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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思想的全面总结和系统

升华，代表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

最新成果。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

相结合的新成就。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产生有其特定的主客观条件：植根于改革

开放的时代背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法治

思想；具有习近平个人的法治观和治理风格。习近平法治思想有特定的生成路

径与实现机制：由党内及党外，以反腐为主要切入点，由治标到治本。习近平法

治思想可以概括为七个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

统一；坚持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相统一；构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

强调法治与德治的结合；通过具体个案公正彰显司法公正；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与全面依法治国并举；畅通依法信访渠道，保障公民民主权利。作为习近平治

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法治思想有其重要的战略高度：它是中国

特色的法治创新，是开拓性的治国方略的有机组成，是“中国梦”的重要支撑和

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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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８月，国际媒体多维网刊文《正在

唤醒中国的习近平》引起了诸多国内媒体的转

载［１］，这也印证了习近平２０１４年在巴黎面向法

国权贵们石破天惊般宣称“中国这头狮子已经

醒了”的预言和承诺。当然，习近平总书记这

种“唤醒”中国的方式是多维度立体层次的，但

法治无疑是其巨大的支点之一，换言之，法治正

在构成其倡言的“中国梦”的坚强后盾。从其

最初的“八项规定”之强势推出，到中央司法体

制改革筹划，再到开创性地以中央全会决定形

式部署依法治国，再到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

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

“四个全面”相结合，以及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

的重新强调，如果把这些法治理念和战略举措

放在一起审视，就会发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主

体框架。在复兴中华文明和实现“中国梦”的

历史关键时刻，对此加以认真总结、研究，既可

以促进法治实践的规范，也可以推进中国法治

理论的自我创新。鉴于此，本文拟初步提出并

分析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的主客观条件、生成

路径、实现机制、主要内涵、马克思主义本质和

其战略高度，以求引起更多重视，凝聚更多共

识，进一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的主客观

条件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既受马克思主义法

学思想中国化不断传承发展的推动，也有当代

中国面临新问题、出现新要求的反面制约，同

时，习近平总书记个人长期以来的思维方式和

领导风格也在其中发挥着较大作用。

１．时代背景

（１）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法制建设经验的总结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法制建设虽为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和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更好的法治

保障，但依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亟待升级。改

革开放以来，我们走的就是一条去人治、建法治

的治国道路。中共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持续

在各个方面推进，无论是立法、执法、司法和守

法的能力和水平，还是政府机关和民众的法治

意识，都有了长足发展和进步。自中共十七大

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科学发展观以来，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法治的保障和推动作用的需

求变得更加迫切，客观上愈发需要深化法治发

展水平。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正是对这一

时代背景和社会需求的及时回应。应该说，前

３０多年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当前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战略的基础，没有这一历史基础，就不可能

有现在法治理念的全面升华。也正是奠基于这

一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将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

基本方略，将法治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提升到了战略高度。就其本质而言，这是

基于长期以来的中国特色法治实践经验的

总结。

（２）传承历史文化资源，开创中国特色法

治道路的必然选择

如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融入区域和全球

发展的趋势增强，这既需要树立和对接先进法

治文明，也需要发掘历史智慧、传承优秀文化。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步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

的法治道路。我国的法制建设绝不是闭门造

车，而是从改革开放伊始，就自觉地面向世界各

国先进法治文明敞开怀抱、取长补短、为我所

用。正是得益于对外来先进法治文明的借鉴，

我们的法制建设才更有前瞻性，从而降低了自

身探索的时间成本，为我们引进外资、扩大对外

贸易创造了一个共识性的平台，客观上也促进

了我国社会管理整体水平的提高。进入新世

纪，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

强，我国与世界先进文明接轨的步伐不断加快，

这些都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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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绝不能只是对西方

简单借鉴，而必须充分尊重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自觉利用传统智慧为我国当代法治服务。这是

构建中国特色法治道路和法治理论体系的题中

应有之义。

（３）以法治推动我国社会转型发展的客观

要求

当前，我国以法治国建设进入深水期，职务

腐败等犯罪形势比较严峻，民众的法治意识不

断增强，对法治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期许，因

而就愈发需要更高的法治水平。历史表明，社

会转型和国家治理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

的。以美国为例，自建国始历经２００余年的发

展才达到今天的水平。相比之下，我国的法治

建设才进行了３０余年，因而在社会各层面出现

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与传统人治思维、权力本位

急剧冲突在所难免，一些领导干部甚至无视法

律权威和法律信仰，以各种形式进行权钱交易，

不仅破坏了政府形象，也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

响；另外，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超越法律的现

象还比较普遍。所有这些都是需要破除和治理

的突出难题，只有破解了这些难题才能为政治、

经济和社会民主发展释放新的空间和动力。就

此而言，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可谓正值承前启后

时期，为当前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所急需。

２．历史传承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产生亦非仅靠一人之

力，它作为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最新

成果，首先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代中央领导

集体法治思想特别是邓小平法治理论的继承与

发展，没有前期的逐步探索，就不会有现在的总

结性认识。回顾新中国法制建设历史，大致有

这样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构建新中国具有人

民民主专政性质的宪法法律制度———加快法制

化建设———实行法治———依法治国———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对于法治的作用，青年毛泽东即

有较深刻的认识。１９１２年，在《徙木立信论》中

毛泽东写道：“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２］新

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了１９５４年宪

法，并表达了强烈的以宪执政的“宪政治国”理

念。他指出，宪法草案“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

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

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

违反宪法”［３］。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国家迅速

构建了“五四宪法”这一新的法统体系。截至

１９５７年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共颁

布重要法律和法规４３４件，涉及国家生活的各

个领域。关于守法问题，毛泽东还强调：“一定

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层建

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

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

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

人都遵守革命的法制。”［４］毛泽东的法律思想

构成新中国探索法制建设规律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探索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的快车道。邓小平法治思想是在

批判继承毛泽东法治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针对毛泽东时代后期出现的蔑视法制的错误，

邓小平指出：“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

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

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

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家长制现象，不断滋

长。”［５］３３０因此，“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

治的关系”［６］。邓小平更强调民主与法制的协

调发展。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他在中央工作会

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

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

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

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

变。”［７］他还说：“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

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

是不行的。”［５］１８９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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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的十六字方针。他曾反复告诫人们要坚持

法治和经济建设“两手抓”：“一定要有两手，只

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

手抓法制。”［８］“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

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

硬。”［９］正是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下，从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建设的步伐大大加快，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

体将法制概念的内涵推进到法治层面。１９９６

年２月８日，江泽民在听取中共中央举办的由

著名法学家王家福教授所作的法制教育讲座后

提出，要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１０］同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

标纲要》第一次将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作为国家的战略目标。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２

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再次强调，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乃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他

的有力推动下，“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于１９９９年写入宪法。胡锦涛同志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法治的内涵。２００６年

他第一次系统地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问题，

即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

的领导是五个相辅相成的方面，社会主义法治

必须做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

的有机统一。［１１］此外，他还特别重视领导干部

法治思维建设问题，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他强

调指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的能力。

总之，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法

治思想在当代的最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离不开

以往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奠定的法治基础。

３．个人风格

习近平法治思想也与他个人的法治观和治

国理政风格有关。这一点早在习近平在浙江工

作时就有所显现。例如，在《建设治安村》一文

中，他提出要坚持德治与法治并举，建立一种符

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法治秩序”。［１２］１９９

为了推进“平安浙江”和“法治浙江”建设，他提

出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的总体布局。［１２］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０６年５月，他在《浙江

日报》连续刊发了《法治：新形势的新要求》《市

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和谐社会本质上是

法治社会》《弘扬法治精神，形成法治风尚》《坚

持法治与德治并举》《党的领导是法治的根本

保证》６篇文章。通过这些文章，他强调了法治

建设要反映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服务的思想。在他看来，法治精神是

法治的灵魂，道德是法治的基石，依法治国是维

护社会秩序的刚性手段，以德治国是维护社会

秩序的柔性手段，法治和德治如车之双轮、鸟之

双翼。他的这些看法和主张在其后来的法治思

想中都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体现了他法治思想

的连贯性和系统性。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路径与

实现机制

　　习近平的法治思想与其治国理政、经济社

会建设、治党治军和国防外交等思想是浑然一

体的，其生成路径和实现机制如下。

１．由党内及党外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日，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主

持中央工作伊始，就率先在中央层面通过了中

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

“八项规定”，并承诺从自己做起。“八项规定”

既是政治纪律和工作纪律，也体现了法治和规

则思维。“八项规定”不是先从地方开刀，而是

先从最高领导层开始实施，由此给基层树立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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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范。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中央推出了反“四风”的

专项整治活动，这次“四风”整治是针对各级官

员的“紧箍咒”，其目的是为了消除实践中存在

的人治思想，把权力关进法治和规则的“笼

子”。实践表明，反“四风”活动极大地改变了

国家机关的政治生态，为树立法治思维扫清了

观念障碍。２０１５年１月，中央进一步提出党员

干部要遵守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的要求。习近

平从严治党的这些举措，既清洁和净化了党内

风气，也为在全社会推行法治奠定了基础。这

是由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决定的：如果

没有在党内建立严格的纪律规范和民主机制，

就很难在施政过程中展现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即使在社会层面构建了完善的法律体系，没

有党内的严格纪律作为辅助和支撑，再好的法

律也难以得到执行。因此，这些看似纯属党内

纪律的要求恰恰为法治建设奠定了根基，成为

习近平贯彻其法治思想的重要方略。

２．以反腐为主要切入点

腐败犯罪既与党的勤政廉洁纪律相悖，也

为法律所不容。通过严厉惩治腐败，不但可以

极大地强化党员的纪律意识，也有助于维护法

治尊严。习近平总书记正是首先通过对腐败的

严厉惩治来树立党员干部应有的党性和做人的

标准，并在全社会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不

阿贵的司法公正形象和司法权威。反腐针对一

切公职人员，既剑指高层，也不放过基层，坚持

“老虎苍蝇一起打”。“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

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

究和严厉惩处。”［１３］“必须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

身边的腐败问题，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各

类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１４］为能

够及时发现各级政府机关、公职单位中隐藏的

腐败现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２００３年起

中央建立的巡视制度。中央和省这两级巡视，

发现了大量违法犯罪线索，处置了一大批腐败

分子。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以

来，无论是在反腐力度上还是在处置腐败分子

级别、数量上，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空前的，如

此高调反腐败，目的在于使各级党员干部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高压反腐３年来，使腐败

分子感受到了法律的威严，使社会看到了法治

的希望，赢得了民心。如果说法制建设是“马

拉松式长跑”，那么３年来的高调强力反腐就是

决定起跑的“发令枪”，通过这一时期的腐败治

理，为从根本上依靠制度和法律预防并遏制腐

败，创造公平公正、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赢得了

时间和空间。

３．由治标到治本

无论是反“四风”还是强力反腐，都是基于

迅速净化当前政治生态、为改革开放赢得好的

发展环境、为依法治国赢得时间节点的战术和

策略需要。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根本上还得

靠法治，只有法治才能真正将权力关进“笼

子”，实现由治标到治本的回归。实际上，２０１４

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是法治反

腐治本的开始，由此开启了治标和治本同步推

进的局面。在党内，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

的有机结合，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

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等文

件的制订完善，不断建立健全与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相关的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在

法律领域，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实行以宪

治国、以宪执政，推进立法、司法和执法体制改

革，实现良法善治，保障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

信力。所有这些都体现出新时期党内和党外双

管齐下推进法治的努力。同时，要从根本上提

升社会的法治水平，还必须提升社会的道德水

平，实现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正如王岐山在中

央纪委四次全会上讲话中指出的，“我们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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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个国家、１３亿人，不可能仅仅靠法律来治

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法律法规

再健全、体系再完备，最终还要靠人来执行。领

导干部一旦在德上出问题，必然导致纲纪松弛、

法令不行。”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不知耻

者，无所不为。’没有道德滋养，法治文化就缺

乏源头活水，法律实施就缺乏坚实的社会基

础。”［１５］总之，反腐和反“四风”的根本趋向是

构建一个不敢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中共十八

届四中全会以来，治本方向和力度逐渐明晰和

增强。

　　三、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表述为

“法治中国”，具体体现在以下７个方面。

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

国三者有机统一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中国，必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

梦”的基本内涵。中国特色法治道路的基本前

提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即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

一，因而，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

核心问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把党

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

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习近

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

治陷阱和伪命题。因此，在坚持党对政法工作

的领导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一定要保持

高度的政治清醒和政治自觉。同时，坚持党的

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不是对立关系，

党领导人民制定和执行宪法与法律，党自身也

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不能把党的领

导作为某些干部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的挡箭牌，当然也不能以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

治国来动摇和否定党的领导。总之，搞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是，必须摆正党的领

导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党与法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

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

家衰。［１６］

２．坚持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相统一

实现依法治国首要的是坚持依宪治国，坚

持依法执政首要的是依宪执政。对此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要做到

以宪治国和以宪执政必须维护宪法尊严，保证

宪法实施，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完善宪法监

督，使一切违宪行为都受到追究和纠正。要以

宪法为统帅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制化。要坚持人

民主体地位，保障公民享有各项宪法权利。习

近平总书记同时还特别强调：以宪治国必须注

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必须在宪

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的主张也必须通过法

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

３．提出法治建设“三位一体”的战略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看作一项系统工程，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

府和法治社会的三位一体建设，这是我国法治

建设的战略布局。在这一布局中，法治社会是

根基，法治政府是核心，法治国家是目标和最终

归属。一方面，政府应通过依法行政带动、约

束、监督全社会树立法治观念和法治信仰；另一

方面，社会法治化信仰和观念又是监督、制约政

府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外在环境、压力和

动力。总之，党、国家、社会在法治建设方面必

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法制建设如果不从这个

角度整体推进，就不可能有效推进，更谈不上全

面推进。

·６·



刘用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式、要义与战略高度

４．强调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在法治与德治之关系的问题上，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

合。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

法治与德治并举，就是要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

和道德的教化优势，实现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

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发挥好道德的教化作

用，必须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法治精神的滋养

和支撑作用，借助道德促使外在的规范指引转

化为人们内心的自觉认同。在此意义上，必须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

德，同时构建价值中国和道德中国，由此为法治

中国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５．通过个案公正实现司法公正

在实现司法公正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十

分强调司法个案公平正义的实现，通过司法个

案正义检验和带动整个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优

化相关司法职权配置，促进司法体制改革完善。

他借用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的一句名言

告诉人们：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

后一道防线。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

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

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以优化

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为契机深化司法

体制改革。同时，还要保障司法廉洁，让权力在

阳光下运行，这也是树立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的

重要前提。

６．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并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

从严治党是分不开的。这是其法治思想的重要

特色。由于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

证，党本身的治理就直接决定着法治建设的水

平和进展。如果党本身治理得不好，如果党员

干部组织纪律性不强，不能坚定政治立场和政

治规矩，不能坚持法治思维，不仅会出现执政危

机，也难以完成历史和人民的重托。在今天这

个全面深化改革时代，从严治党的任务更为繁

重、更为紧迫，这是党履行好执政兴国、实现

“中国梦”的核心所在。今天，从严治党就是要

坚守党的政治纪律、不逾越政治规矩、改进工作

作风、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以“三严三

实”来领导和监督司法工作，为保障司法公正

创造风清气正的外部环境。

７．畅通依法信访渠道，保障公民民主权利

信访问题也是一个与法治建设紧密相关的

重要问题。长期以来，我党有着保障信访畅通

的优良传统。通过信访，维护了民众的合理诉

求，也实现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因而信访和法治

一起构成化解社会矛盾的多元化机制。信访工

作做得好不好，实际上也检验了法治工作的质

量。要降低信访量，提升信访效果，就必须真正

发挥好法治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反对各种形式

的截访和堵访。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就强调基

层干部要把好信访第一道关，力争以领导干部

的下访来代替民众的上访。一方面，人民要依

法信访，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重信访问题处理

的反馈机制和首访负责制建设。信访工作方式

和解决机制的改变意义重大。它不但有助于提

高信访效率、维护访民权益，而且会促进各级政

府机关的法治化水平。

　　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马克思主义

本质

　　马克思主义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真理体

系，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都是其重

要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少不了马

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离开将马克思主

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就不是完整地理解和贯彻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只有与中国

国情相结合，才具有中国意义。近百年来，马克

主义法律思想通过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的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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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摸索和实践，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马克主义法律思想体系。毛泽东法律思想、邓

小平法治思想、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

科学发展观，逐渐形成了一个传承发展的、逻辑

有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思想体系。习近

平法治思想正是这一思想体系的继承发展，是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

最具当代特色的中国社会法治建设思想的

代表。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论是政治的立法

或者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

的要求而已”［１７］，“法也和宗教一样是没有自己

的历史的”［１８］。这表明法律总是与经济、政治、

文化等因素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和相互影

响。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坚持并贯彻了这一原

理。其中，全面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与全面深

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经济、社会领域的

改革和发展是协调推进的。习近平认为，改革

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偏废。马克

主义法学思想认为，法律不仅具有极其复杂

（多维）的社会网络关系，而且也是一定社会主

体意志和价值取向的表现，具有主体性和价值

倾向性。［１９］习近平法治思想特别强调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因此，不能把坚持党的领导同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对立起来，更不能用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来动摇和否定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法律

思想认为，法律并不是社会关系的简单附属物，

而是一个“新的独立部门”，具有影响关系和社

会进程的特殊能力。［１９］习近平法治思想着重强

调，法律是准绳，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

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不仅如此，习近平总

书记还将法治提升到了时代的高度。在他看

来，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

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马克思主

义法律思想认为，法律具有其内在的结构和特

性，法律的存在和发展有其独特的方式，法律必

须是内部和谐一致的有机体。［１９］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必

须从本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选择法治道路，不

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同时还

强调，不能关起门来搞法治，要学习借鉴世界上

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坚持以我为主，合理鉴

别、为我所用。

上述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

的马克思主义底色和基调，意味着习近平法治

思想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新发展。

　　五、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战略高度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战略高度，具体表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１．它是中国特色的法治创新

包括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已经不同于经典作家时代

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已经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

着力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法学。其中国特色有

如下体现：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为指导，将马

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实践化和具体化；继承和发

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新中国历代中央

领导集体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突出人民主体地位；坚持

法治和德治两手抓；坚持以宪治国和以宪执政；

坚持中国特色立法体制；建设法治政府；建立领

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

录和责任追究制度；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

诉讼机制；设立巡回法庭制度；实行立案登记制

度；强化法治专门队伍建设，实行法官、检察官

待遇和地位的特殊保障；保障人民群众广泛参

与司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构建司法化解纠纷

的多元化机制；推进依法治军，等等。

上述法治思想、法制主张和法治改革之创

新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在借鉴国外法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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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用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式、要义与战略高度

明基础上大力创新；二是在新中国历代中央领

导集体法治思想基础上有所发展；三是结合我

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状、当代国情和文化传

统开拓进取。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一方面

离不开改革开放、向国外学习交流、积极面对和

参与全球化趋势的大环境；另一方面，也与新中

国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法治探索和法治认识密

切相关，它是在这些重要政治遗产基础上发展

而来的，没有这一基础作为支撑，就难以达到今

天的高度。与此同时，习近平法治思想还充分

考虑了当代中国国情，也极大地继承了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既立足于现实，又能够从历史传统

上汲取精华。这是习近平法治思想能够在全社

会获得高度认可和拥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前

提，也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思想所达到的新

高度。

２．它是开拓性的治国方略的有机组成

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是新一届党中央关于

法治建设的新认识和新理念，也是对我国早就

确立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具体实践。中共十

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仅凸显了党对依法

治国方略的重视，体现了党对依法治国的整体

落实和具体推进的全面部署，也是对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案的具体实践。在这

个意义上，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依法治国是全

面意义上的，使依法治国从理念、制度层面走入

现实生活层面。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是把依法治国方略与

从严治党紧密联系起来，强调如果不能从严治

党，就难以充分实现依法治国，二者既要同时推

进，又要紧紧抓住从严治党这一中心。因此，习

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依法治国的方略虽非首次提

出，但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理念，在处理从严治

党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层面，都有新的创新和

推进。

３．它是“中国梦”的重要支撑和内涵
众所周知，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实现“两个

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

兴之路》展览时又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他强调指出：“中国梦”就是要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

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然而，人类历史经验反

复告诉我们：法治是保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

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维系公平

正义、保障人民利益的关键所在。因此，实现

“中国梦”，离不开法治为之护航。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言，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

路径，公正司法是实现“中国梦”的坚强保障。

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梦”可谓是“中国梦”的

前提，法治为“中国梦”的圆满实现提供重要支

撑。当然，“法治梦”并非工具意义上的，它与

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等价值观密不可分，它本身

包含着丰富的价值追求，也必然将转化为法治

观念、法治思维和法治文化。对此习近平总书

记引用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话指出，“一切法律

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

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心里”。因此，

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一环就是在全社会树

立法律信仰，养成法律思维，形成社会主义法治

文化，这是中国梦应有的文化和观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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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及其中国化
———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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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 发展规划处，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０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自身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马克思主义

法学思想及其中国化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供了

重要学理支撑。基于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和法律的本质、根源及其社

会功能作了科学界定。他们不仅批判了资产阶级法权和法律，而且对未来共产

主义社会的法制建设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科学设想。列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法学思想，他领导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和实践，不仅在

历史上首次将马克思主义法学由理论变为现实，而且探索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关联。中国共产党人从历史与逻辑相

统一的立场出发，在国家法制建设中，一方面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

科学指导；另一方面，又将其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法学思想的中国化。这不仅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法律

保障，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起到了引路领航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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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是对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经济基础的

反映，我国现行的法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

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基础上立法、执法和司法

活动进步成果的结晶。从开始认识到法律制度

的重要性到明确提出要把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

重要手段，再到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而展开。因

此，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

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法

学理论和依法治国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法学思想的科学

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学

思想非常丰富。立足于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

斯对法和法律的本质进行了深刻剖析，揭示了

法和法律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阐明了

其独特的形成机理和运行机制。不仅如此，马

克思恩格斯还提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法和法

律的建构原则。这些思想变革超越了以往的法

学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了重

要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法学思想的科学内

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法律根源于社会历史自身的矛盾运动

任何事物都有自身发生发展的过程，法律

也是如此，它也有自身的历史起源，客观上与人

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和逻辑相契合。从唯物史观

高度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律的起源、本质、

运行规律等作了深入剖析，在人类社会发展史

上首次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科学回答。

在原始社会条件下，无论是法还是法律并

未成型。历史地看，只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

原始共同体的解体，这二者才逐步产生。在原

始社会末期，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商品交换活动

得到大幅发展。“在它的边界上，在它和其他

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出现”了愈加发达的物物

交换。这种商品生产活动“由此侵入公社内

部，对公社起着瓦解作用”［１］。于是，商品生产

就逐渐成为新兴生产方式。这直接引起了社会

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较大变化。随着生产力的

发展，原始共同体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原始的

公共所有制逐渐被私有制所代替。而所有制和

社会形态的这一根本性的变革，直接引发的是

上层建筑的本质变化。虽然共同体并没有能够

由此确立起成文法，但是带有极大私有性质的

法权、这种私人占有公共财富的社会关系已经

形成并逐渐在原始共同体内部确立下来。

到了奴隶制社会，以往处于潜在状态的私

人占有的法权关系获得了较大发展，并最终被

国家以成文法的形式确立下来。私有制社会本

质上“是积极公民的一种共同私有制”［２］５２１。私

人逐渐代替全体社会成员取得了对社会财富的

占有权。在这里，分工已经不再是原始的互助

协作，它成了导致社会机构和人们阶级关系分

化的物质力量。动产私有制和不动产私有制大

幅发展起来，与此相联系的人民权力，随着私有

制，特别是不动产私有制的发展而逐渐趋向衰

落。在日益发达的分工的推动下，这种社会结

构的分化最终发展成为两个阶级即公民与奴隶

的对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独特现

象：“一方面是私有财产的集中，……另一方面

是由此而来的平民小农向无产阶级的转

化。”［２］５２２随着这一转化，原本只是存在于生产

和分配领域之中的私人占有的法权关系，就逐

渐地成为主导全社会的法规和法则，并以国家

名义确立下来。与之相应，原本作为维护全体

社会成员利益的共同体就成为仅仅维护某个阶

级利益、确保其对全社会进行统治的工具。于

是，国家就成为凌驾于整个市民社会之上的力

量，而法律则随之成为国家行使自身职权的重

要方式和载体，即成为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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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管理和治理的工具和手段。这种状况一直

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因此，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及其分裂，实际上是法

和法律产生并发展的本源动力，后者正是作为

这一矛盾的结果和产物而随之产生的。

这样一来，马克思恩格斯就厘清了法律的

历史起源问题。他们明确将法和法律看作一种

独特的社会历史现象，着力于通过对人类社会

自身发展逻辑的深入剖析，来揭示作为其必然

结果和产物的法及其法律形式的历史起源。推

动着法和法律产生的本源动力根本上是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

的提高和分工的日渐发达，由此必然导致市民

社会成员在所有制中所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当这一变化发展成为阶级对立并且在全社会广

泛地发展起来时，必将引发社会形态的整体变

革。这种变化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影响则是国家

及其日臻完善的法权和法律体系的确立。为了

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弥合统治阶级与被统治

阶级之间的矛盾，原本作为管理公共事务、维护

全社会利益的共同体被某个阶级所掌控，因而

成为维护这个阶级自身权益的工具，而为了达

到这一目的，一系列带有强制性的公法和私法

随之被制定出来，于是统治阶级的私人意志就

上升为全体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国家意志。

２．法律本质上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

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揭示了法和法律的历史

起源，而且在此基础上还对法和法律的本质作

了科学界定。立足于唯物史观高度，马克思恩

格斯强调：法和法律的本质不能像以往旧时代

的法学家那样诉诸观念，而是必须从物质生产

生活实践出发，揭示法和法律与当下国家与市

民社会矛盾之间的联系。

实际上，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和法律历

史起源的分析已然蕴含着对二者本质的界定。

既然法和法律根源于社会生活自身的矛盾分

裂，那么，对法和法律本质的界定就必须牢牢立

足于这一客观的现实基础和物质前提。因此，

必须“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

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

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２］５４４。基于这种唯物

史观立场，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将法和法律的

本质与物质生产生活实践的本质相关联，指出：

“法、法律等等只不过是其他关系（它们是国家

权力的基础）的一种征兆，一种表现。”［３］３７７从根

本上而言，这里的“关系”是指社会关系尤其是

阶级关系。自从原始共同体解体而人类社会进

入到私有制社会以来，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的阶级对立就逐渐成为一切私有制占据主导

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因此法和法律就不可

避免地打上了阶级烙印。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

差异发展成为阶级对立，而一旦这种对立在全

社会蔓延和普遍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

必然会演变为不同集团和群体之间的阶级关

系。于是，法和法律本质上就成为披着国家意

志这种抽象色彩的阶级意志的突出表现。“这

些个人通过法律形式来实现自己的意志，……

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

就是法律。”［３］３７８不过，由强制性的意志上升为

法律并非一蹴而就。在社会物质生活实践中，

每个人的行为都体现着个人的意志，法的关系

作为一种意志关系，其所表现的不直接就是个

人的意志，而是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社

会交往活动中，人们彼此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

意志之间斗争、妥协而形成的意志关系。

进而言之，法和法律作为意志关系是经济

关系的反映。“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

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等等。”［４］因此，生产

方式的演变决定着法的关系的内容和形成。也

就是说，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法是特定时

代经济关系矛盾运动（其直接表现形式是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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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产物。因此，只有立足于特定时代的

物质生活条件，才能深刻理解法和法律的本质。

另外，法律是统治者整体意志的体现。作为国

家意志的法律，不仅要求被统治阶级成员遵守，

而且要求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全社会成员都必

须遵循。而法律之所以对全社会成员的行为具

有约束力，除了国家暴力机关的强制力之外，更

深层的原因是国家和法自身独特的功能与作用

使然。虽然由国家和法构成的共同体的形式是

虚幻的，但是国家和法所维护的社会经济关系

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社会生活条件，只要这

些条件还能够容纳生产力继续发展，共同体就

依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人们也就必然要按照

法所反映的客观经济关系进行生产和生活。因

此，法律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行为规范，不

仅仅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也是客观经

济条件和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法律的内容首先是建立在一定的生

产关系基础上，进而直接体现为对统治阶级地

位及其利益的确认和保护。换句话说，法律的

内容集中体现为所有权关系的制度化。作为统

治阶级共同意志的体现，法律一旦确立，它就成

为维护现存所有权关系和生产方式的社会规

则，并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正是如此，任何法律

都是反映以所有权关系为基础的经济关系的要

求，都是为了保护各阶级尤其是统治阶级的财

产关系。

３．法和法律有着自身的相对独立性

恩格斯晚年对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历史

唯物主义法律观进行了完善，对法律的相对独

立性问题作了深刻阐发。这一思想更为具体地

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突出特点。马克思

恩格斯既唯物主义地将法和法律的起源归结为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又辩证地指

出了法和法律对社会发展的能动反作用。其

一，法对经济基础具有强大的反作用。恩格斯

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法会向着两个方向起作

用，即或者向着合乎经济发展规律的方向促进

经济社会的发展，或者向着违反经济发展规律

的方向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其二，法和经济

基础之间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在自然条件、

民族（或种族）关系等外部因素的作用下，相同

的经济基础会产生出有差别的法律，法律也有

可能超出生产关系发展的程度而超前发展。其

三，法的发展具有内在的继承性。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也提出资产阶级法律要从前资本

主义社会中寻找“拐杖”。恩格斯晚年更是进

一步强调法的历史继承性。其四，法律对于整

个社会生活具有比其他上层建筑更大的反作

用，主要体现在法律具有政治统治和公共事务

管理的双重职能。

由此可见，法律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实际

上是法律对经济基础能动反作用的集中表现。

法律虽然深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制

约，然而，其在遵循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同

时又有着自身特殊的运行轨迹。这二者不但丝

毫不矛盾，反而恰恰体现了历史自身发展的辩

证特质：一方面，法律从根本上受国家与市民社

会之间的矛盾的制约和决定，是特定所有制结

构和政治政权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不同的国

家和所有制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不同性质

的法律。

４．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制原则

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论著中，马克思对共

产主义社会的法律和法制建设进行了深刻的剖

析。他强调：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需要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

国家和社会主义的法。首先，社会主义法律是

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

需要。作为无产阶级意志的体现，社会主义法

律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建立和维护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的一种必要手段。其次，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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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的需要，“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

级，就其本性说，都要求由革命创造的新的法制

基础得到绝对承认，并被奉为神圣的东西”［５］。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也不例外，并且社会主义的

“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

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

负责”［６］。最后，无产阶级制定法律的目的是

为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政权。

无产阶级意志要上升为国家意志，取得政权是

首要条件。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是要把资产阶级

的法律体系彻底摧毁，对于其中涉及社会公共

利益管理的法律要批判地吸收，逐步进行社会

主义的经济改造，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构建社会

主义的法律体系。

　　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

发展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法学思想的历史

唯物主义立场和基本观点，把马克思恩格斯关

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学思想转

化为俄国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

践，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法学思想。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

１．对民主与专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科学解答

在民主与专制的关系上，列宁从国家制度

层面提出民主是专制的对立物。列宁指出，

“专制制度就是官吏和警察专权，而人民无

权”［７］。而民主制度则是同专制制度相对立的

国家制度形式，“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

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

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

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

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

平等权利”［８］。列宁指出，民主作为一种制度，

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资产阶级

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是前后相继但截然不同的

制度形式。资产阶级民主具有进步和虚伪的两

面性。一方面，它使“人类走到了资本主义，而

只有资本主义，凭借城市的文化，才使被压迫的

无产者阶级有可能认清自己的地位，创立世界

工人运动，造就出在全世界组织成政党的千百

万工人，建立起自觉地领导群众斗争的社会主

义政党。没有议会制度，没有选举制度，工人阶

级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９］２９５。另一方面，它

“不管怎样民主，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资本

家用来控制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机器”［９］２９４。

基于此，列宁对落后国家民主建设的原则进行

了分析。他认为，工人阶级不仅要反对封建专

制制度，同时还要反对伪平等和伪自由的资产

阶级民主制度。唯其如此，无产阶级才能建立

起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权，从而为确立真

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奠定基础。

对于社会主义民主与专政之间的关系，列

宁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是无产阶级民主与无产

阶级专政辩证统一的新型民主。这一民主与以

往任何时代的民主都有着本质区别。以往的民

主本质上是少数人对多少人的统治，而社会主

义民主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和

劳动群众享有民主，只对少数敌对分子实施专

政。这“是新的国家类型，新的最高的民主类

型，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是在不要资

产阶级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来管理国家的

一种方式。在这里，民主第一次为群众为劳动

者服务，不再是富人的民主”［１０］。在此意义上，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过渡性质的国

家制度。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阶

段需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巩固政权，为社会

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保驾护航。而无产阶级

专政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阶级剥削的法权关

系，组织社会经济和提高生产力，以及发展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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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文化教育活动。

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认为应当首先

通过革命斗争来争取政治自由。只有争取了政

治自由，才能团结工人和劳动群众，才能进行反

对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夺取社会主义

革命的胜利，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列

宁分析了无产阶级争取政治自由和资产阶级争

取政治自由的差别：无产阶级要争取的政治自

由是全体劳动者的彻底自由，是摆脱了一切压

迫和剥削的自由，实现这种政治自由的根本途

径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创造出高度发达的

生产力。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列宁开始探索苏

维埃政权、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监督三者有机结

合的途径。列宁提出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政治法

律制度改革的设想，对于今天仍然有重要价值。

其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权不动摇，同时把立法

权和执法权归还给人民代表。其二，将国家管

理纳入制度化、民主化、法制化和规范化轨道。

加强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建构，提高人民法律

意识，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调节利益关系。其

三，加强人民监督权。其四，改革国家机构，统

一法制，依法治国。司法机关实行垂直领导，独

立行使诉讼和审判权，严禁党的机关干涉司法

进程。

２．对社会主义国家法制建设的原则进行了

设计

列宁晚年在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一般

原理的同时，又将其与苏维埃自身的独特国情

相结合，在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方面，特别是

在国家制度的法制化方面提出了很多见解。

在立法方面，列宁高度认同普列汉诺夫的

观点：“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１１］在立法

实践中，列宁也严格贯彻这一原则。另外，列宁

还提出了法制统一的立法原则。他说：“法制

只能有一种，而我们的全部生活中和我们的一

切不文明现象中的主要弊端就是纵容古老的俄

罗斯观点和半野蛮人的习惯，他们总是希望保

持同喀山省法制不同的卡卢加省法制。”［１２］在

权力制约方面，列宁一直在探索防止间接民主

制实施过程中的权力过分集中的趋势，并提出

了以下思想。其一，权力监督的主体是人民，人

民监督权至上。在列宁的主持下，通过采用逐

步吸收、轮流替换的原则，从普通劳动群众中选

择优秀的工人、农民，建立了工农检查机构，并

不断提高这一机构的权限，把党的监督、行政监

督、法律监督与人民监督结合起来。其二，权力

监督的关键是党内监督，必须完善党内自我监

督机制。如若党内监督机构与党委两者意见相

左，应提交同级党代会或上级监察委员会解决。

其三，构建党、政、法、民一体化的监督体系。其

四，畅通监督活动渠道，充分发挥工会组织、信

访、新闻媒体等的监督作用。其五，监督活动必

须依法进行，法律监督是国家法定建设的关键

环节。

总之，列宁的法学思想坚持和贯彻了马克

思主义法学思想的一般原理，并且极力将其与

俄国的独特国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真正能够

促进俄国社会发展的法治道路。列宁在理论和

实践两个层面的上述探索，为我国的社会主义

法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中国化

及其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

义法学思想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

进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化。

１．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化的第一次飞

跃———毛泽东法学思想

毛泽东法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化的第一

次飞跃。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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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领导集体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

的结晶。毛泽东法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思

想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基本

精神

首先，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认

识法律。毛泽东曾说：“法律是上层建筑。我

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

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

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１３］１９７虽然随着社会主

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法律作为上层

建筑必将因其历史使命的完成而逐渐走向衰

亡，但是，毛泽东也强调法律的继承性，要求须

正确评价法律的历史作用，不能一笔抹杀，要做

具体分析。

其次，提出了立法工作的方法和原则。毛

泽东把劳动人民作为最广泛意义上的立法主

体，主张法律由人民制定，要体现人民根本利

益，要为人民服务，立法权既要统一，也要有特

殊。“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

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

搞章程、条例、办法。”［１３］３２他提出，立法工作要

把民主原则与社会主义原则相结合，要注意适

时变化，跟上时代发展需要；立法过程要把党的

领导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注重立法程序的合法

性；在提出判断立法好坏问题上，既要总结经验，

也要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要实事求是和切实可

行；在宪法对人民权利的规定上，提出“现在能

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１４］３２７，同

时立法要充分立足中国国情并借鉴别国经验，

特别是苏联和其他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的合理

成分。

最后，强调严格守法和依法司法。毛泽东

强调，法律“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

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

行”［１４］３２８。毛泽东特别强调要依法司法，公、

检、法三机关应各司其职，依法履行自己的

职责。

（２）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制理念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

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既有与国民党政府进

行宪政斗争的经验，也有在解放区制定宪法的

经验，从而形成了关于宪法问题的丰富思想。

在《新民主主义宪政》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草案》等著作中，毛泽东集中对宪法问题

作了深入阐述。毛泽东强调，宪法的制定要坚

持科学的态度，要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不照搬

别国的模式。这些思想对新中国的宪法建设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直接指导了我国社会主义制

宪工作。毛泽东指出，宪法的核心内容是民主

的政治，人民民主专政是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截然对立的新型民主政治。他不仅赋予新中国

的国体和政体以科学的内容，而且合理地将民

主集中制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为我国的政

权组织形式。毛泽东法学思想蕴含着重要的时

代价值。一方面，在革命战争年代，它为中国共

产党领导各根据地人民进行政权建设和法制建

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新中国成

立后，它又为保障人民民主、巩固新生人民政权

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另外，在社会主义建

设和探索时期，其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

本质的思想，以及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构建适

合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思想，即使在今

天仍然有着重要价值。

２．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化的第二次飞

跃———邓小平法学思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

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邓小平为核

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紧紧围绕

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实，

在继承毛泽东法学思想精髓的基础上，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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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形成了邓

小平法学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

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１）确立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指

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需

要，在法制建设中贯穿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是

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因为在清匪反霸、土地改

革、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在维护刚刚诞生的人

民政权的斗争中，如果不运用法律的专政和镇

压职能，就很难实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的划时代的历史转变。随着我国生产资料所有

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法制建设

的指导思想也应该适时转变。但是，随着“以

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

口号和理论的提出与贯彻，法律建设的指导思

想受到了“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扭转了这种局面，重新确立了党和

国家的经济发展任务与根本政治路线。党和国

家的工作重点由此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端

正了法制建设服务于中心任务的指导思想。由

此，我国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体发展战略。

这成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指导

思想。

（２）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的理念

邓小平法学思想内容丰富，其理论核心就

是健全法制，实现依法治国。早在 １９７０年代

末，邓小平就对社会主义法制问题进行了分析。

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重视法制建设。而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点是实现民主的法制化

和法律化，以保障人民民主。要实现这一目标，

就必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即通过切实可行的

法制建设打造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邓小平

同时还对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措施进行了分

析。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关键有三个

方面：完备的法律体系；严格的执法司法；普遍

的法律观念。针对当时我国立法不完备的情

况，邓小平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

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

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

‘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

变”［１５］。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提出，要根据实

际情况由简入繁地完备我们的法律，既要有紧

迫感，又要实事求是地循序渐进。我国由此逐

步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

法必究”的法治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不仅

确认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且从制

度上解决了人治问题，为法治创造了良好环境。

（３）确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法制建

设战略

继１９７９年《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

讲话后，邓小平曾多次提出“两手抓”的思想。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他根据不同历史条件从不

同角度对“两手抓”进行了全面阐述。中共十

四大报告对邓小平的“两手抓”思想作了系统

概括和阐发：“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

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

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１６］“两手抓”思

想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法律观。它表明，邓小

平将问题拓展到了经济社会建设和法制建设的

关系层面。他认为，经济和法制是两个相辅相

成的方面，只有真正在实践中将二者相结合，才

算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另外，他还指

出，加强法制建设不仅是经济建设的需要，也是

建立完善的法律监督制度的需要；为防止公职

人员腐化堕落，必须加强监督，只有实现监督方

式的法制化和监督程序的法制化，只有加强法

制化建设，才能真正确保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

才能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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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

法学意蕴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秉

承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特

质，始终把以人为本和将社会主义建设纳入制

度化、科学化的轨道作为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核心理念，在以人为本

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与

实践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的价值取向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体现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即维护以

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

济制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以先进

生产力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和以先进文化为代表

的精神文明为发展的主要途径，以维护和实现

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目标的价值取向。科

学发展观则进一步提出尊重和主动运用客观规

律来实现“五位一体”的统筹协调发展，把发展

的落脚点和着眼点放在以人为本上，着力解决

人民群众的现实问题，实现好人民的根本利益

和长远利益。从根本上讲，以上两方面的价值

取向充分体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人民民

主专政的本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

发展观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提出了以人为本和

科学发展的战略路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则从具体实践上提出了保障实现人的公

平正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抽象和概

括，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价值取向。

（２）“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所

蕴含的法治精神

良好的社会秩序是实现公平正义和个性自

由发展的前提，公平正义和个性自由的实现又

是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基础。这两个方面相辅相

成，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精神。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

路蕴含着法治精神和法治秩序的诉求。其一，

追求社会和谐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

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谐是指人们在法治

轨道上遵章而行、互信互助，这正是法治精神的

内在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最广大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

本、统筹、协调、可持续，这些都是对和谐秩序的

抽象和概括。其二，尊重人民权利、保障人民利

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价

值目标。社会主义法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

的必然阶段，其最基本的要求是促进社会主义

经济的发展，保障人的生存权，让人有尊严地活

着，其最高要求是保障人的全面发展的有序实

现。也就是说，尊重人民权利、保障人民利益是

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客观要求。“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价

值诉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原则，把人的权

利、利益放在国家制度设计和发展目标设计的

核心地位，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客观

要求。

（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

依法治国的重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

念需要通过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实践来实现，

而谁来组织、协调和引导社会多元利益群体的

力量，如何推动发展、实现发展目标、发展的机

制和保障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必须在我国全

体社会成员中达成共识，以形成规范化的社会

规则。因此，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规范

化、法制化是坚持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与科学发展观的必由之路。对此，１９９７年中共

十五大作了系统阐述：“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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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

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

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

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

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

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

变。”［１７］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依法治

国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内容和重要任

务，并把致力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作为推进依法治国的首要课题。可见，无论

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建设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

展观转化为发展动力的必由之路。

４．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法治的重要论述

及其思想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致力于加快推进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围绕着这个主题，习近

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

列新概念、新思想和新部署。这些关于法制建

设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的命脉，逐步形成了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和全面深化改革为重要动力的治国理政战略，

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的

关切，稳步推进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

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进程和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制建设的重要论述具

有鲜明的特征。其一，摈弃了法制“工具论”或

“目的论”，从人的存在和思维方式维度定义法

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真正抓住

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精

髓。其二，打破了经济基础与法律上层建筑之

间关系的“决定论”和“适应论”的传统思维模

式，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符合法律要求和遵

循法治轨道，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辩证

唯物主义的灵活运用。其三，深化了从制度上

改变人治传统的改革，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

政的基本方式，推动我国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

系真正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轨道。其四，在

深刻总结科学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法治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直面问题、大胆改革，强力推进

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若干重大疑难问题

的战略部署，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实事求是、

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概而言之，习

近平法治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１）明确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推进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

设的系列讲话中，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上升到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全局和长

远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

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

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

问题。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

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

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

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

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

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

与法治不彰有关。”［１８］１２这是继中共十五大提出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目标后，

首次把依法治国的实践经验上升为道路和体

系。它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本

质内涵是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起来，表明我国要把法治作为国家

治理模式的基本内容。它不仅鲜明地体现了中

国政治制度的原则和特征，而且进一步赋予马

克思主义法学观和法学思想以新的时代内涵。

因此，它不但没有脱离现实，反而牢牢立足于中

国大地，并且致力于将法治建设的推进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更加紧密地有机统一

起来，以构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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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为重要法理支撑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依法治国、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需通过一系列彼此紧密

联系的制度建设来进行，需从整体上协调推进。

“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

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

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

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１８］１５具体而言，在总

体框架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发展了“有法

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思想；

在依法治国的根本宗旨上，更加强调要坚持人

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加注重

将法治作为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形式；在

依法治国的具体实施上，提出要把以宪治国作

为依法治国的首要任务，“法治权威能不能树

立起来，首先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必须把宣

传和树立宪法权威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

大事项抓紧抓好，切实在宪法实施和监督上下

功夫”［１９］。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必须立足

于时代的发展，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转变，

全面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

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的法治

实践。这一系列思想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是大而化之地谈论法治，而

是力图把法治具体到社会领域的每一个环节及

其运行过程中，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

践的有机体，并着力于在实践中整体、协调、有

序推进。

（２）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

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还深刻揭示了依法治国的内

在精神和价值取向，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的理论体系。他高度重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

师。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法治是

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

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

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

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１８］８。正

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指出，党和国

家要树立法治信仰，通过法治来形成人民共识、

凝聚社会力量，使法治成为每一个公民的生活

方式，让社会相信法律，让人民主动运用法律来

维护个人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同时，还要让法

治成为每一个领导干部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方

式，要让他们敬畏法律，带头遵守法律，自觉捍

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在社会秩序中的权

威。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

须在法律的轨道上进行，只有以法律和法治为

支撑，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全面深化改革，要着重处理好以下三种关系或

问题。

其一，处理好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彼此促进。

一方面，要打击犯罪，保障人民权利，协调社会

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另一方面，要

发挥法律实践特别是司法裁决对社会的教育、

评价、指引和示范等职能，把公民意识引导到自

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依法行使权利

和自觉履行义务的方向，从而形成知荣辱、明善

恶、重品行、辨是非的良好社会道德风尚。

其二，处理好党的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西方法治有着本质不

同，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全国各项事业

的领导核心，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

法治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阐明。从

本质上说，这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关系。一方

面，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必须领

导全国各族人民制定和完善各项法律制度；另

一方面，党的领导又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也就是说，党不但要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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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要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只有这样，才

能真正实现全面依法治国。

其三，处理好司法公正问题。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

他指出，司法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

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让人民在

司法中充分感受到公平正义。在司法实践中要

坚持密切联系群众，改变作风，通过内部机制的

优化，让人民群众打官司不再成为困难的事情。

他还提出，应通过规范司法程序、健全防范干扰

制度和严格对司法过程的监督，充分保障司法

独立不受其他因素干扰，提升司法公信力，确保

法律得到正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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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轻工业学院 思政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马克思法学思想奠立于对传统法学的变革和超越。构建“法的形而上学

体系”的实践使马克思意识到了传统法学的困境。基于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

观三重维度的批判，马克思克服了传统法学割裂应有与现有的局限，确立了历

史唯物主义的法学观。立足于此，马克思对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科学解答，构

建起自己的法学思想：一是揭示了法律的本质和根源，认为法律本质上是阶级

意志的观念表达，根源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及其利益对立；二是剖析了法

律的阶级属性，认为统治阶级不但决定着法律的制定，而且主导着法律的颁布

和实施；三是澄清了法律的生产机制，认为统治阶级的法学家是法律这种独特

精神生产的主体，他们负责将符合统治者利益的法权关系上升为法律精神和意

识形态；四是揭批了资产阶级法律的本质和局限性，在肯定资产阶级法律历史

进步性的同时，批判了其维护资产者权益的虚假性和虚伪性；五是对无产阶级

法律及其建构原则进行了阐发，揭示了法律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本质联系，

指出了无产阶级法律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实现途径。马克思法学思想的内容

丰富而深刻，它所蕴含的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给予我国法治建设以重

要的理论支撑和方向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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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的法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

成部分。针对传统法学的困境，马克思对其进

行了彻底的前提批判，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

法学观。立足于此，马克思对一系列基本问题

进行了深入剖析，理清了法律的本质、根源、阶

级属性和生成机制。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揭示

了资产阶级法律的本质及其局限，并就无产阶

级法律及其建构原则作了深刻阐发。这些思想

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尤其是全面依法治国有着重

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马克思对传统法学困境的认识

马克思出身于法学世家，其祖父和伯父是

著名的法学专家，其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

位知名律师，曾经是特利尔城市的高级诉讼法

庭的法律顾问，多年来一直担任特利尔律师协

会主席。［１］青年马克思一度深受其父亲的影响，

经常与父亲探讨交流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等

人的法学思想。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家庭氛围影

响下，马克思在大学时代选择了法学专业，主攻

法律。

进入波恩大学后，马克思涉猎了许多法学

典籍，先后学习了六门法学专业课程：《法学全

书》《法学纲要》《罗马法史》《德意志法学史》

《欧洲国际法》《自然法》。他深受当时两位杰

出法学教授影响：一个是弗里德里希·卡尔·

冯·萨维尼；另一个是爱德华·甘斯。萨维尼

是历史法学派的代表，甘斯是黑格尔法学派的

代表。这两个学派的对立不仅体现在理论层

面，而且表现为政治立场上的差异。历史法学

派主张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诉诸历史，以引

出现实法律的基本要素。［２］８０作为黑格尔的信

徒，甘斯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法学思想的基本

原则，赋予其不乏激进色彩的自由主义立场。

在他看来，“绝对精神”绝没有在黑格尔指认的

普鲁士国家道成肉身，受其辩证本性决定，它必

将进一步发展从而使自身本质更为充分地展

现。因此，甘斯认为，历史法学派的症结就在于

他们否认了法的能动性。“如果他们想把这种

理解和这种力量换成过去时代的编年史或历史

学派的法典，那结果多半会是一个不中用的代

用品。”［２］８４总的来说，甘斯将黑格尔的思辨辩

证法运用到法学研究中，极力强调法律与社会

之间的辩证联系，并认为法律与世界历史发展

之间是内在共生关系。

甘斯自由主义的辩证法学观给予马克思以

重要影响，青年马克思坚定了自己的自由主义

立场，并赋予其充满思辨色彩的哲学意蕴。在

甘斯（实际上也包括萨维尼）的影响下，马克思

逐渐从纯粹的法学研究转向了法哲学研究，即

力图从哲学角度研究法律的本质。马克思在

１８３７年拟定了写作一部法哲学著作的计划，在

１８３７年１１月１０日给父亲的信中，他展示了该

计划中的写作纲要。纲要表明：马克思“试图

使一种法哲学贯穿整个法的领域”。为此，马

克思一度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不仅写作了一个

由“若干形而上学的原理”组成的“导言”，“并

且把这部倒霉的作品写到了公法部分，约有

３００张纸”［３］７。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

做法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马克思明显地感

到这项工作难以为继，以至于最终不得不放弃。

马克思究竟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这

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同样是现有之物和应有

之物的对立，这种对立是理想主义所固有的，是

随后产生的无可救药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３］７

显然，马克思在这里真切地意识到了传统法学

思想的局限性。也就是说，他充分意识到传统

法学流派割裂应有与现有、将抽象的应有凌驾

于现有之上并对之进行先验统摄的固有局限。

一旦意识到这一点，马克思就立即看出了自己

“作品”的缺陷所在。这个“法的形而上学的东

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

·４２·



聂海杰：马克思的法学思想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

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

内容更空洞而已”［３］７。它不但没有抓住真理，

反而成了“认识真理的障碍”，“在这种形式下，

主体围绕着事物转，……可是事物本身并没有

形成一种多方面展开的生动的东西”［３］８。马克

思原本认为，通过先验地将实体与形式分割开

来就可以实现对法的本质统摄，这种做法却导

致法的内容与形式发生二元分离，以至于只是

“把材料作了其作者至多为了进行肤浅的和表

面的分类所能够作出的划分，但法的精神及其

真理却消失了”［３］９。最终马克思不得不面对这

样一个结果：“我看到了整体的虚假，这个整体

的基本纲目接近于康德的纲目。”［３］１１这实际上

是宣告了整个研究本身陷入困局。表面上看，

这是马克思法学研究的迷失；究其实质，这是马

克思对传统法学困境的深刻体会和洞察，是一

种觉醒。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法学思想与传统法学

思想有着特定的思想渊源，他深谙传统法学思

想的原则，并力图去建构一个完满的法学体系。

然而，传统法学思想割裂应有与现有的先验悬

设，从根本上制约并限制着马克思的法学研究，

构建“法的形而上学的体系”的失败，使得马克

思充分意识到了传统法学的困境。因此，如何

从前提上破除这一困境，就成为马克思构建自

己法学思想必须解决的课题。

　　二、马克思法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旦意识到传统法学的困境，马克思就着

手对其展开批判。这一批判并不是针对传统法

学的具体观点，而是针对其整个思想体系。从

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对传统法学的批判，其实

质是对传统法学的变革。立足于世界观、历史

观和价值观这三个层面，马克思对传统法学展

开了彻底的前提性批判。这一批判不仅克服了

传统法学的局限，也为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

确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首先，马克思从世界观层面解决了传统法

学的形而上学问题。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为该

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思想支撑，马克思自觉

将其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马克思认为，

“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

身，而决不允许任意划分；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

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

自身中求得自己的统一”［３］８。可见，马克思充

分汲取了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辩证法思想。

然而，马克思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

不同于黑格尔将辩证法思辨化为先验地构造世

界的逻辑始基，马克思明确地将辩证法看作对

世界本质进行理性统摄的原则。马克思将这种

思辨且辩证的方法贯彻到自身法学研究中，从

世界观层面扬弃了人们对法和法律本质的先验

建构。他充分认识到法律的现实性，愈发深刻

地意识到法律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本质联系。在

马克思看来，法律并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与社

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无论是德皇威廉四世新版

书报检查令的出台，还是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

自由的激烈辩论，这些活生生的事例都告诉人

们，法律与社会中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有着

密切的联系，本质上是这些阶级和阶层争取自

身权益的工具和手段。这样，马克思就从前提

上颠覆了传统法学的抽象性和先验性。

其次，马克思从历史观层面破除了传统法

学的唯心主义性质。由于传统法学无法揭示法

律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联系，所以，其历史观

充满唯心主义色彩，法学家们都把法和法律看

作某种纯粹精神或意志的化身，以致最终陷入

唯心主义幻想。与之相反，马克思极力强调法

和法律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本质联系，极力

突显法和法律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关

系。这种倾向在《莱茵报》时期就已经有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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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马克思扬弃了以往法学家们的抽象静止视

角，强调法和法律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动态关

系，强调法和法律随着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变动

性，凸显了法和法律对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能动

反作用。这种辩证的法学历史观在《德法年

鉴》时期表现得愈发明显。马克思自觉地站在

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对资产阶级法权展开了猛

烈批判，并深刻揭露了其自由、平等、博爱的虚

假性和虚伪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

思进一步追溯了法和法律的根源，并对其本质

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界定。马克思因此彻底

实现了自身法学历史观的变革，从根本上破除

了传统法学思想的唯心主义性质。

再次，马克思从价值观层面克服了传统法

学的先天局限性。以往的法学家们口口声声说

要为全社会和全体人民谋利益，并试图一劳永

逸地给法律下一个完美的定义。然而，事实上，

他们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代表，他们的法学思

想本质上是其地位和权力的意识形态诉求。因

此，传统法学的价值观带有先天的局限性。那

些法学家们往往是从统治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出

发对其进行粉饰，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统治

阶级的辩护者。与以往法学家们偏狭的阶级立

场不同，马克思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牢

牢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根本的出发点，

自觉地将无产阶级立场作为自身法学思想始终

秉持的价值观。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无论

是对“林木盗窃法议案”的辨析，还是对“摩泽

尔农民贫困问题”的批判，始终都鲜明地把维

护“贫民阶级”［４］的利益作为其价值取向。在

关于新闻出版自由问题上更是如此。马克思认

为，“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

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５］１７９。马克思深刻剖

析了书报检查令和其他钳制人民自由的法律制

度的特点，并且将斗争的锋芒指向普鲁士封建

国家，作出了必须消灭这种有着固有痼疾的法

律制度的结论［５］１３４。自《德法年鉴》时期开始，

马克思实现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彻

底转变，坚定了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从根本上

实现了对传统法学抽象价值观的扬弃和超越。

总之，马克思不仅深谙传统法学观及其思

想的局限性，而且基于原则高度对其进行了彻

底的前提性批判。这一批判颠覆了传统法学的

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确立了与其根本对立

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学观，马克思由此实现了

对传统法学的变革和超越，也为马克思主义法

学思想的确立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

　　三、马克思法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高度，剖析了法律的

本质和根源，揭示了其与国家和社会发展之间

的辩证联系，凸显了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阶级

属性及其独特的生产机制。不仅如此，马克思

还深入剖析了资产阶级法律的本质和局限，深

刻阐发了无产阶级法律的建构原则。这些思想

不仅是马克思关于法律问题的科学认识，而且

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原理

支撑。

１．揭示了法律的本质和根源

依照马克思的看法，法律并不是传统法学

家所认为的纯粹主观的意志，而是与国家和社

会的发展有着本质联系。“正是由于特殊利益

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

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

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

式。”［６］于是，旨在弥合这种利益断裂并主要地

是为了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制度即法律就随之产

生。“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

必须把自己的力量构建成国家外，还必须使他

们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具有国家意

志即法律这种一般表现形式。”［７］３７８因此，法律

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东西，而是适应于一定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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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基础并依附于特定阶级统治的政治制度，它

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本质上是弥

合国家和市民社会矛盾的政治工具和手段。所

以，历史地看，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产物。当社会生产力及其分工推动着原始公

有制变为私有制时，代表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

共同体即国家就成为某一个阶级的统治工具。

为了维护本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利益，统治阶级

力图将自身的阶级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进而

以法律的方式确立下来。

２．剖析了法律的阶级属性

法律的类型（形式）虽多种多样，但法律的

本质（内容）是固定的。马克思认为，“无论是

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

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８］。然而，法律并不是

被动地反映经济基础，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

成部分，法律以其独特的内容和形式对经济基

础起着能动的反作用。一方面，法律是统治阶

级意志的集中反映；另一方面，法律又深刻地反

映着社会中各阶级的地位及其利益关系。这就

决定了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绝非任意，而是深刻

地受到统治阶级的支配和主导。因此，社会中

的任何一项法律都带有统治阶级意志的鲜明烙

印，深层地反映着现实中的阶级关系及其利益

争斗。“个人明天的自由意志是否会觉得自己

受到它昨天帮助制定的那些法律的约束，这就

要看在这段时期是否出现了新的情况，个人的

利益是否已经改变，以至昨天制定的法律已经

不再适合这些改变的利益了。如果这些新的情

况侵害了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这个阶级

一定会改变法律。”［７］３８４正是如此，法律领域往

往会成为各阶级的矛盾及其利益博弈的重要场

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别是革命动荡时

期），法律不仅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工

具，而且也会成为被统治阶级（特别是革命阶

级）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重要斗争手段。在此

意义上，法律就成为一种给予经济社会发展以

极大能动反作用的意识形态。

３．澄清了法律的生成机制

马克思认为，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并非主观

任意，而是有其特定的生成机制。与物质生产

相比，法律的创制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法

律是由人来制定的，人是创制法律的主体。但

问题在于，究竟是谁主导着法律的制定？马克

思认为，答案只能是社会的统治者。“支配着

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

资料。”［９］５５０统治者不仅是物质生产的掌控者，

而且也支配和主导着精神生产，“就是说，他们

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

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

配”［９］５５１。然而，统治者本人一般不会亲自制定

法律，而是往往由其内部一个思想家阶层即法

学家来承担这项任务。

法学家的首要工作是真实地反映他所从属

的阶级的利益，从而把该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

的观念和范畴，上升为法律。在这里，统治者对

全社会的统治权是法学家创制法律的基础。

“法、法律等等只不过是其他关系（它们是国家

权力的基础）的一种征兆，一种表现。”［７］３７７所

以，根本而言，他们的任务就是将社会中由统治

者支配和主导的法权关系转化为法的观念和思

想，变成法律。统治者是一个由多阶层组成的

集团，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这些个人通过法律形式

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同时使其不被他们之中任

何一个单个人的任性所左右，这一点不取决于

他们的意志。”［７］３７８因此，法律不可能无差别地

反映所有个人的权益，而是集中地反映整个阶

级的统治意志。所以，法学家工作的第二步就

是赋予法律以独特的形式。既然统治阶级的统

治必须采取个人统治的方式，而他们统治的目

的则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自身的地位和权益，那

·７２·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第１７卷第６期

么，由他们的法学家所创制的法律就必须反映

“由 他 们 的 共 同 利 益 所 决 定 的 这 种 意

志”［７］３７８。于是，这种阶级使命就仿佛像绝对

命令一样推动着法学家采取一种先验的方式

去创制法律。统治者的利益“既然被确定为

普遍利益，就可以由意识想象成理想的，甚至

是宗教的、神圣的利益”［７］２７３。这种景象在哲

学家们那里非常普遍。哲学家们惯常将思想

和观念与现实世界二元分割，以构造出一个独

立的思想王国。法学家也是这样做的，“在这

里也可以使法脱离它的现实基础，从而得出某

种‘统治者意志’，……并且通过自己的创造物

即法律而具有自己独立的历史”［７］３７９。因此统

治者的地位和利益就完全被纯粹化为法的观念

和思想，他们的阶级意志就因此被先验地夸大

和拔高为全社会利益的代表，“这样一来，政治

史和市民史就按照意识形态的方式变成了一个

个相继出现的法律的统治史”［１０］。如此，法学

家就实现了自身的使命，完成了法律的创制。

４．揭批了资产阶级法律的本质和局限性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法律本质上是反映

与维护资产者地位和利益的意识形态。在资产

阶级革命时期，作为革命阶级代表的资产者往

往会将法律作为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武器。

法律不但是他们谋取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而

且往往也会成为他们号令群众的革命意识形

态。然而，一旦资产者夺取了国家政权，一旦资

产阶级成为新的统治阶级，法律的本质就发生

了质的变化，其革命性即作为革命阶级的意志

这一属性就被淡化和消解。对此，马克思恩格

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了深刻揭示：“你们的

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

……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

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１１］４８不过，与此前时代

的法律相比，资产阶级的法律又有其自身特点。

以往的法律（例如封建时代）是等级制的直观

表现，即它直接地反映着社会中各阶级（尤其

是统治阶级与所有被统治阶级）的地位及其真

实处境。而在资产阶级时代，法律维护统治者

地位和权益的本质却被披上了抽象的外衣。以

普选权为例，相对于封建等级制，资产阶级的普

选权毫无疑问具有历史的进步性。然而，这种

根本上维护资产者权益的选举制度却具有极大

的欺骗性，它一方面宣称人人都有选举和被选

举的权利，另一方面却“让私有财产、文化程

度、职业以它们固有的方式，即作为私有财产、

作为文化程度、作为职业来发挥作用并表现出

它们的特殊本质”［１２］。这些条件极大地限制着

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根本不可能分享权力。

至于资产阶级法律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

爱”更是充斥着意识形态欺骗和谎言，“隐藏在

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１１］４２，究

其实质，它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抽象

表达。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法律具有二

重性：一方面，它是资产者的革命意识形态，反

映了资产者反抗封建统治者的革命意志；另一

方面，它又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地位和利益的

工具，充满着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５．阐发了无产阶级法律及其建构原则

马克思虽未提出“无产阶级法律”这一范

畴，但在其法学思想中蕴含着关于无产阶级构

建自身法律的深刻观点。其一，无产阶级必须

重视法权斗争。这是任何一个力图上升为统治

者的革命阶级都必须重视的事情，这对于身处

资本时代、革命力量尚不强大的无产阶级来说

尤其重要。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估计自

己的力量，并公开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和自己

的党的观点”［１３］３９３，无产阶级不但不能放弃资

产阶级法律所赋予自己的选举权，而且还要积

极提出自己阶级的候选人。［１３］３９３－３９４其二，无产

阶级的法权要求必须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根本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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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在《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这部重要文献

中，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阐发：一是将建立统一

的民主共和国作为政治目标；二是将消灭私有

制作为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斗争取向；三是将

人民主权确立为新型的无产阶级政权的根本性

质。［１３］３８６－３９２其三，马克思还对无产阶级法权实

现的条件和途径作了深刻剖析。马克思认为，

无产阶级法权的实现必须奠基于消灭私有制的

社会革命。“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

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

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

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

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

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

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

者手中。”［１３］３８９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无

产阶级专政，它有着不同于以往革命的彻底性，

其最终目的是消灭私有制及其阶级统治。因

此，只有通过这种彻底的社会革命，只有在无产

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中，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

群众才能享受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法权。

　　四、马克思法学思想对我国法治建

设的启示

　　马克思法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法学提供了

原则和方法，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着重

要启示。马克思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唯物史

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我们今天推进全面依

法治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首先，马克思法学思想的阶级立场是我国

法治建设必须坚持的价值观导向。我国社会的

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法治建设的性质，它

本质上是党治理国家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我国

的国家政权与旧时代专制国家和现时代西方国

家政权有着本质区别：它不再是少数人统治多

数人的“虚假共同体”，而是新型的人民民主专

政；它不再是维护私有制及其阶级统治的工具，

而是人民民主和专政的统一。因此，我国法治

建设必须始终秉承马克思法学思想的阶级立

场，坚定不移地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

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事实

上，“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

一条基本经验”［１４］。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

我们不仅要继续坚持这条经验，更要在新的时

代条件下对其进行丰富和完善。

其次，马克思法学思想的基本观点是我们

解决法治建设难题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我国法

治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转

变。在这个历史转变过程中，我们必然会遇到

一系列难题，例如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

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

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部

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

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

办事观念不强，知法犯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

在。［１５］马克思法学思想为这些难题的破解提供

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一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提升党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二是必须坚持

人民主体地位，引导人民知法、懂法、守法、用

法；三是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将此作为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四是必须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出发，将马克思主义法学

思想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有

机统一起来。

最后，马克思法学思想所蕴含的历史唯物

主义方法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方向指引。全

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的关键一环，而“四

个全面”又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组成部分必

须相互协调、和谐一致。因此，全面依法治国必

须处理好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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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系。为此，我们必须重视

蕴含在马克思法学思想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方

法。我们要立足于唯物辩证法，把握住“四个

全面”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以此凸显全面依

法治国在“四个全面”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

面，全面依法治国为其他“三个全面”提供了不

可或缺的法律支持和制度支撑：全面深化改革

的问题和矛盾的处理必须诉诸法制的健全和完

善；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确保党的领导在宪法和

法律范围内活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将维

护人民法权作为重要旨归。另一方面，其他

“三个全面”又反过来给予全面依法治国以重

要的影响：只有不断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

依法治国才能获得不竭的时代动力；只有坚持

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才能够真正落到

实处，并有效促进全社会的法治建设；只有加快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全面依法治国的理

念才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最终走

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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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 故宫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９

摘要：现在几乎所有言说张伯驹者，开篇总说，张伯驹早岁名列“民国四公子”，

并认可“民国四公子”的提法形成于１９２０年代初。可当时张伯驹的生活甚是平
淡无奇，声名不著，也没有表现出一位“公子”应有的风范，作为张镇芳这位曾被

判处极刑之人的儿子，是不会被人们列为“民国四公子”的；从组成上来看，实际

上也不可能存在所谓“民国四公子”这样的组合。为了收藏文物，张伯驹时常一

掷千金，有人就认为“张伯驹为抢收中华稀世文物而不惜倾家荡产”。事实上，

从张伯驹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他非凡的学识与眼力来看，张伯驹收藏古字画，虽

然花费巨大，但也不至于倾家荡产。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一种说法：张伯驹因字

画得罪了康生，其与陈毅的关系非常密切，经常来往。其实并非如此。张伯驹

曾说自己一生只和陈毅见过两次面。此外，所谓的“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

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说法。总之，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人物纪念，都必须遵循

实事求是的原则，切不可有意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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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文化名人和故宫博物院，张伯驹

（１８９８—１９８２）应该算其中的一位。张伯驹，河

南省项城市人，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

好好先生，是中国２０世纪的“大玩家”，琴棋书

画诗词戏曲样样精通，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

京剧艺术研究家、诗人等身份于一身。其与潘

素的旷世情缘，坎坷的人生浮沉，因写陈毅挽联

获毛泽东主席夸赞而得以落户北京等经历，使

其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尤其是，他从３０岁爱好

收藏，发展到嗜书画成癖，醉心于中国古代字画

名迹，一掷千金，买下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的

《平复帖》、传世最古画迹隋代展子虔的《游春

图》等，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记录了所藏书画

名迹１１７件。张伯驹以保存重要文物使其不外

流为己任，１９５０年代以后，陆续将收藏的书画

名迹献赠毛泽东主席或捐献国家，化私为公，令

人肃然起敬。

张伯驹与故宫博物院的关系很简单，也很

清晰：１９４７年张伯驹被故宫博物院聘为专门委

员，在协助故宫博物院收购清宫流散书画方面

做出了贡献［１］；张伯驹在《新民晚报·造型》副

刊刊出《故宫散失书画见闻记》，披露了《中秋

帖》（东晋王献之所书）与《伯远帖》（东晋王繤

所书）的不幸散失，后经周恩来总理指示，故宫

博物院以重金收回此二帖；张伯驹的捐献加上

故宫博物院的购置，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

的《游春图》、李白的《上阳台帖》、杜牧的《赠张

好好诗》等２２件张伯驹收藏过的书画名迹，已

经成为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收藏。

随着中国历史上第四次收藏热的勃然而

兴，作为“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的张伯驹为越

来越多的人所了解，越来越得到学界的关注，张

伯驹研究会在各地陆续成立，张伯驹纪念馆也

陆续兴建，各种纪念会先后召开，有关张伯驹的

研究文章、著作越来越多，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但现在的研究论说，颇有演绎的成分，如果任其

发展下去，势必以非为是，混淆历史真相，不能

再现真实的张伯驹。鉴于此，本文拟对张伯驹

研究中几个广为流传的观点进行辨谬，希望能

有助于人们客观、真实地看待张伯驹。

　　一、所谓“早岁名列民国四公子”的

说法并不存在

　　现在几乎所有言说张伯驹者，一开篇总是

说：张伯驹早岁名列“民国四公子”。一些工具

书，如《２０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中国艺

术家辞典》《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辞典》《吉林

省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家辞典》《历代藏书家

辞典》等，都说张伯驹与张学良、袁寒云、溥侗

并称“民国四公子”。

乍一听，张伯驹出身豪门，多才多艺，潇洒

风流，颇具传奇色彩，就像今天人们所说的“官

二代”，冠其名曰“京城四少”之类，应该没有问

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学界对于“民国四

公子”之说，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都认可：１９２０

年代初，“民国四公子”之说在南方出现，并逐

渐被京津沪上层社会所公认。张晨怡［２］认为：

“在民国上层社会中，素有四公子之说。这些

公子皆出身名门，或为军阀政要之子，或为商界

名流之后，或为清朝皇族宗室。但究竟所指何

人，却说法各异，而这些公子们的事业发展、兴

趣爱好与个人命运，也都存在巨大的差异。”马

勇［３］曾对“民国四公子”都有谁这一问题进行

过梳理，他归纳出四种说法：一是指陈锦堂、袁

克让、张伯驹、宋传兴组合；二是指袁克文、溥

侗、张伯驹、张学良组合；三是指袁克文、卢小

嘉、张伯驹、张学良组合；四是指孙科、张学良、

段宏业、卢小嘉组合。马勇认为，“不过要说民

国时代，或民国初年的四公子，恐怕还是应该以

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归纳更接

近事实，大致有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卢小

嘉、张孝若、溥侗六人备选。如果继续筛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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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公认的‘民国四公子’可能就是袁克文、张伯

驹、张学良和溥侗四个人了，因为只有他们四人

具有司马迁对战国四公子志向行事大节的点评

（特征）：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有担

当有肩膀，有艺术文学创造力或鉴赏力，风流倜

傥，雅而不俗，敢做敢为，敢爱敢恨，乐善好施，

风流而不下流，对民族对国家有贡献有热

忱”。［３］王忠和甚至专门编著《民国四公子》一

书，该书《写在前面》说：“末代皇帝溥仪之族兄

溥侗、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河南都督张镇芳之子

张伯驹、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均为民国

初年京津沪上层社会颇具传奇色彩之豪门子

弟，人称‘四大公子’或‘民国四公子’。”“‘民

国四公子’的说法亦有他本，袁克文、张伯驹、

张学良三人各本皆榜上有名，卢永祥之子小嘉、

张謇之子孝若、张之洞之子张权亦曾列于其中。

本书所取是依民国年间社会最为通行之说法。

‘民国四公子’的提法形成于 ２０世纪 ２０年

代初……”［４］

本文征引的张晨怡、马勇、王忠和三位的论

说只是例举而已，其实还有不少文章，如智效民

的《民初“四大公子”中的张伯驹》［５］、魏泯的

《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中的文艺通才》［６］、邢

建榕的《民国四大公子之一张伯驹绑架案》［７］、

周利敏的《张伯驹绑架案轰动上海滩》［８］、吴用

的《“民国四大公子”的风雨人生》［９］、王凯的

《“民国四公子”的风雨人生路》［１０］和《民国四

公子：名副其实的“官二代”》［１１］、汪上荷的《民

国“京城四少”的范儿》［１２］、殷晓章的《“民国四

公子”张伯驹传奇》［１３］、朱浩云的《各领风骚的

民国京城四公子》［１４］、王?的《公子风流散人间

遗恨长———写在张伯驹诞辰 １１５周年之

际》［１５］，就连王忠和、荣进编写的张伯驹传，书

名都是《生是长穹一抹风：民国公子张伯

驹》［１６］，其他张伯驹传记著作，如任凤霞、迟秀

才的《张伯驹与潘素》［１７］、刘军的《大收藏家张

伯驹》［１８］、任凤霞的《一代名士张伯驹》［１９］、楼

宇栋、郑重的《张伯驹》［２０］、张恩岭的《张伯驹

传》［２１］、寓真的《张伯驹身世钩沉》［２２］等，都无

例外，可见“民国四公子”说的影响之大。

以上例举表明，许多学者都把“民国四公

子”当成了客观事实，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此说

是否属实。但如果真有“民国四公子”之说，又

是由何人在何时、何地先说出来，或先用文字记

下来，在报刊图书上刊登出来的？之后都有哪

些书报刊在继续散布？即使如大家众口一词的

说法———“‘民国四公子’的提法形成于 １９２０

年代初”，但没有一位学者告诉我们这种提法

出自何处。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据库

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民国期刊库、申报库等

海量数据为我们搜检文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但我们检索的结果是：民国时期没有关于“民

国四公子”的信息。笔者所见最早关于“民国

四公子”的文字出自张伯驹手笔，他于１９７０年

代前期在中央文史研究馆所著的《续洪宪纪事

诗补注》中说：“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

（按：袁克文），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

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又有

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

张学良。此说盛传于上海，后传至北京。前十

年余居海甸，人亦指余曰：此四公子之一

也。”［２３］之后，张伯驹在《也算“奇缘”———我与

陈毅元帅》中又提及：“六六年‘文化大革命’

起，宣传部所属文教部门被冲击，我的帽子为封

建余孽、反动学术权威、四公子之一、康生点名

的大右派、陈大炮（造反派称陈毅元帅为陈大

炮）的死党，尤以因写《春游琐谈》笔记，称为春

游社反党集团，全国皆有组织。”［２４］或许近代确

实有“四公子”的说法，但绝不是所谓的“民国

四公子”，因为张伯驹自言“人谓近代四公子”，

此言“近代”而非“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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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四公子”说法产生的时间。学界

的认定和张伯驹的自言，显然有着巨大的时间

差。学界认定“‘民国四公子’的提法形成于

１９２０年代初”，固然是为了避开袁克文（１９３１

年死于天津），但我们要分析在１９２０年代初有

无形成这种说法的可能。

张伯驹１８９８年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市阎楼

镇，其生父是张家老六张锦芳。张家老五张镇

芳是张家唯一考中进士做官之人，遗憾的是两

个子女先后夭折。１９０５年，７岁的张伯驹过继

给时任长芦盐运使的张镇芳，来到天津。张伯

驹曾自述：“八岁至十四岁住天津，在家中私塾

上学，十四岁曾入法政学堂，肄业，十五岁随父

去河南开封，十七岁在北京，十八岁入中央陆军

混成模范团骑科肄业，二十岁毕业，二十一岁

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后改任长江巡阅使

署咨议（在蚌埠）。后安徽督军倪嗣冲病故，

二十三岁去职，二十四岁任河南暂编第一师参

谋，四省经略使署咨议（皆名誉职），二十六岁

任陕西省军署参议（在西安），二十八岁去职，

二十九至三十七岁任盐业银行经理（在上海、

南京）……”［２５］可以说，１９２７年以前，张伯驹的

生活过得很平淡。张伯驹３０岁以后的人生发

生了重大转折，逐渐将重心转移到自己钟爱的

传统艺术上。他自述：“我三十岁开始学书法，

三十岁开始学诗词，三十岁开始收藏法书名画，

三十一岁开始学京剧。”［２５］当然，也就从这时开

始，张伯驹徜徉花街柳巷，吃花酒，得识潘妃

（后改名素），惊为天人，才有了后面的美满姻

缘。这些都基于张伯驹子承父业，任职盐业银

行，有经济后盾、有职有闲的家庭背景。

谢燕［２６］试图给出一个“民国四公子”的时

间断限，并探讨了这个名士圈的活动平台———

《北洋画报》。但 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年，张伯驹刚刚

加入这个圈子，声名不著，只是“一心一意想要

作个名士”，当然无法也没有可能与张学良齐

名。张伯驹真正进入该圈子，应以其连载于

《北洋画报》１９３０－０１－０７至１９３０－０３－１８期

间的《蛇尾集》为标志。可在此之前，“１９２８年，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退出这个名士圈”，两人交

集的可能几乎没有。显然，张伯驹能过张扬的

名士生活，声名广播，交游遍天下，在时间上无

论如何要往后推几年。直到 １９３７年，张伯驹

４０岁生日时，为赈济河南旱灾义演《空城计》，

其主演诸葛亮，并广邀名角登台献艺，连余叔岩

都在《失街亭》中饰王平，才使张伯驹名声大

噪。此时，张学良已因“西安事变”被判处有期

徒刑１０年，剥夺公民权５年，后国民政府发布

“特赦令”，但仍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

束，张学良从此开始幽居生涯。如此看来，张伯

驹与张学良怎么可能有交集？

我们再从张镇芳的身份来看。１８９２年，２９

岁的张镇芳考中进士，在北京做官。１９００年，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逃时，张镇芳微服出京，

在潼关赶上銮驾，被任命为陕西司行走，为两宫

尽力效命。两宫回京后，张镇芳官升两级，成为

四品京官。而袁世凯与张镇芳都是项城人，张

镇芳的姐姐嫁给袁世凯的大哥，两家有姻亲关

系。１９０１年１１月，李鸿章病故，袁世凯接任直

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对张镇芳大加提携，张镇芳

先后出任北洋银元局会办、直隶差委总办、天津

河间兵备道、长芦盐运使等职务。因张镇芳有

经营方面的才干，几年间为国库增收５６万两白

银，还成功完成与英国人的谈判，将英国人独霸

的开滦煤矿改为中英合办，因此升任二品大员。

１９０８年，光绪、慈禧先后去世，袁世凯受到排

挤，张镇芳被迫退隐安阳。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

后，北洋新军成为清室唯一可以抵抗革命的力

量，袁世凯被重新起用，张镇芳被袁世凯委以重

任，署理直隶总督。１９１２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

国大总统，任命张镇芳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

张镇芳主政河南期间，贸然杀害《民立报》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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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搞得怨声载道；尤其是１９１４年１月，豫西

起义的白朗穿越京汉铁路，攻破潢川、商城及安

徽六安等地，项城一带受到严重威胁。袁世凯

大为震怒，２月就以“剿匪无方，乱杀青年”之

名，将张镇芳撤职，仅让其担任总统府顾问的闲

职。１９１５年袁世凯为称帝，任命张镇芳为“更

变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副会长和登基大典

筹备处副处长。在此期间，张镇芳向袁世凯提

议以盐税结余办一家官商合股银行，１９１５年３

月２６日，经北洋政府财政部核准，成立盐业银

行，“以辅助盐商，维护盐民生计，上裕国税，下

便民食为宗旨”，总资本额计划５００万，由财政

部拨款２００万元为官股，私商集资３００万元作

为商股，张镇芳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开业时

仅收股款６４．４万元，其中官股盐务署出资１０

万元，商股出资５４．４万元。［２７］１９１６年袁世凯称

帝遭举国反对，不久就在忧愤交加中病逝。盐

务署将以前所拨资金全部抽回，盐业银行转为

普通银行，全部改招商股，大半股份落入张镇芳

手中。此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民族工

商业得到难得的发展空间，北洋各大军阀都愿

意把钱财存在盐业银行，连溥仪小朝廷也愿意

在该行抵押借贷［２８］，盐业银行业务发展迅速，

存、贷款额逐年递增，利润丰厚。该行以巨额资

金购入国内公债和外币债券，执当时银行业之

牛耳。特别是其购入的善后借款公债、中法五

厘美金公债、中比六厘美金公债、沪宁铁路英镑

公债、克利甫斯以盐税担保的英镑公债等，为银

行取得了巨额利润。该行成立当年实现纯利润

９．５７万元，１９２５年达１８８．５万元，增长了１８．７

倍，１１年累计纯利润 １３３２．９万元，为同期实收

股东年累计额３８２５．８万元的３４．８４％。其中从

１９１８年起，连续４年股东年纯利率超过４０％，

１９１９年曾高达４７６％，效益之高居当时各行之

首。［２９］在北洋政府时期，该行与浙江兴业银行

交替为私营银行之首。

１９１７年，张勋复辟，张镇芳成为张勋最重

要的支持者，张勋部队的一切开支和军饷，都用

盐业银行的支票，溥仪再度登基，张镇芳被任命

为度支部（相当于财政部）大臣。张勋复辟仅

持续１２天就事败，张镇芳以内乱罪被捕。张伯

驹为营救其父四处奔走，义捐赈灾款４０万元，

在多方通融下，张镇芳被判处无期徒刑，又保外

就医。１９２１年，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

张镇芳再度出任盐业银行董事长。

张镇芳在政治上曾两度跟随的袁世凯、张

勋都是民国大敌，本人且曾被判处极刑，其儿子

是不太可能被称作“民国四公子”的。何况在

１９２０年代初，张伯驹也没有表现出一位“公子”

应有的风范，或许这时期他还在蚌埠长江巡阅

使府咨议任上，与当时的北京、天津、上海等繁

盛之地相去甚远，不可能进入官少集中活动的

场域，自然与“民国四公子”的称呼难有关涉。

这样，张伯驹所说“人谓近代四公子……

此说盛传于上海，后传至北京”，似乎与其履历

接近。张伯驹１９２７年进入金融界，１９２０年代

末被委派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

在那里吃花酒，得识妻子潘素，１９３５年与潘素

结婚，时间、行事都正好相合。

从组成上来看，也不可能有这样组合的

“四公子”存在。众所周知，中华民国是在“驱

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声中成立的。民国

初年，旗人的境遇是极为不好的，当时有很多旗

人纷纷改从汉姓，今天对于清代帝室的许多秽

言也都起于民国初期。因此，实在难以想象，溥

仪族兄、作为爱新觉罗氏的溥侗，此时会被人称

作“民国四公子”之一。而且溥侗的年龄比袁

寒云大１８岁，比张伯驹大２８岁，比张学良大３０

岁，差了辈分，如何能并称？何况张伯驹出名时

溥侗已近古稀，难道还可称“公子”？同样，袁

世凯虽然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但１９１６年的

洪宪称帝，为国人所唾弃，袁家是树倒猢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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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诸子以后的命运不堪一提。如在洪宪帝制

前，袁世凯之子被列为“民国四公子”，尚在情

理之中，但到了１９２０年代，其子还能被称为“民

国四公子”之一，则实在是不太可能。再则，袁

寒云死得早，袁寒云死时，张伯驹还寂寂无名，

怎么“并列”？

张宏武、梁转琴指出：“‘民国四公子’是近

百年来流传于坊间的一组豪门后裔，其说法在

北洋军阀时期出现。‘四公子’的产生是反对

曹锟而结盟的果实。‘四公子’指四名当时大

名鼎鼎的政军显贵的后代：张学良、孙科、卢筱

嘉、张孝若。‘民国四公子’不含前清宗亲红豆

馆主溥侗，‘民国四公子’将袁寒云、张伯驹列

入纯系民间误读。”［３０］

综上所述，可以说，把张伯驹列入所谓的

“民国四公子”之说，是毫无根据的，更不用为

削足适履而去重新搭配组合“四公子”有哪几

个更合适，这个说法应该归结为张伯驹“名士”

思想所致。

　　二、所谓“张伯驹为抢收中华稀世

文物而不惜倾家荡产”的说法并不

属实

　　张镇芳在盐业银行期间积累了雄厚的资

本，据其子张伯驹自述：“一九三三年我父亲张

镇芳去世，遗有盐业股票五十万元，但那时股票

已不如以前值钱，我以三十万元归天津家用，自

己拿去二十万元作为北平家用。我以这些钱购

进了我喜爱的宋元字画，以后陆续向盐业透支

到四十万元收购字画。”［３１］１９４１年张伯驹在上

海被汪伪特务绑架，被勒索高额赎金。在当时

盐业银行上海总管理处与在天津的盐业银行董

事长兼总经理任凤苞的往来函电中，有关于张

伯驹财产的叙述［３２］。雄厚的资本为张伯驹的

收藏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大约在１９２７年，一个偶然的机缘，张伯驹

买了一块康熙早年题写的“丛碧山房”匾额，从

此爱上了收藏，并一发不可收拾。雄厚的资金

与历史的机遇，使张伯驹能够收藏到诸如西晋

陆机的《平复帖》、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唐

代李白的《上阳台帖》、唐代杜牧的《赠张好好

诗》、宋代黄庭坚的《诸上座帖》、宋徽宗的《雪

江归棹图卷》、宋代蔡襄的《自书诗》、宋末元初

钱选的《山居图卷》等古代珍贵书画。张伯驹

自云：“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

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多年所聚，蔚然可观。”［３３］１０３张伯驹最初收藏只

是出于爱好，后来就生发出了一种责任，要保护

文物不外流。张伯驹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

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

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

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

入外国。”［３４］为了收藏文物，张伯驹时常一掷千

金，有些确实付出了令人瞠目的价格，如购买米

友仁的《姚山秋霁图》用了 １万元、黄庭坚的

《摹怀素书》用了５千元［３３］１２，收杜牧之《赠张好

好诗》花费了五千数百金［３３］７，购买李白的《上

阳台帖》并唐寅的《孟蜀官妓图》轴、王时敏的

《山水》轴、蒋廷锡的《瑞蔬图》轴共花费 ６万

元［３３］１０，购买范仲淹传世的唯一楷书《道服赞》

花费了黄金１１０两［３３］６，陆机的《平复帖》用了４

万大洋［３３］４，蔡襄的 《自书诗》用了４５０００

元［３３］９，展子虔的《游春图》花费了黄金二

百两［３３］７。

张伯驹有时手头一时筹不上那么多钱，而

不得不借贷鬻物，如为购《道服赞》，“乃于急景

残年鬻物举债以收之”［３３］６－７；特别是买《游春

图》，“时余屡收宋元霁迹，手头拮据，因售出所

居房产付款”［３３］７，这使得大家倾向于用类似

“张伯驹不惜倾家荡产，抢收中华稀世文物”

“张伯驹毁家救国宝”这样的语言来表达对张

伯驹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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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张伯驹收藏古字画，虽然花费巨大，

但不至于倾家荡产。如果从经济角度来讲，其

实是积累巨额财富的一种手段。至于卖房子，

也只是变现而已。一个人有多套房子，拿出一

套来变现，用来投资，是一项最正常不过的经济

活动。张伯驹以４万大洋购得的《平复帖》，溥

心一直要价２０万，“时白坚甫闻之，亦欲得以

帖转售日人，则二十万价殊为易事”［３３］４。《游

春图》在玉池山房掌柜马霁川手中待价而沽

时，要价黄金八百两，张伯驹买到《游春图》“月

余后，南京政府张群来京，即询此卷，四五百两

黄金不计也。而卷已归余有。马霁川亦颇悔

恚”［３３］７。由此可知，张伯驹购藏书画名作，绝

不可能倾家荡产。在今天很多人看来，收藏是

一种投资方式，收藏是为了升值、赚钱。在二十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收藏界，张伯驹的学识和眼

力得到高度认可，是公认的最优秀鉴赏家之一，

古字画只要经他的手，肯定升值无数。

　　三、所谓张伯驹“因字画得罪康生”

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一种说法，应当是出自

张伯驹的族孙张柱堂，后经记者、作家姚伟文、

唐师曾等的渲染，俨然真有其事：张伯驹因字画

得罪了康生，并因此而被打成右派。［３５］故事编

得有模有样：说康生到张伯驹家，将“看中”的

几件古书画借回家欣赏，但逾期不还，张伯驹反

复追讨，还找到陈毅，陈毅又报告给周恩来，周

恩来让邓颖超前去康家找到康生夫人曹轶欧，

自称要借来欣赏，意在提醒康生归还，张伯驹因

此而得罪康生，后来张伯驹被打成右派，是康生

派人“下的套”。

按理说，张伯驹的族孙所说总有根据吧，而

且故事说得有板有眼，其实这纯属子虚乌有。

且不说这件事涉及新中国几位领导，他们的思

想、行事外人何从得知？就说故事里所说张伯

驹与陈毅的关系，非常密切，经常来往，“陈毅

从上海调到北京来了。由于住得近了，二人之

间走动更多。一天，无意之中，张伯驹把这件事

说了出来。陈毅是个耿性子人，当下十分生气，

回去后，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见了画，

张伯驹好生惭愧，以为是错怪了人。对陈毅一

说，陈毅听说画已经送回，心中暗觉好笑”［３６］。

为了证明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凭空而来，作者

又说他俩是因诗词围棋而结为挚友：“张伯驹

与陈毅相识相知，与他的另一大爱好———围

棋———有关。陈毅初到北京时，找不到下围棋

的对手，经北京市政协推荐，张伯驹与之下棋。

几局过后，陈毅大呼过瘾，一谈话，发现两人在

诗词等方面有太多的话题，一来二去，他们诗词

唱和，逐渐情谊深厚。张伯驹夫妻捐献字画后，

陈毅更是常请他们夫妇来家里做客，两位老头

下棋，两位太太则切磋山水画技艺。”［３７］

但是，张伯驹曾说自己一生共和陈毅见过

两次面：“五七年夏始相晤于北京，坐接春风。

陈帅如冬日可爱，平易近人，言谈爽快直截，全

出于诚。六一年余于役吉林，又相晤。”［３８］张伯

驹另有一文《也算“奇缘”———我与陈毅元帅》

也写到了这两次见面：“六一年，吉林省艺专学

校约我爱人潘素去讲授国画，省宣传部长来电

并约我同去。行前，我写信给陈毅元帅辞行，内

有‘五七年与公一晤，觉公如冬日可爱，至今耿

耿难忘’语。陈帅见信后接我见面，首先问我

列入右派事先为何不向彼说。我说：‘事先我

未想到，不过受受教育也是好的。’陈帅说：‘你

这样说，我替党谢谢你了。你把你一生所珍藏

的晋唐宋元清书画都捐给国家了，你会反党

吗？’陈帅之言，至今感激。”［２４］张伯驹与陈毅后

续关系还有二：一是张伯驹被打成“现行反革

命”，１９７０年，夫妇回到北京，生活无着，“会陈

毅元帅病重，为其两少君同日结婚。大少君之

爱人为秦力生同志之女公子。吾友吴则虞与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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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住同院，因以相识。因由我爱人潘素绘两

幅画，我题诗，交送相贺。陈帅见画，始知我回

京，嘱夫人张茜询问我的情况，并谓我是其老

友，须请周总理照顾”。二是陈毅元帅逝世时，

张伯驹写的挽联在追悼会上被毛主席见到，毛

主席向张茜问及张伯驹与陈毅的关系，得知张

伯驹的户口工作尚无着落，即嘱周总理为其安

排一下。［２４］张伯驹自己的回忆无疑是真实可靠

的，社会上流传的故事显然纯属编造。

尽管康生的问题中央早有结论，他的古物

癖、占有欲也让他声名不佳，但切不可无中生

有，编造故事，如若那样，那就不是历史，而是小

说了。

　　四、所谓“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

的说法不切实际

　　有学者认为，“张伯驹从小就接受中国传

统文化熏陶，……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一部

《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

四史》，他２０多岁时候便已读完了两遍。３５４

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

珍。唐诗宋词，脱口而出的，便有一两千

首”［３９］。而张伯驹曾自云：“予生逢离乱，恨少

读书。”［３５］如果说连《二十四史》都读过两遍，

还需自谦“恨少读书”？《二十四史》和《资治通

鉴》，如果坚持每天读两卷，读一遍需要整整４

年。如果不是以治史为职志，又有几人会坚持

阅读？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通读过全套《二

十四史》的，也不过吕思勉、张舜徽等不多的几

位。而认为张伯驹“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

他２０多岁时候便已读完了两遍”，显然是过分

夸誉前辈了。

　　五、结语

张伯驹是收藏家中的“另类”，他的收藏不

为投资，不为赚钱，是为了保护文物，而且“收”

而不“藏”，凡“收”必捐。这大概就是收藏的最

大意义：记录历史、保存文化，使一个民族的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遗产得以传承、延续。张伯

驹曾说：“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

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

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３３］１０３这或许就是

张伯驹收藏文物的最大动力，也是他捐献文物

的最重要原因，其崇高的爱国情操和无私的奉

献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我们要记住：无论是

历史研究还是人物纪念，都必须遵循实事求是

的原则，切不可有意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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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郭凤岐．天津通志·金融志［Ｍ］．天津：天津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２７．

［３０］张宏武，梁转琴．“民国四公子”探颐［Ｊ］．前沿，

２０１２（１４）：１７３．

［３１］张伯驹．盐业银行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

［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

史资料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１３辑．天

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６９．

［３２］邢建榕．盐业银行关于张伯驹被绑案的来往函

电［Ｊ］．档案与史学，２００１（１）：２４．

［３３］张伯驹．春游纪梦［Ｍ］．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３４］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Ｍ］．北京：人民文学出

版社，２００４：１１７．

［３５］唐师曾．张伯驹与陈毅［Ｊ］．中国文化，２０１０

（２）：２２２．

［３６］林玫，谢沐．大收藏家［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１９９４：２５４．

［３７］姚伟．张伯驹轶事［Ｎ］．中国文化报，２００９－

０４－２３（０５）．

［３８］张伯驹．回忆陈毅元帅［Ｊ］．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７９

（１）：２５．

［３９］王晓飞．文化奇人张伯驹［Ｊ］．文史精华，２０００

（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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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理达
ＦＥＮＧＬｉｄａ

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摘要：台湾“二·二八”事件前后岛内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发生了一定变化：从

殖民体制下民权的捍卫者、传统文化的保卫者，到光复后政权的建设者，再从事

件中的处理者变为被处理者———戒严体制下的受迫害者。这一系列的变化反

映了台湾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在不同外力影响下的行动历程，即满怀着对台

湾的热爱，对国民党政权从抱有希望到完全失望的过程。但国民政府没有充分

理解其心愿，也没有认识到台湾从被割让到光复这５０年中社会所发生的变化，
仍用旧有的、僵化的官僚体制和威权去管理台湾，因而同台湾民众产生了矛盾

和冲突，从而导致“二·二八”事件的爆发。这一事件在台湾知识分子和民众间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阻碍了部分台湾同胞的“中国认同”，常常为“台独”分

子所利用。因而有必要明晰史实、厘清责任，不让历史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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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从 １８９５年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到

１９４５年光复，经历了５０年的日据时代，其间台

湾人民受尽了殖民奴役。台湾光复后，岛内知

识分子跃跃欲试，想要加入新政权以建设台湾，

但事与愿违，民众的不满情绪终于在发生于

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８日的“二·二八”事件中集中爆

发。该事件影响深远，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在

革命史观的影响下，大陆学术界在１９８０年代前

曾将其称为“二·二八”起义，视为反国民党统

治的革命运动，即全民性的、以民族自决的形式

爆发的革命，其目的是为了反对美帝走狗蒋介

石匪帮的卖国政策，反对血腥的法西斯统治，建

设富强、民主的中国［１］。但是仅用“革命”来界

定这一事件似乎并不能展现“二·二八”事件

的全貌。１９８０年代后，随着同台湾方面的交流

日益频繁，大陆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也逐步深

入。同时期的台湾，随着国民党逐步开放党禁，

依托本土优势，台湾学者能够较为便捷地接触

到解密的一手档案文献，同时对见证者的口述

采访也为该事件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多维度的思

考和补充。由于“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主阵

地是在台湾，台湾学者对“二·二八”时期台湾

知识分子的研究也较多，如台湾学者李筱峰［２］

就从台湾知识分子入手分析该事件，突破了国

民政府对“二·二八”事件讨论的限制，具有划

时代意义；还有一些学者将笔触着眼于事变中

的个别知识分子，如陈芳明［３］搜集整理了蒋渭

川的文章和相关回忆。后来，随着台湾戒严时

代的结束，国民党当局逐渐放松了对“二·二

八”事件讨论的限制，学术界形成了一批口述

史研究成果，如《高雄市二·二八相关人物访

谈记录》［４］等。大陆方面，褚静涛的专著《国民

政府收复台湾研究》［５］，涉及台籍精英在“二·

二八”事件前后同时任台湾省主席陈仪的合

作、组织的党派活动，以及对台湾政改的呼吁和

政治认同问题；李跃乾所撰写的《日据时期台

湾留日学生与战后台湾政治》［６］，关注到了台

湾知识分子中具有留日背景的一批知识分子及

其对“二·二八”事件的参与；王小平的专著

《光复初期赴台知识分子初探———以许寿裳、

黎烈文、台静农为中心的考察》［７］，则注意到了

光复初期赴台的大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

关于台湾知识分子，笔者在查阅了相关文

献后，发现在日据时代，台湾知识分子成分较为

复杂，不同知识分子有不同的成长环境、教育背

景，反映在他们对待政治的态度上也有所不同，

因此在讨论这一时期的台湾知识分子时，不能

用“一刀切”的方法，要结合其在“二·二八”事

件前后的不同行为、言论，来分析其在整个事件

中的表现。鉴于此，本文拟利用作者在台湾期

间所掌握的资料文献、口述史料，在两岸学者研

究的基础上对彼时的台湾知识分子作进一步的

探讨，梳理台湾知识分子在“二·二八”事件

前、事件中和事件后的行为、立场及其同国民政

府的关系，以及不同类别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

分析其角色的转变，反思冲突爆发的原因。

　　一、“二·二八”事件前的台湾知识

分子

　　日据时代，尤其是从“皇民化运动”到“二

·二八”事件发生前夕，是台湾知识分子参政

议政最积极的阶段。“皇民化运动”时期和光

复后到“二·二八”事件前，这两个时期虽然统

治者不同、社会性质不同，但许多知识分子都是

在政府内部、以政权合作或参与者的身份出现。

同时，还有一批知识分子以社会运动的领导者

身份出现，对台湾人民的政治观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

１．“皇民化运动”时期

日据时代的“皇民化运动”早在中川健藏

任台湾总督时期就开始逐渐形成，其核心是要

用日本文化同化台湾的中华文化，将台湾从中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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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彻底分离［８］，同时也为其所宣扬的“大东亚

圣战”服务。这一运动的推行，标志着日本对

台的同化政策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但是在台湾

被殖民的５０年里，日本的同化政策在一定程度

上遭到了台湾士绅和知识分子的抵抗。

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民众通过消极反抗

日本的同化政策得以传承传统文化，如直到

１９４３年，台湾改姓名户口的才占总户口的

１６９％，总人口的２．０６％［２］２８１－２８２；另一方面，士

绅和知识分子相继组织了一系列社会运动来争

取权益，如１９１４年１２月，台中厅参事林献堂在

日本明治元老板垣退助的帮助下组织的台湾

“同化会”［９］，之后还有“六三法撤废运动”［１０］、

１９２１—１９３４年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１１］、“台

湾地方自治联盟”和“农民运动”等。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皇民化运

动”中尤其是在第二阶段“皇民奉公运动”

（１９４１年）时期，成立了各级“皇民奉公会”这

一涵盖“上自总督府各机关，下至全台各级地

方政府浑然一体推动皇民化运动的机关”［１２］。

这一覆盖各级的机关，吸纳了大量知识分子及

地方士绅。这些“皇民奉公会”成员与在社会

运动中涌现出的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在后

来参与了“二·二八”事件。

纵观台湾日据时代，我们发现，部分知识分

子成了殖民当局的成员，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

发起了社会运动以争取权利，但鲜有知识分子

用激进方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此后较为激

烈的反抗运动如“议会设置运动”，目的也只是

要求台湾知识分子参与到国家政权建设中。另

外，日本在各行政单位所设置的具有明显殖民

色彩的公职，其担任者都是本地具有较高名望

的人士。因此，在当时许多本土菁英对待殖民

当局并不只是单纯的反抗者或顺应者，而是某

种程度上的合作者，其中的“抵制”在很大程度

上是文化层面上的，即“相当巧妙地调出适于

自己的声调，用以界定属于自己认同的台湾文

化”［１３］，以传承传统文化，并与日本文化的强制

移植相抗衡。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抵制”，也

仅限于在日本政治体制内要求更多的权力，因

为日本人需要用这些本土知识分子的威望来稳

定地方；本土知识分子也希望利用与日本人的

关系，来协调殖民政府与台湾民众的利益。

２．光复后到“二·二八”事件前夕

（１）民意机构的成立与知识分子的参与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台湾光复，陈仪担任台湾省

主席，负责接收与重建工作，提出将台湾建成

“三民主义模范省”。此时国民政府所面对的

是一个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台湾，岛内广大知

识分子欢庆台湾回归祖国，参政热情空前高涨。

例如，林献堂就表示“本人此次不顾衰老之身

而出，只愿粉身碎骨为乡邦服务”［１４］２１。在此浪

潮下，成立各级民意机构以配合全国行宪之事

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６日，《台湾省各级民意机

关成立方案》公布，依此方案，要建立起由下而

上的各级民意机关，按照各县市的人口比例选

举各级参议院议员，成立省参议会。［１５］１０２－１０３整

个选举，共有１１８０位候选人角逐１７个县市的

３３个议员名额，当选率平均为２．７９％，议员名

额与候选人数的比例最高达到约１１２０（台南

县），竞争最激烈的台中县和台南县当选率仅

为０．８３％和１．４１％（见表１）。由此可见，当时

台湾民众参加竞选之热情。考察当选议员的教

育背景或者职业，可以发现知识分子所占比重

较大。由表２可以看出，受过高等教育的议员

占比达３５７６％，如果将职业教育和中学教育

视为中等教育，那么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议员

占到了７６９９％。可以说，参政者大多为中高

级知识分子，其中不乏有在地方上声名显赫、受

人敬仰的人士。这些知识分子多是在台湾５０

年殖民岁月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政治文化活动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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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者是受到了各种社会政治文化运动深刻

影响的人物。例如，台北县参议员林日高，曾是

台湾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台北市参议员王

表１　第一届台湾省参议院选举概况表［１４］２３

县市名称 省参议院名额 候选人数 选举人数

台北县 ３ ３１ ４１
高雄县 ３ １０１ ５９

台中县 ４ ２８４ ６６
新竹县 ３ １３ ３９
台南县 ４ ４８１ ７７

澎湖县 ４ ９ １０
台东县 １ ４ １１
花莲县 １ ５ ５

台中市 １ ５４ １９
台南市 １ ３９ ２７

台北市 ２ １１ ２６
嘉义市 １ １６ １９
新竹市 １ ２２ ２６

屏东市 １ １９ １９
高雄市 １ １６ ３１
彰化市 １ ２９ ２２

基隆市 １ ４６ ２１
合计 ３３ １１８０ ５１８

添灯，曾任台湾民众党中央委员兼书记长；台中

县参议员洪元煌，曾参与议会请愿运动，并担任

中国文化协会专务理事、台湾民众党中

常委［２］１４２。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光复后的政权中，

知识分子的结构较为复杂。一批曾在日本殖民

当局任职的知识分子也被纳入了国民政府体制

内；在县市参议员中，日据时代曾经担任过公职

的约占３９．４６％；光复后任职省参议员的日据

时代知识分子约占６．８１％。虽然这批知识分

子所占比例不高，却大多资历较老，如林献堂、

林瑞昌、李崇礼等［２］１３５。在这些担任议员、任有

公职的知识分子中，曾是“皇民奉公会”成员的

多达５００人，这些人中自然也会有一些投机分

子，但由于他们有着知识分子身份与在台湾民

众中的影响，国民政府让其担任公职，借以稳定

统治秩序。这些知识分子虽然进入了体制内，

但由于教育背景、家族历史、生活经历不同，他

们的政治立场也不同，这给日后“二·二八”事

件中知识分子的分化埋下了伏笔。

表２　各县市议员受教育情况表［２］８８

县市名称 高等教育 师范教育 职业教育 中学教育 国民教育 家学或书房 训练所 统计人数

台北县 １０ １４ ９ １４ １０ １ ５８
新竹县 １３ ８ ７ １２ ４ ３ ４７
台中县 ３４ １７ ９ ８ １７ １ １ ８７
台南县 ５１ １７ １６ ５ １３ ６ １０８
高雄县 ３１ １６ ５ ８ ２０ １ ８ ８９
台东县 ０ ３ １ １ １１ １ １ １８
花莲县 ４ ２ ５ ３ ４ １ ２ ２１
澎湖县 ２ １ １ ５ ３ １２
基隆市 ７ ４ ５ ２ ５ ４ ２７
台北市 ７ ４ ７ ７ １ ２ ３０
新竹市 １０ ８ ２ ２ ７ ２９
台中市 １６ ６ ３ ２５
彰化市 １１ ４ ４ ４ ３ ２６
嘉义市 １１ ４ ２ ６ ７ ３０
台南市 １７ ５ ４ ３ ２ １ １ ３３
高雄市 １６ ３ １１ ３ ７ ４０
屏东市 １５ ２ ４ ３ ５ ２ ２ ３３
合计 ２５５ １１８ ９２ ８４ １２１ ２５ １６ ７１３
百分比 ３５．７６％ １６．５５％ １２．９０％ １１．７８％ １６．９７％ ３．５１％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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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光复后在台知识分子的构成

在陈仪组织的各级议会中，具有一定学历

的知识分子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不同的历史

背景决定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构成类别多样。光

复后，在台知识分子的构成较为复杂，大概可以

分为本土知识分子、大陆来台知识分子、留学归

国和长期在外的知识分子、台湾在读学生四类。

其一，本土知识分子。台湾本土知识分子

这一群体人数最多，可以说是光复后台湾知识

分子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林献堂、辜振甫、蒋渭

川、蒋渭水、王添灯等。他们在日据时代一方面

接受了传统的教育，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来自日

本的新式教育的影响。例如，林献堂出身台中

雾峰林家，是台湾名门望族［１６］；辜振甫出身鹿

港辜家，其父辜显荣为日据时代同日本合作的

台湾乡绅的代表人物，同时，辜振甫也曾就读于

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蒋渭川、蒋渭水

兄弟也都是台湾著名的爱国人士，接受过台湾

本土教育，也曾在日本在台创办的学校中就读。

此外，他们还是日据时代社会运动的积极组织

者、参与者，以及光复后最早组织迎接国军的一

批人［５］４３８。

其二，大陆来台知识分子。光复后，一方面

国民政府要接收、建设台湾，因而需要大量知识

分子的协助；另一方面，一批大陆知识分子因内

战一触即发而渡海迁台，成为光复后第一批赴

台的大陆知识分子。这批光复后赴台的大陆知

识分子，不同于国共内战末期赴台的知识分子，

其赴台多是受建设台湾的热情驱使，其思想经

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八年抗战的洗礼，

更具有进步性，对国民政府的统治也多保持着

批判意识。［７］４－５在“二·二八”事件爆发前，他们

多通过创办杂志、书社等对政府进行批评或建

议，对于政治活动参与不多；而在“二·二八”

事件爆发与大陆解放之后，大陆赴台的知识分

子结构则变得复杂起来，这一点将在后文论述。

其三，留学归国和长期在外的知识分子。

这一群体以归台留日学生和曾长期在大陆、日

本等地活动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留日学生多家

境殷实，在日留学期间受到了各种西方社会思

潮的影响，在政治上倾向于民主政治，同时受到

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也具有相当强烈的民族

意识。［６］２４在日据时代，他们是社会运动的主要

力量；光复后，他们积极加入陈仪组织的民意机

构；“二·二八”事件爆发时，他们成为台湾知

识分子群体中最为积极的一类，如郭国基、游弥

坚、黄朝琴、连震东、杜聪明、蔡培火等。他们虽

然同样游学日本，但其政治观点因受到不同思

潮的影响而不同，在之后的“二·二八”事件

中，他们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另外，还有一批长期在外的知识分子，以谢

雪红、蔡孝乾为例，二人是台湾共产党的代表人

物。台共在组织上同中国共产党并无联系，主

要接受日本共产党的指导，光复之前长期在大

陆组织台湾人的革命活动，还曾到日本、苏联接

受培训。［６］５４－５５长期在外的知识分子思想比较

复杂，在此不做过多的展开，下文将以台湾共产

党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活动为例展开讨论。

其四，台湾在读学生。这一群体最为特殊。

台湾在读学生，一方面，虽具备一定的知识，但

其政治观点尚未成熟，比较激进，在社会变革

中，往往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青年

学生往往不能把握事件中的利害关系，容易卷

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成为牺牲品。［１７］在“二·二

八”事件中，这类群体既想努力维持社会安定，

又激烈反抗政府。在地方的动荡中，在读学生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以上是依照历史背景对彼时台湾知识分子

的大致分类，在每一类中，政治观点又有所分

化，知识分子构成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一群体在

“二·二八”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光复后，虽然陈仪政府着手建设台湾，但种种失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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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直接造成了台湾知识分子群体对陈仪政府的

不满。

（３）光复初期的乱象

抗战胜利后，陈仪接手台湾，虽然采取了许

多措施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但台湾糟糕的社

会状况并未好转，如自然灾害发生，商人囤积居

奇，使米价大幅上涨，从原来的每斤５台币涨到

每斤１７台币。陈仪政府对米价采取了放任态

度，没有控制价格或采取配给措施，使得城市居

民生活失去保障。［１５］１２６－１２７另外，光复后台湾吏

治的腐败也颇让民众失望。早在１９４５年８月，

国民党闽台区接收处理工作清查团就抵达台

湾，负责监督日常接收工作。８月初至９月１２

日这短短的一个多月，清查团接到的３８４份举

报函中便有６４起舞弊案。［１５］１３７当时有不少知识

分子都清楚地看到这种乱象，“二·二八”事件

爆发的第二天，时任国立台湾大学医院院长兼

国民参政员的杜聪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提

到了物价暴涨和吏治腐败两大导火线，他说：

“此间纷扰暴动之原因，自光复接收开始，贪污

时有发现，对贪污案件，处置又欠严明……又加

（上）政府对粮政措施不当……目前之粮荒不

能控制，使物价暴涨，一般台湾人对政府之怨

恨，已达极点！”［１８］９

光复初期的混乱状态使得民众对政府的积

怨越来越深，而给那些积极渴望参政的知识分

子迎头浇上冷水的，则是他们发现本土知识分

子在各级议会中并未掌握实权，权力反而控制

在来自大陆的官僚手中。省议员郭国基曾指

出，“现在台湾自行政长官以下各处长、各县

长、各市长之中，仅台北市长、新竹县长、高雄县

长３人为台胞，其余２０多人全为外省人”，政府

则常常“以台胞不解国语为由，拒绝登用台省

人”［２］１８４。后来国民政府也不得不承认，“高级

公务员本省人所占者过少”，以后“自应设法培

植其本省高级干部人才，以求纠正过去之偏颇

现象也”［１９］。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５０年后回

归大陆，但所迎来的国民政府则视台湾为征服

而来的土地，台湾同胞尤其是知识分子难免会

心理失衡［２］１９１，于是视陈仪政府采取的建立民

意机关等措施为收买人心的政治骗局。在这种

人心不定、社会矛盾丛生的背景下，１９４７年 ２

月２７日晚，一起由专卖局查缉私烟而引发的血

案，终于诱发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游行，并迅速波

及台湾大部分县市，这便是令人震惊的“二·

二八”事件。

　　二、“二·二八”事件中的台湾知识

分子

　　事件发生的次日上午，台北的局势便开始

朝着暴乱的局面发展。据大溪档案中有关

“二·二八”事件的记载，是时，“少数阴谋分子

驱使暴徒浪人将昨稽查私烟时被击毙之死者尸

体鸣锣击鼓涌至太平町警察派出所，将所长围

殴，复捣毁门窗，嗣乃裹挟民众数千人到专卖

局”，并“当场殴毙职员二人”，接下来他们又涌

向了行政公署，但遭到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死

一人，伤十数人”，最后便是“商店辍市、工厂停

工、学校罢课”，并有群众三五成群围攻外省

人，“不通台语日语者辄被凶杀”［２０］１３。事态逐

步不可控制，并迅速波及到了邻近的基隆市。

蒋介石在２月２８日当天就下达了手谕，称“交

由司法机关公平训办、台北市局部戒严、政治上

可以退让并尽量以商谈解决纠纷”，“如军事遭

受攻击，可以用军力平息暴乱”［２１］７１９－７２０。不

久，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便宣布在台北实施局部

戒严［２０］１８。

１．“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成立与

陈仪的三次让步

“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的是年３月１日，

代表台湾本土知识分子的各县市议员和省议

员，立刻采取了积极措施试图化解矛盾，他们推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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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黄朝琴、王添灯等８人为代表，赴行政公署面

见陈仪，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五点办法，即立即

解除戒严、惩办凶手、抚恤死伤、被捕之市民立

即开释、组织调查委员会。［２０］１４

陈仪则本着大事化小的心态，同时也考虑

到蒋介石“政治上可以退让并尽量以商谈解决

纠纷”的意见，对知识分子代表们的意见当即

表示全部接受，并在当日下午５时通过广播发

表了对此事件的处理意见，具体内容是：（１）缉

私误伤人民嫌犯已交司法机关训办，将处以适

当罪行；（２）受伤之民妇已送医院治疗，并给予

医药费五万元；（３）因受伤死亡的市民，已给予

抚恤金二十五万元；（４）因参议院人恳切请求，

自今晚十二时解除戒严；（５）昨天在暴动中被

捕嫌犯，由邻里长负责具保，准予释放；（６）由

省参议会派代表与政府所派代表合组台湾

“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负责处理此次事

变；（７）希望人民信赖政府，与政府合作，自动

自发维持治安，严守秩序。［２０］１４与此同时，台湾

本土报纸也未用激进的态度去对待这件事情，

如《新生报》提出的五条处理意见，也无外乎是

惩凶、道歉、赔偿之类，并在处理意见末尾转引

警备总局司令部“柯（远芬）参谋长”的话安抚

民众，即 请 一 般 民 众 “稍 安 勿 躁，共 维

安宁”［１８］３。

由此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尚且安定。同时，

新成立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发表了

《二·二八处委会告全国同胞书》，指出：“这次

事件的发出（生）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污吏，

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希望台湾同胞同外省

同胞一同团结起来以“改革本省政治”，在提出

“台湾同胞团结起来！”“改进台湾政治！”［２２］２６９

等口号后，便开始履行职责。然而，实际上台湾

的局势并没有因为陈仪的妥协让步而好转。

此时，事态已迅速波及到台湾整个北部，并

向中部和南部蔓延，新竹、嘉义、彰化等地都出

现了聚众打砸抢烧事件。陈仪便请求台北著名

士绅蒋渭川出面调停，蒋渭川在陈仪之前对全

省广播所提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本事件不向

民众追究责任、释放被捕民众、死伤者由政府优

厚抚恤医治、缉烟开枪凶手重刑”四条，并建议

处理委员会扩充组织由民众自己选出代表参

加［３］。陈仪皆照办，在当日（３月１日）下午第

二次通过全省广播，发表处理意见：（１）凡是参

与此次事变之人，一律不加追究；（２）已被宪警

拘捕之暴徒，准由其家属领回，不必由邻里长保

释；（３）此次事变伤亡人员，不论本省人、外省

人、公教人员、人民，一律给予治疗抚恤；（４）处

理委员会可加入各界代表，容纳多数意见。［２０］２２

关于陈仪的第二次让步，柯远芬认为，处理

委员会的扩充，使得台独分子、流氓、恶霸大量

加入，政府代表被迫退出，“二·二八”事件处

理委员会则完全由暴徒所控制。［２０］２２对于这种

评论，综合处理委员会在扩充之后的表现至少

可以断定：处理委员会代表的是知识分子群体

中的激进势力，也是使得事件恶化的重要推手，

以至于在扩充之后，其中的政府人员悉数退出，

这使得处理委员会同政府的对话愈加艰难。

结合陈仪的第一次处理意见，陈仪的第二

次让步尚在其底线之内，对于知识分子代表的

要求，陈仪也显得较为克制，但台湾的局势并没

有因为陈仪的再次让步而缓和，台湾各地冲击

政府、殴人抢劫之事反而愈演愈烈。在这种乱

局下，加入了各界代表的处理委员会以处理

“二·二八”事变、改革政治为宗旨，于３月５日

进行了改组，并提出了几项主张，较为重要的有

三条：（１）要求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２）实施

省、县、市长民选；（３）军权要由台湾人掌

握。［２０］２７而在３月５日当天，蒋渭川便受邀前往

陈仪处商讨解决办法，蒋渭川提出了三点主

张：（１）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为台湾省政

府，依国内各省制度实行，在未得中央批准以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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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维持现机构；（２）为改革现行机构，设立台

湾政治改革委员会，委员产生办法由全省各区

镇向民代表中各单位选出一名为候选人，然后

由该县市参议会从全部候选人中选出三十名

为委员；（３）现在局处所长或主管，尽量启用

本省人。［３］３１０

对比处理委员会和蒋渭川的意见，基本精

神有一致之处，都是启动行政改革，促进“二·

二八”事件的解决，这也充分说明了无论是陈

仪政府还是知识分子，都看到了解决“二·二

八”事件的关键，不在于如何惩处生事者，而在

于进行政治改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处理

委员会和蒋渭川要求的不同之处在于：处理委

员会在整改的要求上，更为直接，也更为激进，

如直接提出“军权要有台湾人掌握”，而蒋渭川

只不过“尽量启用本省人”而已。在蒋渭川和

处理委员会的要求下，陈仪在３月５日下午第

三次通过广播发表声明，主要内容如下：（１）省

级行政机构已考虑改为省政府，将向中央请示，

一经中央核准，即可实施，改组后省政府委员、

各厅处长要尽量任用本省人士；（２）县市级行

政首长，已预定在准备手续完成的条件下，于７

月１日实施民选；（３）至于各种措施如何改革，

在省一方面，俟政府改组后，由其决定［２０］２７。

陈仪的这次声明可以视为陈仪的第三次妥

协，从处理缉烟枪杀首犯到进行政治改革，陈仪

一步一妥协，而处理委员会则步步进逼。对比

蒋渭川与处理委员会的处理意见可以发现：要

求改革的知识分子内部已经初步分化。随后，

处理委员会所颁布的《处委会阐明事件真相向

中外广播处理大纲》，则更加体现了知识分子

间的分化。

２．《处委会阐明事件真相向中外广播处理

大纲》的颁布与知识分子的分化

虽然陈仪在事件中屡屡让步，但并未使得

社会状况好转，混乱的局势使他无法向国民政

府交差。而处理委员会则步步紧逼，于３月７

日公布了《处委会阐明事件真相向中外广播处

理大纲》（下文简称《处理大纲》），认为“查缉私

烟枪毙人命不过是导火线而已，这次事件完全

是全省人民对于一年余来之腐败政治的不满同

时爆发的结果”，要求“整个台湾政府应负全部

责任”［２２］２７１。这一结论并无不妥，但其提出的７

条对于目前问题的处理办法与３２条根本处理

办法，则引起了轩然大波。

《处理大纲》在提出撤销专卖局、不得随意

逮捕人犯、保障非武装结社自由和一些经济方

面的条件外，还提出了“政府在各地之武装军

队，应自动下令暂时解除武装，武器交由各地处

理委员会及宪兵队共同保管”，“在政治问题之

根本解决之前，政府之一切施策（不论军事、政

治）需先与处理委员会接洽”，“警察处长与各

县市警察局长应由本省人担任”，“一切公营事

业之主管由本省人担任”，“各地方法院院长、

各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全部由本省人担任”等

要求［２３］７３－２７５，这无异于让国民政府自放权柄。

消息传到南京，《中央日报》发表特稿称“这一

组织竟复提出超越国家一分子的本分，……这

种过分的政治行为，绝非政府与全国同胞所能

接受，处理委员会不能平息事端，却反而滋事推

波助澜，这一组织的成立不合法，这一组织的存

在不能不由政府予以解散”［２］２０７。蒋介石于３

月１０日发表谈话，称“该省所谓‘二·二八事

件处理委员会’突提出无理要求，要取消台湾

警备司令部，缴械武器由该会保管，并要求台湾

陆海军皆由台湾人充任，此种要求，已逾越地方

政治之范围，中央自不能承认”；联系到“二·

二八”事件发生后许多地方发生的冲突事件，

蒋介石又说：“中央已决派军队赴台，维持当地

治安。”［２１］８２６－８２７

处理委员会意见触动了蒋介石及其军队，

别说蒋介石通不过，就连陈仪都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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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大纲》显然触碰了政府的底线，处理委员

会遭到镇压也就顺理成章。由此，陈仪的讲话

也就失去了执行的基础，成了一纸空文，之前所

谈妥的改革措施，也便化为乌有。３月７日蒋

介石派步兵一团及宪兵一营开赴基隆，开始正

式的军事镇压。［２１］７７０－７７１

《处理大纲》的颁布可以说是“二·二八”

事件的分水岭。在其颁布之前，陈仪以退让妥

协为主，对于知识分子们的要求尽量答应，希望

事态能够恢复正常；而在颁布之后，处理委员会

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与其说是“政治改革”，倒

不如说是一场口头上的“政治革命”，国民政府

之气恼不言而喻。

其实，从处理委员会提出的那些决议或处

理办法便能看出，知识分子们早已对陈仪政府

极度不满，改革成为全台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

诉求，不然也不会一下子提出这么多激进的要

求。但我们明显能够感受到由“二·二八”事

件引发的知识分子的分化（“二·二八”事件也

体现出知识分子政治倾向的不同），当蒋渭川

看到这个处理意见时，便坚决反对处理委员会

的《处理大纲》，认为这样的要求反而会激化矛

盾，并呼吁人们相信政府，同时又一边请求驻华

大使司徒雷登劝告蒋介石不要派军队来台镇

压［２３］１９。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替蒋渭川转交蒋介

石的信中，蒋渭川说：“台湾此次民变，纯为反

对贪污官吏，要求政治改革，并无其他作用，万

勿派兵来台，以免再激民心，并肯迅派大员临台

调处，则国家幸甚。”［３］３１７－３２１针对《处理大纲》，

蒋渭川还批评处理委员会王添灯等人对事态的

恶化应负有责任。蒋渭川在其事后写的《二·

二八事件报告书》中就认为，处理委员会常务

委员王添灯在电台发表《处理大纲》１０条及提

出的３２条导致了民众“大起冲动”，使得“空气

非常恶化”，并使得事态“似加严重”［３］１６３。

此外，通过众多档案资料，不难发现，在台

湾各地局势恶化的过程中都存在有组织的武装

斗争。杨功亮、何汉文在报告中总结了台湾各

地发生的暴动，并指出了组织者，如“二·二

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基隆分会和青年同盟组织

壮丁袭击基隆要塞司令部，在台中出现一些队

伍游行示威占领政府机关，还有白虎队、暗杀团

等［２４］团体也颇为活跃。而这些团体的背后都

能够看到持不同诉求的知识分子的身影。

以嘉义市“三·二”事件为例，“二·二八”

事件发生后，南下的群众来到嘉义市扬言要

“一起去烧市长官舍”，并鼓励市民参与行动，

以至市长孙志俊闻之逃往宪兵队，造成社会大

乱，由此引发嘉义市“三·二”事件。［２５］１７３－１７４其

中以学生为代表，他们召开学生大会，制作海

报、标语，四处张贴散布有关“二·二八”事件

的消息，并对政府进行批评，有的还取来关庙日

本人遗留的武器武装起来，以“保护学校”［２６］２４，

还称去警察局“接收”武器进行武装［２７］。同时，

嘉义市的流氓团体还仿照日据时期成立了“自

警团”，由流氓头目陈五十二率众“接收”武器。

由于嘉义存在大量拥有武装的民兵组织，因而

其成为“二·二八”事件及后续事件中死伤最

为惨烈的地区。民众与国军对峙，围攻红毛埤

第十九军械库和水上机场，之后还有高山族部

队加入，其间并有激烈交火，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２６］１７４而嘉义市的“三·二”事件处理委员

会，则由以陈复志、陈汉平、刘传能等人为代表

的留学归国人员主持。［６］９０在这样的局面中，

“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拟争取以和平方式

解决问题，既要抗拒来自军方的武力威胁，还要

避免莠民恣意抢掠［２６］１７６，但武装民兵与政府之

间互不让步，导致７次谈判均以失败告终。

此外还有台中地区。３月２日上午，以谢

雪红为代表的台共组织市民参加市民大会，在

大会中，谢雪红等人号召武装斗争，带领省立农

学院、台中师范学校等院校学生抢夺警局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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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组织“台湾青年学生市民保卫队”迎战国军，

进行武装斗争。［２７］２０６－２０７

以上两个案例都体现了不同知识分子群体

对事件解决的不同倾向，以高校学生、留学生、

谢雪红为代表的台共组织在其中分别扮演了事

件的参与者、协调者和组织者三种角色。对事

件中涉及人员，国民党官方文件将其统称为

“暴民”或“共匪”，但从其涉及人员的表现来

看，这一评价并不妥当。首先国民党并未认识

到“暴民”之中的协调者是可以争取的，而所谓

的“共匪”同中国共产党并无组织联系，此说显

有转嫁矛盾的意思。但无论其诉求如何，这些

借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所掀起的武装

斗争，充分体现了各类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以

及不同类别知识分子之间的分化。但无论知识

分子在事件中的作用是缓和还是激化，以《处

理大纲》为导火线，政府开始用“一刀切”的方

式来处理问题，这使得本土知识分子的角色由

事件的处理者变为了被处理者。

　　三、“二·二八”事件后的台湾知识

分子

　　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激进行动在某种

程度上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而政治上

的弱势群体一旦以情绪化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

不满，强势的一方便会顺势将他们视为“暴动

者”或“煽动者”，进而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

１．本土知识分子的缄默和话语权的丧失

此时国民政府内部已经认为，“二·二八”

事件处理委员会发生质变，并与地方政府相对

立，随即将之定性为非法组织［２１］７７１－７７２。处理委

员会既然是非法的，那么参与该事件的知识分

子自然也是反政府的，于是便对他们不加区别

大规模地杀害、逮捕就在情理之中了。３月底，

台湾行政长官办公室出版的《台湾省二·二八

暴动事件纪要》直接将各类知识分子斥为从事

叛乱活动者，还列了一份“主动及附从者”名

单，包括蒋渭川、黄朝琴、周延寿、杜聪明等多达

８０余人，诸如蒋渭川等温和派知识分子亦赫然

在列［２５］２３３。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则因为通

过报刊媒体支持民众，而被政府带走或惨遭杀

害，如台湾《新生报》总经理阮朝日，“二·二

八”事件发生时因气喘病发作并未参加，但因

为常常秉笔抨击政府，于３月１２日晚被军警逮

捕，一去不返。［２８］而一般的民众或著名士绅，在

未调查清楚的情况下也被大肆搜捕。在《关于

特赦“二·二八”事件被捕人员之建议书》中，

时任国民政府检察院检查委员的丘念台在呈给

检察院院长于右任的报告中提到，“计著名士

绅被杀灭尸并无宣罪者十三人，被杀灭尸事后

通缉者七人，无罪被杀尸首仍存者二十三人。

至于其他调查未明被杀之民众，全台殆不下二

三千人”，另外还有一些未处决或仍在追捕中

的犯人，都将其“诬以流氓、共党”［２５］７４８。

“二·二八”事件后台湾知识分子群体受

到了莫大的打击，积极参政的热情消失殆尽，参

与政治或社会问题讨论的积极性大不如前，政

府还查抄了《新生报》等多家报纸，致使舆论的

掌控权被收归政府。在台湾本地的报道中，鲜有

批评政府的，多是“罪恶昭彰，死有应得”之类的

宣扬政府平叛功绩或者咒骂参与分子的文章。

对参与事件人员的界定也多是“少数共党、流氓、

野心家”，“与一般民众毫无关系”之类［２９］。国民

党在处置“二·二八”事件的舆论话语权上掌控

了主动。在此情形下，台湾本土知识分子的声音

消失殆尽，其他知识分子也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

下对政治闭口不谈。

２．大陆知识分子的融入与火种的保存

１９４９年国民政府败退到台湾后，一大批大

陆知识分子随之迁入台湾，给台湾沉闷已久的

知识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以胡适、殷海光、雷

震等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大陆来台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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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通过《自由中国》杂志对台湾当局的高压政

策进行了抨击。［３０］一批在“二·二八”事件中受

到打击的台湾知识分子，则以重新拾起对政治

的热情和关注来做呼应，如在“二·二八”事件

中被逮捕或通缉的郭国基、黄朝琴等人，事件后

重新参与政治，多次参选并担任省议会议员。

还有一部分台湾知识分子通过编纂杂志来表达

诉求，如１９５７年创刊的《文星》杂志，自创刊起

就宣扬科学与民主，反对政府的压迫。［３１］

但台湾的整体政治氛围仍是以白色恐怖为

主，其间，国民政府严厉打击企图为“二·二

八”事件翻案的人，使得“二·二八”事件被消

音、被禁止。［３２］然而大陆知识分子同台湾知识

分子的融合，可以说为台湾知识分子参与政治

保留了火种，漫长的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代，台湾民

主运动在与政府的对抗中曲折反复，从未中断，

最终迫使国民党当局在１９８０年代末结束戒严

体制。

　　四、结语

综观“二·二八”事件前、中、后台湾知识

分子起到的不同作用，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他

们所扮演的角色的变化：从殖民体制下民权的

捍卫者、传统文化的保卫者，到光复后政权的建

设者，再从事件中的处理者变为被处理者———

戒严体制下的受迫害者。这一系列的变化反映

了台湾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不同外力影响下的

行动历程，即满怀着对台湾的热爱，从对国民党

政权抱有希望到完全失望的过程。但国民政府

没有充分理解其心愿，也没有认识到台湾从被

割让到光复这５０年中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仍用

旧有的、僵化的官僚体制和威权去管理台湾，因

而同台湾民众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这导致“二

·二八”事件的爆发。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应是疏导者而非压制者，而民众的情绪则应在

一个可控、有序的范围内表达出来，对情绪的煽

动或过激表达，只会使得政治环境恶化，无益于

诉求的实现和问题的解决。“二·二八”事件

是难以绕过的历史记忆，它是影响不少台湾人

“中国认同”的一个重要症结，尤其是国民政府

失信处置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使其在很大程度

上失去了台湾民众的信任。如今“台独”势力

猖獗，“二·二八”事件中国民政府给台湾民众

造成的伤害常常为“台独”分子所利用，如今我

们对“二·二八”事件重新进行解读，目的就是

为了明晰史实、厘清责任，不让历史被别有用心

之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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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Ｍ］．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１．

［７］　王小平．光复初期赴台知识分子初探———以许

寿裳、黎烈文、台静农为中心的考察［Ｍ］．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１．

［８］　陈小冲．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Ｍ］．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７２．

［９］　许世楷．日本统治下の台湾：抵抗と
!

［Ｍ］．东

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８４：１６８．

［１０］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Ｍ］．台

北：星辰出版社，２０００：７３．

［１１］周婉窈．日据时代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Ｍ］．台北：自立报系文化出版部，１９８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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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李筱峰．从回忆录见证台湾人的历史经验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Ｍ］／／战时体制下的台湾．台

北：国史馆台湾文献馆，２００４：１５．

［１３］辛德兰．近代日本天皇制国民国家意识在台湾

的传播（１８９５—１９４５）［Ｍ］／／黄自进．东亚世界

中的日本政治社会特征．台北：中央研究院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

心，２００８：５５．

［１４］郑梓．战后台湾议会运动史之研究———本土菁

英与议会政治（１９４６—１９５１）［Ｍ］．台北：华边

出版社，１９９３．

［１５］褚静涛．二·二八事件研究［Ｍ］．台北：海峡学

术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６］台湾省谘议会．林献堂先生史料汇编［Ｇ］．雾

峰：台湾省谘议会，２００１：２．

［１７］王昭文．二·二八事件嘉义地区的学生与武装

行动［Ｃ］／／许雪姬．二·二八事件６０周年纪念

论文集．台北：台北市文化局，台北二·二八纪

念馆，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２００８：２５６．

［１８］林德龙，陈芳明．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Ｚ］．

台北：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１９９２．

［１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

“二·二八”事变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建议案

［Ｊ］．民国档案，１９８８（４）：６５．

［２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史料丛刊（十三）［Ｇ］．台北：“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９６．

［２１］潘振球．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

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一至三月份［Ｚ］．台

北：国史馆，１９９６．

［２２］邓孔昭．二·二八事件资料集［Ｍ］．台北：稻乡

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３］台湾省参议会、临时省议会暨省议会时期史料

汇编计划———蒋渭川先生史料汇编［Ｇ］．雾峰：

台湾省谘议会，２００９．

［２４］陈兴唐．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Ｍ］．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１９９２：２５９．

［２５］许雪姬．台湾光复初期的民变：以嘉义三二事件

为例［Ｍ］／／赖泽涵．台湾光复初期历史．台北：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１９９４．

［２６］张炎宪，王逸石，王昭文，等．嘉义北回二·二八

［Ｍ］．台北：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２０１１．

［２７］欧素英．台湾省立农学院与二·二八事件

［Ｃ］／／许雪姬．二·二八事件６０周年纪念论文

集．台北：台北市文化局，台北二·二八纪念

馆，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２００８：２０６－２０７．

［２８］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湾精英［Ｍ］．台北：

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１９９１：１４０－１４１．

［２９］林元辉．二·二八事件台湾本地新闻史料汇编

［Ｇ］．台湾：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

会，２００９：１４７５－１４７６．

［３０］李筱峰．台湾民主运动４０年［Ｍ］．台湾：自立晚

报文化出版部，１９８７：５５－８１．

［３１］台湾省文献委员会．重修台湾省通志［Ｚ］．台

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１９９２：２１９－３１９．

［３２］夏春祥．在传播的迷雾中———二·二八事件的

媒体印象与社会记忆［Ｍ］．台北：韦伯文化出

版社，２００７：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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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土地整治规划的发展历程、趋势与反思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ｒｅｎｄ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

关键词：

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规划；

工程技术创新；

政策机制创新

汤怀志１，梁梦茵１，范金梅１，关小克２

ＴＡＮＧＨｕａｉｚｈｉ，ＬＩＡＮＧＭｅｎｇｙｉｎ，ＦＡＮＪｉｎｍｅｉ，ＧＵＡＮＸｉａｏｋｅ

１．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 综合业务处，北京 １０００３５；
２．郑州轻工业学院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土地整治规划是土地整治活动的基本依据和行动指南。通过全面梳理我

国土地整治规划发展基本脉络和发展趋势，发现：当前土地整治规划编制实施

中存在重战略轻实施、重建设轻利用、重政策轻技术、重整体轻差异的问题。因

此，应实施高标准生态良田建设计划和建设用地整治提升计划，加强土地整治

重大工程和土地整治示范点建设，实施差异化的土地整治办法，以及实施工程

技术创新和政策机制创新双轮驱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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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怀志，等：我国土地整治规划的发展历程、趋势与反思

　　土地整治是综合运用工程、技术、政策等多

种手段，重新调整土地资源配置，以适应当前和

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一项活动，是解决土

地利用失当、利用过度和利用不足问题的重要

工具［１－２］。由于土地整治活动涉及面广、系统

性强，因此需要以土地整治规划为基本依据和

行动指南，合理有序地进行土地整治。

目前，我国已编制实施了两轮土地整治规

划，形成了从上至下、国家—省—市—县四级规

划体系，颁布了土地整治规划编制规程等行业

标准，形成了政府组织、专家领衔、公众参与、上

下衔接的规划编制方法，积累了大量规划编制

和实施的经验。［３］近２０年来，土地整治规划的

内容不断充实完善，可操作性和编制水平不断

提高，为有效指导土地整治活动提供了依据。

目前，全国各地、各部门依据规划，积极推进土

地整治，在促进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推动

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以及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４］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土地整治

的内涵、范围等也不断快速拓展和深化，土地整

治规划的编制任务、目标定位、实施手段等也都

发生了剧烈变化，不少学者从战略发展的宏观

角度，探讨了国家需求与土地整治规划之间的

关系。同时，由于我国自然条件差异大，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尽相同，地方政府、当地群众

对土地整治的需求复杂多样，如果不考虑实际

情况，采取不合理的方式盲目推进土地整治，就

有可能给区域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不小的负

担，因此必须结合区域特点、土地整治重点，按

照土地整治类型和发展阶段等开展差异化研

究。围绕上述两大方面的问题，众多学者在土

地整治规划的战略目标制定［３，５－１１］、规划体系

和尺度差异［１２－１７］、土地整治潜力和规划分区技

术［１５，１７－１８］、不同类型的土地整治规划设计方

法［１９－２３］、规划实施成效［２４－２７］等方面开展了广

泛研究，普遍认为我国土地整治工作发展迅速、

内涵和范围变化大、区域差异特征明显。因此，

厘清土地整治规划发展脉络，梳理不同条件下

土地整治的目标和特征，总结其一般规律和发

展趋势，对于促进我国土地整治工作健康发展

和地方土地整治规划编制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一、我国土地整治规划发展历程回顾

１．土地整治规划的渊源

“土地整治”首次出现在我国的国家规划

中，可追溯到１９９３年发布的《全国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纲要（１９８７—２０００年）》。［２８］土地整治作

为该规划的重要内容，其主要任务是落实耕地

总量动态平衡，即通过土地整理与开发复垦，增

加可耕地数量，及时弥补耕地损失；或通过土地

整理与开发复垦，提供其他农用地和建设用地，

减少耕地占用。

２．土地整治规划的出台

１９９４年，《谁来养活中国人？》一文引发全

国上下对耕地保护问题的热烈讨论，土地整治

作为耕地保护最主要的手段，其作用逐步显现

并逐渐为人们所认知。１９９７年，中共中央 １１

号文明确提出“积极推进土地整理，搞好土地

建设”，成为土地整治工作的转折点。１９９９年，

国土资源部《关于切实做好耕地占补平衡工作

的通知》提出要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好

土地开发整理专项规划，并发布了规划编制规

程，以及一系列规划编制实施的相关文件。经

过３年的谋划研究，２００３年我国首个《全国土

地开发整理规划（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正式印发实

施，确立了土地整治规划在土地整治工作中的

龙头地位。

３．土地整治规划的发展

进入２１世纪，我国耕地后备资源在持续、

大规模的土地开发中，数量快速减少，而现有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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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础设施条件很差，且利用率低下。随着我

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建设

用地快速扩张，村庄等用地却没有随之减少，形

成土地粗放、低效利用的“双扩张”局面。２０１２

年，“十二五”全国土地整治规划即第二轮规划

对土地整治工作进行了重新定位，提出建设４

亿亩高标准农田，并将建设用地整治纳入整治

范围，明确了五大整治类型（见表１）。随着“十

二五”土地规划实施期结束，我国正在编制“十

三五”全国土地整治规划，总领高标准农田建

设、建设用地整治、土地复垦等主要工作，并将

突出土地生态整治、传统文化村落保护性整治

表１　我国土地整治类型、内容、依据和典型案例

类型 内容 依据 典型案例

农用地整理

（含高标准

农田建设）

在以农用地（主要是耕地）为主的区域，

通过实施土地平整、灌溉与排水、田间道

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增加

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等活动

《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

（ＧＢＴ３０６００－２０１４）

黑龙江三江平原东部土地开

发整理重大工程（粮食主产

区）、湖南环洞庭湖区基本农

田建设重大工程

未利用地

开发

对宜耕后备土地资源采取整治措施，增

加耕地面积，改善生态环境为主要目的

的活动

《耕地占补平衡考核办法》

新疆伊犁河谷土地开发整理

重大工程、宁夏等地低丘缓

坡荒滩等未利用地开发

农村建设

用地整理

对农村地区散乱、废弃、闲置和低效利用

的建设用地进行调整改造，完善农村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农村建设

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改善农村生产

生活条件等活动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

法》（国土资发〔２００８〕１３８号）、《国务
院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试点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整治工

作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０〕４７号）、《关
于用好用活增减挂钩政策积极支持

扶贫开发及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通

知》（国土资规〔２０１６〕２号）

山东“多村一社区”建设农村

新型社区、成都增减挂钩

城镇工矿建设

用地整理

对低效利用的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进行改

造，完善配套设施，加强节地建设，拓展

发展空间，提升土地价值，改善人居环

境，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等活动

《关于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建

设的意见》（国土资发〔２０１２〕４７号）、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开展城镇低效

用地再开发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土

资发〔２０１３〕３号）

广东三旧改造、深圳城市更

新

土地复垦

对生产建设活动和自然灾害损毁的土

地，采取整治措施，使其达到可供利用状

态等活动

《土地复垦条例》、《国土资源部关于

开展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试点工作

的通知》（国土资发〔２０１２〕４５号）

山西平朔煤矿复垦、徐州采

煤塌陷地复垦

土地生态

整治

对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土地盐碱化、土

壤污染和土地生态衰退严重的土地采取

措施，提高退化土地生态系统的自我修

复能力，在土地整治活动中采取措施改

善生态环境，美化景观等活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总体方案》

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生态景

观型工程、湖南省长沙市生

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型土地整

治示范工程

　　土地生态整治是生态理念下的土地整治，贯穿于各个类型的土地整治中，不属于单独的土地整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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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

４．土地整治规划的实施成效

２００３年以来，土地整治在我国耕地保护、

节约集约用地、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特别是国务院批准实施《全国土地整

治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后，极大提高了规划

执行效力。“十二五”期间，通过土地综合整

治，全国增加耕地面积２７００多万亩，超过同期

建设占用和自然灾害损毁耕地面积，保证了全

国耕地数量基本稳定；建成了高标准农田４０３

亿亩，并加大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了

农业生产条件，有效提高了耕地质量。经整治

和建设后的耕地亩产平均提高１０％ ～２０％，土

地整治有效夯实了农业生产基础，为我国粮食

产量“十二连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开

展建设用地整理，盘活利用农村闲置、散乱、粗

放建设用地２３３．７万亩，复垦工矿废弃地９３６６

万亩，改造开发城镇低效用地１５０万亩［１９］，提

高了节约集约用地水平，优化了城乡用地结构

布局，促进了美丽乡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

　　二、土地整治规划发展趋势展望

１．发展特点

一是目标更多元，内容更丰富。从首轮规

划到“十三五”规划，土地整治规划内容更加丰

富多元、重点突出。在规划内容上，从关注补充

耕地数量，到加强耕地数量保护和质量建设，改

善农田生态环境，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及建

设形成集中连片、设施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

好、抗灾能力强的高标准农田；在规划任务上，

从农用地整理和未利用地开发，扩展到农用地

整理、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整

理，以及土地复垦和土地生态整治等各类土地

整治活动；在规划理念上，坚持绿色发展，强调

土地整治与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相统一。

二是突出区域特色，强调因地制宜。土地

整治规划在总结和综合各地方土地整治工作经

验的基础上，空间布局更强调分区域和差别化

的土地整治，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统筹

安排、突出重点、循序渐进推进各项土地整治活

动。针对不同区域特点和土地整治需求，划分

土地整治分区，在阐明各区自然条件、经济社会

发展状况和土地资源优劣势的基础上，确定区

域土地整治的现状、特点、需求与问题，揭示各

区土地整治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内容，实行更有

针对性的管理。

三是抓手更有效，政策更有利。随着两轮

土地整治规划的实施，土地整治示范建设和重

大工程成为规范、引领全国土地整治工作的重

要抓手。近年来，国家先后安排了１１６个基本

农田保护示范区、１０个农村土地整治示范省、

５００个高标准基本农田示范县建设和一批土地

整治重大工程，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成为发挥土

地整治规模效应、规范引领土地整治发展，统筹

推进全国土地整治工作的有效抓手，成为传播

土地整治先进理念和经验的重要载体。所以，

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重大工程实施和示范建

设，以推进土地综合整治为目标，将高标准农田

建设与城乡建设用地的增减挂钩、工矿废弃地

复垦利用、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低丘缓坡荒滩

等未利用地开发等政策手段进行统筹整合，发

挥政策组合的整体效应，整体推进山水林田湖

综合整治。

２．“十三五”时期土地整治的总体思路

“十三五”时期，土地整治应全面贯彻落实

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遵

循五大发展新理念，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和节约用地制度，实施藏粮于地和节约优先

战略，以提升粮食产能为目标，大力推进农用地

整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农业现代化基础；

应以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为导向，大力推进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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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乱、闲置、低效建设用地整理，推动美丽宜居

乡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应以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为要求，大力推进贫困地区土地综合整

治，加大政策、项目、资金支持，助力脱贫攻坚；

应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大力推进废弃、退

化、污染、损毁土地的治理、改良和修复，促进土

地资源永续利用。总体思路如图１所示。

其一，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大力推进农用地

整理。耕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资源基础，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发展现代农业是当前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快经济转型发展的全局性

和战略性重大问题。近年来，按照耕地保护要

实现数量管控、质量管理和生态管护“三位一

体”的战略部署，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基本农田

建设已经成为保护耕地的重要抓手和基础手

段。“十三五”时期，仍应坚守耕地红线，全面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大规模开展农用地整理，加

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建成４亿亩高标

准农田，力争建成６亿亩高标准农田，经整治的

基本农田质量应平均提高１个等级，粮食亩产

增加１００公斤以上，积极实施土地整治重大工

程，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应向粮食生产功能区、

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倾斜。应加强耕地数量、质

量保护，改善农田生态环境，夯实农业现代化发

展基础，落实藏粮于地战略。应通过农用地整

理，低效、损毁和废弃建设用地整理，以及还耕

和耕地后备资源开发等手段，补充不少于 ２０００

万亩耕地。同时，应大力推进中低等级耕地的

改造，对新增耕地采取耕作层剥离等，全面提高

补充耕地的质量。

其二，围绕美丽乡村建设，规范开展农村建

设用地整理。我国的农村建设用地基数大，农

村人口人均居民点用地远远超过现行人均１５０

平方米的高限，废弃、闲置和低效利用居民点用

地问题突出，“散”“乱”“空”现象普遍存在，因

此应开展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优化用地结构和

布局，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土地

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十

三五”时期，应按照城乡统筹发展要求，规范开

展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与城乡建设用地的增减挂

钩，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布局，促进城乡要素平等

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和农业生产条件，促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和城

乡一体化发展。应根据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

化发展需要，以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与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为重要手段，整理农村建设用地

６００万亩，推进农村闲置低效土地整理，同时加

强乡村特色景观保护。

图１　“十三五”时期土地整治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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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落实节约优先战略，有序推进城镇工
矿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化、工业化是国家和区

域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必然要求，随着我国城镇

化的不断推进，传统粗放利用土地资源的方式

不可持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特点，亟需加大盘活存量建设用地，节约集约

用地，从区域发展、产业布局、生态安全等多角

度重新塑造结构更合理、效率更高、生态自我恢

复能力更强的空间格局，让土地整治成为优化

城镇空间结构布局的重要手段。“十三五”时

期，应坚持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积极推进城

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和旧工厂改造，优化城镇用

地结构，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改善城镇人居环境，促进新型城镇化发

展。应通过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和旧工矿改造

利用等途径，改造开发城镇低效用地６００万亩，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建设用地规模降低２０％，
优化城镇用地结构布局。

其四，贯彻环境保护国策，积极推进土地复

垦和土地生态整治。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总

体上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自然生态系统脆

弱，土地退化和污染严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面

临巨大压力。因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应加强

土地生态保护和修复。“十三五”时期，应坚持

绿色发展理念，加大损毁土地复垦力度，努力做

到“快还旧账、不欠新账”，历史遗留损毁土地复

垦率达到４５％以上，生产建设活动新损毁土地
全面复垦，自然灾害损毁土地及时复垦，保障土

地可持续利用；应加强土地生态环境建设，实施

山水林田湖综合整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

复，推进绿色发展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地方土地整治规划实施中存在

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１．地方土地整治规划实施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

一是重战略设计，轻战术实施。经过两轮

土地整治规划编制的实施和试点探索，土地整

治的目标定位逐步明确，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

我国土地整治的战略目标是基本稳定的，即耕

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和生态建设。围绕上述

三大目标，各级地方政府土地整治规划虽设计

了具体任务和实施手段，但从主要抓手的设计

及其实施情况来看，与预期效果相比依然存在

一定差距，如土地生态整治虽然在规划中早有

谋划，但至今仍未在全国层面形成定量化的整

治目标、具体工程和实施范围，更缺乏区域性示

范建设，甚至缺乏相关工程建设标准。总的来

看，规划在针对具体任务尤其是土地生态整治、

建设用地整理时，缺乏系统性的抓手设计，而规

划中布署开展的一些示范建设、土地整治工程

等，也由于管理机制、实施机制不到位等进展缓

慢，从而影响了规划实施的效果。

二是重基础建设，轻建后利用。根据规划，

“十二五”时期全国已经建成４亿亩高标准农
田，“十三五”时期将再建设４亿 ～６亿亩高标
准农田。为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各地在规划

编制过程中，往往过度注重规划项目的建设规

模、补充耕地数量等硬要求，想方设法达到指标

要求，忽视地方的土地资源特点和对未来土地

利用方向的引导；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往往遵照

建设标准开展设计施工，以项目合格验收为最

终目标，缺乏项目的后期维护，更缺乏对建成后

生产过程的参与设计。土地资源需回归本质，

以“利用”为规划编制实施的目的，应形成建

设—管护—利用“三位一体”的长效机制。

三是重政策调控，轻技术革新。近年来，随

着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低丘缓坡荒滩等未利

用地开发、工矿废弃地复垦等一系列土地整治

试点政策的实施，从多种途径扩展了建设用地

新空间，满足了地方用地需求，给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明显支撑。再加上高标准农田建设、

耕地占补平衡等相关政策的实施，各地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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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越来越热衷于通过规划争取相关政策支

持，甚至不顾实际情况，突破政策开展整治活

动，这样一方面造成了新的寻租空间，另一方面

弱化了土地整治规划的工程性、技术性属性，偏

离了规划的实施型本质。

四是重整体统筹，轻区域差异。静态蓝图

式规划和目标式管理，容易减少规划成本，达到

统一目标，但容易造成“一刀切”情况，忽略地

方需求的差异性，难以激发土地整治活力。因

此，土地整治规划应至少重视三个方面的差异：

一是地域差异；二是主导产业差异；三是城乡差

异。只有基于对土地整治的一般规律和区域差

异的认识，才能通过土地整治优化调整土地利

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２．对规划编制实施的建议
一是实施高标准生态良田建设计划和建设

用地整治提升计划。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和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始终是土地

整治规划的核心。在土地整治规划编制中，应

围绕上述两大任务，明确长远目标和实施路径，

有步骤、有计划地稳步推进。高标准生态良田

建设计划应以巩固粮食安全的耕地资源为基

础，通过１０～１５年时间的持续建设，将我国高
标准农田比例提高到８０％以上；建设用地整治
提升计划应围绕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通过

市地整理、村庄整理等手段，调整城镇用地、工

业用地、村庄用地比例，形成结构更优、效率更

高的空间格局。

二是加强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和土地整治示

范点的建设。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和示范点建

设，是土地整治规划实施最重要的手段，在空间

上是优质土地资源集中区域，是最需要进行全

域规划、整体推进、整合资金集中投入的区域。

在“十二五”期间，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和示范点

建设有效发挥了带动效应，引领了各类土地整

治活动。在“十三五”时期，我们应总结示范经

验，继续引领区域土地整治方向。

三是实施差异化的土地整治办法。差异化

的土地整治办法是基于区域特点和土地整治的

现实需求，将不同的工程改造方案、政策手段进

行组合，形成各具特色的规划方案，并在规划中

以网格化方式落实到空间上。总的来说，在大

城市群和经济发达地区，应探索都市型多功能

土地整治办法，提升土地的综合服务能力；在乡

村地区，应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

境为目的，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引导乡村居

民集中居住，构建农村土地利用格局；在城乡结

合带作为连接城乡空间的特殊区域，应重点加

强农业景观建设和生态建设，以形成效率高、景

观优美、自我调节能力强的区域性格局；在山地

丘陵地区，应合理发展旱作高效农业体系，同时

开展土地生态整治，以提高退化土地生态系统

的自我修复能力。

四是实施工程技术创新和政策机制创新双

轮驱动模式。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布局，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是土地整治的根本目的。好的政

策调控手段虽可以激发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

减少土地整治的成本，提高规划执行效率，但本

质上还需要依赖土地整治的工程技术手段来实

施建设和改造。政策机制创新能合理地引导工

程建设，而工程技术创新则可从根本提升土地

整治的效率和成效。因此，不同时期、不同区

域、不同类型的土地整治，都需要进行不同形式

的创新，应聚焦长期战略和短期现实问题，建立

科技和制度双创新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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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占款冲销视角下外汇流入
对地区经济的影响
———基于９省面板数据协整与 ＥＣＭ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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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ａｎａｌ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Ｍｏｆｎｉｎ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关键词：

外汇占款；

冲销；

外汇流入；

区域效应

水兵兵
ＳＨＵＩＢｉｎｇｂｉｎｇ

郑州轻工业学院 财务处，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我国特殊的结售汇制度，使外汇占款、冲销成为决定我国基础货币投放量

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对外开放水平的差异和外汇占款的原因，更多

的基础货币自然地流入东部沿海地区，而货币的冲销却是全国统一的，这种不

可逆的货币投放、回笼过程，最终导致基础货币的投放在各地区的不均衡，产生

货币区域效应，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利用我国东中西部９个省份的面板数
据，基于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一个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

与外汇流入水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外汇流入的不均衡是导致经济发展水平不

均衡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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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兵兵：外汇占款冲销视角下外汇流入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基于９省面板数据协整与ＥＣＭ的实证研究

　　外汇占款冲销是随着我国的特殊结售汇制

度而出现的一种货币政策，目前已成为我国货

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汇占款冲销影响货

币政策继而产生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对地区经

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国外关于货币政策区域

效应的研究，自欧盟实施统一货币政策后逐渐

兴起。Ｇ．Ｃａｒｌｉｎｏｌ等［１］对美国５个地区进行了

研究，发现其中一个地区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

非常明显，另外两个地区则不敏感。ＥＥＭｅａｄｅ

等［２］从区域研究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欧盟５８个

地区的数据分析，得出：欧盟５个国家存在显著

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随着欧盟国家之间的逐

步融合，这种差异逐渐减小。国内相关研究是

从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逐渐多起

来的，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一般化

研究。曹永琴［３］认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南部

地区比北部地区更敏感。刘玄等［４］认为，对货

币政策的反应，东部地区较敏感，中西部地区较

迟钝，东部地区传导的速度和深度均大于中西

部。张晶［５］认为，中、东部反应弹性较大，西部

反应弹性小但持续时间长。关于导致出现货币

政策区域效应的原因，学者们主要从货币政策

的传导机制入手，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地区

开放程度、产业结构、金融发展水平与结构、企

业产权性质与规模、国企比重、国有银行信贷制

度等是产生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主要原

因［３－４］，但从外汇占款冲销视角分析的则很少。

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连年出现巨额顺差，

外汇储备迅速增加，最高时超过４万亿美元，居

全球首位。由于我国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外

汇占款已成为投放基础货币的最重要渠道。为

了调节国内货币总量、平抑通货膨胀，中国人民

银行采取货币冲销来达到回笼资金的目的。可

见，外汇占款冲销已经成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外汇占款冲销的规模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基础货币的投放、回收的规模，

从而决定最终投放到各地区的基础货币的数

量。由于我国各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不均衡，外

汇占款所投放的货币更多地流向东部沿海地

区，而通过冲销回笼货币的政策却是全国统一

的、“一刀切”的，基础货币的投放和回笼显然

是两条不可逆的路径，结果将导致各地区货币

供应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这种特殊的货币

政策体系，势必会在原有传导机制的基础上进

一步放大货币的区域差异效应。李健［６］认为，

各地区外汇流入的不平衡和全国“一刀切”的

冲销政策，最终将导致货币在各地区供应的不

平衡，造成东部流动性过剩、西部流动性过紧的

现象。

本文拟利用我国东中西部９个省份的面板

数据，基于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研究，探

寻导致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的原因，以期有助

于实现我国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

　　一、数据选取与研究方法

１．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属于东部沿海地

区的广东、江苏、浙江，属于中部地区的河南、安

徽、江西、湖北和属于西部地区的陕西、青海９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其２０１２年的 ＧＤＰ和 ＮＦ

（净出口额＋外商直接投资）见表１。从表１可

以看出，东部沿海省份２０１２年的ＮＦ，无论绝对

规模还是占本省 ＧＤＰ的比重，都大于中部地

区，而中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差异明显，呈阶

梯式。

２．研究方法

首先对 ＧＤＰ和 ＮＦ取自然对数变换为

ｌｎＧＤＰ和 ｌｎＮＦ（见图 １）。从图 １可以看出，

ｌｎＧＤＰ序列和ｌｎＮＦ序列均呈上升趋势，表现出

非平稳性。因此首先对这两个序列进行平稳性

检验，并求出其单整阶数。两个序列虽然都呈

上升趋势，但走向比较一致，可能具有长期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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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如果两个序列单整阶数相同，则继续检

验两个序列的协整性；如果协整，则建立误差修

正模型，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的长期静态特征

和短期动态特征。

表１　２０１２年我国东中西部九省份ＧＤＰ和ＮＦ情况

序号 省份 ＧＤＰ／万元 ＮＦ／万元 ＮＦ／ＧＤＰ
１ 广东 ５７０６７９１７７ １１８４４１５５４ ２１％
２ 江苏 ５４０５８２２００ ９１４３３４７８ １７％
３ 浙江 ３４６６５３３００ ９４４９９５０８ ２７％
４ 河南 ２９５９９３１００ １２４５５７３３ ４％
５ 安徽 １７２１２０５０６ １４４２３９８７ ８％
６ 江西 １２９４８８８００ １４９２０２５９ １２％
７ 湖北 ２２２５０４５００ ７８９００９２ ４％
８ 陕西 １４４５３６８００ ３４３５００１ ２％
９ 青海 １８９３５４００ ３１９３１１ ２％

图１　ｌｎＧＤＰ与ｌｎＮＦ关系图

　　二、实证检验

１．平稳性检验

ｌｎＧＤＰ和 ｌｎＮＦ序列平衡性检验结果见表

２。从表２可以看出，ｌｎＧＤＰ和 ｌｎＮＦ原序列均

未通过平稳性检验，ｌｎＧＤＰ的一阶差分序列通

过平稳性检验，ｌｎＮＦ的一阶差分序列有两种方

法通过平稳性检验（ＬＬＣ，ＰＰ），且 ＬＬＣ和 ＰＰ的

统计量值均比较大，因此可以认为ｌｎＮＦ的一阶

差分序列在很大概率上通过平稳性检验。因此

ｌｎＧＤＰ和ｌｎＮＦ均是一阶单整序列，单整阶数相

同，且ＤｌｎＧＤＰ、ＤｌｎＮＦ～Ｉ（０），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２．协整检验

本文基于 Ｋａｏ检验来检验 ｌｎＧＤＰ序列和

ｌｎＮＦ序列的协整性，结果见表３。由表３可知，

ＡＤＦ统计量检验显著（在５％的置信水平下），

即Ｋａｏ检验认为两个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３．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格兰杰定理，如果两个变量协整，则这

两个变量必有误差修正模型表达式的存在。因

此，本文将建立 ｌｎＧＤＰ和 ｌｎＮＦ的误差修正模
型（ＥＣＭ），回归结果见表４，表达式如下：

ＤｌｎＧ
＾

ＤＰｔ＝０．２４８３＋０．０４１９ＤｌｎＮＦｔ－
０．００９３ＥＣＭｔ－１ ①

其中

ＥＣＭｔ＝ｌｎＧＤＰｔ－０．５４３６ｌｎＮＦｔ ②
　　①式说明，ｌｎＧＤＰｔ与 ｌｎＮＦｔ的长期关系是
ｌｎＧＤＰｔ＝０．５４３６ｌｎＮＦｔ，这表明 ｌｎＧＤＰｔ对 ｌｎＮＦｔ
的弹性系数为０．５４３６。对于各省份来说，外资进
入每增加１％，该省的ＧＤＰ将增加０５４３６％。

②式说明，短期内省际外资进入的变化
（ＤｌｎＮＦｔ）以０．０４１９的比例影响省际ＧＤＰ的变

表２　ｌｎＧＤＰ和ｌｎＮＦ序列平稳性检验

序列

名称

原序列

Ｍｅｔｈｏ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ｂ．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ｂｓ
一阶差分序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ｂ．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ｂｓ
Ｌｅｖｉｎ，Ｌｉｎ＆Ｃｈｕｔ －４．４４７７６ ０．００００ ９ ７９ －１３．９９５３ ０．００００ ９ ６３
Ｂｒｅｉｔｕｎｇｔ－ｓｔａｔ －０．０２１７２ ０．４９１３ ９ ７０ －１．４２７２９ ０．０７６７ ９ ５４

ｌｎＧＤＰ Ｉｍ，ＰｅｓａｒａｎａｎｄＳｈｉｎＷ－ｓｔａｔ －０．１８２２７ ０．４２７７ ９ ７９ －２．１３９３７ ０．０１６２ ９ ６３
ＡＤＦ－Ｆｉｓｈｅｒ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２１．０７１６ ０．２７５８ ９ ７９ ５３．５４７６ ０．００００ ９ ６３
ＰＰ－Ｆｉｓｈｅｒ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４０．５５６６ ０．００１８ ９ ８１ ７９．５６７９ ０．００００ ９ ７２
Ｌｅｖｉｎ，Ｌｉｎ＆Ｃｈｕｔ －４．９７５３９ ０．００００ ９ ７７ －４．４１８０６ ０．００００ ９ ７０
Ｂｒｅｉｔｕｎｇｔ－ｓｔａｔ －２．６８９１６ ０．００３６ ９ ６８ －０．３９９０９ ０．３４４９ ９ ６１

ｌｎＮＦ Ｉｍ，ＰｅｓａｒａｎａｎｄＳｈｉｎＷ－ｓｔａｔ －０．１３８０４ ０．４４５１ ９ ７７ －０．１０４８５ ０．４５８２ ９ ７０
ＡＤＦ－Ｆｉｓｈｅｒ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１８．５８９９ ０．４１７５ ９ ７７ ２１．２９８４ ０．２６４６ ９ ７０
ＰＰ－Ｆｉｓｈｅｒ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１３．３８０５ ０．７６８５ ９ ８１ ２９．４３０４ ０．０４３４ ９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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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ＤｌｎＧＤＰｔ）。非均衡误差则以０．００９３的比
例影响后一期省际 ＧＤＰ的变化。从表４可以
看出，ＥＣＭｔ的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 ＮＦ与
ＧＤＰ之间相互适应的速度非常快，两个变量在
很短时间内就会达到均衡状态，这个时间可能

小于１年。这与我国的外资结构有一定关系，
在我国外资总额中，净出口所占的比例远远大

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而对外贸易几乎

是在当年直接进入 ＧＤＰ的计算范围之内。随
着我国吸收外资投资的比重逐渐加大，非均衡

误差的调整周期会逐渐变长，ＥＣＭｔ的系数会变
得显著。

整个误差修正方程估计通过显著性检验

（Ｐ（Ｆ）＝０．０１６６８９＜０．０５），ＤＷ＝１．９６，模型的
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问题。由于 ｌｎＧＤＰ，
ｌｎＮＦ～Ｉ（１），ｌｎＧＤＰ和 ｌｎＮＦ存在协整关系，所
以①式的参数估计具有优良特性，不存在虚假
回归问题。

表３　ｌｎＧＤＰ和ｌｎＮＦ协整检验

ＡＤＦ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ｂ．
－１．６４８１４６ ０．０４９７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０．０２１３４９
ＨＡＣ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０．０４２４９９

表４　ＥＣＭ估计及相关检验结果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ｂ．
Ｃ ０．２４８３１２ ０．０８９８０２ ２．７６５１０４ ０．００７１　

Ｄ（ｌｎＮＦ） ０．０４１９２４ ０．０１４３０７ ２．９３０２４８ ０．００４４
ＥＣＭ －０．００９３０７ ０．００９１８９ －１．０１２８０９ ０．３１４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９９６３０ Ｍｅａ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 ０．１６４６２０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７６５４３ Ｓ．Ｄ．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 ０．０４５８５２
Ｓ．Ｅ．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０．０４４０６２ Ａｋａｉｋｅｉｎｆｏ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３．３７０１０４
Ｓｕｍｓｑｕａｒｅｄｒｅｓｉｄ ０．１５１４３４ Ｓｃｈｗａｒｚ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３．２８１４２１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３９．４８９２ Ｈａｎｎａｎ－Ｑｕｉｎｎｃｒｉｔｅｒ． －３．３３４５２３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４．３１５５１２ Ｄｕｒｂｉｎ－Ｗａｔｓｏｎｓｔａｔ １．９５６４３５

Ｐｒｏｂ（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０１６６８９

　　三、结语

我国特殊的结售汇制度和东中西部对外开

放水平的不均衡，导致了货币投放在各地区的

差异，进而影响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对

分别来自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得

出结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外汇流入

水平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外汇流

入的不均衡确实是产生地区经济差异的原因之

一，这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东部沿海地区比中西

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的原因。从短期均衡来

看，非均衡误差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 ＧＤＰ和

ＮＦ在很短时间内就达到均衡状态，这与我国对

外经济结构有一定关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我国仍处在“走出去”的初级阶段，资源密集

型、劳动力密集型等产业链很短，投入短时间内

就可以见到成效的初级加工贸易然仍占很大比

重，而创新性强、技术含量高、产业链长的技术

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还比较低。

这也是今后我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促进产业

结构调整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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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创业板股票定价实证研究
———基于市场溢价、规模溢价、价值溢价和流动性溢价四因子模型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ｓｔｏｃｋｓｐｒｉｃ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ＧＥ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ｚｅ，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ｐｒｅｍｉｕｍｆｏｕｒｆａｃｔｏｒｓｍｏｄｅｌ

关键词：

创业板；

ＣＡＰＭ模型；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
三因素模型；

流动性溢价

游郭融１，吴宏旭２

ＹＯＵＧｕｏｒｏｎｇ，ＷＵＨｏｎｇｘｕ

１．福建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０８；
２．中国科学院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１０１４０８

摘要：基于我国创业板股票周收益数据，运用ＣＡＰＭ模型和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
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我国创业板股票市场存在明显的账面市值比效

应和相对较弱的大规模效应。按照换手率对股票进行分组，发现平均周收益率

随着流动性的增加而增加，与传统流动性溢价理论存在差异。在两种模型的基

础上，添加流动性因子有助于消除截距项的异常收益，并且经流动性调整后的

三因素模型的回归结果更优，即包含市场溢价、规模溢价、价值溢价和流动性溢

价四因子的ＬＡＦＦ模型能更好地描述我国创业板股票周收益率情况。我国创业
板市场之所以表现出高流动性（低流动性风险）资产收益率高、而低流动性（高

流动性风险）资产收益率低的特点，原因在于投资者对预期收益缺乏理性分析，

交易成本偏高，信息不对称，从而扭曲了收益与流动性负相关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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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０日，有“中国纳斯达克”之

称的创业板股票市场在深圳正式开市，至今已

近６年，上市公司的数量从最初的２８家达到目

前的４２９家，创业板股票得到了较为快速的发

展。与主板市场不同，创业板市场为暂时无法在

主板市场上市的企业提供了融资途径，比如创业

型、中小型和具有较高成长性的高科技企业的融

资。创业板市场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占有重要的

位置，是对主板市场的重要补充。探索影响我国

创业板市场的风险因素，提出我国二板市场科学

合理的定价模型，为投资者的理性决策提供科学

的指导和依据，对于推动我国创业板市场健康稳

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已有

大量研究表明，规模效应、价值效应与流动性溢

价在多数股票市场是存在的。这意味着对我国

创业板市场风险因素的考察，也需考虑这几个因

素的作用。本文拟基于ＣＡＰＭ资产定价模型和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型，通过调整因子类型设

定新的资产定价模型，并对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回

归，对以下问题进行研究：（１）描述性统计结果

是否支持创业板市场的价值效应和规模效应；

（２）传统 ＣＡＰＭ模型和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

型对二板市场周收益率的解释效力比较；（３）剔

除回归效果较差的因子后的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二因

素模型的回归效果；（４）在控制市场因子、价值

因子和规模因子的情况下，截距项与流动性分组

是否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５）流动性调整后的

ＣＡＰＭ模型和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模型对创业板周收益

率的回归效果比较。

　　一、文献综述

较多实证分析显示，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

型在实证结果上虽优于ＣＡＰＭ模型，但学者们还

是致力于寻求更多具有良好解释力的风险因子，

以完善该模型的解释能力。流动性是金融资产

的一项重要属性。Ａｍｉｈｕｄ等［１］首次开始关注股

票的流动性问题，提出了流动性溢价理论。实证

分析结果发现，收益随着买卖价差的升高而升

高，验证了市场存在明显的流动性溢价现象。之

后，学界就开始关注将流动性因子作为风险因子

之一纳入定价模型中。Ｂｒｅｎｎａｎ［２］重新定义流动

性因子，使用日内高频数据计算交易指令对价格

的冲击，并将其作为非流动性指标来衡量股票流

动性；Ｄａｔａｒ等［３］选用了新的指标来代表股票的

流动性大小，即换手率；Ａｍｉｈｕｄ［４］通过由于交易

导致的价格变化来构建流动性指标，并提出：在

新的指标中，流动性越小，交易对价格的冲击就

越大；我国学者李一红等［５］对沪市的研究同时考

虑了两种指标，其研究结论支持我国股市的流动

性溢价的存在；刘卫民［６］提出了考虑流动性的

ＬＣＡＰＭ模型，其模型解释效果突出；陈青等［７］借

鉴刘卫民构造流动性因子的方法，同样证明了

ＬＣＡＰＭ模型在我国股票市场的表现要优于

ＣＡＰＭ模型和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型，并且使

用ＬＣＡＰＭ模型很好地解释了许多市场异象。

波动率因子对收益率的有效解释也是被大

量实证结果所支持的：Ｐｉｎｄｙｃｋ［８］指出，美国股票

市场在１９７０年代的大幅下跌，可能与当时市场

波动率的增加相关；郑振龙等［９］认为，波动率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性风险，横截面定价的实证

结果显著，并且风险价格为负，在传统的 ＣＡＰＭ

模型中引入波动率风险因子会显著地降低定价

误差，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异常收益情况。

另外，还有很多具有较高解释力的因子不

断被发现，从而有助于完善现有的定价模型。

本文主要围绕市场、规模、价值、流动性四因子

进行实证分析。

　　二、基于我国创业板股票数据的实

证研究

　　为研究影响我国创业板股价收益率的风险

因素，本文通过检验传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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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型，以及相应经流动性调

整后的模型（ＬＡＣＡＰＭ，ＬＡＦＦ）解释创业板收益

的适用性，来分析创业板市场的规模效应、价值

效应和流动性溢价现象，选用 ＣＳＭＡＲ数据库

提供的周收益样本、账面价值、账面市值比和换

手率等数据对这几个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１．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文采用的股票数据来源于深圳国泰安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的 ＣＳＭＡＲ数据库。为保证数

据的可得和连续，选取了２０１１年以前上市的１５８

只流通中股票作为分析对象，研究时间段为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为了获

得足够数量的样本，选取周数据作为样本数据。

首先对数据进行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分析，将所有

股票按市值分为小规模股票组合（Ｓ）和大规模

股票组合（Ｂ），各占比５０％；再根据２０１５年年末

上市公司的账面市值比将股票分为低（Ｌ）、中

（Ｍ）和高（Ｈ）３个组合，占比分别是３０％、４０％

和３０％，从而将股票按照ＭＶ值和ＢＭ值独立分

组，交叉形成６个组合，即 ＳＬ、ＳＭ、ＳＨ、ＢＬ、ＢＭ、

ＢＨ组合。

２．描述性统计

上述６个组合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１。

从表１可以看出，无论是Ｓ组还是Ｂ组，在同样

规模的组合中，其平均周收益率随着账面市值

比的上升而下降，也就是说，成长性股票的收益

情况要优于价值型股票。通过统计结果对规模

因子的解释情况可以发现，除了高账面市值比

的组合（Ｈ）外，统计结果是支持规模因子与股

票平均周收益率正相关的：在低账面市值比的

分组中，周收益率随着市值的增加从０．００４０上

升至０．００６１，上升了０．００２１；中等账面市值比

的分组中，小公司的收益率为０００１９而大公司

的收益率为０．００２２。从统计结果上看，规模效

应较价值效应弱，而且表现出大规模效应。而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的研究结果表明：价值型股票的

收益率高于成长型股票，小规模公司收益率高

于大公司。表 １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同 Ｆａｍａ、

Ｆｒｅｎｃｈ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

表１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组合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组合名称 Ｍｅａｎ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Ｓｋｅｗｎｅｓｓ Ｋｕｒｔｏｓｉｓ
ＳＬ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５１ ２．６３４２
ＳＭ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６ －０．２４６０ ２．６０８６
ＳＨ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２１３ ２．６９１７
ＢＬ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１５ －０．１９６６ ３．０２３１
ＢＭ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５ －０．１９３２ ２．８８５５
ＢＨ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５ －０．１９８０ ２．５３３６

３．ＣＡＰＭ和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型的实

证检验

（１）实证模型设计

根据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型设定的数学

表达式如下：

Ｒｉｔ－Ｒｆｔ＝αｉβ１×（Ｒｍｔ－Ｒｆｔ）＋ｓｉ×

ＳＭＢｔ＋ｈｉ×ＨＭＬｔ＋εｓｉｔ ①
　　该模型是建立在 ＣＡＰＭ的基础之上，再增

加规模因子ＳＭＢ和价值因子ＨＭＬ。其中

ＳＭＢ＝
（Ｒｓｌ＋Ｒｓｍ ＋Ｒｓｈ）－（Ｒｂｌ＋ＲｂｍＲｂｈ）

３ ②

ＨＭＬ＝
（Ｒｓｈ＋Ｒｂｈ）－（Ｒｓｌ＋Ｒｂｌ）

２ ③

　　ＳＭＢ和 ＨＭＬ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２。

由表２可知，ＳＭＢ的均值为 －０．３１％，ＨＭＬ的

均值为－０．４１％，两者均小于零。ＳＭＢ是小规

模公司收益减去大规模公司收益，均值为负数，

同样支持了创业板市场呈现大规模效应的观

点；ＨＭＬ是高账面市值比公司收益减去低账面

市值比公司收益，均值为负数，也说明了成长型

股票的收益率要高于价值型股票的收益率，创

业板具有低账面市值比效应。

表２　ＳＭＢ和ＨＭＬ因子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因子类别 Ｍｅａｎ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Ｓｋｅｗｎｅｓｓ Ｋｕｒｔｏｓｉｓ
ＳＭＢ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２１４４ ３．１８４８
ＨＭＬ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３１３８ ３．０２９５

·６６·



游郭融，等：我国创业板股票定价实证研究———基于市场溢价、规模溢价、价值溢价和流动性溢价四因子模型

　　（２）回归结果

在回归之前先对数据进行检验，经检验得

到序列平稳且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分别以

ＣＡＰＭ模型和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型作为模

型基础进行回归，结果见表３。

从ＣＡＰＭ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６

种组合中，β的ｐ值均接近零，系数的回归结果

是非常显著的，说明传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

市场因子是能够有效捕捉到大部分股票收益率

的。对于常数项，ＢＬ组α值在５％的显著性水

平上显著异于零，而ＳＬ组 的ｐ值也接近１０％，

说明低账面市值比公司组合的股票在ＣＡＰＭ模

型的回归中能够获得更多的异常收益，即资本

资产定价模型对于低账面市值比公司的股票收

益率的解释力度有限。

通过运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结果来分析

规模效应和价值效应，可以看出，无论是大规模

公司还是小规模公司，组合的 α值都随着账面

市值比的增加而减小，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价值

效应；而对于规模效应，同描述性统计结果类

似，低账面市值比和中账面市值比组的 α值支

持了大规模效应，而高账面市值比的结果却不

甚明显。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

β系数仍然非常显著，ＳＭＢ因子的系数 Ｓ在

１０％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ＨＭＬ因子的系数在

１０％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 ＨＭＬ因子对

各组收益的解释力度均较强。ＳＭＢ因子对前４

组收益也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对于ＢＭ和ＢＬ组

的解释力较弱，ＳＭＢ因子的系数随着规模的增

加由正变为负数。由于 ＳＭＢ的均值为负，故

ＳＭＢ因子对大规模公司表现出正效应，对小规

模公司表现出负效应，这再次证明了大规模效

应的存在。同理，对 ＨＭＬ因子进行分析，得到

与前文一致的结论，即创业板股票存在低账面

市值比效应。

对比ＣＡＰＭ模型和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

型的回归结果，发现：在 α的显著性上，Ｆａｍａ

Ｆｒｅｎｃｈ模型的α均不显著，而资本资产定价模

型有一组α显著异于零；而ＣＡＰＭ的 α均值大

于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型的 α均值，说明

ＣＡＰＭ回归结果存在更多异常收益，Ｆａｍａ

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型能够解释更多的收益；Ｆａｍａ

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型的Ｒ２比ＣＡＰＭ模型的Ｒ２提升

了３．８％。由此可见，在我国创业板市场上，相

表３　ＣＡＰＭ模型与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型的回归结果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ＡＰＭ模型回归结果

α β Ｒ２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型回归结果

α β ｓ ｈ Ｒ２

ＳＬ
０．００４４ １．１１１７

０．７２３３
０．０００５ １．０７０３ ０．９４４３ －０．７３５３

０．８００４
（０．１０２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３６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ＳＭ
０．００２８ １．１３３０ ０．８１３０ ０．００１６ １．０９４２ ０．６６８５ －０．１３４４ ０．８３８４
（０．１８５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４０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３１０３）

ＳＨ ０．００１６ １．１１９６
０．７８６５

０．００１９ １．０７２１ ０．６６１７ ０．２３９８ ０．８２４０
（０．４７２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７５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８５７）

ＢＬ ０．００４９ １．０４２３
０．７５５２

０．００２４ １．０８２８ －０．３６８２ －０．７１２２ ０．８２８１
（０．０３５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２８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０００）

ＢＭ ０．００３２ １．０５０２
０．７５５１

０．０００５ １．０７２９ －０．２７１７ －０．２３０４ ０．７６４０
（０．６１６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２５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４６２） （０．０３５５）

ＢＨ －０．０００３ １．０８３３
０．８０７７

０．００１０ １．０８１０ －０．０８５６ ０．３１２７ ０．８１４０
（０．８７７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９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０３６） （０．０２３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０３０ １．０９００ ０．７７３５ ０．００１３ １．０７８９ ０．２５８２ －０．２１００ ０．８１１５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ｐ值；α均值取绝对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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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于ＣＡＰＭ模型，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型的表
现更加优越，更能够解释创业板市场的平均周

收益率。

鉴于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型回归结果中
ＳＭＢ因子的解释能力偏弱，故将 ＳＭＢ因子剔
除，重新设定二因素模型如下：

Ｒｉｔ－Ｒｆｔ＝αｉ＋βｉ×（Ｒｍｔ－Ｒｆｔ）＋ｈｉ×
ＨＭＬｔ＋εｉｔ ④

　　对该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４。

表４　剔除ＳＭＢ因子的二因素模型回归结果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
Ｇｒｏｕｐｓ α β ｈ Ｒ２

ＳＬ ０．００２２ １．１２５２ －０．５５４６ ０．７４９１
（０．４０７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２）

ＳＭ ０．００２８ １．１３３１ －０．００６４ ０．８１１１
（０．２０６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６３２）

ＳＨ ０．００３１ １．１１０６ ０．３６６５ ０．７９７７
（０．１７６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５）

ＢＬ ０．００１８ １．０６１４ －０．７８２７ ０．８２０２
（０．３８４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ＢＭ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７１ －０．２８２４ ０．７６１３
（０．９８６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２３）

ＢＨ ０．０００９ １．０７６０ ０．２９６３ ０．８１５４
（０．６７７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４）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０１８ １．０９３９ －０．１６０５ ０．７９２５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上
显著；括号内为ｐ值；α均值取绝对值计算。

由表４可以看到，α仍然均不显著异于零，
但是均值０．００１８较三因素模型上升了０．０００５，

表现出更多异常收益；二因素模型Ｒ２均值也下
降了０．００９，解释力度下降；而且剔除ＳＭＢ因子
后，ｈ在ＳＭ组更加不显著，在 ＢＭ组显著性也
较三因素模型降低，且在５％的水平下，不能通
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ＳＭＢ因
子的问题仅存在于大规模公司的部分分组中，

对整体市场收益的解释还是有效的。

４．创业板市场流动性溢价的实证检验
下面就我国创业板市场是否存在流动性溢

价现象，以及加入流动性因子后的模型对收益

率的解释能力的变化进行研究。

（１）流动性溢价现象

以往研究者较多使用换手率、买卖价差与

Ａｍｉｈｕｄ的非流动性比率等指标，来衡量股票的

流动性大小。本文将选取最常见的换手率作为

衡量创业板股票流动性的指标。

传统流动性溢价理论认为，流动性差的资

产在交易过程中交易成本较高，如果市场有效，

那么该种资产的市场价格应比同类型但流动性

较高的资产的价格低，即流动性低的资产收益

率较高。

为分析创业板股价收益率与其流动性之间

的关系，我们首先将９９只股票按照平均周换手

率进行排序，以大小排序分为１０组，并对各组

进行基于ＣＡＰＭ模型和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

型的回归，结果的α值见表５。

表５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Ｒａｔｅ分组下ＣＡＰＭ模型和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模型回归α值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Ｒａｔ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Ｒａｔｅ
Ｖａｌｕｅ

ＣＡＰＭ回归α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
回归α

Ｌ１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５
Ｌ２ ０．０３００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８
Ｌ３ ０．０３４９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０
Ｌ４ ０．０３９２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６
Ｌ５ ０．０４４３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６
Ｌ６ ０．０５１４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１
Ｌ７ ０．０５６７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４
Ｌ８ ０．０６１７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３４
Ｌ９ ０．０７３４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２１
Ｌ１０ ０．１１８６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６３

从表５可看到，ＣＡＰＭ模型和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

三因素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市场异像 α值大

致随换手率的增加而增加。在ＣＡＰＭ模型回归

中，Ｌ１组与 Ｌ１０组的 α值相差０．００７０，在 Ｆａｍａ

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型回归中，Ｌ１组与 Ｌ１０组的 α
值相差０００７８，即异常收益随着流动性的增加

而加大。这尽管与传统流动性溢价理论不符，

但支持了将流动性因子作为影响收益率因素的

结论。因此，接下来我们尝试使用流动性因子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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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ＣＡＰＭ模型和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型进行
调整，并对研究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２）流动性调整下模型的回归分析
为验证 ＣＡＰＭ模型和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

模型在流动性调整下哪个表现得更好，本文重

新设定如下两个模型。

流动性调整下的 ＣＡＰＭ模型（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ｓｓｅｔｐｒｉｃ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ＬＡＣＡＰＭ）：

Ｒｉｔ－Ｒｆｔ＝αｉ＋βｉ×（Ｒｍｔ－Ｒｆｔ）＋
ｑｉ×ＬＩＱｔ＋εｉｔ ⑤

　　流动性调整下的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型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ｔｈｒｅ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ｍｏｄｅｌ，
ＬＡＦＦ）：
Ｒｉｔ－Ｒｆｔ＝αｉ＋βｉ×（Ｒｍｔ－Ｒｆｔ）＋ｓｉ×
ＳＭＢｔ＋ｈｉ×ＨＭＬｔ＋ｑｉ×ＬＩＱｔ＋εｉｔ ⑥

　　在回归之前，我们同样要进行数据的平稳
性和共线性问题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流动性

因子序列是平稳的，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

线性问题。

表６是 ＣＡＰＭ模型及其流动性调整下的
ＣＡＰＭ模型的回归结果。从表６可看到，在流
动性分组之下，ＣＡＰＭ模型回归结果的 α值在
Ｌ８、Ｌ９、Ｌ１０组中都显著异于零，说明 ＣＡＰＭ模型
对于高流动性组合的解释力度较差。ＬＡＣＡＰＭ
模型回归的 α值均不显著，并且随着流动性增
加而增加的现象消失，说明流动性因子很好地

解释了超额收益部分。ＬＩＱ因子的系数均值是
正数，说明收益率随着流动性的增加而增加。

除了在Ｌ１～Ｌ４低换手率组中，ＬＩＱ因子不显著、

绝对值不全小于原模型且Ｒ２要低于原模型外，
剩余６组流动性因子都是显著的，绝对值小于

原模型并且Ｒ２高于原始模型。ＣＡＰＭ模型的 α
均值较高，Ｒ２均值较低，可见，流动性调整下的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对收益率的解释效果较原模

型更佳。

表７是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型及其流动

表６　ＣＡＰＭ模型与ＬＡＣＡＰＭ模型的回归结果

Ｇｒｏｕｐｓ α β ｈ Ｒ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９３７４
０．７２９０

（０．９０４７） （０．００００）Ｌ１
－０．００１４ ０．９３４７ ０．０４６２ ０．７２６４
（０．７９１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１２９）
０．００１５ ０．９８１４

０．７３４０
（０．５１６８） （０．００００）Ｌ２
－０．００２３ ０．９７５０ ０．１２２７

０．７３３０
（０．６５９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２２６）
０．０００３ １．０３０９

０．７３８５
（０．８８６３） （０．００００）Ｌ３
－０．００２９ １．０２５０ ０．０８９７

０．７３７２
（０．５７０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７４６）
－０．０００５ １．０１９３

０．７１０５
（０．８４７２） （０．００００）Ｌ４
－０．００５４ １．００８８ ０．１１８６

０．７１１７
（０．２７１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４２２）
０．００１８ １．０９３５

０．７３６２
（０．２７６９） （０．００００）Ｌ５
－０．００１２ １．０７７９ ０．１１５５ ０．７３９２
（０．５５４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７１）
０．００１９ １．１３５９

０．７６４４
（０．５２６５） （０．００００）Ｌ６
－０．００３３ １．１１４２ ０．１４２５

０．７６８６
（０．２３７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９７７）
０．００２５ １．１５６７

０．７５８９
（０．３１９０） （０．００００）Ｌ７
－０．０００６ １．１２４０ ０．１６５７

０．７７２４
（０．４００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５１ １．１３８９
０．７６６９

（０．０４０３） （０．００００）Ｌ８
－０．００４５ １．１１４９ ０．１４６７

０．７７７７
（０．３３３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０４９ １．１２２７
０．６９２６

（０．０９４８） （０．００００）Ｌ９
－０．００３７ １．１０９２ ０．１６７４ ０．７０８６
（０．１８１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０６７ １．３０７０
０．７２２５

（０．０３５７） （０．００００）Ｌ１０
－０．００３４ １．２６５２ ０．０７７６

０．７３３８
（０．５２５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４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２５５ １．０９２４

０．１１９３
０．７３５７

０．０２５３ １．０７４９ ０．７４０９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上

显著；括号内为ｐ值；α均值取绝对值计算。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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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ＦＦ和ＬＡＦＦ的回归结果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ＲａｔｅＧｒｏｕｐｓ α β ｓ ｈ ｑ Ｒ２

－０．００１５ ０．９６８６ －０．３３８５ －０．４０５０
０．７６２６

（０．４７９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０） （０．００４６）Ｌ１
－０．００１７ ０．９６８２ －０．３３９４ －０．４０４０ ０．００８２

０．７６０１
（０．７１７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０４） （０．００５４） （０．９６４７）
０．０００８ ０．９８７２ －０．０１８８ －０．１８９３

０．７３３１
（０．７５３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２０１） （０．２２２７）Ｌ２
－０．００２０ ０．９８２２ －０．０２０８ －０．１７２９ ０．０９０８

０．７３１２
（０．７０６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１１８） （０．２７４６） （０．５６０５）
－０．００１０ １．０４５８ －０．０９９２ －０．３５６８

０．７４９５
（０．６８６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０２３） （０．０２４８）Ｌ３
－０．００３２ １．０４２５ －０．１１７２ －０．３４２４ ０．０６３１

０．７４７６
（０．５２７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４６７） （０．０３４５） （０．６１７２）
－０．００１６ ０．９９５３ ０．４４１４ －０．１５３７

０．７１８９
（０．５５０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１７） （０．３５９８）Ｌ４
－０．００４０ ０．９８８９ ０．４１６０ －０．１３６５ ０．０８５９

０．７１８１
（０．３０２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５２） （０．４２００） （０．３９８０）
０．００１６ １．０５７４ ０．６２７５ －０．１３７９

０．７５５８
（０．５３６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１） （０．４０２９）Ｌ５
－０．０００７ １．０４９８ ０．５９１５ －０．１２３７ ０．１７０５

０．７６５４
（０．７０７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５） （０．３５５３） （０．０６９１）
０．００２０ １．１１６７ ０．３１４０ －０．０２２２

０．７６５７
（０．６５４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１７３） （０．８９２５）Ｌ６
－０．００１８ １．０９８７ ０．２７００ ０．０１７２ ０．１３０３

０．７６８７
（０．７７５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９３） （０．９１７０） （０．０３７１）
０．００２４ １．１３１７ ０．３７４８ ０．０６１６

０．７６３８
（０．３６１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９１） （０．７１５２）Ｌ７
－０．００２１ １．１０７８ ０．２７７２ ０．０８９１ ０．１４８９

０．７７３９
（０．１６３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７７２） （０．５９０４） （０．０２２９）
０．００３４ １．１４１８ ０．１０７２ －０．３９３６

０．７７６０
（０．１７８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８２７） （０．０１６０）Ｌ８
－０．００１３ １．１２０４ ０．１０４６ －０．３３０４ ０．１２２０

０．７８２６
（０．３４９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８６６） （０．０４３２） （０．０５０２）
０．００２１ １．０９４２ ０．６５８８ －０．５２５６

０．７２５０
（０．４６１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５３）Ｌ９
－０．０００７ １．０８７１ ０．５９５７ －０．４３５０ ０．１０９９

０．７２９７
（０．５０５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６２９）
０．００６３ １．２７４１ ０．５１４７ ０．０２１５

０．７２９３
（０．０５６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４４） （０．９１８３）Ｌ１０
－０．００２９ １．２３８６ ０．４４５４ ０．０６８４ ０．１０１８

０．７３８６
（０．７１７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０４）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７４７）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２２７ １．０８１３ ０．２５８２ －０．２１０１

０．０９０１
０．７４８５

０．０２１４ １．０６８４ ０．２２２３ －０．１７７０ ０．７５１６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ｐ值；α均值取绝对值计算。

性调整下的模型的回归结果。由表 ７可知，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型的α值仅在Ｌ１０组中显

著不为零，与表６中 ＣＡＰＭ模型的回归结果对

比，再次验证了规模溢价和价值溢价属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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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风险，并且 ＬＡＦＦ模型的回归结果同
ＬＡＣＡＰＭ模型回归结果相似：截距项随流动性
变化的特点消失，ＬＩＱ因子在低流动性组中不
显著，ＬＩＱ系数为０．０９０１，大于零，ＬＡＦＦ模型的

平均截距项和Ｒ２都优于ＦＦ模型。因此，流动性
调整过的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型比原模型更
贴合创业板平均周收益率。

最后，结合表６和表７，对比ＬＡＣＡＰＭ模型

和ＬＡＦＦ模型，可以看到，在Ｒ２和截距项方面
ＬＡＦＦ模型表现更好，能解释更高比例的收益率
情况，并存在更少的异常收益。为了统计上的

严谨，对 ＬＡＣＡＰＭ模型和 ＬＡＦＦ模型进行受限
最小二乘法检验，经过计算，受限最小二乘法的

Ｆ值为２．４４，在１０％显著性水平上不为零，所
以拒绝受限回归，即ＬＡＦＦ模型是有效的。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包含有市场溢价、规模

溢价、价值溢价和流动性溢价四因子的 ＬＡＦＦ
模型，能够较好地描述我国创业板股票周收益

率情况。

　　三、结论

本文基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３１日的周交易数据，运用 ＣＡＰＭ模型和 Ｆａｍａ
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型，结合流动性溢价理论，对影
响我国创业板市场股票收益率的因素进行了

研究。

使用标准的 ＣＡＰＭ模型和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
因素模型进行时间序列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其

一，市场因子的解释效果非常好，账面市值比因

子显著解释了收益，价值因子除了在高账面市

值比分组中表现稍差之外，在其余分组中也较

为显著，并且二因素模型结果反驳了剔除 ＳＭＢ
因子的做法；其二，创业板存在着大规模效应和

低账面市值比效应，大规模低账面市值比公司

倾向于比小规模高账面市值比公司获得更多的

超额收益；其三，在比较解释创业板的异常收益

和调整拟合优度上，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型都

要强于ＣＡＰＭ模型。

基于流动性溢价理论，在原模型的基础上

添加流动性因子，寻找定价结果更为完善合理

的模型，结果发现，包含有市场溢价、规模溢价、

价值溢价和流动性溢价的四因子 ＬＡＦＦ模型更

适合描述我国创业板股票周收益率情况。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三因素模型中的规模溢价因

子和价值溢价因子本身并没有太多经济学理论

上的支持，多数是在实践中被证明两个风险因

子的作用。规模效应和价值效应的存在，更多

情况下只能说明市场上投资者的普遍投资理

念。与许多成熟市场的研究结果相悖，创业板

市场存在着大规模效应和低账面市值比效应，

这说明创业板投资者与成熟市场投资者对于投

资价值认定的不同和投资理念的差异，表现出

一种不成熟的投资价值观。

在对创业板市场的流动性分析中，实证结

论不符合人们高风险高收益的经济学直觉，与

传统流动性溢价理论相悖，表现出了高流动性

（低流动性风险）资产收益率高、而低流动性

（高流动性风险）资产收益率低的特点。对此，

本文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投资者对预期收益缺乏理性分析。

市场的主体是投资者，他们对股票的流动性和

收益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个人投资者在我

国股市中占绝大多数，而具有专业优势的机构

投资者的比重却很小。与成熟市场相比，我国

资本市场发展较晚，投资者投资理念较不成熟，

投资行为较不理性，并且我国股市存在着明显

的社会性，容易导致投资者行为同步化；加之许

多机构投资者操盘，市场投机气氛浓重，故难用

理性预期来分析未来股价收益情况。

其次，交易成本偏高。最直观的交易成本

由政策变量决定，这直接影响到了流动性。与

成熟资本市场相比，我国市场的交易成本明显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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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高。当交易成本从整体上看过高时，投资者

将成本因素加入到风险—收益考虑中，这对于

高流动性股票来说，其高流动性优势被高交易

成本对冲掉，自然变得吸引力不足。

最后，信息不对称。我国股市信息不对称

问题较为严重，上市公司的虚假信息、政府部门

对相关信息的披露不完全、不及时，以及投资者

对所披露信息的信任度有限，都导致了投资者

无法做出理性判断，从而出现违背经济学常识

的市场现象。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的创业板市场被称为

“中国纳斯达克”，但与真正的纳斯达克相比，

我国创业板起步较晚，尚未成熟，投资者行为较

不理性，投机成分大，炒作严重，股票价格有违

传统经济学原理，从而扭曲了收益与流动性负

相关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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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高校大学生过度消费行为与动机研究
———基于河南省８所高校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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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摘要：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消费潜力巨大，但存在着过度消费问

题。中西部高校大学生消费行为特征主要表现为：衣食消费为主，社交性消费

兴起；消费支出比较随意，消费计划性不强；生活费来源单一，经济独立意愿较

弱；生活费基本充足，家庭经济负担较重；电子产品消费额过大；网络购物已成

习惯。导致大学生过度消费行为的因素，既有攀比心理盛行、追求个性化消费、

消费计划不合理、情感消费负担过重等自身因素，也有网络购物刺激、借贷消费

诱导、家庭环境放纵、学校引导缺失等外部因素。要使大学生养成合理的消费

心理和消费习惯，需要大学生自身、家庭、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大学

生应培养多种兴趣爱好，增加生活情趣，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家长应减少对孩

子的溺爱，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使孩子养成节俭习惯；学校应加强对大学生消

费观念和消费习惯的引导，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社会应积极开拓大学生

消费品市场，满足不同经济条件大学生的需求，为大学生构建公平的消费市场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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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巨大提升，消费在经济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凸显。《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明确指出，“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

着力扩大居民消费，引导消费朝着智能、绿色、

健康、安全方向转变”。大学阶段是学生价值

观、人生观、世界观形成、转型的重要阶段，大学

生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不仅影响其生活品质，

也影响其身心健康［１］。大学生有着旺盛的消费

需求，但由于尚未从业，没有自食其力的经济来

源，加上社会经验不足，出现诸多不合理的消费

问题。目前，针对大学生过度消费问题的系统

研究较少，对中西部地区高校大学生消费的调

查研究更是少见。来自教育部的数据显示，

２０１４年中西部地区高校达１３６３所，其数量占

全国高校数量的５３．９％，在校生人数占比则高

达５４．１６％［２］。考虑到当前大学生过度消费问

题日趋严重的现实，以及中西部高校在中国高

等教育未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研究中西部高

校大学生过度消费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鉴于

此，本文拟以河南省 ８所高校作为代表，对

４０００名在校大学生过度消费的行为和动机进

行研究与分析，以期为大学生树立科学消费观、

合理规划消费行为提供建议。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１．调查问卷法

本文选取河南省位于郑州市的 ８所高校

（郑州大学、河南工业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

学、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

农业大学、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河南经贸职业学

院）的在校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标准化的问

卷作为主要调查方法，通过网络问卷和纸质问

卷相结合的方式，在８所院校依次进行。本次

问卷调查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５日至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５

日进行，发放纸质和电子问卷共计４０００份，平

均每所学校发放５００份，男女生比例各半，大学

一、二、三、四年级均匀发放，回收率１００％；其

中，有效问卷共计 ３８２０份，有效问卷率为

９５５％。

２．访谈法

考虑到调查问卷设置的题目不一定足够全

面，为更深入地了解大学生日常消费心理、消费

习惯，在发放纸质问卷的同时，本课题组人员还

就消费问题对相关院校不同年级、不同学科背

景的同学和部分学生家长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访

谈。访谈主要涉及学生对当前大学生消费方

式、消费观念的看法，以及家长对子女消费习惯

和消费方式的看法。

　　二、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现状和特征

１．衣食消费为主，社交性消费兴起

大学生各种消费项目的占比见图１。由图

１可知，大学生的主要消费项目是伙食，其次是

购买衣物、日常用品等。作为还没有经济能力

的大学生，生活费应主要用于食物和日常用品支

出，但是，还有部分学生将生活费用到了别的地

方，比如本文研究者在走访中了解到，许多女生

认为“可以不吃饭，但必须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图１　大学生消费项目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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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更愿意将自己的生活费用于穿衣打扮、购

买首饰和化妆用品等。除此之外，“请客之风”

也弥漫校园，受访者说，“现在交朋友差不多都

要通过‘饭局’”。大学生较少接触社会，因此

难免会出现乱花钱或是不会花钱的情况。

２．消费支出比较随意，消费计划性不强

大学生的收入一般主要来源于父母每月固

定的生活费供给，当其收入相对固定时，其消费

态度就相当重要。大学生消费基本态度占比见

图２。由图２可知，有３７．３３％的大学生事先做

好消费计划，但近７０％的同学表示“计划赶不

上变化”，他们更愿意“有钱的时候随意花，没

钱的时候省着花”。有３１．３３％的大学生持“能

省则省”的消费态度，有１４．６７％的同学则抱有

“毫不在乎、想花就花”的态度，认为，处于现在

这个经济发达的社会，就要懂得享受生活，“花

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

图２　大学生消费基本态度占比

３．生活费来源单一，经济独立意愿较弱

大学生生活费来源占比见图３。由图３可

知，绝大多数大学生生活费主要依靠父母给予，

有少部分学生靠勤工俭学、自主创业或者做兼

职等，赚取生活费。总的来说，大学生多没有独

立的经济能力。走访中发现，近７５％的同学认

为，“自己花父母的钱是天经地义的”，期待从

父母那里得到更多的生活费；２５％的同学认为，

“自己已经成年，父母赚钱不容易，自己应当节

俭，以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走访调查中还

了解到，有不少同学想做兼职自己赚取生活费，

但没有付诸行动，原因有：自身能力有限；适合

自身的兼职工作有限；习惯了父母金钱上的支

持，自身比较懒惰，不愿意做兼职。同时，我们

还发现，大一的同学比别的年级的同学更加热

衷于走出校园找兼职工作，但由于他们的自我

保护能力有限，难免会上当受骗，继而慢慢放弃

做兼职的念头。

图３　大学生生活费来源占比

４．生活费基本充足，家庭经济负担较重

大学生生活费支出水平分布情况见图４。

由图４可知，９０％以上的学生每月的生活费支

出在５００元以上，有４０％以上的学生每月的生

活费支出超过１０００元（见图４）。整体来说，对

于郑州这样一个经济不甚发达的中部城市来

说，此种生活费水平是能够满足大学生的基本

生活开支的。本文还对学生家庭月收入做了调

查，调查结果显示，６％的家庭月收入在１０００元

以下，２８％的家庭月收入在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元，
２７％的家庭月收入在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２３％的家
庭月收入在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１５％的家庭月收
入在１００００元以上。一般来说，家庭月收入越
高，学生的月生活费就越高。对学生支出与其

家庭收入的对比分析可知，大多学生的生活费

支出大约占去了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加上每

·５７·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第１７卷第６期

年的学费支出和不定时的偶然性开支，大部分

家庭在此方面的开支可能达到家庭收入的一半

以上，家庭经济负担较重。

图４　生活费月支出水平分布

５．电子产品消费额过大

大学生电子产品的持有情况见图５。由图

５可知，同学们大多拥有手机，将近８０％的同学

拥有笔记本电脑，１１％的同学拥有台式电脑。

在网络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电脑和手机是大

学生最重要的通讯工具，对其学习和生活有重

要帮助。调查结果还显示，将近２１％的大学生

拥有ＭＰ３等音乐播放器，将近１７％的同学拥有

数码相机。访谈中发现，相当一部分同学将连

续几个月省下来的生活费用于购买电子产品。

毫无疑问，在这个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电

子产品持续推出新型产品，这对学生有着巨大

的吸引力。有不少商家专门为大学生购买手

机、电脑、数码相机等电子产品而推出分期付款

服务。因此，有不少同学为了购买自己喜欢的

电子产品，便拿自己的身份证办了分期付款，导

致事后半年甚至一年陷入持续负债状态，对其

正常学习生活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

６．网络购物已成习惯

大学生网络购物的频率分布状况见图６。

由图６可知，近８３％的大学生每月至少网购１

次，每月网购２～３次以上的大学生也占到了近

６２％。可见，伴随互联网经济的日益发达，网购

已经成为大学生消费的重要渠道。网购给大学

生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但同时也催生了诸多

“剁手党”（所谓“剁手党”专指沉溺于网购而后

悔，有“剁手明志”冲动的人群）。大学生自制

能力有限，网购往往又会刺激大学生消费，使之

购买诸多使用价值不高的商品，造成大量浪费

性消费。访谈中不少大学生表示，“网上的东

西便宜，性价比高，不买回来错过了太可惜”。

此种想法导致许多大学生一次性买回众多“便

宜”物品，实际消费支出不菲。

图５　大学生电子产品持有情况

图６　大学生网购的频率分布

　　三、大学生过度消费行为的动因

分析

　　目前大学生过度消费行为的动因，既有自

身因素，也有外部因素。

１．自身因素

（１）攀比心理盛行。大学生多为青年，喜

欢选择他人作为参照物。在日常生活中，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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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总是有意无意地与他人比较，以求心理

平衡，获得自我认同，进而产生攀比心理［３］。大

学生攀比消费是基于对自己或期待所处阶层、

身份与地位的认同，而选择该阶层的人群为参

照所表现出来的消费行为。一些虚荣心比较强

的同学更容易形成攀比消费心理，错误地把消

费水平作为炫耀其经济条件的标志，从而引发

不必要的消费［４］。调查显示，购物决策时，虽然

有７５％左右的大学生将实用性、价格作为重要

因素考虑，但是将时尚、品牌作为重要因素考虑

的学生占比也达到４０％左右。这表明，攀比心

理在大学生中比较盛行，容易造成不必要的

浪费。

（２）追求个性化消费。追求新事物，唯恐

落后于潮流，这是大学生的一个共同特点。由

于大学生热衷新鲜事物，在消费时会追求时尚

性、潮流化，极易形成求异心理引发的消费。而

个性化消费往往要付出很高的经济代价。

（３）消费计划不合理。大学期间，伴随着

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上，大学生通常表现出更强烈的自我支配要

求［５］。但是，由于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常常没

有合理的消费计划，对自己的消费缺乏认知，从

而造成盲目消费、不必要的浪费。有少部分同

学在日常生活消费中既没有任何计划，也没有

节俭意识，想花就花，造成奢侈消费。

（４）情感消费负担过重。在当今大学生活

中，情感消费必不可少。步入大学后，大学生的

社交活动增多，同学间交往也越来越密切，同学

过生日、比赛获奖、评上奖学金等都要请客吃

饭，否则便会被视为不懂人情。人情支出给一

些并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也

给大学生带来一些精神压力。本文调查数据显

示，每次人情消费大约要在１００元以上。此外，

在恋爱消费方面，有８２４％的大学生每月支出

２００元以上，有 １２３％的大学生每月支出在

１００～２００元，仅有４４％的大学生每月支出在

５０～１００元。而一些富裕家庭的大学生，甚至

出现炫耀型人情消费。为了追求心理平衡，一

些大学生出现了攀比炫耀型人情消费，扭曲了

大学生正常的消费观和价值观。

２．外界因素

（１）网络购物刺激。随着网络的兴起，网

络购物应运而生。由于网络购物方便、便宜，逐

渐成为大学生购物的主要渠道。但是，部分同

学网购仅是因为感觉商品便宜，并不具有真实

的购物需求，事实上网购只是一种不必要的冲

动行为。本文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大学生已经

形成网购习惯，部分大学生对网购已经产生一

定的依赖性，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２）借贷消费诱导。近些年，受经济利益

驱动，“高利贷”变幻成种种诱人的模式进入高

校校园，大学生借“高利贷”的人数有逐年增多

趋势。当前，分期购物网站“高利贷”的形式愈

加隐蔽；同时，诸如“借贷宝”“蚂蚁花呗”等网

络借贷消费方式的兴起，也为大学生借贷消费

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个别大学生盲目接受西方

社会的超前消费理念，选择了信用卡等一些借

贷性消费方式，部分大学生并无还贷风险意识

和合理的还贷计划，造成不良的信用记录和额

外的经济负担。

（３）家庭环境放纵。当前大学生多是独生

子女，从小在家长溺爱下长大，家长总是想尽一

切办法满足孩子的需求，甚至明知孩子的消费

需求是无理的，也仍然会答应［６］。长此以往，会

使孩子养成错误的消费观，从而导致不必要的

消费。

（４）学校引导缺失。当前，高校教育多注

重文化知识传播，而忽视对大学生消费行为和

消费心理的引导和培养［７］，对超出经济能力的

不合理消费现象听之任之，不健康的消费观念

在校园中就会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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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学生养成健康消费心理和习

惯的必要性与途径

　　１．大学生养成合理消费心理和习惯的必

要性

（１）自身方面：大学生作为一个经济上依

靠家庭的消费群体，应确定合理的消费期望，根

据自己生活、学习和文化娱乐的实际情况确定

合适的消费标准。大学生应该倡导文明消费、

节约消费和健康消费。应以智力投资和学习消

费主导下的生活消费为主，以文化娱乐和其他

消费为辅，而不应该本末倒置［８］。本文调查发

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消费，只有２３．５７％的大

学生将学习费用作为主要投向，远低于娱乐和

通讯所占比重，跟每个月在化妆品上的消费占

比接近，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２）家庭方面：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

体，有着旺盛的消费能力，但他们并未在经济上

取得独立。大学生的钱“从哪里来，到哪里

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调查数据

显示，９６．８２％的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费来自于父

母，只有极少数大学生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生

活费的，而且获得的也仅是部分生活费。大学

生如果不养成合理的消费习惯和健康的消费心

理，经常过度消费，无疑会加重其家庭负担［９］。

（３）社会方面：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消

费群体，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但是，如果养成

了过度消费的习惯，会对社会资源造成巨大浪

费。本文调查显示，相当部分大学生的消费全

凭自己的喜好或者一时的冲动，而不管这些消

费对自己有没有用处。另外，也有不少大学生

盲目参加各类培训班，而不考虑是否适合自己

的发展需要，这也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

２．大学生养成健康消费心理和习惯的途径

（１）自身方面：大学生空闲时间相对较多，

培养多种兴趣爱好，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如读

书、练字、运动、听讲座或参加文娱活动等，可增

加生活情趣，分散一味消费购物的注意力［１０］。

大学生应从自身出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念，在消费时保持理性，尽量避免盲目攀比消

费、从众消费等不良消费心理和习惯，坚持做消

费记录。本文调查发现，只有３．８２％的大学生

坚持做消费记录，而超过一半的大学生平时从

不做消费记录，主要理由就是嫌麻烦。访谈发

现，坚持做消费记录的同学，由于对自身消费情

况有比较清晰的认知，从而能够进行较为合理

的规划，日常消费中很少出现过度消费或盲目

消费情况。

（２）家庭方面：家长不能溺爱孩子，应培养

孩子的独立意识，帮助孩子养成健康的消费心

理和习惯。家长应在孩子上学前了解孩子所上

大学的平均日常消费情况，并根据自己的经济

家庭状况，给孩子规定一个合理的生活费标准。

同时，应正确引导孩子的消费，不应支持孩子的

奢侈品消费，使孩子养成节俭的消费习惯［６］。

此外，家长也应该以身作则，日常消费以实用性

为主，从而对孩子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产生

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３）学校方面：高校应加强对学生消费观

念和消费习惯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消

费观念，引导其进行合理消费；应当采取适当形

式，比如组织讲座与论坛，开展理财教育，帮助

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应当对大学生日常

生活费用进行统计分析，并将相关数据公开，以

便学生合理确定自己的生活费标准。与此同

时，高校应该加强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生

活用品购物点，整顿学校周边环境，给学生创造

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

（４）社会方面：社会应该积极开拓大学生

消费品市场，从产品的种类、价格、服务等多方

面满足不同经济条件大学生的需求［１１］。同时，

应规范市场秩序，为大学生构建公平的消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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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本文调查发现，手机基本上已经成为大学

生的必备品。软件企业可以开发一些记账和消

费理财类软件，这样既可以方便大学生日常消

费理财，也可以帮助大学生减少不必要的消费

支出，养成良好的消费心理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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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 工业设计系，江苏 南通 ２２６００７

摘要：艺术创造的本质是人作为主体对客体实践体验的精神把握。艺术即直

觉，是情感的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不仅艺术家具有艺术情感，拥有丰富精神生

活的普通人也可在内心完成种种未能诉诸物化形式的艺术表达。由此观之，艺

术创造与接受具有普遍性。艺术情感来源于创造，艺术作品产生于创造者心中

的精神向往。艺术情感创造的意义，正是创造主体把自己无意识的情感提升为

自觉的艺术审美情感，从而使这样的情感感染更多的人，引导人们由“是怎样”

认识到“应如何”，进而去“怎样做”。艺术情感的创造过程是将无限情感想象

倾注于有限物象，使审美情感融入有限物象，从而产生无限审美可能，进而使接

受者在审美中获得高度的情感满足。艺术情感的创造源泉是现实存在，其目的

是使艺术审美成为人类自觉的情感活动，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艺术情感的思维方式经历了趋于抽象和偏于具象的反复变迁过程，反映了人类

审美取向演变的历史轨迹，也反映了审美意识和艺术情感创造渐进突变的演化

历程。艺术情感是人类普遍的共同需要，其创造必须建立在审美主体普遍的心

理通融和接受基础之上。就现代设计艺术而言，艺术情感创造的终极目的在于

产生被人们接受的美感作用力，而不仅仅限于以美的形态愉悦人的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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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高度发达的信息与互联网技术，为人

类社会造就了一个丰富而便捷的物质世界。然

而，在物质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却发现

人生的意义正日趋迷失在对自身情感的漠视之

中。身处“高科技、低情感”生存困境之中的人

们，祈盼精神理想的回归，渴望通过观照日常生

活艺术作品来体验精神生命的惬意，以抗拒科

技理性对自身的困扰与异化。因此，有关艺术

情感创造与接受的研究命题，自然而然地成为

当今时代设计艺术领域探索艺术创造法度的重

要课题。本文拟在分析艺术创造基本特征的基

础上，阐述艺术情感的创造与心理接受，以供学

界参考。

　　一、艺术创造的基本特征

艺术是人在生存实践中所形成的社会性审

美形态。艺术创造不仅反映了强烈的主体意

识，同时也体现了人对自然法则和社会意识形

态的体认。人与客观存在互相制约、相互影响

的互动关系，决定了艺术创造具有如下基本

特征。

１．主体性

人类在初进科技昌明之际，极少为科技理

性所困扰，人们可以不假思索地认为“美不属

于物，而是属于人的能动性，属于人的精神活

力”，“自然是美的，就因为人用了艺术家的眼

光去静观它……假如没有想象的帮助，自然本

身就没有哪一部分是美的”［１］。由此可见，艺

术创造的本质是“人”作为主体对客体实践体

验的精神把握。

纵观人类艺术创造的历史，艺术创造强烈

地反映着人的主观意识，艺术所呈现的对自然

法则的体认也总是包含着主体的主观意识。而

主体的这种主观意识，首先受到存在于其中的

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既包括政治、宗教等社会

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受个体的情感、气质、品格、

趣味等个性因素的影响。所以，艺术创造是对

人类自身生存实践的意识反映，艺术作品是人

类内在精神与时代精神汇合的综合体现。艺术

创造是人将有限的自然力在自身精神意识中的

延伸与拓展，使时代风貌、个人情感、宗教思想

和社会意识统一在当下的审美取向之中，进而

物化为某种形式的精神产品。因而每个时代的

艺术创造，都具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了那

个时代的社会精神风貌。对人类来说，艺术与

科学是两种并行不悖且互不替代的人类创造性

劳动成果，科学技术支撑着人类赖于生存发展

的物质基础，而艺术承载了人类追求与向往的

精神情感，引领人类走向未来。

２．普遍性

就创造的角度而言，艺术情感是一种厚积

薄发的心理直觉，即精神情感的意象再现。西

方表现主义美学认为：“美不是事物的属性，而

是如同每一种其他价值一样，仅仅作为精神活

动的产物而存在”，“这种精神活动是那种在一

座教堂、一出悲剧或一轮落日、一首曲调中感受

到美的人所具有的审美经验。一个人如果此类

经验丰富，他就富有完全现实化的艺术天性，这

种罕见的气质使他能够不借助于一般的传达刺

激物而运用这种天性，即使他永远缄默不语，终

生默默无闻。一旦我创作了一首歌曲或一首

诗，看见或想象出一片在每一细节上都是完整

无缺的景色，我便完成了一部艺术作品，并获得

了一种作为艺术家的满足”［２］。这种人内在丰

富性的外在表现，即是个体在情感指引下从现

象世界提炼精神体验的审美能力。在这样的前

提下，即便个体一生从没有将内在的审美意象

外化为某种专门的艺术表现形式，他仍然可以

被认为是一个艺术的体验者和创造者。由此可

以认为：艺术即直觉，是情感的表现。在现实生

活中不仅仅艺术家具有艺术情感，那些拥有丰

富精神生活的普通人，也会在内心完成种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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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诉诸物化形式的艺术表达；艺术情感的感知

与表现不是专门从事艺术表现的人之专利，它

也属于普通人的情感体验范畴。这种对艺术的

宽泛理解，将艺术情感交还给了每一位审美直

觉者，肯定了艺术对于人类的普遍社会价值。

由此，艺术创造获得了实在的社会价值和存在

意义。假设艺术创造并不属于普通人的情感范

畴，那么艺术便无从拥有欣赏者，也就不存在艺

术创造的理由。

３．引导性

再现生活的审美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下

的技巧论，美学理论历来否认艺术创造仅限于

反映和再现生活，一直主张只有表现情感才是

艺术创造的真谛。如此否定“反映和再现”论

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人类的生存活动本

身就包含了“是怎样”和“应如何”，前者是以认

识的形式反映客观存在的实体属性，一切科学

都属于这种类型的反映形式；后者反映的是主

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属性，即客体对主体需要

的满足程度，它是以评价的方式来反映客体的，

艺术审美便属于这一种反映形式。显然，艺术

创造需要实现情感审美创造，它所要表达的情

感不能仅仅是对现实情感的单纯反映，更多的

是对情感理想“应如何”的探寻与完善。因此

可以认为，艺术情感来源于创造，艺术作品产生

于创造者心中的精神向往。艺术情感创造的意

义，正是创造主体把自己无意识的情感提升为

自觉的艺术审美情感，从而使这样的情感感染

更多的人，以引导人们由“是怎样”认识到“应

如何”，进而去“怎样做”。

　　二、艺术情感的创造

由于人类被赋予了普遍的艺术想象能力，

因此，人类的艺术天赋仅有强弱的差异，并不存

在本质的区别。每个个体都可能体验到丰富的

情感感受，都具有艺术创造的愿望与潜能，都能

够从事艺术审美，所不同的只是对于艺术敏感

程度的强弱，天赋与后天环境共同造就了人类

的审美情感与艺术创造力。于是，每个人都可

能创造也都需要艺术美感，审美个体是以自己

的艺术情感通过审美的方式与世界交流并体验

世界，进而建构审美意象并将其演化为理想与

典型的审美形式的。尽管人类审美的艺术感知

力自有其情感创造的发生机理，但若不借助于

某种恰当的艺术形式便无法感知与流传。

１．艺术情感的创造过程

艺术感知力必定存在于艺术表现之前，没

有艺术感知力也就不会有艺术审美发生。罗丹

说：“世界并不缺少美，缺少的只是发现美的眼

睛。”由此可见，美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前的，

是自然存在启发了人们对美的感知。存在与意

识的关系在我国传统审美观中被称为“取象表

意”，即艺术家由诗化物象而创构出艺术审美

意象，并且物化这样的情感创造，进而构造出一

个体现审美理想的人造审美对象。这是诗歌、

美术等纯艺术作品创作的意识过程，也是产品

形态和其他设计艺术的情感创造历程，同时还

是一条始终依据感性形态基础的艺术情感创造

途径。艺术情感创造是人们将无限情感想象倾

注于有限物象，使审美情感融入有限物象，从而

产生无限审美可能，进而使接受者在审美中获

得高度的情感满足。之所以有这样的可能性，

原因在于审美意境中感性物象的内在规律为艺

术情感创造提供了附着的介质，艺术创造的成

败则取决于主体心灵情感意向与感性物态造化

规律的有机融合程度。艺术创造的“取象表

意”，既是人类自身情感表达的需要，也是自然

万物在人心灵中折射的体现，更是艺术情感的

创造过程。

２．艺术情感的创造源泉

艺术情感的创造源泉是现实存在，即由存

在中的物象感性特征感动人，人又以自己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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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美方式去表现并且强化这种感动，再通过

富含艺术情感的作品形式感染更多的人。艺术

情感创造的目的，在于使艺术审美成为人类自

觉的情感活动，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生活质

量。由此可见，艺术情感不仅限于认识与感知，

它是以人为目的且为人所实践的，艺术在现实

生活中承担着对人生存方式进行自我设定的任

务。艺术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功效，就是因为艺

术所反映的不是“是什么”，而是“应如何”。

“应如何”总是带有超验性的，它反映着现实人

生，因为艺术理想与愿望皆由人的生存实践生

发而来，它本身理应为人的生活所具有，之所以

称之为“艺术理想”，就是因为它在现实生活中

常常缺失。从这层意义来看，艺术比一切“是

什么”都更深刻地反映着现实需要：“是什么”

仅反映现实存在，并且这种存在可能正趋消亡；

而艺术创造所内含的“应如何”，是把那些蛰伏

于人们心底、驱使人们走向行动的人生希望和

梦想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反映出来，使人们的情

感得到宣泄。由此可见，尽管艺术情感创造源

发于感性的冲动，但它能够透过现象而揭示出

事物的本质。

纯粹艺术的创造如此，设计艺术的创造也

是如此。设计艺术创造同样是以深刻体悟自然

物象规律而实现的，中国传统“师法自然”的艺

术创造方式，就是来源于对自然物象与自然规

律的自发体验，将自然生命节律在艺术中具象

为对称、均衡、连续、反复、节奏等形式美感法

则，从而赋予人造物象以丰富的象征意义而实

现情感创造。这一创造法则亘古如此，在各类

传统工艺品中，既有对现实物象的摹仿，又有将

美感与功能重组的想象：“作为炊煮器的陶
!

是由陶鼎演变而来的，它以三条肥大中空的款

足代替了鼎的实心足，扩大了用火加热时受热

的面积。器颈部高拔，口前部有冲天鸟喙状长

流，宛如一只昂首挺胸的大鸟。”［３］可见，承载

着艺术情感创造的各种艺术形态，集中表现了

艺术创造者对自然节律的体认，体现了情感节

律与自然法则的完美统一。由此而形成的美学

法则经过继承与创新，已成为全人类的文化遗

产，并在当今的设计艺术中得到广泛传承与

发展。

３．艺术情感创造的思维方式

艺术情感创造追求的是形象表现力，而抽

象写意的艺术手法较具象手法更易提炼较高的

意境和表现更大的张力，这是人类艺术日趋抽

象的原因所在。造型艺术总是因摹写自然能力

的提高而日趋具象，之后又因追求表达意境的

完善而走向抽象。传统造型艺术是由远古的半

抽象向逐步具象或抽象两个方向发展的。也就

是说，先民们出于表现的本能力图惟妙惟肖的

意图，追求具象写实；但受限于当时的表达力只

能力求强化其象征的意味，由此派生出抽象写

意。抽象是人的一种内在能力，但对抽象的追

求是后天生成的，它受文化因素的制约，抽象需

要通过一定的想象与夸张方能实现。抽象写意

通常要通过对事物的感受形成意象，然后根据

既成的意向将物象从自然生态中概括、抽象出

来。这种概括、抽象的表达体现了艺术意境的

完善，常常折射出人的艺术理想。抽象艺术往

往更多地包含了人自身丰富的心灵意境。我国

商代以前的艺术表现，由于受到当时人类艺术

表达能力的限制，缺乏惟妙惟肖的描写能力，经

历了由不自觉的变形抽象逐渐走向有意识抽象

的过程。这样一种艺术情感创造的发展历程，

使自然法则与主体情感由艺术创造逐渐走向相

互融合，极大地丰富了艺术形象的情感表现力。

事实上，艺术情感的创造思维方式在其形成过

程中，经历了在趋于抽象与偏于具象之间反复

变换的过程，这种抽象与具象的交替偏重与互

为影响，反映了人类审美取向演变的历史轨迹，

也反映了审美意识和艺术情感创造渐进突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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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历程。

４．艺术创造的情感价值

艺术理想与现实人生之间是一种互补关

系。人创造了艺术，而艺术反过来又悄然改变

着人的生活态度，艺术对于社会人生所具有的

就是这样一种自我评判与自我设定的制动功

能。艺术向人们昭示了超越生活、令人向往的

真、善、美，也成为对社会人生的某种评判标准

和改造利器。通过艺术情感的创造与体验，人

类返观自身的欢娱与哀愁、坎坷与顺达，从而走

出心灵的迷茫与困惑，憧憬未来美好的愿景。

在艺术的发展历程中，艺术情感创造的形式总

处在不断变迁之中，但其审美价值亘古不变。

艺术情感创造所体现的是人类不断追逐的理想

之梦，艺术情感的不朽魅力将与人类相伴始终。

只要人类生存环境永恒存在，只要人类生生不

息地发展，人类就要寻求自身感性生命的扩张，

人类对艺术情感的追求与创造也就永远不会

停息。

　　三、艺术情感的心理接受

综上所述，审美活动自古以来便是人类宣

泄情感、追求理想的重要方式。在人类的生命

历程中，人类正是通过艺术情感创造与审美想

象来寄托内心的复杂情思，从而激发起心理共

鸣，使审美主体获得情感上的满足。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美感即是情感的满足感。艺术情感

与主体之间深层的心理照应，抚慰了人类的心

灵需求；并且，艺术作为人类情感历程的承载

物，还通过对人类种种情感的典型表现，又让人

的精神获得另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因此，艺术

情感作为全人类普遍的共同需求，其创造必须

建立在审美主体普遍的心理通融和接受基础之

上。当然，这种得到普遍通融的艺术接受心理，

还需要针对特定目标人群的共同情感与兴趣，

将这种共同情感兴趣因素转化为某种功能的物

象，为既定的人群服务，在产品设计等艺术情感

创造中尤其如此。就设计而言，美感是一种价

值。美感的价值标准至少应该存在于两个方

面：一是这种美感是有用的；二是这种美感是容

易被接受的。换句话说，美感的特征在于它的

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即是这一特定的美感特征

必须为特定接受者的审美经验所接受。但艺术

应用领域如产品设计中的审美意识，不同于纯

美学研究层面上的审美概念，产品设计中的审

美意识是比较功利的，其物质与意识的接近程

度比任何其他审美领域都更为密切。这种审美

实用性的理由也非常简单，因为美学到了应用

层面的时候，一切美的原理和要素都必须最终

实现物化，并被一切需要的人所接受，这种被接

受的前提使其具有更多的功利性目的。因此，

造型设计的艺术情感创造，尤其需要注意这种

美感特征的客观性，注意使其具有对于特定人

群接受的针对性。

艺术设计师之所以能够让观者感受到其所

呈现的美感，这是因为能够使观者认同的那些

美感确实存在于对象上，如它的结构、形态、颜

色、比例、大小等。体现于实用形态中的美感审

美功效在于：它可能在人的审美天性作用下，以

其被感知形态美感的审美意象陶冶人的内心情

操，使接受者向往形态美感所指向的审美情趣，

从而体现出形态美感艺术情感的感召力。这里

同时体现了人与物的双向作用力，即发现形态

美和被美熏陶。在现代社会中，艺术情感在很

大程度上作用于日常生活，因此，艺术情感创造

的作用力在设计艺术领域是层层递进的：设计

师发现美—在美的陶冶中，设计师构造出审美

意境—审美意境被观者接受—产生美感，影响

人的内心情操。就现代设计艺术而言，艺术情

感创造的终极目标正在于产生这种被人接受的

美感作用力，而不仅仅局限于以美的形态愉悦

人的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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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强：论艺术情感的创造与心理接受

　　四、结语

人创造了艺术，而艺术情感创造的接受对

象仍然是人自己。在世间万事万物中，康德始

终坚持“人是目的”，认为艺术不是为功利目的

服务的。就艺术实践领域而言，宇宙间一切体

现艺术存在的东西都只是艺术的手段，唯有

“为人”才是目的：艺术需要体现人性的价值与

尊严。从这样的认识层面出发，艺术情感创造

起到了使人捍卫真正意义上的人生，进而避免

人类在社会进步中由于科技理性而使自身异化

的作用。毫无疑问，由艺术情感而激发出来的

艺术创造以其言近旨远的表现张力，淋漓尽致

地张扬了人类多元文化的厚重历史，引领着人

类走向文明与进步。正因为如此，艺术的情感

创造与接受才成为审美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

每一位身处艺术创造领域的人，都需要对艺术

情感的创造与接受有深入的理解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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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路径探究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ａｙｔｏ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ａｎｄａｒｔｉｓｔｉｃｓｐｉｒｉｔｓ

关键词：

中华美学精神；

艺术精神；

话语权；

互联网＋

王洪斌，李毅松
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ｂｉｎ，ＬＩＹｉｓｏｎｇ

湖南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要：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

文艺发展的基因。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对当前的文艺创作有重

要价值和意义，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保证。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

术精神，应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实现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创造性转换；应

在全球化时代，掌握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话语权；应在信息化时代，利用

数字技术传播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应将其建立在人民大众的生活基础之

上，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艺术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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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斌，等：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路径探究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文艺座谈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要结合新的

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１］，为繁荣我国社会主

义文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指明了方

向。此次座谈会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文

艺界对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概念、内涵、

民族学理特征，以及标识、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

精神与艺术精神的当代意义等内容进行了阐释

和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对传承弘扬中华

美学精神与艺术精神的具体路径的研究仍然较

为薄弱。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

上，从创造性转化、话语权建构、数字技术运用、

生活性与实践性等方面，对传承弘扬中华美学

精神与艺术精神的路径进行探讨，以供学界

参考。

　　一、跟上新的时代，实现中华美学

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创造性转换

　　中华民族经过５０００多年的发展历程，共同
培育了独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美

学所体现的美学精神和中华艺术所体现的艺术

精神，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博大精深，内涵深

刻———中华美学精神与艺术精神是两个不同概

念，但联系密切，很多重要范畴（如意境、情趣、

气韵、形神等）是一致的，我国对传统美学的阐

释往往依托艺术进行，具有浓郁的艺术美学色

彩，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艺术的内核之一，中华

艺术以美学精神来映照艺术精神、以美学精神

来引领艺术实践。概括起来，中华美学精神和

艺术精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注重天人

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强调主客、心物、

情景交融的审美关系。二是倡导包容和谐的理

念，儒、释、道并行不悖。三是具有出世入世的

双重特征：一方面倡导世外桃园般的超逸、虚静

与洒脱；另一方面又关照现实世界，洞察人间情

怀，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担当精

神。这反映了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具有思

想性、艺术性、精神性，也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

文艺对真善美的追求和融合，审美与教化的有

机结合。［２］可见，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在世

界美学和艺术发展史中，不仅具有独特的历史

地位和意义，而且具有当代价值和普遍性意义。

晚清以降，中国门户被迫打开，伴随着西方

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在西学东渐、欧风美雨的影

响下，西方美学和艺术也传播到中国，不同的美

学和艺术观在这里碰撞、交锋和融合，对中国文

化和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国维、朱光潜、宗

白华等国学、美学大师和不少文艺理论家都运

用西方文艺学说对中西文艺思想进行了比较和

参照，这对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精神的现代性

转换起到了重要作用。王国维继承了康德的超

功利美学观，认为审美和艺术在本质上是超功

利的，批判了封建美学传统，主张审美要摆脱物

质欲望和功利主义的束缚；梁启超也强调从无

功利的生活中发现美，主张把情感教育放在第

一位。［３］新中国建立之前，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

潜参照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来阐释中国美学精

神，用西方的“表现说”来解释意境，认为在诗、

艺术的境界中，情感表现于意象，被表现者是情

感，表现者是意象，情感、意象经心的综合（即

直觉）而融为一体，就构成意境，以期构建中西

结合的文艺心理学和诗学体系［４］。宗白华从中

西美学精神和审美经验的比较研究中，对中华

美学精神特别是意境也进行了创造性的挖掘。

他认为，“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

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

然景象交融互渗”［５］，意境无非是借自然景象

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以窥见自我最深的心

灵律动。宗白华还认为，艺术意境并非单纯地

写实，不是平面地再现自然，而是一个有层次的

创造。他指出，“从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

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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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６］，第一层次是写直观的形象，第二层次是

传神，第三层次是妙悟，艺术家将点、线、光、色、

形体、声音和文字组合成有机谐和的艺术形式，

以表达意境［７］。以上学者尽管探索的侧重点和

方式不同，但都是通过借鉴西学以推动中华传

统美学和艺术精神的创造性发展。新中国建立

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李

泽厚等美学大师的推动和引导下，中华美学精

神和艺术精神得到了进一步阐释与现代性转

换，对中西美学的看法也更为全面和客观。

回顾近百年来我们在继承和弘扬中华美学

精神与艺术精神上所走过的道路及其经验教

训，可以看出，要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

精神，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好中西

关系、古今关系：既不能以西格中，套用西方美

学和西文艺术的观念、范畴、术语来阐释中华美

学精神和艺术精神，抹杀两者之间的差异；也不

能因循守旧、不分良莠，不加区别地全盘继承固

有的传统。在当代，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树立

全球化的视野，善于利用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

成果，吸收和借鉴西方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中

科学、合理的理论和方法，并结合中国的审美观

念和艺术实践，对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和艺术精

神进行创造性转换，并赋予其时代内涵和意义，

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艺术理论及

其话语体系。

　　二、在全球化时代，掌握中华美学

精神和艺术精神的话语权

　　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中，蕴

含着独特而丰厚的美学思想、理论、范式和艺术

精神，它们是中华民族以独特的审美方式把握

世界的表征，尤其是其天人合一的和谐包容理

念，既出世又入世的人间情怀，以及营造意象的

诗意品性，更在世界美学和艺术精神发展史上

具有独特魅力。惟其如此，丝绸之路才成为中

西文明交流的象征。这条商贸之路的文化交流

作用远超商品流通的意义和影响，不仅欧洲、非

洲、中西亚等文明借由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同

时中国文明也远播四方。在一个相对隔绝的时

代，东西方借由丝绸之路的文明交流异常频繁。

例如，早在汉唐时期，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

外来宗教文化就通过不同的路线和途径传入中

国，同时，外来音乐、舞蹈、文学、艺术也对中国

特别是对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产生了重要

影响。文明的传播是双向的，中国化的佛教与

本土的儒教、道教、民间信仰也经丝绸之路向日

本、朝鲜、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传播。伴随着丝

路贸易，瓷器、丝绸、屏风、扇子上的绘画风格、

音乐、舞蹈等都对丝路沿线各国产生了重要影

响，特别是明清时期，海上丝路的繁荣，伴随大

宗远洋商品贸易的发展，中国元素更是对世界

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风格的流行与欧洲

中上流社会对中国商品及其风格的狂热追捧就

是明证。［８］

然而，随着西方产业革命的完成与资本主

义的发展，帝国主义推行强权政治和殖民霸权

政策，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近代中国衰落

了，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政

治上从中心走向边缘，在世界上逐渐失去了话

语权。同样，在中国的学术和思想文化领域，也

确立了以西学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近代中国，

积贫积弱，任人宰割，部分国人和知识分子开始

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学说产生怀疑和动摇，认为

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科技的进步和发

展，最终导致了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而西学的

传入正好满足了当时知识分子改变中国困局的

迫切需求。２０世纪初，伴随着西学的席卷中
国，西方美学思潮和文艺理论也传播到中国，中

国知识分子对此迅速作出了回应，其中一部分

人认为应该全盘西化，接受西方美学理论和艺

术，用以改造中国艺术，改变颓势。但宗白华、

朱光潜、滕固、马采等学者则辩证地看待西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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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一方面，他们对实证主义美学等西方最新的

美学和文艺理论进行了翻译和介绍，打开了中

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界的眼界；另一方面，他

们立足中华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现实，通过对

中西美学和艺术进行比较研究来把握中国美学

和艺术的范畴、命题，从而开创了中国美学和艺

术的新局面。现代早期美学和艺术理论界对西

方美学和艺术中国化的阐释及其对中华美学精

神和艺术精神的创造性转化等方面的努力是非

常有意义的，不仅为中国美学和艺术发展提供

了新术语、新思维，而且留住了中华传统美学和

艺术的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美学和艺术界

一度深受苏联社会主义文艺的影响，一批苏联

的美学和艺术著作被翻译到中国，而西方仅有

列斐伏尔的《美学概论》、丹纳的《艺术哲学》等

少量美学和艺术著作被介绍到中国。在苏联和

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学术界产生了短

暂的美学热，并产生了像李泽厚这样的大美学

家。“文革”时期，美学和文艺成为了阶级斗争

的工具，整体上处于停滞、徘徊阶段，走了许多

弯路，经受了许多曲折。改革开放后，一方面，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文艺

界进行了拨乱反正，并深入思考了中华美学精

神和艺术精神的实质；另一方面，中国文艺界加

强了与世界文艺界的交流和互动，美学和艺术

的发展获得了新的活力与动力。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要想在世界舞台上立

于不败之地，充分发挥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

话语权的构建与把握日益重要。经过３０多年
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经济上

的硬实力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创造了前提条件

和物质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适时提出

学术话语权的构建问题，正是为了破解西方对

学术话语权的垄断，因为学术话语权的构建对

于中国软实力、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具有重大

意义。

近百年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历程表明，

要增强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话语权，首

先路径选择必须正确。要将植根传统、立足现

实与借鉴国外优秀文化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好

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与传统美学精神和艺

术精神，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与世界美学

精神和艺术精神，以及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

神与当代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其次，要有理

论上的自觉。要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和艺术精神，就必须进一步提高理论自觉，而不

是被动地接受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亦步亦趋，

甚至成为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掮客。近些年

来，国内学者广泛使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美学、

图像学、观念美术等理论来阐释中国艺术，这本

无可厚非，但如果迷失了方向，缺乏社会责任

感，失去了中华传统美学和艺术根基，对中国社

会的深刻转型和伟大变革、对人民大众的鲜活

生活视而不见，这样的美学精神和艺术理论就

缺乏活力，没有生机。坚持中华美学精神和艺

术精神的理论自觉，攀登学术制高点，掌握话语

权，这是历史与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社

会主义文艺持续健康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相

信，在２１世纪，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必定
能为人类以审美方式把握世界、促进和谐世界

建设开出一剂良方。

　　三、在信息化时代，利用数字技术

传播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

　　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
革命浪潮正席卷全球，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政

治、生活、文化、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网络空

间文化保留、释放了人的个性，提供了民主和平

等的交流工具，并创造了无限的可能和海量的

信息，因而为大众所喜爱。网络空间、电子媒介

等数字技术正在深深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数

字技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信息化时代，从

网络上获得和传播艺术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常

态。１９９０年代，美国纽约的古根汉姆博物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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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发起了网上展览，开始进行用数字化传播艺

术的尝试。现在，几乎所有的博物馆都在网上

设立展览厅以展示其藏品；许多艺术家都通过

微博、微信等新媒介与公众分享其创作，传播其

艺术作品和创作观念。因此，要传承弘扬中华

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就必须充分利用好数字

技术，发挥好“互联网 ＋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
精神”的优势，大力发展网络文艺，占领网络阵

地，视觉文化和文艺理论双管齐下，以传承弘扬

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

其一，通过网络展现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

精神，强化网民对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

理解。例如，绘画方面，自北宋以来，在绘画上

题诗落印以展现诗情画意已成为中国的一种传

统绘画形式；除了笔墨，诗意也成为品评传统中

国画的又一标准。通过在网络上展览、宣传这

种独具特色的中国艺术能很好地传播中华美学

精神和艺术精神。具体而言，在网上展示诸如

清代画家王（１６３２—１７１７）的《唐人诗意图》、
王时敏（１５９２—１６８０）的《杜陵诗意图册》等绘
画作品，能很好地传达中华美学精神中的“天

人合一”、艺术精神中的意境和“诗中有画，画

中有诗”的民族特性。［９］

其二，通过互联网促进中华美学精神和艺

术精神的研究与交流。互联网使得学术研究和

交流更为便捷，通过各类数据库和搜索引擎，我

们能获得文艺学、美学论文等各种艺术资源，这

可有利地促进文艺的繁荣，特别是文艺理论的

研究和阐释。各种论坛、网络空间也为文艺爱

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交流的便捷平台，在这里，

艺术理论和思潮的激荡、碰撞，可极大地丰富文

艺理论和评论。在民主化的网络空间，不再有

文艺权威，有的是各抒己见，百家争鸣，这有利

于文艺批评的发展。

　　四、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

精神应建立在人民大众的生活基础

之上

　　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一方面强调天人

合一、道法自然，追求生命意识和诗情画意，另

一方面主张通过文艺去关照自然，体悟人生，重

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因此，

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不仅是出世的，而且

也是入世的。中国哲人主张在现世人生的人间

情怀中体味精神美感，使这种美感植根于历史

的实践和人民的生活这片沃土之中。传承弘扬

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前提条件是传承，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许多独具中华特色的绝艺、

绝技濒临失传境地，而这些绝艺、绝技往往是中

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载体。没有了这些载

体，传承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我们应充分保

护祖先留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活化，发

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作用，培养更多的

文艺接班人，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艺术后

继有人。另外，应深入研究最能表现中华美学

精神与艺术精神的文艺家、美学家的技能、思想

观念和文艺精神，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新

的创造、创作提供重要的借鉴资源和养分。

在继承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基础

上，还必须对其进行创新和弘扬。中华美学精

神和艺术精神之所以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一个

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建

立在人民大众鲜活的生活基础之上。早在三千

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孟子就形成了在宇

宙自然、人伦道德、社会文化中把握、阐释美学

和艺术的传统。到了近代，王国维、梁启超更是

从人生与美学、艺术的关系上去看待中华美学

精神与艺术精神。延安时期，毛泽东也非常关

注文艺创作与文学理论的发展，号召文艺家与

群众相结合、与时代相结合，文学艺术要为人民

大众服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针对当前文艺

创作脱离生活、脱离实践、脱离人民等问题，习

近平指出，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

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

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

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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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职；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

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

魂的躯壳。能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

取决于是否能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怀；要虚心

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

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

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

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

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

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

憬和信心。［１０］

可见，文艺创作要深入实践、深入生活、深

入群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既体现了中华美

学与艺术的入世精神，也是让中华美学精神和

艺术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之必需。只

有建立在生活基础上的文艺创作和教育，才能

更好地理解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才

能更好地理解文艺是人与人之间重要的交流工

具，才能更好地理解文艺既有自在的也有他在

的价值与意义，才能更好地从个体和集体两方

面表达自我，发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价

值与方式。

　　五、结语

在２１世纪，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独
特性、稀缺性和重要性已越来越凸显，如何传承

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已成为一个时

代课题。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表现出来的

本土性、历史语境、现实性和世界性，必然要求

我们要与时俱进，创造性地转换中华美学精神

与艺术精神，对艺术现象和美的事物进行回应

和阐释；必然要求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掌握中华

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话语权，为美学和艺术

活动制定规则和标准，扩大中华美学精神和艺

术精神的影响力；必然要求我们在信息化时代，

利用数字技术传达与传播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

精神，传承发展中华美学与艺术；必然要求我们

将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传承弘扬建立在

人民的现实生活之上，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

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

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

行美的发现和艺术创造。唯有如此，才能更好

地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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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摘要：朱仙镇木版年画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独特的艺术审美特征

和一定的科学价值，其历史文化价值深厚，社会价值突出。当前，社会政策、经

济发展、新兴技术、社会文化等为朱仙镇木版年画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但年

画内容缺乏创新、形式陈旧，发展资金严重不足，专业制作人才奇缺，经营管理

不善，商标与知识产权意识不强，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有效传

承和健康发展。朱仙镇木版年画创新发展的路径体系构建，应以挖掘与整合年

画资源与各类要素资源为基础，构建年画传承人为核心、企政学研媒共同参与

的创新发展主体圈，以市场需求与文化需要为导向，以创意设计与创新技术为

支撑，以产业链创新与扩展为重点，从而推动木版年画产业链完善、创新与扩

展，实现市场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文化效益的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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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优秀的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朱仙镇木版年画因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题材

内容、深厚的文化艺术价值，被视为“木版年画

鼻祖”“民间艺术的活化石”“民间艺术百科全

书”。然而，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人们生活

方式的变化，以及技术变革的加速，新群体、新

思想、新技术对朱仙镇木版年画造成了严重的

冲击，致使其在文化传承发展和市场空间拓展

上，都变得异常艰难。虽然有“天成”“天义德”

等一些老字号还在经营发展中，但也在不同程

度上面临着一系列经营问题，可持续发展能力

较弱，因此有必要以更有力的措施推动朱仙镇

木版年画的创新发展。当前文化界对于朱仙镇

木版年画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性保护、

文化艺术传承、产业链延伸、创意设计利用、文

化产业开发、数字科技运用等方面，且多为单一

方面的发展路径探究，对其创新发展的系统性

研究不足。鉴于此，本文拟系统分析朱仙镇木

版年画创新发展的内外动因，提出朱仙镇木版

年画及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有效统一的一体化创新路径，以便全面地把握

朱仙镇木版年画发展环境，在着眼长远、尊重规

律、适应社会、符合实际中，推动朱仙镇木版年

画的良性发展。

　　一、朱仙镇木版年画创新发展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

　　朱仙镇木版年画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由

木版年画传承人及其生活创作空间、制作技艺

与工具原料、作品与包装三个部分有机组成，各

部分在历史与现实两方面均有其存在的历史文

化价值、艺术审美价值、科学价值和经济意义、

社会意义、教育借鉴意义，由此决定了朱仙镇木

版年画创新发展的必要性。同时，在与文化、生

态、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外在环境因素双向

互动、资源交换的过程中，朱仙镇木版年画面临

发展危机，表现为政治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传统

社会基础不再、新工艺技术冲击大、产品缺乏新

意、资金人才不足、经营管理不善等，上述种种

因素决定了朱仙镇木版年画创新发展的必要性

与紧迫性。

１．朱仙镇木版年画创新发展的必要性

朱仙镇木版年画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

文化内涵、独特的艺术审美特征和一定的科学

价值，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均具有较

强的现实意义，故推动其创新发展显得尤为

必要。

（１）历史文化价值深厚

朱仙镇木版年画诞生于唐代，兴盛于宋代。

宋代商业经济繁荣，市民文化兴起，印刷技术发

展，这一时期的开封木版年画经营空前繁荣。

据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卷

三）记载，“熙宁五年，上令画工摹拓镌板，印赐

两府辅臣各一本。是岁除夜，遣入内供奉官梁

楷就东西府给赐钟馗之象”［１］；又据宋代孟元

老《东京梦华录》卷十《十二月》记载：“近岁节，

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

回头鹿马，天行贴子。”［２］明代中期至清初，随

着朱仙镇水运的繁荣，开封木版年画迎来了鼎

盛时期。这一时期，朱仙镇有木版年画生产作

坊３００余家，有的作坊所雇用的技工多达３００

余人，融入了新的文化元素和艺术风格的开封

木版年画便以新产地朱仙镇而扬名天下。［３］清

末，朱仙镇商业渐渐衰落，多数木版年画作坊纷

纷迁回开封市内。新中国成立后，朱仙镇木版

年画在题材上有所创新，一批反映新中国建设

成就的新年画开始出现。但在“文革”中，包括

木版年画在内的文化艺术遭到毁坏，直到改革

开放之后，在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朱仙镇

木版年画才得以恢复。可以说，朱仙镇木版年

画的发展史与开封城和朱仙镇的兴衰息息相

关，它见证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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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的历史信息也对研究我国年画及传统美术

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一，朱仙镇木版年画蕴含着丰富的民俗

信仰文化内涵。朱仙镇木版年画题材内容广

泛，大多来自于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历史人物、

小说戏剧等，通过象征性的神人、动植物等表达

普通民众对祈福、求财、多子、多寿等美好愿望，

如《天官赐福》（见图１）、《财王推车》、《刘海戏

金蟾》、《三星图》（见图２）、《招财童子》、《麒麟

送子》等。不同的年画要符合不同张贴处的需

要，如大门或头门贴秦琼、尉迟恭等武门神年

画，已婚男女房间贴《连生贵子》《天仙送子》年

画，中老年的房门贴福禄寿型的年画。［４］这些年

画有着浓厚的传统信仰色彩，反映了对神癨、祖

先、历史、自然的无限敬畏、尊重与崇拜之情。

作为传统社会颇具传播力的媒介，木版年画进

一步强化了民俗信仰的认知与认同。

其二，朱仙镇木版年画艺术审美价值突出。

朱仙镇木版年画具有线条粗犷简练、形象古朴

夸张、构图饱满、色彩艳丽、门神像多等特点。

正如鲁迅所说：“朱仙镇的木刻画，朴实、不染

脂粉，人物没有媚态。色彩浓重，很有乡土味，

具有北方年画的独有特色。”［５］在形式美感上，

朱仙镇木版年画线条刚健有力，雕刻粗细对比

鲜明，粗犷中不失柔美；吸收了砖雕、木雕、壁画

等构图手法，饱满紧凑，又匀称巧妙［６］；造型主

次差别明显，形象质朴夸张，“头大身小、人大

马小”的构图方式也依然不影响整体的美观。

在色彩运用上，朱仙镇木版年画常用的颜色有

墨黑、木红、丹红、槐黄、葵紫、苦绿等，色彩丰

富、鲜艳，且将不同色彩调和使用，对比强烈。

其三，朱仙镇木版年画还具有一定的科学

价值。开封木版年画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雕

版印刷技术之上的，是印刷技术发展的产物，甚

至可以说是当时最先进的彩色印刷术应用的产

物。在工序上，其采用木版与镂版相结合的印

刷方法，以水印套色印制而成，图稿绘制、刻板

与配色、水印与套色、装裱等工序流程都有严格

的技术规范要求，其工序相当复杂。在工具使

用和原料选择上也体现出较高的科学价值，其

不论是在梨花木的材质规格选择和宣纸的纸张

质地大小选择上，还是在以植物、矿物质为主要

原料的颜色炮制和刻刀、纸刷制作上，都极其考

究。可见，技术与艺术是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一

体两面。

（２）社会价值突出

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社会价值体现在经济、

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朱仙镇木版年画艺人

既是文化的传承人，也是商业经营活动的从业

者，他们通过木版年画的销售获得的经济收益。

朱仙镇木版年画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文化

资源，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可在工艺品、古玩

图１　《天官赐福》（清代） 图２　 《三星图》（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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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市场上进行买卖交换，通过产业化运作，能够

开发出多种类型的新型文化产品和服务，可取

得很大的市场效益。

朱仙镇木版年画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民俗

文化的外化物，儒家思想对其形成与发展产生

了重要影响，集中承载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社

会认知。当代，朱仙镇木版年画产生的农业社

会基础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其所具有的增强家

国观念、提高社会认同感、提升民族凝聚力等

社会意义依然重要；产生于农业社会的木版年

画虽难免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

与今人不尽相同，但其所包含的如敬畏祖先、

勤劳勇敢、崇德尚义等文化内涵仍然值得推

崇。通过建设木版年画博物馆、开展木版年画

进校园活动等，可提高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意识

和爱国主义情感。此外，朱仙镇木版年画艺术

与现代美术、现代设计有着极大的相通之处，

其手法、技艺、思维能够为平面艺术、造型艺

术等所借鉴，同时其丰富的题材内容、表现

形式、文化内涵，也是艺术设计的重要素材，

可大大提升现代艺术的创作水平、表现力和

观赏性。

２．朱仙镇木版年画创新发展的紧迫性

社会政策、经济发展、新兴技术、社会文化

等为朱仙镇木版年画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其在作品、资金、人才、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亟待解决。

（１）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从文化生态系统来看，朱仙镇木版年画受

到外在的社会政策、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环境的

极大影响，这些因素既为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发

展带来了机遇，也为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发展带

来了挑战。其一，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越来

越重视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的保护与利用，这一方面为包括朱仙镇木版年

画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传承人、保护

单位提供了资金、场所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

又通过直接或间接举措为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提供了便利，这成为朱仙镇木版年画之类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创新的重要动力。其

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收入

水平的不断提高，朱仙镇木版年画有了较大的

市场空间，且文化经济、创意经济的产业资源也

将不断涌向包括朱仙镇木版年画在内的传统文

化资源。其三，随着我国社会的加快转型，传统

朱仙镇木版年画赖以生存的农业社会基础逐渐

消失，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急剧改变，特

别是大众传媒以更多渠道为人们带来更多类型

的“读图”选择；而且木版年画所依附的居住环

境也变化较大，如单门、铁门等房屋构造已经无

法与木版年画达成协调一致。［７］其四，传统木版

年画依靠的主要是个体手工技艺，而随着信息

技术、数字技术、新材料工艺的发展，大机器胶

版印刷等先进印刷工艺以其生产效率高、制作

成本低、价格低廉、品种样式多等特点逐步取代

手工木版印制，这对传统木版年画产生了非常

大的冲击。

（２）存在的问题

当前，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产品、传承人、经

营等无论是在保护上还是在开发上，都存在一

些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进

一步发展。其一，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内容缺乏

创新，形式陈旧。老艺人在作品创作上对新技

术、新理念存在排斥态度，制作仍多依靠传统版

式、传统题材，内容与时代需求不同步。艺术表

现形式也鲜有改进，且版画的质量标准也不统

一，个别生产者为求数量偷工减料、粗制滥造。

其二，朱仙镇木版年画发展资金严重不足，整个

产值规模只有几百万，而且各经营单位的资金

投入普遍不高，融资能力较低。其三，朱仙镇木

版年画专业制作人才奇缺，经纪、管理、营销人

才也十分匮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朱仙镇从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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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木版年画印制的民间老艺人仅有１０多位，且

年龄都在５０岁以上，同时“父传子、师带徒”的

传统传授观念和青年人兴趣低，也使其面临着

后继无人的境遇［８］。其四，木版年画的经营管

理不善，经营的组织机构仍多为家庭作坊式，没

有专业化的管理公司，没有形成较好的品牌效

应，且缺乏对新营销理念、技术、平台的利用，市

场营销模式较为传统，木版年画市场缺乏活力。

其五，商标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一些老字

号如 “老店天成”被抢注，而且木版年画市场上

存在专利版权纠纷，侵权现象较为常见，这些都

严重影响了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有效传承和健康

发展。

　　二、朱仙镇木版年画创新发展的路

径体系建构

　　朱仙镇木版年画创新发展的路径体系建

构，应以挖掘与整合年画资源与各类要素资源

为基础，构建以传承人为核心、企政学研媒共同

参与的创新发展主体圈，以市场需求与文化需要

为导向，以创意设计与创新技术为支撑，以产业

链创新与扩展为重点（见图３），以最终实现其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文化效益的协调

统一为目标。

图３　朱仙镇木版年画创新发展的路径体系

１．以资源挖掘与整合年画与各类要素资源

为基础

朱仙镇木版年画资源是其创新发展的基

础，挖掘与整合朱仙镇木版年画资源，既包括木

版年画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研究与展示，也

包括其现代化发展的要素资源整合与优化。可

通过构建完备的资源链，促进木版年画发展的

文化资源与产业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高效组合。

朱仙镇木版年画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留下了

数不胜数的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资源。一方

面，我们应利用现代影像技术、新媒体技术等，

将以实体形式存在的年画、雕版、印制工具及其

生产空间数字化、虚拟化，将现代保存与修复技

术应用到木版年画的保护之中，并构建以记录、

整合、归类、建档、展示和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木

版年画文化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这既可以是博

物馆、艺术馆类型的现实空间，也可以是在线式

的网上交互平台；另一方面，我们应以传承人、

年画、商业经营活动为中心，加强对朱仙镇木版

年画文化故事、史料文献、文艺作品、艺术审美、

工艺技术、经营模式、老字号等的挖掘与研究，

从时间序列中发现朱仙镇木版年画诸多方面的

传承与流变，如老艺人的家族变迁史、年画作坊

的经营故事等，并借助现代计算机技术、数字技

术、虚拟技术进行再次还原与呈现。

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创新发展还需整合产业

化、公共化的各类要素资源，其中包括产业发展

与事业建设的资金、技术、人才、设备、信息等

“硬”资源与“软”资源。其一，缺少资金是制约

朱仙镇木版年画发展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公共

文化服务性质的木版年画保护，还是产业性质

的木版年画开发，都需要国家和地方财政资金、

税收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应不断开辟通畅的社

会融资渠道，有条件地引入各类商业资本。其

二，应构建有助于促进木版年画发展的创作技

术、生产技术、传播技术、体验技术等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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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规范的技术标准，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新

技术与老技艺的结合，特别是要加快应用互联

网技术、数字技术、新媒体技术等。其三，应在

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相关的技艺人才、研究人才、

经营人才、管理人才等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建立朱仙镇木版年画人才库，不断引进国内外

相关行业领域的创作与经营人才，推动不同层

面的木版年画人才的交流合作。其四，应进一

步整合与朱仙镇木版年画发展相匹配的物质装

备、工具原料等，通过集聚等方式不断改善木版

年画发展的环境设施和空间场所，并通过多种

途径加强政策、产业、服务等信息资源服务。此

外，还应搭建与文化资源对接、整合的交易平

台，使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资源链更加持久、高效

地运作。

２．构建以年画传承人为核心、企政学研媒

共同参与的创新发展主体圈

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创新发展离不开对木版

年画本体文化的传承，这就需要确立并保持木

版年画传承人的核心地位。由于各自所承担的

职能不同，其保护与开发的参与主体相当广泛，

包括社会企业、政府单位、科研院校、公共组织、

行业协会与普通大众等，各法人、个人应通过相

互配合、相互影响，共同构建木版年画创新发展

的主体圈。其一，传承人应担负起木版年画传

承和发展的职责，一方面，应通过作坊或学校招

收徒弟、教育学子等方式，将木版年画的技艺传

授下去，并针对专业人员或普通大众进行木版

年画的交流、宣传和传播等活动，以扩大木版年

画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应将木版年画融入到社

会和时代的发展之中，加强与企事业单位之间

的合作，让手艺不断创新。其二，作为市场主体

的社会企业应通过对木版年画的科学利用，来

提高木版年画的发展能力，以经济效益带动社

会效益；而作为非盈利性的事业单位、公共组织

等，应服务于木版年画的有效保护和传承，维护

文化的持续发展。其三，政府部门应会同木版

年画行业协会，支持与服务木版年画发展，出台

相关扶持政策与规范文件，通过搭建服务平台

推动传承人与社会企业、高等院校、新闻媒体等

合作，同时还要加强行业监管和规范，保障木版

年画市场的健康发展。其四，科研院所应加强

木版年画领域的科学研究、专业人才培养等。

报社、出版社、电视台等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

应加大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媒介宣传，建设朱

仙镇木版年画官方网站、微信、微博平台等。［９］

此外，应提升大众在木版年画及其他非物质文

化遗产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特别是在互联网

时代，社会大众应积极成为木版年画的传承者、

传播者和创新者。

３．以市场需求与文化需要为导向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朱仙镇木版年画的

有效保护和开发需要从受众的角度出发，其公

益性或经营性的产品及衍生产品要符合大众的

文化消费需求，而不是不注重大众选择的盲目

供给和不讲求文化内涵的无序供给。朱仙镇木

版年画及其衍生产品的市场需求包括精英化的

收藏需求和世俗化的实用需求。收藏者购买各

历史时期的木版年画或现代原生态年画精品，

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年画的增值收益；而平常百

姓购买畅销性的年画及其衍生产品，多是为了

满足其实际生活中装饰、美化、娱乐等需要。对

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的满足应建立在遵循木版

年画发展内在逻辑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一味迎

合。一般来说，两种不同的市场需求对应着朱

仙镇木版年画及其衍生产品的两种文化存在形

态———审美文化与大众文化。市场需求与文化

需要是统一的，只不过不同群体在需求的层面、

方式和内容上存在差别而已，其运作既是市场

行为，也是公共行为。从某种层面来说，经由公

共文化服务单位提供的木版年画产品，既要立

足于两种文化形态的统一，又要避免沦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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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附属品。朱仙镇木版年画创新发展应以

市场需求与文化需要相契合为导向，从而实现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

机统一。

４．以创意设计与创新技术为支撑

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创新发展要以创意与技

术为支撑，创意性设计能重塑朱仙镇木版年画

产品的文化价值，而创新性技术建构是朱仙镇

木版年画产品的工具载体。在朱仙镇木版年画

创意设计上，一方面，应适应现代社会需求，对

木版年画的内容题材、形式风格、人物造型、外

在包装等进行创意设计，将现代的流行元素、时

尚风格（如卡通形象、网络流行语等）融入新型

木版年画产品的创作；同时应以品牌塑造为中

心，加强木版年画包装的色彩、图形和样式设

计，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应

对朱仙镇木版年画整体及人物、故事、字号、手

法等元素进行提取，对不同介质、不同载体、不

同面向的产品进行跨界开发，生产多种类型的

衍生产品，如通过寓有祝愿、祈福之意的木版年

画设计出扑克牌、挂历、时尚帆布包、拼图、玩

偶、服装等，并可按照木版年画的门神类、历史

故事类、神话传说类等打造成系列产品［１０］，同

时也可利用朱仙镇木版年画开发动漫游戏、影

视娱乐等内容产品，如根据朱仙镇木版年画的

钟馗、五子夺魁、三娘教子、天官赐福等故事形

象，设计出动漫人物形象和故事，既可以娱乐大

众，也可以寓教于乐。

在朱仙镇木版年画创新技术应用上，首先，

应以数字技术为手段，将朱仙镇木版年画文化

资源进行数字化转化，通过虚拟平台，以视频、

音频、图像等多种形式进行动态展示；其次，应

将现代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年画底稿设计中，还

可有选择地使用现代印刷技术，以提高年画的

制作能力；再者，在木版年画及其衍生产品宣传

推广上，应积极利用新媒体手段、大数据技术

等，不断创新产品营销的内容和形式，拉近与消

费者之间的距离；最后，应加快建设基于互联

网、移动互联网的网上商店，如建立淘宝店、微

店等，不断改善人们的购买体验，还可通过线上

众筹平台筹集木版年画开发资金、集聚大众

创意。

５．以产业链创新与扩展为重点

朱仙镇木版年画从版式设计、原稿创作到

木版雕刻、颜料炮制、水印上色，再到下游的直

销、分销与消费服务，有着较为完善的内在产业

链。朱仙镇木版年画原产业链依赖于传统木版

年画版式、元素、工具和技术等，虽然通过传统

技艺创作的精品年画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艺术

品收藏的需求，但开拓大众市场显得较为艰难，

这就需要在传统木版年画设计、制作上，坚守木

版年画传统技艺的同时，加强创作、印制、营销

和消费等环节创新，通过创意设计和创新技术

整体或局部性地改造产业环节，将当今的理念、

方法、元素和技术应用到木版年画的创作、制

作、营销和消费中，同时还要对传统木版年画的

生产组织形态、管理模式、经营模式等进行改

造，如将传统的家庭作坊变为专业化公司，在经

营内容上从单一的木版年画经营向多种产品和

服务经营转变，并针对文化消费的不同群体进

行商业模式创新。应加快推动木版年画产业链

的延伸与扩展。一方面，要不断整合上下游产

业链，向上整合木版年画发展的各种资源、要素

供应链，向下打造以木版年画为主要投入要素

的衍生产品链，如设计多种类型的创意衍生产

品；另一方面，应通过向相关产业扩展的方式，

实现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多种产业运作，如与动

漫游戏、电影电视、演艺娱乐、图书出版、教育培

训、会展节庆等产业合作，开发与木版年画相关

的产品、服务或项目，甚至可将木版年画融入创

意农业、工业制造、餐饮食宿等行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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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语

与其他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

当前朱仙镇木版年画既有发展的优势和机遇，

也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推动其创新发展有着

历史与现代的必要性和外部与内部的紧迫性，

无论是木版年画传承人还是相关部门组织，都

应在兼顾保护与开发中有所创新。基于非物质

文化遗产系统和结构特征，朱仙镇木版年画创

新发展的正确选择应该是，应以挖掘与整合年

画资源与各类要素资源为基础，构建年画传承

人为核心、企政学研媒共同参与的创新发展主

体圈，以市场需求与文化需要为导向，以创意设

计与创新技术为支撑，以产业链创新与扩展为

重点。对朱仙镇木版年画以多元价值为基础的

单一或全面创新，既可以积极利用新元素、新技

术、新方法，又不舍掉传统技艺、传统思想、传统

文化；既能维护公共事业的非营利性与企业市

场的经营性，又能满足不同的文化收藏与实际

使用的需求，也可有效解决朱仙镇木版年画发

展的资金、人才、技术、市场等诸多问题。

朱仙镇木版年画仅仅是我国传统美术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代表，传统美术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原本就多与商业经营密切关联，创新

内容题材、技艺方法、表现形式等也一直是其本

质要求［１１］。推动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创新发展是系统性的、全方位的、多层面的，

应在遵循传统文化发展规律基础之上，充分发

挥各主体的功能与职能，在保护与开发、传统与

现代、文化与创意、科技与艺术、精神与物质、社

会与市场、短期与长远等矛盾的解决中，实现其

应有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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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地域特色文化视觉符号系统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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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顺凯
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ｎｋａｉ

阜阳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安徽 阜阳 ２３６０４１

摘要：符号学理论可为研究地方特色文化、塑造地方品牌提供新的思路。构建

安徽地域特色文化视觉符号系统，有助于深化符号学理论研究，同时推动安徽

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内增文化凝聚力、外拓文化影响力，彰显人文魅力、美化地

方环境，发掘优秀设计素材、点燃文化经济，扩大安徽地域特色文化的国内国际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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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顺凯：安徽地域特色文化视觉符号系统构建的价值与意义

　　安徽省地域文化底蕴深厚，形式多样，内涵

丰富，特色鲜明，以其各地域历史环境、地理环

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孕育出了三类各具特色

的区域文化，即淮河文化、皖江文化与徽州文

化。它们已经渗入安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并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为安徽省的经济社

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１］例如，徽文化主要遗存

地———黄山市，以文化节庆为载体，连续举办了

１８届黄山国际旅游节暨徽文化节，展示了黄山

生态民俗和古徽州民间文化；而另一个徽文化

的重要遗存地———宣城，通过建设宣纸文化园、

中国文房四宝与中国书画交易中心，彰显了徽

文化风采。作为中原文化重要一脉的皖北四

市，在特色文化建设中，将地域文化、传统文化

与现代元素相结合，扬长避短。“中华药都”亳

州市，以开发华佗故里中医药文化资源为重点，

建设养生园、养生城、养生街，养生文化名扬海

内外。宿州市则大力扶持灵璧奇石和維桥马戏

发展，建成了全国最大的观赏石和相关产品生

产基地之一。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打造文化品

牌，是安徽省特色文化建设的共性特征。［２］

多年来，安徽地域特色文化研究一直受到

社会各界的重视，取得较多的成果。在理论研

究方面，据文献检索和其他相关资料分析，目前

有关安徽地域特色文化的研究多倾向于个案式

研究，并且主要集中于对徽州文化的研究，如魏

菲娅等［２］主要从徽州建筑、徽州雕刻的图形设

计及其相关衍生产品的设计开发角度研究徽州

文化；也有学者对安徽省城市旅游形象系统建

设进行了研究，但是对于安徽省内各种地域特

色文化进行宏观、系统的研究较少。

当代意义上的视觉符号系统是一个庞大、

专业、全面的图形数据系统，融合当代先进的设

计理念，以当代数字化设计技术为支撑，对每一

种特色突出的安徽地域文化进行符号化的当代

图形设计，构建视觉符号系统的内在秩序和完

善的分类，对比不同视觉符号之间的异同点，可

以为进一步认知、研究安徽省特色文化提供新

的契机，同时，也可为打造安徽省城市品牌、推

广安徽省特色文化提供丰富的图形设计资源。

鉴于此，本文拟运用符号学与设计学方法，审视

当代传播语境下安徽省地域特色文化视觉符号

系统构建的价值与意义，希望为后续理论研究

与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一、深化符号学理论研究

符号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其相

关理论成果已成为当代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理

论依据。每一种特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

开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与自然风貌。

以杭州为例，作为国家一线主要城市，其地

域特色文化自然吸引着大量的研究者，研究其

视觉符号价值一直成为许多专家学者的重要课

题。目前杭州城市环境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

面面，均已体现出杭州地域特色文化的视觉符

号魅力。从杭州城市形象标识（见图１）和２０１６

杭州Ｇ２０峰会标识（见图２）的图形设计，我们

图１　杭州城市形象标识

图２　“２０１６杭州Ｇ２０峰会”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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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领略到杭州地域文化视觉符号的独特气

质。这些标识图形并不是杭州风景的简单缩

写，而是汇聚了对杭州人文地理、风俗人情、经

济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深层理解，

是杭州的符号，是杭州展现给世人的城市名片。

安徽省地域文化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对

于安徽人而言，这些特色文化蕴涵的是记忆、家

或故乡的相关情感认知；而对于其他省市的人

来说，它是对安徽人的身份辨识。因为地域特

色文化是一个综合体，包括建筑、饮食、民间信

仰、地理环境、绘画、日用品、工艺装饰等不同文

化类型，构建安徽地域特色文化视觉符号系统

也要包括不同类别的子系统。在应用方面，依

据不同的应用环境和应用目的，该视觉符号系

统还将衍生出多种视觉形象识别系统，如旅游

景点视觉形象系统、城市地铁空间视觉导视系

统、城市品牌形象识别系统等。图３为安徽省

旅游形象标识，标识图形下方所列图片是标识

的创意构成元素，即安徽的毛笔、徽墨、徽派建

筑、黄山，这些元素都是安徽省地域特色文化视

觉符号中的典型代表。因此，从符号学角度研

究安徽地域文化，构建安徽地域特色文化符号

系统，可深化符号学理论研究。

　　二、推动安徽省文化大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国家发展、民

族振兴的精神支撑。近年来，文化大繁荣大发

展已被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新高度，如今，越

来越多的人成为文化发展中的弄潮儿。在国家

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进程中，不同地区呈现出

不同的速度与特征。而在异域文化和当代多元

文化的多重影响之下，一方面，某些地区特别是

三线以下城市的地域文化逐渐表现出式微的趋

势；另一方面，部分地区尤其发达地区的地域文

化快速崛起，拥有广大的追随群体，甚至享誉海

内外。多年来，安徽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都

对实现安徽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做出了持续的

努力，从省会城市合肥的发展战略口号“大湖

名城，创新高地”与各级城市大刀阔斧的改革

创新举措就可见一斑。以数字图形的形式，汇

集安徽省各主要地域特色文化的视觉符号数

据，构建安徽地域特色文化符号系统，发掘其潜

图３　安徽省旅游形象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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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巨大价值，有助于推动安徽省文化大繁荣

大发展。

１．内增文化凝聚力，外拓文化影响力

安徽省地域特色文化视觉符号应是形式与

内容的统一体，其设计应直接来源于安徽省各

个城市的特色文化元素，从而最能体现该城市

的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宗教礼仪等状况。可运

用当代设计的表现手法与设计理念，将这些内

容进行符号化的视觉符号提炼，最终形成最具

典型性的地域文化视觉符号。对于安徽省各个

城市的居民来说，这样的视觉符号系统具有共

同的心理认知，是大家共同的信仰，是团结安徽

人、凝聚安徽人的情感内核；而对于外地人来

说，安徽省地域特色文化视觉符号系统的构建

和运用，能使他们更加直观和快速地了解安徽

省各个城市的自然人文特征。

如图４是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安徽馆的外

观设计，该设计充分体现了安徽特色文化元

素———徽派建筑，其外部设计将徽派建筑元素

进行了符号化的提炼，马头墙、白墙黛瓦的徽

州视觉符号体现出徽文化的博大精深。当年

去参观过世博会的安徽人，一定对徽州馆寄予

过特殊的情感，看到徽州馆就如同看到自己的

家一般。这就是地域特色文化视觉符号所蕴

涵的凝聚力，它能将各地安徽人的心紧紧系在

一起，对增强地方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同时，

图４　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安徽馆建筑外观

利用世博会的重要契机，安徽向海内外参观者

和媒体充分展示了本地区的特色文化，进一步

拓宽了其影响力。

２．彰显人文魅力，美化地方环境

一座真正美丽的城市不仅因她拥有如画的

自然景观、高大时尚的城市建筑与发达的经济，

同时一定还有其不可或缺的人文魅力。安徽地

域特色文化视觉符号系统，应是展现安徽省人

文魅力的重要载体，有益于安徽各地方塑造属

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视觉形象。此外，安徽省

地域特色文化视觉符号系统的构建，可为安徽

城市建设提供丰富的数字化视觉图形设计数

据，广泛应用于未来安徽省城市建设的各个领

域，在设计师们鬼斧神工般的创意之下，这些视

觉符号将会以丰富多姿的设计应用形式（如建

筑外观、户外广告、公共空间环境导视、城市雕

塑等），让城市更美丽［３］，为生活其中的城市居

民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美好视觉体验。如图５为

安徽建筑大学北区大门与相关建筑的设计，整

个大门建筑的设计巧妙地融入了徽州马头墙的

视觉符号，将符号化的徽州建筑元素与现代建

筑设计理念进行了完美的对接，从而成为安徽

建筑大学的一道靓丽风景。

　　３．发掘优秀设计素材，点燃文化经济

安徽省地域特色文化视觉符号系统的研究

对象，是安徽省境内各个城市的主要特色文化，

图５　安徽建筑大学北区大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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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含许多省级或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普遍拥有较广的市场认可度。在设计产业

蓬勃发展的当下，从安徽省地域特色文化视觉

符号系统之中充分发掘优秀的设计素材，进行

相关衍生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并且不断开拓新

的市场，无疑是安徽经济发展有力的助推器。

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导向转变，凸显

了国家对原创设计的重视，在新理念、新科技的

推动下，通过大力发展设计产业、文化娱乐、城

市旅游、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我们的经济必

将得到更快发展。

４．扩大安徽地域特色文化的国内与国际传播

新媒体是在传统媒体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

型传播模式。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大

量新媒体传播形式不断出现，互联网 ＋信息的

传播模式是当代新媒体传播的共性特征，信息

的传播早已打破传统的单一格局，越来越趋向

于多元、互动的新格局。如今，在城市文化的推

广传播中，新媒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

说，如果离开了新媒体传播，任何一种城市文化

都将显得黯然失色。［４］

安徽省地域特色文化的传播推广是未来安

徽省城市品牌化发展的重要一环，在当代信息

传播语境下，新媒体将成为安徽省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助推器。安徽省地域特色文化的符号

化视觉设计，是实现其当代新媒体传播的重要

基础，因为视觉符号具有主题明确、特征鲜明、

辨识性强、便于推广应用等诸多优点。通过当

代新媒体传播手段，如互联网、微信、ＱＱ、微博

等，可以实现安徽省地域特色文化快速、高效的

传播推广，无论是从传播的时效还是从传播的

广度上，新媒体传播都是传统传播媒介无法比

拟的。新媒体的即时传播、互动传播，打破了传

统媒体传播的时空限制和单向性，在国内或国

际范围几乎可以达到信息的同步传播，并且还

可以实现与受众的即时互动，大大提升了受众

的参与积极性和满意度。因此，配合当代新媒

体传播手段，构建安徽地域特色文化视觉符号

系统，可以大大促进安徽省地域特色文化的国

内、国际传播，进而塑造安徽省地域文化的美好

品牌形象。

安徽文化由多种文化类型构成，地域特色

文化仅是其中的一个类型，随着研究视角的更

新，安徽地域特色文化将呈现出不同的人文魅

力，折射出安徽人独特的人文气质。同时，随着

新媒体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安徽地域特色文

化的辐射传播范围将越来越广，不仅享誉国内，

而且必将走出国门，拥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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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景观的规划，必须从自然生态、文化脉络、地域特征等维度来把握与

进行。自然生态是其基础，文化脉络是其灵魂，地域特征是其载体，三者相辅相

成，将其有机结合、科学配置，是城市景观规划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由溯源、乐

游、畅想三个区域组成的华阴长涧河景观规划，正是上述原则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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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文化的不断交互融合，给我国城市景

观规划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纵观我国目前

的城市景观规划，普遍存在盲目追求“高大上”

的问题：借鉴有余而传承不足，奢华有余而人文

不足；设计理念虽有但含糊不清。许多大规模

的景观再造，忽略了对景观规划的基础、灵魂、

载体和理念的整体认知和综合把控，致使我国

一些城市的景观规划自然生态偏离，地域特色

缺失，文化脉络断层，趋同现象严重。

作为公共空间的城市景观，是人们认知一

片地域、体验一方人文、传承一脉文化的重要途

径。城市景观向人们展现的不应仅仅是山、水、

草、木和亭、台、楼、阁，更应向人们传达自然生

态、社会、人文等元素的和谐。城市景观规划，

除了要满足人们休闲娱乐、美化空间的要求，还

应赋予其传承地域文化之职责。鉴于此，本文

拟以陕西省华阴长涧河景观规划为例，从基础、

灵魂、载体和理念四个方面对城市景观规划进

行探析，以供学界参考。

　　一、自然生态：城市景观规划的

基础

　　城市景观不仅是一座城市的点缀，也是一

座城市的生态基础、精神气质和生活内容。之

所以把自然生态视作城市景观规划的基础，是

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城市景观规划的核心内容应当是以

人为本的环境整合。这里所讲的“环境”，包括

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等。环境整合中不能没有

创新，但创新不能以破坏自然生态为前提，而应

在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基础上，通过整治、梳

理、协调、培育，以收到“天人合一”的效果。这

里的“天”即自然生态，“人”即理念创新，“天人

合一”即城市景观规划的理念、创新要以自然

生态为基础，也就是所谓的“道法自然”。自然

生态同时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

地形地貌、河流湖泊、绿化植被等要素是城市景

观规划的宝贵资源。城市景观规划要尊重并强

化自然景观特征，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因此，

利用自然、维护生态，改造自然、创新生态，是城

市景观规划的核心要义。

其二，城市景观规划不是要进行无中生有

的创造，自然生态是城市景观规划的基础，离开

基础的创造，必然是一种畸形的创造，或者说是

一个孤立无“缘”的怪胎。大自然在其发展演

变过程中，形成并留下了无以计数的生态良品，

对这些生态良品进行整治性梳理、协调性培育、

保护性开发，是城市景观规划的基本内涵。围

绕城市景观规划的基本内涵，结合人类的审美

情趣和价值取向，兼顾人类的精神和物质需求，

对自然生态进行总结、概括、描述，并不断挖掘、

传承、演变等，便构成了城市景观规划的基本

内涵。

城市景观规划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内涵，决

定了城市景观规划的基础是自然生态。

　　二、文化脉络：城市景观规划的

灵魂

　　自然生态虽是城市景观规划的基础，但不

能任其“自由生长”，否则，便失去了城市景观

的灵魂。

城市是人类栖息生活之场所。城市的沧桑

变化，人类的生息繁衍，都是作为宇宙主宰的人

类智慧结晶，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而每一个文

化符号，包括自然的、人工的、历史的、当代的，

都见证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因此，作为公共空

间的城市景观，当然被赋予了传承历史文化、人

文元素的责任。只有如此，置身城市景观中，人

们才能感受到昔日城市的兴衰和今日城市的发

展，才不会因文化脉络出现断层而茫然无据。

文化脉络作为城市景观规划的灵魂，犹如

赋予了景观之人文生命。纵观传统园林，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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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领略到一种诗意、禅境、情趣，以及人格的淡

泊、心灵的放松与节操的纤尘不染；尽管园林历

经沧桑，但蕴涵其中的思想光芒永驻，文化脉络

清晰，似乎在向后人诉说着先贤的处世哲学和

闲情逸致。历史文化的传承，使得景观在不同

的地域文化之中承载着各不相同的文化积淀，

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个性观瞻。我国著名景观设

计大师夏建统先生认为，每一片土地都有属于

她们自己的文化，故每一片土地都应该有属于

她们自己的景观。［１］可见，文化元素在城市景观

规划中至关重要。所以，将传统文化元素运用

到都市生态文明和城市景观设计中，既可规避

城市景观的趋同，又可诠释城市景观的内涵，还

能延伸城市景观的生命空间。因此，挖掘人文

元素，串连人文记忆，传承人文历史，是城市景

观规划的灵魂。

　　三、地域特征：城市景观规划的

载体

　　城市景区规划的基础是自然生态，其灵魂

是文化脉络，但其要真正落地，还需要一个载

体———地域特征。

“地域”是经济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中经

常用到的一个概念，是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的

有机融合。特定的地域具有一定的优势、特色

和功能定位，它不仅包括独具特色的自然地理

状况，更包含了此地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所

形成的独特的生活方式、行为习俗、思维模式、

价值取向等。

城市景观规划不能脱离地域特征这个载

体。俞孔坚认为，城市景观设计源于解读地域、

历史和生活，重在对“土地”进行系统的分析、

规划、保护、管理和恢复。［２］林菁等［３］在《地域

特征与景观形式》一文中提出，地域特征是特

定区域土地上的自然和文化的特征，包括天然

的、自然的呈现，也包括人类在生产、生活中改

造自然形成的；这些地域特征不仅是历史上园

林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今天风景园林规

划与设计的重要依据。地域特征作为城市景观

规划的载体，其核心要义是因地制宜，强调的是

避免脱离地域的景观复制。当然，地域特征的

形成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和相对稳定的社会

自然环境，它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对

的，不同的地域文化之间会相互渗透、融合、借

鉴与吸收。而城市景观规划的创新就在于挖

掘、总结、概括、描述、体现出地域特征。所以，

城市景观规划，无论是绿地、街心花园、公园、园

林、雕塑、特色街道，还是一些公共建筑，都必须

与当地的地域特征相结合，充分承载当地的传

统文化。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一方水土一方景

观的愿景。

　　四、华阴长涧河景观规划例析

陕西华阴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素以“大山、

大水、大绿、大空间、大文化、大生态”著称。如

何打造一座不失特色而又底蕴丰厚的旅游城市

呢？长涧河景观的规划与建设便被提上了议事

日程。长涧河地处陕西省华阴市，为渭河一级

支流，由华山峪、黄甫峪、杜峪汇集而成，全

长９１．６ｋｍ。长涧河景观规划选取范围为长涧

河上游段，穿越华阴城区（见图１）。依据长涧

河的地域特征，结合长涧河的自然生态，项目组

在华阴市文化脉络的基础上，按照城市整体规

划的要求和景观设计的理念，拟定了“山水意

境滨河生活走廊，华阴文化城市体验空间”的

设计定位。设计中长涧河两岸绿道以“山水意

境”作为构建主线，绿带扩展区域以华阴文化

作为出发点。

本设计方案由溯源、乐游、畅想三个区域组

成（见图２）。其中，溯源区域以追寻老河堤记

忆为主要设计要素。此区域南邻３２０国道，北

至连霍高速，区域内落差较大，且两侧可规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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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华阴长涧河景观设计总平面图

图２　华阴长涧河景观设计功能分区图

地较少。根据这种地域特征，规划者将老河堤

保留并加以提升，设置新的坝体，拓宽河道水域

面积，重点突出华阴城市历史，场地内设墙式文

脉景观小品，体现和展示华阴文化，游人在溯源

区可以找到长涧河传承的乡愁。乐游区域将重

点打造华阴民俗主题公园，并与魏长城遗址相

结合，使古老的民俗与实际存在的遗址相互呼

应；该区域内设置华阴老腔、华阴皮影的展示橱

窗与表演舞台，并以戏台商业街的形式存在。

畅想区域以生态亲水为主，以低影响度开发为

主要策略，建设郊野生态滨河公园；由于该区域

毗邻华阴水厂，所以在该区域规划并设计了自

然净水展示区，可用于普及污水处理知识，弘扬

节水爱水文化，丰富场地功能。

综上所述，城市景观的规划，要从自然生

态、文化脉络、地域特征等维度综合考虑。只有

从自然生态基础出发，打造地域特征这个载体，

传承文化脉络这个灵魂，才能成就城市景观的

精品。城市景观规划的基础、灵魂、载体三者相

辅相成，缺一不可，其有机结合与科学配置，是

城市景观规划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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