确传递茶叶品质与价值，则既可实现视觉传达特征

的寓意性，又可达到商业宣传的目的。

３．将印文化融入茶叶包装设计，能提升视觉传
达特征的竞争性

为了凸显中国茶叶产品的特征，茶叶包装设计

在版面构成设计中的图形、色彩可多采用与中国传

统文化艺术相关的元素。其中，中国印文化的印面

章法艺术就值得进一步的挖掘。如在印面上表现出

印文间的大小错落、疏密虚实、屈伸挪让、俯仰向背、

对称呼应、阴阳衬托、夸张变形等内在的章法都有浓

厚的造型属性。［４］茶叶包装的版面构成设计可直接

或间接地将印面章法艺术运用其中，而且这种在统

一原则下追求丰富变化的特点，正是印文化的秉赋。

实践证明，印文化内蕴的形式美章法与平面设计中

的画面构成技法有着许多相通的地方，因此，它与现

代平面设计有很好的契合度。版面构成通过融合印

文化元素，可充分发挥印文化独特的造型属性所传

达出的视觉要素的强度，既能展现出茶叶包装的民

族风格，又可以让包装设计作品脱颖而出，使之更具

市场竞争力。

茶叶包装设计除了要有富有创意的版面设计形

式外，还需要有画龙点睛的装饰。而在这方面中国

印文化的钤印艺术最值得借鉴。钤印艺术作为中国

书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论是其写意的奔放不

羁、水墨的深沉梦幻，还是工笔的细腻唯美，只要加

以红色钤印的点缀，画面顿觉稳定、严谨而又不失活

跃生动之感。因此，一幅没有印章的作品不能算是

完整的作品，一幅好的作品没有一方好的印章作点

睛之笔，同样是一种遗憾。［６］由此可见，红色的方寸

艺术在画面中所形成的视觉艺术美，及其表现出的

视觉强度与辩识度都是不可替代的，特别是其中的

迎首章、押角章、肖形印等闲章外形轮廓自然而多

变。如图２的正山堂茶包装版面设计，作品以水墨
笔触和书法为底纹渲染版面氛围，重点文字“精品”

与“茶”采用肖形入印，透过印文化符号里的文字和

意象，突出产品的主要特色，所形成的画面“点睛”

效果更是灵动无比。所以，在版面装饰设计中通过

巧妙的古今融合，既能有效地传达茶叶包装产品的

基本信息，又能作为装饰元素增强视觉形象的记忆

度，直接提升茶叶包装产品在货架上的竞争性。

图２　正山堂茶包装版面设计

　　三、展现茶叶品牌形象

茶叶的品牌形象设计与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印

文化相融合，不但可以体现出中国茶叶的文化内涵，

而且可以在茶叶包装的形式中塑造出独具中国韵味

的企业形象。

品牌形象设计与中国印文化的古今融合，不是

简单地将印面的文字进行组合设计，这样只能使设

计作品显得平庸和单调。它必须在了解汉字的意义

和构成法则的基础上，融合中国印文化以形传神、以

形表意的形式美特点，把它内在的精神转化为有形

的物象，将之运用到现代品牌标志设计中，以设计出

好的作品。此外，品牌形象设计融合印文化，应讲求

色彩的明快，装饰风格的简约、明确、自然，达到一种

单纯而又典雅的设计格调［５］，从而表达出中国传统

美学中老庄美学思想，这是茶包装美的最高形态。

因此，将中国印文化的审美思想贯穿于整个茶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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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４年

装设计装饰过程中，是一种以民族文化艺术为基础

进行古今融合设计模式。特别是在品牌标志的设计

与创意方面的融合运用，能更有效地传递出茶叶包

装设计整体表现形式的中国韵味，提升中国茶叶包

装的品牌形象，进而提高茶叶产品的附加值。图３
为福建武夷山茶的知名品牌“正山堂”的包装设计。

作为国内外畅销的红茶，该产品的标志设计充分吸

纳了中国印文化的形式美语言，以草书“山”为图形

元素的巧妙融入，成功地塑造了“正山堂”的品牌形

象，其传递给消费者的不仅是茶叶的产品特征，还有

浓厚的文化气息，极好地突出了“正山堂”茶叶的区

域文化特色。

图３　福建正山堂
标志是一种特殊的、具有象征性的大众传播标

记或图形符号。中国的印文化融合了文字与图形元

素，具有很强的符号特征。而这种符号的诸多元素

呈现出的独特性、跳动性，又能吸引消费者的视线，

凸显东方文化特有的审美形态，在一定条件下甚至

会超过语言文字。成功的品牌形象在视觉上具有鲜

明的标志性，茶叶包装设计从突出品牌形象的设计

角度出发，运用符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最具有效性，

它可以达到强化视觉冲击的作用，成为近年来品牌

茶叶的标志性特征。品牌标志的符号化，用识别性

能良好的符号来浓缩画面信息几乎成为保证商品不

被淹没的唯一有效手段。如图４的标志就是运用中
国印文化符号设计而成的。作品在图形、色彩、字体

等局部形象上的融合，将茶的特点、品牌特征等都很

好地融入了茶叶标志设计当中。

好茶需要有一个好的标志，在当今激烈竞争的

市场环境中，一个成功的品牌标志被市场所赋予的

无形价值，使得商家们趋之若鹜。所以，茶叶的品牌

标志在包装的整体设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纵

观目前市场上高品质的茶叶产品，运用具有深厚文

化底蕴的印文化符号来凸显中国茶叶包装艺术的民

族风格与特点，已成为设计师们的共同设计导向，也

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同。

图４　福建中闽泰轩

　　四、结语

茶叶包装设计要展现出浓郁的中国韵味，就必

须将具有民族独特性的艺术元素糅合到设计风格

中。当代的中国茶叶包装设计要做到与国际化水乳

交融，既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设计理念，更需要立足

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创新表达。将印文化从形式

到内涵的精华元素加以提炼，有效地与国际包装设

计艺术的审美形式融为一体，能准确反映当代人的

内在精神追求，创造出具有独特中国风格的茶叶包

装设计作品，从而在国际茶叶市场上树立中国茶叶

品牌形象。因此，我们应在实践中通过不断的融合

与创新，探寻中国印文化元素与国际化包装设计交

融的方式，从而创造出富有中国文化意蕴的茶叶包

装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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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认知能力对于提高大学生就业力的思考
罗楚新，王通

（郑州轻工业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非认知能力是一种心理素质，在大学生的学习成长过程中它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大
学生的品质起着内化、养成的作用。当前大学生就业面临巨大挑战，其原因从外部环境来说，是经

济结构转型带来的需求不足；从大学生自身素质和对社会适应性来看，是就业信心和职业规划模

糊，缺乏职业方向和就业能动性。从非认知能力入手，挖掘大学生就业潜能，激发大学生职业兴趣，

增强大学生就业主动性，合理规划大学生学业生涯，进而培养大学生创新思维和创业意识，有助于

推动大学生顺利就业和成长成才。

［关键词］非认知能力；就业力；职业规划；大学生；创业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７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３．０２０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高等学校毕业
生人数也持续增长，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凸显。大

学生就业是一项民心工程，关乎大学生及其家庭的

切身利益。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大学生就业，采取多

项措施保障大学生就业，但大学生就业仍很困难，究

其原因，除了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外，还与毕业生

自身有关。笔者多年从事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在实

践中发现，在大学生就业工作中，我们关注更多的是

如何提高大学生就业技巧、就业能力，而忽视了对大

学生就业主动性的挖掘、职业兴趣的激发，未能从心

理上提高大学生走向社会、走向职场的适应性，使其

变“我被就业”为“我要就业”，克服其进入职场的不

适应性，使其适合社会的需求。目前，对大学生就业

问题的研究，从市场对大学生需求数量和结构、经济

结构和增速等外部环境因素分析的居多，而从大学

生本身的就业能动性和就业动力分析的较少。鉴于

此，本文拟引入“非认知能力”概念，通过对非认知

能力与大学生就业力之关系的探讨，以提高大学生

就业的主动性，找到一条提高大学生就业力的有效

途径。

　　一、非认知能力与大学生教育培养

非认知能力是相对于认知能力而言的，１９５３年
由美国心理学家亚历山大提出，它是指人们在进行

各种活动时的虽非智能因素但对智能的发挥或发展

有影响的心理素质与能力，包括情动力、注意力、意

志力、自评力、调控力等心理素质能力。［１］对于非认

知能力对教育与职业的影响，早期研究者 Ｓ．Ｂｏｗｌｅｓ
等［２］提出在职业发展中非认知能力比认知能力更

加重要，认知能力对个体的影响作用仅占大约

２０％，而非认知能力对个体的影响作用则占到
８０％。Ｃｕｎｈａ等［３］从批判的角度，重新审视人力资

本中“非认知”与“认知”２类人力资本各自在个人
事业成功上所发挥的影响，认为人力资本中的非认

知部分可以用来测量许多结果，如教育成就、劳动市

场的成果，以及对人生命运有重大影响的风险行为。

非认知能力对于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和大学生综

合素质的提高都起着重要作用。在大学阶段，学生

不仅要学习各种知识和经验，还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形成良好的品质，同时还要树立正确的生活目标，以

为以后的职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因此，在大学生

的日常管理中，应严格要求，着力培养大学生诚实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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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恪守纪律、作风优良的品格，以使其形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并固化下来。在大学生学习生活过程中，

不仅要让大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

要培养他们主动面向社会、积极解决实际问题、更加

注重协同配合的能力，以使其成为符合社会需求的

合格大学生，为他们今后顺利就业、走向社会做好

铺垫。［４］

　　二、当前大学生就业面临的挑战

在待就业人数连年递增而就业岗位又有限的今

天，就业与岗位的不平衡使大学生就业面临巨大的

挑战。下面我们从外部环境和学生自身２个方面来
进行分析。

１．影响大学生就业难的外部环境
从外部环境来看，影响大学生就业难的因素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速度趋缓，对就

业的拉动力有限。我国经济现处于转型升级阶段，在

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逐步淘汰一些落后产能，

而新兴产业产能近年来也有过剩的趋势，对大学生就

业的拉动作用较弱，这与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多形

成强烈反差，使就业矛盾凸显。二是大学生培养学历

层次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在应试教育模式，以及

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单位招聘需求的引

导下，大部分学生只愿意接受本科教育，造成了我国

本科生供给太多，职业技术毕业生供给太少，导致能

适应就业岗位较多的其他类型企业需求的毕业生太

少，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突出。同时，由于学历层

次的问题，导致我国大学生毕业时更多人去选择就

业，而极少人选择创业，这与国外发达国家本科生毕

业后多选择创业的情况相差较大［５］。

２．影响大学生就业难的自身因素
从大学生就业能力和对社会适应性来看，影响

大学生就业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社会适应能力较低。由于我国教育体制的原因，刚

进入社会的大学生角色转换慢，人际沟通能力较差，

导致他们融入社会的能力较差，要想提高其适应社

会的能力，需要不断提升其自身综合素质，强化其职

业角色意识，使其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构建

提升个人素质的畅通路径。二是职业规划缺乏定

位。对于很多大学生而言，缺乏职业规划能力，对未

来发展方向没有明确的定位，毕业时就业迷茫，对自

己应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没有清晰的概念，就业导

向缺失。这样即便是找到了一份工作，由于个人定

位存在问题，对工作满意度不高，也往往不能坚持下

去，频繁更换工作。三是就业主动性较低、自信心不

足。如今的大学生，大多都是“９０后”，从小被家长
呵护，受挫能力、自我调节能力较差，在经历几次求

职失败后，甚至会丧失求职信心，造成就业主动性降

低，有不少学生会选择考研和出国等方式推迟就业。

四是求职技能较低。缺乏求职技能是大学生求职失

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缺乏求职目标，即对自己的工

作能力、工作地点没有明确的定位。五是现实与理想

的差距。在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大学生的求职理

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凸显，如薪酬待遇不高、城市魅

力不足、事业平台不佳等，这都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

而当他们进入用人单位后，往往要经历实习期，在此

阶段他们多被用人单位安排在基层岗位工作，如果缺

乏良好的意志力，则很难坚持下去，很多毕业生在实

习期就辞职了，更谈不上良好的发展前景了。

综上所述，大学生就业面临着就业主动性不够、

就业信心不足、沟通能力不强、团队意识薄弱等问

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大学生的职业兴趣、就业动力

和意志，我们需从非认知能力入手，着力培养大学生

的就业情感、意志、自我评价等内在素质，提高大学

生非认知能力，使其与就业技能相互培养、相互促

进，以提升大学生的就业力。

　　三、大学生非认知能力培养途径

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大学毕业生的要求越来越

高，不仅要求大学生学业好，还要求大学生有诚实守

信的良好品质；不仅要求大学生能力强，还要求大学

生有团结互助、关爱他人的协作精神和团队意识；不

仅要求大学生在本专业有所建树，还要求大学生有

涉猎其他学科的联想意识和创新思维。对大学生进

入非认知能力培养，将就业准备、就业技能与大学生

的情感力、意志力相结合，会大大提升大学生的就业

能力。

１．培养大学生的意志力，切实做好大学生学业
生涯教育

学业生涯规划是大学生在自我分析、了解社会

的基础上，从自身实际和社会需求出发，确定职业发

展方向，制定在校学习的阶段目标和总体目标，拟定

实现目标的步骤和具体实施方法的过程。正确制定

学业生涯规划并有效执行是个人良好性格的一种体

现，表现了一个人的意志力。学业生涯规划教育是

培养大学生意志力的一个较佳的途径。学业生涯规

划教育应该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主线，通过提高

学生的心理素质、沟通能力和人文素养等综合能力，

以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人才为目的。科学规划学业

生涯并执行到位与学生性格、兴趣、特长等关系密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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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即与非认知因素有关。高等学校对学生的学业

生涯规划教育应从入学时抓起，开展从大一到大四

分阶段、系统化的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使学生形成科学的择业

观；指导学生进行学业生涯的选择与职业生涯的规

划，让学生结合自己所学专业，考虑个人性格特征，

制定适合自己的生涯规划。在进行学业生涯规划教

育的基础上，更要关注学生的执行情况。

学业生涯规划应贯穿于大学阶段学习生活的整

个过程，要鼓励学生不断挑战自我，提高自身的非认

知能力，使其在各个方面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以为自己将来的工作打好坚实的基础。

２．激发大学生职业兴趣，提高大学生就业潜力
兴趣是非认知能力的重要内容。就业潜力是指

潜在的就业能力和力量，包括职业兴趣、就业主动性

等。通过挖掘大学生的就业潜能，助推大学生在对

自身科学合理定位的基础上有效就业。

职业兴趣是非认知因素的一种，高校可通过职

业规划教育，引导学生在明确职业兴趣的基础上，制

定适合自身的学业生涯规划，如工科专业的学生，职

业定位可以是研究型岗位，也可以是管理型岗位，如

果职业兴趣确定为研究型岗位，学生应将主要精力

投入到专业学习中，在保证专业学习的基础上适当

发展其综合素质；如果职业兴趣确定为管理型岗位，

那么应在保证专业学习的基础上，重点培养提高自

己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意识等，以满足管理

岗位要求。

就业主动性表现为大学生按照自己规定或设置

的目标主动就业，而不依赖外力推动的行为品质，由

个人的需要、动机、理想、抱负和价值观等推动。基

于此，应有针对性地向大学生传达主动意识在职业

生涯规划中的重要性，充分发挥大学生的能动性，早

准备、早动手，尽早谋划，设置模拟场景，让学生主动

在求职现场中充分体验简历制作、笔试、面试等环

节，增强就业的紧迫感和现场感，从而提高就业成功

率。相关调查表明，就业主动性强的学生更易找到

合适的工作。在用人单位进行招聘宣讲时，具备主

动性意识的学生会主动向用人单位提供服务或者帮

助，此行为表明学生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主动意

识，可给用人单位留下良好的印象，学生在择业过程

中就会占居主动性。

３．提升大学生的敏锐性和洞察力，培养大学生
的创业意识

创业是指个体从事某种始创性或开拓性的工

作，并能取得成效，它是一种劳动方式，是一种需要

创业者运营、组织、运用服务、技术、器物作业的思

考、推理和判断的行为，其已成为大学生除就业外的

一种新型现象，并逐渐发展为大学生毕业去向的主

流之一。［６］

创业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业品质、创业

能力和创业知识。创业品质是创业成功的关键，其

内涵是培养大学生具备坚定的信念、良好的沟通能

力、团队意识、吃苦精神、勤奋、毅力等品质；创业能

力是提高活动效率并保证项目顺利完成的心理特

征，包括人际交往、管理能力及创新能力等；创业知

识则是指和创业有关的经营与管理知识。其中，创

业品质和创业能力都属于非认知能力。创业教育的

途径为构建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培养良好的校园创

业文化氛围和积极开展创业实践活动等。创业教育

课程体系的构建应结合高校实际情况，以专业设置

为依托，有针对性地开设创业指导课程；校园创业文

化氛围的营造应有效利用学校各种传媒，如广播、校

报和橱窗等，宣传大学生创业政策、成功案例等，营

造一种良好的氛围；创业实践活动的开展可借助成

立创业者协会，如成立模拟公司等方式，强化大学生

创业意识，提高其创业素质等。

　　四、结语

总之，在影响大学生成功就业的因素中，非认知

能力对大学生自身素质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

用。在追求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今天，非认知能

力对于大学生就业能起到准备和促进的作用。对大

学生进行学业生涯规划教育，激发大学生职业兴趣，

挖掘大学生的就业潜能，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将

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就业力，实现大学生充分有效

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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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训练引入我国高校体育的可行性研究
石华胜

（铁道警察学院 警体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５３）

［摘　要］中国传统教育不注重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只突出课本知识的掌握。为化解现实困境，
一些高校尝试在体育课程设置中引入拓展训练。这一做法顺应社会的发展要求，符合高校体育课

程改革方向，还能弥补传统文化教育的不足。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对我国开展拓展训练的

１０所高校进行调查，从中发现，我国高校在训练场地、器械设施、师资力量等方面具有开展拓展训
练的可行性。但是，拓展训练在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时尚存在课程设置不合理、实际效果不理想等问

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学校领导不重视、宣传力度不够、项目缺乏创新性等。针对这些问题，一要树

立以学生为主的教育观念，增强重视程度；二要根据不同的学生设计不同的课程，实现课程的创新

和突破；三要增强师资力量；四要加强对拓展训练的管理。

［关键词］拓展训练；高校体育；课程改革

［中图分类号］Ｇ８０７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３．０２１

　　大学生是时代发展的推动者，社会创新的承担
者，但是中国的传统教育并不注重大学生社会实践

能力的培养，只强调掌握课本知识的重要性。为化

解现实困境，一些高校在体育课程设置中引入了拓

展训练，以促进大学生能力的全面培养，适应社会发

展需要。［１］本文拟研究拓展训练的发展历程、引入

高校的意义，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给予切实的建

议，旨在探讨高校体育教学引入拓展训练的可行性，

进一步提高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一、拓展训练的发展概况

拓展训练起源于二战期间，当时盟军的船队屡

次受到德国潜艇的攻击和偷袭，舰船常被击沉，不少

水手葬身海底，只有少数水手生还。［２］后来英国专

家和学者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他

们发现，生存下来的水手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

具有良好的意志力和心理素质。针对这种情况，劳

伦斯和汉恩于１９４２年创办了阿德伯威海上训练学
校，这便是现代拓展训练学校和机构的雏形。二战

之后，基于这种训练方式，英美等国创办了名为Ｏｕｔ

ｗａｒｄＢｏｕｎｄ的管理培训学校，培训对象由最初的海
员扩展到学生、企业管理者、军人等。［３］

１９６２年，乔什·曼纳在基金会的支持下，成立
了科罗拉多 ＯｕｔｗａｒｄＢｏｕｎｄ学校，将拓展训练进一
步推广开来。随后，美国人皮赫经过不懈的努力，将

拓展训练的方法和技巧运用到学校教育上来，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４］随着这种拓展学校的良好运转，

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也开展起了拓展训练。

中国最早成立的拓展学校是在香港，１９７０年中
国香港成立了香港外展训练学校，这是中国第一个

加入 ＯｕｔｗａｒｄＢｏｕｎｄ的专业培训机构。１９９４年，刘
力先生创办了北京拓展训练学校，并率先使用和注

册了“拓展训练”，成为国内拓展学校的源头和创

始。随后，拓展训练因其独特的培训方式、良好的效

果，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并呈现星火燎原的势头，

各式的培训机构、培训学校破土而出，争先抢占国内

市场。现如今，拓展培训逐渐多元化和多功能化，有

以管理培训为主的，有以休闲娱乐为主的，还有以提

高素质教育为重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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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国高校体育引入拓展训练的

意义

　　我国高校的学生生存能力教育和体育教育均存
在诸多缺失，学生毕业后很难适应激烈竞争的社会，

在高校体育教育中引入拓展训练，对于改变上述状

况大有裨益。

１．顺应社会的发展要求
人类之所以能从原始社会发展到高度文明的信

息时代，促使人类不断进步和创新的原因是人类顺

应客观规律不断挑战和完善自我。由于经济社会的

高度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时代变化的日新月

异，当代大学生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各种心理问

题、能力问题不断暴露，急需用一种良性的方式对其

进行调治。而拓展训练由于其能对参与者能力、意

志训练起到积极的作用，自然成为了大学生心理教

育、能力拓展的首选。

２．符合高校体育课程改革方向
目前，我国高校体育课程设计大致为传统的篮

球、排球、足球等项目，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低、创新

性不够、功能局限，无法真正促进学生心理素质的提

高和全面发展。而拓展训练的创新性就在于其突破

自然资源的限制，为参与者创设具体的情景和场景，

通过团队游戏、竞技项目的融合，让学员在训练的过

程中收获成长和感动，有利于其良好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养成，是当前高校体育课程改革亟待引

入的新模块。［５］

３．弥补传统文化教育的不足
开展拓展训练能弥补传统文化教育的不足，是

素质教育的新方向。素质是指人们在先天的遗传素

质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培养具有的长期的、

稳定的、持久的、意义深远的心理品质，其包括心理

素质、身体素质、道德素质、审美素质等。素质教育

是以提高人内在的品质和精神为目的，以开发和挖

掘深度的潜力和能量，塑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高素质人才的教育理念和方针。［２］然而，中国传统

文化教育强调的是以知识体系为中心和准绳，准确

全面地掌握和了解知识的结构和内容，重视考试，忽

视学生其他方面的能力，结果导致学生实际操作能

力不足，社会实践能力缺乏，心理素质不强，与社会

的接轨融合花费时间较长。而拓展训练的功能在于

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在训练的过程中，重视其能力

的提高和素质的展现，有利于培养其独立思考、解决

问题的能力，实现学生全面发展。［６］

　　三、拓展训练引入我国高校体育的

现状调查及原因分析

　　我国高校体育引入拓展训练已有多年，虽初见
成效，但并不令人满意，其中存在诸多问题，其原因

涉及诸多方面。笔者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的调研，对

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１．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文研究调查对象为全国１０所体育教学中开

展拓展训练的高校，访问对象为这些高校的专家、教

师和学生，以及具有代表性的９家拓展训练培训中
心的培训师。这１０所高校是吉林大学、东北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

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和南开大学。９
家培训机构是吉林省龙桥拓展训练中心、北京意远

素质拓展训练中心、西安森暨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天

津中汇管理顾问有限责任公司、贵阳自游人体验学

习机构、深圳天扬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杭州展腾

管理培训机构、武汉就业培训中心和郑州战友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等研

究方法。（１）文献资料法。一是通过吉林大学、东
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图书查阅到相关书籍和文献

期刊，如：《学校心理拓展训练》《拓展训练》《做最好

的拓展培训师》《论大学生素质拓展训练的意义》

《户外运动拓展训练课程》等，并对相关知识进行记

录、摘抄和总结。二是利用网络，在中国知网、万方

数据平台、国家图书馆检索文章，查找相关报纸和期

刊，对拓展训练研究的现状和问题进行深入的了解

和认知，并进行分析和总结。三是浏览各省份拓展

训练的网站，了解最新的拓展训练的走向和目标，为

本文研究打好文献基础。［７］（２）问卷调查法。通过
文献资料的查找和收集，对拓展训练的基本情况有

了初步的了解，为了对其有更加深刻的剖析，针对研

究内容和重点，设计了大学生、高校教师、培训师３
类问卷。针对调查来的数据进行整体考察、细致运

算，并根据数据结果开展相应的探究和研讨。

问卷效度：为了确保问卷的有效性和实效性，问

卷初步设计经反复修改，根据逻辑分析要求，对２０
名专家进行了问询。在２０名中，认为问卷设计非常
好的有８人，占比４０％；认为问卷设计比较好的有６
人，占比 ３０％；认为问卷设计一般的有 ４人，占比
２０％；认为问卷设计不太好的有２人，占比１０％。

信度检验：为了保证问卷调查的可靠和真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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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调查对象进行了２次问卷，３份问卷的相关系
数分别为０．９２、０．９４、０．９３，Ｐ＜０．０１，说明３份问卷
具有较强的可信度。［８］

问卷的发放和回收：问卷发放的对象为高校大

学生、高校教师、培训机构的培训师。调查问卷的回

收率和有效率见表１。
２．拓展训练引入我国高校体育的软硬件要求

调查

（１）开展拓展训练的场地要求
训练场地是进行拓展训练的基本设施，拥有良

好宽敞的场地条件，可以建设多种训练机械和设施，

达到完满的训练效果。在实际应用中，拓展训练对

场地的要求并不是很高，３０００多平方米就可容纳
１００多人进行拓展运动，场地最好建造在环境优美、
空气清新的郊外，这样建设费用也比较低，很适合高

校进行投资和建设。高校也可以选择在自己的校区

内建设训练基地，既方便学生活动、节省时间和成

本，又可以实现校园设施的多元化和多样化。但是

必须对设施进行管理和监控，防止学生随意攀登和

玩耍，维护学生的生命安全和学校的良好秩序。如

果建设的场地规格较高，资金周转不开，学校可以考

虑与企业、社会团体进行合作经营，以学校的名义和

声誉促进其向市场化发展，实现经济利益和社会效

益的双赢。在学校暂歇使用场地时，可以租给其他

公司和机构进行培训，实现场地使用率的最大化。

笔者对拓展训练场地的选择进行了调研，结果如图

１所示。

表１　问卷发放和回收情况

发放对象
发放问

卷数

回收问

卷数

有效问

卷数

回收率

／％
有效率

／％

高校学生 ２００ １９０ １８８ ９８ ９４．０
高校教师 ２００ １８６ １８２ ９３ ９１．０
培训师 １５０ １４４ １４０ ９６ ９３．３

图１　拓展训练的场地选择

（２）开展拓展训练的器械设施要求
器械安全是学生生命安全的保障，是训练效果

圆满实现的手段，其在训练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安全器械包括头盔、护腕、保护绳、锁制工具等，其可

以在出现危险的时候，保护学生的安全。在器材设

施的选择方面要严格遵照国家标准，避免购买劣质

产品，其对学生的生命安全不能构成威胁。笔者对

器械的重要性及其价格做了调研，具体结果如图２、
３所示。

由图２可见，不论是学生、教师，还是培训师，大
多认为器械对于拓展训练很重要，没有人认为其是

不重要的。从图３可以看出，大多数人认为器械的
价格合理，不是很昂贵。由此可知，高校开展拓展训

练，在器械购买上花费的资金不会很多，应该在高校

可以承受范围之内。

图２　器械对于拓展训练的重要性

图３　对器械价格的看法
（３）拓展训练的师资力量要求
培训师是连接拓展活动与学生的纽带和桥梁，

是促进整体训练得以良好运行和有序运转的保证，

是学生在训练中的指导者和带领者，起教育和管理

作用。首先，一个合格的培训师需要具有良好的体

魄、健康的身体。尽管拓展活动的强度不是很大，但

是需要培训师每天全时地对学生进行保护和管理，

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其次，培训师要熟练地掌握器

械和了解训练的整体流程。最后，培训师要具有良

好的专业知识，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哲

学等。

高校在进行拓展训练活动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具体说来，高校教师的身体基本健康，理解能力较

强，很容易掌握器械的使用方法，并且高校教师素质

高、能力强、知识面广，在介绍活动、组织人员、调动

气氛方面都能出色完成培训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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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拓展训练在我国高校开展的现状调查
（１）拓展训练课程的设置状况
笔者对１０所高校拓展训练课程和相关课程的

设置进行了统计，结果见表２。
由表２可以看到，这些著名的高校在拓展课程

的设置方面做得都还不够：课程设置数量方面偏少、

种类有限，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不能给予足够的

支撑。

（２）拓展训练在高校开展的实际效果
经过调查得知，１０所高校的学生对拓展训练

有所了解的占比为５６．７％，能掌握器械的占比为
４５８％，对拓展课程的认可度为６７％。可见，拓展
训练在高校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可能只是课程设置

的需要，具体的落实工作并未做好，导致学生对其了

解程度低、认识不够深刻。

表２　高校拓展训练课程和相关课程设置情况
高校 拓展课程 定向运动课程 竞技运动课程 其他相关课程

吉林大学 １ ０ １ ０
东北大学 ０ １ ０ ０

西安交通大学 １ １ １ ０
华中科技大学 ０ ０ １ ０
中国人民大学 １ １ ０ １
浙江大学 ０ ０ １ ０
武汉大学 １ １ ０ １
同济大学 ０ ０ １ １
厦门大学 １ １ １ ０
南开大学 ２ ０ １ ０
合计 ７ ５ ７ ３

４．我国高校拓展训练现状的致因分析
综上，我们发现我国高校具备一定的开展拓展

训练的软硬件条件，但是存在课程设置不合理，实际

效果不理想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 ３个
方面。

一是学校领导不重视。进行拓展训练运动的学

校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和力量进行场地建设、器械购

买、人员聘请、设施维护，而学校领导并不愿意将资

金投入到这方面。加上有些领导的思想观念陈旧，

看不到拓展训练对学生全面发展和独立人格形成的

作用，尽管有相关的课程设置，但也只是空架子，在

工作的落实方面做得不够细致。二是宣传力度不

够。对拓展训练进行宣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兴趣，

加快课程改革的步伐。因此，学校应该通过各种途

径对拓展训练进行大力宣传，讲述其对高校大学生

身心发展的重要性，从而促进其与高校体育课程的

连接和融合。但实际上宣传很不到位。三是项目缺

乏创新性和适用性。高校开展拓展训练的项目大都

局限在具体的运动中，并没有创新的项目既可以吸

引学生、提升学生，又易于教授和操作；而且高校的

拓展项目总是向商业拓展项目靠近，并未根据自身

的特点和情况进行改造。

　　四、拓展训练引入高校体育的对策

建议

　　拓展训练是体验式学习，并非是简单的竞技游
戏，是对传统教育的改革和冲击，是新理念的传输。

鉴于拓展训练在融入高校体育课程中还存在一些问

题，我们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要树立以学生为主的教育理念，加大对拓展

训练引入高校体育的重视程度。要想从根本上解决

高校拓展训练中暴露的问题，必须在思想上高度重

视。首先要树立以学生为主的教育理念，关心、尊重

学生，开发学生的潜力，提高其社会实践能力，激发

其积极性、创造性；其次可在学校各级会议上强调其

重要性，并实时监督其运作的情况，及时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最后还应增加经费支持，建设场地，购买

设施，为开展拓展训练提供必要条件。

二要根据不同的训练对象设计不同的拓展训练

课程，实现课程的创新和突破。课程设置是高校体

育改革的重点，只有在课程设置上进行改革和融合，

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提升其自身的能力和素质。

因此，在拓展训练的课程设置上要做到创新和突破，

因材施教、因地制宜，依据不同专业、不同学生的特

点和发展方向，设计不同的训练内容，突出重点，培

养其实践操作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实现课程设置

同学生特点的有机结合。

三要增强师资力量。拓展训练是提高大学生融

入社会、展现能力的最佳方式，是学校“一切为了学

生、为了学生一切”的指导方针的具体体现。拓展

训练是培训师传授活动要求，参与者按照要求完成

活动的过程。因此，培训师的素质和能力对拓展训

练纳入高校体育课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９］尽管

高校教师素质较高，但是有些教师并不了解拓展训

练课程的性质，不熟悉拓展训练课程的流程。因此，

需要对作为培训师的高校教师进行拓展训练教程的

培训，使其掌握拓展训练的相关知识，熟悉设施的具

体使用，从而达到指导学生、提高自身的目的。

四要加强对拓展训练的管理。拓展训练活动具

有一定的危险性，近些年高校拓展训练中的恶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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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层出不穷，严重影响到学生参与训练的积极性和

安全感。因此，必须重视安全问题，保障学生在训练

过程的生命安全。首先，应选择安全的场地和地点，

事先对其进行检查和实验，确保其在训练过程中的

稳定性和安全性。其次，应定期对训练器械进行维

修和检查，因为器械是保护学生的安全屏障，是促进

训练圆满完成的基础。因此，对其进行检查和维修

是很有必要的。最后，应加强对活动的组织和管理，

防止出现混乱无序的局面。

　　五、结语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人才的需求日

益迫切，人才的竞争日趋激烈，大学生作为国家储存

的后备力量，仅仅拥有专业知识已经无法适应社会

的要求和需要。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自信心、勇敢、

执行力等已成为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构成因素。拓展

训练通过特定场景的设置和建造，其有趣且益智的

运动与课程的应用和融合，能让参与者提高克服困

难的毅力和信心。因此，在我国高校体育中引入拓

展训练，能够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其全面发

展，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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