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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
政治图谋及理性实质

朱荣英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告别阶级”理论的要义，旨在依凭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阶级斗争
形式上出现的新变化，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开辟非阶级、非革命的理论空间；其政治图谋在

于强调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的基本原理已然失效，唯有用后政治理论予以强力补充才

能实现某种层次上的跃迁。然而，由于它给马克思主义注入了太多的异质元素、置换了马克思主义

阶级观的核心内容与基本特征，因而其非但不能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增值，反而对之进行了各

种巧妙的消解，在实质上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疏离与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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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借口当代资本主义在政治图
景、阶级结构及运动方式等方面出现的新变化，认为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已经与资本主义一体

化，工人阶级已经并正在隐遁与消亡，“新资主义”、

“新工人阶级”及其“新社会运动”严重改变了马克

思主义原有的政治图景，使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

斗争与社会革命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已然面临严重

挑战，这催逼着我们必须对之作出理论思考与积极

回应，即必须用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因子强力予以补

充才能实现某种理论上的跃迁。［１］对此，笔者不避

浅拙，通过援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核心要点并

结合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最新变化，对这种希

图通过重构马克思主义而达到变相消解它的政治图

谋进行批判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核心要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

理论认为，阶级实质上是一个经济范畴，它的存在仅

仅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是生产力

有了一定程度发展而又发展不充分的结果，私有制

和分工是它产生的前提与基础，阶级差别的基本标

志就是不同的阶级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经济地位不

同，因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当然可以从不同

方面描述阶级的特征，也可以通过非经济因素来划

分社会人群，但是，归根到底，阶级是特定经济结构

中处于特定地位的人们组成的集团而非什么别的什

么集团，其本质特征及其结构划分归根到底决定于

它的经济地位而非其他别的方面。正如马克思所

说：“这些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

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

经济关系的产物”［２］。而且，在马克思看来，政治是

一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为实现其根本经济利益，围

绕夺取、建立、巩固国家政权所进行的一种社会活

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和根本内容，政治同经济

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政治关系是基于经济关系而确

立起来的，在阶级社会表现为阶级关系，政治现象是

阶级社会特有的经济现象，政治与阶级一样也是一

个历史范畴和经济范畴。因此，一切阶级斗争都是

政治斗争，或者说，政治斗争就是各阶级之间的经济

斗争，这种斗争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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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

社会的过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

主义的政治就是阶级斗争的政治，它把颠覆旧政权

并实现制度转变的重任交给特定的阶级去完成，即

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革命。

马克思发现并创立的唯物史观认为，社会革命

是社会性质的根本转变，它不可能自发完成，也不可

能通过文化变革或者意识革命来实现，只有打碎旧

的国家机器才能实现政权更替。社会革命总是与社

会制度的根本改变相联系，并以其为归宿，其实质是

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

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实现社会形态的根本变革。

这种变革主要集中在社会生活的政治与经济领域，

其根本任务是夺取政权、确立新的政治与经济制度、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这种摧枯拉朽

般的变革也必然会引起思想领域或者文化领域发生

深刻变化，也势必会促进社会成员思想观念的革新

与意识层面的变革，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将社会革命

的首要任务视作意识革命或者文化革命，更不能将

革命成功的主要标志视作心理结构的调整或者道德

观念的变化。虽然社会革命在心理深层会产生巨大

震动，促进人民群众思想觉悟的提升，激发人们的革

新意识、生活热情与未来理想，引起人们在道德上和

精神上的巨大进步，但是这种革命完成的是“新社

会秩序的创造性变革”（马克思语），它不是对旧制

度、旧政权的局部改良，更不是对统治阶级的微小让

步，而是对整个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全面颠覆，思

想变革抑或意识革新只是它的自然而然的副产品而

非主要目的或初衷。

马克思主义高度评价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目

的的社会革命的作用，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

实现社会形态更替的决定性环节，唯有通过并借助

于社会革命才能摧毁并扫除阻碍社会前进的各种反

对力量及其在精神领域中的“抽象继续”；唯有在社

会革命中，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才能得

到彻底发挥，并在革命运动中不断得到教育与锻炼；

唯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真正地消除阶级对抗并充

分利用全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思想成果，促进人

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虽然重视社会革

命的重大作用，但是它并不否认思想文化斗争和意

识层面的革命对全面建设新社会的重要性；马克思

主义虽然不拒绝文化革命或者意识变革，但是不能

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仅仅归结为意识革命论或者

心理学革命论，不能用文化上的或者意识上的革命

完全取代社会革命及其伟大意义。因为意识变革或

者文化革命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与剥削本

质，不仅不能清除社会发展的桎梏反而会走向革命

的反面，成为阻碍革命取得成功的拦路虎。马克思

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的基本原理，为我们

评析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及其政治图谋提供了

坚实的理论基础与鉴别标准。

　　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内

容与特征

　　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截然相反，后现代马克思
主义政治哲学的根本旨趣在于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

的阶级观及其政治思想，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

治理论是一种“阶级本质主义”或者“经济一元论”，

在今天因阶级因素的复杂化和逐步消解而失去了理

论价值。因为，在他们看来，当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化

的社会，用“经济一元论”已无法表征这个社会的基

本特征，整个社会早已步入超阶级或者“无阶级的

多元政治时代”。在此社会中，阶级与经济并不对

等，阶级并非经济的产物而只是意识形态的虚构，阶

级并非经济实体，更担当不了社会的经济关系。阶

级之间的斗争只是复杂的社会斗争中的一种，阶级

斗争并非经济上的斗争，整个社会也并不能只是划

分为阶级，除了阶级主体还存在着其他许许多多的

政治主体。这些多元主体之间的斗争并非都是阶级

斗争，并非都是围绕经济利益而展开的斗争，未来社

会革命的主力军并非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

不是实现社会制度的转变而是文化更新或者意识革

命。因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提出的阶级与阶

级斗争普遍存在并推动社会发展的理论，以及关于

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并通过这种政治革

命实现人类解放的思想等，在今天都变成了乌托邦

式的幻想，都失去了社会基础和生活内容，其合理性

应该受到严重质疑。

在一些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当代资本

主义的后工业时代，由于物质和技术的高度发展而

对无产阶级产生的“多余的压制”，在广度和深度上

都到达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

革命愿望已丧失殆尽，无产阶级已成为被资本主义

同化了的、只追求物质享受而不顾现实斗争的“单

面人”，成为只按照技术理性行动而失去了社会批

判精神和反叛意志的、全面异化了的“新型奴隶”。

故而，当前的社会革命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

的那种旨在颠覆资产阶级政权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的政治革命或者经济革命，而是演变成了旨在变革

人的意识结构、精神面貌并希图解除人的心理压制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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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物学革命或者心理学革命。反对“多余的压

制”的革命与传统的政治革命不同，它不涉及社会

的根本制度而只是对社会的虚假道德及其价值原则

进行批判，它对人的解放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而只是

心理意义上的，主张从意识革命或者本能革命入手

而非从根本制度变革入手，意在推翻物质与技术的

过度现代化对人的非法压制，以便唤醒人们被压制

的反叛精神和批判意识。当然，要实现这种意识革

命就不能再指望无产阶级而只能依靠知识分子。后

现代马克思主义认为，当年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是

革命的领导力量的思想是建立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

无产阶级普遍贫困基础上的，而当今资本主义已经

进入普遍富裕的后工业时代，无产阶级早已被资本

主义同化了，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再也恨不起来了，

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否定力量而是肯定力量了，已经

丧失了革命意识更不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了。未来

的社会革命只能由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来担

当，因为他们酷爱自由和本性的解放，是多多少少还

保留着革命意识的先知先觉者，因而能够成为未来

文化革命的先锋力量，并能够反过来使无产阶级的

“革命意识活跃化”，彻底发动一场心理学意义上的

伟大变革。

这种告别工人阶级、告别社会革命的理论主张，

对各种西方“新后现代主义”或者“后后现代主义”

的马克思主义者影响很大。他们普遍认为，无产阶

级已在政治领域隐退和潜伏了，两大阶级的对抗已

日趋消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过时了，

必须以“后马克思主义原理”（后阶级原理、后政治

原理、后革命原理）对之加以修正。资本主义当然

存在危机，但是这种危机已不再是政治危机而是文

化危机或者意识危机，这种意识革命根本不能触动

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再具有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

了，政治斗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并被排除在主流意

识形态之外，因文化论争而引发的心理学革命将成

为未来社会革命的主航道。既然资本主义社会的主

要斗争已经从政治、经济领域转向了文化、意识领

域，那么后工业时代的政治也已经非政治化了，资本

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统治和奴役已全面侵入生活层面

和心灵深处，人和社会已经被全面异化。反抗这种

异化最敏感的不是传统的工人阶级，因为“未来社

会主义革命的指定执行者，作为无产阶级的无产阶

级，已经消失了”［３］，而是物质生活优裕而精神上要

求自由的知识分子及其青年学生。所以，应该把传

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完全颠倒过来，不是物质的贫

困而恰恰是物质的严重过剩，才真正导致了知识分

子心理结构基础的崩溃，唯有从心理深层唤醒他们

对物质福利的厌恶，才能激发被资本主义虚假意识

形态所掩盖着的阶级斗争热情。社会革命的真正方

案不是实现社会制度变革而是开展心理上的拯救，

未来的新资本主义革命只能是通过建立合理的舆论

结构，而进行大拒绝式的意识革命，马克思主义在非

阶级化的事实面前已经失去了主导话语权。

　　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

义在阶级观上的实质差别

　　但是，在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他们的后现
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图景毕竟隶属于马克思主义国际

阵营，它的理论根基仍然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它不仅

没有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思想及其革命愿

望，反而特别希图建构它的社会主义解放政治。他

们特别强调，解构马克思主义或者超越马克思主义

并非要放弃或者抛弃马克思主义，重新解读马克思

主义的目的在于重建马克思主义。［４］后现代马克思

主义要消解的只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简单化和革

命统一模式的种种说教，旨在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丰富其语义与增强其当

代实用性，拓展与刷新它的阶级内涵、革命意义的政

治空间。当然这也会导致马克思主义核心范畴的语

义变革，但这种后现代语义内的超越，实质上是一种

提升与坚守，是从中出发并以之为参照来达到破解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一种在思想承继基础上

的理论跃迁与升华。更重要的还在于，这种在坚守

中的创新、超越中的提升、承继中的跃迁，是马克思

主义跟进时代变革的需要，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

辑及其政治斗争深刻变化的当然要求，是社会革命

运动形式发生“哥白尼式革命”所引发的内在超越。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种

内在超越，其原因就在于进入垄断阶段的当代资本

主义社会在许多方面已经并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

化。在所有制上，产生了新型的国家资本所有制和

法人资本所有制，国有企业及其资本的控制力与支

配力大大加强，政府的社会决策与干预能力大大提

升，资本国有化、社会化程度的扩大与强化对整个社

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这为避免资本主义

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提供了制

度依据，为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缓和劳资冲突提

供了政治上的担保；在利益分配上，当代资本家采取

了一系列新举措，促使无产阶级自觉服从资本主义

的国家意志并与资本主义发展机理逐步趋同，职工

参与决策保障了其民主权利的扩大，终身雇佣制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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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增强了无产阶级对资本精神及其政治统治的归

属感与认同度，职工普遍持股则大大调动了其劳动

积极性和对货币的崇拜，全民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大

大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并缓和了阶级矛盾；

在阶级结构上，资本家不再直接管理，避免了与一线

工人的直接冲突，成为以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者，企业

高管成为实际的管理者，他们已经归属于资本家集

团，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简单化的格局被打破；而且，

知识型、服务型的劳动者大大增加，传统意义上的工

人阶层锐减，以白领工人为主的“新工人阶级”形成

了，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告别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

级或者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有产化了，工人阶级非工

人化了，无产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已经消亡，无力承

担社会革命的重任，如此等等。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同资本主义的这些

新变化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理

论的自我矫正一样，２０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广泛
兴起的“新工人阶级”反抗非法压制的各种“新社会

运动”，为“告别阶级、告别革命、告别武装斗争”的

所谓“告别理论”的最后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因

为这些“新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

反种族运动、同性恋运动、反独裁运动、反核武器运

动、黑人民权运动等）具有明显的局部性、分散性、

独特性和偶发性的特征，根本没有任何政党组织和

政治纲领，其政治诉求大多与生活上的公平、正义、

平等有关，而与传统的阶级斗争内容无缘，它们扎根

于基层生活场域，在一种宽泛的生活世界理论中理

解斗争的现实意义，脱离了阶级斗争的政治内涵和

运动方式，以至于很难用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理论

加以解释。领导这场运动的主体是社会的“高级神

经系统”中的青年知识分子而非传统的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名存实亡，“新工人阶级”力量十分分散而

且被资本主义同化了，不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

人而是演变为它的维护者，能够保留革命意愿的唯

有青年学生和抱着各种政治诉求的抗议群体。他们

的政治斗争具有微观性与异质性的特征，不仅凌乱

而且短视，不仅没有政党和纲领而且没有夺权的具

体设想，不仅没有传统阶级斗争的政治面貌而且缺

乏基本的社会革命的奋斗目标。他们力求摆脱马克

思主义的经济还原论与阶级本质主义，而倡导一种

微观政治学上的文化变革与意识革命，他们要颠覆

的不再是社会的根本制度而是人们安之若素的生活

情怀与奴化意识，革命的主要标志不是夺取政权而

是意识觉醒。这种“告别理论”，不是对马克思主义

的根本承继而是严重拒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在创

新基础上的跃迁而是巧妙地执行着一种消极策略，

从其基本政治图景与未来设想上不难看出这一点。

　　四、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告别阶级”

的政治图谋及其理性实质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告别阶级”及其政治图景，
事实上，既缺乏理性依据又没有现实基础，实质是利

用一些零星事实而刻意诋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

理论。

首先，当代资本主义在阶级结构上是出现了一

些新变化，比如阶级对立日趋复杂化、阶级因素多元

化、阶级成分变动性加大、中间阶级等“新工人阶

级”的大量涌现并且阶级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等，

这勿庸置疑，但这些新变化一方面是当代资本主义

劳动方式转变的结果，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两大阶级

尖锐对抗的结果。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为

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反对垄断资产

阶级的侵略政策与战争政策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

争，这迫使各国资产阶级不断作出重大让步，进行某

些社会变革以缓和劳资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史依然是两大阶级对抗的历史，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的“告别阶级论”希图抹煞这一事实，是对马克思主

义阶级斗争理论的严重背离。

其次，当代资本主义虽然不仅在阶级结构上而

且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新变化，但是这些新变化从

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资本主

义阶级斗争规律的必然产物，是当代资本主义迫于

阶级斗争的强大压力主动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

力发展需要的结果。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些新

变化，总体上是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

基本框架内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使用现代高科技手

段残酷地加大对工人阶级的压榨与剥削，仍然是垄

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铁的规律，变化的只不过是攫取

剩余价值的剥削方式不同而已。劳资矛盾的暂时缓

和与分配关系上的些许调整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

级受剥削的地位，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

基础发生任何改变，两大阶级在财产占有上的鸿沟

不是在逐步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当代资本主义社

会的阶级矛盾与斗争不是在消亡或隐遁而是在日益

尖锐化。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

义的根本制度、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痼疾、并

没有消弭两大阶级的严重对抗，当然更不可能改变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理论的科学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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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当代资本主义在阶级因素上的新变化虽然使得

阶级斗争规律起作用的条件充满了更多的变数，但

是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的历史趋势并没有改变，马

克思“两个必然”的科学结论依然有效。

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渴望埋葬资本主

义，但是他们却幻想通过资本家的良心发现与恩赐、

通过某种人性的自我拯救与觉醒，而不是通过阶级

斗争与社会革命的办法来实现社会公平，其结果只

能是事与愿违。马克思主义通过剖析资本主义发展

的内在机理及其阶级斗争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剥

削的秘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

指出，在与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

级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并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变革连接在一起，故而

将社会变革的历史重任交给特定的无产阶级来完

成。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无视无产阶级在当代资本主

义社会里仍然是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的历史事实，

凭借资本主义社会在阶级结构与斗争方式上的些许

变化，就得出了告别阶级、告别革命、告别武装斗争

的理论主张，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尊严的捍卫，

而是对它的一种消解。因为，资本主义阶级构成及

其运动方式的新变化并没有彻底改变无产阶级受剥

削、受奴役的历史地位，并没有改变两大阶级之间的

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现状，也并没有改变无产阶级革

命的坚决性与彻底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

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仍然是革命的主导力

量。虽然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形势、斗争方式、

战略策略等出现了复杂性与多变性的特征，但是这

并不表明两大阶级的对抗已然隐退，并不表明无产

阶级已经消亡，并不表明无产阶级已经失去了先进

性与革命性，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已

经过时。我们坚信，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唯有无产

阶级才能真正代表并拥有未来，唯有无产阶级及其

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而非什么文化变革或者心

理学革命才能真正实现共产主义。

　　五、结语

本文通过剖解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政治

图谋及其理性实质，旨在表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

会，伴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与政治调整，在

后工业时代的的确确出现了阶级分化加剧、阶级结

构断裂、社会运动多元等新情况，这是不争的事

实。［５］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这些事实而否定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并希图通过告别阶级、

告别革命、告别武装斗争而达到告别马克思主义的

政治图谋。事实上，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

伴随着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元素、解构方法及理

性特征在当代思想界的过量引入，当代中国化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已悄然发生了所谓的“后现代主

义转向”，其根本理论旨趣在于：重新恢复马克思主

义的当代性意义与普遍适用性，以拓展与刷新它固

有的思想地图与政治空间，进而通过特殊的思想承

继、内在超越以达到对它的当代坚守与思想提升。

但是，由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携带了过多的悖反性、

异质性的杂质，其在马克思主义当代语义中的广泛

传播与普遍播撒，在彰显当代马克思主义理性价值

的同时又暗中执行着一种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对之

所作的有距离的肯认，实质上不过是一种解构策略

的巧妙运用罢了。因而，各种版本的西方马克思主

义特别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极力锲入马克思主义

内部希图对之进行重新解读，非但不能实现对它的

意义增值，反而对之采取了各种巧妙的消解与颠覆。

这表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很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引向深入并使之获得高层次上的跃进［６］，相

反，由于重构并置换了它的核心内容与基本特征反

而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思想放任、意义曲解，惟有培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及其辩证整合的

政治立场，才能巩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存在与

发展的合法性根基，在完成向马克思主义本性复归

的同时积极为之开辟诸多自我生成之域并赢得全面

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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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矛盾论》的
结构主义解读

张福公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

［摘　要］为了批判黑格尔主义和教条主义，阿尔都塞借用结构主义的范式，在对毛泽东《矛盾论》
进行结构主义解读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多元决定论。阿尔都塞以科学主义中介过的理论

实践观重新诠释毛泽东的普遍性—特殊性，由此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过程与黑格尔的辩证

运动过程是异质的，从而为多元决定论的建构奠定了认识论基础。阿尔都塞通过对主次矛盾、矛盾

的主次方面和矛盾的不平衡性进行重新阐释，逐步完成了对多元决定论的严密的逻辑论证。通过

重现这一建构过程，我们可以对国内学界关于阿尔都塞对《矛盾论》的结构主义解读的讨论进行尝

试性反思与论析：其一，阿尔都塞是从存在状态角度阐述“特殊性普遍地属于矛盾的本质性”这一

命题的；而毛泽东则是从性质角度分析矛盾的共性与个性，忽视了矛盾存在状态层面的内涵。其

二，阿尔都塞是在反本质主义、反经济决定论的意义上拒斥黑格尔的矛盾母型，主张复杂整体的既

与性的；而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在根本上是对列宁的对立统一说的继承和发展。从总体上看，阿尔

都塞的结构主义辨证法实现了对人类社会的结构性分析，从而为辨证运动的形式开辟了一条全新

的理解路径，但阿尔都塞的复杂整体的既与性具有一定的先验性。

［关键词］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矛盾论；结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０８９．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２

　　在反对黑格尔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理论实践中，
阿尔都塞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多元决定论。自

１９８０年代阿尔都塞被引入国内学界以来，他的多元
决定论一直备受关注，其中关于阿尔都塞多元决定

论的理解及其与毛泽东的矛盾观的学术关系问题一

直是大家讨论的焦点。然而，很多论者在理解阿尔

都塞多元决定论时往往停留于片段性的论证和结论

上，这导致在讨论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与毛泽东矛

盾观的关系时缺乏应有的开放态度与客观性。其

实，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并不是轻易完成的，而是

经历了一个严密的逻辑论证过程。本文拟通过重现

这一建构过程，准确地把握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

理论渊源，完整地理解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进而

对国内学界关于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矛盾论》的结

构主义解读的讨论进行尝试性反思与论析。

　　一、对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一般

认知背景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曾称毛
泽东的《矛盾论》是“结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

一”［１］。可见，毛泽东的矛盾观对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
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阿尔都塞

在《保卫马克思》中就有两篇文章（《矛盾与多元决

定（研究笔记）》和《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

衡）》）专门引述了毛泽东的矛盾观，从中可以看到

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矛盾观的吸收和改造。

从阿尔都塞所处的时代背景看，他的学术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治实践意义，即他是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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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黑格尔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目的对毛泽东的矛盾观

进行结构主义解读的。所以在探析阿尔都塞多元决

定论与毛泽东矛盾观的关系时，必须注意以下２方
面的问题。

一是基于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理论目的性，

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阿尔都塞是带着结构主义的有色

眼镜来考察毛泽东的矛盾观的，而且阿尔都塞认为

在毛泽东那里潜存的理论“真空”没有被揭示出来，

所以要对毛泽东的矛盾观做进一步的阐释，对其进

行彻底的结构主义解读。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多元

决定论的诞生。这意味着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矛盾观

的解读，一方面必然会存在偏差，另一方面则潜存着

创造性解读的可能，这一点需要我们认真辨析。

二是从文本内容看，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建

构并不是一步完成的，而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

们将《保卫马克思》中的两篇论文所采用的论证方

式与对毛泽东矛盾观的引述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在

《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中阿尔都塞主要是

用理论与社会历史事件相结合的方式总结推导出多

元决定论的，而且在该文本中，只有两处脚注提及毛

泽东的矛盾观；而《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

衡）》则是在面对论敌对他的多元决定论提出质疑

和批判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回应，所以他认真地对多

元决定论进行了逻辑严密的论证，在文本中可以清

晰地看到整体逻辑线索的这一运演过程。在该文本

中，从第２部分末尾到文章的结尾（全文共分为５个
部分），每个论证环节都有对毛泽东矛盾观的正面

引用与阐发。这说明相比于前一篇文章，阿尔都塞

在后一篇文章中更系统、全面、逻辑地借鉴和改造了

毛泽东的矛盾观。另外，在该书的“说明”中可以清

楚地看到，前后两篇文章在《思想》杂志上发表的时

间分别是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和１９６３年８月，其先后顺序
也是一个佐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从

提出到成熟经历了一个渐进性的过程。本文将依托

于文本，围绕几对矛盾范畴，沿着阿尔都塞对毛泽东

矛盾观的结构主义解读线索，再现阿尔都塞多元决

定论的建构过程。

　　二、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建构过程

之再现

　　１．科学主义的认识论基础：矛盾的普遍性—特
殊性与理论实践过程

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矛盾观的重构首先表现在阿

尔都塞以科学主义中介过的理论实践观重新诠释毛

泽东的矛盾普遍性—特殊性，由此论证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实践过程与黑格尔的辩证运动过程是异质

的，从而为其多元决定论的建构奠定认识论基础。

阿尔都塞认为，毛泽东关于“普遍性存在于特

殊性之中”的原则就是“矛盾始终是特殊的，特殊性

普遍地属于矛盾的本质性”［２］（Ｐ１７６）。这应该做如何

理解呢？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认为普遍性与特殊

性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可见毛

泽东是从矛盾性质方面讨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问题的。而在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观中，普遍性和

特殊性既保留了在性质上的固有含义和关系，同时

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即“普遍性”被理解为抽象一

般，“特殊性”被理解为理论实践过程之各环节的存

在属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被阐发为：

“一般”存在于特殊的形式中，“一般”以特殊的形式

呈现自身，即存在着各种“一般”，比如一般甲、一般

乙、一般丙等等。而“矛盾”在此处应理解为（理论

实践）过程，特殊性贯穿于整个过程，并标明了过程

中各个环节的存在属性，亦即特殊性普遍地存在于

理论实践过程之中。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科学的理论实践过程为：

一般甲通过一般乙加工生成一般丙，其中甲、乙、丙

都是各种特殊的一般，因此是异质的。除了“一般

乙”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唯物辩证法）不加考虑，他

特别强调的是“一般甲”和“一般丙”的异质性，即

“认识论的断裂”。如果“一般甲”是一般抽象的话，

那么“一般丙”就是具体抽象。因此，这就与黑格尔

辩证法中完全同质的简单本原区别开来。这里值得

注意的是，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的普遍性—特殊性的

重新解读是建立在科学分析方法之上的，此处用

“一般甲（乙／丙）”的量化元素对理论实践过程的公
式化表述方式就是例证。这是与阿尔都塞的科学主

义理论倾向相关联的，并为其结构主义的多元决定

论建构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阿尔都塞由此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不是黑

格尔辩证法的简单“颠倒”，而是“改弦易辙”，虽然

二者在术语以及术语关系上有着某种渊源，但马克

思通过其科学的理论实践过程，把作为理论原料的

黑格尔辩证法加工改造为与其完全异质的产品———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了。因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

有其独特的特殊性和相应的具体内容的。由此，阿

尔都塞将理论论证工作拓展到矛盾的特殊性，为进

一步的理论论述奠定了基础。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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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矛盾的特殊性与多元决定论
阿尔都塞认为，列宁将矛盾的特殊性指认为矛

盾的对立统一，而毛泽东对其进行了解释和发挥，并

为矛盾的特殊性确立了定义：“第一个概念是关于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第二个概念是关于矛

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别；最后，第３个概念
是关于矛盾的不平衡发展。”［２］（Ｐ１８７）这３个新概念体
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性。阿尔都塞正是通过

对这３个新概念的重新阐释，一步步完成了对黑格
尔主义的批判和对多元决定论的论证。

（１）矛盾的主次关系与复杂整体结构的既与性
阿尔都塞首先关注的是前两个概念，即主次矛盾

和矛盾的主次方面。毛泽东指出：“在矛盾特珠性的

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

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３］（Ｐ３２０）“在复

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

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

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３］（Ｐ３２２）“无论什么

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矛盾着

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

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

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

要方面所规定的。”［３］（Ｐ３２６）

阿尔都塞认为，毛泽东关于矛盾的主次关系论

证说明事物是一个复杂过程，而在过程的内部同样

存在着复杂性，而且这种复杂性不是由原始的简单

过程发展而来的，而是一种“既与的”，亦即复杂事

物的整体结构具有既与性，而那种强调只有一对矛

盾的简单过程的对立统一模式正是黑格尔的矛盾模

式。虽然毛泽东也提到简单过程，但只是“为了备

忘”［２］（Ｐ１８９），因为他面对的是作为复杂整体的社会，

其中包含着许多矛盾。基于此，阿尔都塞反对黑格

尔式的简单矛盾母型，认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表现

性因果观和还原主义。相反地，阿尔都塞强调“非

还原性的结构性并存”的结构因果观，即复杂过程

是既与的具有不平衡结构的复杂整体，简单过程不

仅存在于复杂过程中，而且是复杂过程的产物，并由

复杂整体赋予其意义，比如生产概念是生产、分配、

交换、消费这一整体结构的产物，并从中获得自身的

意义，同时在自身中反映出整体的特征，如果它单独

作为一个概念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复杂结构的既与

性不是对黑格尔矛盾模式的简单颠倒，而是对这一

模式的取消，从而把事物具有复杂结构的既与性上

升为原则，并认为正是复杂结构决定着对象的发展，

决定着产生其认识的理论实践的发展。而阿尔都塞

借用结构因果观对毛泽东矛盾对立统一分析所做的

改造，也引起了国内很多学者关于结构主义分析和

矛盾分析之利弊的争论。这一点将在后面做详细

分析。

总之，通过对毛泽东矛盾观的主次关系的结构

主义改造，阿尔都塞推导出复杂结构的既与性，认为

矛盾是有结构的既与的复杂整体。

（２）矛盾的不平衡性与多元决定论
阿尔都塞认为，矛盾的主次关系不仅说明了矛

盾整体的既与性，而且阐明了矛盾间存在一种基本

的不平衡性关系，即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这种

关系中，支配方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构成

了这一复杂整体的主导结构，因而矛盾是具有多环

节主导结构的复杂整体。

整体结构中主次支配关系所体现的不平衡关

系，既是对整体结构中矛盾要素之地位关系的体现，

也是对矛盾要素之相互依存关系的体现，即主次矛

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是相互依存的，共同构成了彼

此存在的条件。进而推出，矛盾要素的不平衡性关

系也构成了复杂整体本身的存在条件。这一方面说

明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脱离其他要素而存在，更不

能单独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整体的存在有

赖于各个要素，也就是部分与整体构成一种相互依

存的共生性关系，相互构成彼此存在和发挥作用的

条件。因此，复杂整体具有一种结构统一性，它根本

异质于黑格尔的原始统一性。因为在整体结构中，

不平衡是相互依存着的不平衡，相互依存是不平衡

中的共生，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最深刻的特征。

总之，在整体结构中矛盾的不平衡关系和相互

依存关系反映了矛盾自身的存在条件和特性：复杂

的、有结构的和不平衡的，这就是矛盾的多元决定

性。但矛盾的多元决定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

运动发展的。矛盾运动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整体内

部结构的调整，外部力量的作用和效果则受到整体

内部结构的制约和规定，而矛盾的运动发展问题就

涉及到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

（３）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与多元决定论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一切矛盾着的东

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

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

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３］（Ｐ３３０）“有条件的相对的同

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

事物的矛盾运动。”［３］（Ｐ３３３）毛泽东关于矛盾的同一性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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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斗争性以及矛盾的动力论等观点给予阿尔都塞以

很大启示。

阿尔都塞将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换

称为“转移”，将对立面在一个真实统一体内的“同

一”称为“压缩”。而两者都是在整体结构的不平衡

性基础上进行的，即关系结构的不变性为矛盾因素

的可变性提供了条件和保证。在一定阶段内，矛盾

的“转移”和“压缩”都是在相对稳定的主导结构内

部进行的，但两者孕育着矛盾的斗争、主导结构的改

组和整体结构的变革，即“爆炸”。因此，“转

移”———“压缩”———“爆炸”既是矛盾多元决定论的

３个阶段，也是阿尔都塞给我们提供的关于事物发
展的新公式。到这里，阿尔都塞就完成了对多元决

定论的整体建构，毛泽东的矛盾观在阿尔都塞那里

就被彻底结构主义化了。

　　三、简要评价

国内学界关于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及其与毛泽

东《矛盾论》之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猛烈批判

到中肯评价的过程，其中很多观点对笔者的思考有

很大的启发作用。在此，笔者将结合国内学界的研

究成果对这一问题作出尝试性的论析。

１．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的反思
有学者指出，阿尔都塞提到“特殊性普遍地属

于矛盾的本质性”［２］（Ｐ１７６），这是把矛盾特殊性的普遍

存在当作事物本质规律的普遍性，犯了将特殊性上

升为普遍性的错误。毛泽东指出：“这一共性个性、

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

髓。”［３］（Ｐ３２０）而阿尔都塞正是在这个“精髓问题”上

失足了。［４］

应该说，站在毛泽东矛盾观的立场上，以上对阿

尔都塞的批判无疑是充分而精彩的。但如前所述，

阿尔都塞是在理论实践过程意义上重新阐释普遍性

与特殊性的，因此应将阿尔都塞所理解的普遍性与

特殊性的新内涵放在其理论实践过程中来理解。在

阿尔都塞看来，“普遍性”＝概念的“抽象一般性”，
“特殊性”＝贯穿于过程的特殊形式，用来标示理论
过程中概念的特殊性。可见，阿尔都塞是从存在状

态角度阐述“特殊性普遍地属于矛盾的本质性”这

一命题的。而毛泽东是从性质角度分析矛盾的共性

与个性，而忽视了矛盾存在状态层面的内涵，或者说

从这两种视角对矛盾的考察在毛泽东的矛盾论中是

混淆的，没有进行严格的区分。［４］所以，在阿尔都塞

的特殊理论视域内，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改造性阐

发是没有问题的。

２．关于矛盾分析和矛盾结构分析问题
由上述可知，阿尔都塞坚决反对黑格尔的矛盾

母型，并将毛泽东所提到的简单过程称作备忘。由

此，阿尔都塞从有结构的既与的复杂整体出发逐步

建构起多元决定论。国内一些学者据此就认为，阿

尔都塞反对矛盾的对立统一性，就是否认了矛盾的

本质，其错误就在于：一是利用矛盾的存在形式否定

了矛盾的普遍本质，并通过“简单”和“复杂”的形而

上学的对立把矛盾对立统一分析和矛盾的结构分析

完全对立起来，这是对毛泽东矛盾观中有机统一的

两种矛盾分析方法的割裂；二是强调复杂整体的既

与性意味着矛盾的先在性、绝对性，这样就把特殊性

上升为绝对性，用矛盾的特殊性反对矛盾的普

遍性。［４］

要想真正澄清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回到阿

尔都塞。阿尔都塞是在反本质主义、反经济决定论

的意义上拒斥黑格尔的矛盾母型，主张复杂整体的

既与性的。而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在根本上是对列

宁的对立统一说的继承和发展，亦即没有完全摆脱

列宁的矛盾模式。虽然毛泽东面对的是社会等各种

复杂整体，但在对复杂过程进行分析时，还是将复杂

过程还原为对立统一式的简单过程来进行考察。如

果说毛泽东的主次矛盾论带有结构分析特点的话，

也是在矛盾分析模式下进行的。所以当毛泽东提及

简单过程时，他并不是将其作为备忘，而是作为一种

思维模式的原型、作为矛盾分析的母型。矛盾分析

法的优势在于从微观层面对矛盾进行深刻的分析，

从而揭示矛盾的本质；而其不足之处———正如国内

学者所指出的———在于对复杂过程或整体的分析往

往粗糙而无力。［４］而阿尔都塞的矛盾结构分析则弥

补了这一点。当他把这种矛盾分析法指认为黑格尔

的矛盾母型时，亦隐含着对列宁、毛泽东的批评，但

毛泽东在列宁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涉及到了矛盾

主次关系及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换的复杂结构问

题，而这正是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的理论源泉之

一。可以说，在毛泽东矛盾观中潜在的多元决定论

和结构分析法是一种“认识论真空”，毛泽东真正忽

视的不是“简单过程”，而是矛盾的复杂结构及其多

元决定性。而阿尔都塞正是通过症候阅读法发现了

这一“认识论真空”，并将其进一步揭示和阐发。

显然，一味强调矛盾分析的正确性是不足为据

的，并且国内学者也没有停留于此，而是正确揭示了

（下转第４９页）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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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格局建立的新模式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陈宇

（兰州商学院陇桥学院 思政部，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１０１）

［摘　要］自雅尔塔体系崩溃后，国际格局开始了新一轮的整合与重构，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些
新特点：国际格局建立的非战争性；国际格局建立的稳定性与非稳定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

国际格局建立的长期性；国际格局建立的非标志性。出现这些新特点的原因很多，其中全球化发

展、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影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慑作用、国家之间相互认同加深及民主制度的

制约、世界主要国家经济运行方式趋于一致等是主要原因。在未来的国际社会发展中，中国应进一

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谋求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和谐世界的建

立，建立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和国防体系、凭借实力实现自我保护，做好必要的军事斗争的准备、武

装保护自己的发展和进步。如此，才能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关键词］国际格局；中国；和平崛起

［中图分类号］Ｄ８１；Ｄ８２２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３

　　自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至今，国际格局依然处在单
极与多极相互较量之中。学术界对于目前的国际格

局到底是单极还是多极，仍处于争论阶段。［１］国内

学者阎学通提出“两超多强”理论，并说在未来的１０
年，中美会形成两极格局。［２］但是，无论是阎学通，

还是其他的学者，均未注意到当今国际新格局的建

立模式已经与过去国际格局的形成方式有了本质的

不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关键的原因就

在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国际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深

刻变化。就笔者所接触的文献资料来看，学术界对

于国际格局建立的新模式尚未触及，而这一全新的

建立模式又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未来发展密切相

关。本文拟就国际格局建立新模式的形成及其对我

国未来发展的影响进行一些探讨和分析，以期推进

中国的和平崛起。

　　一、国际新格局建立的特点

从世界性国际关系形成后的第一个国际格局威

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确立，到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雅尔

塔体系的建立，国际社会先后经历了４次大的国际
格局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巴

黎－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新的国际格局产生
之后，大体经历了“稳定—矛盾的产生—矛盾的积

累—矛盾的最终激化—分崩瓦解”这一过程；并且

这些国际格局的建立都是在经过战争之后才确立下

来的，战争成为新国际格局体系建立的关节点。纵

观人类社会国际格局的建立，无一不是经历这样的

过程。只有经过战争，旧的格局才能被打破，新的格

局才能被确立。然而，自雅尔塔体系解体之后，新格

局的形成却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雅尔塔体系是二战后几个主要的获胜国（美、

苏、英、法、中等国）通过波茨坦会议、开罗会议以及

雅尔塔会议等一系列会议而建立起来的。１９９１年
１２月２５日，随着苏联的解体，雅尔塔体系轰然坍
塌，国际格局开始了新一轮的重组和建构。美国作

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自然当仁不让，力图

建立起自己主导的单极格局，而其他几个大国则希

望建立多极格局，纷纷发展双边关系，国际格局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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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化趋势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但就国际格局整体

而言，是单极格局和多极格局并行发展。美国在克

林顿任总统期间，经济获得较大发展，连续７年保持
增长，财政也首次出现盈余。与此同时，欧洲经济增

长缓慢，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俄罗斯政局动荡，经济

恢复缓慢，中国经济虽增长迅速，但总量仍很小。美

国自乔治·布什上台以后，凭借其日益增长的雄厚

经济实力和在克林顿时期已大规模加强的军事实

力，加速推进美国单极主导世界体系的步伐。在乔

治·布什执政初期，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开始显露，

使得中美、中俄矛盾都有所显现。然而“９·１１事
件”的突然爆发，使得整个美国为之震惊。美国随

即改变其战略步骤，开始重新审视其国际战略，将恐

怖主义列为其首要打击目标，并为此加强了与中、俄

等国的合作，从而缓和了在乔治·布什上台之初显

然已有所紧张的美中、美俄等大国关系。美国在

“９·１１事件”后发动了２场战争：一场是阿富汗战
争，另一场是伊拉克战争。在对阿富汗的战争中，美

国不仅得到了联合国的授权，而且也得到了世界上

大多数国家的支持；然而在对伊拉克的战争中，美国

则遭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其盟友中也只

有英国派兵参加了战争，法、德则持坚决反对立场，

使得美国希望获得对伊拉克战争的联合国授权的愿

望落空。法、德与美国的分歧和矛盾实际上是国际

格局的单极化与多极化之争的具体表现，美国是想

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单极格局世界，而法、德、俄、中等

国则希望建立一个多极格局的世界。２００３年德国
总理施罗德在八国集团首脑埃维昂会议召开前夕，

对勃兰登堡门前的２０万听众明确表示：“我确信文
明社会需要一个多极社会。”［３］法国外交部长福歇

说：在全球化进程中，欧美关系主要是多极化与单极

化的问题。［４］可以说，直到今天，国际格局多极化与

单极化的斗争仍在继续，国际新格局仍处在构建

之中。

纵观自雅尔塔体系崩溃至今多极化格局与单极

化格局的建立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国际新格局建立

的方式将与以往４次国际格局建立有所不同，其特
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国际格局建立的非战争性
以往４次国际格局无一不是经历过大规模的战

争后才建立起来的。而苏联解体后的国际格局建立

却是一个全新的模式，即首次不是通过大规模战争

的方式来确立的。在以往的国际格局建立过程中，

为了维护自己国家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世界上的主

要国家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战争，最终确立了利益

分配模式，建立了新的国际格局。在已发生的这些

战争中，有为争夺地区霸权的，也有为争夺世界市场

的，但其共同的原因都可以归结为国家集团间利益

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最终导致大国之间战争的爆发，

而战争的结果则是国际新格局的产生。

历史已进入２１世纪，新的国际格局的建立还会
延续以前的那种大规模兵戎相见的方式吗？答案是

否定的。现阶段的情况已与百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

情况迥然不同。当今世界已成为了一个有机联系的

整体。生产、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国际化已使各个大

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虽然国与国之间还存

在贸易壁垒，但双边条约已将这些国家紧密地联系

起来。除此之外，还有众多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世贸

组织等来加强与协调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国家

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很多机制来解决。同时，由于

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和科技带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的出现，以发动战争的方式获得的利益要远远小

于其带来的损失。因此，从目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

期来看，新的国际格局以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方式

来建立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可见，国际格局重新构建过程中的非战争性是

新的国际格局形成中最显著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

特征。

２．国际格局建立的稳定性与非稳定性、确定性
与不确定性

未来国际格局的建立具有稳定性与不稳定性并

存的特征。所谓稳定性主要是指在国际格局确立的

过程中，各主要大国在国际格局的走向方面虽然有

种种分歧与斗争，但总的来说，战争是不会发生的，

国际局势在国际格局变动的过程中总体上是和平

的，世界格局中的大国关系总体上仍呈现出较为稳

定的状态［５］。同时，国际格局的建立又是一个不稳

定的过程，即在建立的过程中，单极与多极格局两种

趋势会相互较量，各主要大国之间有时也会发生比

较激烈的矛盾与斗争，如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与法、

德两国之间的争执。大国关系错综复杂，大国与大

国之间在相互斗争与合作中努力寻找自己在国际格

局中的有利位置。这样，在国际格局的形成过程中

就会出现稳定性与非稳定性并存的局面。

国际格局的建立还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并存

的特征。新的国际格局的趋势基本上可以得到确

认，即总体上存在２种可能的趋势：一种是单级化的
国际格局，另一种是多极化的国际格局。美国希望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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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由自己所主导的单极国际格局，而法、德、俄、中

等国则希望建立多极国际格局。基于目前世界各国

的经济、军事发展的实际情况，其他类型的格局模式

出现的可能性不大。这是未来国际格局建立的确定

性。同时，国际格局的建立又有其不确定性，即２种
格局究竟哪一种会最终得以确立。现在的形势是美

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采取一系列措施

努力推进其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如果在不久的将

来美国的经济陷入停顿，其他大国与美国的经济差

距相对缩小，美国就难以维系其称霸全球所需的经

济与军事实力，其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就难以实现，

其主导下的单极格局就不可能建立。

３．国际格局建立的长期性
从世界上第一个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

５０多年前雅尔塔体系的建立，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因为战争延续的时间长导致确立的时间较长之外，

其他国际格局的确立从开始到完成的时间都不是很

长。而现阶段的国际格局的建立，自１９９１年雅尔塔
体系崩溃以来，已有３０余年，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还
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最终得以确立。美国希望建

立以自己为主导的单极国际格局，并在现阶段利用

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推进此战略，而俄、中乃至欧

洲一些国家则希望建立多极化国际格局。这两种趋

势的斗争始终在持续。目前美国仍然拥有强大的经

济、军事实力，继续在推进其单极国际格局体系的建

立，而其他国家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在国际舞

台上对于美国的制衡日益显现，在未来的国际舞台

上，为了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其他大国必将加强自

身的自主意识，积极推进国际格局的多极化。所以，

在未来国际格局的建立过程中，两种趋势的斗争将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４．国际格局建立的非标志性
以往４次国际格局的建立，都是以会议和条约

的形式得以最终确立和实现的，并且这些会议和条

约成为新的国际格局得以确立的标志，诸如巴黎 －
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等。然而，在未来的国际格

局建立过程中，国际格局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其斗争也是复杂多变的，其形成具体以什么条约

或什么事件为标志，是很难确定的。未来国际格局

形成的大致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在一段相当长的时

期内，相互关联的许多力量导致国际格局进程出现

不同发展阶段，这些阶段和事件的总和最终确立新

的国际格局。所以，新的国际格局的形成很可能不

会有非常明显而具体的标志，如条约、协定等。

　　二、国际格局建立出现新特点的

原因

　　国际格局的建立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新特点，其
原因主要有以下５个方面。
１．全球化的发展
人类社会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全球化趋

势发展日益明显，各国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领域

的合作已经跨越国界。尤其是二战后，全球化的加

快发展使各国间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日益紧密，

特别是国际上几个主要大国（美、俄、中、英、法、德、

日等）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同时，全球化的

发展也使得各国为了发展本国经济不断扩大对外开

放。二战后出现的许多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贸组

织，以及各种各样的地区组织也在各国关系的发展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在各国间在发展相互关系

中，虽然也有矛盾，但是经济的开放性使得很多经济

利益方面的纠纷，可以通过双边或者多边渠道加以

解决。正是这些现实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变

化，使得国与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几

率越来越小。二战后全球化的发展和各国间经济、

政治、文化联系的日益紧密，正在成为化解国与国之

间战争的有效因素。

２．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影响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而其他实力相对较强的国家大多希望建立多极化的

国际体系。这些国家虽然无法单独与美国相抗衡，

但是都具有很强的综合国力。在这些国家中，中国

的崛起、俄罗斯的复苏，使得它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

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大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使

得美国随心所欲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想法受到很大

的制约。虽然美国想极力推进自己主导的单极国际

格局，但是国际多极化的趋势也在稳步向前推进。

由于各国的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在国际事务的解决

方面，各国间纵横捭阖、相互制衡。这样做不仅有效

维护了本国的国家利益，也有效制衡了一些大国为

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而采取极端的做法。叙利亚危

机的解决就是世界多极化诉求制衡独家称霸的一个

重要体现。一开始美国和欧洲盟国想推翻叙利亚巴

沙尔政权，让其反对党执政，但是俄罗斯及中国坚决

反对，最终迫使美国放弃了攻打叙利亚的计划。

正是各大国间经济、军事、政治实力的接近，使

得发动战争的代价增大，最终使各国都选择了与对

方发展和平关系的外交政策。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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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慑
目前，除二战中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外，美、俄、

中、英、法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都拥有核武器。

核武器虽然是用于战争的，但是核武器所拥有的巨

大威慑力，也会使得任何想发动战争的人都不得不

考虑：是否需要借助于武力方式来谋求自身利益。

未来可能的世界大战只可能在大国之间进行，而这

些大国又都拥有核武器———有核国家的战争，其代

价是任何参加国都无法承受的。核武器使得国与国

之间在对抗中，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对抗中总是留有

最后的外交回旋余地。

４．国家之间相互认同的加深及民主制度的制约
随着各国间经济、政治联系的日益紧密，以及战

后各国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媒体和通讯工具的日

益先进，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各国民众之

间的交往更为密切，国与国民众之间的相互认同逐

渐加深。同时，二战后各国纷纷建立了民主制度，随

着全球化的发展，这一制度又在全球不断扩展，而民

主制度对于战争的爆发有着相当的制约作用。各国

民众间相互认同的增加以及民主制度的制约作用，

使得现在各国政府在选择战争的时候，增加了更多

的理性成分。

５．世界主要国家经济运行方式的趋于一致
笔者认为，造成国际格局和平重构的最根本原

因是全球化的发展所导致的世界各主要国家经济运

行方式趋于一致。所谓经济运行方式趋于一致，是

指各国的社会制度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其经济运行

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十分接近。目前，商品经济或市

场经济的经济运行方式正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世界

上的主要大国，要么已经是，要么将采取这一经济运

行方式。二战后，美、英、法、德等国实行的是生产资

料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形式。而改革开放的中国，虽

然基本经济制度依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在经济

运行方式上也采取了市场经济。中国和世界各主要

发达国家经济运行方式的接近，使各国间的经济更

好地建立起相互联系。由于实行了对外开放和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于２００１年加入了世贸组
织。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经济运行方式上也选择

了市场经济，并于 ２０１１年加入世贸组织。也就是
说，各国纷纷采取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运行方

式来发展本国经济，这使得各国间的经济联系和相

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

市场经济要求实行扩大开放，以使得更多的资

源和生产要素纳入其中。市场经济倡导的是公平的

竞争和开放的市场。现在的全球化过程已经与资本

积累时期的殖民地式的掠夺有了很大区别。虽然依

然存在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但是全球化是

一个客观的过程，谁要是拒绝这一进程，谁就等于拒

绝了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机会。纵观世界近代以来

的战争，爆发的原因多数是因为生产方式方面的矛

盾，即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求落后国家打开国门

和市场，而后发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而

拒绝这一要求所导致的。但是，二战后的全球化的

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自主地选择了市场经济，

这使得各国间在经济运行方式上逐渐地趋于一致。

依靠战争建立起来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已经

逐渐让位给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关系。现有的国

际组织，如联合国、世贸组织、Ｇ２０峰会、亚太经合组
织，以及各种多边和双边会议与协议的存在，使各个

国家在发展相互关系中可以借助这些机构来解决一

系列的争端，这使得未来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

的几率越来越小。

　　四、中国和平崛起的策略

新的国际格局构建模式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机

遇，也是挑战。我们要抓住机会，推进我国的和平崛

起，并在此过程中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要

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做好以下工作。

１．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谋求与世界各国
的共同发展

当今时代依然是全球化继续推进的时代，商品

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继续拓展，越来越多

的地区将被纳入到世界市场体系中来，这是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

了，并且每天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

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死

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

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

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６］。因

此，我国的经济社会要发展，就要主动地融入到这一

过程中来，通过全球化来发展自己，与世界各国建立

广泛的联系，争取实现自己的和平崛起。自１９７０年
代末期以来，中国正是通过实行改革开放，在积极主

动与各国发展经济关系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发

展。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要更加主动地实行

对外开放政策，继续发展自己的经济，增强自己的综

合国力，使中国经济更加广泛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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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的决定，确立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正是顺

应了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

由于我国选择了市场经济运行方式，我们与世

界上发达国家之间基于社会制度不同导致的矛盾得

到了缓和。我国与其他各国间的矛盾可以通过采取

公平竞争、双边或者多边协调的方式予以解决。这

样，双边的经济矛盾就可以在共同认可的经济规则

和经济运行方式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未来，随着我

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

发达国家之间发生剧烈冲突的因素会进一步消除，

这将为建立公正有序的国际环境创造条件，也必将

为我国的和平崛起奠定坚实的基础。

２．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和谐世界
建立

当今世界，国家利益依然是各国发展对外关系的

主要动力。目前，美国虽然仍希望建立以其为主导的

单极国际格局，但是其他实力较强的国家，如俄、中、

英、法、德，甚至印度、巴西等国，则都希望建立多极化

国际格局，因为多极格局可以更好地维护这些国家的

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团结更多的力量来实现我

们国家自己的利益，应成为我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在

国际舞台上，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

力于建立和谐世界，这是非常正确的外交方针。和谐

世界的理念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坚持

这一理念就会吸引和团结大多数希望建立多极化国

际格局的国家及希望国际社会民主发展的国家，从而

更好地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这对于美国建立单极国

际格局体系和谋求霸权的行为会起到一定的遏制作

用。和谐世界的建立既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３．建立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和国防体系，凭借
实力实现自我保护

即便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

关系非常紧密，但是国与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利益方面

仍然会存在矛盾和冲突。因此，中国应该建立完整的

国民经济体系和国防体系，在与世界超级大国的经济

政治对抗中，即使它们进行经济封锁或其他更为严重

的打击，也不会对我国产生致命的影响，这样才能够

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同时，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和

国防体系也能使那些妄想对中国采取经济制裁甚至

军事打击的国家望而却步。只要经济体系和国防体

系不出问题，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有了根本保证和

基础。

４．做好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武装保护自己的
发展和进步

国与国之间国家利益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还存

在着不可调和性。美国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希望建

立自己主导的单极国际格局体系。而面对中国的崛

起，美国一直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甚至对中国进行战

略包围。自２０１２年９月以来，我国与日本之间产生
的钓鱼岛争端，以及与菲律宾之间的黄岩岛争端等事

件的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响。虽然现在各国的经济运

行方式趋于一致，国际新格局的建立有避免发生战争

的可能，但是如果你不具备保卫自己的能力，军事力

量过于弱小，争取和平就是一句空话。战争是否发生

取决于战争发动者对于战争利益的考量。在国与国

之间利益和认同不一致的情况下，爆发战争并不是不

可能的事情。因此，发展必要的军事力量，做好军事

斗争准备，对于维护国家利益，具有重大的意义。

　　五、结语

全球化的发展对于国际关系格局的建立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在未来的国际新格局建立中，人类很可

能首次以和平的方式建立新的国际格局体系。而在

这一过程中，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如何在这样

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努力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

境，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只要我们顺应全

球化的发展趋势，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壮大我们

自己的力量，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倡

导和谐世界的建立，我们就一定会推进世界的和平

与稳定，从而为国际新格局的和平构建贡献我们自

己的力量，最终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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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７—１９５３年印度与苏联
关系冷淡的原因探究

刘名望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印度在独立前夕，与苏联积极进行交往与合作，强调与苏联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性。经
过双方多番交流协商，两国终于在１９４７年４月１３日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在建交过程中开展了
一系列交往，这包括苏联在南非印度人歧视问题上支持印度采取的抵抗政策、派科学代表团访问印

度以及参加在新德里举办的第一次亚洲关系会议等。但在印度独立后，两国关系却在１９４７—１９５３
年间陷入冷淡，究其原因，主要有３个方面：一是苏联对印度独立的否定，二是印度与英美关系亲
密，三是尼赫鲁对苏联的怀疑。

［关键词］冷战；印度；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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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独立前夕，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多次讲
话中强调苏联的强大和与苏联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

性，苏联对此也作出了积极回应。这种积极回应包

括商讨两国建交问题、在联合国支持印度在南非印

度人歧视问题上所采取的抵抗政策、应尼赫鲁邀请

苏联派科学代表团访问印度及参加在新德里举办的

第一次亚洲关系会议等。但随后两国关系迅速冷

淡，其中原因莫衷一是。美国著名苏联问题专家罗

杰·卡莱特指出，斯大林对包括印度在内的第三世

界所采取的政策是完全“隔离的方式”，且是建立在

莫斯科对“这些地区缺乏知识和经验”基础之上

的。［１］亚当·乌拉姆则指出，斯大林对第三世界几

乎没有什么兴趣，“他不可能为了尼赫鲁、苏加诺和

纳赛尔而费心”［２］（Ｐ６８６）。国内学术界对冷战时期的

印度与苏联关系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拟在对国内

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作简要评述的基础

上，对１９４７—１９５３年印度与苏联关系冷淡的原因做
一深入剖析，以供学界参考。

　　一、印度与苏联的建交过程

二战尽管给人类带来了巨大伤痛，但也使老牌

帝国的实力几乎丧失殆尽，从而引发了去殖民化的

高潮，印度就是在这股浪潮中脱颖而出的一个国家。

１９４６年，英国终于同意印度独立，９月印度临时政府
成立后，作为临时政府副总理和外务部长的尼赫鲁

积极寻求与美国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９月７日，
他在第一次广播演讲中对美国发出友好的问候，并

谈到了印度与苏联的关系，他说：“对当今世界的其

他大国———苏联，她为世界发展肩负着巨大的责任，

我们给以问候。她是我们在亚洲的邻居，我们两国

将不可避免地承担许多共同的义务且有很多问题需

要相互帮助。”［３］（Ｐ３）这充分显示了尼赫鲁对外政策

思想的务实与成熟。印度之所以会向苏联示好，与

尼赫鲁早年对苏联的看法是分不开的。他在《印度

的发现》一书中写道：“我们也具有力求赶上那些在

许多方面已经超过我们那样远的国家的愿望。我们

想到过美利坚合众国，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着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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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的榜样，她在充满着战争和内争的短短二十年的

期间中，面临着仿佛是难以克服的许多困难，却取得

了惊人的进步。有些人为共产主义所吸引，其他的

人则并不如此；但所有的人对于苏联在教育、文化、

医疗健康以及民主问题的解决———对于她从糟粕中

创造出一个新世界的那种惊人而非凡的努力，都心

醉神驰。”［４］

此外，在这次讲话中，尼赫鲁还为印度的不结盟

政策作了一个概括性的描述。他说：“我们应该在

我们的内政与外交方面取得独立，印度将作为一个

自由的国家、带着我们自己的政策并且不仅仅是其

他国家的一个卫星国而加入到国际事务中，为了和

平与进步事业，将与其他国家合作，但将尽可能与相

互敌对的强权集团保持距离。它们在过去导致了一

场世界大战，并有可能在将来再引发一场更大范围

的战争。”［３］（Ｐ２）

随后，尼赫鲁就积极开展与亚欧美各国建立外

交关系的活动。他把与欧洲建交的重任交给了克里

希纳·梅农。在１９４６年９月２６日新德里的一次新
闻发布会上，尼赫鲁说，到目前为止印度还没有与其

北部的邻居———苏联———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因

为印度已经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作为一个

大国并且是与印度相邻的大国［３］（Ｐ１０），应该与“邻国

有友好的关系”［５］（Ｐ１６）。当尼赫鲁表露这种想法后，

英国《伦敦经济》就对此想法予以了反击，“没有明

显的迹象表明，印度和苏联是可以发展关系的”，并

警告国大党“作为西北边界的继承人和阿富汗的邻

国，它正在接手一个历史问题，这个问题通常可能使

得任何印度政府外部环境恶劣”［５］（Ｐ３８）。但从尼赫

鲁随后的行动来看，这种反击根本未奏效。

尼赫鲁在发表这个讲话后不久，就指示在伦敦

的克里希纳·梅农前往巴黎与正在出席巴黎和会的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面，商讨两国建交问题，以及是

否能得到苏联对印度的粮食援助。梅农于９月２８
日见到了莫洛托夫，并向其传达了印度政府急切渴

望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和得到粮食援助的想

法。［６］（Ｐ３３６）莫洛托夫对双方交换大使这个提议表示

非常赞同，但对向印度提供粮食援助这个问题，他当

场表示拒绝，因为当时苏联自己也缺少粮食。这次

粮食求援的失败给尼赫鲁政府留下了阴影，他们认

为苏联是在拒绝印度。最后是在美国的援助下，印

度渡过了这次粮食危机。

尽管如此，尼赫鲁对梅农的此行结果还是表示

满意。他在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２日制宪会议上说：“与
莫洛托夫的沟通是相当的友好，并且他表达了与印

度交换外交代表的意愿，而这个事情将在下月予以

讨论。”［５］（Ｐ１７）当时，印度的穆斯林联盟也积极与莫

洛托夫进行会面，以期得到苏联对印度穆斯林从印

度分离出来建立巴基斯坦国的支持，但莫洛托夫认

为此事敏感，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没有答应。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１日，尼赫鲁为加快与苏联建立
正式外交关系的步伐，任命在中国担任外交总代理

的Ｋ．Ｐ．Ｓ．梅农作为印度特别代表访问苏联，商讨与
苏联建交问题。为防止外界干扰，印度与苏联的这

次会谈地点选择在中国，这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

随后，苏联派出了Ｚ．Ｐ．耶尔金去新德里继续讨论关
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事宜。１９４７年４月１３日印、
苏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意在大使的层次上交换外

交使团。于是，尼赫鲁任命自己的亲妹妹———潘迪

特夫人为第一任印度驻苏联大使，苏联方面则任命

诺维科夫为第一任苏联驻印度大使。

　　二、印度与苏联关系冷淡的原因

印度和苏联在建交过程中开展了一系列的交

往，如苏联在南非印度人歧视问题上给予印度大力

支持，还派出科学代表团访问印度及参加在新德里

举办的第一次亚洲关系会议等。然而，据印度著名

对外关系学者杰恩主编的《苏联与南亚关系１９４７—
１９７８印度卷》所记载，这种类似的交往活动从１９４７
年下半年到１９５３年上半年完全没有了［７］（Ｐ５４１），两国

贸易也急速下滑，苏联从印度的进口额从１９４８年的
１１１０万卢布下降到１９５３年的８０万卢布；同期苏联
对印度的出口额，也从９２０万卢布下降到 ９０万卢
布［７］（Ｐ５７８）。从这些情况我们不难得出两国关系在

１９４７—１９５３年处于冷淡状态的结论。何以如此？
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３方面。
１．苏联对印度独立的否定
在印度组建临时政府后不久，苏联就有学者质

疑这种方式是不是真正的独立。苏联学者布什维茨

在《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印度

为了独立的战斗》的文章，认为临时政府甚至不如

二战前的印度的立宪政府，总督像以前一样拥有否

决权且仍然是英国人，军队像以前一样仍然在英国

司令官的控制下。综合考虑这些，任何人都不会相

信印度的临时政府享有真正的权力，因为政府中最

重要的和最关键的职位仍然控制在英国人的手

里。［７］（Ｐ１７６－１７７）也就是说，这个政府实质上仍然是英

国人的政府。紧随其后，苏联著名印度问题研究专

家Ａ．Ｍ．迪雅科夫在《消息报》发文，也认为印度的
临时政府远未是一个独立的政府，他说：“这只是英

国政府在印度进行统治换汤不换药的一个阴谋，是

用一种新的形式来分裂民族解放运动。一方面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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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党组建临时政府，另一方面又鼓励穆斯林联盟来

进行反对国大党的活动。”［５］（Ｐ１５－１６）此外，苏联的《消

息报》也刊发了一篇名为《英国工党的殖民政策》的

文章，认为英国的宪法赋予了印度独立但并没有改

变后者在英联邦的形象，“印度作为英联邦的一部

分留在英联邦内，并承认英帝国的统治。这些形式

上的变化有没有实际改变殖民国家的地位？无论怎

样绝没有！英国资本在现在所有称作“独立”而原

来为英殖民地的国家中仍然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和

状态，英国的公司是殖民国家经济的实际的大老

板”［８］。但在当时，此类观点并未促使苏联对印度

政策的调整，这是因为冷战尚未开始，印度民族资产

阶级决策层依然是可以联合利用的阶级力量。

１９４７年６月３日印巴分治方案出台两天后，迪
雅科夫发文指出这是与帝国主义一次不光彩的妥

协，是英帝国想继续保留对印度控制权的阴谋，把印

度变成所谓自治、独立国家也都是名义上的事，大多

方面仍然处于英国的完全控制之下。［７］（Ｐ４６９）苏联著

名印度问题专家茹科夫对此也颇有同感，他认为分

治是印度的资产阶级与地主不想获得真正的独立，

社会上层正在寻求与英帝国的一个妥协，而英帝国

又能保护印度的阶层利益［７］（Ｐ１８６），并认为这是英国

为了防止美国资本渗透到印度从而威胁它在印度的

经济与政治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方式［７］（Ｐ１８２）。随后，

此类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在苏联科学院的印

度问题专家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上，与会代表基本

同意印度的分治是印度资产阶级和地主同英帝国主

义交易和妥协的结果，印度资产阶级和国大党领导

集团已完全倒向反动帝国主义阵营，印度目前的形

势是“印度资产阶级贪婪和背叛的结果，它们为了

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的独立”［９］。苏联《红星

报》在１９４７年６月３１日对印巴分治发文说：实际
上，这个新的分治方案仅是为了将印度继续作为英

帝国的一个附属国而已。主要的经济部门仍在英国

人手中———铁路、航运、港口，分治也没有影响封建

王公的权利，印度的政治重建计划仅是为了一个目

的，那就是维护英帝国主义的利益。就在印度独立

的前一天，《真理报》刊文指出：“很难相信，印度虽

然组建临时政府已有一年了，但还有超过５万个英
国家庭在印度。”［１０］可见从一开始，苏联国内对印度

的独立就持否定和批评态度，且这种批评并没有停

歇之意。１９４８—１９５２年，苏联对印度独立的否定性
评论不下数十篇。

不仅如此，斯大林也视印度的独立为一种假象、

一出“政治闹剧”。据当时苏联驻印度第一任大使

诺维科夫说，在他出任苏联驻印度大使前，斯大林对

他说：“印度政府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

阶级与英帝国主义妥协的产物。”［１１］而当时苏联驻

印度大使馆的二等秘书波特雅尼科夫也认为，印度

的局势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与英国统治时期一样，仅

是自治领换了另外一种形式而已。［１１］

由此可见，苏联国内媒体和决策层忽视印度国

内实情，自认为没有经过武装斗争所取得的独立不

是真正的独立，而冷战的开启使得这一认识更趋极

端，从而导致在１９４７—１９５１年间对印度独立的否定
性评论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种长时间持续性

的否定性评论无疑给印度与苏联关系的发展制造了

巨大障碍，从而成为两国关系冷淡的主要原因。

２．印度与英美关系亲密
印度独立后，限于国内人才匮乏、经济极为虚弱

的现状，为保证国内政治、经济与军事的稳定，尼赫

鲁主导的印度政府对英属印度时期的一些法律、制

度和行政机构予以保留，并对英国人在印度所担任

的各种职务均加以留任，其中包括印度总督路易

斯·蒙巴顿，他直到１９４８年６月才离任。
同时，尼赫鲁欲通过平行发展与美国、苏联的友

好关系来远离冷战的政治怪圈。他在１９４７年１２月
４日的制宪会议上说：“我们打算与其他国家保持最
紧密的关系，除非它们自己制造障碍。我们应该与

美国保持友好关系……我们打算与苏联进行全方位

的合作。”［３］（Ｐ２０７）但因在莫斯科坐了冷板凳，尼赫鲁

不得不将目光聚焦于西方大国尤其是英美两国身

上，原本打算对由英控股的一些经济部门实行国有

化的举措，也因此无疾而终。１９４８年２月，尼赫鲁
宣布：经济部门将不会有任何突然的变化，就目前而

言现存的工业部门将不会实行国有化。这样，直到

１９５１年，英国继续持有印度政府８５％的有价证券和
７８％的长期投资证券。［１２］（Ｐ２６）

为了更好地发展与外界的政治、经贸关系，尼赫

鲁认为还需要通过英联邦这个传统窗口来继承与扩

大对外交往范围。他在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６日的孟买新
闻发布会上说：“为了经济和文化目的，印度本来应该

与英联邦保持某种更紧密的关系。”［５］（Ｐ１０７）在同年１０
月英联邦总理会议上，尼赫鲁又再次表示印度非常渴

望与英联邦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几经权衡，尼赫鲁在

１９４９年４月公开宣布印度将继续留在英联邦的决
定。［３］（Ｐ２７２）此举令国内外一片哗然，《伦敦经济》在头

版中评论道：“这也许是自马歇尔哈佛演讲以来，自由

世界最激动人心的消息了。”《纽约时报》称此在限制

共产主义扩张方面是历史性的一步。［５］（Ｐ１０９）印度眷恋

英联邦的事实，无疑加深了苏联对印度独立的否定。

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时代报》纷纷发表了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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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的评论［５］（Ｐ１１１－１１２），这些评论反过来又强化了尼

赫鲁继续留在英联邦的决心。

此外，尼赫鲁为了获得英国援助，在１９４８年１０
月英联邦国家总理会议上，对潜在的、针对苏联的英

联邦国家防务合作计划———“为了对抗任何可能的

侵略者，战争的危险必须通过建立武装部队来对付，

并且自由必须受到保护，为此，不但要通过军事防御

手段，还要通过提高社会经济福利”———表示赞

同。［１３］（Ｐ２２）同时，一向反对军事结盟的尼赫鲁对当月

在华盛顿签订的专门针对苏联有可能对外进行军事

扩张的《北大西洋公约》也是支支吾吾。他说：“印

度对《北大西洋公约》的理解是，它是在联合国宪章

下的一个地区安排，不管怎样，印度远离这些地区且

不受影响，与英联邦的联系并不能将印度与此条约

相联系起来。”［１４］（Ｐ９０）可见，尼赫鲁为了获得西方援

助，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而这也正凸显了他所倡导

的有选择性的不结盟外交政策的本质。

尼赫鲁政府为了减少英国对印度政治经济的影

响，也积极展开对美外交攻势，频频向美表示印度与

西方各国一样认同民主和个人自由，并将永远不会

误入歧途即加入苏联阵营。由于印度的地理位置和

军事力量的薄弱，它不可能公开与美国结盟；但万一

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印度也不可能支持莫斯

科。［１５］美国刚开始仍视南亚事务为英国的势力范

围，并不想多事。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７日，美国驻印度大
使格雷迪向华盛顿方面报告，在冷战中，将印度纳入

到我们美国这边相当重要，但回音寥寥。在随后涉

及印度利益的印巴第一次战争、南非印度人歧视等

问题上，美国均采取了与英国一致的立场，即站在印

度的对立面［１４］（Ｐ１０１），这些不能不让尼赫鲁感到心灰

意冷。但为了解决印度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尼

赫鲁又不得不在他所倡导的有选择性的不结盟政策

方面做出亲美的举措，其主要体现在２个方面：一是
在第二届联合国大会上对美英的相关提案予以积极

支持，二是大肆宣扬反共产主义言论。

１９４７年９月１６日，第二届联合国大会在美国
的成功湖举办。这次大会可以说是冷战开启以来美

国与苏联集团首次激烈交锋的集中体现。大会主要

讨论了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希腊问题、朝鲜问题和小

型联大设立４个方面的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讨论
中，印度无一例外地与美英站在同一阵线反对苏联。

尼赫鲁的这些举措也获得了美国的积极回报。１９４８
年印度再次发生饥荒，同时美国发生海运罢工，在此

情形之下，美国国务卿迪安·占德哈姆·艾奇逊特

批对印度粮食运输不能耽搁。［１４］（Ｐ１１６）１９４９年早些时
候，美国控制下的世界银行对印度提供了３４００万

美元贷款，这是世界银行首次对亚洲国家的贷款，同

年９月又拔给印度１０００万美元发展农业。［５］（Ｐ１３６）

美国对印度的这些援助，让尼赫鲁更有了对付

印度国内共产党活动的底气。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８日，
印度尼西亚发生了“茉莉芬事件”，尼赫鲁说：“荷兰

想用谈判进行拖延的策略将增加共产党在印度尼西

亚胜利的希望。”［５］（Ｐ１０５－１０６）１９５０年 ６月，尼赫鲁对
印度尼西亚、缅甸、马来西亚进行了访问，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国家原本担心尼赫鲁会利用这个机会来谴

责西方在东南亚的殖民主义，但他出人意料地提倡

亚洲要与西方合作，同时还对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

运动进行大肆攻击。尼赫鲁说：共产主义正在失去

威信，它不但没有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还反对它

（民族主义）；在马来西亚的共产主义活动是十分有

害的且不能容忍，而仰光的缅甸共产党就是为了杀

害无辜的妇女与儿童。这些话语无疑加深了这些国

家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抵触，尼赫鲁还建议印度尼西

亚不要与荷兰断绝所有的关系，马来西亚应继续留

在英联邦内。［１６］尼赫鲁的这些言语显然加强了西方

国家在东南亚地区的地位，并对当地的共产主义运

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而在１９５０年７月７日
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你所说的国际共产

主义是东南亚国家命运的敌人是否正确”时，尼赫

鲁答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哲学问题。今天我们看到

了一些国家在共产主义指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它

们可能确实解决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问题，但解

决此问题的代价巨大。我不喜欢独裁的国家，我认

为经济自由是重要的且我们以此为目标，放弃所有

的政治和个人自由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１４］（Ｐ１２２）这

里的“一些国家”显然是暗指苏联集团了。尼赫鲁

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反共言论自然为印度获得美英等

西方国家的支持寻找到了更多话题，使得原本较为

密切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而就在尼赫鲁在许多方面做出亲西方的举措

后，印度国内就有记者指出：虽然我们宣称为了缓和

国际紧张局势，正在走一条中间路线，但种种迹象表

明这个中间路线正越来越偏向一个点，那就是与西

方大国及其追随者们所采取的政策并无显著差异。

美国甚至也有人认为，在两大巨头的阴影下，印度宣

称独立于两大阵营之外，但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仍

是倾斜西方的。［５］（Ｐ１２０）迪雅科夫１９４９年６月在《新
时代》发表一篇题为《执政的国大党》的文章，指出：

印度对外政策完全是亲西方的、不独立的，英美帝国

主义利用印度经济的依赖性给印度政府施加了直接

的政治压力，并干涉了这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在外

交政策方面，印度正被卷入英美阵营的轨道中，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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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印度仍然在政治上依靠大英帝国，国大党领导的

印度正越来越被拖进英美阵营的战争机器中，它的

领导正如它的内政外交一样不想为了印度真正的独

立而战斗。［７］（Ｐ１９７）尼赫鲁本人也觉得苏联对印度的

批评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在给巴杰帕伊的信中说：

“苏联人认为我们是与美国和英国站在一边的，这

是很自然的事。”［１７］所以，迪雅科夫、叶尔绍夫等人

指出，印度不仅是与英国政治妥协的产物，也是英美

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主要代理人，这是有根据的。

这也是印度与苏联关系冷淡的基本原因之一。

３．尼赫鲁对苏联的怀疑
尽管尼赫鲁对发展印度与苏联之间的友好关系

有着诸多期许，但其内心对苏联还是持怀疑态度，这

一方面体现在尼赫鲁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

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尼赫鲁对苏联实力的担心上。

二战后，经过多年的努力，印度共产党党员人数

激增。据美国政府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估计，印度

共产党党员人数１９４２年约为２５００人，１９４５年增加
了９倍，达到２５０００人［１８］，在特伦甘纳和西孟加拉

两地更显突出。

当１９４７年６月印度独立并分治的计划宣布的
时候，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示支持尼赫鲁领导，

并号召各政党结成统一战线，“在民主的基础上，开

始自豪地建设印度共和国”［１９］（Ｐ１６２），但这种想法并

没有持续多久。同年９月，苏联的日丹诺夫在共产
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提出了两大阵营的理论———一

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个帝国主义阵营，提出工人阶级

最大的危险在于过低估计自己的力量、过高估计敌

人的力量。他还号召共产党人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扩

张与侵略计划。［１９］（Ｐ１６３）在日丹诺夫两大阵营理论的

鼓动和印度国民军运动、印度皇家海军孟买叛变、大

量的工人罢工、零星地成功反对地主阶级的起义等

的鼓舞下［２０］，同年１２月，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
定了武装推翻尼赫鲁资产阶级政府的政治目标。印

度共产党领导人ＢＴ拉纳迪夫宣称：“今天特伦甘
纳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特伦甘纳。”同时，

印度共产党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也刊发文章强调

要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与以国大党为代表的资产阶

级进行斗争。［５］（Ｐ１０２）此后，印度共产党策划发动了一

系列针对尼赫鲁政府的武装斗争、罢工运动，尤以特

伦甘纳地区的农民武装运动最为典型，它前后持续

了５年之久［２１］（Ｐ５３７），涉及３０００个村庄，人口近３００
万［２２］。对此，印度内政部长帕特尔在１９４８年８月
１５日说：“如果这个国家的不安分因素不立即以铁
腕手段加以镇压，他们一定会制造出像其他亚洲国

家一样的混乱。”［１２］（Ｐ２７）

尼赫鲁把印度共产党的这些活动完全定性为恐

怖主义活动。［２３］针对这些活动，他采取的对策是根

据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保卫印度法［１９］（Ｐ１６３），大肆抓

捕印度共产党员和相关人员。从１９４８年末到１９５０
年末的两年内，尼赫鲁政府派出了５００００到６００００
军人，仿照英国在马来西亚对付游击队的办法，采用

了成立战略村的策略，杀害了近４０００名共产党人、
农民积极分子和同情者，逮捕了 １００００名共产党
人，因而摧毁了农民运动。［２２］（Ｐ１６３）而印共在海德拉

巴、特伦甘纳地区的运动更是遭到了尼赫鲁的血腥

镇压，党员由 １９４８年的大约 ８９２００人下降到了
１９５０年的２００００人。［２４］（Ｐ１１－１７）在１９４８—１９５１年间，
印度政府未经审讯逮捕了近１０万人，而这是英国在
印度近２００年统治期间所从未达到的。［１２］（Ｐ２６）

然而，尼赫鲁把这些运动归因于是受到了莫斯

科的指使。在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２日的一个新德里新
闻发布会上，尼赫鲁说：“为什么他们（印度共产党）

要采取错误的举动？这个只能做两种解释，一是这

些共产党的领导非常不成熟，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

的情况；二是他们受到了某个其他地方不熟悉情况

命令的指使。或许，两者兼而有之。”［５］（Ｐ１０４）毫无疑

问，尼赫鲁这番话是说给印度共产党和莫斯科听的，

含沙射影地指出莫斯科不了解印度情况而指使印度

共产党发动运动。如果对这番话的意思还有点怀疑

的话，那么尼赫鲁１９４９年３月在布里的讲话应该再
清楚不过了。当时印度共产党试图在这里举行铁路

罢工，他说：“任何食物供给的失败将意味着成千上

万的人要挨饿，可是，共产党即便知道这点，还试着

组织罢工。他们的目的不是从国家角度来考虑的，

而是为了支持印度以外的利益。”［５］（Ｐ１０４）不久后，尼

赫鲁又说：“印度不向苏联问责印度国内的共产党

活动，但我们毫不怀疑苏联对这些活动有过支持。

如果莫斯科要他们停止的话，他们也肯定能做

到。”［２５］（Ｐ６５）这些言语都强有力地说明了尼赫鲁坚定

认为印度共产党的活动是受莫斯科指使的。

但尼赫鲁对印度共产党在国内活动是受到莫斯

科的指使一说是站不住脚的。资料显示，苏联的主

要媒体或国际共产主义出版物在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并
没有对印度共产党的行为发表任何评论［２４］（Ｐ１１），并

且苏联对印度共产党的情况是不清楚的，在１９５０年
４月斯大林与金日成的会谈记录中，斯大林就指出：
“印度有一个共产党，但它的状况也不太清楚。”［２６］

而美国１９５１年８月１３日的一份关于《国外共产党
指导印度共产党的证据》报告（情报报告第 ５５４８
号）也认为，至今仍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印度共产

党得到了国外具体的指导，其中包括莫斯科。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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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还说根据印度共产党内部文件，从 １９４８—１９５０
年，印度共产党与外部的联系很少。［２０］（Ｐ３０１）可见，当

时尼赫鲁等人把印度共产党的活动归结于莫斯科的

指使是缺乏佐证材料的。

尼赫鲁作为接受西方系统教育的民族主义者，

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赞扬之余仍怀有较大的疑虑，担

心苏联势力的强大和扩张，对印度的安全构成威

胁。［２１］（Ｐ６）在１９４７年３月印度召开的亚洲关系会议
上，与会代表发了一张由印度交通部制作的印度与

亚洲国家的道路交通联系图，在不同的亚洲地区与

印度图下面均写有这样一句话：“苏联实力的增长

和它与印度的紧密相连，有必要加快建设与一些战

略地方相通的道路。”［７］（Ｐ１８５）此外，尼赫鲁还认为莫

斯科倡导的世界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扩张［２５］（Ｐ３３），

是亚洲和平与自由的一种潜在危险。在１９５０年１０
月１６日的一次会议上，他说：“世界共产主义在它
扩张的方面正如许多其他的扩张运动一样，对和平

和自由是一种威胁。”［２５］（Ｐ６３）

可以说尼赫鲁对共产党革命的恐惧和对莫斯科

的怀疑态度，成了印度与苏联关系冷淡的又一基本

原因。

　　三、结语

印度与苏联关系在１９４７—１９５３年处于冷淡阶
段，是因为苏联学者和苏联决策层从一开始就对印

度的和平独立采取一种批评、否定的态度，从而导致

尼赫鲁政府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发展印度与英美关

系中去，印度与苏联间的隔阂此后也日渐加大。同

时，作为集外交、内政大权于一身的尼赫鲁，把印度

共产党不合时宜的举措归结于受莫斯科的控制所

致，担心苏联势力的强大对印度的安全构成威胁，如

此交互叠加，以致两国关系直到１９５３年后才开始出
现好转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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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皇子的政治待遇
范帅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宋代皇子虽然最终都会被封为王，但有其迁转的过程。皇子封爵迁转次序为初封国公，
稍迁郡王，至出阁封王，这样的迁转次序基本确定于宋神宗时期。宋代皇子的封爵迁转体现出不断

上升的趋势，偶有因过降封者，也仅是皇帝对其过失的小惩并不影响其尊贵地位。这种循序渐进的

封爵过程与前代皇子出阁即封王大相径庭，表明宋代皇子封爵待遇并不比前代优厚。除了封爵，宋

代还授予皇子检校官或武官等官职，但这些官职都是一些荣誉虚衔，并没有实权。有的宋代皇子还

出任府尹州牧，但除皇储在担任州牧府尹时进行从政训练外，州牧府尹对一般皇子来说也是虚衔。

这说明在授官上，宋代皇子并不掌握实权，一般都是被授予尊贵的虚衔，这与隋唐时期皇子均担任

要职不可同日而语。可见，从封爵、授官方面看，宋代皇子的政治待遇都大不如前，体现出位高职虚

的特点。宋代皇子去世后，为示恩宠一般赠其“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以及“二令”（即中书

令和尚书令），但对生前被高官厚禄所供养却不掌握实权的皇子来说，死后不管赠予其多么高的官

职都无多大实际意义。

［关键词］宋代皇子；政治待遇；封爵；授官；赠官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４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５

　　皇子作为皇权的附属品，始终依附于皇权，随着
皇权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皇权的灭亡而灭亡。他

是皇位世袭的产物，因而与帝国命运息息相关，两者

的关系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皇子问题如处

理不当，轻则会发生如唐代“玄武门之变”之类的宫

廷流血政变，重则会引起明代“靖难之役”之类的内

战，更有甚者会导致一个王朝的覆灭。这些事件一

旦发生，于国于民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便是成功

夺权的皇子也难免背负一个夺权篡位的骂名。一代

明君康熙皇帝，因未妥当处理立储之事，引发了旷日

持久的皇位之争，雍正虽最终在“九龙夺嫡”之中胜

出，却落下刻薄寡恩的骂名；唐太宗因忌惮后人诟病

其杀兄弑弟而违制过问史书的修撰。皇子对于一个

王朝命运之影响可见一斑。

宋代皇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无论从社

会史、经济史的角度看，还是从政治史、文化史的角

度看，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皇子作为天之骄子

自然享有极其尊贵的地位，其尊贵地位主要是通过

其享有的政治待遇而体现出来。通过对宋代皇子政

治待遇的研究，可以一窥皇子这一群体在宋代的地

位。国家的兴衰在于皇室，皇室的兴衰在于皇子，因

此研究宋代皇子对于研究宋史有特殊的重要价值。

目前，学术界对宋代皇子政治待遇的研究尚没

有专门的著作或论文出现，仅在研究宋代宗室时有

所涉及，多是其他研究的附带成果。如张邦炜［１］认

为宋代皇子的待遇不如前代优厚；张昀［２］认为任用

或者不任用皇族特别是皇子是君主政体与生俱来的

麻烦，宗室管理制度要求达到多个需求之间的平衡，

这些需求包括培养有经验而能干的皇帝继承人、帝

位的传承和平进行、避免兄弟对抗相争、厚待亲族

等。宋代通过宗室任官制度的设定和调整，微妙地

达到了各种需求的平衡点。

本文拟通过对宋代皇子的封爵、授官及赠官３
个方面的考察，揭示出宋代皇子的政治待遇，以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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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宗室及宋代政治史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封爵

“爵在上古时期代表禄位，或与封土相连，或与租

税相依。但至唐宋，已变成一种酬劳官员的虚衔，有

官品、无俸禄，公侯以下有食邑、食封，除食实封初每

户随月俸给钱２５文外，无他给赐。”［３］笔者根据《宋
史》卷１６９《职官志九·爵》的记载，将宋代的１２等爵
位及封赐对象列于表１。［４］（Ｐ４０６１）

表１　宋代１２等爵位及封赐对象
等级 爵位 封赐对象

１ 王 皇子、兄弟封国

２ 嗣王 亲王之子承嫡

３ 郡王 宗室近亲承袭，特旨者

４ 国公 遇恩及宗室祖宗后承袭及特旨者

５ 郡公 其余宗室近亲

６ 开国公 食邑二千户以上者

７ 开国郡公 不详

８ 开国县公 不详

９ 开国候 食邑一千户以上者

１０ 开国伯 食邑七百户以上者

１１ 开国子 食邑五百户以上者

１２ 开国男 食邑三百户以上者

由表１可知，宋代共有１２等爵位，其中皇子和
皇帝的兄弟一般被封为王，亲王的儿子中继承爵位

者封嗣王，宗室近亲及皇帝特旨封赐者为郡王。宋

太祖、宋太宗后裔以及特旨封赐者封郡公，其余血缘

关系稍远的宗室近亲封国公。从开国公到开国男要

根据其食邑的多少而赐封。在宋代的１２等爵位中，
嗣王、开国郡公和开国县公一般不封［４］（Ｐ４０６１）。开国

郡公和开国县公因未曾封赐，《宋史》也并未记载这

２等爵位的封赐标准。由宋代１２等爵位的封赐对
象可知，与宋代宗室有关的爵位，除去未被赐封过的

嗣王，还有王、郡王、国公、郡公４个爵位。
１．初次受封
乾德二年（公元９６４年），宋太祖的次子赵德昭

１７岁出阁，任贵州防御使。“前代皇子出合即封王，
上以德昭未冠，特杀其礼，非旧典也。夫贵州属广西

下州，防御使从五品耳，皇子始命以此。”［５］（Ｐ７５８１）前

代皇子一般出阁就被封为王，宋太祖在赵德昭出阁

时仅封其为偏远地区下州的防御使。马端

临［５］（Ｐ７５８１）认为宋太祖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其有虚夸

之心。宋太祖次子于“太祖之世，竟不封以王

爵”［４］（Ｐ８６７６）。可见，在宋太祖时期皇子封爵并不

优厚。

值得注意的是，宋太宗即位以后，一反宋太祖

“特杀其礼”的风格，对诸子封爵十分优厚。宋太宗

有９个儿子，分别是元佐、元僖、元侃、元份、元杰、元
翭、元翶、元俨和元亿，除早亡的元亿和年幼的元俨

并未在宋太祖有生之年受封外［４］（Ｐ８６９３、８７０５），其余 ７
子分别于太平兴国七年（公元９８３年）、太平兴国八
年（公元９８４年）以及端拱元年（公元９８８年）受封。
太平兴国七年（９８３年）五月魏王赵廷美得罪削籍，
七月甲午，宋太宗“封皇长子德崇为卫王，第二子德

明为广平郡王。德崇检校太傅，德明检校太保，并同

平章事”［６］（Ｐ５２３）。随即“有司言卫王及广平郡王当

同日赴中书视事。上曰：‘二王，兄弟也，当分日。’

辛丑，诏卫王先视事，广平郡王以次日。”［６］（Ｐ５２４）魏王

赵廷美五月获罪，七月宋太宗就封皇长子德崇即元

佐为卫王，第二子德明即元僖为广平郡王。几日之

后就令皇长子和皇帝二子先后去中书省办公。太平

兴国八年（公元９８３年）十月，元侃封为韩王，元份
封为冀王，元杰封为益王［６］（Ｐ５５５）。端拱元年（公元

９８８年）元 翭 封 为 徐 国 公，元 翶 封 为 泾 国
公。［４］（Ｐ８７０２－８７０４）由此可见，除去早亡的元亿以及年幼

的元俨，宋太宗９子中，４位首次授爵即封王，１位封
郡王，２位封国公。宋太宗诸子封王和封国公时间
分界如此明显并非巧合，这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着

密切联系。

笔者认为，宋太宗于两年间大肆封王主要是为

了培植诸子势力。宋太宗继位并非名正言顺，为使

自己具有合法继位资格，与赵普杜撰出“金匮之

盟”。然而“金匮之盟”在让宋太宗具有合法继位资

格的同时，也使皇弟赵廷美跻身于储君候选人之列。

此时，宋太宗将皇位传子的主要障碍是宋太祖２子
即赵德昭和赵德芳以及一母同胞的兄弟赵廷美。为

了确保皇位能够顺利传子，宋太宗将几个儿子大肆

封王，意在培植诸子势力，为诸子在政治斗争中增加

资本。太平兴国四年（公元 ９８０年）赵德昭自
刎［４］（Ｐ８６７６）。太平兴国六年（公元９８２年）赵德芳暴
毙［４］（Ｐ８６８５）。太平兴国七年（公元９８３年）五月魏王
赵廷美得罪削籍［６］（Ｐ５２３）。至此，宋太宗基本扫除了

其皇位传子的所有障碍。端拱元年（公元９８８年）
宋太宗即位１２年，已经完全掌控局势，不再需要培
植诸子势力，而是有意锻炼之，因而此时皇子初次受

封为国公。

宋真宗时，宰相屡次上疏：“皇子未议封建，中

外系望，今朝修礼成，愿特降制命。”宋真宗“虽从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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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而谦让未加王爵”，仅封 ５岁的皇子为庆国
公［６］（Ｐ１８９６）。大中祥符八年（公元１０１５年），皇子完
成冠礼后不久，又以皇子庆国公为忠正军节度使兼

侍中，封寿春郡王［６］（Ｐ１９５９）。可见，从宋真宗开始皇

子初次受封为国公，然后依次迁郡王、王，偶尔也有

封为郡公的，如宋英宗时，皇子颢被封为安乐郡公，

皇子鈆被封为大宁郡公［６］（Ｐ４８０２）。

从皇子初次受封的年龄上看，宋太祖、宋太宗

时，皇子出阁才受封，受封时一般在１１～１８岁之间。
宋真宗、宋仁宗和宋英宗虽基本延续这一传统，但皇

子受封年龄开始出现下移趋势。到了宋神宗时期，

皇子赐名即受封，初次受封年龄一般为１岁左右。
２．封爵迁转
南宋著名史学家马端临曾这样总结宋代皇子受

封迁转过程：“皇子生，百蒣命名，初除美军额节度

使，两遇大礼移镇，再遇封国公，出阁拜使相，封王纳

夫人，六除两镇封王，然则皇子虽在所必王，然其迁

转亦有次第，不遽封也。”［５］（Ｐ７５９０）马端临的总结体现

出宋代皇子封爵迁转的渐进性。

另一位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曾概括了宋太祖和宋

太宗初期、宋太宗后期以及宋神宗时期皇子封爵迁

转的情况：“祖宗故事，皇子初除防御使。太宗以

后，或封王，或国公，其间亦有封郡王、郡公者。神宗

诸子初除皆节度使，封国公，稍迁郡王，加平章事，至

出阁封王则始兼两镇，加司空。后皆因之。”［７］（Ｐ２３５）

李心传的这段总结体现出皇子封爵迁转在整个天水

一朝发展演变中的阶段性。他将皇子封爵迁转分为

３个时期。第１个时期是宋太祖和宋太宗初期，皇
子初除防御使。此时，皇子封爵迁转并没有形成定

制。宋太祖时，德昭、德芳尚未封王。宋太宗时，由

于政治局势的关系，皇子出阁即封王。到了端拱年

间（公元９８８—９８９年）皇子初封国公，然后依次转
迁郡王、王。第２个时期从宋太宗后期到宋神宗以
前，皇子封爵迁转并不稳定，有时封王，有时封国公，

期间偶尔有封郡王、郡公的情况出现。宋仁宗时，由

于宗子宗实身份特殊，又处于尴尬地位，其被立为皇

子后仅被册封为钜鹿郡公［６］（Ｐ４７７７）。宋英宗时，赵

颢、赵鈆二子初封郡公，然后依次迁国公、郡王、

王［４］（Ｐ８７２０－８７２１）。第３个时期是宋神宗时期，皇子封
爵迁转基本有了一个确定的过程，即初除节度使，封

国公，之后迁至郡王，加平章事，及至皇子出阁才封

王，再根据具体情况兼两镇节度使，加司空。也就是

说皇子初封国公，稍迁郡王，至出阁封王这样的迁转

次序在这一时期基本确定，“后皆因之”［７］（Ｐ２３５）。

马端临和李心传有关宋代皇子封爵迁转的记载

虽然角度不同，但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皇子封爵有

一个迁转的过程。也就是说，皇子虽然最终都会被

封王，但其封爵迁转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非像前代

皇子那样出阁即封王。

皇子封爵并非总是扶摇直上，也有降封的时候。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１０１５年），“荣王元俨宫火，自
三鼓至翌日亭午乃止，延烧内藏左藏库、朝元门、崇

文院、秘阁”［６］（Ｐ１９２７）。原来荣王元俨宫内的侍婢韩

氏盗卖金器，唯恐东窗事发，于是一把火烧了荣王

宫。大火自三更烧至第二日正午才灭，火势蔓延至

左藏库、朝元门、崇文院、秘阁等地。大火虽非荣王

所放，但荣王难辞其咎，因此宋真宗下旨将荣王元俨

降封端王，出居故驸马都尉石保吉府第，记室参军崔

竀也因“坐辅导无状，亦责官”［６］（Ｐ１９２８）。总体来说，

宋代皇子的封爵迁转呈现出上升趋势，偶有因过降

封者，也仅是皇帝对其过失的小惩，并不影响其尊贵

地位。

　　二、授官

１．检校官
北宋初期到元丰官制施行以前，宋代检校官有

１９级，即除三公、三师外，左仆射至水部员外郎都为
检校官。元丰官制施行以后，左仆射以下为职事官，

因此罢去除三公、三师以外的其他检校官［５］（Ｐ１３８１）。

政和后，改三公为三少，“若武臣累加至检校少师，

则拜太尉，文臣累加检校少师，则拜开府仪同三司。

安南国王初袭封，加检校太尉，经恩迁检校太师，外

蕃刺史州则检校太子宾客，此外不带云”［７］（Ｐ２４８）。

皇帝一般授予皇子以检校太尉、检校太傅和检

校太保这３等检校官。初次授予皇子官职时加检校
太尉，“初授枢密使、使相及曾任宰相、枢密使除节

度使加太傅，初除宣徽、节度加太保”［４］（Ｐ４０６２）。

宋承唐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以太尉、

司徒、司空为三公。自唐代以来，因为以子为父师，

于理不合，皇子一般不兼师傅官，“其后失于检点，

乃有兼者”［８］。治平二年（公元１０６５年）皇子颢封
为东阳郡王，除婺州节度使、检校太傅［９］。权御史

中丞贾黯上《东阳郡王颢检校太傅制》言道：“太傅，

天子师臣也。子为父师，于体不顺。中书检勘自唐

以来亲王无兼师傅官者。盖自国朝命官，只以差遣

为职事，自三师三公以降，皆是虚名，故失于因循

尔。”［９］他建议皇子及宗室卑属除检校官者，“随其

迁序，改授三公”［１０］（Ｐ５０）。宋英宗令翰林学士及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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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人详议此事。翰林学士王皀等言：“按《官仪》，自

魏以来，以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师。太尉、司徒、

司空是为三公。国朝因之。《六典》曰：三师，训导

之官也。盖天子所师法。今皇子以师傅名官，于义

弗安，盖前世因循，失于厘正。”［１０］（Ｐ５０）自此以后，皇

子及宗室“卑行合兼三师者，悉改为三公”［８］。

宋徽宗政和年间（公元 １１１１—１１１７年），因为
司徒、司空为周朝六卿之官，太尉为秦朝主管军事的

官员，“皆非三公，并宜罢之，仍考周制，立三孤少

师、少傅、少保，亦称三少，为次相之任”［５］（Ｐ１３８１－１３８２）。

皇子又兼师傅官，“自嘉王楷始”［８］。

２．武官
宋代一般授予皇子刺史、团练使、防御使、观察

使、节度使等武官官阶。这些官衔并无职事，为皇子

的迁转官阶。

宋太 祖 时 期，初 授 德 芳、德 昭 均 为 防 御

使［４］（Ｐ８６７６）。宋太祖到宋真宗时期初次即授予皇子

节度使［１０］（Ｐ２９－３０）。到了宋仁宗时，由于宗子宗实身

份特殊，由刺史迁团练使，后迁为防御使［４］（Ｐ２５３）。宋

徽宗时期，节度使授予过滥，皇子初次即被授予节度

使。南宋以后皇子又很少被授予节度使［７］（Ｐ２３９）。宋

代授予皇子刺史的情况比较罕见，北宋时期只有宋

英宗曾被授予刺史［４］（Ｐ２５３）。南宋时期宋孝宗的皇子

和皇子
!

曾被授予过刺史［４］（Ｐ６９３、８７３２）。

可见，宋代皇子初除节度使的情况比较普遍。

即使初除不为节度使，最终也会升迁至节度使。节

度使并没有实际权力，其事务悉归本州知州、通判管

理，无定员，朝廷赐予节度使的封号等级与参知政事

等执政官相同。在宋代，节度使一般为荣誉职务，称

“某某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沿袭唐代制

度，凡节度使、枢密使、亲王、留守、检校官兼侍中、中

书令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皆谓之使相，以待勋

贤故老及宰相久次罢政者；随其旧职或检校官加节

度使出判大藩，通谓之使相”［４］（Ｐ３９４６）。所谓“使相”

非真宰相，属于高级阶衔。元丰改制，易开府仪同三

司为使相，作为文臣寄禄官最高阶。使相不参与政

事，但许在除拜将、相等制敕之敕尾署“使”字，享有

俸禄。有时节度使也用于武臣的加官。宋代最初授

予节度使的对象是“宗室近属、外戚、国
"

年劳久次

者”［４］（Ｐ３９４６）。

按照惯例若非亲兄弟或受宠皇子，宗室不得同

时任两处的节度使。宋神宗时，“相孝定王允弼、定

荣易王允良以属近行尊，乃得之”。宋宁宗庆元年

间（公元１１９５—１２００年），嗣秀王伯圭要辞去中书

令一职，宋宁宗下旨令有司“别议优崇之礼，始命兼

两镇焉。国朝二百五十年，宗室秉双旄者，仅三人

尔”［７］（Ｐ２３６）。由此可见，节度使兼两镇或两镇以上是

一种殊荣，但皇子大多可同时除两处节度使。如元

僖先被授予威武军节度使，后又兼领建宁军两镇节

度使，元杰则被直接授予剑南东、西两川节度

使［１０］（Ｐ２９）。这说明宋代皇子在节度使授予方面的待

遇较为优厚。

《职官分纪》中记载：“国朝节度使，并兼管内观

察、处置等使，以本州刺史、长史为节度、观察等使，

不临本部者，以它官知判州府事。”［１１］唐制，大都督

以亲王遥领，大都督府之政务由大都督府长史主

持［１２］。宋沿唐制，亲王为节度使，授以某州大都督

名号，只是荣誉头衔并无实权。宋初，曾误授予亲王

大都督长史。淳化五年（公元９９４年），皇子益王元
杰改封吴王，行扬州、润州大都督府长史，领淮南、镇

江两军节度［１０］（Ｐ４７）。翰林学士张洎负责草拟此诏

令，他上疏：“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为国，置傅、

相、内史，佐王为理，如不之国，朝廷命卿大夫临郡，

即称内史行郡事。唐以扬、益、潞、幽、荆五郡为大都

督，置长史、司马为上佐，即内史之职也。其大都督

之号，非亲王不授，或亲王遥领，别命大臣临郡，皆是

长史、副大使知节度使事。今吴王实居大都督之任，

复加长史，乃自为上佐，其名不正，望付中书门下商

议施行。”张洎认为大都督之号只授亲王，长史、副

大使辅佐亲王处理节度使事务。吴王虽已居大都督

之职，如果再加长史，就变为属官，这样的名分不合

礼法。宰相吕蒙正也认为：“襄王、越王皆领长史，

今吴王独为大都督，居二王之上，恐亦非便。”于是

宋太宗下诏更正［６］（Ｐ７７２）。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

９９９年）十月，下诏“自今亲王领大都督、节镇、州府
者，勿复兼长史”［６］（Ｐ９６８）。命令禁止亲王领大都督、

节度使时再兼长史。

至道二年（公元９９６年）二月五日，宋太宗欲除
徐国公元睩、泾国公元睰化外藩镇。宰臣不明白皇

帝为何要让皇子领偏远落后的藩镇。宋太宗解释

道：“朕意非其他，若除化内州府，诏下之日即遣诸

色公人申送书状，虑成烦扰。”宰臣认为，“亲贤不当

除化外”，命本道人不派人上京即可。于是宋太宗

命元睩即元翭为洪州都督、镇南军节度使，元睰即元

翶为鄂州都督、武昌军节度使［１０］（Ｐ４８）。可见，皇子一

般不领偏远地区藩镇的节度使。

张邦炜在《宋代皇亲与政治》一书中提到：“防

御使只不过是高于团练使、低于观察使的一种环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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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既不驻本州，又无职掌。”［１］（Ｐ５８０）笔者认为这一说

法值得商榷。防御使、团练使、观察使属于武官官

阶，并不属于环卫官。《宋史·职官志》对环卫官是

这样记载的：诸卫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并为环卫

官，无定员，皆命宗室为之，亦为武臣之赠典；大将军

以下，又为武官责降散官。［４］（Ｐ３９３２）实际上，这里是北

宋环卫官的概况，即宋代诸卫上将军、大将军以及将

军为环卫官。南渡以后，宋高宗时多不除授环卫官，

宋孝宗时才令学士洪遵等讨论典故再次设置十六卫

号称环卫官，又在诸卫中备置中郎将、郎将，总共分

５等，即上将军、大将军、将军、中郎将、郎将。［４］（Ｐ３９３２）

可见，环卫官在北宋指诸卫上将军、大将军和将军，

在南宋指诸卫上将军、大将军、将军、中郎将以及郎

将，并不包括防御使、团练使和观察使。因此，防御

使是高于团练使、低于观察使的一种武官官阶，而非

环卫官。

３．州牧府尹
宋代牧、尹不常置，宋太宗、宋真宗都曾担任过

开封府尹，其后“亲王无继者”，设权知府一职，由待

制以上官员担任府尹，“正畿甸之事，中都之狱讼，

皆受而听焉”［５］（Ｐ１８９０－１８９１）。崇宁三年（公元 １１０４
年），蔡京建议罢去权知府，设置牧、尹各一员，总管

一府事务。牧由皇子担任，尹则由文官充当。建炎

三年（公元１１２９年），改杭州为临安府。乾道七年
（公元１１７１年），命皇太子任临安府尹，以东京为官
署，废除临安府通判、签判，置少尹、判官、推官［１３］。

《文献通考》记载：“京府以及四方大镇，皆有牧尹，

而类非亲王不除。”［５］（Ｐ１３６２）可见，牧、尹作为重要差

遣，并不轻易授予，大多都是由亲王担任。

（１）州牧
宋代州牧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为正式官名，如

雍州牧、冀州牧等九州牧，特授于亲王宗室；另一种

解释则作为知州拟古官称。本文采用的是第一种意

思，即正式官名。北宋冀、青、徐、扬、荆、豫、雍、兖九

州置牧，南宋诸朝皆沿设。一般亲王出镇时才加牧，

如天禧元年（公元 １０１７年），楚王元佐领雍州
牧［４］（Ｐ１６２）；景二年（公元１０３５年），荆王元俨行荆、
扬二州牧［１０］（Ｐ３１４０）。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１０１５年），皇兄楚王元佐
行兴元牧，“州牧自此始”。天禧元年（公元 １０１７
年），楚王元佐领雍州牧；元禧二年（公元１０１８年）
加兴元牧。宋真宗对宰臣说：“楚王加恩，兴化府必

遣人来，重于烦扰，宜速止之，不烦上京。”［１０］（Ｐ３１４０）

宋仁宗时，首创兼州府两牧之例。景二年（公元

１０３５年），雍州牧兼凤翔牧荆王元俨为荆南淮南节
度使，行荆州、扬州牧，“二州牧自此始也”［１０］（Ｐ３１４０）。

崇宁二年（公元１１０３年），宋徽宗置开封府牧，
由皇子担任，户部尚书左肤等上疏请制禄令。后宋

徽宗下诏说其禄令与执政官同，并且将此立为定制。

开封府为北宋皇宫所在地，朝廷百司所居之所，正因

为它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开封府牧不常置，皇帝一

旦置开封府牧必有其政治目的。开封府牧即使设置

也并非一般皇子可以担任，只有有望继承大统者才

有机会担任开封府牧。宣和七年（公元１１２５年），
宋徽宗已有内禅意图，仿照宋太宗任皇子元侃为开

封尹之故事，命皇太子桓为开封府牧，在任三天。总

领开封府事务，并兼功德使［１０］（Ｐ３１４０）。

（２）府尹
宋太祖时期授予皇子差遣，有意识让二子参与

朝政事务。宋太祖二子曾先后担任兴元尹。开宝九

年（公元９６８年）二月，吴越国王钱?与其妻、子、诸
臣来汴京觐见太祖，“上遣皇子兴元尹德昭至睢阳

迎劳”［４］（Ｐ１３８９９）。但是这一状况到了宋太宗时期有

所转变。雍熙二年（公元９８５年），皇长子赵元佐患
病，以皇子元僖为开封府尹［４］（Ｐ８６９７）。淳化五年（公

元９９４年），以皇子元侃为开封府尹［４］（Ｐ１０３－１０４）。宋

太宗出于培养皇储的目的，曾先后令元僖、元侃担任

开封府尹，锻炼其处理政务的能力。元杰于端拱初

年（公元９８８年）加成都尹，但也只是授予官制并没
有实际职权［４］（Ｐ８７０１）。可见，宋太宗时期基本确定了

除皇储外皇子不得参与政务的制度。宋仁宗时，命

防御使赵宗实（即宋英宗）掌管大宗正司事务，赵宗

实在即位之前未曾担任过府尹州牧［４］（Ｐ２５３）。此后，

皇子虽大多被授予州牧府尹，但都没有实际权力。

南渡之后，宋孝宗出于立储问题的考虑，加皇子

恺雄 武、保 宁 军 节 度 使，进 封 魏 王，判 宁 国

府［４］（Ｐ８７３３）。魏王恺出镇前，宋孝宗命宰相于玉津园

为他践行。魏王恺登车后，对虞允文说：“更望相公

保全。”魏王恺可以说是宋代第一位到地方管理政

务的皇子。宋孝宗出于政治目的考虑，给予其厚禄，

叫他离京就封。赵恺并不怨天尤人，而是在其位谋

其政，精心吏治，心系黎民。初到宁国府时，宁国府

的长史要与司马一起分治宁国府，让赵恺坐享其成。

然而赵恺却断然拒绝，并上奏道：“臣被命判府，今

专委长史、司马，是处臣无用之地。况一郡置三判

府，臣恐吏民纷竞不一，徒见其扰。长史、司马宜主

钱谷、讼谍，俾拟呈臣依而判之，庶上下安，事益易

治。”［４］（Ｐ８７３３）宋代的官制在中国古代素以官吏繁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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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弊丛生而著称。赵恺上述这番话在某种程度上点

破了宋代地方政治冗官冗员、办事效率低下的弊端。

乾道七年（公元１１７１年）四月二十七日，皇太
子领临安府尹，以东宫为治所。少尹以下府官，两日

一次到东宫奏事。乾道九年（公元１１７３年），免太
子临安府尹［１４］（Ｐ１７００）。

可见，皇储只有在担任州牧府尹时，才会真正地

参与一些政务的处理，对其他皇子来说，州牧府尹仅

仅是显示其身份地位的虚衔。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皇子的政治待遇并非一视

同仁，如前代一样，宋代也很注意区别皇太子与普通

皇子的待遇，确保皇太子的尊贵地位，避免其他皇子

萌生僭越之心。治平元年（公元１０６４年），皇帝二
子颢进封为东阳郡王，其位与颍王仅差一阶，“起居

出入，事颇均齐”［１５］。为了显示皇储候选人颍王与

其他皇子的区别，殿中侍御史傅尧俞上疏宋英宗请

求“待颢以下恩意礼秩，当与颍王差远，使有限隔，

无可陵之势”，以保“社稷无疆之福”［１５］。宋英宗即

位后，先后为３位皇子建造宫殿，然而大兴土木劳民
伤财，加之粮食收成不好又有时疫，因而此举遭到非

议，引起民众不满。治平二年（公元１０６５年），侍御
史赵瞻认为“宫邸之制过丽则侈心生，工徒之役违

时则乖气应”，“况宫制院名，居非其所，虽人子性行

自隆友悌，而国家礼法贵示降差。并列东宫，恐乖古

典”［１５］。他劝谏宋英宗不能因宠爱之私心，使其他

皇子萌生僭越太子之心，并建议宋英宗３位皇子的
待遇当有差别。

宋高宗收养２个宗子，即赵瑗和赵璩，由于始终
没有选定到底立谁为皇太子，所以赵瑗和赵璩成年

后“官属礼制相等夷，号东、西府”［４］（Ｐ８７３１）。显仁太

后驾崩后，宋高宗决定立普安郡王赵瑗为皇太子，

“璩因加恩称皇侄，名位始定。迁开府仪同三司，判

大宗正事，置司绍兴府”［４］（Ｐ８７３１）。宋高宗在没有确

定谁为皇太子时令２个宗子享有相同的政治待遇，
一旦确立赵瑗为皇太子，立即封赵璩为皇侄，从而确

保皇储的政治地位。

宋孝宗立储时也有同样的考虑。宋孝宗时期，

皇长子
!

英年早逝后，礼法上最具有立储资格的是

恺，即皇长子
!

同母、弟弟。但宋孝宗觉得“以恭王

英武类己”，于是决定立恭王为皇太子，但是这样

又不符合常理，所以宋孝宗迟迟未立皇太子。丞相

虞允文请求宋孝宗早日立储时，他说：“朕既立太

子，即令亲王出镇外藩，卿宜讨论前代典礼。”［４］（Ｐ６９３）

允文奏曰：“陛下止有两大王，若立一王为太子，一

王自留王邸侍陛下左右，本朝亦无似此典故。”宋孝

宗却说：“朕之虑甚远，卿可于唐以前仔细密加讨

论，别一日进呈。”［７］（Ｐ５２１）其实，立太子与亲王出镇外

藩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连丞相虞允文都说一王为太

子，另一王自当留在王邸，陪伴在皇帝身边。宋孝宗

执意要在立太子的同时，“令亲王出镇外藩”，其“虑

甚远”指的是支开魏王恺给扫除障碍，也是在“尊

储贰之定分”。淳熙七年（公元 １１８０年），魏王恺
薨，宋孝宗泫然流涕地跟右丞相赵雄说：“朕向来所

以越次建储者，正为此子福气稍薄耳，然亦不料其如

此之夭也。”［７］（Ｐ５２１）宋孝宗为确保皇太子的政治地位

将魏王赵恺支开，却没想到魏王恺英年早逝，宋孝宗

如此慨叹可见其对魏王恺的宠爱程度。但是确保皇

太子顺利继位重于一切，无论宋孝宗如何不舍、如何

觉得愧对魏王赵恺，他都必须为皇太子扫除障碍。

　　三、赠官

《宋史》对宋代皇族的赠官之法是这样记

载的［４］（Ｐ４０８３）：

建隆已来，凡有恩例，文武朝官、诸司使副、禁军

及藩方马步都指挥使以上，父亡皆赠官。亲王赠三

官，可赠者赠二官，追加大国。皇属近亲如之。追加

封爵。服
!

及诸亲之服近者赠一官。宰相、枢密使

赠二官。使相、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尚书已上、三司

使、节度使、留后、观察使、统军上将军、内臣任都知

副都知者，赠一官。此皇族及臣僚薨卒赠官之法也。

其官秩未至，而因勋旧褒录或没王事，虽卑秩皆赠官

加等者，并系临时取旨。

这段史料对赠官数量进行了说明。亲王原则上

赠三官，实际上一般赠二官，皇属近亲也是这样；宰

相、枢密使赠二官；使相、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尚书

以上、三司使、节度使、留后、观察使等赠一官，如有

官秩尚未达到，也可因其功勋对其赠官。关于皇子

的赠官规则，南宋史学家李心传［７］（Ｐ２３６）则有如下

总结：

旧制，皇子皆赠三师、二令。元丰改官制，以侍

中、中书、尚书令为三省长官，不为赠典。乾道中，正

丞相官名，削侍中、两令之位，故魏惠宪王虽孝宗爱

子，生止为使相，薨止赠两州牧。盖上意以子弟居师

傅官不顺，而三省长官已废，故但以州牧优之。庆元

中，嗣秀王以山陵总护之劳当迁，而官已至太师，乃

拜兼中书令，王辞不拜。已而，上有殇子亦赠太师、

中书令，追封兖王。不知今官制已无二令之名，此有

司失详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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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在元丰改制以前，皇子去

世后一般赠“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及“二

令”（即中书令和尚书令）。在实际赠官中，一般赠

皇子太师，很少赠太傅、太保。如有赠太傅者，最终

也要加赠至太师。如宋仁宗子窻，一日而亡，庆历元

年（公元１０４１年），赐名窻，赠太傅，追封褒王。嘉
四年（公元 １０５９年），加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
令，封魏王。元丰改制后，由于侍中、中书令和尚书

令成为三省长官，“不为赠典”。因此，宋徽宗时皇

子去世后赠右弼。如宋徽宗子椿薨后赠太师、兼右

弼［１０］（Ｐ８０）。但实际上右弼仍是中书令。宋徽宗政和

二年（公元１１１２年）九月二十五日，诏改中书令为
右弼［１６］。靖康元年（公元１１２６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复旧称［１７］。乾道时期（公元１１６５—１１７３年），“正丞
相官名，削侍中、两令之位”，因此魏惠宪王赵恺虽

为宋孝宗爱子，却生前只为使相，死后只赠扬州牧和

徐牧［７］（Ｐ２３６）。宋宁宗庆元年间（公元 １１９５—１２０１
年），有夭折皇子仍赠太师、中书令。如嘉定元年

（公元 １２０８年）闰四月，皇帝八子薨，宋宁宗诏吏
部、太常寺讨论赠官典故。吏部以《国朝会要》元丰

四年（公元１０８１年）郓王倜、政和三年（公元 １１１３
年）汉王椿为例建议赠太师、尚书令，追封肃王。礼

部尚书、给事中倪正甫以引治平二年（公元 １０６５
年）王禹玉等议皇子以师傅名官“于礼未安”的事件

为例，请求只赠尚书令，宋宁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乾

道年间（公元１１６５—１１７３年），三省官长改称左、右
丞相，当时只赠皇子尚书令，“盖无此名矣”［７］（Ｐ７４５）。

实际上，乾道二年（公元１１６６年），宋孝宗子恪赠淮
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邵王，这一时间距

离嘉定四年（公元１２０８年）皇子赠官之时最近，“且
最为得体，而议礼者皆不及之，盖弗深考耳”［７］（Ｐ７４５）。

　　四、结语

宋代皇子虽最终都会被封为王，但存在着迁转

的过程。皇子封爵迁转次序为初封国公，稍迁郡王，

至出阁封王，这样的迁转次序基本确定于宋神宗时

期。这样循序渐进的封爵过程与前代皇子出阁即封

王大相径庭，这表明宋代皇子封爵待遇并不比前代

优厚。除了封爵外，宋代还授予皇子检校官和武官

等官职，但这些官职并没有实权，都是一些荣誉虚

衔。有时宋代皇子还出任州牧府尹，但除皇储在担

任州牧府尹时进行从政训练外，州牧府尹对一般皇

子来说也是虚衔。这说明在授官上，宋代皇子并不

掌握实权，一般都是被授予尊贵的虚衔，这与隋唐时

期皇子担任要职不可同日而语。可见，无论是从封

爵方面还是从授官方面来看，宋代皇子的政治待遇

都大不如前。宋代，为示恩宠于皇子去世后，一般赠

其“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以及“二令”（即中

书令和尚书令），但是对生时被高官厚禄所供养却

并不掌握实权的皇子来说没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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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情势下的艺术生长
张福平

（郑州轻工业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随着网络和手机技术的发展，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以强大的声势涌入主流传播渠道，使得
艺术传播单一地屈从传统大众传媒传播逻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艺术的生长或因现代传媒环境的

变化呈现出分化发展的情况：依托传统大众传媒发展的艺术进一步精萃化，服务于企业品牌建设的

倾向化创作促使艺术流派多元共生，基于个人自媒体的艺术精彩纷呈。在这个注意力主导的时代，

以互动、社交、分享、小众化、大数据取胜的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也促使艺术传播与价值影响发生诸

多变化：艺术普及更为迅速广泛，大众审美空前提升；人人都是设计师，个性化订制大发展；艺术批

评全球化，艺术品交易市场更加活跃；艺术文化产业大发展，基于艺术的自媒体“钱景”可期。自媒

体传播在大大促进艺术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比如：传播内容的同质化问题严重，

自媒体艺术传播面临发展瓶颈；超现实镜像问题依然在自媒体中存在，这对包括艺术在内的社会文

化的持续健康发展极为不利；技术引发传播异化，并对艺术创作产生负面影响。

［关键词］自媒体；艺术传播；艺术异化

［中图分类号］Ｊ０２２；Ｇ２０９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６

　　随着网络和手机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微博、微
信、网络视频等新媒体技术的快速扩张，原有大众传

媒的编辑传播功能正逐步被社会化分享所取代———

以前，大众传媒的编辑者依靠自己岗位的权威性，决

定信息的采集、验证和评论；而现在和将来，个人的

好友也可以决定信息的采集、验证和评论，他们正在

扮演编辑、传播者角色，内容生产不再是大众传媒的

专属，它也可以是个人、企业传达自己的价值观，聚

拢目标受众、与他们建立长期联系的渠道和手

段［１］。如此，话语权被各类自媒体切分，大众传媒

或会向自媒体征稿。自媒体生态的快速形成，基于

微博微信等的个人自媒体、企业自媒体以及专业自

媒体的不断涌现，预示着自媒体时代或将全面到来。

基于微博、微信等的自媒体呈现出快速生长的

态势。２０１３年３月，微信注册用户突破３亿，１０月
已达６亿；社交通讯平台建设如火如荼，网易推出易
信，盛大推出ｙｏｕｎｉ，阿里巴巴推出来往，马云企图于
２０１４年夏天火烧南极（腾讯企鹅领地）。［２］在此情势

下，各种形态的自媒体风生水起，花样翻新的自传播

铺天盖地。在当下这个争相抢夺眼球的读图时代，

艺术传播在自媒体传播中最是抢眼，自媒体的发展

将为艺术文化的发展拓展新的空间。

　　一、不同媒体环境下艺术的分化

生长

　　在自媒体以其强大的声势涌入主流传播渠道的
当下，艺术传播单一地屈从传统大众传媒传播逻辑

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艺术的发展会一改受制于传

统大众传媒的状况而呈现出分化生长的态势。从发

展趋势上讲，艺术的生长或由现代传媒环境的变化

呈现如下分化发展的情况。

１．依托传统大众传媒发展的艺术进一步精萃化
权威性、专业感是传统大众传媒的优势和品牌

依托，而品牌代表着公信力。那些精英艺术、大腕的

艺术作品，或者追随组织的艺术创作等，依然要通过

规模化媒介资源———传统大众传媒———获得尊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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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以扩展声誉。在现行科研评价体系及社会认

可情势下，传统大众传媒在艺术传播中依然占据着

相当的份额。但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往那些

上不了传统媒体的艺术样式将会通过自媒体来发

布。所以，依托传统大众传媒发展的艺术会进一步

精萃化，那些精英艺术依然会与传统大众传媒相伴

而生，并发挥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虽其在自媒体上

的传播也会有，但多是浅表的，满足不了其扩大声誉

的需求。

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创新及应用，不仅改变了

信息传播方式，还改变了读者的阅读习惯，媒介大融

合将成为传媒发展的主流。许多规模化运作的传统

媒体正在将其元媒体、网站、掌媒等资源予以整合，

试图以“可看、可视、可交流、可互动”的方式将“传

播、体验、销售”有机结合，从传播内容和产品，到传

播流程和服务模式将全面转型，在内容、渠道和平台

上进行更好的资源统筹与利用，这对于其内容集聚

极为有利。因而基于传统媒体的艺术生长不会式

微，而是将进一步精萃化。

２．服务于企业品牌建设的倾向化创作促使艺术
流派多元共生

互联网的选择性极多，生活化传播的优点在于

它置身于人们的生活中，瞬间就可以让亿万人知道。

以前段时间十分火爆的“褚橙”为例，褚时健种橙子

的故事在微博、微信上被持续发酵，最后通过分众楼

宇电视播出的褚橙广告落实到一个具体的消费场景

中，瞬间引爆了本来生活网这个销售平台。无论是

社交化媒体孕育能量、助推高潮进而转化为销售力，

还是制造由头、引发社群关注与讨论、进而形成全媒

体发酵，这两种与自媒体交互作用的传播方法将会

是成长型企业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传播的全新标配和

法则［３］。加之软文的广告效应使得企业重视媒体

报道，自建媒体与自媒体平台（比如开设微博、微信

公众账号之类）都可以成为企业进行精准化及个性

化营销的重要载体，互联网的资讯汇聚与互动营销

使自媒体以其圈层营销的优势服务企业品牌的价值

日益凸显———借助互联网的多媒体全景信息资源，

客户到达、客户确认轻而易举，使推广与销售合二为

一（比如，企业可以通过公众在朋友圈征集点赞赠

礼品等形式，推广自己的产品，扩大品牌影响）。企

业可借助艺术元素参与事件策划，通过微信微博等

自媒体传播产生裂变效应，在企业广告推广的同时

促进艺术的超常规传播。

更深层次讲，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为打造自身

特色、实现差异化竞争而自建垂直媒体和自媒体。

所谓垂直媒体，就是先有特定客户群，然后围绕这个

客户群提供主题性、个性化的内容产品与活动产品，

形成Ｂ２Ｂ、Ｂ２Ｃ等服务产业链，比如高端旅游业、银
行的客户组织［４］等。不同企业品牌自媒体，定位不

同，要塑造的人格化品牌形象不同，其为用户提供的

特定价值自然也有差异，因而需要不同特征风格的

内容作支撑。比如，运动类企业自媒体，要促进品牌

建设，就少不了提供运动、健康方面的资讯，采用的

艺术内容也要与此相匹配。如此，艺术的倾向化创

作会大量涌现，区域性或群体性特征将进一步凸显，

艺术流派会更为多元。

３．基于个人自媒体的艺术精彩纷呈
与企业自建媒体和自媒体平台类似，艺术界或

相关人士为了增加其个人影响力，也会构建个人自

媒体，来发表以其个人观念和价值取向为指针的艺

术内容。自媒体情势下，一些优秀的艺术工作者，会

从现在的机构媒体中解放出来，一头扎进寻找艺术

表达新形式的大海里，自由地呼吸、生产和创造，从

而有了更大的自由度，生产的内容会更好；另外一些

非职业人士，出于业余爱好或增加影响力等目的，也

会更多地参与其中，丰富艺术文化。比如，从２０１０
年开始，国外就兴起了一批年轻的独立设计师制作

个性化品牌的风潮，借助网络和移动终端设备，只需

花费小成本就可以向全球观众推广自己的品牌，而

博客和社交网络又为时尚评论增加了纸质媒体不可

比拟的即时性、互动性，并且变革了过去由时尚界精

英圈定的“等级制”金字塔格局［５］。如此，艺术自然

生长的空间被打开，青年艺术家将获得更多的机会，

艺术的兴趣色彩增强，艺术品类会更为多元，艺术精

品会大量涌现，艺术文化将更加繁荣。

与传统媒体的艺术传播不同，自媒体上的艺术

传播（比如“水彩写生”“左衽中国”），其传播内容

会以作品为本位，不仅展示作品，而且展示作品的形

成过程及创作者的生存状态和创作环境等历史文化

背景，其艺术观念与艺术创作精神得以张扬，进而以

其独特的风尚和强大的影响力汇入主流艺术文化的

洪流。

　　二、自媒体情势下的艺术传播与价

值影响

　　在这个注意力主导时代，用户的注意力在哪里，
影响力就到哪里，哪里就能成为媒体。２．０时代的
受众对于内容有了更多发布、分享和社交的需求。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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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媒体的社交化趋势、移动化趋势，使得信息因

为受众的创造、分享而变得更有价值，影响力更强。

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应用具备可观的打开率和使用

黏性，阅读植入生活，贯穿用户的沟通、并使沟通更

具广域意义，既可与好友进行私人信息的交流，也可

对公众账号的内容给予吐纳。自媒体尤因微信平台

而高度膨胀。［６］促进自媒体大发展的，除了依托全

民社交应用的开放型自媒体平台微信公号，还有以

新闻为基础的专业化自媒体平台搜狐新闻客户端、

掌握互联网入口的限制级自媒体平台百度百家等。

搜狐新闻客户端既有类似微信的订阅体系，也有传

统门户的编辑运营环节，为自媒体人设计了内容奖

励、类经纪人及原生广告等收益模式，更是激发了自

媒体人的参与热情。

以互动、社交、分享、小众化、大数据等取胜的自

媒体，其快速发展也促使艺术传播与价值影响发生

诸多变化。

１．艺术普及更为迅速广泛，大众审美空前提升
在移动互联时代，任何环节的信息交流均会被

加速，互联网改变了信息传输的效能，有 Ｗｉ－Ｆｉ的
地方就有艺术。在微信、ＱＱ等媒介平台，以成组图
片、优美文字、赏析评介等形式出现的艺术类分享会

从一个朋友圈快速传至多个朋友圈，然后以重力加

速度的量级成倍扩散，远远超越传统媒体一次性投

放的辐射力。比如精彩摄影作品、大师书画作品、妙

趣横生的设计作品、动人的短片等业已成为微信、

ＱＱ空间等自媒体平台热传的内容，一些意见领袖
的评论以及公众账号的相关推送也成为推升艺术传

播的载体与构成。一些有才气的艺术家借助自媒体

传播会更早地脱颖而出，自媒体的多元交流、即时品

评互动也有助于艺术家增长见识，开拓思路，提高创

作水平。与此同时，艺术资讯的热传也使得大众的

艺术修养空前提升，使诸多过去不怎么关注艺术的

人也会在这种氛围下渐渐成为痴迷的艺术爱好者和

热情的艺术传播者。

２．人人都是设计师，个性化订制大发展
在自媒体中各类艺术创作分享的鼓动与启发

下，人们参与设计创作的热情空前高涨，诸多新的语

言元素、新的表达方式、新的理性资源不断输送，艺

术设计创作的体裁、介质和观念，不断被拓展、解构、

改组与重建，艺术样式异彩纷呈，各类艺术相互碰撞

吸纳，进一步促进艺术文化大发展。

与此同时，借助自媒体，消费者与设计制造方之

间的交流越来越便捷顺畅，交互信息损耗大减，消费

者参与会延伸到生产环节，由设计师同消费者共同

决定如何制造他们想要的产品，企业则可以将消费

者的反馈囊括在纠错机制之中，形成内部创新的标

准化体系，加快产品的更新周期。有创意的企业还

会开发结合游戏的艺术设计应用产品，吸引更多的

人参与设计创作。消费者的参与不仅可丰富设计师

资源，使产品丰富多样，也有助于其产品的口碑推广

与圈层销售。

也就是说，未来的消费者、设计者与生产者之间

的界限会渐趋模糊，设计制造业大规模投放广告、大

规模设计生产的时代将终结，从而进入新部落时代，

精细化服务、个性化订制将成为常态，人人都是设计

师，人人都是生产者。［１］

３．艺术批评全球化，艺术品交易市场更加活跃
目前，许多艺术创作者和商家争相借助自媒体

传播艺术品展示与交易的相关资讯，通过圈层传播

推销艺术品，大大拓展了营销受众范围。传统的艺

术品定价对于消费者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信息不对

称，而互联网的Ｃ２Ｃ、Ｂ２Ｃ机制有利于打破信息垄断
格局，消费者可以通过用户评论对艺术品进行评点，

艺术批评全球化，互联网的群蜂智慧将使艺术品的

背景、价值等信息透明化，相关解读也更客观公正，

从而大大减少了个人判断的精力支出与误判的可能

性，这也促使许多没有相关经验的人敢于投身艺术

品交易市场。商家可以通过相关评论提升自己的服

务能力，同质化的艺术设计品将越来越失去竞争力，

而那些拥有一流用户体验的产品将会脱颖而出。未

来的艺术品市场会变成线下与线上的结合，价格同

步，有些艺术家或许会借助专业团队进行线上、线下

营销；借助互联网大数据挖掘，艺术品广告也将转入

精准投放模式［７］，自媒体的圈层效应更是有利于个

性化艺术品的推送。

４．艺术文化产业大发展，基于艺术的自媒体
“钱景”可期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艺术文化消费会呈

几何级数快速增长，手机、平板设备业已普及，自媒

体中艺术文化内容备受追捧，整合艺术文化资源，进

行艺术文化产业链创新会更加有利，基于艺术的文

化产业大发展成为必然。

艺术的自媒体传播，使得分享内容所描绘的美

好生活方式十分令人向往，一批批观赏摄影、文玩展

示、服装设计等图文的发布与分享，将会前所未有地

激发人们出游、创作、消费的欲望，文化旅游业、艺术

品产业、电影产业、网络新媒体产业等将迎来新的发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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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契机，一些新的艺术文化产业会大受欢迎，比如创

意生活产业———企业以“生活理念”为诉求基调，通

过空间镶嵌与设计美感，将文化创意同衣食住行育

等行业联合跨界经营，打造消费者强烈想要拥有的

商品。［８］

与此同时，自媒体的艺术传播也大大激发了大

众的审美学习愿望，基于网络的艺术知识学习、艺术

在线教育等服务需求旺盛，有望成为内容产业新的

增长点。

借助自媒体传播，我国出版业可以更加便捷地

向世界输出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内容，树立现代文化

中国新形象，同时也将优秀的海外作品吸收进来，丰

富国内市场。艺术传播类自媒体也有可能像实体传

媒那样形成协同编纂平台，协同编审、出版商、作者

等，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数字内容服务。正如 Ｔｕｍ
ｂｌｒ这个自助出版平台，能够让成千上万的人通过协
作生产出短小精悍并具情节性的小说，更多的人蜂

拥而至来阅读。这使得出版商很容易发现作者的创

造性才华和能量。

高价值、高精准的目标受众，会让自媒体具有更

高价值，基于艺术的自媒体“钱景”可期。人人都想

借助基于长尾小众化需求、部落化生存的社交网络

自产自销，互联网巨头的全面介入或使自媒体的商

业潜力日趋明朗。“目光聚集的地方，金钱必将追

随”（凯文·凯利《技术元素》）。个别艺术自媒体或

以其特有的水准产生强大的感召力，粉丝众多，进而

在虚拟空间形成像１９９０年代圆明园及后来的宋庄
那样的艺术家聚集区，以其特有的活跃气氛和自传

播体系，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包括观念上、创作上、展

览上、对外交流上，以及艺术品买卖等自成系统，这

种力量又不断转换成吸引力、号召力、凝聚力，成为

艺术家的“大本营”及公众甚至大众媒体的关注点，

从而带来不同受众：艺术商人、评论家、媒体记者、艺

术家、艺术爱好者、猎奇者，得到国内外艺术界、文化

界、产业界等的关注，得到政府或资本的认可和扶

持［９］。有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可能性：搜狐新闻客

户端设计了一个对接广告主与自媒体作者的平

台———原生广告系统，广告主在平台上发布原生广

告需求，相应的自媒体作者接单，并创作内容，之后

通过自己的自媒体发布，客户端会按照个性化推荐

把相应的内容推送到感兴趣的读者面前，最后以

ＣＰＭ的形式向自媒体作者分成，以此来解决长尾自
媒体的盈利问题。比如由搜狐新闻客户端、搜狐

ＩＴ、搜狐视频联合推广的脱口秀节目“三表龙门

阵”，让自媒体人三表在一次品牌广告的投放中拿

到了１５万的广告分成，成为业界美谈。［６］

　　三、自媒体的异化及其带来的艺术

异化

　　自媒体传播大大促进了艺术文化的发展，但同
时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比如传播的同质化问题严

重、超现实镜像问题依然存在、技术引发艺术创作异

化等。

１．传播内容的同质化问题严重，自媒体艺术传
播面临发展瓶颈

基于微博、微信的自媒体其短板十分明显：内容

生产方规模有限，输出渠道方委屈求全，终致相互之

间可复制性太强，玩家越多，艺术传播的同质化越明

显。［６］自媒体艺术传播要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真

正挖掘艺术文化内涵，拓展艺术应用，创新艺术传播

方式（比如可用漫画动漫等形式传达施政思路、公

开政务信息等，既是政治传播创新，也有助于艺术文

化发展；比如把艺术文化景点制作成全景可移动的

数字影像，既利于旅游开发，又利于艺术文化传

播）；大力培养创意人才，吸纳更为多元的专业人士

（比如会外语的、懂法律的、通 ＩＴ的等），以适应艺
术传播的综合性特征；规范文化产业市场，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体系［１０］，尤其要在全社会营造“保护版权，

人人有责”的氛围。

２．大众传媒的超现实镜像问题依然在自媒体中
存在，这对包括艺术在内的社会文化的持续健康发

展极为不利

传统图书报刊订阅越来越少，网上推送的信息

成为许多人认识世界的主体构成，如果没有足够大

的接触圈、没有足够强的媒介认识素养，很快会导致

部分人被自媒体呈现的境况所迷惑，以叶障目，思维

跑偏；即时浏览还使得人们思考力碎片化、表达碎片

化，阻断深思，创新思维难以形成。这对于包括艺术

在内的社会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一个只有“私器”而没有“公器”的社会是不健

全的。尤其资本集团大规模介入网络媒体，它们会

根据自己的立场、兴趣、价值观策划议题，控制人们

在新媒体上读到、听到、看到的内容，进而引导舆论、

形成思潮、影响政策走向，造成严重的话语权不平

等。在新媒体上，资本成为艺术生产与消费的主导

力量。所以人们离不开高品质的“公器”平衡，需要

它们提供全面、准确、高层次的内容和先进思想观

念。［４］传统大众传媒作为现代文明的传播者，是当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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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化解自媒体超现实镜像的有效工具。艺术文化

在传统大众传媒的传播不可或缺。

３．技术引发传播异化，并对艺术创作产生负面
影响

美国“棱镜”计划的曝光，再次说明某些机构和

个人借助先进算法，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性格构想

其行为模式，推算其未来某时刻可能会做什么，从而

提前规划、安排、构建其生活，比如某天巧合参与某

事等。这些技术在商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比如浏

览软件会自动列出我们常用的网页，网页会把我们

最可能看的新闻放在醒目位置［１１］。所以，自媒体情

势下艺术发展被商业利用已成定局。比如艺术品市

场的商业炒作会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进行，营销推送

将更为精准。

另外，基于大数据技术对用户个人信息和行为

的累积与有效判断，为成为社会景观，艺术创作更注

重爆炸性，更追求舞美效果，艺术全面时尚化，为讨

用户欢心以获得兑换价值，在选题和创作中或许会

加入一些非艺术因素，使得艺术创作畸形发展；另一

方面，当数据聚合、分析功能向更为智能化方向发展

时，基于偏好的艺术创作风尚会在数据系统中自发

形成，艺术见证时代、传达审美、追寻自由、颠覆现实

的异在性逐渐弱化，艺术的多样性发展必然受到

影响。

总之，自媒体的发展在促进艺术生长和发展的

同时，也会给传统大众传媒带来严重冲击，对艺术生

长产生诸多不利影响。因此，媒体人、艺术文化工作

者要清醒认识自媒体传播的这些特性，在积极利用

其正面作用的同时，尽量避免其对艺术本质的扭曲，

努力促进艺术文化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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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危机的生成与应对
沈茹

（江苏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 ２１２００３）

［摘　要］随着网络成为重要的大众媒体，网络舆情也迅猛发展，各种影响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负
面舆情也日益增多。如果对这些负面舆情不及时、有效地加以管理与引导，就会形成网络舆论危

机，从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损害政府公信力和形象，增加政府管理难度。网络舆情危机的形成与

政府、网络媒体及网民３方均有关：首先，是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不畅通、网络舆情管
理法律体系不完善、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机制不健全有关；其次，是与网络舆情的自由性、快捷

性和难控性有关；再次，是与网民参与的主动性、网民舆情的主观性、网民素质的差异性有关。要有

效遏制网络舆情危机的产生，首先，政府要加强沟通交流，保障民众话语权；完善网络法制建设，规

范网络管理；建立舆情管理机制，有效应对危机舆情；加强舆情应对体系建设。其次，网络媒体应增

强危机预警能力、社会责任意识和协调监督作用。最后，网民应将自律与他律统一起来，全面提高

自身素质，了解新闻传播知识，增强社会责任意识。

［关键词］网络舆情；危机生成机制；危机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０；Ｇ２０６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７

　　网络舆情是指网络背景下，一定数量的网民对
社会事件的态度、意见、行为倾向、情绪情感的总称。

而网络舆情危机是指针对某一敏感事件所产生的涉

及民众利益较深广的网络舆情，在较短的时间内生

成大量信息，并在一定范围的民众中掀起的强烈社

会反映，最终形成对该事件激烈的认识或观点对

抗。［１］网络舆情危机常使政府、相关组织或当事人

处于危急关头，甚至对社会的公共秩序、行为标准、

价值观念等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对和谐社会建设构

成挑战。［２］因此，研究新形势下网络舆情危机的生

成原因与应对之策，已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时代

课题。目前理论界对网络舆论的研究较多，但对网

络舆情尤其是对网络舆情危机的生成与应对研究甚

少，且多从技术或政府管理等层面进行研究。本文

拟通过分析网络舆情危机的危害和舆情危机产生的

原因，提出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策略，尝试探索构建

较为规范、系统的网络舆情危机防治和管控体系。

　　一、网络舆情危机的危害

１．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网络舆情危机的非理性化趋势严重影响了社会

政治生活的稳定。网络舆情危机产生时舆情的信息

容量非常大，无论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自由表明自

己的政治态度，传递自己的政治见解，具有很大的盲

目性和随意性。随着网络舆情危机的不断发展，事

件会越来越偏离其真相，从而造成歪曲、失真。特别

是部分别有用心之人把网络当作泄愤的工具，借助

网络舆情危机操控网站言论，对一些事件肆意炒作，

扭曲社会现象，宣扬社会阴暗面，使得网络舆情进一

步演变成网络“愚”情，动摇公众对社会公正的信

心，误导公众的价值判断，扰乱公共话语体系。如负

面舆情不断集聚，形成舆情危机，一旦失控，就会成

为破坏社会稳定和威胁社会安全的重大隐患，极易

引发社会动乱，给政府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使其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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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被动局面，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危害，增添社会不

安定因素，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２．损害政府公信力和形象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矛盾呈现多

元化与尖锐化态势。网络舆情危机的产生往往是现

实生活中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其传播的“蝴蝶效

应”使得社会矛盾和冲突在网络空间里被无限放

大，从而将政府置于公众舆论的风口浪尖，左右政府

行为，引起公众对政府的强烈不满，造成公众与政府

的隔阂甚至对立，进而导致网络扰政和网络暴政现

象的出现，使公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加剧社会

公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削弱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认

同感，损害政府形象，降低政府的公信力，使得政府

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甚至有可能动摇政府的执政

地位。

３．增加政府管理难度
网络舆情危机产生时，真实信息、虚假信息、负

面舆情在网络上交锋，往往是关于政府的负面舆情

被随意放大，容易激起公众的响应。非理性负面舆

情如同核裂变一样，信息量愈来愈多，声势愈来愈

大。同时，因为网络的匿名性和自由性，网民身份被

虚拟化和数字化，网民会摆脱现实社会道德、法律等

的种种束缚，在网络上自由发表言论，但我们难以知

晓信息发布主体的社会身份、信息发布的动机、信息

发布时的理性程度等。所以，面对舆情危机中海量

般的信息，我们无法从信息发布的主体正确判断信

息的真伪。因此，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看，控制对象

隐蔽无形、难以确定、无法掌控，舆情量密集庞大、飞

速传播、真伪难辨、声势强大，使得政府对于危机舆

情的判断、过滤、加工受到严重阻碍，这样会大大削

弱政府在网络舆情危机时对局面的控制能力，增加

政府的管理难度。

　　二、网络舆情危机产生的原因

造成网络舆情危机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

括政府、网络媒体和网民三个方面。

１．政府因素
其一，政府与民众信息沟通渠道不畅通。随着

社会的进步、民众政治地位的提高，民众参政意识逐

步增强，维权意识不断提高，利益诉求日益增多，而

体制内的政民信息沟通渠道却常因堵塞而低效。受

传统政治惯性的影响，政府垄断所有信息，主宰信息

公开的范围和程度，并且与民众缺乏主动有效的交

流沟通。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有名无实，

其基本权利没有受到政府应有的尊重。政府对政治

信息的垄断与民众对政治信息的渴求形成强烈冲

突，在垄断与渴求不断激化的矛盾中，网络因其具有

多元性、互动性、匿名性、感染性、自由性等特点而成

为民众相互了解信息、宣泄不满情绪的理想平台和

最佳渠道，这为网络舆情危机事件的爆发埋下隐患。

其二，网络舆情管理法律体系不完善。目前，我

国缺乏系统完善的专门性网络法规。现有的网络管

理法规和条例不够完善、相对滞后，缺乏可操作性，

且覆盖面不广。有些网络事件在法律规定上还是空

白。由于网络管理缺少规范完善的法律法规，依法引

导和调控网络舆情的实效性被大大削弱，从而导致一

些诱导性、煽动性、失真性不良舆情能在网络上迅速

传播，网络扰政、网络暴政的事件时有发生。而政府

由于失去控制网络舆情发展的主动权，无法引导网络

舆情向正确方向发展，从而酿成网络舆情危机。

其三，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机制不健全。

具体说来，基层政府缺乏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意识，

无视和轻视网络舆情危机；网络舆情引导和调控工

作存在随意性和盲目性，缺乏应对性、规范性、高效

性；不重视网络舆情的紧急预案和快速响应机制的

建立和健全，不重视日常网络舆情分析、研判、监控、

引导和预警应对工作；不重视网络舆情应对队伍建

设和培养；不重视网络先进高端技术的引进和使用。

这些使得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行动滞后，且一

旦遇到网络舆情危机事件，往往采取简单、粗暴及不

明智的手段来应对，如用屏蔽、删除信息等方法来压

制舆情的传播。殊不知，这样做反而会自断了解社

情民意的路径，自毁正面引导网络舆情的平台，致使

危机舆情继续向不良的方向发展，进一步恶化政府

与民众之间的关系。

２．网络媒体因素
第一，网络空间舆情的自由性。与传统媒体相

比，网络作为新兴媒体所具有的无费用、零等待、零

筛选、互动性、自由性等特点，赋予了每个网民以充

分、自由、平等发表言论的权利，且具有无穷的开放

性，彻底改变了传统媒体单一传播信息的方式。网

民可以通过论坛、电子邮箱、发帖、跟帖、ＢＢＳ、博客、
ＱＱ等平台方便快捷地发表言论，还可以根据自己
的需要，建立网站、发表文章等。这样人人都可以成

为信息发布者，对发布的时机和形式享有充分的自

主权，这就充分扩大了网民获取信息和发表言论的

自由。网民舆情所拥有的极大自由度使得消极、极

端、非理性、虚假不良舆情信息在网络上传播在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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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虽然数量不多，但由于其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

负面影响程度深，往往会引起网民的盲目跟从，从而

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引发社会不稳定。［３］

第二，网络舆情传播的快捷性。网络具有扁平

非线性的结构特点，结点之间有着无数线路相互链

接，任何一个链接都能以极快的速度将信息从一个

结点传递到另一个结点。这样信息传播与获取就会

超越传统物理空间限制，呈双向或多向的交互式传

播。［４］这会使海量的信息、各种不同的观点在网上

实时互动、快速交流碰撞，任何一个微小舆情都可以

通过论坛、ＱＱ、微博等全方位、多渠道、迅速地传播，
应者云集，瞬间被发酵放大，激发情感共鸣，产生令

人难以预料的连锁放大效应，造成重大的社会影响。

如“李刚门事件”便是通过 ＢＢＳ、博客、ＱＱ、论坛、
ＭＳＮ等网络传播途径，短短数小时点击率便超过５０
多万人次，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正是网络舆情传

播的快捷性使得网络上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舆

情危机的爆发。

第三，网络舆情的难控性。我国正处于社会转

型期，体制上的各种矛盾集中暴露，影响到人们切身

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人们对现实产生种种不满，

这种不满又缺乏适当的排解渠道。而网络的自由

性、快捷性、互动性和匿名性，往往会使其成为民众

宣泄不满情绪的便捷渠道。这样，现实社会中地位

不平等、收入不均衡、贪污腐败严重等问题以及对政

府的不满情绪和意见，就可能会因某一微小的舆情

在网络中被任意放大而集中爆发，形成网民对政府

的片面谴责与谩骂。网络传播匿名化使网民可以无

所顾忌、轻松随意地在网络上发表言论，甚至在虚拟

空间里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并且很难使他们承担后

果和责任。在网络使用率极高，而网络法制管理又

尚不完善、网络规范教育相对滞后的今天，仅靠社会

公德对网民进行理性引导是远远不够的，致使网络

舆情控制变得困难重重。

３．网民因素
其一，网民参与的主动性。据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第３２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底，我国网民人数已达５．９１
亿人，３０岁以下的网民占网民总数的５４％。这些网
民具有同龄性、差异性、独立性和多变性等特点，且

年轻气盛，个性张扬，热情敏感，喜欢标新立异，站在

社会的对立面思考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当他们

聚集到网络上时，日益突出的就业困难、贪污腐败、

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极易诱发自我控制能力较差的

年轻网民发表冲动、偏激、非理性的舆情。由于受思

想认识水平和社会阅历的限制，他们在极短的时间

里很难辨别舆情的真伪、厘清舆情的缘由、形成正确

中肯的评价和认同。特别是，错误的舆情会促使不

明真相、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年轻网民形成更加错

误的价值判断，这往往会造成极端、非理性舆情占领

主阵地，导致网络舆情危机事件的发生，影响社会和

谐稳定。

其二，网民舆情的主观性。网络空间的虚拟性

和匿名性使得网民可以隐匿或转换自己的社会属

性，从而被隐蔽、受保护。在网络上，网民可以摆脱

现实社会行政、法律、伦理道德的种种限制和束缚，

毫无顾忌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大胆坦率地表达自己

的态度，轻松随意地陈述自己的意见，使隐藏在内心

深处的对社会的诸多不满情绪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宣

泄，其观点和态度可能会更偏颇和情绪化，也更具非

理性、尖锐性和主观性。当网络舆情危机事件发生

时，第一时间的舆情评论基本上是出于直觉，网民往

往从自身的价值观出发，对事件发生的实质原因，不

能认真深入地加以思考，因而发表的言论往往具有

片面性、随意性、主观性。加之网民先入为主、盲目

从众的心理，容易误导其他网民，获得支持和响应，

在极短时间内造成强大的舆情声势，从而诱发网络

舆情危机事件的发生，给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和破坏。

其三，网民素质的差异性。网络主体大多是年

轻人，他们思维活跃，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良好的道德风范、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他们追求民主平等，渴望理解尊重，希望实现人

生价值。但网民素质又具有不均衡性和差异性，他

们中有的缺乏社会责任感，如有的对特定网络事件

曲解歪读、恶意攻击、伤害别人以满足自己不健康的

心理需要；有的道德失范，如在偶发事件中煽风点

火、造谣诽谤、辱骂他人等；有的人格扭曲，热衷于低

级庸俗的聊天室，观看粗俗色情的影片，传播无趣黄

色的信息。这些往往会导致网络悲观主义、享乐主

义等不良舆情的盛行，甚至酿成网络舆情危机事件

的发生。

　　三、网络舆情危机的防范与应对

鉴于网络舆情危机带来的严重危害，通过对网

络舆情危机产生的原因分析，笔者提出遏制网络舆

情危机产生的如下对策建议。

１．政府方面
对于政府来说，要有效防范和及时应对网络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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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危机，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沟通交流，保障民众话语权。首先要

建立良性互动的民意表达渠道。政府要克服官僚主

义作风，学会与民众进行真诚平等对话，积极主动与

民众进行沟通，不说官话、套话、假话，不敷衍推诿；

在沟通交流中遇到民众过激、嘲讽、尖锐的言辞，甚

至是侮辱谩骂，要能冷静对待；对于民众的各种质

疑，要及时澄清，使民众各种不同的声音都有表达的

机会，保障民众话语权；广泛听取民众的意见和建

议，并能在政策制定中予以参考并酌情采纳。其次

要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使其制度化、规范化。政

府要取消对信息的控制和垄权，在制度化、规范化的

前提下向民众提供准确、权威的政府信息，政府对重

大事件的处理应及时、公开、透明。

二是完善网络法制，规范网络管理。首先要解

决网络管理的基本法制建设问题。政府应制定完善

的网络管理法律体系，明确网络各方的相关权利、义

务和法律责任，对网络管理的程序、方法等作出科学

界定，彻底改变以往用行政法规、政策文件作为制度

主体来代替法律的现状，使网络管理有法可依、有章

可循。其次要加大网络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一是

要增强网络管理者和网民的法律意识，加大网络法

律的普及力度，对网络管理人员进行相关网络法律

知识的培训，提高其依法管理网络的水平。二是网

络管理部门要建立网络监管体系，如网络行业协会

监管体系、网络服务商监管体系等，充分发挥网络违

法行为举报中心的作用，对违背网络义务、侵害网络

权利等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

三是建立网络舆情管理机制，以有效应对网络

危机舆情。政府要成立专门的网络舆情管理队伍，

加强舆情管理队伍建设。网络舆情管理员既要有较

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较强的责任心，又要有娴熟运

用网络技术和网络软件知识的能力，以及有效防范

应对网络危机舆情的能力，从而能正确引导和有效

控制舆情的发展方向。

同时，建立一套完整的网络舆情危机管理机制，

包括网络舆情协调机制、预警机制、防范机制、处理

应急机制、执行机制、交流机制、引导机制、反馈机

制、危机决策机制，以实现对网络信源的控制、对网

络连接的管理、对网络安全的防范、对网络行业人员

的素质监督。

四是加强舆情应对体系建设。首先，加强网络

舆情管理的制度建设。制定舆情管理制度、舆情发

布规范制度、舆情监管审查制度、舆情预警制度、网

上用户实名注册制度、危机舆情应急预案制度等，为

网络危机舆情的防范及应对提供完备的制度保障。

其次，应整合政府各部门的力量，共同防范应对网络

舆情危机，宣传部门、组织部门、教育部门、安全部门

等应分工协作，建立多元的监管模式，实现多层面立

体式网络舆情监控，形成舆情监管长效机制。

２．网络媒体方面
网络媒体既是实现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和纽

带，又是危机信息传播中主要的信息沟通渠道，同时

又是对危机信息进行过滤、筛选的“把关人”，其功

能发挥得好坏直接影响到危机传播和危机治理的效

果。在处理网络舆情危机中，网络媒体应该做到以

下３点。
一是提高危机预警能力。网络媒体的本质特

征、功能与优势使其在网络舆情危机爆发时，能为社

会筑起预警信息的第一道防线。网络媒体平时应做

好网络舆情的收集、研判、预测等工作，研究舆情的

变化规律，分析舆情的态势，掌握舆情的走向，把握

舆情的影响，一旦发现网络舆情危机的苗头，应第一

时间向政府报告并提供可靠的情报，从而防患于未

然，把潜在网络舆情危机扼杀在萌芽状态。

二是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及时化解危机舆情和

社会问题是网络媒体的重要责任。在危机舆情传播

中，网民对危机舆情的认知和了解，主要是基于网络

媒体的报道和解读。网络媒体所描述的网络舆情危

机事件的虚拟环境，对网民的认知会产生重要影响，

并能引起网民心理和行为上的反应，进而影响社会

事件进程。因此，网络媒体要有主流媒体的意识，在

不随便跟风炒作的同时，做好随时应对突发网络舆

情危机的准备。必要时利用主流媒体的权威，发布

权威信息，终止危机信息的传递，澄清真相，从而履

行主流媒体的社会职责。面对大量的博客和 ＢＢＳ
发布的新闻信息，公众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一方面

寻找自己特定的新闻信息，另一方面他们也更加依

赖主流、权威媒体，以便获取权威、全面、综合的社会

信息。此外，网络媒体要有安全意识和监督意识，做

好“守门人”，捍卫新闻权威，塑造良好的舆情环境。

三是加强协调监督。在网络舆情危机事件发生

时，如果政府与民众关系僵持对峙，会发生网络流言

四起、民众心理慌乱、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的情况，引

起民众对政府的强烈不满，造成民众与政府之间矛

盾激化，甚至产生过激行为。因此，网络媒体要发挥

自身优势，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协调政府与民众

之间的关系，化解矛盾冲突，消除不良影响，减轻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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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尽快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增强政府的公信

力。在应对网络舆情危机中，网络媒体与政府之间

应形成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网络媒体应扮演好社

会监督者的角色，建立公开、透明的舆情环境，充分

发挥好舆情平台的作用，独立、客观、公正地传播信

息，防止政府封锁信息、阻塞信息、闲置信息、垄断信

息，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公众基于对政府信息的

了解，在网络中交流思想，形成舆情，能有效制约政

府权力的运行，增加政府执政的透明度。

３．网民方面
第一，应将自律与他律统一起来。网络的匿名

性、自主性，对网络主体及信息传播者、发布者和公

众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网民要加强自我约束、

自我控制，对自身的网络行为负责，并主动纳入到道

德范畴里去，自觉地用自身的社会良知来化解和控

制网络不良行为。通过建立网络道德规范自律体

系，规范引导网络主体的网络行为。当然，在网民道

德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自律必须与他律相结合。应

通过网络立法约束网络主体，做到网络行为有法可

依、违法必究。网络道德规范与网络法规二者相结

合，既能够提高网民的素质，又可以规范网络行为。

第二，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加快全民素质教育

步伐，全面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与道德素质，是

网络传播新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迫切要求。在人人都

可以通过网络发表言论、传播新闻的网络大众传播

时代，若网民不具备良好的素质，任何手段都难以营

造良好的网络空间环境。网民还要有应对突发网络

舆情危机的能力。这既包括不参与网络舆情危机的

制造和散布，也包括以平常心面对一时的网络舆情

危机。

第三，了解新闻传播知识，提高社会责任意识。

在网络大众传播的新时代，人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发

布新闻，这就要求网民对新闻传播知识要有所了解。

另外，网民还必须增强公众传播新闻的社会责任意

识，明确新闻传播的客观责任、监督责任、社会道德

责任和文化责任，这些责任既是网络媒体的，也是公

众个体的。而从博客和ＢＢＳ产生的角度来说，在网
络大众传播时代首先是民众个体责任。这些责任意

识需要在社会基础教育中培育、养成。

　　四、结语

网络已成为当今重要的大众媒体，网络舆情也

随之迅猛发展。舆情传播方式、舆情环境、舆情格局

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舆情的影响力已经渗入到政治、

社会、文化、生活等各个层面，日益影响着人们的生

活和工作。我们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网络舆情：一

方面，它有效地促进了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使民众获

得前所未有的舆情空间和舆情自由；另一方面，它也

为负面舆情的产生提供了便捷，各种影响社会和谐

稳定、国家安全的负面、虚假舆情日益增多，如果不

及时加以引导，就会形成网络舆情危机。网络舆情

危机的社会生成、应对与控制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

政府、网络媒体、学术界等共同关注的问题。网络舆

情危机的生成、应对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可以

从政治、法律、社会、教育等多学科入手，进一步探讨

网络舆情的运行规律，从而统筹社会各种资源，有效

应对网络舆情危机，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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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母语文化缺失是当前外语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外语教师母语文化认同的现状直接影
响着外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外语教师的母语文化认同现状、不同

类别外语教师的母语文化认同差异，以及影响外语教师母语文化认同的因素进行调查研究，发现：

外语教师在表层文化方面容易受到西方的影响，而在深层文化方面依然保持较高的母语文化认同

度；中学外语教师在电影、民主制度和国家主权方面比高校外语教师的母语文化认同度高；有出国

经历的外语教师在文学、民主制度、传统文化、国家主权和语言方面比无出国经历的外语教师的母

语文化认同度高。

［关键词］母语文化；文化认同；外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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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和
外语教育的全面展开，大量西方文化涌入国门，我国

正经历着来自全球特别是西方社会的多元价值观的

冲击。在多元文化碰撞和激荡的过程中，人们尤其

是当代大学生会产生文化归宿感的迷茫和错乱，从

而产生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与此同时，我国的外语

教学从教材、教学大纲到学生跨文化能力评估方面

都存在着忽略或轻视中国文化的现象，以致造成了

外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的“失语症”。因此，提高当代

学生的母语文化认同度应成为外语教育的重要目

标。外语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其母语文化

认同现状直接影响着外语学习者对母语文化的认

同，因此外语教师的母语文化认同现状迫切需要我

们进行深入研究。

　　一、文献综述

１．全球化与境外母语文化认同的研究现状
对于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亚洲一些

国家或地区，如日本、朝鲜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

区。ＣｖｅｔｋｏｖｉｃｈＫｅｌｌｅｒ调查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采

取不同的方式来维护民族认同，其传统与现代常常

表现为各种妥协和混合，但是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

在日常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１］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
等［２］认为，全球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同一性，也不与

文化的地域性相矛盾，而是导致文化的混杂多元和

地方化。Ｓａｓａｋｉ［１］的研究表明，全球化没有导致民
族认同的消失，但是民族认同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

进行重新思考。

２．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现状
针对国外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研究，主要体现

在对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的研究上，如马来西亚华族

文化认同研究，新加坡华人文化认同研究。马来西

亚保留了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新加坡开展了２０年
的话语运动，其所倡导的文化价值观为华人提供了

文化认同根源，对华人文化认同意识产生了较大

影响。

针对国内的民族文化认同研究，包括对少数民

族母语文化认同的研究和中华民族母语文化认同的

研究。前者主要是对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大学生的

民族认同进行调查研究。如万明钢等［３］对藏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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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人的双语态度进行了调查，发现受试者对母语

（藏语）有强烈的感情，对汉语学习有积极态度，对

汉语取代母语持否定态度。张庆林等［４］对西南少

数民族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的民族认同大

多处于积极状态。库兰·尼合买提等［５］对新疆少

数民族的双语教学进行了调查，发现少数民族使用

区别于汉语的语言对于本民族来说是一种民族认

同。相对而言，学界对以汉语为母语的当代大学生

的文化认同研究较少。高一虹等［６］分析了英语学

习、英语动机强度与自我认同的变化关系，但没有涉

及英语学习者对母语的文化认同。陈新仁［７］调查

了外语专业和中文专业大学生的母语文化认同，发

现当代大学生在总体上对母语文化的认同虽然超过

了外语文化认同，但是总平均分并不高，这说明我国

外语教育的确影响到了大学生对母语文化的认同，

具体体现在其文化行为上。查询中国知网发现：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媒体发表关于外语教师身份认同研
究的文章共６篇，其中４篇研究外语教师的身份认
同，２篇研究外语教师的素质或素养，关于外语教师
母语文化认同的研究为空白。

　　二、中国外语教师母语文化认同度

调查

　　１．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外语教师，人数为８０人。其中男教

师１１人，女教师６９人；大学外语教师４５人，中学外
语教师３５人；初级职称教师４人，中级职称教师５４
人，高级职称教师２２人；有出国经历的教师３２人，
没有出国经历但打算出国的教师９人，没有出国经
历且不打算出国的教师３９人。
２．研究工具与研究方法
基于对母语文化认同度的定义及其分类，我们

设计了母语文化认同度问卷。本次调查发放问卷

８０份，收回有效问卷 ８０份。本问卷包括 １５个问
题，涵盖了表层文化、中层文化和深层文化 ３个方
面，具体是：

１）您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吗？
２）莫言获２０１２诺贝尔文学奖，您如何看待？
３）您喜欢国产电影吗？
４）您喜欢听中国古典音乐吗？
５）韩国将端午节申请为自己的文化遗产，对此

您怎么看？

６）您认为理工科大学应该开设中国文学、诗歌
鉴赏课吗？

７）西方经常批评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您能接
受吗？

８）假如可以选择国籍，您还愿意选择中国吗？
９）您愿意花几个小时看一场京剧吗？
１０）您如何看待中国文化所强调的以义务为本

位的群体意识？

１１）您对中国拥有如此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态度是怎样的？

１２）您如何看待日本非法购买钓鱼岛事件？
１３）如果要购买汽车或者电子产品时，您会选

择国货吗？

１４）和一些西方节日相比，目前不少人对中国
传统节日的热衷程度似乎在下降，对此您如何

看待？

１５）中国的星级宾馆特别是涉外宾馆应优先说
汉语，对此您如何看待？

本研究采用莱克特五级量表设计问卷，从“完

全同意”到 “完全不同意”分５个等级，分值依次是
１～５分。我们运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并依据研究目的将部分题目进行转换，统计数据显

示，本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可信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系数达
０．８８７。

３．调查结果与分析
（１）母语文化认同度总体情况
将调查数据输入ＳＰＳＳ１６．０进行描述性统计分

析，结果见表１。从表１可以看出，外语教师的母语
文化认同度得分为４．１３８２，大约相当于百分制的
８２．７６分。其中表层文化认同度最低，其次是中层
文化认同度，最高的是深层母语文化认同度。这说

明，目前外语教师的文化认同度总体上趋向于母语

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语言、价值观等深层文化方

面认同度最高；在电影、音乐、节日、戏剧、产品等表

层文化方面认同度较低；在国家民主制度、国籍、国

家主权等中层文化方面的认同度处于前两者之间。

这说明外语教师在表层文化方面受西方的影响较

大，而在深层文化方面受西方的影响较小，依然保持

较高的母语文化认同度。

表１　母语文化认同度总体情况

文化层级 问题 平均值 百分制

表层 ２，３，４，５，６，９，１３，１４ ４．０７３０ ８１．４６

中层 ７，８，１２ ４．１２９２ ８２．５８

深层 １，１０，１１，１５ ４．２１２５ ８４．２４

总计 １５ ４．１３８２ ８２．７６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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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大学外语教师与中学外语教师母语文化认
同度的差异

为了了解大学外语教师与中学外语教师在母语

文化认同度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我们进行了独立样

本Ｔ检验，具体结果见表２，分类统计见表３。
从表２可以看出，第３、７、１２题的 ｓｉｇ值分别为

０．０３１，０．００１，０．０２５，均小于０．０５，这说明大学外语
教师与中学外语教师在第３题（电影）、第７题（民
主制度）、第 １２题 （国家主权）等方面存在显著

差异。

从表３可以看出，在对电影、民主制度和国家主
权方面，中学外语教师的认同度比大学外语教师的

认同度高。

（３）出国经历对外语教师母语文化认同度的
影响

为了研究出国经历是否对外语教师的母语文化

认同有影响，课题组进行了独立样本 Ｔ检验，具体
结果见表４，分类统计见表５。

从表４可以看出，出国经历对于外语教师的母
语文化认同度在一些项目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有

出国经历和没有出国经历的外语教师在第２、７、１１、
１２、１５题（文学、民主制度、传统文化、国家主权和语
言）的认同上存在显著差异，ｓｉｇ值分别为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３４，而在其他项目上差异并
不显著。在这５个问题中，其中第２题为表层文化，
第７、１２题为中层文化，第１１、１５题为深层文化。这

表２　大学外语教师与中学外语教师母语
文化认同独立样本检验结果

问题 Ｆ ｓｉｇ ｔ ｄｆ

１ ３．７２８ ０．０５７ ０．９８８ ７８

２ ０．９６０ ０．３３０ －１．０５１ ７８

３ ４．８０７ ０．０３１ －２．１９５ ７８

４ ２．７４２ ０．１０２ －１．７５７ ７８

５ ０．６５３ ０．４２２ －１．５８９ ７８

６ ０．０４８ ０．８２７ ２．５１４ ７８

７ １１．５８６ ０．００１ －３．２９３ ７８

８ １．４７８ ０．２２８ －０．８９２ ７８

９ ０．４４５ ０．５０７ ０．８２４ ７８

１０ ３．５０３ ０．０６５ －２．１６９ ７８

１１ ０．５１０ ０．４７７ ０．１３７ ７８

１２ ５．２１１ ０．０２５ －１．４６７ ７８

１３ ０．１７０ ０．６８１ －２．６０７ ７８

１４ ０．０２９ ０．８６４ －０．８６７ ７８

１５ ０．１８７ ０．６６６ －０．５５０ ７８

说明，出国经历对外语教师的母语文化认同度会产

生一定的影响，但所占比重并不大，在１５个题目中，
只在１／３的题目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另外２／３的
题目上并没有太大差别。

从表５可以清晰地看出，有出国经历和没有出国
经历的外语教师在文学、民主制度、传统文化、国家主

权和语言等方面认同度上存在明显差异：有出国经历

的外语教师在这些方面的认同度值均大于无出过经

历的外语教师的认同度值。

　　三、结论

经过以上的数据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

表３　大学外语教师与中学外语教师
母语文化认同分类统计

问题 外语教师类别 人数 平均值 标准误差 标准误差均值

１
大学 ４５ ４．２８８９ ０．６９４８６ ０．１０３５８
中学 ３５ ４．１４２９ ０．６０１１２ ０．１０１６１

２
大学 ４５ ３．９１１１ ０．７０１３７ ０．１０４５５
中学 ３５ ４．０８５７ ０．７８１０８ ０．１３２０３

３
大学 ４５ ３．６２２２ ０．５３４６６ ０．０７９７０
中学 ３５ ３．８８５７ ０．５２９７９ ０．０８９５５

４
大学 ４５ ３．９７７８ ０．５４３０９ ０．０８０９６
中学 ３５ ４．２０００ ０．５８４１０ ０．０９８７３

５
大学 ４５ ４．３３３３ ０．５６４０８ ０．０８４０９
中学 ３５ ４．５４２９ ０．６１０８３ ０．１０３２５

６
大学 ４５ ４．５５５６ ０．５８６０３ ０．０８７３６
中学 ３５ ４．２０００ ０．６７７３７ ０．１１４５０

７
大学 ４５ ３．５７７８ ０．５４３０９ ０．０８０９６
中学 ３５ ３．９７１４ ０．５１３６８ ０．０８６８３

８
大学 ４５ ３．９１１１ ０．５１４４４ ０．０７６６９
中学 ３５ ４．０２８６ ０．６６３５８ ０．１１２１７

９
大学 ４５ ４．１１１１ ０．４３８０９ ０．０６５３１
中学 ３５ ４．０２８６ ０．４５２８２ ０．０７６５４

１０
大学 ４５ ３．７１１１ ０．５８８６１ ０．０８７７５
中学 ３５ ４．００００ ０．５９４０９ ０．１００４２

１１
大学 ４５ ４．６４４４ ０．４８４０９ ０．０７２１６
中学 ３５ ４．６２８６ ０．５４６９５ ０．０９２４５

１２
大学 ４５ ４．６０００ ０．５３９３６ ０．０８０４０
中学 ３５ ４．７７１４ ０．４９０２４ ０．０８２８７

１３
大学 ４５ ３．８２２２ ０．５７５６０ ０．０８５８１
中学 ３５ ４．１７１４ ０．６１７６７ ０．１０４４０

１４
大学 ４５ ３．８４４４ ０．４７４６１ ０．０７０７５
中学 ３５ ３．９４２９ ０．５３９２２ ０．０９１１４

１５
大学 ４５ ４．１１１１ ０．７１４２１ ０．１０６４７
中学 ３５ ４．２０００ ０．７１９４８ ０．１２１６１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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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出国经历对外语教师母语文化认同
影响的独立样本检验结果

问题 Ｆ ｓｉｇ ｔ ｄｆ
１ ０．８２８ ０．３６６ ０．６２４ ７８
２ ５．３０７ ０．０２４ ２．０１８ ７８
３ ３．８５９ ０．０５３ ０．５８４ ７８
４ １．４５５ ０．２３１ １．８７５ ７８
５ ０．６３４ ０．４２８ ０．９２７ ７８
６ ３．５７４ ０．０６２ ２．６２８ ７８
７ １３．４７２ ０．０００ ２．０７０ ７８
８ ０．５５９ ０．４５７ ０．４６７ ７８
９ ０．１６７ ０．６８４ ０．８２１ ７８
１０ ０．０４７ ０．８２９ １．２１１ ７８
１１ ５．３８１ ０．０２３ １．１６８ ７８
１２ ２３．９４０ ０．０００ ２．４３２ ７８
１３ １．５６８ ０．２１４ －０．４４３ ７８
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８９２ ０．２７１ ７８
１５ ４．６５５ ０．０３４ ０．３８２ ７８

表５　出国经历对外语教师母语文化认同
影响的分类统计

问题 是否出过国 人数 平均值 标准误差 标准误差均值

１
是 ３２ ４．２８１２ ０．６８３１８ ０．１２０７７
否 ４８ ４．１８７５ ０．６４１０２ ０．０９２５２

２
是 ３２ ４．１８７５ ０．８２０６０ ０．１４５０６
否 ４８ ３．８５４２ ０．６５１９９ ０．０９４１１

３
是 ３２ ３．７８１２ ０．６５９１５ ０．１１６５２
否 ４８ ３．７０８３ ０．４５９３４ ０．０６６３０

４
是 ３２ ４．２１８８ ０．５５２６７ ０．０９７７０
否 ４８ ３．９７９２ ０．５６４５４ ０．０８１４８

５
是 ３２ ４．５０００ ０．６２２１７ ０．１０９９９
否 ４８ ４．３７５０ ０．５６９６２ ０．０８２２２

６
是 ３２ ４．６２５０ ０．４９１８７ ０．０８６９５
否 ４８ ４．２５００ ０．６９９５４ ０．１００９７

７
是 ３２ ３．９０６２ ０．４６５５５ ０．０８２３０
否 ４８ ３．６４５８ ０．６０１０５ ０．０８６７５

８
是 ３２ ４．００００ ０．５６７９６ ０．１００４０
否 ４８ ３．９３７５ ０．５９８０９ ０．０８６３３

９
是 ３２ ４．１２５０ ０．４２１２１ ０．０７４４６
否 ４８ ４．０４１７ ０．４５９３４ ０．０６６３０

１０
是 ３２ ３．９３７５ ０．６６９０１ ０．１１８２７
否 ４８ ３．７７０８ ０．５５５０４ ０．０８０１１

１１
是 ３２ ４．７１８８ ０．４５６８０ ０．０８０７５
否 ４８ ４．５８３３ ０．５３９２４ ０．０７７８３

１２
是 ３２ ４．８４３８ ０．３６８９０ ０．０６５２１
否 ４８ ４．５６２５ ０．５８００３ ０．０８３７２

１３
是 ３２ ３．９３７５ ０．６６９０１ ０．１１８２７
否 ４８ ４．００００ ０．５８３４６ ０．０８４２２

１４
是 ３２ ３．９０６２ ０．５３０３３ ０．０９３７５
否 ４８ ３．８７５０ ０．４８９２５ ０．０７０６２

１５
是 ３２ ４．１８７５ ０．５９２２９ ０．１０４７０
否 ４８ ４．１２５０ ０．７８８８９ ０．１１３８７

结论：总体看来，外语教师在表层文化方面容易受

到西方的影响，而在深层文化方面依然保持较高

的母语文化认同度。对比中学外语教师与大学外

语教师的母语文化认同，在电影、民主制度和国家

主权方面，中学外语教师的文化认同度要比大学

外语教师的高。在一些项目上，出国经历对于外

语教师的母语文化认同度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

所占比重不大。在深层母语文化认同方面，有出

国经历的外语教师的文化认同度要比无出国经历

的外语教师的高。当然，这些调查结果有可能会

受到我们调查对象的局限性的影响，由于各种限

制，我们仅调查了镇江地区某大学和 ２所高中外
语教师的情况。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拓展到外语教

师的外语文化认同领域，通过对外语教师母语文

化认同和外语文化认同现状的考察和分析，以找

到两者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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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应当履行原则的教会法渊源与影响
王华胜

（安徽财经大学 法学院，安徽 蚌埠 ２３３０３０）

［摘　要］协议应当履行原则渊源于公元４世纪的迦太基宗教会议的判决，到了中世纪，教会法学
家进一步将这一判决的结论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契约原则。这一原则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

它与当时复兴的罗马法针锋相对，完全否定了契约形式的合理性，而且在于它强调从道德视角来审

视契约问题，把契约的效力基础建立在道德因素之上。从道德立场出发，协议应当履行原则，强调

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反对欺诈行为，同时反对不必要的契约形式，强调信守诺言的重要性。协议应

当履行原则经后经院法学者以及自然法学者的进一步阐释，形成了现代契约自由与意志自治原则。

在契约缔结及履行过程中，协议应当履行原则所强调的善意、诚信因素，也成为现代契约法处理契

约解释与履行问题的重要原则。鉴于契约法所调整的对象并非只是经济生活，还有市民社会的人

际关系，因此以经济理性为基础的诸多规则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契约法领域，现代契约法应该体现一

定的道德关怀，否则它将难以摆脱伦理的困境和走向“死亡”的宿命。

［关键词］协议应当履行原则；契约；诺成主义；教会法；道德关怀

［中图分类号］ＤＦ０８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９

　　在２０世纪中后期，契约的死亡一度成为私法界
的热门话题。学界普遍认为：无论是作为一种古典

的契约理论，还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古典契约似乎

正在面临着危机或是死亡。作为现代契约精神的支

柱，无论是 １７世纪自然法中的意志自治理论，还是
功利哲学中的自由主义思想，都难以使现代契约摆

脱困境。为挽救契约于危亡之中，美国学者提出众

多革新的契约理论，其中包含一种向道德主义回归

的理论，比如富勒的信赖理论以及戈德雷对亚里士

多德主义的强调。戈德雷从历史主义路径指出当下

契约危机的症结所在：现代契约法的哲学基础乃是

后经院学者所阐发的亚里士多德 －托马斯主义，而
当下的契约已经从那些构成其核心的道德哲学语境

中剥离出来，因此其零落与衰亡的命运自然在所难

免。然而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过分强调，往往会使

读者忽视一个重要的细节———将契约转化为一种诺

言，从而将契约的效力基础建立在道德原则之上的

并非始于后经院学者，而是始于１２～１３世纪的教会
法学家。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契约原则的基础是诺成

主义的话，那么真正意义上的诺成主义原则直到１１
～１２世纪才开始出现，而走向诺成原则的关键一步
则是由教会法来完成的。［１］体现这一关键步骤的便

是教会法所倡导的协议应当履行原则。当代学者对

协议应当履行原则的研究，多是关注其在契约法中

的具体要求及其对瓦解罗马－日耳曼法形式契约体
系的意义，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其规范价值。本文

拟在探析协议应当履行原则历史渊源的基础上，侧

重于揭示这一原则的道德内涵及其原因理论，进而

分析它对大陆契约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一、协议应当履行原则的渊源

早在公元前 １２７年，古罗马似乎就出现过“所
有简约都应当遵守”的倾向。当时一位叫做盖乌

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的裁判官，曾颁布过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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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的简约协议告示，规定所有简约协议只要不是

恶意缔结的，只要不违反法律、平民院法令、元老院

的决定、皇帝的敕令，只要没有欺诈，都应该履

行。［２］（Ｐ１１１）如果单纯从字面意思来看，它似乎包含有

现代意义上的协议应当履行原则。不过，这一告示

的适用范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广泛，也许它只

可以理解为只有合法的协议才具有司法上的强制

力［３］。罗马法所奉行的仍然是乌尔比安所概括的

原则，即“裸体简约不产生债，只产生抗辩”［２］（Ｐ１１０），

少量的几个合意契约也只是这一原则的例外而已。

协议应当履行原则的真正起源是公元３４８年的
一次迦太基宗教会议。当时北非教区的安提戈勒斯

主教与奥布坦提乌斯主教达成一个划分教民的协

议。后来奥布坦提乌斯主教被控违反先前的协议，

由此双方产生纷争，纠纷最终提交到迦太基宗教会

议予以裁决。安提戈勒斯主教在会上阐述了这样的

观点：所有缔结的协议都应有约束力，那些因不履行

协议而遭到起诉的人，应该受到教会的惩罚。违约

就是违反了教会的教规、经文和永久和平。于是，所

有出席会议的人都附和说：和平必须维持，协议应当

恪守。［４］判决中的“协议”一词仅从字面来看并不能

确知其具体的含义，极有可能当时两位主教缔结的

协议是具有恰当形式的。在当时历史语境之下，协

议应当履行原则所要表达的意思也许如同朗基努斯

的简约告示一样，并非指所有的简约均有法律效力，

而仅仅是指具有合法形式的契约。１２世纪，教会法
学者对协议应当履行原则的解读发生了重大变化。

１２世纪罗马法的复兴带来了法学研究的繁荣，
自从罗马古典时代以来，还没有哪个时代有如此众

多的智者致力于法学研究。这种繁荣的景象并不限

于罗马法，同样也出现在教会法领域。与罗马法研

究以《国法大全》为蓝本一样，中世纪的教会法学家

也编订了《教会法大全》。其中的第一部分是由约

翰·格雷提安在１１４０年完成的，这就是《不规则教
令调和集》，后来被称为《格雷提安教令集》。约

翰·格雷提安在编订这部教会法汇编时，将上述４
世纪有关协议应当履行的判决及相关的评论编入其

中。［５］由于历史境况的变迁，这一判决的最初语境

渐渐地被忽略了，教会法学家只注意到判决的文本

本身。于是，教会法学家对最初的格言稍微做了修

改，扩大了协议的涵盖范围。在这一理论发展的过

程中，１３世纪著名的教会法学家奥斯蒂恩西斯
（１２００—１２７１）所起的作用十分突出，他曾提出：在
教会法中，诺言应当履行应该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则，

即使这个诺言是一不具有任何形式要件的裸体简

约。至于这一原则的理论根据，奥斯蒂恩西斯重申

了４世纪一位评论者的观点，因为上帝并不关心你
究竟是在说话还是在宣誓［６］。所以，尽管世俗的立

法者仅仅将裸体简约作为一种抗辩理由，但是教会

法则要给予它以诉讼保障，裸体简约完全可以产生

诉讼。根据奥斯蒂恩西斯的观点，一个简单的协议

能够产生诉讼的观点来源于自然公正。对于这种自

然公正，无论什么时候，即使实在法偏离了它，法官

也要选择它。公正就是要求每个人的行为与其所说

的相一致。经过奥斯蒂恩西斯的理论发展，最初的

协议应当遵守原则，实际上演变为一个协议，即使是

裸体简约，也应当遵守。

１２３４年，协议应当履行原则被教皇格里高利九
世所确认，并且和公元３８４年的迦太基判决一起编
入教令集之中。［７］在最初的判决中，这一原则的表

述形式是“协议应当恪守”，而在编入教令集时，这

段判决的标题变成了“一切协议，即使它是裸体简

约，也应该履行”［４］。这一变化无疑是肯定了奥斯

蒂恩西斯的观点，使得裸体简约具有可诉性不仅仅

是理论上的要求，而且最终在法律上也得到确认。

　　二、协议应当履行原则的道德基础

如果从文本本身来说，协议应当履行原则直接

取自迦太基会议的裁决，但中世纪教会法学家将其

发展成为一项契约原则，其思想渊源则是多方面的，

其中最为重要的自然是罗马法思想与基督教罪孽理

论。但是在此之前，就单个的渊源来说，任何一个渊

源都没有得出过这样的结论。［８］只是到了１２世纪之
后，中世纪教会法学家根据现实需要，对众多思想进

行了总结与发挥。

早在古罗马时期，著名思想家西塞罗的《论义

务》一书就曾提出过类似的思想：“正义的基础是诚

信，亦即对所出之言和协议的遵行和忠诚。”［９］乌尔

比安也曾在评价朗基努斯的简约协议告示时说：

“这个告示是符合自然公正的，因为一个人服从他

自己的决定是多么符合人类的诚信啊！”［２］（Ｐ１０８）这种

对诚信因素的强调，在罗马的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体

现。为解决司法诉讼的程式僵化问题，罗马裁判官

根据诚信原则创立诚信诉讼，给予特定的几种交易

以法律救济。到了查士丁尼时期，查士丁尼更是要

求契约的每一方当事人都应该按诚信的要求去行

事。但体现罗马民族精神的诚信观点，在古罗马时

期还没有上升为一种契约法原则，罗马法学家并没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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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去关心基本的道德因素。在古典罗马法中，诚信

程式中的句子并不带有道德含义，它仅仅是一种产

生司法权的程序机制，而不是一项伦理原则。诉讼

中的诚信成分只是作为评估双方当事人行为的一种

方式，并不是一项可以颠覆市民法形式契约体系的

原则。法院的司法权只是补充性的，法官必须服从

严格市民法所提供的救济，而不是去推翻它。所以

诚信诉讼所保护的是仅需双方允诺即可有效的契

约，即便在整个罗马契约史上，其数目也是屈指可数

的。到了１２～１３世纪，随着教会法的发展，中世纪
的教会法学家强调契约强制性的道德基础时，诚信

才开始从一种道德要求发展成为一项契约原则。

与罗马法时期的诚信观点不同的是，教会法学

家将诚信与基督教中罪孽观联系起来，进而将一种

道德原则转化为协议的效力基础。而完成这一转化

过程的第一步，是教会法学者在允诺与起誓之间建

立了联系。基督教经典关于起誓问题的叙述见于

《马太福音》的第５章《论起誓》：“你们又听见有吩
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

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

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

凳；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１０］公元４世纪，一位基督教教父
对这段经文进行了评述，并增加了这样的评论：“你

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对于你是在说话

还是在发誓，上帝并不作这样的区分，所以说谎将会

受到类如伪誓一样的惩罚。”［１１］通过这样的评论，这

位教父便将在上帝面前说话与发誓联系起来。

中世纪的教会法学家对这位教父的评论作了进

一步的扩展，将在上帝面前的说话等同于发誓的观

点运用到契约法领域。其独特之处在于，将缔约双

方达成协议的过程转化为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允诺，

而诺言在上帝那里就等同于发誓。如果当事人违反

了这项允诺，就等同于说谎，而说谎便是一种罪孽。

尽管在罗马契约法中，违背简单的允诺并不构成违

约，但在教会法领域，伪誓这种良心上的罪孽，则需

要通过诉诸教会法予以解决，双方的责任是基于基

督教伦理和良知要求来评估的。教会法学家强调：

仅仅服从市民法并不完全恰当，法官首先要关心的

是履行的诚信问题，以及他是否按良知行事。不违

反市民法的契约法规则是不够的，这只是一种消极

的道德要求。教会法所强调的诚信则是一种积极诚

信［１２］，不仅要求契约当事人在内心深处本着道德良

知去关爱他人，而且要求契约当事人在外部行为上

主动地信守自己的承诺。因此在教会契约法领域，

一项允诺的外部形式并不重要，教会法关心的是当

事人内在的良心问题。在基督教看来，“凡不出于

信心的都是罪”（《罗马书》第１４章第２３节），也即
要求人应当凭诚信和良心行事，违背就是罪。［１３］至

于允诺是否具有市民法所要求的外在形式，并不影

响良心对信守诺言的道德要求。

既然教会法认为一切简约都应当遵守，违背允

诺是一种罪，那么这种罪就应当涤除。正如《但以

理书》所说：“要止住罪过，除净罪恶，赎尽罪孽。”

（《但以理书》第９章第２４节）在基督教教义中，罪
分为两种：行出来的罪和没有行出来的罪。行出来

的罪也即行为上已经发生的罪，这是一种法律上的

罪。也有一些行为比如说谎、争吵，虽然不受法律的

制裁，但在神面前仍然是罪。思想上的罪，是没有行

出来的罪，如恨人、虚伪、嫉妒、贪心，以及“若知道

行善，而不去行”都是罪（《雅各书》第 ４章第 １７
节），这种罪在法律上是不可以定罪的，是一种道德

上的罪。协议的当事人违背自己的诺言，无论在行

为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是一种罪。至于违背诺言的罪

是仅仅适用灵魂上的救赎，还是要施加外在的惩罚，

换言之，是否应该将协议应当履行这一道德要求上

升为法律上的强制，教会法学者对此却存在一定的

争议。教会法学家约翰尼斯·条顿尼库斯坚持这样

的立场：所有诺言和契约在教会法院都具有可诉性，

违背诺言而形成的罪孽不仅仅在灵魂上要进行赎

罪，而且还要受教会法的强制。而教皇英诺森四世

（１２４３—１２５４年）并不接受这种观点，他认为对于违
背简单诺言的行为，应该使用教会惩戒而非法律上

的强制，严重的可以将其逐出教会。这也就意味着，

一个协议的当事人如果不履行他们的债务，可能会

受到惩罚，但法律绝不会强制其履行允诺或迫使其

提供补偿。然而，１３～１５世纪绝大部分教会法学家
都追随约翰尼斯的观点，尽管红衣主教查巴瑞拉、伊

莫拉等人支持英诺森四世，但那也只是少数。［５］可

以说从１３世纪以后，教会法学家的主流观点是坚持
一切协议都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巴尔都斯也曾承

认，教会法中的诉讼权扩张到裸体简约，是教会法学

家的普遍观点。［１４］

　　三、协议应当履行原则中的原因

理论

　　教会法强调一切简约都具有效力，但如果契约
没有任何形式要件，可能会诱引人们过于轻率地使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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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承担责任。对于一个无限制的诺成主义所存在

的诱惑与危险，教会法学家并非没有意识到。为解

决这一问题，罗马法中的原因概念被引入到教会契

约法领域。虽然教会契约法的“原因”与中世纪罗

马法学家提出的原因理论中的“原因”存在着一定

的联系，但本质上它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

世纪罗马法学家的原因理论建立在罗马契约法体系

之上，其目的只不过是为罗马契约法的形式主义提

供合理的解释，它根本不会要求废除形式契约。正如

巴克兰所说：“所谓的原因理论明显的是一种诡辩式

的中世纪尝试，它试图将导致罗马法承认各类协议的

形形色色的原因进行一般性的概括。”［１５］而教会法学

家则是“要借助原因要求，以拯救一个贫穷的、裸体简

约使之避免冻死的命运。教会法学家准备赋予一个

裸体简约以诉讼，其正当性基础仅仅是双方当事人非

常严肃认真地去缔结法律关系”［１６］。

由于“原因”本身就是一个多义词，其具体的含

义要根据其所在的语境来判断。因此，对于教会契

约法中提到的“原因”，其确切的含义也从未被明确

的定义过，甚至在教会法学家内部也是争论不休的

问题，但几乎所有教会法学者都同意，有必要去表明

存在一个要达到的目的，允诺者思想中应该有一个

明确的目标。根据教会法学家对原因问题的相关阐

述，可以大略将教会契约法中的“原因”归结为两

点：一是强调双方真实合意的重要性，二是强调契约

行为的道德良心。

对于“原因”问题，教会法学家安格鲁曾有过这

样的解释：对于一个人是否受裸约约束的问题，其答

案是：如果一个原因被表达了，他就受教会法约束，

并受到良知和道德罪孽感的制约。比如我允诺给你

１０镑，是因为你卖我一物或借我金钱。但如果它是
如此之裸，以致没有添加原因，他甚至在良心上也不

受约束。理由是他被认为是错误地作出了允诺。但

要注意，如果一个人说我允诺给你１０镑，这种允诺
的慷慨性便是赠与的“原因”，而并非没有“原因”。

基于任何虔诚而作出允诺的物也是如此，因为这时

他被认为是出于怜悯的动机而约束自己。任何人都

不受他没有意图约束自己的“原因”的约束［１７］。在

第一个事例中，对待的给付可以成为契约的“原

因”，实际上是将这种给付作为判断意图真实性的

标准，如果没有对待的给付，主观上的道德同样可以

作为契约的“原因”。对于 “原因”及其与合意原则

之间的关系，教会法学家奥斯蒂恩西斯曾用举例的

方式为我们作了解释，他认为：“一个简约是两个或

多个人之间的言辞表达的合意，并带有这样的意图：

约束一方为另一方给或做同样的事。……（不过）

尽管我带有受约束的意图在说，但由于我是出于教

学的原因或者是出于讲笑话的原因，这样的话对我

就没有约束力。”［１８］从奥斯蒂恩西斯的解释中我们

可以看出，教会法学家所说的“原因”，所反映的是

行为人的真实“目的”或“意图”，它所指向的是当事

人的内心思想，而非契约的外部形式。

除此之外，教会法还强调契约“原因”的道德基

础：一方面一个慷慨的意图可以成为裸约约束力的

“原因”，另一方面即使一个契约满足一切形式要

件，如果契约的意图违反法律或道德原则，仍然不具

有合法的“原因”。根据教会契约法的“原因”理论，

因欺诈、胁迫而订立的契约，以及对契约形成有实质

影响的环境存在误解而订立的契约不具有强制力；

违背良知的契约同样不具有可强制性。［９］

　　四、协议应当履行原则的影响

１．对司法实践的冲击
教会契约法中的协议应当履行原则，与同时存

在的罗马法以及日耳曼习惯法的契约制度是格格不

入的。正如学者们所说，这一原则的提出，使得契约

法摆脱那些起源模糊的规则，并从仪式和巫术的联

系中解放出来，在与财产法的联系中获得一种自治

性。一个契约的合法性将不再依赖于一种规定好的

形式，也不依赖于占有的转移。［５］不过在中世纪法

律多元化的环境中，教会法与封建法、罗马共同法以

及日耳曼习惯法同时并存。从表面形式上看，教会

法主要针对教会人员、教会事务，以及少量特定的世

俗问题，因此教会法的协议应当履行原则似乎并不

会影响世俗法对契约的形式要求。但是教会法同时

又规定，有关誓言的行为是属于教会法的管辖范围。

有了这样的规定，那些因不具备合法的契约形式、在

世俗法庭得不到法律救济的当事人，便可以通过在

契约中加入誓言的方式，在教会法院获得救济。通

过这样的规定，教会法院实际上将其司法管辖权渗

入到世俗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之中。由此带

来的后果便是，大量的商业契约会进入到教会法院，

而不会诉诸世俗法院。在教会法院的有力竞争之

下，世俗法律不得不在坚守形式契约方面有所松动。

比如在日耳曼和法兰西北部，古老的条约形式正在

受到新原则的日益侵蚀，甚至在同一本书中，抽象的

协议应当履行原则与实践中对形式的要求并肩而

存。［１９］德意志地区的《萨克森明镜》就明确规定：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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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提供保证或担保的是谁都被要求履行它，无

论他允诺了什么，他都必须负责任地信守诺言。”［２０］

不过就整体而言，欧洲大陆仍然是形式契约占据主

导地位。其真正变革则是发生在１６世纪之后的苏
格兰，正是因为在教会法理论的直接影响之下，苏格

兰法最终彻底消除了罗马法的形式契约体系。［２１］

２．对现代契约法的影响
现代契约法是以意志自治与契约自由为原则

的，而这些原则的最早源头既不是罗马法也不是普

通法，而是中世纪的教会法。更为具体的说，是协议

应当履行原则进一步衍生和发展的产物。中世纪教

会法从允诺的角度来分析契约，并开创以道德良知

作为契约效力基础的理论路径。后世的经院法学者

则在此基础之上结合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进一

步从德性的角度来阐发契约自由原则。而教会法所

倡导的协议应当履行原则，更是被１７世纪的自然法
学者所推崇。自然法学者利用新自然法的意志自治

理论对这一原则进行了重新阐释，并将这一原则发

展成为国际法中的基本准则，进而作为摧毁市民法

形式契约体系的有力武器。１７～１８世纪的法国民
法学者同样追随这一理论潮流，并最终将意志自由

与契约自由原则体现在《法国民法典》之中。除此

之外，教会法所倡导的协议应当履行原则对当事人

真实意图与内心良知的强调，及因此形成的关于契

约效力与契约解释的一些基本原则，也对现代契约

法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协议应当履行原则主张对

于契约的可疑条款，应作有利于债务人的适用，这一

解释原则被现代契约法所采纳，也体现在我国《合

同法》第４１条关于合同解释的条款之中。至于协
议应当履行原则在契约缔结和履行过程中应奉行诚

信原则的主张，则更是被现代大陆民法学者所尊崇，

甚至将诚信原则视为契约法中神圣的、高于其他一

切条款的帝王条款。

　　五、结语

协议应当履行原则渊源于公元４世纪的迦太基
宗教会议的判决，到了中世纪，教会法学家进一步将

这一判决的结论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契

约原则。这一原则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与当时复

兴的罗马法针锋相对，完全否定了契约形式的合理

性，而且在于它强调从道德视角来审视契约问题，把

契约的效力基础建立在道德因素之上。从道德立场

出发，协议应当履行原则强调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反

对欺诈行为，同时反对不必要的契约形式，强调信守

诺言的重要性。协议应当履行原则经后经院法学者

以及自然法学者的进一步阐释，从而形成了现代契

约自由与意志自治原则。在契约缔结及履行过程

中，协议应当履行原则所强调的善意、诚信因素，也

成为现代契约法处理契约解释与履行问题的重要

原则。

现代契约法已经完全抛弃了罗马法的形式契约

体系，契约的成立遵循着以合意为基础的“要约—

承诺模式”，对契约自由的强调不仅排斥繁琐的契

约形式而且要求排除国家的不当干预。对这种契约

自由原则的解释，当代契约法学者更多的是依重于

自然法原则以及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经济自由思

想。然而这种古典契约理论已经难以解释当下契约

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甚至无法解释一个单方的悬赏

允诺在许多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何具有契约效力。

本文对协议应当履行原则的探讨，并非只是重温教

会法对现代契约法的影响，而是要强调现代契约法

的道德根基，旨在说明契约法所调整的对象并非只

是经济生活，还有市民社会的人际关系，因此以经济

理性为基础的诸多规则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契约法领

域，现代契约法应该体现一定的道德关怀，否则它将

难以摆脱伦理的困境和走向“死亡”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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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１页）
矛盾分析与矛盾结构分析的互补性。矛盾的本质是

对立统一，但是矛盾系统内部各矛盾以及矛盾的各

方面之间确实以比较稳定的联结方式建构成关系、

力量、地位错综复杂的结构总体。客观地看，对立统

一显然也是一种结构，而且是一种重要的结构。阿

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辩证法，从总体上实现了对人类

社会的结构性分析，在微观上突出了对矛盾因素的

细致分析，从而为辩证运动的形式开辟了一条全新

的理解路径。

另外，国内学者认为阿尔都塞的复杂整体的既

与性具有先验性不是没有道理的。对此，日本学者

今村仁司认为，阿尔都塞所说的结构存在于它的要

素之中，而结构作为不在者对现实存在产生效能，结

构的整体存在于它的效果之中。这里，今村仁司对

“结构”做了改造性的阐释：结构是“在事实与事实

相遇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事实与事实的关系中，

结构作为‘结果’被生产出来，对结果产生追溯效

能”。［６］（Ｐ２１７）也就是说，“结构”仍然作为过程的结果

而存在，并对整体过程产生“追溯效能”。［６］（Ｐ２１８）显

然，今村仁司的这一改造性的辩护是对阿尔都塞的

“整体结构的既与性”的一种修补，借此也暗示了阿

尔都塞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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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行政语境下乡镇（街道）
设“法制办”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基于浙江省台州市的调查

杨文杰

（中共台州市委党校 法学教研室，浙江 台州 ３１８０００）

［摘　要］乡镇（街道）设“法制办”，目前只在少数省市试点，即使该模式的首创者浙江省台州市也
仍处于摸索阶段。通过对台州市乡镇依法行政状况和依法行政能力的调研和分析，得出结论：在台

州市乡镇（街道）设法制办是必要且可行的。但台州市乡镇（街道）设法制办也存在一些诸如经费

保障不到位，工作正常运转有困难；法制机构人员少、任务重、思想不稳；部分法制机构名存实亡，法

制工作基本没有开展、流于形式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应加强对法制工作的领导和保障，加

大财政投入，把法制机构的费用列入财政预算；加大业务培训和适当招聘法律人才，还可以借助律

师事务所的力量等。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适合在乡镇（街道）设法制办，经济欠发

达，或乡镇辖区人口太少，或县级法制办力量太弱的地区，其乡镇（街道）不宜设置法制办。

［关键词］依法行政；乡镇（街道）法制办；行政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６．４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０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一
项基本国策；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我国政府改

革的重要目标。而依法行政的重点和难点均在基

层。作为我国最基层的一级政府———乡镇（街道）

政府———其下设法制办对推进政府依法行政有着重

要作用。在这方面，浙江省台州市在乡镇（街道）政

府设法制办所取得的良好效果即是明证。关于在乡

镇（街道）设法制办这一做法，目前只在少数省市试

点，即便是试点省市也还处于摸索阶段。这一创新

性做法对依法行政是否必要、能否在全国进行推广，

目前国内还未见有学者对此进行研究，更没有人基

于实证调研对此做出学理阐释。但是这个问题又确

实非常重要，其研究将具有学理与实践双重意义。

本文拟以台州市的实践为考察对象，采取法社会学

的田野调查方法，通过对台州市乡镇（街道）依法行

政状况和依法行政能力的调研和分析，得出结论：乡

镇（街道）设法制办是必要且可行的。这一研究具

有很强的实践与理论价值，它不仅有利于全面落实

国务院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

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和《关于加强法治政府

建设的意见》，促进政府全面依法行政，也有利于完

善法学研究方法，改变当前法学研究重规范分析、轻

实证推演的弊端，更有可能促使台州经验在全国推

开并上升为法律，形成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１．依法行政的理论回顾
纵观西方国家法治政府所走过的三四百年历

程，依法行政实践在发展中变迁，在变迁中发展，经

过几百年实践的积累沉淀，终于确立了依法行政这

一普遍性理念。在大陆法系国家，依法行政的基本

理念主要表现为法律优位、法律保留、比例原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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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保护原则等；在英美法系国家，依法行政的基本理

念主要表现为越权无效、合理性原则、程序正当和不

准翻供原则等。一旦这些基本理念在行政管理领域

得以确立，依法行政就从一种理想追求变成了具体

的制度和生动的实践，并且随着依法行政实践的深

入发展，这些基本理念又得到了进一步升华［１］，直

至当代，甚至成为某些民族在某个阶段的信仰［２］。

在当代中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

项基本国策，它是人们的共识，甚至是全民族的信

仰。［３］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同样以依法行政理念

的确立为先导。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１９９６年我们
党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以来，我国行政法制建

设取得了巨大进步。在政府和法学界的共同努力

下，依据对中外依法行政实践经验的归纳和升华，提

炼出了依法行政的基本理念，它包含合法行政、合理

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和权责统一６
个方面。这些理念，既是对西方国家依法行政实践

经验的概括，也是对我国依法行政经验的总结，集中

体现了依法行政重在治官、治权的法制精神，高度浓

缩了依法行政追求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它是指

导与规范行政机关和公务员依法行政的信条。

２．乡镇（街道）政府依法行政的政策背景与
实践

在当代中国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改革实践

中，“依法行政”已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

词。这一概念也是中国行政法学理论界和法律改革

者在过去２０多年法制改革进程中，在行政法制改革
领域所获得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从法制改革实

践来看，依法行政的提法，已从原来零散的、策略性

的宣告，发展成为系统的、战略性的政策阐述。改革

开放３０多年的历史，对于政府从某种程度上说，正
是一个不断走向法治政府的历程。特别是近年来，

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

设。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目标。１９９９年，国务院召开依法行政会议，
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决定》，当年“依法行政”被

写入宪法。２０００年，国务院召开了全面推进依法行
政工作会议。２００４年，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
行政实施纲要》，明确将依法行政的目标界定为建

设法治政府。２００８年，国务院做出《关于加强市县
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将依法行政的战略表述进

一步具体化。［４］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８日，国务院出台《关
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指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要全面推进依法执政，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

行力。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更明确提出法治是治国
理政的基本方式，应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

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至此，依法行政，已经成

为中国落实行政法治、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本路径

选择。

在中国，上至中央政府（国务院），下至县政府

都设有法制办并将其作为政府的直属机构，法制办

在政府依法行政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依法行政重点

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乡镇（街道）政府是我国最

基层的一级政府，也是政府法制建设最薄弱的一级

政府，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在乡镇（街道）政府设法

制办，从而导致了乡镇（街道）政府在依法行政上的

职能缺位。２００２年，浙江省温岭市（台州市下辖的
县级市）率先试点，在全市１６个乡镇（街道）政府增
设法制办。乡镇（街道）政府法制机构设置模式是

由各县（市、区）编委下文在乡镇（街道）设立法制办

公室，与乡镇（街道）党政办公室或综治办公室合署

办公，不增加人员编制，不增加财政支出，人员由各

乡镇（街道）自行调剂解决。法制办主任由党政办

公室或综治办公室主任兼任，人事任免权属乡镇

（街道）党委，任命后报县级组织部、人事局和法制

办备案，县级政府法制办负责业务指导。乡镇（街

道）政府法制办总的职责是对本乡镇（街道）的法制

工作进行规划、协调、监督、指导。具体来说，主要有

起草审核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措施，组织本乡镇依法

行政工作，承办本乡镇的听证、复议、投诉和应诉赔

偿工作等。２０１０年 ８月 ２８日，温岭市设乡镇（街
道）法制办入围“首届中国法治政府奖”并获提名

奖。在温岭市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从２００３年开
始这一做法在台州市全面推广。目前，台州市１３３
个乡镇（街道）都设立了法制办公室，共有专兼职法

制工作人员２５０多名。温岭这一创举，解决了乡镇
（街道）政府法制工作缺位、县级法制工作向下延伸

困难、乡镇法制工作者缺少发展空间等问题，调动了

多方的积极性。实践证明，乡镇（街道）政府法制机

构在推动乡镇（街道）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依法行

政、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调研方案的设计

１．研究思路
首先是确定研究对象，即在台州市范围内乡镇

（街道）设法制办这一现象，其次是通过阅读相关文

献和了解实际情况，提出研究的具体方向及重点，并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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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内容及环节进行细化。本研究具体可以细化

为３个子课题，分步骤进行研究，根据细化的结果设
计出不同的研究方案。最后采用社会学分析方法进

行调查研究，得出调研数据的统计学描述，进而得出

结论和提出对策。具体如图１所示。

图１　研究思路

２．研究步骤和目的
本研究分为３个子课题，按照如下三步来进行：

第一步分析台州市乡镇（街道）政府依法行政状况；

第二步对台州市乡镇（街道）机关行政人员依法行

政能力进行调研分析；第三步对乡镇（街道）设法制

办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分析。这三个步骤是环环

相扣、有机统一的。第一步的研究目的是论证乡镇

（街道）政府在依法行政方面与国务院的要求是否

相符，抑或存在哪些差距。第二步的研究目的是通

过分析乡镇（街道）政府机关干部是否具备依法行

政能力，有多少乡镇（街道）干部在法律的认知、遵

守、执行方面是合格的，主要从法律人才的提供方面

进行阐释。这两步都是分析田野调查取得的数据。

第三步是基于前步的分析结果，论证依法行政语境

下乡镇（街道）设法制办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根据

第一步的统计结果，如果当前乡镇（街道）政府依法

行政状况与国务院的要求不相符，就有必要设立法

制办以指导乡镇（街道）政府更好地依法行政。根

据第二步的统计结果，分析乡镇（街道）干部是否具

备合格的依法行政能力，从而论证乡镇（街道）政府

设法制办是否具有可行性。最后，通过这三步的研

究，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希冀为乡镇（街道）设法

制办这一实践创新在全国的推广铺平道路。

３．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４个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是历史与

现实相结合。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这

样有利于把握研究的系统性和关联性。二是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本课题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目

的是使这一课题的研究更加贴近现实，更具有可操

作性，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研究中，不仅对目前实

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解释，同时也把理论

上的研究成果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从而使研究能同

时立足于扎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之上。三是定性分

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课题组将在政府机关工作人

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普通群众４类人群中做一
些抽样调查，开展定性、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包括确

定假设、问卷设计、抽样调查、统计分析和理论归纳

５个部分，定性分析包括个别座谈和小组座谈、内容
分析、历史研究、观察研究、比较研究和人类文化研

究等。四是跨部门多学科相结合。过去的研究往往

有范围偏窄之嫌，广度和深度均不够，而本课题组有

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工作性质的同志共同参与，可以

从法哲学、法社会学、法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等多学

科、多角度、多层面来进行交叉研究，希冀为台州的

法制建设提供可行性对策。

４．调研方案
（１）“台州市乡镇（街道）机关依法行政状况”

的调研方案

调研样本选择。本次调研的样本选择分两步进

行：第一步根据人均ＧＤＰ，在台州市９个县市区各选
取２个乡镇（街道），其中１个是该县市区人均 ＧＤＰ
最高的乡镇（街道），另１个是人均ＧＤＰ最低的乡镇
（街道），对选取出来的１８个乡镇（街道）进行调研，
以考察其依法行政状况；第二步，对每个样本乡镇

（街道）中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发放５０份问卷，并进
行答卷指导。

调研的基本内容。依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

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

定》和《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３个文件的
要求，拟定出以下 ９个方面的调研内容，即履行职
责、科学决策、制度建设、规范执法、行政监督、化解

矛盾、保障措施、学法考核及加强领导等。

调研的基本方法。采取问卷调查、座谈和访问

相结合的方法。①问卷调查。问卷分为 Ａ、Ｂ卷，Ａ
问卷由乡镇（街道）机关行政人员填写，每个乡镇

（街道）发放５０份；Ｂ问卷由所在乡镇（街道）的行
政相对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填写，每个乡镇

（街道）也发放５０份。按照９个调查内容的基本思
路，经过反复论证，Ａ问卷设计了２４个问题，Ｂ问卷
设计了１５个问题。Ａ问卷由各乡镇（街道）党政办
公室负责发放与回收，Ｂ问卷由各乡镇（街道）镇长
（主任）负责联系，其发放与回收由大学生村干部负

责实施。②特定对象座谈会。计划举办７个特定人
员的小型座谈会，对象分别是县市区级别的人大代

表、县市区级别的政协委员、企业老板、企业白领、工

·２５·



第１期 杨文杰：依法行政语境下乡镇（街道）设“法制办”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人、农民和弱势群体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下岗待

业人员、残疾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等），目的是为了

解决在问卷调查中反映得不够充分和某些特殊群体

的情况得不到针对性反映的问题。③专家访谈。在
问卷和座谈会调查的基础上，本课题组计划采访几

位熟悉法律工作方面的专家（如各县市区的法制办

主任）和有代表性的乡镇书记或镇长，目的是就课

题调研中某些带有全局性、疑难性且尚需进一步搞

清的问题进行调查了解和咨询请教。最后，根据以

上调查资料进行统计、研究，形成调研报告。

（２）“台州市乡镇（街道）机关行政人员依法行
政能力”的调研方案

调研样本选择与“台州市乡镇（街道）机关依法

行政状况”调研方案相同。

调研的基本内容。关于机关行政人员依法行政

能力的问卷设计，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此研究不多，可

见到的最具有借鉴性的当属何修良的《依法行政能

力》［５］，根据该书的观点，结合本课题组成员的认

知，我们认为依法行政能力至少应包括如下５个方
面：法的认知能力；法的学习能力；法的遵守能力；依

法行政决策力；依法行政执行力。考虑到是否具有

脱产法律大专以上学历也是衡量是否具有良好依法

行政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课题组在设计问卷的时

候也增加了学历这一选项。

调研的基本方法———问卷调查法。问卷围绕上

述５个方面的主题进行设计，初步形成３２道题：法
的认知能力、法的学习能力、法的遵守能力共３０题，
每一种能力各１０道选择题，每题１０分；依法行政决
策力、依法行政执行力共２题，采取论述题形式，以
情景模拟式题型出现（此种题型在当前领导干部竞

聘上岗考卷中时常出现，例如“如果你是一个分管

工业的副镇长，市里规划一重大项目落户你镇，３个
月后工程必须上马，但是项目区遇到大量民房拆迁

问题，村民抗拒心理严重，你如何做出科学合法的决

策，并依法进行拆迁？”），每题１００分。然后从样本
乡镇（街道）中随机抽取５０名在编工作人员，由党
政办公室负责组织考试。最后，根据问卷成绩进行

统计、研究，形成调研报告。

　　三、调研结果及分析

１．“台州市乡镇（街道）机关依法行政状况”的
调研结果

本次调研共发放 Ａ、Ｂ问卷１８００份，收回有效
问卷１５８６份，有效问卷率８８．１１％。其中 Ａ问卷

８８２份，有效问卷率９８％；Ｂ问卷７０４份，有效问卷
率７８．２２％。Ｂ问卷的有效问卷率相对比较低些，
从某个层面上反映了行政相对人对依法行政不是很

关注，这也是当前乡镇（街道）依法行政的实际状

况，说明群众对政府在法治建设方面的满意度只处

于中上等，这与台州市统计局２０１２年法治建设群众
满意度调查的结果比较接近（见表１）。该调查结果
显示：广大群众对台州市各县市区法治建设总体印

象良好，全市法治建设民意调查综合得分平均为

１６５．４２（１６５．４２换成百分比相当于 ８２．５％，因为
“法治建设群众满意度”由１８项内容组成，每项单
独计分，１８项内容汇总平均后为综合得分，满分为
２００分）。这也说明我们这次调研结果具有良好的
信度和效度。

（１）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
性别和年龄结构：调研对象 ７２．３５％为男性，

２７．６５％为女性；调研对象的年龄在２８～５５岁之间。
文化程度、专业类别和职业分布：Ａ问卷调研对

象的文化程度主要是中专和大专，二者共占

９６７８％，其中第一学历为法律本科的占０．４６％，第
一学历为法律大专的占０．９８％，第一学历为法律中
专的占２．６８％；Ｂ问卷调研对象的文化程度主要是
中专以下学历，其行业分布较为均匀。

（２）依法行政状况的具体数据
统计数据表明，对于乡镇（街道）行政机关是否

“履行职责”这一项，Ａ问卷中９５．５８％的乡镇（街
道）机关人员认为乡镇（街道）政府已经较好地履行

了职责，而 Ｂ问卷中行政相对人这样认为的占
７９２６％；对于“科学决策”这一项，Ａ问卷统计结果
是８９．６７％的人认为乡镇（街道）行政机关做到了科
学决策，Ｂ问卷的统计结果是７１．３４％的人这样认
为；对于“制度建设”这一项，Ａ问卷统计结果是
８３１２％的人认为制度建设相对完善；对于“规范执
法”这一项，Ａ问卷统计结果是７１．１５％的人认为当
前乡镇（街道）干部能或基本能做到规范执法，Ｂ问
卷的统计结果是６１．３６％的人这样认为；对于“行政
监督”这一项，Ａ问卷统计结果是８２７６％的人认为
当前上级政府、上级和本级人大和政协较好地履行

了监督职能；对于“化解矛盾”这一项，Ａ问卷统计
结果是８９６７％的人认为能较好地及时地建立人民
调解制度和信访制度，从而有效地化解矛盾，Ｂ问卷
的统计结果是６８．７６％的人这样认为；对于“保障措
施”这一项，Ａ问卷统计的结果是６８．９６％的人认为
有一定的保证措施来落实依法行政；对于“学法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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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这一项，Ａ问卷统计结果是９１．６５％的人认为能
及时按量地完成上级要求的相关法律的学习；对于

“加强领导”（主要考察以下３个方面：行政首长承
担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政府应当建

立依法行政报告制度；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和队伍建

设）这一项，Ａ问卷统计结果是４６．２１％的人认为当前
领导比较重视乡镇的依法行政工作（见表２）。
２．“台州市乡镇（街道）机关行政人员依法行政

能力”的调研结果

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９００份，收回有效问卷
８９０份，有效问卷率９８．８８％。

（１）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
性别和年龄结构：调查对象 ７８．６３％为男性，

２１．２７％为女性；调研对象的年龄在２９～５３岁之间。
文化程度和专业类别：调研对象的文化程度主

要是中专和大专学历，二者共占９３．１２％，其中第一
学历为法律本科的占０５１％，第一学历为法律大专
的占０．８６％，第一学历为法律中专的占２．３２％。

（２）依法行政能力的具体数据
“法的认知能力”采取闭卷考试，平均得分

５６４３；“法的学习能力、法的遵守能力、依法行政决
策力和依法行政执行力”采取开卷考试，调研对象

可以带纸质书籍进入考场，因为平时他们在行政过

程中也是可以借助一些法律资料的，但是必须每人

独立完成。考试结果显示，“法的认知能力”平均得

分为５６４３，“法的学习能力”平均得分为 ９２．１８，
“法的遵守能力”平均得分为９０．３２，“依法行政决策
力”平均得分７８．９８，“依法行政执行力”平均得分为
８３．３８。综合５项指标后，“依法行政能力”平均得
分为８０．２６。
３．调研结果分析
调研结果分析主要是利用调研所得的数据来论

证台州市范围内乡镇（街道）设法制办是否有必要、

是否具有可行性。

（１）对台州市乡镇（街道）设法制办的必要性的
实证分析

表１　２０１２年台州市各县（市、区）法治建设群众满意度调查表
序号 项目 全市 椒江 黄岩 路桥 临海 温岭 玉环 天台 仙居 三门

１ “法治浙江”政策知晓度 １４４．３０ １５３．２１ １４５．６８ １４２．４７ １３９．６９ １３８．３３ １４２．３３ １４７．１７ １４４．１７１４５．６２
２ 领导干部遵纪守法、依法办事 １６７．１７ １６７．８６ １７１．２０ １６８．７５ １６２．２１ １６３．９４ １６２．７７ １７１．１３ １６９．５７１６７．１５
３ 选拔任用干部的公开与公正 １６６．２５ １６７．２３ １６６．９７ １６６．５５ １６４．３７ １６６．３７ １６０．３８ １６９．１６ １７０．１１１６５．１５
４ 反腐倡廉成效 １６４．０４ １６４．７２ １６６．４８ １６５．１１ １６０．４２ １６０．５５ １５８．７３ １７０．５９ １６５．４７１６４．３１
５ 依法行政情况 １６７．５６ １７４．０８ １７０．７７ １６９．２７ １６２．５７ １６５．４４ １６０．７０ １７０．１８ １６６．７３１６８．３０
６ 政务信息公开 １６９．１５ １６７．７１ １７０．７１ １６９．３４ １６６．９７ １７２．０６ １６４．１５ １７０．３６ １７２．０５１６８．９６
７ 群众反映情况方便程度 １６６．００ １６９．８２ １７０．９３ １６３．８６ １６３．２１ １６６．２６ １５９．８２ １６８．２３ １６３．９７１６７．８６
８ 外来投资经商者平等政策和权利１８２．９１ １８５．４４ １８１．９１ １８０．３８ １８５．７１ １８０．２２ １７８．５４ １８２．７７ １８５．２４１８５．９９
９ 打官司难易情况 １５６．０２ １６５．６４ １６０．１４ １５９．２５ １４４．８５ １５１．８２ １５３．９７ １５５．６３ １５３．６８１５９．１８
１０ 法院检察院办案公正情况 １６６．４３ １６７．８６ １６８．６３ １６９．８０ １５９．０３ １５８．７５ １６５．２８ １７０．４６ １７０．００１６８．０９
１１ 对法官、检察官印象 １７０．２２ １７２．６９ １７４．０５ １７１．９１ １６３．３０ １６１．７６ １６７．３６ １７２．８５ １７４．６３１７３．４７
１２ 对律师印象 １５６．０８ １６０．４１ １６０．４４ １５５．８４ １５３．０８ １４７．１５ １５２．４９ １５６．５６ １５７．３３１６１．４５
１３ 法律援助、司法救助情况 １７１．４１ １７３．０５ １７０．９４ １７２．７８ １６８．６６ １６８．２７ １７１．７９ １７２．７６ １７３．８８１７０．５８
１４ 法制教育情况 １６８．１１ １６８．１２ １７２．０８ １６９．６４ １６２．６６ １６３．５４ １６６．０７ １７０．１４ １７０．８２１６９．９６
１５ 居（村）委员会民主选举情况 １５６．００ １６２．４５ １５５．９９ １５４．２３ １５６．６８ １５２．４２ １４７．４０ １６２．９６ １６０．６１１５１．２９
１６ 社区（村）事务公开情况 １６７．５７ １７５．０９ １６６．４１ １７２．４３ １６５．０５ １６９．９６ １６５．１７ １６９．９６ １６５．７９１５８．２４
１７ 企业职工权益保障情况 １６９．５１ １６９．２２ １７１．６４ １７２．７３ １７２．３３ １６６．０７ １７２．１２ １７０．０７ １６６．２５１６５．１２
１８ 法治建设总体成效 １６８．８６ １７４．５５ １６９．２７ １６８．９５ １６６．７９ １６３．３２ １６６．１５ １７０．１４ １７１．３５１６９．２０

综合得分 １６５．４２ １６８．８４ １６７．４６ １６６．２９ １６２．０９ １６２．０１ １６１．９６ １６７．８４ １６６．７６１６５．５５

　　注：数据来源于台州市统计局

表２　２０１２年台州市依法行政状况调研数据
问卷类型 履行职责 科学决策 制度建设 规范执法 行政监督 化解矛盾 保障措施 学法考核 加强领导 平均

Ａ ９５．５８％ ８９．６７％ ８３．１２％ ７１．１５％ ８２．７６％ ８９．６７％ ６８．９６％ ９１．６５％ ４６．２１％ ７９．８６％
Ｂ ７９．２６％ ７１．３４％ — ６１．３６％ — ６８．７６％ — — — ７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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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２个调研结果的统计数据显示，台州市乡镇
（街道）设法制办是必要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３
个方面来分析论证。

其一，从“台州市乡镇（街道）机关依法行政状

况”调研中我们回收 Ｂ问卷 ７０４份，有效率仅为
７８２２％，有效问卷率相对比较低，从某个层面上反
映了行政相对人对依法行政不是很关注，这也是当

前乡镇（街道）政府依法行政的实际状况，即乡镇

（街道）政府在依法行政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这

就要求乡镇（街道）政府要继续加强在依法行政方

面的工作投入，必须设一个专门的法制机构来指导

乡镇（街道）政府依法行政。乡镇（街道）设法制办

也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当前行政层级

过多，行政效率低下，行政资源浪费，必须进行改革。

那么如何对行政层级进行改革呢，目前撤区扩镇的

呼声比较高，而扩镇就必须强权，让乡镇不再“委托

执法”，从法律层面上给乡镇以各种执法权和各类

独立的相关职能，因而设法制办是大势所趋。

其二，从“台州市乡镇（街道）机关依法行政状

况”Ａ问卷调研对象文化程度和专业类别的调研数
据及“台州市乡镇（街道）机关行政人员依法行政能

力”调研对象文化程度和专业类别的调研数据可看

出（见表３），乡镇（街道）机关行政人员中第一学历
是法律专业的人员非常少，原因不外乎２点：一是乡
镇（街道）很少招聘法律本科人才；二是乡镇（街道）

没有专门的法制机构，法律本科人才即使被招录，也

会因为不能做本专业工作而心生不满，最终选调出

去。这对乡镇（街道）机关依法开展行政工作很不

利。故今后乡镇（街道）人力资源部门工作的重点

是招聘３—５名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而设置法制办
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能把法律人才充实到基层政

府，更好地推进乡镇（街道）政府依法行政。

表３　台州市乡镇（街道）机关行政人员的
文化程度及法律专业背景情况统计表

调查对象 中专／大专 法律中专 法律大专 法律本科

依法行政状况

Ａ卷调查对象
９６．７８％ ２．６８％ ０．９８％ ０．４６％

依法行政能力

调查对象
９３．１２％ ２．３２％ ０．８６％ ０．５１％

综合 ９４．９５％ ２．５％ ０．９２％ ０．４８５％

其三，“台州市乡镇（街道）机关依法行政状况”

Ａ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台州市乡镇（街道）机关依法
行政率平均为７９．８６％，Ｂ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台州

市乡镇（街道）机关依法行政率平均为７０１８％，二
者平均为７５．０２％。调研发现，乡镇（街道）机关在
依法行政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职责的缺位和

履行不当；决策的不透明、不科学；疏于制度建设，热

衷于人治模式；执法不规范，互相扯皮，甚至消极怠

工；行政监督不力，事前监督缺位，未形成预防机制，

追求惩罚式的事后监督；对学法热情不高，流于形

式，好走过场；一把手对法制建设重视不够等。以上

问题虽然不普遍，但是毕竟存在，这说明为加强法制

建设有必要增设专门性的法制机构，以指导并服务

于乡镇（街道）政府的依法行政。此外，从台州市统

计局获得信息，２０１２年台州市各县（市、区）法治建
设群众满意度为１６５．４２分，换算成百分比相当于
８２．５％。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曾发布２００８年度“法
治指数”，得分为７１．８４，专家称这个得分不是很高，
浙江省的法治建设还有很多工作可做。［６］不管是

７５０２％还是８２．５％，都是中等偏上的成绩，离真正
建成１００％的法治政府、法治浙江还有很大距离，乡
镇（街道）政府在依法行政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

设一个专门的法制机构，不仅有利于乡镇（街道）政

府依法行政，提高群众的法治满意度，更有利于中国

法制现代化建设。需要指出的是，对乡镇（街道）政

府设法制办的必要性进行规范分析，不是本研究的

重点，因为这方面的论述已经很多了，常见观点有：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新的历

史时期，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一些深层次的矛盾

和问题逐步显现，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和政治

参与积极性日益提高，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要求日

益强烈等，这些都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

要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乡镇（街道）政府是

我国政权体系中最基层的政权单位，是依法行政的

最前沿阵地，同人民群众的接触最经常、联系最直

接、交往最广泛。因此，依法行政重点在基层，难点

也在基层。乡镇（街道）政府能否切实做到依法行

政，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依法行政的整体水平和

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进程。按照“适当下移行政执

法重心，减少行政执法层次”的要求，台州市委、市

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

见》，要求以委托执法和协助执法等形式，逐步落实

乡镇行政执法的应有事权，强化乡镇政府的执法职

权和责任。有鉴于此，台州市在乡镇（街道）政府设

立法制办是完全必要的。

（２）对台州市乡镇（街道）设法制办的可行性实
证分析

·５５·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４年

乡镇（街道）政府设法制办需要考虑法律人才

因素，根据实际经验，在财政支付和编制解决的情况

下，还必须有二三名具有法律专业背景或具备一定

法律知识和法律能力的人才，才能保证一个法制机

构的正常运转。根据表 ３所示的台州市乡镇（街
道）机关行政人员的文化程度及法律专业背景情况

统计，各乡镇还是有一定比例的法律人才，虽然比例

很低，但是每一个乡镇基本上有２名左右法律中专
以上的工作人员，这是法制办组成人员的基础。另

外从依法行政能力的具体指数来看，乡镇机关行政

人员虽然法律的认知能力的分数不及格（５６．４３
分），但是他们学习法律的能力还是优秀的（９２．８
分），依法行政能力平均得分为８０．２６，这表明他们
中的绝大部分人转行做法制工作也是可以胜任的，

故从人员角度分析，设法制办是可行的。即便是某

个乡镇（街道）真的是法律人才奇缺，那也不难解

决，现在法律本科生、研究生城市就业前景一般，很

容易招聘到优秀的法律专业人才充实到基层法制工

作人员队伍中。

根据台州市乡镇（街道）法制办建设情况调研

报告，台州市在不增加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情况下，在

全市１３３个乡镇（街道）都设立了法制办公室，同党
政办公室合署办公，共有专兼职法制工作人员２５０
多名。据统计，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全市乡镇（街道）法
制办公室共审核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性措施 ２７９７
件，审核具体行政行为７８２７件，承办行政复议案件
４６件，承办行政应诉案件１９３件，开展行政执法监
督检查１４４９次，参与调解各类纠纷 ９６９４次，开展
法制宣传教育７２４６次，开展法律咨询１７４６１４人
次，向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法律意见建议

１６３０件次（见表４）。
经过１０多年的实践，台州市乡镇（街道）法制

办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推进依法行政等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初步

的成效。它不仅促进了基层政府的依法行政，还促

进了基层和谐社会建设，更促进了政府法制工作在

基层的落实。由此可见，台州市在乡镇（街道）设法

制办是可行的。

　　四、两点思考

综上所述，乡镇（街道）政府设法制办在台州不

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但这毕竟是一种尝试，

仍然存在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完善。

１．台州市乡镇（街道）法制办目前存在的问题
与解决对策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台州市乡镇

（街道）政府设立法制办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这

并不表明台州市这个试点完全成功了，不存在任何

问题了。由于台州市乡镇（街道）法制办是在“三

不”（不增加人员编制、不增加财政支出和不增加机

构）指导思想下成立的，与党政办公室合署办公，其

实就是多挂个牌子而己，这就导致了当前有一大部

分乡镇（街道）法制办存在如下问题：经费保障不到

位，工作正常运转有困难；法制办人员少、任务重、思

想不稳；部分法制办名存实亡，法制工作基本没有开

展、流于形式。［７］这种现状严重影响了乡镇（街道）

法制办的正常运行。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下面

３个方面入手。首先，针对经费不到位问题，政府应
加强对法制工作的领导和保障，加大财政投入，把法

制办的费用列入财政预算。其次，针对法制办专职

人员少、具备法律专业背景的人更少、持有司法资格

证的法制人员基本没有的现象，建议将乡镇（街道）

政府法制办的设置，纳入乡镇（街道）机构改革的

“三定”编制计划范围，将乡镇（街道）政府法制办作

为乡镇（街道）内设机构予以明确，核定行政编制２
人或３人。但是这个方案不具有可行性，因为很多
乡镇（街道）人口仅一两万人，设立一个具有２人或
３人编制的法制机构不切实际。最根本的途径就是
借行政体制改革的东风，根据相关原则，三四个乡镇

合并成一个中心镇，人口基数在１５万左右，合并前

表４　乡镇（街道）法制办公室工作情况统计表

年度

审核规范性

文件和政策

性措施（件）

审核具

体行政

行为（件）

承办行

政复议

案件（件）

承办行

政应诉

案件（件）

开展行政

执法监督

检查（次）

参与调

解各类

纠纷（次）

开展法

制宣传

教育（次）

开展法

律咨询

（人次）

向乡镇政府

提法律意见

建议（次）

２００８ ５６４ １４６５ ７ ４４ ２９８ １９６９ １３４７ ３０４９８ ２９８
２００９ ５５４ １６２０ ９ ３１ ２８９ １９５４ １４３７ ３７９０２ ３６７
２０１０ ５６８ １５３２ １０ ３８ ２６５ １９９７ １４６８ ３５２１８ ３０８
２０１１ ５７２ １６２３ ９ ３９ ２９５ １８９５ １４９６ ３８１２７ ３１９
２０１２ ５３９ １５８７ １１ ４１ ３０２ １８７９ １４９８ ３２８６９ ３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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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乡镇法制办如果有一两个专职法制员，那合并

后的中心镇就有专职法制员３～６个，这就从根本上
解决了人员不足的问题。针对法制人员法律素质低

的问题，加大业务培训和适当招聘法律人才即可。

最后，即使解决了上面存在的问题，乡镇（街道）法

制办的力量还是相对弱小，依然不能完全胜任指导

服务乡镇（街道）政府依法行政这个角色。实践中

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与当地的知名律师事务所合

作，聘请它们为乡镇（街道）政府的法律顾问单位，

借助它们的力量解决一些法律疑难问题。在这方

面，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和螺洋街道正在进行实践。

由于律师事务所是免费为乡镇政府提供法律服务

的，这样乡镇政府节省了财政开支，而律师事务所也

提高了声誉，从而实现了双赢。

２．乡镇（街道）设法制办这一模式能否在全国
推广

从调研数据的分析可知，在台州市各乡镇（街

道）设法制办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这个成功的经

验是否具有普适性，全国的乡镇（街道）是否都可以

设置法制办呢？这还要作具体分析。虽然已经有部

分省市借鉴了台州市的经验在本地乡镇（街道）设

法制办，例如江苏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适用

“台州模式”。多数实践者认为：经济欠发达、或乡

镇辖区人口太少、或县级法制办力量太弱的地方，不

宜在乡镇（街道）一级政府设立法制办；应随着行政

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根据乡镇（街道）经济发达程

度、辖区人口及本地区法制人才的储备等情况，分地

区、分步骤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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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中原文化传播新机制的构建
李晶

（中原工学院 信息商务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７）

［摘　要］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为我们开启了文化传播的全新时代。为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
区，大力推进中原文化的繁荣发展，应积极借助新媒体传播媒介，创新传播形式，积极构建中原文化

传播新机制。一要着力推动中原文化的认同机制：引导主流舆论，掌握新媒体时代话语权；提升文

化内涵，实现中原文化价值认同。二要深入推进中原文化传播的创新机制：进行跨时空的信息传

播，提升中原文化的影响力；挖掘新的文化资源，繁荣文化产业。三要建立健全中原文化传播的长

效机制：落实政府责任，发挥主导作用；完善相关措施，创造良好条件。四要建立健全中原文化传播

的保障机制：强化政策措施，为中原文化传播提供政策保障；注重技术革新，为中原文化传播提供技

术保障。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中原文化；文化认同；传播机制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１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是继报刊、广
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

它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

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

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

态和媒体形态。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以个人

为中心的新媒体已经迈进主流媒体，其中以微博、网

络电视、手机报为代表的新兴传播方式的出现，昭示

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高效的参与互动性、个性化

的信息源、多媒体的信息组合等，已成为新媒体时代

信息传播的显著特点。

当前，《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

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把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

区作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五大战略重点之一。《指

导意见》对河南省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并给

予了一系列政策支持，这在河南文化史上是史无前

例的，这对河南省文化事业发展既是一次重大的历

史机遇，又是一次严峻挑战和考验。对于河南这样

一个人口、经济大省来说，实现中原崛起的历史重任

与实现文化强省的目标是相辅相成的。正如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所言：在河南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受资

源、环境等条件约束比较多的地方实现崛起，必须要

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实现中原崛起是一个经济、

政治和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目标，不仅要求经济发

展水平上一个大的台阶，而且要求文化事业上有显

著的进步，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同时，文化事

业的发展也是实现中原崛起的题中应有之义。［１］要

大力推进中原文化的繁荣发展，就应当积极借助新

媒体，创新传播机制，不断提升中原文化的影响力。

然而，新媒体时代以个人为中心的信息传播方

式使得信息具有即时性和多样性的特点。纷繁复

杂、良莠杂陈的信息也可能成为不当言论滋生的土

壤，错误的舆论可能会在某个群体中产生负面效应，

影响相应群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由此可知，

新媒体时代中原文化的传播和认同会受到一定程度

的影响与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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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原文化的研究，其内容非常

广泛，但鲜有学者从新媒体时代这一背景出发探寻

中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系统研究中原文化在新媒体时代传播的新特点和新

机制，把新媒体时代中原文化的传播作为一个相对

独立的体系进行剖析式研究，科学构建新媒体时代

中原文化的传播新机制，以期推进中原文化的传播

与发展，提升中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更好地保护和

科学利用全球华人根亲文化资源，使河南成为全国

乃至华人世界重要的区域性文化中心。

　　一、着力推动中原文化的认同机制

文化认同是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文化认

同是指个人或集体对自己所属的群体特征所持的认

可和接纳态度。使用相同的语言符号、遵循共同的

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是文化

认同的基本内容。

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不仅仅是单纯的信息传

递，也负载着网民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人生观等不

同层面的文化认同。借助新媒体文化认同的生活

化、草根性拓展认同群体，是实现网民对于中原文化

认同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积

极利用当前流行的各种网络平台，发挥中原文化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势，不仅可以迅速地将中原文

化传播出去，而且可以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培育

出更多的中原文化的认同群体。文化传播，从某种

程度上讲也是文化实现“再创造”的过程。传承弘

扬中原文化不仅仅能使中原文化被进一步确认，而

且会繁衍出新的文化涵义。

１．引导主流舆论，掌握新媒体时代话语权
新媒体时代的受众不论从事何种职业，他们都

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他们不仅可以借助博

客、微博等媒体表达政治与经济诉求，参与社会公共

事务的决策与管理，而且还可以通过新媒体的互动

信息发布来影响甚至左右媒体传播与舆论走向。因

此，在微博等新媒体已成为草根阶层的话语洪流情

况下，我们的宣传工作者应该很好地把握这个影响

舆论导向的新平台，以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

公众传播主流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类似于微博、手机报这样的媒体承载着这个信

息大爆炸时代铺天盖地的文化资讯，能引领文化传

播新的发展方向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微博不但在细

微处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观点，而且这种文化与技

术的全新结合，还带来了文化传播在更广范围内的

发展和体制机制的创新。与此同时，在这个多元的

网络媒介中，各种信息纷至沓来、良莠杂陈。例如微

时代网络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娱乐过度，从众媚俗，

追求新鲜刺激。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

家、美国的尼尔·波兹曼曾预言：“一切公众话语都

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

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

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

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２］“娱乐至

死”的说法虽然有些偏激，但微时代网络文化的娱

乐过度是不可否认的。究其原因，表面上是网民的

热情和流行的魅力，实质上是批判维度的缺失、独立

思考能力的下降、从众媚俗心理的大泛滥。这样主

流文化在这个平台内就要主动传播，善于使用新媒

体，用个性化、时尚化的语言与受众进行交流，利用

通俗易懂的形式营造主流舆论氛围，让广大受众在

良莠杂陈的网络信息中接受引领。只有积极主动地

传播优秀的中原文化，才能实现中原文化的广泛

认同。

２．提升文化内涵，实现中原文化价值认同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

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３］

同理，文化的传播也取决于文化的价值。中原文化

的传播与发展程度，取决于中原文化的价值以及满

足国家需要的程度。中原文化的价值是中原文化存

在的根据，是中原文化生命力的体现，也是中原文化

得以传播与发展的前提条件。

中原文化不但内涵丰富，而且还有着极其重要

的时代价值。中原文化所蕴含的自强不息、刚健有

为、中庸尚和的生活哲学，所蕴含的“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４］的变革进取精神，所推崇的崇尚自

然、友好共处、热爱和平的精神境界，不仅丰富了中

华民族精神，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形态和性

格，也为当今世界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中

原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不仅影响了

过去，也影响着现在和未来。尤其是许多后现代主

义学者，将道家和儒家思想奉为圭臬，认为“在儒家

思想和道家思想中，都有类似后现代主义的东西，虽

然它的形成只是来自寻找思考差异手段的欲

望”［５］。因此，在这个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借助新

媒体的力量可以更好地传播中原文化，培育更多认

同中原文化价值的群体，将中原文化的内涵提升到

一个更高的层次。

新媒体传播的内容涵盖了各种各样的议题，茶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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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饮食文化、武术文化、姓氏文化、轩辕故里等在

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文化认同群体。作为一种平民

媒体，新媒体以其简单性、大众性、开放性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群体，平民才俊在这里可以尽情展现自身

独特的才能和人格魅力。中原文化的传播应深入到

新媒体时代的受众群体中，深入挖掘中原民间艺术、

民间传统特色，通过微博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原民间

艺术的精粹。同时通过微博、微信的力量在人民群

众中探寻更多诸如洪战辉、谢延信一样的大爱之人，

这些好的典型所体现出来的重德守信的伦理观念对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能

更好更快地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与时代新风。借助微

博、微信的平台，可以第一时间将中原文化特有的诚

信、朴实精神和时代价值传递到更广的范围，能够培

育知荣辱、讲正气、做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总之，中原文化应积极利用新媒体平台，传播和

传承其精髓和内涵，让更多人认同中原文化，从而扩

大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和认同群体，把中原建设成为

名副其实的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

　　二、深入推进中原文化传播的创新

机制

　　传承和创新是一个有机整体，新媒体时代在传
承中原文化的同时，还应通过网络的微语言、微电

影、微图片等信息组合，创新传播形式，赋予中原文

化新的时代内涵，以实现中原文化高效、广泛的传播

目标。

１．进行跨时空的信息传播，提升中原文化的影
响力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深厚重实，是华夏文明之

根、中华文化之源。要建设中原文化传承创新体系，

就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

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

阐发，抓好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传承，广泛开展

中原文化优秀传统教育普及活动；要有效整合文化

资源，培育一批具有中原特质的文化品牌；开展对外

宣传和文化交流，创新中原文化走出去模式，使中原

成为展示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窗口。

为很好地发挥中原文化的窗口作用，应积极借

助新媒体信息的跨时空传播特质。新媒体信息往往

以声音、文字、图形、影像等复合形式呈现，具有很高

的科技含量，可以进行跨时空的信息传播，这一点是

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新媒体家族成员中的手机

电视、移动电视、网络电视等，都打破了传统媒体的

时空限制，信息可以在跨时空的范围内自由传播。

这不仅给人们带来了高效、便利的信息服务，还进一

步打破了媒体的区域性垄断，促进媒体间跨时空的

信息整合。加拿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

过一个极富盛名的命题———媒介即讯息。它强调媒

介作为信息的载体，其影响之大甚至会超过它所传

播的内容。所以媒介的魅力“在人们接触媒介的瞬

间就会产生，正如旋律的魔力在旋律的头几节就会

释放出来一样”［６］。而微博这种全新的媒介传播方

式，其碎片化的文本、简短的表述、快捷的发布方式、

交互传播的技术，使其显示出独特的传播魅力，为文

化传播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渠道。

因此，中原文化应抓住这个良好契机，将其博大

精深的文化内涵传播到更多的地方。从恢弘气势的

“祭祖大典”到禅学盛隆的少林寺，从老子的“上善

若水”到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从愚公移山的“锲而不舍”到红旗渠儿女的“自

力更生”，从包拯的“刚正不阿”到焦裕禄的“无私奉

献”，从庄子的“天人合一”到当今的“和谐世界”，中

原文化承载着太多中国传统文化的骄傲和盛名，以

至于国人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一部中国文化史，半部

中原文化史。应借助新媒体，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鲜活生动的图片，利用手机、网络使每个人都能成为

中原文化的传播者和受众者，从而扩大中原文化的

辐射力和影响力。

２．挖掘新的文化资源，繁荣文化产业
中原文化资源极为丰富，５０００年的文明史沉淀

下了丰富的文化资源。“‘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的

礼制文化，‘传道济世、兼容并蓄’的书院文化，‘慈

航普度、仙真仪范’的宗教文化，‘经世致用、求真求

理’的科技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多辐辏在此，

并成为中国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辐射四

方。”［７］中原文化还有着强大的吸纳力量，能把中国

其他地区以及国外的优秀文化吸收进来，融合为独

具特色的文化模式。可借助新媒体的薪火相传的能

力将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变为强大的文化力量，促

进中原文化又好又快发展，推动中原崛起。

《华豫之门》唱响了中原文化传播的魅力品牌，

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人文视角打开了一扇解

读中原文化的新窗口。《汉字英雄》《成语英雄》这

种全民参与式的文化类节目，更是引起了人们对于

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随着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

化、经济文化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只有将文化与经济

恰如其分地结合，才能促进中原经济的迅速崛起和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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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的持续繁荣。这一过程需借助新媒体的传

播效应和广告效应，通过内容丰富的文化主题，发掘

中原文化的潜力，增强中原文化的吸引力，形成推动

中原崛起的新动力。例如政府宣传部门可制作主题

突出、特色鲜明的微电影，或者是制作与中原文化相

关的动漫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中原文化的博大精

深。这些全新的宣传形式不但能够起到宣扬中原文

化、实现文化认同的效果，还能以更加通俗易懂的方

式实现中原文化大众化的目的。中原文化的生活文

化、圣贤文化、饮食文化、武术文化及根亲文化等主

题，均可以借助新媒体平台实现传播的目的。

　　三、建立健全中原文化传播的长效

机制

　　在信息技术跨越式发展的今天，中原文化如何
在新媒体时代占领文化传播的高地，这是一个值得

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为适应新媒体时代文化传播

的新特点，必须建立有利于中原文化传播的长效机

制，形成包括政府、社会、网民在内的全体成员共同

参与的传播格局。

１．落实政府责任，发挥主导作用
当前，正值河南省根据国务院要求，着力建设华

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良好契机。为加快建设文

化强省，河南省各级政府应加强中原文化的形象和

品牌塑造工作，高度重视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建

设、运用和管理，积极推行电子政务。同时，政府也

应当积极借助微博、短信等新媒体平台掌握文化宣

传的主动权，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满足广大网

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方面、多层次精神文化需

求，提升广大网民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

政府应积极引导主流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传承

和创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舆论引导的及时

性、权威性和公信力、影响力，并以广大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传播中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在积极健康

的网络环境中传播中原文化，切实实现政府引导和

教育民众的责任。

２．完善相关措施，创造良好条件
坚持文化的“二为”方向（即“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和“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立足发展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加大政

府投入力度，深入开展重点文化惠民工程。例如可

借助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互动性特点，实现中原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让更多人了解中原文化悠久的

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同时广泛开展群众性

文化活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现代传播体系，

让群众在新媒体时代享受更多免费或优惠的基本文

化服务。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是，新媒体中信息的传

播者可能是各种身份、各种阶层、各个行业的个人，

他们既是信息的传播者又是信息的接受者，这样的

双重身份使新媒体传播的信息能够直接反映受众的

信息需求。因此，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

资讯类信息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内容覆

盖范围极其广泛。政府部门应该在铺天盖地的网络

信息面前，做好信息监管工作，保证广大群众切实享

有积极进取、优雅高尚的精神文化食粮。

　　四、建立健全中原文化传播的保障

机制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通过全新传播媒介，抢抓
机遇，开拓创新，进一步建立健全中原文化发展的政

策、资金、技术保障机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力实

施中原文化走出去战略，着力推动政府间文化交流，

鼓励文化精品走出去，增进新闻媒体的交流，增进世

界人民对中原文化的了解，向世人展现一个真实的、

积极发展的、倡导世界和平的中原形象。

１．强化政策措施，为中原文化传播提供政策
保障

文化政策对文化的改革发展具有导向性作用，

完善、高效的政策保障可以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

向文化领域集结，形成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大力推

进中原文化繁荣发展。首先，各级政府应通过制定

相关政策措施，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公共财

政对文化建设的投入比重。具体来说，一要加强对

中原文化传播的资金投入力度，发展具有地方特色

的文化产业品牌，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努力发展新媒

体和新的文化业态，打造一批专属河南地区的文化

产业品牌和一批有实力、竞争力强的文化骨干企业；

二要加强对文化文艺系统的资金投入力度，着力提

高文艺院团员工基本工资，切实保障文艺院团下基

层演出的必要补助，加大演员获得国家大奖的奖励

金额，务必落实各文艺团体的排练场地和办公经费，

积极鼓励民营资本投资中原文化发展事业，主动为

民营资本和文艺团体牵线搭桥，号召有实力有意愿

的企业以多元化方式参与文化事业，为中原文化的

大繁荣大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其次，各级政府应通

过政策引导，加强新闻媒体间的交流，积极支持中原

文化走出去，着力推动海内外华人间的文化交流。

政府部门应加强中华姓氏、文字沿革、少林文化、故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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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乡情文化、轩辕故里等根亲祖地文化资源的挖掘

工作，提升中原文化内涵，增强其对海内外华人的吸

引力，特别是加强新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力争

打造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文化盛典，以保证中原文化

持续、长效的推广和传播。

２．注重技术革新，为中原文化传播提供技术
保障

新媒体时代，数字化、网络化已成为一种发展趋

势。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强烈要求各级政府应更加

注重技术革新，及时掌握新媒体时代各种传播方式

和传播工具。美国著名电脑专家尼葛洛庞帝曾说

过：“从前所说的‘大众媒介’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双

向交流，信息不再被‘推给’（ｐｕｓｈ）消费者，相反，人
们将所需要的信息‘拉出来’（ｐｕｌｌ），并参与到创造
信息的活动中。”［８］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传播借

助数字技术的支撑，使媒体传播具有人际传播的交

互性，特别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博客、播客等都已成

为人们传播交流的重要平台。因此，按照传播方式

科技化的原则，各级政府应大力培育一批全面掌握

新媒体技术的科技人员，依靠科技进步来创新文化

传播方式，积极有效地传播中原文化。例如政府科

技创新人员可借助网络平台，利用中原文化得天独

厚的历史条件，构建起中原文化庞大的网络传播体

系，并运用简单易懂的操作流程指导群众了解相关

信息，让网民随时随地感受中原文化强大的人文

气息。

　　五、结语

文化承载历史，连接未来。新媒体的快速发展

为我们开启了文化传播的全新时代，虽然它仍在路

上，但其信息传播方式的全新突破对整个媒介领域

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只有充分运用新媒

体这一新兴传播工具，努力探寻新媒体时代中原文

化的全新传播方式，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才能使中华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原文化———在新媒体时

代得到更有效的传播与发展，体现出其巨大的时代

价值，焕发出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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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创新背景下豫商文化资源
整合与旅游开发研究

连建功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文化传播系，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摘　要］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豫商文化是中国商业文化的源头，商人故里、商业建筑、
特色商品、老字号、经营法则等，不仅对当前商人群体具有一定影响力，是新豫商参与市场竞争强有

力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对普通民众也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具有较好的旅游开发价值。目前，河

南省围绕豫商文化资源大力进行旅游景区和主题园区的建设，举办了大型节会，开发了特色旅游商

品。进一步提升豫商文化的当代价值、进行豫商文化资源整合和旅游开发，是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

承创新区的重要举措，是传承和发扬中原商业文化精髓的重要途径，是文化资源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的重要手段。而政府的重视，豫商文化资源的古老而丰富多样，其他商帮文化旅游开发的成功经

验，为豫商文化资源整合和旅游开发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与条件。传承创新背景下进行豫商文化资

源整合和旅游开发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整合资源，创新体制；挖掘内涵，提炼形象；选择项目，塑

造精品；打破区域，省际联动；完善链条，注重效益。

［关键词］豫商文化；资源整合；旅游开发；传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Ｆ５９２．７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２

　　河南位于中原腹地，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和文
化的核心地带，中国历史上向来有“问鼎中原”“逐

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此处所说的“中

原”首指河南。河南作为中国早期经济社会最发达

的地区，具有深厚的商业文化积淀。古代豫商在中

国商业史上创造了多项辉煌，夏朝商（今商丘）人王

亥被称为商人的鼻祖，春秋卫国（今鹤壁浚县）子贡

是儒商先驱，楚国三户（今南阳淅川）范蠡被称为

“商圣”。著名商道丝绸之路和隋唐大运河交汇于

唐东都洛阳，宋都开封更是见证了当时中原城市发

展和商业繁荣的奇迹。２０１１年 ９月，国务院出台
《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

见》，将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列为中原经

济区建设的五大战略定位之一，中原商业文化的传

承创新是河南进行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谋士、蔡丘濮上（今河南滑

县）人计然“夏则资皮、冬则资纟希、旱则资舟、水则资

车，以待乏也”［１］，出生于楚国宛（今河南南阳）的范

蠡“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２］等商业思

想对当前经济建设仍有积极意义；战国洛阳商人白

圭“智、勇、仁、强”的经营准则，直到今天仍为商界

广为运用和提倡。然而，豫商文化的研究长期以来

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重视，直到２００６年河南省首届
豫商大会召开后，豫商文化才开始走入学者的视野。

张民服［３］、高树印［４］、郭灿金［５］等一大批学者开始

关注和研究豫商文化，郑州大学成立了豫商文化研

究中心和豫商学院，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成立了豫商

文化研究所等。２００７年，《豫商发展史与豫商案例
研究》（１—１２卷）出版，丛书包括《当代豫商创业传
奇》《当代豫商管理创新》《河南集体经济企业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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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河南优秀企业家群体研究》《当代固始商人的

崛起》５本关于当代豫商的著作和《豫商发展史》
《古代豫商列传》《近代豫商列传》《唐宋行会研究》

《怀商的历史与文化》《康百万庄园兴盛四百年的奥

秘》《商圣范蠡评传》７本关于豫商历史的著作，共
４００余万字，填补了国内此项研究的空白。这些研
究成果，多集中在古代豫商人物、豫商精神及其当代

价值、新豫商精神和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对于如何

开发豫商文化资源、推动豫商文化资源产业化，从旅

游的角度传承和发扬豫商文化精神、提升豫商文化

的当代价值，学术界尚未涉及。本研究以河南省建

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为契机，旨在整合豫商

文化资源，进一步提炼豫商精神，打造豫商文化旅游

精品，推动豫商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市场化，以期能

够促进河南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并对中原经济

区建设和豫商企业文化的提升发挥一些助推作用。

　　一、豫商文化资源及其旅游开发

现状

　　１．豫商文化资源
豫商，顾名思义是指河南籍的商人，包括在河南

本土经商的河南人和在外地经商的河南人［６］。文

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创造的物质文化和

精神文化的总和。［７］豫商文化则是指古往今来河南

籍商人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不

仅包括豫商人物、商帮、商业城市、商业建筑、商品、

商道等物质文化，还包括豫商精神、价值观、商业规

制、商业民俗、经营法则、节庆活动、豫商文化作品等

非物质文化。文化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区域和时间界

限，因此，本文的研究范围界定在解放前河南省域内

商业文化以及与豫商文化相关的商人、商帮、商城、

商品、商道、商业场所、商业老字号等。

宋元以前，中原作为我国的经济中心已历经千

年，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古代豫商，创造了灿烂

的古代商业文化。王亥“肇牵车牛远服贾”［８］，是中

国历史上第一个用牛车拉着货物做生意的人；子贡

师从孔子，为儒家圣贤最杰出者，从商而至“结驷连

骑，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２］，被称为中国

历史上首位儒商；范蠡从政起家，功成名就后“变姓

异名”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２］，司马迁曾

评：“言富者皆称陶朱公（范蠡）”；吕不韦以经商起

家，后来走上政坛，成为秦之相国和秦始皇的相父，

为中国统一立下不朽功绩；白圭依靠“乐观时变，故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２］的经营理念，成为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具有战略思想的商人；计然提出经商要关

注气候变化和农业生产自然规律，“旱则资舟，水则

资车”，在进出货物时要“贵取如粪土，贱取如珠

玉”［２］，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商业理论家；清代

巩义的康百万家族更是创造了“富过 １２代、历经
４００年而不败”的商业神话［９］；禹州药市、怀庆商帮、

洛阳丝绸之路和隋唐大运河、社旗山陕会馆等民间

集市、商帮商道、会馆建筑等都集中体现了当时河南

商业文化的繁荣。豫商文化资源具有历史、经济、政

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商人故里、商业建筑、特

色商品、老字号、经营法则等，不仅对当前商人群体

具有一定影响力，是新豫商参与市场竞争强有力的

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而且对普通民众也具有一定

的吸引力，具有很好的旅游开发价值（见表１）。
２．豫商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现状
豫商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主要体现在３个

方面。

首先，古代豫商开创的经商哲学、经营理念、商

业法则，奠定了中国传统商业理论和经商理念的基

础，构成了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源头。他们善于探

索创新，如王亥“相土作乘马”、“亥作服牛”［８］，使商

族的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他们善于发现总结，不

管是“计然之策”，还是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

与”［２］的商业思想，仍是现代商业成功的要诀；他们

目光远大，如范蠡以“陶为天下之中，四通货物于诸

侯”［２］、子贡则“居卫而鬻财于曹、鲁之”［２］；他们极

富社会责任感，如弦高犒师［１０］、范蠡“三致千金，再

分散与贫交疏昆弟”［２］。

其次，古代商业城市的出现和繁荣，进一步促进

了商业法则、商道和商品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商业

鼻祖王亥诞生于商丘；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职业商人

诞生于西周时期的洛阳；第一个由政府颁布保护商

人的法规———《质誓》诞生于春秋时期的新郑；唐都

洛阳城内管理市场的“三市之长”是中国最早的“市

长”，当时洛阳商业极为发达，是东西方著名商

道———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唐三彩从此走向世界；

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的开凿，迎来了唐“开

元之治”和宋代的经济繁荣；北宋开封城人口达１５０
多万，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详尽地描绘了其当时繁

忙的商业图景。

再次，明清时期中原商业的再次崛起，为后人留

下大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存。四大商埠重镇之一

的朱仙镇、天下第一会馆———社旗山陕会馆、商业神

话———巩义康百万庄园、以经营“四大怀药”起家的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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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豫商文化资源统计表
类型 单体 地点 时代 开发价值

商丘古城 商丘 明清 三商之源，华商之都

商城
洛阳古城 洛阳 隋唐 千年帝都，丝路起点

开封古城 开封 北宋 十朝古都，东京梦华

朱仙镇 开封 明清 明清四大古镇之一

商业建筑
康百万庄园 巩义 清代 豫商精神家园

社旗山陕会馆 社旗 清代 中国第一会馆

王亥 商丘 商代 华商始祖

子贡 浚县 春秋 儒商鼻祖

吕不韦 禹州 战国 “奇货可居”商业思想

商人
范蠡 淅川 春秋 文财神，商圣

白圭 洛阳 战国 “人弃我取、人争我避”经营思想

计然 滑县 春秋 计然之策，商业理论首倡者

桑弘羊 洛阳 西汉 理财者和改革家的鼻祖

弦高 郑州 春秋 弦高犒师，第一位爱国商人

老字号
“第一楼”小笼包 开封 民国 中华老字号，开封标志餐饮

“真不同”水席 洛阳 清朝 中华老字号，洛阳标志餐饮

木版年画 开封 明清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商品
钧瓷 禹州 北宋 黄金有价钧瓷无价

唐三彩 洛阳 唐朝 唐代陶器，绚丽多彩

四大怀药 武陟 明清 山药、地黄、牛膝、菊花，旅游商品

禹州药市 禹州 战国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市场
百泉药市 辉县 明朝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太昊陵庙会 淮阳 宋代 区域性祭祀、商贸活动

大?山庙会 浚县 后赵 华北四大庙会之一

商帮 怀庆药商 焦作 明清 经营四大怀药起家

商道
隋唐大运河的中心 洛阳 隋唐 沟通南北水运，促进经济发展

丝绸之路东方起点 洛阳 汉到清 东西方商贸之路

怀庆药商及禹州药市、百泉药市等，无不彰显出明清

时期中原地区的商业繁荣。这些遗存都为豫商文化

的旅游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化与旅游两者之间具有天然联系。如果说文

化是旅游之魂，那么旅游则是文化之体，文化之魂与

旅游之体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统一于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旅游实践中［１１］。豫商文化是中

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其旅游开发如火

如荼，突出成绩体现在以下２个方面。
首先，建设旅游景区和主题园区。洛阳从２００７

年就开始采取保护性措施恢复古城风貌，将其建设

成为集旅游、购物、休闲、影视拍摄于一体的多功能

景区；开封当前正着力打造宋代特色突出的文化之

都，其中的清明上河园５Ａ级景区让北宋东京汴梁
的商业盛景实现了“穿越”；商丘早在２００６年就开
始建设华商文化主题公园，举办中国商丘国际华商

文化节，着力展现“华商之都”的城市品牌。此外，

巩义康百万庄园、淅川范蠡公园、内乡范蠡苑、宛城

范蠡文化产业园、禹州吕不韦故里文化旅游景区、社

旗山陕会馆等，都已建成或者正在打造旅游景区和

文化主题园区；丝绸之路和隋唐大运河申遗已进入

倒计时，为其后期的旅游开发提供了重要契机。

其次，举办大型节会和开发特色旅游商品。自

２００６年以来，河南省先后在郑州、洛阳等城市举办
了８次豫商大会，目前该活动已成为会聚天下豫商、
共襄合作盛举、助推中原崛起的一大品牌。此外，商

丘国际华商文化节、子贡文化高峰论坛（浚县）、康

百万豫商文化旅游节、南阳范蠡经济思想研讨会、禹

州钧瓷文化节、中华怀药文化节（温县）、禹州中医

药交易会等节会活动从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展示了

独特的豫商文化。近年来，唐三彩、钧瓷、四大怀药、

木版年画等更是充分发挥了旅游商品的作用和价

值，日益得到国内外旅游者的青睐。开封“第一

楼”、洛阳“真不同”也已经成为当地的标志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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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见表２）。以豫商文化为内涵的旅游要素“吃、
住、行、游、购、娱”的组合与完善，进一步促进了河

南省文化旅游产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豫商文化资源整合和旅游开发

的意义和条件

　　丰富的豫商文化资源日益得到当地政府和企业
的重视，以康百万庄园为代表的豫商旅游开发逐渐

得到旅游者的青睐。但豫商文化要素的单体开发远

远达不到规模效应，形象和知名度也相对较低，不能

够充分展示豫商文化的深刻内涵和整体风貌。因

此，有必要对豫商文化资源进行梳理、筛选，结合旅

游要素对其进行整合开发。在河南省实施“文化立

省”、“旅游强省”战略和“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

建设”的今天，这种整合开发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１．豫商文化资源整合和旅游开发的意义
（１）豫商文化资源整合和旅游开发是建设华夏

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重要举措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

五大战略定位之一，传承与创新华夏历史文明必须

对豫商文化资源加以保护、继承和弘扬，提升中原文

化内涵，增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自豪感。此

外，以“勤俭为本、耕读传家，乐善好施、欲取先予，

诚信义利、知人善任，审时度势、敢为人先”［１２］为准

则的豫商精神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文化

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传承和发扬豫商精神能够极

大地促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和提升新豫商企业的竞争

力，对河南省文化旅游产品结构的完善也必将起到

重要促进作用。

（２）豫商文化资源的整合和旅游开发是传承和
发扬中原商业文化精髓的重要途径

中原商业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王亥、范蠡

等古代豫商的商业理论和法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

神财富，其所倡导的爱国、惠民、公平、诚信等优秀品

格是传统商业文化的精髓，也是市场经济快速发展

的今天所应该提倡的。深入细致地挖掘、梳理、提

炼、整合和提升中原商文化内涵，围绕形象塑造、景

区建设、线路安排、活动举办、宣传推广的旅游发展

理念，构建河南省豫商文化旅游体系，展现古往今来

的豫商文化和豫商精神，是传承和发扬中原商业文

化精髓的重要途径。

（３）豫商文化资源的整合和旅游开发是文化资
源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手段

河南省豫商文化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商人、商

道、商品、商业设施、商城等为其旅游开发提供了条

件。但其利用率较低，许多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古代

豫商、商道等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向现实生

产力转化的能力不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力较

弱。因此，必须对豫商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摸清家

底，明确优势，从体制、形象、区域等角度突破商业文

表２　豫商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现状统计表
旅游类型 旅游资源 旅游开发现状 所在地区

洛阳 世界文化名城，八大古都之一 洛阳

商业古城
开封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八大古都之一 开封

商丘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华商之都 商丘

朱仙镇 国家级文化生态旅游示范区 开封

商业建筑
康百万庄园 ４Ａ级景区，豫商精神家园 巩义

社旗山陕会馆 ３Ａ级景区，同类建筑全国之最 社旗

清明上河园 ５Ａ级景区，《东京梦华》实景演出地 开封

商业主题园区 华商文化园 纪念“商祖”王亥的主题公园 商丘

范蠡公园 纪念“商圣”范蠡的主题公园 淅川

豫商大会 已举办８届，豫籍商界精英聚会 省内地市流动

商业节会活动
华商文化节 已举办４届，国际华商精英汇集 商丘

百泉药交会 联姻太行旅游节，全国药材集散地 辉县

禹州药交会 联姻医药文化节，全国药材集散地 禹州

四大怀药 焦作标志性旅游商品 焦作

商业旅游商品 唐三彩 洛阳标志性旅游商品，国礼备选 洛阳

钧瓷 禹州标志性旅游商品，国礼备选 禹州

商业旅游餐饮
洛阳“真不同”水席 洛阳标志性旅游餐饮，中华老字号 洛阳

开封“第一楼”包子 开封标志性旅游餐饮，中华老字号 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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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资源旅游开发的瓶颈，充分发挥传统商业文化资

源的生产力作用，带动餐饮、酒店、零售、商贸、广播、

电视等相关产业发展，以推动中原经济区健康快速

发展。

２．豫商文化资源整合和旅游开发的有利条件
（１）政府重视
豫商文化资源的整合和旅游开发会涉及到省内

不同城市和地区，也会涉及到政府的文化、文物、旅

游、宣传等多个部门。政府应重视整合各方面的力

量，发挥资源的综合优势。河南省各级政府都非常

重视豫商文化的挖掘和开发，先后成立了豫商联合

会、豫商经济文化交流协会等民间机构，积极申办豫

商大会。华商文化节、钧瓷文化节、豫商文化节等活

动的举办都得到了河南省旅游局和当地政府的大力

支持。２０１２年河南省还与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签署
了共同推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合作协

议。两部门将在规划布局、政策制订、项目安排、资

金支持等方面给予河南省更多支持和倾斜，这为河

南省豫商文化资源的整合与旅游开发提供了契机。

（２）豫商文化资源古老而丰富多样
从商代王亥到春秋范蠡，从古都洛阳到宋都开

封，再到明清怀庆商帮、康百万家族、朱仙镇的兴起，

豫商文化资源具有深厚的历史沉淀和文化开发价

值。商城、商业、商道、商人、商品等豫商文化遗迹和

载体大多集中分布在陇海铁路沿线，这为突破行政

区划的局限，开展区域合作，建立资源互用、信息互

传、客源互送、产品互补、效益互享的豫商文化网络

提供了方便。

（３）其他商帮文化旅游开发的成功经验
晋商、徽商、潮商是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三大商

帮，其文化研究和旅游产业开发也走在其他商帮之

前。以晋商为例，北京、太原、榆次等地均建有晋商

博物馆，全面展示晋商在全国金融、外贸、实业等众

多经济领域的卓越贡献。１９９１年，张艺谋执导的
《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上演，使乔家大院开始进入旅

游者的视野；２００６年，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热播，让
旅游者以一种通俗的方式进一步亲近和理解晋商文

化。这些成功案例为豫商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提供

了宝贵经验。

　　三、豫商文化资源整合和旅游开发

策略

　　豫商文化资源的整合和旅游开发必须建立在效
益和科学基础之上，既要充分发挥豫商文化资源的

市场价值和文化旅游效益，在旅游项目策划、旅游线

路设计上满足政府、文化、旅游、市场、景区等各方面

的利益需求；又要注重资源整合和旅游开发的可操

作性，明确哪些资源可以开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由哪些部门进行开发，使文化资源在得以有效保护

的前提下能够产生预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１．整合资源，创新体制
基于豫商文化资源的特点和发展现状，其资源

整合和旅游开发必须进行体制创新，树立战略眼光，

构建豫商文化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首先，必须建

立新的管理机构，成立豫商文化旅游委员会。要在

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统筹省旅游局、省文化

厅、省商务厅等相关职能部门的力量，聘请旅游、文

化、商业、历史等方面的专家，组建跨行业、跨部门、

跨区域的决策、协调部门，以推动全省豫商文化景区

建设、豫商文化活动开展。其次，借鉴陕西“曲江模

式”，组建、培育有竞争力的豫商文化旅游集团，积

极引进战略投资者，引导豫商文化旅游开发有序进

行。以商丘为例，可深入挖掘商业文化，依托相关企

业，成立华商旅游集团，打造集文化、商业、古玩、餐

饮、休闲、娱乐、艺术、演艺等于一体的文化旅游“航

空母舰”。再次，建立完善的豫商文化旅游发展融

资机制，采取贷款贴息、投资基金、融资担保、引导基

金、无形资产贷款置押、集合债券等多种形式，构建

旅游发展融资平台。第四，制定鼓励豫商文化资源

开发和创新发展的相关政策，促使旅游文化产品的

创新，提升现有豫商文化旅游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文

化内涵，推动豫商文化旅游品牌建设。

２．挖掘内涵，塑造形象
２１世纪是形象时代，形象力的竞争将成为市场

竞争的主导形式之一［１３］。豫商文化旅游开发必须

深入挖掘古代豫商精神的内涵，结合新豫商的精神

风貌，提炼豫商文化旅游的鲜明形象，让旅游者对河

南商业、商人、商品有一个全面了解和深刻感知，进

一步带动豫企发展，促进其产品竞争力提升。古代

豫商从不同角度展现了豫商文化的精髓，子贡是儒

商代言人，范蠡是热爱公益事业的商人之典范，弦高

是第一个爱国商人，白圭是第一个战略商人，怀庆商

帮 “守信、讲义、取利”……这些都对新豫商精神的

培育产生了深远影响。２００６年第一届豫商大会就
明确提出“豫商行天下，诚信创财富”的形象口号。

广大豫商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艰苦创业、勇

闯市场、诚信为本、造福社会”的新豫商精神，具有

鲜明的时代特征，充分展示了河南人民的良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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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１４］。结合古代豫商的精神理念和新豫商精神，豫

商文化旅游形象应该从“儒商（爱学习）”、“信商

（讲诚信）”、“义商（具有社会责任感）”、“谋商（战

略眼光）”、“智商（善于经营）”诸方面全面打造豫

商文化旅游精品工程，以形成和展现全新的豫商

形象。

３．选择项目，打造精品
豫商文化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具有较好的旅游

开发价值，但由于历史久远，遗存较少，为其开发带

来一定难度。目前，已进行旅游开发的仅有清明上

河园、康百万庄园、华商文化主题园、范蠡公园等少

数几处。而资源整合理念下的产品开发必须对资源

内涵进行深入挖掘，找出资源与资源之间的内在关

联，提炼旅游主题，选择旅游项目，通过产业园区建

设、大型节事活动、电影电视作品制作等方式展现区

域文化精髓。古代豫商故里除商丘王亥故里、南阳

范蠡故里已开发外，子贡、吕不韦、白圭、桑弘羊等豫

商之故里均未开发。同时，仅对单一豫商人物进行

开发并不能够完整展现豫商文化的精神风貌。因

此，建议通过文化移植，在郑州建设集商业历史文化

展示、文物古玩交易、休闲餐饮娱乐、非物质文化展

现、商业旅游地产、主题酒店等于一体的多功能复合

型豫商文化主题园区。节事活动是进行区域文化整

合的较好载体，豫商大会、华商文化节、禹州孙思邈

文化节和药交会都已产生了较好的经济社会文化效

益，但规模和影响力相对较小。因此，建议在郑州举

办豫商文化旅游节，可将当前豫商大会、华商文化节

等活动纳入活动日程，在巩义、商丘、南阳、开封、洛

阳等地设立分会场，通过豫商论坛、特色文化旅游商

品展示、豫商经典故事演艺、参与性节事活动、当代

豫商评奖等多种方式集中展现豫商文化精神和当代

豫商风采。

４．打破区域，省际联动
古代豫商的商业法则和经营理念是中华民族共

同的宝贵财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商人。对

其进行旅游开发，不能仅局限某地，应该打破行政区

域划分，将河南省内、全国的同类商业文化资源进行

整合开发，打造旅游精品线路。首先是河南省内豫

商文化资源的整合。郑州、洛阳、开封、商丘等城市

可以联合打造古都商业文化游；古代豫商人物资源

的开发可整合在豫商文化主题园区内，竖立雕塑，解

说其生平事迹和对商业文化的重大贡献等；豫商商

品的整合可通过建设特色文化旅游商品市场、举办

特色文化商品展览会等进行集中展示和交易。其次

是跨省域的商业文化资源整合开发。应加强与晋

商、徽商、潮商等国内知名商业文化区的沟通和联

系，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共同开发商帮文化旅游线路，

共同推介商业文化旅游产品。丝绸之路、隋唐大运

河等著名商道涉及到不同国家、不同省域，跨国、跨

省域联合申遗是其整合开发的第一步，后续的旅游

开发必将进一步推动丝绸之路和大运河商道旅游的

大发展。此外，康百万庄园可以和山西乔家大院、山

东牟二黑庄园、安阳马氏庄园合作开发庄园旅游线

路，南阳、苏州、山东定陶可合作开发商圣范蠡文化

旅游产品。在跨区域商业文化资源整合开发过程

中，必须以豫商文化主题形象作为引导，各景区和活

动要明确定位，服务整体旅游形象的塑造，展现豫商

文化的魅力。

５．完善链条，注重效益
旅游业是一个关联性很强的产业，对豫商文化

资源进行旅游开发，必须立足当地实际，将旅游业和

文化产业、餐饮业、传统手工业、商业、娱乐业等结合

起来，拉长豫商文化旅游产业链，打造集文化旅游、

文化节庆、文化餐饮、文化演艺、文化科技、文化艺

术、文化主题酒店等于一体的较完善的产业链条。

清明上河园将文化旅游和文化演艺相结合，打造出

了《东京梦话》大型实景演出；商丘将豫商文化和节

事活动相结合，打造出了华商国际文化节节庆品牌；

禹州将钧瓷和首饰行业相结合，打造出了高端旅游

商品，实现了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

化。如今，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

不可阻挡的潮流，未来豫商文化旅游开发，应充分利

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的发展机遇，通过科技、创意

引领，将中原传统商业文化和现代元素相结合，融入

音乐、舞蹈艺术和先进的声光手段，打造反映豫商文

化和精神的影视、演艺、休闲娱乐项目精品，并增加

文化旅游的动态性、体验性、休闲性，以吸引和满足

不同层次人群的旅游需求。

　　四、结语

传承创新背景下豫商文化资源整合和旅游开

发，必须深入挖掘中原商业文化内涵，提炼传统商业

文化精髓，充分利用现代传媒和网络技术，从体制创

新、形象塑造、资源整合、区域联动、产业链条延伸等

角度出发，进行多元整合。要在政府引导下，充分发

挥市场的作用和功能，特别是大型文化旅游集团的

作用，针对民众、商界人士的文化旅游消费需求，出

（下转第９９页）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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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视角下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研究

管洲１，２，牛亮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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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快培育产业集聚与壮大县域经济实力是促进河南省实现中原崛起的首要任务。河南
省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差异明显，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与发达省市比相对落后，政府职能转

变滞后，这些均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产业集聚区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通过优化县

域内产业集聚发展的环境、培育县域特色优势产业、建立县域之间良好的产业衔接机制，能有效地

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产业集聚；县域经济；河南省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１．５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３

　　１９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新区域研究主义的兴
起，产业园区、大都市区、产业集群等成为学者们关

注和研究的焦点。我国区域经济相关研究紧跟世

界研究趋势，逐步从地带经济、经济特区、省际经

济过渡到对城市圈、县域经济、产业集聚的研

究。［１］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

本单元，是典型的行政区域经济。产业集聚是提

升产业竞争优势、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通过产业集聚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已成为县域经济

发展的一种战略选择。河南省作为人口大省、农

业大省和发展中的经济大省，县域经济个体数达

１０８个，已成为河南省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因而将
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放到发展产业集聚上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１．县域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
近几年，随着国家实施“中原崛起”战略，地处

中原腹地的河南省抢抓机遇，勇于开拓创新，总体实

力不断增强。县域经济在河南省国民经济发展中一

直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决

定着河南省整体经济的发展水平。

河南省现有１０８个县（市），包括１０个省直管
县市、１６个县级市、８２个县，县域面积 １５．１１万
ｋｍ２，占全省总面积的９０．５％；县域人口８１３８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的８２．０％。从２００５年开始，河南县
域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都在１８％以上；２０１０年全
省县域生产总值达１６１１２．４８亿元，占全省生产总
值的６９８％，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７０．９％；
县域财政一般预算收入５１９．２９４７亿元；县域经济
总量超过 ２００亿的县有 １７个，超过 ３００亿的有 ７
个；年财政预算收入超过１０亿元的县市达 １４个。
２０１３年第十三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名单，河
南省有４个县（市）榜上有名。从第五届到第十届
的中部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排名中，河

南省一直都是高居榜首（见表１），县域经济始终是
河南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２．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也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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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部六省百强县（市）在各省分布情况表
省市区 五届 六届 七届 八届 九届 十届 十一届 十三届

山西省 ９ １２ １３ １５ １６ １５ １５ １３

安徽省 １０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１ １２ １２ １７

江西省 ５ ９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１ １３

河南省 ３９ ４０ ４２ ４１ ４０ ３９ ３６ ２６

湖北省 １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１ １３ １２ １６

湖南省 １９ ２０ ２１ １７ １７ １５ １４ １５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县域经济年鉴》整理。

（１）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差异明显
县域经济是一种行政区划型区域经济，根据河

南省１０８个县（市）的资源环境、地理区位、社会经
济发展、生产力布局等多种因素可以将其划分为中

原城市群、豫北、豫西豫西南、黄淮４个县域经济区
域，由于受自然条件、政策环境、工业化程度等因素

制约，各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

２０１３年河南省公布的“２０１２年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评价结果”（见表２）显示：综合排名前３０强县（市）
中，中原城市群县域占２２席，豫北地区县域占３席，
豫西豫西南地区县域占３席，黄淮地区县域只占２
席。在“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中，主要按照 “经

济发展”、“社会事业发展与人民生活”、“经济可持

续发展”等评估指标划分而定，具体比重分别是

５０％、３４％ 与１６％，包括２２项详细的评估指标。结
合各县（市）地域分布情况看，河南县域经济发展状

况是：以郑州、洛阳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扩散，从西北

向东南呈梯次差异，从而形成“西高东低、北高南

低”的经济格局，山区县经济实力高于平原县，交通

区位较好的县域经济实力较强，中原城市群县域的

经济发展状况最好，其次是豫北、豫西、豫西南县域

的经济，发展最慢的是黄淮地区县域的经济。

（２）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相对滞后
河南省作为农业大省，大部分县域以农业生产

为基础，县域工业化发展初期主要依靠农业收入来

积累资金和拉动需求。河南省 １０８个县（市）中，
８０％以上的县是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县，农业产业化
程度低，农业生产和收入水平较低，对工业化进程拉

动作用甚微。［２］当前河南省正在进行中原经济区建

设，虽然“三化”协调发展是破解的首要难题，但工

业化、城镇化相对滞后，产业结构仍存在第一产业比

重过大的现象，产业综合竞争力不强，缺乏支持县域

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农业大县、工业小县的状况还

未得到根本改观。２０１０年，河南省县域一、二、三产
业比重分别为１４．２％、５７．７％、２８．１％，第一产业比

重高于全省平均值的县（市）有６３个，县域工业增
加值占ＧＤＰ比重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县（市）有４２
个，而低于５０％的县（市）却有５１个。２０１３年，河南
省城镇化率为４４．３％，较全国平均水平５３．７３％低
９．４３个百分点。由于河南省大多县域长期缺少优
势产业支撑，产业层次偏低，县城建设步伐缓慢，中

小城镇规模小、数量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作用不

明显，城镇化作为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的作用没有

充分体现出来。

表２　２０１２年河南省县域经济综合排名前３０强

县（市）名称 全省位次 县（市）名称 全省位次

巩义市 １ 汝州市 １６

偃师市 ２ 沁阳市 １７

新密市 ３ 安阳县 １８

新郑市 ４ 中牟县 １９

荥阳市 ５ 项城市 ２０

禹州市 ６ 唐河县 ２１

灵宝市 ７ 许昌县 ２２

永城市 ８ 临颖县 ２３

长葛市 ９ 武陟县 ２４

登封市 １０ 新野县 ２５

邓州市 １１ 尉氏县 ２６

伊州县 １２ 襄城县 ２７

镇平县 １３ 博爱县 ２８

新安县 １４ 辉县市 ２９

林州市 １５ 固始县 ３０

　　资料来源：２０１２年河南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评估结果

（河南省统计局）

（３）政府职能转变落后，管理体制不顺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河南省不少县域

还存在单纯追求以 ＧＤＰ增长来衡量政府政绩的发
展模式，政府部门在思想观念上还缺乏经济的、市场

的、信息化的眼光，在管理体制上还习惯于运用行政

手段处理公共事务。近年来，为了快速推进工业化

进程，河南省县域的众多中小企业在一夜之间涌现

出来，由于其技术设备、生产工艺落后，根本谈不上

环境保护，从而给县域的生态环境和县域工业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若以大量消

耗自然资源、恶化环境为前提，每一个 ＧＤＰ高速增
长背后都有可能付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高昂代

价。先开发后保护、重开发轻建设、只开发不保护等

经济运行模式如果不改变必将为今后的发展埋下隐

患。另外，县级政府管理权限低，对相当部分落地项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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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没有相应的决策权限，上级主管部门管制较多，县

级政府缺少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严重影响到县级

政府发展经济的主动性与创新水平。当前，河南省

已试点省直管县（市），巩义等１０个县（市）由省直
管。直管县（市）得到的最大实惠是管理权的扩大，

不仅拥有了更大的发展自主权，同时还得到了一系

列发展扶持政策［３］，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县域经济的

发展。

　　二、产业集聚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的根本战略

　　１．产业集聚区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
产业集聚是生产力实现空间布局优化和各种生

产要素在一定地域的有效集中。加快产业集聚区规

划建设是创新体制机制、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有效

载体。［４］建设产业集聚区主要是调整地方产业结

构、加快产业升级与转型，实现经济集约型发展。在

产业集聚区的规划、设计与建设过程中，重新调整产

业的组成结构，实现资源使用的最大化，提升环境污

染物的综合治理与回收利用，不断控制企业生产成

本支出，全面提升产业市场综合竞争实力。

截至２０１２年底，河南省共建有产业集聚区１８０
个，其中有１１４个分布于县域，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
主力军。主营收入超百亿的集聚区就有９０个，约占
河南省工业增加值的一半。２０１２年仅前三季度，产
业集聚区就完成投资达６９２８亿元，同比增长３８％，
高于全省投资增速 １４．４个百分点，占全省投资的
４８．１％；在建项目７５６１个，其中县域产业集聚区完
成投资５１２４亿元，占全省总投资的７４％，同比增长
４０％以上。这表明，产业集聚区已经成为县域经济
发展新的增长极。

２．产业集聚是推进县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
动力

县域经济的主体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目标是实

现工业化和城镇化，而城镇化的本质就是多种资源

和各类经济在地理空间上的综合集聚和优化配置。

县域产业集聚通过促进大量企业在城镇集聚发展，

可以有效带动资源、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流

向城镇，这既增强了城镇产业的实力，也加快了县域

的工业化步伐，同时还带动了餐饮、金融、中介、物流

等服务业的蓬勃发展，此外，还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

位以充分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为农村人口向城镇

转移提供必要前提条件，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的

工业化和城镇化。

预计到２０１７年，河南省城镇化率将达到５２％
以上；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实现工业化，二、三产业增加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可达到９０％以上，非农
劳动力占劳动力的比重可达到６０％以上，城镇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可达到５０％以上。根据河南省
目前的发展现状，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

镇人口将新增１００万，而每增加１个城镇人口，可
带动１０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因此，仅提高城
镇化率一项就可带来全省 １８００亿元以上的城镇
固定资产投资。

３．产业集聚能有效提升县域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培育和壮大产业集聚是提升县域经济综合竞争

力的有效途径。首先，产业集聚能有效调整产业结

构，使区域分工形成竞争优势。产业集聚具有资源

整合、创新、竞合以及产业链条延伸等内动力机制，

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５］如巩义市通过

发展耐火材料产业集聚，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产业
结构已由原来的以耐火材料、水泥、机械粗加工为

主，逐步发展为以煤电铝一体化、轻纺、电缆、冶金等

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其产品已广泛应用于钢铁、建

材、电力、石化等高温行业。巩义市现有耐火材料生

产企业４００多家，其产量占全国耐材产量的１５％以
上，２０１１年全行业实现销售收入４００亿，耐火材料
产业已经成为巩义市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是巩

义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其次，产业集聚可强化特色产业，充分发挥区位

资源优势，促进技术创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

效率和产品质量，提升整个产业市场的竞争能力，集

聚企业、通过市场竞争、互补合作增强自身优势，从

而能有效提升县域经济的综合竞争优势。如长垣县

作为中原经济区之豫鲁合作区的节点城市，其起重

机械制造产业经过２０年的建设发展，从各种零配件
的加工、仿制向超大型、精加工、微电子技术领域进

军，截至２０１０年，其起重机械产业集群已拥有重机
整机生产企业１０５家，零配件生产企业８００多家，产
品涉及１０多个系列、２００多个品种，２６００个服务网
点遍布全国，全行业实现年销售收入２００亿元，形成
产、销、研一体的经营模式，占据全国重机市场份额

的半壁江山。

　　三、基于产业集聚发展县域经济的

对策建议

　　１．优化县域产业集聚发展的环境
县域产业集聚的建设和发展，不仅需要市场机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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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内在驱动，还需要营造一个优良的外部发展环

境，它可以对产业集聚充分发挥政策、市场、服务等

方面的有利作用，以促进产业集聚健康发展。［６］

一是优化政策环境。当地政府应结合县域产业

集聚当前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成立专项小组，深入了

解企业最新动态，协调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制定

有利于产业集聚发展的土地、税收、人力资源、专项

补助等政策，使其切实起到引导和保障的积极作用，

以确保产业集聚顺利进行。

二是完善、优化基础配套设施。对产业集聚园

区的基础配套设施给予全方位的服务支持，加快推

进园区道路硬化、绿化、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

优先完善重点项目的设施建设，为项目建设和企业

生产提供基础设施条件。

三是优化融资环境。通过采取构建融资平台、

强化融资服务、鼓励企业上市等手段来破解企业融

资难问题，由政府控股筹集民间资金成立中小企业

担保公司，以降低企业融资风险、满足企业融资

需求。

２．培育县域特色优势产业，优化产业结构
加快培育县域特色优势产业，是资源优势向产

业优势转化的有效途径。县域经济发展，特色产业

是第一要素，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的主线，把优化产业结构作为经济结构调

整的战略主攻方向，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培育壮大县

域特色优势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打造产业经济的增

长极。要研究市场发展趋势，分析市场发展前景，按

照市场需求，充分挖掘本地资源优势，结合本地实际

准确定位，推出“一县一业”的特色优势产业，形成

区别于周边地区产业的主产业，产生对外辐射经济

的作用力，增强县域经济的综合竞争力，从而在市场

中占居主导地位，逐渐形成在区域内外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特色产业和战略产品体系。

３．建立县域之间良好的产业衔接机制，促进分
工协作

借助产业集聚，相关产业可通过横向发展，扩展

成为关联度高的企业集群，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并

具有延伸性。［７］针对产业链条的薄弱环节和关键环

节，要加大改善力度，使县域之间的产业能突破自身

规模以及配套方面的局限性，相互衔接、互为支撑，

极大地提高产业竞争力，更进一步优化县域之间产

业的发展环境。

提升县域之间产业集聚专业化分工水平和协作

能力。专业化分工具体包括产品上下游之间的纵向

分工和相关产业的横向分工，可直接提高生产效率。

同时，应根据产业集聚过程中市场的配置需求，在原

材料生产、加工、销售以及技术研发等方面建立协作

关系，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企业向更专业的方向发

展，形成专业化的生产配套企业；另一方面，能增强

产业集聚核心竞争力和风险抵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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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投企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
风险规避研究

谷秀娟，叶金

（河南工业大学 经济贸易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目前，创投企业运行中的风险影响因素主要有：法律法规不完善不利于创业投资，中小企
业资金管理不规范，对创业企业的监控不到位，中小企业信息不透明。但同时，国家对创投企业发

展给予了相应宽松的政策氛围，创投企业也具有为创业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优势。要降低创投

企业的投资风险，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创投资金的退出机制，创投企业应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

制，审慎选择与评估投资机会，加强对创业企业成长的风险跟踪管理。

［关键词］创投企业；中小企业；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Ｆ８３２．４８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４

　　创业投资企业（简称为“创投企业”）是指向创
业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待所投资的创业企业发育成

熟或相对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以获得资本增值收益

的企业组织。创投企业作为连接资本市场和创新型

中小企业的桥梁，通过对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和技术

等方面的扶持，推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提升其开发

新产品的能力，并使其能够较快地进入资本市场，实

现价值增值，进而带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本文

拟通过对创投企业投资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及发展

环境分析，提出其风险规避建议。

　　一、创投企业投资中小企业面临的

风险因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我国企
业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许多创投企业为了提高自

身竞争力，实施了多种投资项目，其投资主要是对固

定资产、房地产、证券、无形资产等的投资。这些投

资既为创投企业带来了巨大收益，同时也为创投企

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这些风险因素主要

有以下４点。

１．法律法规不完善不利于创业投资
创业投资经过长期的发展，已初具规模，但至今

尚无一个全国性的行业法规，如果发生投资风险，就

无法可依。此外，在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中，有不少

规定不利于创业投资，如《公司法》中关于注册资

本、对外投资、上市条件、发起人股流通等方面的规

定，都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创业投资的进一步发展。

２．中小企业资金管理不规范
资金是企业发展的基础，资金不足势必影响企

业的生产、经营与发展。在上市资源十分稀缺且上

市门槛比较高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很难通过股权来

进行融资。中小企业在得到创投企业的投资后，有

时会盲目地进行企业扩张和项目建设，但由于中小

企业缺乏控制投资风险的人员和经验，再加上其资

金管理的不规范，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的管理问题，导

致资金利用不合理，从而对资金投资的未来收益造

成不利影响。

３．对创业企业的监控不到位
创投企业在投资后大部分仅充当普通股股东的

监控角色，在管理阶段对创业企业放任自流，没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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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创投企业对创业企业成长风险的预评判断作用。

在信息披露方面，创业企业还有可能在运用资源方

面出现机会主义倾向，在企业经营不善的时候，可能

会隐藏负面信息以逃避处罚；而当企业经营良好的

时候，又会隐瞒真实情况，以防止投资者索要更高的

投资回报。

４．中小企业信息不透明
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信息的不透明、不规范、不

公开，以及财务制度的不健全，增加了投资的不确定

性，这就使得投资者往往不愿意投资中小企业，即使

投入了也不得不承担很高的投资风险。由于风险投

资是一个投资期限长、投资结果不确定的过程，所

以，很难获取关于整个风险投资过程的比较完整、准

确的信息。投资主体虽然对未来情况（如某些定性

评价指标）有所了解，但对可能的风险损失、投资收

益变动等定量指标很难做出准确的估计。

　　二、创投企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

宏观微观环境

　　１．国家给予相应的宽松政策氛围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中国证券业协会向各券商直投

子公司下发《证券公司直接投资子公司自律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券商发行直投基金将

由证监会行政审批监管改为在证券业协会备案，要

求直投子公司或其下属机构完成直投基金的首轮募

集或签订受托管理其他已设立基金的协议后１０个
工作日内，应向证券业协会备案，协会应于２个工作
日内对直投子公司的备案申请予以受理并出具受理

通知。除取消设立直投基金的行政审批外，还首次

明确界定了管理团队的跟投行为：直投基金的投资

管理团队可以作为直投基金的出资人对直投基金投

资的项目进行跟投。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６日，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基金
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简称

《办法》）第９条明确规定：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可投
资于未通过证券交易所转让的股权、债券及其他财

产权利，基金管理公司应当设立专门子公司，通过设

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开展专项资产管理业务。

上述规定意味着公募基金投资范围将从二级市

场向股权投资领域延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可设立

直投公司参与 ＰＥ投资。这样，公募基金就可以凭
借其丰富的客户资源及二级市场的投资经验，在基

金募资或并购投资方面占居一定优势，长期来看，公

募基金入市对ＰＥ市场格局及行业监管模式均有深

远影响。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督管理办法》是我国首次就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

理问题作出的系统、全面的规定，标志着我国在建立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征程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９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加
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多项政策，包括将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试点扩大至全国，鼓励

创新、创业型中小企业融资发展。

从以上的政策和措施可以看出，国家有关金融

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已陆续出

台，在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稳中提质，保持宏观

经济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同时，已开始逐步有序

地推进金融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

活存量，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更好地服务实

体经济，更有针对性地扩大内需，更扎实有效地做好

金融风险防范工作。

２．创投企业具有为创业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的
优势

一是帮助企业实现价值增值。规模小、资金少

的特点决定了中小企业抵御风险能力较差，再加上

相关工作人员不专业，从而造成投资领域的剧烈震

荡，威胁创投企业资金安全。创投企业在对风险企

业进行投资的同时，不仅提供资金，更重要的是提供

增值服务，会派出管理专家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了

解和掌握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差异化优势，掌握中、后

期项目的成长性、规范性及财务等指标。这是创业

投资区别于传统投资的一大特征，也是创业投资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创业投资成功的关键所在。创投

企业通过跟踪服务，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展中

小企业的内在价值，帮助企业实现增值。

二是帮助企业筹集后续资金。创投企业往往与

投资银行、基金组织或者保险公司等有着十分密切

的关系，创投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为创

业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筹集后续资金，推动创业企业

公开上市或者发行债券，让企业得到发展所必需的

资金。所以许多企业就会主动寻找那些在投资业内

有广泛联系的创业投资公司或个人，以寻求后续资

金的供给。

三是帮助企业寻找重要的客户和供应商。创投

企业不仅利用它们已建立的无形关系网为创业企业

寻找合适的管理人员和募集资金，而且还经常为其

寻找合适的供应商、销售商等，帮助企业顺利进行生

产、销售和售后服务。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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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创投企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

风险规避建议

　　１．政府部门应加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为了适应创投风险管理的客观需要，相关法律

法规要进一步加以完善，使创投企业能够依照法律

解决一些实质性问题，如税收、外汇管制、退出机制

等。为加大对中国创投发展的支持力度，政府应制

定和出台能真正推动创投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

２．相关管理部门应注意建立完善创投资金的退
出机制

风险投资的流通性要求资本市场有完善的退出

机制，从而使投资人有机会进行新的投资，以提高资

本的利用率。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主要包括公开上

市、企业并购、股份回购和破产清算等。公开上市是

风险投资家实现利润、收回原始投资的最有利渠道，

但是严格的审批制度和有限的席位，使得大多数的

中小企业难以满足上市要求。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和投资对象的高风险性，使得创业投资公司不能准

确预测其投资能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退出，甚至能否

退出从而产生创投资本不能退出或不能完全退出的

风险，因此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受资企业的发展

来进行综合考虑管理。

３．创投企业应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建立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有助于创投企业的发

展。近年来，一种新的激励制度，即股票期权制度业

已显示出其有效性，这已被国外实践反复证明。股

票期权是一种未来以确定的价格购买公司股票的权

利，倘若公司股票价格上涨，超过确定的认购价格，

股票期权享有者可以以确定的价格购买股票，获得

收益。可见，股票期权制度可以激励高级管理人员

包括风险投资运作人员努力工作，注重公司长远利

益及中长期发展规划，有利于培养风险投资家，提高

风险投资的成功率。所以可以在我国创投企业推广

建立股票期权制度。

４．创投企业要审慎选择与评估风险投资机会
创投企业要对投资对象进行充分的风险识别与

前期评估。在进行风险投资前，要对投资企业或项

目各种影响资本增值与退出的风险深入分析，设计

相应的风险管理与控制方案，把风险管理的策略转

化为风险投资协议的若干条款，运用到实践中。

５．创投企业应加强对创业企业成长的风险跟踪
管理

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创业企业在成长过

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会逐渐增加，由于创业

企业的管理团队及商务运作经验缺乏，越来越需要

创投企业的积极介入和主动参与，通过加强对创业

企业成长风险的跟踪管理，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

方式为创业企业提供有效的监督并创造价值，以规

避经营风险，实现价值增值。投资后管理阶段是整

个创业投资周期中时间跨度最长的一个阶段，也是

创业企业家产生代理风险行为可能性最大的一个阶

段。因此，创投企业在投资后应对创业企业实施周

期性的动态评估，并利用分阶段注资机制来控制创

业企业家的代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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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购买有机粮食意愿分析
———基于河南省郑州市的数据

刘宇翔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旅游与会展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有机食品的公信力有所下降。通过对消费者购买有机
粮食意愿之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供养婴儿的消费者、养生爱好者、有机产品认知程度较好的消费

者购买有机粮食意愿更为强烈，品牌和购买方便程度能促进消费者对有机粮食的购买。目前有机

粮食的认证机构、销售渠道和营销方式让消费者不太信任，无法促进消费者购买意愿。应统一认证

体系，严格准入制度，提高有机粮食的税收、财政补贴，同时细分市场定位，创新营销方式，对有机粮

食进行深加工，以促进有机粮食的生产和销售。

［关键词］有机粮食；购买意愿；生活理念

［中图分类号］Ｆ３０７．１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５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尤其是中
等收入人群对食品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有机食品

逐渐进入消费者的视野。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领

域所出现的“三聚氰胺事件”“瘦肉精事件”“毒胶囊

事件”等，不断挑战消费者的心理底线，促使消费者

追求更加安全放心的食品，有机食品获得新的发展

机遇。有机粮食作为有机食品的一种，由于受价格、

观念、标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市场份额相对较

小。研究消费者对有机粮食的购买意愿，将会促进

有机粮食的生产和消费，传播绿色的生态生活观念，

促进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升级。

目前国内外关于有机食品的研究较多，但涉及

有机粮食的研究相对缺乏，进行专题研究的就更少。

Ｓｃｈｉｆｆｅｒｓｔｅｉｎ等［１］认为有机食品消费可视为是基于

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包括个人价值体系和个性、态

度和消费行为的一种生活方式。Ｔａｒｋｉａｉｎｅｎ等［２］

认为基于保护环境和动物福利的动机对有机食品

的消费更有影响。尹世久等［３］用计划行为理论研

究了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购买意愿，认为城市消

费者对有机食品的购买意愿受收入状况、对有机

食品的信任度、有机食品的价格、消费者对自身健

康的关注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比较显著，而受消费

者的年龄、文化程度、对环境保护的关注程度等因

素的影响较弱。ＳｕＨｕｅｙＱｕａｈ等［４］分析了东亚不

同国家对有机食品的消费差异和消费群体。Ｇｉｏ
ｖａｎｎｉＰｉｎｏ等［５］发现经常购买有机食品的消费者大

都出于伦理动机，偶尔购买有机食品的消费者多出

于食品安全的动机。

综上所述，国内外的学者主要是从消费者的类

型、动机、频率、行为、价值理念等方面，运用多种统

计分析模型从消费者角度对有机食品做了一系列的

研究，也提出了很多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的观点。但

大多数研究并没有将有机粮食作为专门的研究对

象，而是将其包含在有机食品的大类中，与有机蔬

菜、有机奶制品、有机肉类放在一起来进行研究。但

有机粮食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

较小，与其他有机食品的消费特征和习惯也有很大

不同，因此有必要进行专门研究。本文拟从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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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特征和生产企业营销策略的角度，以郑州市

的调研数据为基础，深入剖析消费者对有机粮食的

购买意愿，以促使生产者和销售者更准确地把握消

费者心理，政府更有效地引导有机粮食的生产和销

售，为有机粮食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决策

依据。

　　一、理论假设和统计数据分析

１．理论假设
在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根据我

国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对影响消费者有机粮食购买

意愿的因素做如下理论假设。

一是消费者个人情况。消费者的文化程度、收

入水平对有机粮食消费具有正面影响，性别、年龄、

婚姻状态的影响不确定。家里有婴儿或者孕妇的消

费者购买有机粮食的倾向比较大，城镇居民消费有

机粮食的意愿会更强烈，家庭规模越大的消费者对

有机粮食消费的可能性越小。

二是对有机粮食的认知程度。对有机粮食了解

程度越高的消费者，其购买意向越强烈，包括对有机

食品的品牌、认证渠道、消费渠道、信息获取渠道等

了解。

三是有机粮食生产者的营销策略。有机产品的

定价越高消费者购买意愿就越低，品牌知名度越高

消费者购买倾向越强烈，消费渠道越便利越能有效

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四是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健康的关注程度。对

食品安全关注程度较高的消费者对有机粮食的消费

倾向就会较高，对有机食品安全程度信任的消费者

更愿意购买有机粮食，认为饮食与疾病关系非常密

切的消费者购买有机粮食的次数就更加频繁。

２．数据收集
２０１２年３月，在预调研后，研究成员依据问卷

进行信度分析和项目分析，剔除或调整了不适当的

问卷项目，正式调研是在郑州市采用修订后的调查

问卷展开的。调研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利用集中

发放调查问卷与有选择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

研的地点包括超市、商业区、住宅小区等。本次调查

共发放问卷５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３８１份，有效问卷
回收率为７６２％。回收问卷的统计结果表明，从年
龄、收入等人口学特征看，调查范围比较广泛，与所

调查城市社会结构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可以作为

分析的依据。

　　二、研究方法和结果分析

１．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的是消费者对有机粮食的购买意愿，

即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有机粮食，包括愿意和不愿

意两种情况，即愿意购买，定义为 ｙ＝１；不愿意购
买，定义为ｙ＝０，研究方法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根据前面的假设，消费者对有机粮食的购买意愿受

４大类因素２５个变量的影响。现将４大类因素与
消费者对有机粮食购买意愿之间的关系归纳为以下

函数形式：

消费者对有机粮食的购买意愿 ＝Ｆ（消费者个
人情况，对有机粮食的了解程度，有机粮食生产者营

销策略，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与健康的关注程度）＋
随机扰动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可构建如下：

Ｐｉ＝
ｅα＋∑

ｍ

ｊ＝１
βｉｘｉｊ

１＋ｅα＋∑
ｍ

ｊ＝１
βｉｘｉｊ

式中，Ｐｉ为消费者购买有机粮食的概率，ｉ为消费者
编号，βｉ表示因素的回归系数，ｍ表示影响 Ｐｉ的因
素个数，Ｘｉｊ是自变量表示第ｉ个样本的第ｊ种影响因
素，α表示回归截距，模型中各影响因素选取的具体
变量及含义见表１。
２．运行结果分析
使用软件ＳＰＳＳ１９对调研的３８１份有效问卷的

数据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采用向前逐步法，变量引入
的依据是得分统计量显著性水平，变量被剔除的依

据是条件参数估计所得的似然比统计量的概率值。

现在我们根据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运行结果来对前文的理
论假设进行检验。表 ２是将表 １设定变量中显著
性＞０．０５０的剔除后的运行结果。

根据表２数据可以得出回归方程：
Ｌｏｇｉｔ（消费者购买有机粮食的意愿）＝－１．３２０＋

０５１４（是否关注有机食品）＋０．４８２（对有机食品品
牌的关注）＋０．７５４（是否供养婴儿）－０．３９８（附近
有无购买的场所）－０．３９２（饮食与疾病的关系）＋
０．５５７（哪种食品最安全）＋０．９２６（哪种食品质量等
级最高）＋０．５９７（希望厂家改进的地方）。

由此可以判断出自变量变化对因变量的影响，

即自变量变化对消费者购买有机粮食意愿的影响主

要表现在以下４个方面。
（１）在消费者个人情况中，性别、年龄、居住地、

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家庭收入对有机粮食的购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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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模型的变量和定义
变量 定义

对有机粮食的购买意愿 １代表有，０代表无

消

费

者

个

人

特

质

性别 １代表男，０代表女，

居住地 １代表城市，２代表城镇，３代表农村

年龄
１代表１８—２５岁，２代表２６—３２岁，３代表３３—
４０岁，４代表４０岁以上

婚姻状况 １代表已婚，２代表单身或离婚

文化程度 １代表小学，２代表初中，３代表高中，４代表大专及以上

家庭规模 １人，２人，３人，４人以上

是否有婴儿 １代表有，０代表无

选购食品时首要考虑要素 １代表价格，２代表质量，３代表方便购物

家庭收入
１代表１．５万以下，２代表１．５～３．５万，３代表３．５～５万，
４代表５万以上

对

有

机

食

品

的

了

解

程

度

哪种食品质量等级最高 １代表无公害食品，２代表绿色食品，３代表有机食品

对有机食品的了解程度
１代表很了解，２代表一般了解，３代表了解很少，４代表不
了解

对有机食品质量放心程度 １代表非常放心，２代表放心，３代表不放心，４代表无所谓

购买渠道（网上定购，专卖店，附近超市，生产基地采摘） １代表使用该渠道，０代表不使用该渠道

认证部门（职能部门，农超市场，质检中介，

熟人推荐，自己体验）
１代表信任该部门，０代表不信任该部门

信息获得渠道（亲戚熟人，

电视广播，报纸，网络）
１代表使用该渠道，０代表不使用该渠道

有机

粮食

生产

者的

营销

策略

附近有无购买场所 １代表有，０代表没有

有机食品的定价 １代表非常高，２代表较高，３代表适中，４代表较低

有机食品价格承受能力
１代表１．３倍，２代表１．３～１．８倍，３代表
１．８～２．５倍，４代表２．５倍及以上

对有机食品品牌的关注 １代表关注，０代表不关注

是否关注有机食品 １代表是，０代表否

消费

者对

食品

安全

和健

康的

关注

程度

饮食与疾病的关系
１代表有很大联系，２代表有一定联系，
３代表没有太大联系，４代表无关联

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 １代表很关心，２代表一般，３代表无所谓

购买有机粮食的理由（安全健康、赶时髦、

口感味道好、作为礼品）
１代表同意该选项，０代表不同意该选项

希望厂家改进的地方（品种类别增加、

物美价廉、质量更安全、方便快捷购物 ）
１代表同意该选项，０代表不同意该选项

愿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有机粮食与其他有机食

品有显著的区别，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粮食，收入弹性

较小，且随着收入的增加粮食的消费比重呈现下降

的趋势，这就为有机粮食的定价提供足够的空间。

在个人情况中，供养３岁以下婴儿的消费者对有机
粮食具有强烈的购买意愿，这与我国食品安全问题

频发、婴儿食品比较令人担忧有关，所以有婴儿或者

孕妇的家庭更加重视有机食品。

（２）对有机粮食的了解程度会影响消费者的购
买意愿，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尽管内

容相近，也都是经质量认证的安全农产品，但其侧重

点不同。无公害农产品是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发展

的基础，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是在无公害农产品基

础上的进一步提高；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侧重

对影响产品质量因素的控制，有机食品则侧重对影

响环境质量因素的控制。相对而言，有机食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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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绿色食品次之，无公害农产品又次之。所以把

食品安全作为购买首要考虑因素的消费者，其购买

意愿会更加强烈；对有机农产品了解较深，对无公

害、绿色、有机农产品关注程度比较高的消费者，越

愿意购买；认为有机食品最为安全的消费者更愿意

购买有机粮食。

（３）消费者比较重视有机粮食的品牌，品牌知
名度将会影响到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同时如果在消

费者住宅附近有方便的有机粮食的销售点，也会有

效促进购买行为。而有机粮食的认证渠道和信息获

取渠道并没有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明显的影响，

这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认证

和现有企业的营销方式存疑，信任程度较低。

（４）消费者对食品和健康的关注程度会影响到
其有机粮食的购买意愿。表２的结果表明，认为饮
食与疾病有明显关系的消费者购买有机粮食的可能

性大，这就验证了前面假设的正确性，同时消费者希

望有机粮食能够物美价廉。表２的结果还说明注重
养生的消费者购买意愿更强烈，现有有机食品的性

价比影响消费者购买。

　　三、促进有机粮食生产与销售的对

策建议

　　食品安全问题的频发，使食品行业、认证部门的
公信力不断下降，有机粮食的生产与销售既面临着

严重的市场信任危机，也存在着新的发展机遇。为

了提高消费者购买有机粮食的意愿，笔者提出以下

对策建议。

１．统一认证体系，严格准入制度
目前我国有机食品监管体制还不完善，从监管

部门到认证机构，再从认证机构到生产企业，原本应

该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的有机食品监管与认证流程，

现在却漏洞百出。有机食品认证体系程序复杂、种

类繁多，有国家认监委认证、地方认证、协会认证，甚

至伪造认证，认证行业的寻租和假冒行为极大损害

了政府认证部门的公信力。有机食品监管部门的责

与权的分配存在交叉或空档，农业部门管生产，认监

委管认证，工商部门管流通，卫生部门管餐桌，这样

的多头管理无法实现“谁认证谁监管谁负责”的原

则。因此，统一认证体系、严格准入制度是促进有机

粮食发展和重塑权威部门公信力的前提，是有机食

品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统一认证体系，

应当明确不同产品的类别，让消费者能够简单快速

地分辨出有机食品与其他食品；要加强市场监管，对

于非统一认证体系的产品和假冒产品进行严厉打

击，一旦出现问题，认证部门须负连带责任，从而真

正实现权与责的统一。由于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生

产方式、产品质量要求较高，因此其市场准入制度也

应更加严格，要从立法的角度严格规定有机食品中

的成分含量，若未达标，则皆视为非有机食品，从而

为有机食品、有机粮食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良

好的市场环境。

２．提高有机粮食的税收、生产补贴
有机粮食重视对影响环境质量因素的控制，强

调的是产品来自有机农业，而要发展有机农业就必

须改造被破坏的农业生产环境，培育出健康、平衡、

表２　模型运行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Ｗａｌｄ卡方值 Ｐ值 ＯＲ值

是否关注有机食品 ０．５１４ ０．２３０ ４．９７１ ０．０２６ １．６７２
对有机食品品牌的关注 ０．４８２ ０．２３６ ４．１５１ ０．０４２ １．６１９
是否供养婴儿 ０．７５４ ０．２５０ ９．０６１ ０．００３ ２．１２５
附近有无购买的场所 －０．３９８ ０．１４８ ７．２６９ ０．００７ ０．６７１
饮食与疾病的关系 －０．３９２ ０．１８３ ４．５９６ ０．０３２ ０．６７６
哪种食品最安全 ０．５５７ ０．１７３ １０．３７６ ０．００１ １．７４５
哪种食品质量等级最高 ０．９２６ ０．２７９ １０．９７０ ０．００１ ２．５２４
希望厂家改进的地方 ０．５９７ ０．２３６ ６．３８２ ０．０１２ １．８１７
常量 －１．３２０ ０．６７３ ３．８４５ ０．０５０ ０．２６７
预测准确率 ６８．５％
（－２）倍的对数似然函数值 ４５１．５８９
残差Ｒ２ ０．１８２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２４２
卡方检验 ７６．３７７
双侧检验 ０．０００

·９７·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４年

充满活力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系统。所以有机粮食

生产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应利用税收、补贴等多种手

段，引导有机产品的技术发展和生产区域规模的扩

大和保护。为此，我们一方面国家要提高相关补贴，

降低生产成本，降低有机粮食的产品价格，扩大有机

食品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国家要提高相关补贴，改

善生态环境，实现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

３．细分市场定位
尽管有机食品行业鱼龙混杂，影响到整个行业

的健康发展，但是有机粮食的市场需求还是巨大的，

有机粮食的生产企业要通过合适的营销策略转

“危”为“机”，在纷乱的市场中占领和扩大市场份

额。鉴于供养婴儿的消费者对有机粮食的消费需求

比较强烈，孕婴市场是有机粮食制品的巨大销售市

场，因此细分孕婴市场无疑是一个良好的营销策略。

此外，注重养生的消费者也会更加倾向于有机粮食

的消费，因为这些消费者认为饮食与健康的联系相

当紧密，可以通过饮食调理个人健康，而有机粮食是

食补的首选。

４．创新营销方式
食品安全问题的频发导致消费者对传统营销方

式失去信任，传统有机食品的信息获得方式和销售

渠道并没有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

用。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营销方式和渠道进行创

新，通过建立方便消费者的购买渠道，让有机粮食生

产企业与社区实现对接，使有机粮食直接从田间地

头走向社区，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流通成本，让消费

者能了解到自己所吃的粮食是由哪个农户生产的，

其联系方式是什么，以建立顺畅的沟通和购买渠道。

此外，可采用体验式的营销方式，让消费者深入了解

有机粮食的生产和销售流程，将生产过程与农业生

态旅游项目有机结合起来，开发有机农业的旅游项

目，增加互动和参与的环节，重塑消费者对有机粮食

的信任，从而树立有机粮食的品牌，增加非生产性的

经营收入，降低有机粮食的生产成本，提高农民的生

活水平。

５．注重有机粮食的深加工
有机粮食类的农产品生产成本相对较高，所以

售价也偏高，因此对有机粮食进行深加工是企业获

得更高利润的重要途径。通过细分市场，对有机粮

食进行深加工，提高有机粮食的附加值，不仅可以树

立良好的品牌形象，而且可以提高产品售价，增加企

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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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民间绘画的特点与流变
张景明

（大连大学 美术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６２２）

［摘　要］东北民间绘画题材多来源于乡村、牧区、林区，是在农田生态、草原生态、森林生态等特定
自然条件以及区域社会文化生活条件下创作出来的。东北民间绘画在不同类别的绘画表象中蕴含

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具有一定的艺术文化特征：年画色彩绚丽，年味十足；有着乡土性的艺术风格和

内容，以及浓郁的东北地域性；题材多反映淳朴的民风习俗。东北民间绘画中的绥棱农民画、吉林

东辽葫芦画、辽宁铁岭指画、内蒙古扎鲁特版画等，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特征与风格，还经历了一个

传承流变的过程，在发展中基于创作原则而不断创新，为繁荣民间美术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东北民

间绘画多数已经成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仍有亟待申报遗产的项目，如大连庄河农民画、金州

农民画等。这些民间画在当地都有代表性，已经具备了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条件，只要继续深入

挖掘，找出活态传承人和传承过程，其申遗成功指日可待。

［关键词］东北民间绘画；艺术文化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Ｊ２０５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６

　　民间绘画是指一种由民间艺人运用简朴的技法
创作农村、牧区、林区题材的美术形式，包括版画、油

画、国画、烙画、壁画、葫芦画、皮画等种类，作品多反

映民间人们淳朴的思想感情、宗教信仰和生活、生产

情景。东北地区民间绘画是在农田生态、草原生态、

森林生态等特定的自然条件以及区域社会文化生活

条件下创作出来的，其形式、题材、内容、技法、色彩

等都与自然环境、民众生活、文化心理、审美情趣密

切相关。其种类较多，有桦树皮镶嵌画、鱼皮镂刻粘

贴画、桦树皮画、布贴画、葫芦画、年画、硬笔画、农民

画、根须画、缝绣画、无笔画、建筑彩绘画、指画、版画

等，它们都围绕民间生活和文化传统进行创作，借以

表达和寄托人们在生产、生活方面驱灾避难、迎祥纳

福的愿望和期盼。目前，学术界对东北地区民间绘

画的研究较少，现有的成果也主要是针对某一画种

进行的探讨。如董国峰的《绥棱农民画的现状发展

探析》［１］、王荐的《铁岭的文化符号———手指画》［２］、

关德富的《东北民间美术的文化阐释———〈萨满绘

画研究〉读后》［３］，分别对黑龙江绥棱农民画、辽宁

铁岭指画、吉林满族萨满画的发展现状、文化寓意、

文化阐释等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但就整个东北地区

民间绘画来说研究还不够全面系统。本文将以艺术

人类学为视角，通过实地调查，梳理省级以上的民间

绘画遗产项目，就东北地区民间绘画的艺术特征、文

化寓意、画种流变、发展现状、申遗瓶颈等问题提出

一些看法，以供学界同行参考。

　　一、东北民间绘画的艺术文化特征

在省级以上的东北地区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中，民间绘画有黑龙江黑河市鄂伦春族桦树皮

镶嵌画、佳木斯市鱼皮镂刻粘贴画、牡丹江市鱼皮

画、哈尔滨市桦树皮画、大庆市肇源古建筑彩绘、绥

棱县农民画，吉林省吉林市王氏布贴画、东辽县葫芦

画、通榆县闯关东年画、通榆县费景富硬笔画、东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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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农民画、白城市姜淑艳布贴画、白城市高乃峰根须

画、洮南市丛翠莲缝绣画、通榆县张玉欣布贴画、通

榆县李向荣无笔画，辽宁省沈阳市建筑彩绘、铁岭市

指画、沈阳市烙画、沈阳市古建筑彩绘，内蒙古扎鲁

特旗版画、奈曼旗宝石柱绘画等。从这些绘画的种

类看，内容和题材可谓丰富多彩，作品都与人们的生

活、生产、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而

且实用性比较强，多数直接用来美化自身、物品和生

活环境。民间绘画简洁的造型、完美的功能，满足了

人们精神和物质上多层次、多方面的需要；同时由于

东北地区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不同类别的绘画表象

中也蕴含着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

１．年画色彩绚丽，年味十足
东北民间绘画中的年画由于年俗的特殊需要，

为了满足人们殷实丰足的过年心理而创作的色彩红

火、画面饱满的作品，具有欢乐、吉祥、红火、兴旺、丰

足的蕴意和装饰性突出的艺术特点。如通榆县闯关

东年画，延续了中原木版年画的生产技艺，填补了东

北没有木版年画的空白。早期多为传统年画，以喜

庆、吉祥等题材为主，后来表现题材发生了重大变

化，多以反映时代气息、新人新貌、英雄人物、建设成

就、科学知识、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等为主。如《打

猪草》（见图 １）、《剪窗花》《同心协力》《花木兰》
《长白珍奇》《犟驴》《八仙过海》等。渲染这种年画

特征的是木版年画的色彩，早期为套版印刷，颜色简

练而富有表现力，色彩追求鲜明热烈，具有很强的视

觉冲击力。

图１　打猪草（通榆木版年画）

２．乡土性的艺术风格和内容
东北地区具有多样性的生态环境，民间绘画就

是在这种田野、牧区、林区中诞生并成长起来的，具

有淳朴率真、乐观诙谐的艺术特点。民间艺人在农

耕、放牧、狩猎的闲暇之际，自娱自乐，创作作品，所

塑造的形象虽然简练、稚拙、夸张、随意，却将乡土美

感体现出来，具有率直、淳朴、生动的艺术风格，反映

出民间艺人抒发情感的自由与自然。由于以前农民

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识字有限，有的甚至一字不

识，于是他们就借助图案的形式将内心的美好愿望

表现出来。如用露籽的石榴表示“多子”、盛开的牡

丹象征“富贵”、鸡的形象表示“吉祥”、蝙蝠的形象

寓意“幸福”，这种充分利用图像和字的谐音来表达

内心美好愿望的手法能够弥补识字的欠缺，表达人

们淳朴的内心世界和创作意图。另外还有一种表达

形式就是将多种动植物组合成复合图案，与吉祥成

语谐音，如一只喜鹊和一座房屋或一株树木的组合

与“喜从天降”谐音；莲花、娃娃和鱼的组合与“连年

有余”、“吉祥有余”谐音等。这些谐音图像将乡村

常见的动物、植物、历史故事人物、建筑等巧妙地结

合在一起，形成绘画作品，呈现出人们内心的向往，

带有强烈的乡土气息。

３．浓郁的东北地域性
东北地区的地域特征和独特的文化背景，使

东北民间绘画在题材、内容、风格、手法、制作方式

等方面均表现出与其他地区民间绘画不同的风

格，具有粗犷豪放、明艳质朴的艺术特点。清代山

东人“闯关东”对东北社会风俗产生一定影响。多

数东北民间绘画虽然受到山东地域的影响，但其

毕竟生长于东北黑土地，东北地域性非常突出。

如黑龙江黑河市鄂伦春族树皮镶嵌画，以鄂伦春

族长期生活环境中的桦树皮为原料，利用天然的

不同颜色桦树皮拼贴镶嵌成画，题材多为生产生

活场景、动植物、萨满教神像等。东北地区的妇女

善于刺绣，裁剪布料剩余的布头拼贴画面，就有了

吉林省吉林市王氏布贴画、白城市姜淑艳布贴画、

通榆县张玉欣布贴画等，这些布贴画主要以东北

地区满族的生产生活、宗教信仰、神话传说、人物

故事等为创作题材，充分体现了东北地域性的艺

术风格与文化内涵。黑龙江绥棱农民画是在北大

荒的独特地理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表现

题材最多的是农民的生产生活场景。如戴文革的

《豆腐坊》，以凝重的色彩、粗犷的笔意，描绘了农

家豆腐坊的全景图。

·２８·



第１期 张景明：东北民间绘画的特点与流变

４．淳朴的民风习俗题材
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三江平原、大小兴安岭有

着淳朴的民风习俗，这在东北民间绘画中都有所体

现。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赫哲族等少数

民族都有制作桦树皮器的历史，在制作器物的过程

中，出于美观的考虑，常在桦皮器物表面装饰一些图

案，于是便有了桦树皮画的创作。如哈尔滨的桦树

皮画，采用剪、刻、雕、烫、画等多种技法，将森林民族

的狩猎、捕鱼、出行、崇拜等风俗习惯用画面的形式

记录下来。满族信仰萨满教，而萨满教与图腾有直

接的关系，这些图腾主要有乌鸦、野猪、鱼、狼、鹿、

鹰、豹、蟒蛇、蛙等，这就使吉林王氏布贴画中有满族

萨满教的神话传说、祭神场面等内容，反映了满族信

仰宗教的风俗习惯（见图２）。一些民间绘画的题材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如吉林东丰农民

画代表着现代农民绘画的形式，在构图、造型、色彩

及审美方面彰显着农民作者独特的思维理念、结构

技巧和丰富的创造性，题材有喜乐的庄稼老汉、喜庆

丰收的舞蹈、新春闹元宵、农家八仙、山乡花季、农家

乐等，反映了新农村建设中的新气象和现代民俗

风情。

图２　神前献牲（吉林省吉林市王氏布贴画）

　　二、东北民间绘画的流变

东北民间绘画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文化特征，

还经历了一个传承流变的过程。多数画种都产生在

清代中晚期或民国初期，经过３～５代传承下来，并
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创作群体、技法、题材、社会影响

等都在发生着变化。如绥棱农民画起源于民国年间

的画门斗和画柜，后来发展到画立柜、炕围、高低柜、

书橱、碗架子等，并出现了玻璃画、烫画；题材由以前

的木纹、四季花、福字、吉利语发展到后来的山水、花

鸟等。２０１２年５—６月、２０１３年６—７月，笔者就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东北地区民间美术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保护与开发研究》，分别在辽宁

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东北部，进行了实地田

野调查，做了许多访谈记录，收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资

料。据绥棱县文化馆王国武介绍，１９７１年，绥棱县
文化馆对农村乡土文艺人才进行了调查，挖掘出一

支从事农民画创作的队伍，绥棱农民画得到迅速发

展。到１９８５年，县里先后举办３次农民画展，创作
群体高达４００多人。《中国农民报》和《农村报》曾
专版刊发了绥棱农民画发展的经验，农民画成了当

地的一张艺术名片。此后，绥棱农民画参加了全国

性农民画展，入选第二届中国民族文化博览会美术

大展；绥棱县及农民画创作者在全省的民间美术工

作会议上介绍经验，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接受

媒体的专访，举办农民画培训班，获市级优秀创作群

体和“全国民间艺术之乡”荣誉称号，绥棱县与陕西

户县、上海金山并称为中国三大农民画创作基地。

吉林省东辽县建安镇，位于长白山山脉西行与

吉林省西部平原连接的地方，地势平坦，土壤肥沃，

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种植葫芦，这为葫芦画的创作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端午节，东辽地区的

人们喜欢在葫芦上画图案，挂在门窗旁以避邪招宝，

于是葫芦艺术逐渐盛行起来。现有葫芦画传承人赵

文秀以务农为生，因喜欢在自家种植的葫芦上画动

植物、山水人物，人们送其绰号“葫芦赵”。１８５０年，
赵文秀的曾祖父赵长君领着家人逃荒到东辽的夹信

子屯，以在地下煤矿背煤为生。当时的矿灯比较简

陋，用泥土制作而成，含在口中，时间长了会把牙磨

掉。一次他下工回家，路经一家院子，发现院内种植

很多葫芦，于是就萌发了用葫芦制作矿灯的念头，并

试制成功。赵长君发明葫芦灯以后，就专心在葫芦

上作画，并将这门艺术传承下来。赵长君去世之前，

就把自己的葫芦烙画手艺传给了儿子赵光运、孙子

赵占海以及后代赵平和赵文秀。到赵文秀这一代，

葫芦画已经发展成熟，创作题材主要是历史故事、戏

曲人物、神话传说等，其本人也被当地人称为“东北

葫芦画大王”（见图３）。
辽宁铁岭指画从清代开始出现，经过历代相传，

迄今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传承谱系。清代晚期，从

事指画创作的有高其佩、高儆、甘士调等人，民国时

期有李梓郑、王均衡、刘乃刚等人。新中国成立以

后，指画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宁斧成、端木蕻良等

人成为这一画种的传承人。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到

目前为止，铁岭指画的创作人员已达１００余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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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杨一墨的艺术成就最大，他创作的指画继承了高

其佩的风格，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创新。如山水、花

鸟、人物画呈现出浑厚雅逸的艺术特点，在指画艺术

界独领风骚。另外，吴润龄、张晓风、刘永春、王晓

峰、杨春、于一丁、王殿辰等人的指画作品在国内外

画界也有很大的影响，并多次在指画大赛中获奖。

有如此多的人从事指画艺术，使得铁岭成为有名的

“指画艺术之乡”。近年来，铁岭地方政府和民间组

织在指画艺术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如确定指画的

现有传承人，成立铁岭中国手指画研究院，出版了

《铁岭指画艺术》《铁岭文史资料·指画专辑》等作

品集，多次举办各种层次的指画展览和研讨会，积极

参加指画大赛，创办《指画研究》刊物和网站，与铁

岭师专合作创设指画专业。这些工作极大地促进了

指画艺术的发展，并为后备梯队培养了人才。

图３　吉林省东辽县葫芦画

内蒙古扎鲁特版画源于１９５０年代，由莫日根首
开先河，经３代的发展壮大，现已成为扎鲁特旗文化
艺术品牌之一。版画的创始者莫日根在１９６０年代
任教于鲁北中学，其间积极从事版画创作，完成了许

多优秀作品，并培养了一大批版画人才。１９７０年
代，张淮清的《羊毛丰收》、照日格图的《良种》《途

中》等作品，先后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吉林省美术展

览、“东北之声”美术联展等展事活动。１９８０年代，
扎鲁特旗成立了民族版画研究学会，入会的会员有

教师、农民、工人、牧民、干部、学生等，统一组织学会

会员进行版画创作，并且在北京、日本等国内外举办

作品展览，出版有《萨日朗》《扎鲁特旗版画集》等作

品集。据当地文化馆工作人员介绍，至１９８０年代后
期，该地从事版画创作的人员已达１５０余人，所创作
版画的题材多为草原生活的情景，反映了农村牧区

的新生活和风俗民情。进入１９９０年代以后，随着改

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版画创作也进入到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１９９３年，中央电视台“神州风采”栏目播
放了《民族版画之乡———扎鲁特》的电视纪录片，扎

鲁特版画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２００２年，扎鲁特版
画应邀参加了“全国版画之乡”版画作品展览，当地

报纸给予了高度的评价。２００４年，扎鲁特旗青年版
画家韩戴沁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办了“日月之

故乡”个人版画展，展出作品６０幅，获得了巨大成
功。２００８年，在全国第二届农民版画展“神采云南”
中，韩戴沁版画《迎奥运》获得了银奖。此外，扎鲁

特版画曾两度进京展出，深受界内的好评。扎鲁特

版画作品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和一致好评，是因为

其风格朴素而热情，细致而生动，具有强烈的艺术感

染力。

从以上４例我们可以看出，民间绘画从产生到
发展传承已经历了３～５代，最早的可追溯到清代中
晚期，最晚的到 １９５０年代就已经出现。基本情况
是，早期往往由某个人创作出作品，成为第一代创作

人，然后通过家族内部成员或带徒进行传承。时至

今日，在民间绘画传承方面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

状况：一是现有传承人越来越多，形成绘画创作群

体，创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如辽宁铁岭指画、

内蒙古扎鲁特版画等；二是传承人越来越少，只在家

族内传承，承继者只有一两个人，面临着失传的危

险，如吉林东辽葫芦画。在创作题材上，东北民间绘

画一方面保留着传统的吉祥祈福的内容，另一方面

有从传统的吉祥图案、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向反映

现代农村地区新气象转变的趋势。在创作形式上，

绝大部分都是自初始阶段延续下来的，仅有个别是

从某一功用转化而来的，如东辽葫芦画是从葫芦灯

演变过来的。因此，东北地区的民间绘画大多经历

了一个传承流变的过程，在发展中不断创新，为繁荣

民间美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农民画的发展现状与申遗遇到

的问题

　　东北地区的农民画作为民间绘画的一种艺术形
式，主要有黑龙江绥棱农民画、吉林东丰农民画、辽

宁丹东农民画、大连庄河农民画、金州农民画等。在

这些农民画中，绥棱农民画、东丰农民画已入选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丹东农民画已入选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庄河农民画、金州农民画由于传

承时间短至今还未被登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

承中，有的农民画在小学建立传承基地，如庄河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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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以栗子房小学作为传承基地，定期教授学生创作，

还举办农民画大赛和展览。但部分农民画在传承上

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里我们仅以绥棱农民画为例

来进行说明。

绥棱农民画的传承人孙铁成，是传承绥棱农民

画艺术的领军人。虽然跟随他学习的多达４０多人，
但从１９９５年以来，绥棱农民画逐渐走向低迷，究其
原因主要有以下 ４个方面。一是辅导教师严重缺
乏。目前绥棱农村虽然仍有许多农民画创作者分散

进行着个体创作，但其创作水平偏低，对艺术辅导的

渴求十分强烈。然而，曾作为绥棱农民画培养基地

的绥棱县文化馆，辅导教师大量外流，能担当辅导工

作的教师目前寥寥无几，辅导任务无法完成，造成创

作的低迷状态。二是创作人员大量流失。当年的农

民画作者，尤其是骨干作者，因受市场经济的影响，

后来多转行从事美术装潢等行业，已对农民画创作

失去兴趣。生活在农村的创作骨干或因年事已高，

或因荒笔多年，已经不再创作农民画了，这造成农民

画创作队伍的严重缩减。据我们调查，目前骨干作

者仅有３名，爱好者不到２０人。三是经费严重不
足。由于培训需要一定财力和人力支持，而文化馆

办公经费只能维持正常支出，没有多余资金投入，培

训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这使得抢救和发展绥棱农民

画工作一直未能真正有效启动。四是作品大量流

失。过去的农民画作品由于参展或与各地文化进行

交流，都没有收回来，加之一些爱好者争相收藏，从

而使作品严重流失。据我们调查，目前，文化馆馆藏

的原始的农民画作品不足百件，近几年新增高质量

作品仅３０多件。因此，需要政府加大投资，严格执
行《绥棱农民画保护条例》，尽可能地争取到社会资

金的支持，扩大创作队伍，开展市场营销，使之成为

一种产业，在生产性保护中使绥棱农民画这一民间

艺术继续传承下去。

东北地区民间绘画虽然多数已经成为各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但也有亟待申遗的项目，如大连庄河农

民画、金州农民画等。这些项目为何在申报市级以

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遭遇挫败，笔者通过调查，从

艺术人类学田野考察的视角分析了其申报失败的

原因。

根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

暂行办法》的规定，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具备

以下条件，即“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

具有在一定群体中世代传承的特点；在当地有较大

影响；符合以上条件，且处于濒危状态”［４］。大连庄

河农民画以栗子房的农民画为代表，在１９７０—１９８０
年代发展起来，已经形成了群体性的传承形式，创作

的作品名声远播，但由于历史比较短，没有资格申报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大连金州农民画兴起于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代，虽然当时曾名噪一时，１９８８年金
县与当时的上海金山县、陕西户县一起被命名为

“首批农民画之乡”，但至１９９０年代，随着社会的转
型，金州农民画销声匿迹，在延续传承中出现间断的

现象。金州农民画红火的时候曾有１００多名作者，
现在却不足１０人，历史传承时间短，中间又出现了
间断，同样不符合非物文化遗产的申报条件。

可见，这２个农民画项目因历史传承时间短，没
有资格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这２个项目已经
颇受当地政府重视，创作人员也已形成群体，每年都

能创作出新的作品，参加各级画展，形成一定的规

模。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庄河很早以前就出现了带

有祭祀功能的版画艺术和带有宣传功能的墙画艺术

形式，创作者往往为民间艺人，这些是否可以作为农

民画的渊源，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地域性很强，必须在一定群体、团体环境中才能

产生，还要在一定地域中有代表性，如庄河剪纸在庄

河当地就非常有代表性，它有别于一般剪纸，不需要

先打样，而是艺人自己在脑海里有了形象后直接剪

成。从代表性这一点看，大连庄河农民画、金州农民

画都已经具备了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条件，只要

我们继续深入挖掘，找出活态传承人和传承过程，申

遗成功便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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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少数民族脸盆架雕刻艺术特点研究
张秋梅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４）

［摘　要］脸盆架家具是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比较有特点的民俗家具之一。湘西脸盆架家具雕刻艺
术具有题材多样、技法丰富和民俗文化鲜明的特征，其雕刻题材再现了百姓日常生活，雕刻技法以

线概括、以意造型，雕刻理念遵循民俗文化审美诉求。

［关键词］湘西地区；少数民族；脸盆架家具；雕刻艺术

［中图分类号］ＴＳ６６４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７

　　湘西地区居住着苗、侗、回、瑶、土家等多个少数
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灿烂的民

族文化。其中在民间遗存下来大量功能各不相同、

形态各具特点、风格各有差异的民俗家具［１］，在这

些民俗家具简朴含蓄的外形和精美的雕刻装饰之

中，蕴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湘西地区民俗

家具丰繁复杂的雕刻艺术在宗教文化、地域文化和

民俗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的交互影响之下，形成了

独特的艺术风格，蕴涵了湘西人关于人类、社会、历

史、民俗的观念和情趣。

笔者在近１个月的对湘西地区民俗家具调研中
发现，脸盆架家具是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比较有特点

的民俗家具之一。脸盆架家具体量虽然不大，功能

也较单一，但是其雕刻艺术极富特点：雕刻题材多

样；技法丰富；民俗文化鲜明。

　　一、雕刻题材：再现百姓日常生活

脸盆架家具因其特定的使用环境，往往与百姓

生活、劳动等方方面面有更多、更直接的关联。雕刻

的内容和题材大都表现民间喜闻乐见的劳动场景，

或耕于农田，或嬉于溪水，一派平和天然的农家乐场

景。农事、织布、纺纱、渔猎和砍伐等劳动生活场景，

是脸盆架家具上最常使用的雕刻题材［２］。这些雕

刻题材反映了人们的劳动生活内容和劳动生活情

趣，表现了农家的恬静之心。同时，传统历史典故、

历史神话和戏曲故事也是比较多见的雕刻题材（见

图１）。
访谈中得知，湘西脸盆架家具大多是祖辈留传

下来的，且多数是作为姑娘的陪嫁物品。它们基本

上是由杉木或柏木制成，还有少数是由楠木或椿木

制成。这种家具的整体结构分上下两部分，雕刻装

饰多在其上端，下部分立柱头等以圆雕的动物作装

饰。脸盆架足的造型多种多样，有三弯腿的兽足，也

有马蹄足，整体多为六角形，适合摆放于角落。由于

这些祖辈留传下来的脸盆架大都制作年代久远，家

具构件难免有残缺和损毁，部分雕刻图案的题材内

容已漫漶不清，不易或无法辨识。与此同时，湘西民

间木工雕匠在制作时由于受宗教文化、地域文化和

民俗文化的影响与制约，尤其注重讨口彩、图吉利，

常常大胆突破，把许多不相干的内容和题材融于脸

盆架家具的雕刻之中。通过反复比较雕刻内容和题

材，询访有关木工雕匠，以及咨询相关专家，同时查

阅相关文献，可初步确定其雕刻内容和题材的基本

类型：一是民俗生活场景，如纺线、采桑、织布、农耕、

祭祀、鱼猎等；二是民间戏曲故事，如《三国》《水浒》

《说岳》《封神》等；三是民俗神话人物，多为“福、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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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三星”、“和合二仙”、“刘海戏蟾”和“八仙”等；四

是其他，如祥云山水、文字器物、花鸟鱼虫之类。

　　二、雕刻技法：以线概括，以意造型

湘西地区少数民族的先民祖祖辈辈生活在山泽

原野之中，他们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无策，极其重

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而且“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念也对先民的世界观产

生深刻的影响。因此，湘西地区少数民族的先民就

把生产劳动、工艺创作与自然环境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其所闻、所看、所思、所想都受着大自然的影响。

“物必饰图，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就是其世界观最

好的写照［３］。

脸盆架构件不同对于雕刻题材和技法的选择也

不同：脸盆架搭脑的雕刻多选择对称的纹饰，形体起

伏变化比较大，采用透雕或者镂空雕；脸盆架背屏多

选择戏剧人物题材，使用高浮雕、浅浮雕、线刻技法

等；脸盆架两侧的倒垂牙子多用几何纹饰，左右对

称，以烘托中间的背屏、镜子。脸盆架框架一般饰以

黑色漆，底色为红色，凸出的形象饰以金漆，整件家

具的装饰华丽浓艳、色彩鲜明。

１．以线概括
民间雕工匠人一般对光影明暗视而不见，脸盆

架家具的雕刻不论是平雕、浮雕或透雕技法，雕刻创

作的基本形态都是以线构型，是线与立体的结合。

一直以来，线在中国传统艺术中被赋予独特的民族

特性。同时，线造型的本质特征就是具有一定的抽

象性。正因为如此，民间雕工匠人从意象观物、本质

造型出发，把立体的题材按个人的思维加以抽象、提

炼和加工，去除繁缛细节，运用线的语言实现造型。

线造型语言不仅具有描摹形态的能力，而且足以直

接唤醒我们对于日常某种劳动、生活和环境的体验

或情感，从而成为状物或抒情的载体。正是因为线

造型语言的这种特殊性，脸盆架家具雕刻的造型手

段与造型思维才得以实现高度的统一（见图２）。
２．以意造型
湘西地区脸盆架家具的雕刻题材，不论是人物、

山水还是花草，更多采用的是具象雕刻手法，但在造

型技法上使用大胆的夸张手法。如人物题材往往雕

成头大身小，即便是花鸟、动物或风景题材的雕刻，

仔细观察后，其形象并不像题材本身那么“真实”，

但是人们仍然能够感觉到雕刻形象的真实存在，这

种真实其实是意象的真实。民间雕工匠人在塑造雕

刻形象时寻求的是形象趋势语言，是在对整体造型

态势有很好把握的基础之上，通过借助造型趋势的

“动”和“活”以破除雕刻题材表面的“静”和“呆”。

充分利用夸张、暗示等手法，突出雕刻题材造型的稚

拙、质朴（见图２），使得少数民族民间家具雕刻艺术

图１　湘西民间脸盆架雕刻题材示例

图２　湘西民间脸盆架雕刻技法示例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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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精神与物质相交融的特征。湘西地区脸盆架

家具的雕刻造型艺术虽然也受到外来民间文化的冲

击和融入，但更多的是湘西地区各个少数民族质朴

民俗文化的积淀，其中主要的是基于生命本体的文

化进化活力。脸盆架家具雕刻艺术所表现出的活

跃、夸张乃至幽默好玩的态势，使脸盆架家具整体形

象更加鲜活。

　　三、雕刻理念：遵循民俗文化审美

诉求

　　在湘西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始终不断，但
是，这方水土及其独特的文化传统都具有同化外来

文化的能力。这种文化魅力反映在脸盆架家具雕刻

文化中，就是群体与个体的彼此和谐：一方面遵循传

统的程式化要求，传承民族和地域的历史命脉和共

同的生命基因；另一方面充分发挥雕工匠人个人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尊重生命个体的生存意义，让传统

文化在前进中顺势延展。

吉庆祥瑞、平和天然的民俗文化是脸盆架家具

雕刻的主要文化追求。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都

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清代改土归流后的湘西

地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盛、家兴人旺、吉祥平安

更是普通民众的心声。整体来说，湘西民间脸盆架

家具雕刻的主要文化追求大多出自老百姓的朴素生

活意愿，表达的是对幸福美满和财富的热切

渴望。［４］

在湘西民俗文化中尤以龙和凤的艺术文化最具

典型性。“龙”一直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是湘西地

区少数民族的图腾与自然神的综合演化物，因此在

湘西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中至今还保留着从形式到

内容几乎大同小异的“招龙”祭祖民俗。“凤”在湘

西地区被认为是“通天使者”的形象，被湘西人赋予

了极为不一样的灵性。可以说龙凤图案是湘西地区

少数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形象符号。脸盆架家具上龙

的雕刻形态无论是写实或写意，几乎无一例外地都

是由粗犷而又生动流畅的曲线构成，缭绕盘旋的

“龙”表现出强烈的动势和韵律感（见图３）。“龙”
在脸盆架家具雕刻中被表现成或五彩斑斓，或腾挪

闪躲，异常的美丽和生动。自古以来，龙凤就是最高

的吉祥神物，故有“龙凤呈祥”的成语。［５］龙凤图案

不但是帝王权威的象征，也是夫妻间美满结合的象

征，还是世间一切物质与精神的阴阳调和的象征。

因而，湘西地区脸盆架民俗家具上的龙凤图案始终

保持质朴、明朗、简练、生动的民俗风格，具有浓厚的

民俗生活气息。此外，“金榜题名”、“鹿鹤同春”、

“五蝠捧寿”以及如“刘备招亲”、“郭子仪祝寿”、

“大闹天宫”等历史戏曲和神话故事，也都常常是脸

盆架家具雕刻中所采用的民俗文化题材。采用含蓄

和隐喻的设计方法也是传统脸盆架家具雕刻的创作

手段，如“凤穿牡丹”，把牡丹和凤凰作为家具雕刻

形象，有“富贵吉祥”的民俗内涵；“麒麟送子”的民

俗解读就是祥瑞降临、圣贤诞生；“喜鹊登梅”则体

现了人们期盼国泰民安的朴实心愿。功能与审美的

和谐统一是我国民俗艺术文化造型的重要理念。这

一重要理念在脸盆架家具的雕刻艺术中得到了充分

的诠释和表达。［６］

图３　脸盆架雕刻中“龙”图案的应用

　　四、结语

湘西地区以林木、农耕、渔猎为主的传统生活方

式和相对封闭的交往方式，使得这块湖泊、山岭与丘

陵共存的土地既重视吸纳外域文明，同时又坚守自身

的理想信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湘西地区少

数民族家具始终围绕“人”这一主题，抱着“也坐，也

卧，也思想”的审美态度去创造美、享受美，野性的本

真和民俗文化的特质孕育了充满神秘色彩和无穷魅

力的湘西地区少数民族民俗家具，并最终成就了其雕

刻艺术之美。脸盆架家具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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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设计中的显与隐
邹杰

（苏州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１２３）

［摘　要］目前，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优胜劣汰的趋势日益明显，界面中基于视觉设计和交互设计的
显与隐的协调处理已成为当今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竞争的核心和焦点。从设计层面来看，应用程序

界面的设计应以层级结构组织信息，降低视觉噪声；产品设计应简洁易用，程序安装应以不影响视

觉符号载入速度为限；依照用户认知和思维习惯作显与隐的处理，满足用户情感需求。从文化层面

来看，在设计应用程序界面时，应将显性文化与隐形文化结合起来，打破应用程序界面中的形式至

上观念，民族化设计也应从视觉元素这一表象形态跃升至民族思维方式层面。

［关键词］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设计；显性文化；隐性文化

［中图分类号］ＴＢ４７２；Ｊ５２４．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８

　　如今，人们在地铁、候车室、咖啡馆等场所，只需
打开智能手机的相关应用程序即可实现娱乐休闲、

工作学习。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的开发除了要满足用

户多元化功能需求之外，其界面设计也需引起开发

者的重视。然而在现实中，一些设计师利用用户的

审美求异心理，片面追求炫目的视觉效果，使用大量

繁复的视觉符号堆砌应用程序界面，加之不知其意

的交互设计，导致用户在使用时出现难以理解操作

步骤的尴尬情境；还有一些应用程序开发者缺乏界

面设计意识，采用大量文字叙述的方式或粗糙的表

现形式，忽视应用程序界面中的文化内涵，令用户觉

得索然无味。因此，有效解决应用程序界面中出现

的问题，对应用程序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引发用户

的共鸣、提升用户体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

学界关于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的研究多以设计属

性提出、设计风格解析、设计实践论证为主，而以设

计与文化层面显与隐为出发点的研究并不多见。本

文拟通过揭示应用程序界面设计中存在的相关问

题，尝试提出基于显与隐的优化应用程序界面的设

计理念，以期对应用程序界面的进一步完善有所

助益。

　　一、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的相关概述

从个人计算机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

Ｗｉｎｄｏｗｓ操作系统之所以能吸引全球众多用户的目
光，除其具有卓越的性能外，第三方应用程序也做出

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智能手机程序商店中琳琅满目

的应用程序，满足了用户多元化的需求，因此受到大

量用户尤其是年轻用户的喜爱。

１．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的特征
智能手机作为一种移动设备，提供了一般移动

电话所不能提供的先进功能，其现代版本甚至具有

类似ＰＣ的功能，很多较新的型号有定制的操作系
统及相关软件，提供标准化的接口［１］。智能手机的

应用程序是指运行于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且可以完成

智能手机用户需要的某种特定功能，现多指由第三

方开发的应用程序。

就市场整体而言，目前智能手机常用的操作系

统有ｉＯＳ、Ａｎｄｒｏｉｄ、ＷｉｎｄｏｗｓＰｈｏｎｅ等，每个操作系统
都有与其相对应的应用程序商店。如基于ｉＯＳ操作
系统的 ＡｐｐＳｔｏｒｅ、基于 Ａｎｄｒｏｉｄ操作系统的 Ｇｏｏｇｌｅ
ＰｌａｙＳｔｏｒｅ、基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Ｐｈｏｎｅ系统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ＰｈｏｎｅＳｔｏｒｅ等应用程序下载平台，允许使用相关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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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系统的智能手机用户下载、安装由第三方开发的

应用程序。

２．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的潮流风尚
２００７年，苹果公司发布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

ｉＰｈｏｎｅ，在用户界面方面采用全新的设计理念，给用
户带来全新的使用体验，因而吸引了大批用户。此

时的ｉＰｈｏｎｅ界面主要采用拟物化设计风格，将抽象
化的数字信息通过现实中的事物或实物展现出来，

从而有效减轻用户的认知负荷。随后，其他应用程

序界面也追随ｉＰｈｏｎｅ的设计潮流。但在最新的 ｉＯＳ
７版本中，用户界面整体改动较大，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引导了应用程序界面的设计风格转向。开发者在

设计制作基于 Ａｎｄｒｏｉｄ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序时，由
于受到技术层面的限制较少，因此相应的应用程序

资源也日趋多元化，其应用程序界面风格也受到

ｉＰｈｏｎｅ的较大影响。
此外，２０１０年微软公司推出 ＷｉｎｄｏｗｓＰｈｏｎｅ７

操作系统，整体使用Ｍｅｔｒｏ设计理念，应用程序界面
采用扁平化设计风格，给用户焕然一新的视觉感受，

在随后发布的版本中也一直延续这种设计风格。

　　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中基于

设计层面的显与隐

　　目前，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优胜劣汰的趋势日益明
显，界面中基于视觉设计和交互设计的显与隐的协调

处理已成为当今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竞争的核心和焦

点，从而受到应用程序开发者的高度重视。

１．以层级结构组织信息，降低视觉噪声
界面上的视觉噪声一般是由过多的视觉元素造

成的，这些多余的视觉元素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那些

直接传达功能和行为主要对象上转移到他处。混乱

的界面试图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中提供过多的功能，

结果导致这些控件在视觉上互相干扰［２］。界面中

过多的视觉符号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用户的认知负

担，进而影响用户的操作与使用。此外，如果智能手

机应用程序界面提供给用户的视觉信息超过用户注

意资源的范围，用户就会产生烦躁、压抑的感觉。因

此，应用程序界面应建立在易于为用户理解的基础

之上，对视觉符号的空间布局进行合理的显与隐处

理，使整个界面主次关系清晰且富有条理。目前，通

常采用的方法是以层级结构的方式组织信息，对不

同的功能进行分类和对次要的信息做隐藏处理。这

样可以有效降低界面中的视觉噪声，提高界面整体

视觉清晰度，易于用户理解该层级结构，避免单个界

面中出现过多的视觉元素从而分散用户的注意力。

智能手机用户目前主要集中于年轻群体且大部

分为在校学生、上班族，他们的学习能力、对新鲜事

物的接受能力以及审美需求均比较高。用户的审美

需求对应用程序界面视觉设计、交互设计层面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即除满足与功能相适应的基本表现

形式外，还须对其进行艺术化、个性化的处理以满足

用户的审美要求。如用户在点击应用程序 Ｔｕｍｂｌｒ
（汤博乐）的信息发布图标后，该应用程序会快速弹

出一列对应不同功能的图标（见图１）。它在交互形
式、图标色彩、版式编排等应用方面，都区别于绝大

多数社交类应用程序界面单调、保守的设计常态，对

视觉符号的显与隐处理得当，能较好地满足年轻人

的个性化审美需求，为同类应用程序界面设计提供

了借鉴与参考。

图１　应用程序Ｔｕｍｂｌｒ（汤博乐）的界面

２．产品设计应简洁易用，程序安装应以不影响
视觉符号载入速度为限

以基于ｉＯＳ与Ａｎｄｒｏｉｄ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为
例，ｉＰｈｏｎｅ定位于高端手机消费市场，用户主要集中
在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群体，其高性能的硬件配置

为良好的用户体验提供了有力保障。而基于 Ａｎ
ｄｒｏｉｄ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覆盖高、中、低端消费市
场，硬件配置方面存有性能参差不齐的问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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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所持有的智能手机硬件配置达不到应用程序测

试平台的配置水平，致使这部分用户在使用某些应

用程序时，频繁出现“卡顿”、“死机”等现象，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用户的操作体验和认知效果，严重影响

到应用程序的市场推广。

ＫＩＳＳ（Ｋｅｅｐｉｔｓｉｍｐｌｅａｎｄｓｔｕｐｉｄ）原则被广泛应
用到界面设计领域，其基本含义是设计师应将产品

设计得简洁易用，这样既方便开发者对应用程序的

前期制作和后期维护，也便于用户的理解和操作使

用。在科技发展与商家利益驱动的双重作用下，智

能手机的硬件配置更新换代频率明显加快，高性能

的新产品不断被推向市场。在此情况下，一些设计

师逐渐忽视 ＫＩＳＳ原则，盲目追求华丽的界面，不断
挑战设备的极限，严重影响到视觉符号的载入速度，

以致出现界面运行不流畅的问题。我们应清楚地认

识到，追随新产品的用户只是小部分群体，应用程序

开发者要想吸引更大的消费群体，就不能忽视持有

低、中端智能手机的用户。就游戏类应用程序而言，

一些动辄几十兆、近百兆的游戏应用程序，虽能使部

分用户获得良好体验，但对持有低、中端智能手机的

用户来说也只能是望“游”兴叹。这与界面视觉设

计繁复、忽视显与隐之关系的处理不无关系。因此，

设计师需要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与硬件配置之

间寻找最有利的平衡点，努力赢得市场的认可。

３．依照用户认知和思维习惯作显与隐的处理，
满足用户情感需求

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

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那样，用户在满足相应的基本

需求后，通常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即用户对智能手

机应用程序由过去的功能与形式层面的需求，发展

到更高层次的情感层面需求。

人的最高层次需求是情感需求。设计师在产品

设计之初就应该把握这种情感化需求，把握用户的

使用心理，以设计出符合用户认知习惯和思维习惯

的信息反馈方式。［３］如用户使用ＱＱ浏览器，需要对
网页中的内容进行复制、搜索、分享或翻译时，只要

选择所需编辑的内容并长按，应用程序就会迅速做

出反馈，弹出虚拟放大镜，以显示手指遮挡的文字信

息。用户选择好起始点后松开手指，界面会出现选

择指针，将其拖动到所需位置，此时顶部会同时显示

复制、搜索、分享、翻译４个功能标签。当用户浏览
网页时，遇到一篇语言优美的文章，可以通过复制功

能将其保存下来，而不需要通过新建文档，再逐字逐

句地将文字信息输入其中；或者浏览外文网页遇到

生词时，可以通过搜索功能进行相应的查找等。这

个隐藏功能的及时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用户

的情感需求。

此外，整个操作过程简单易学，不但满足了用户

对相关信息处理的需求，也让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获

得了良好的情感体验。试想如果设计师将该功能制

作成悬浮对话框的形式，就有可能产生视觉噪声而

分散用户的注意力、干扰用户认知；如果将以上功能

放置在主菜单中，势必会增加用户的记忆负担与操

作步骤，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因此，设计师需要注重

应用程序的情感特征和相应的用户心理反应，设计

出更能满足用户情感需求的产品。

　　三、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中基于

文化层面的显与隐

　　设计与文化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文化对设计
思维方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设计是不同文化间

相互融合、协调而成为一体化的过程，设计与文化相

互交织，是一种文化的整合［４］。此外，文化与传播

互为一体，单一的文化传承与发展以及不同文化之

间的相互融合都与传播有较深的渊源。

设计师的文化背景不同，会使应用程序界面中包

含的文化内涵产生差异，文化的存在又使这些应用程

序界面更具民族和地方特色。当前各大智能手机应

用程序商店所提供的应用程序，可供全球智能手机用

户下载与使用。设计师借助应用程序界面的载体形

式对视觉符号进行编码、用户对其解码，这一互动过

程可以使文化得到有效保存与传播。

１．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中的显性文化
人类的一切文化其内涵都可以通过不同的符号

来承载，因而视觉传播中符号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

逐渐成为一种主导形式。图像作为视觉符号，具有

直观性、易读性等一系列特征，能以感性形式呈现文

化内涵。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作为视觉符号的一

种载体，也渗透着各国设计者不同的文化传达。

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中的显性文化是指用户

能够直接从界面的视觉符号中感受到的文化，具有

一定的直观性。如游戏类应用程序 ＣｕｂｉｃＭａｎＤｅ
ｌｕｘｅ（埃及魔石探秘），整体采用古埃及装饰风格。
在该应用程序菜单界面（见图２）中，鹰的视觉形象
寓意古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神，围绕四周的金色线条

表示其散发出的光芒。在古埃及，人们将太阳视为

神灵并予以崇拜，希望借助太阳神的强大力量保护

他们的生产生活环境和生命财产安全。界面中对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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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天青石、象形文字的运用，进一步营造出古老而

又神秘的氛围，也体现出古埃及人的美学思想与审

美观念。当然，古埃及文明不仅仅是神话中太阳神

形象、象形文字等这些表面的文化符号，更多的是一

种人文精神与人文环境。用户使用该游戏应用程

序，不但可以益智休闲，而且还可以直观感受古埃及

的文化与历史，激发对古埃及文化的兴趣。

图２　应用程序ＣｕｂｉｃＭａｎＤｅｌｕｘｅ
（埃及魔石探秘）的界面

社交类应用程序 ＱＱ每逢重大节日与重要事
件，其启动界面都会出现与内容相关的视觉文化符

号，成为设计师与用户之间情感交流、传递节日祝福

以及传播文化的平台。如 ＱＱ在２０１２年春节期间
的启动界面（见图３），采用插画艺术形式表现出热
闹喜庆的舞龙场景，界面整体简洁生动，将用户带入

欢快的节日气氛中，从而引发情感共鸣。同时配以

书法字体与印章，使应用程序界面散发出人文气息。

舞龙作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展现出中华

文化的社会亲和力、艺术感染力和时空穿透力，将与

舞龙相关的视觉文化符号应用到界面中，可以有效

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用户间的沟通与交流。

２．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中的隐性文化
如果将文化比喻成冰山，那么隐性文化就是冰

山中隐藏于水下的不可视部分。隐性文化包含多方

面内容，其核心是各民族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作

为隐性文化的核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

惯，对人类的社会活动起着规范或引导作用。目前，

在应用程序市场上，游戏类应用程序偏好选用三国

题材作为游戏的世界观，但大多只是浅层借用三国

时代的视觉文化符号，并不能与三国时代的文化内

涵相融合。

一个民族的文化能深刻体现其民族精神与价值

观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三国时代英雄人物辈出，

三国故事对后人的行为规范、认知方式、道德评价标

准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从另一个角度展现出中华

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所形成的民族文化、民族风俗、

民族习惯等。在体验经济时代，消费产品须更加注

重自身的文化内涵，因此包含深刻文化内涵、丰富故

事情节的文化性应用程序界面，更容易得到用户的

认可。选用以三国题材为世界观的游戏类应用程

序，应努力做到使用户借助于该应用程序重温那段

历史岁月，追寻三国文化的始末，通过应用程序界面

中包含的隐性文化与用户进行沟通和交流。

图３　应用程序ＱＱ的界面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最

具生命力，但是如果设计师对传统文化的运用只停

留于视觉表象层面，就会造成用户滞留在对设计文

化的表面理解上。因此，设计师应加深对传统文化

的理解，打破应用程序界面中的形式至上观念，使民

族化设计从视觉元素这一表象形态跃升至民族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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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层面，在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还应不断

深入到本土文化中挖掘新的创作灵感，创造符合现

代设计语言的新形式，突破地域文化的局限性，实现

本民族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

当前，全球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浪潮，从而

加速了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设

计师作为文化传播的使者，在全球化与民族化两者

之间可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我们的设计师应以国

际化的视野将中国传统文化置于全球化浪潮中，不

断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华，以促进中国传统文

化的现代性转化；同时，发挥其更大的生命力、影响

力、创新力以及竞争力，使其最终成为世界多元文化

中的核心部分。

　　四、结语

良好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成为应用程序抢

占市场的利器，也被视为从同类应用程序中脱颖而

出的基础。因此，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中显与隐

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容忽视。设计师应通过对应用程

序界面的视觉设计、交互设计以及文化层面中显与

隐的协调处理，达到优化应用程序界面的目的，以更

好地满足用户多方面需求。国内外众多优秀设计案

例都善于从文化内涵角度出发，从民族文化中寻找

文化之根，固守文化之魂。因此设计师只有储备相

关传统文化知识并深刻认知其文化意蕴，才能在运

用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时游刃有余，从而更好地为

民族文化传播服务，为提升中国设计话语权提供强

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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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航空模型和航拍技术的景观评价系统分析
赵中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０６）

［摘　要］在景观评价中，将航空模型和航拍技术结合起来用于景观鸟瞰数据的获取，借用图形与
图像软件技术，可以获取更全面、准确的分析结果，更容易获得正确的景观评价。以航空模型为平

台、采用航拍技术进行景观评价的程序可以描述为：地面固定参照系统→图形图像采集系统→图形
图像传输系统→图形图像数据处理系统→评价参数指标分析与构建系统。要想获得高精度的航拍
影像或照片，需要建立地面固定参照系统，将 Ｎ幅影像或照片影像资料进行拼接。利用直升机模
型的悬停性能，将装载的高度气压计、红外测距仪、数码相机等云台设备固定在航模上，获得不同地

面坐标点的统一高度的图形图像数据，然后将数据进行技术处理后作为景观分析或测量的直接依

据。采用ＦＲＶ５．８Ｇ２０００ｍＷ航拍无线图传系统，能较好地满足景观评价的航拍需要。航模航拍控
制系统的实现主要靠功能强大的控制系统套件完成，只要按照任务要求操控好控制软体即可。航

拍数据的处理系统主要由位图拼接和矢量图构建系统组成。参数指标系统通常由参数系统和标准

判断系统组成，如果将这种指标系统和逻辑判断编制成特定的应用程序，就可以简便而高效地完成

景观评价参数的自动比对与判定。

［关键词］航空模型；航拍技术；景观评价系统

［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６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９

　　国内对景观评价的研究主要在美学、生态学和
地理学领域展开，其研究大致可分为３种类型，即基
于艺术欣赏和批评视野的美学评价、基于生态学的

景观生态评价与基于地理学的景观空间评价。无论

哪种类型的景观评价，其结果的效度都与被评价对

象资料的搜集程度有关。对一般景观项目的设计、

管理、资源评价与影响评价来说，鸟瞰是获取评价对

象全局性信息的最有效手段和形式。就鸟瞰图的研

究和实际应用来看，获取这种全局信息的方式有３
种。一是卫星的遥感监测。在一般景观项目的评价

中，人们最熟知的卫星遥感形式为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技
术。随着其精度的提高和地图资料的丰富，它越来

越成为景观评价中一种获得鸟瞰性全局资料的低成

本方式。但是，因受地面 ＧＰＳ控制网的设置精度和

地面卫星数据处理的时间限制，有些区域缺少必要

的地形资料或者地形资料精度不够，从而影响了该

技术的实际应用。二是人在低空飞行的飞机上航

拍、航摄和航测。这种传统评价方式的优点在于可

以对对象进行自主选择和实时观测，技术成熟。但

运营成本高，着陆点要求高，不宜用于面积相对较小

或日常性的景观项目评价。三是地面评价与测量数

据的３Ｄ虚拟呈现。对地面评测数据的三维建模和
场景模拟，可以用来对景观对象进行动态演示或全

局评价与预测。随着计算机辅助设计水平的提高，

这种依托计算机图形图像应用软体的评价方法，已

经成为景观评价的主流方式之一。其不足之处在

于，地形评价和测绘费时费力，不能对景观对象进行

实时观测和评价，对附着于地形之上的景观元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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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和演化缺少有效的表述。而近十多年，随着民用

无人机技术、数字摄影测量技术及数字微波通讯技

术的飞速发展，以无人机为平台对景观项目进行评

价已成为一种新的研究和应用领域，其优点在于：具

有快速而机动的响应能力，高分辨率和高精度的数

据定位能力，低廉的运营成本。［１］但是，由于我国

《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２００３年５月１日起施
行）规定，将无人机用于民用业务飞行时，须按照通

用航空飞行管理，这样就限制了无人机在景观评价

中的实际应用。航空模型在搭载能力、滞空能力、长

航时都有了很大改善，为景观评价技术革新提供了

一种新策略，从而带来了景观评价系统的新变化。

本文拟构建一种基于航模航拍技术的景观评价系

统，以期丰富景观评价的方式方法。

　　一、航拍技术对景观评价的作用

机理

　　１．景观评价的函数模型
景观评价是人们对景观对象做出的合乎特定目

的或标准的复杂性知觉判断。其内涵包含 ２个层
面：一是对景观对象的判断过程；二是综合观察、计

算、咨询和评估方法的复杂分析过程。我们知道，景

观评价结果会随着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方式或

技术方法的不同而发生动态变化，是一个变量集合。

因此，若设定景观评价结果这一变量为ｆ（ＥＲ）、景观
评价主体这一变量为 ｆ（ＬＥ）、评价标准这一变量为
ｆ（ＥＳ）、评价技术与方法这一变量为 ｆ（ＭＴ）、评价客
体这一变量为 ｆ（ＥＴ），则景观评价的函数模型就可
表述为：ｆ（ＥＲ）＝∑（ｆ（ＬＥ），ｆ（ＥＳ），ｆ（ＭＴ），
ｆ（ＥＴ））。自１９６０年代以来，景观评价逐渐形成 ４
大学派，即专家学派、心理物理学派、认知学派和经

验学派。基于４个学派的景观评价呈现出 ３种类
型。（１）侧重对景观对象，即评价客体变量 ｆ（ＥＴ）
的详细描述，强调景观美存在于客观景观之中，认为

评价结果依赖于专家对景观对象描述的程度。（２）
侧重对景观评价主体变量 ｆ（ＬＥ）的研究，强调评价
主体心理偏好对景观评价结果的作用。（３）将景观
评价主体和客体这２个变量结合起来，将公众平均
审美度的测量结果与景观对象的景观构成分析结果

对应起来，建立两组变量之间的对应关系，并将这种

对应关系作为景观评价的标准。［２］然而，对于微观

层面上的任意一个具体景观评价实践来说，这就意

味着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固定的景观评价主体和客体

的函数关系，依托于主客体的评价标准也已固定下

来。这样一来，景观评价结果就取决于评价技术与

方法这一变量。也就是说，获得评价对象的信息越

是全面、准确，评价结果的效度也就越高。

２．航拍技术的作用机理
正是基于上述结论，人们在对景观做出评价的

时候总是努力进行评价技术的革新，也正是由于这

个原因，当航空器的发明改变了人们的观赏视角以

后，空中观测和空中拍摄就成为一种广泛采用的景

观资源评价技术。虽然空中飞行载体由飞机发展到

无人机、航模飞机，传统航空拍摄技术也发展到了数

码航空摄影，但是，航空拍摄技术对景观评价过程的

作用原理还是一致的。航空拍摄技术给人们的观察

方法带来了３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俯视观察的角度，
易于全局性观测，能提供景观对象的整体性评价；二

是借用机载平台进行空中动态观察，易于人们对景

观对象的四维空间整体评价；三是能够实现实时观

测，更加灵敏地把握景观评价的时机。随着图形图

像传递技术的发展，即时性的景观俯视观测成为可

能。上述这些观察方法的变化直接带来了新的景观

评价结果，进而将景观俯视观测作为景观评价的一

项标准，进一步作用于景观评价过程（其机理如图１
所示）。

　　二、基于航模航拍技术的景观评价

系统构建

　　一般来说，对景观对象的评价遵照如下程序来
进行：景观评价对象的确定→景观评价样本的抽取
与数据获取→景观数据的处理→数据参数的评价分
析。而将航空模型作为平台，采用航拍技术来进行

景观评价时，这一程序就可以描述为：地面固定参照

系统→图形图像采集系统→图形图像传输系统→图
形图像数据处理系统→评价参数指标分析与构建系
统。由于飞机模型采用遥控飞行，模型飞机的飞行

姿态和照相机、摄像机的控制水平直接决定了获取

景观评价对象数据的效度，因此，控制系统是上述评

价程序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和保证。上述程序和系

统的工作原理如图２所示。
１．地面固定参照系统
照相机的成像原理告诉我们，要想获得高精度

的航拍影像或照片，在硬件条件相对固定的条件下，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降低飞行高度。但是，这样一来

景观图像的幅度势必会缩小，要获得景观对象有价

值的全景资料就需要将 Ｎ幅影像或照片进行拼接。
而需要强调的是，航拍的图片或影像与顶视图虽然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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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航拍技术对景观评价的作用机理

图２　基于景观评价程序的航拍技术系统工作原理

非常接近，但是图幅会呈现出不同的透视变形，这就

为图像拼接带来了较大的难度。如果不对地面的起

飞点和控制点进行合理的编码，势必给图像后期处

理带来很大麻烦。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笔者提出建立地面固定参

照系统来解决这一问题，其基本步骤是：首先在地面

或者地下预先设定一些参照点，凭借直升机模型的

垂直起飞特性来获得相对固定的景观图像；其次，在

同一时间同一参照点上进行多次拍摄和测量，获取

同一区域或点的 Ｎ幅图像和数据；最后，分析图像
的偏移和误差，采用数学平均的方法获得相对精确

的图形或数据。将不同时间同一参照点的拍摄图像

进行比对，可以很好地进行景观对象的监测，适宜于

景观对象的动态评价。为此，笔者将这一系统分为

地面固定参照物系统和参照点坐标与编码系统。前

者是由地面人为设置或自然具有的代表性参照物组

成，后者是由每个参照物的坐标和标高数据及各参

照点的序号编码组成。依据对景观资料精度的要求

不同，上述固定参照系统又表现为２种不同形式：地
面主要标志点参照和地面网格定点参照，如图３所
示。前者适宜获得相对自由的图像资料，可满足人

们对景观对象的直观审美评价；后者适合获得高精

度的航拍数据资料，用于景观对象的理性分析评价。

２．图形图像采集系统
简单来说，图形图像采集就是将摄影或摄像设

备装载于空中飞行平台上，对地面进行空中观测或

拍摄。这一系统由航空模型系统、摄影与摄像设备

系统和云台设备系统构成。采集数据的精度依赖于

航空模型系统和摄影与摄像装备系统的性能。航空

模型的飞行稳定性、平衡性、易操控性、搭载能力和

滞空时间越好，数据的精度也就越高；摄影与摄像器

材的设备重量、有效像素、传感器、水平解析度等参

数越好，数据的精度也就越高。航模航拍实践表明，

获得稳定且高质量的图形图像资料的关键，在于航

模处于动态飞行过程时摄影摄像器材性能的发挥程

度，也就是说这两者的匹配与协调程度。

从采集数据的最终应用来看：一是用来对景观

对象进行直观、动态观测与分析；二是用来做景观设

计与规划的成果表现内容或素材。前者的基本原理

是：航模在飞行过程中，不断对景观对象进行拍摄，

并实时传输到地面显示设备上，以供评价者使用。

只要将摄影设备有效固定在航空模型上，通过操控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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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地面固定参照系统示意图

飞机模型的飞行姿态来获得资料即可，资料精度主

要依赖于图像设备的拍摄性能。后者的基本原理则

是：从景观规划和设计的要求出发，通过航空模型的

悬停和摄影摄像器材的固定，来获得更为稳定的拍

摄姿态，通过ＧＰＳ定位、地面参照系统定位、高度气
压计定位、红外线测距等，来确定飞行坐标和高程，

然后将采集数据进行处理，以作为景观分析或地形

绘制与设计的依据。就笔者和课题组进行的航模航

拍试验来说，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利用直升机模型

（特别是四旋翼直升机模型）的悬停性能，将装载有

高度气压计、红外测距仪、数码相机等的云台设备固

定在航模上，利用设备获得不同地面坐标点的同一

高度的图形图像数据，然后将数据进行技术处理后

作为景观分析或测量的依据。

３．图形图像传输系统
受航空模型的承载力限制，图形图像传输设备

系统要具备性能好、重量轻、体积小、模块化的特点。

图像和数字等信号的传输被认为是无人机航空作业

的关键技术之一。［３］图形图像传输系统由图像发

射、图像接收、计算机和传输指令系统 ４个部分组
成，旨在同步接收摄像头所拍摄的景观对象顶视图，

满足人们对景观场地的测绘或评价需要。在这个系

统中，地面人员可以借助遥控系统控制航模的飞行

姿态，来及时调整拍摄角度，确保获得优质的场地鸟

瞰图，然后将有价值的图形图像储存起来，或者采用

计算机的无线网络传输给其他用户。

目前，无线影音传输系统技术成熟，产品种类繁

多。笔者和课题组的航模航拍试验中采用的是ＦＰＶ
５．８Ｇ２０００ｍＷ航拍无线图传系统。该系统由８频道
２０００ＭＷ发射机和８频道接收机组成，作为一款专业
ＦＰＶ航拍无线图传设备，系统工作频率为 ５６４５～
５９５４ＭＨｚＩＳＭ频段，体积小、功耗低、重量轻，以无

线、同步传输图像信号和音频信号，所获得的图像实

时、连续、无失真，其空旷传输距离达到８公里以上。
实验证明，该系统能较好地满足景观评价的航拍

需要。

４．航模航拍控制系统
航模航拍控制包括模型飞机的飞行控制、航拍

器材的拍摄控制和航空拍摄数据的传输控制。按控

制指令发出主体的不同，航拍控制又可以分为地面

遥控控制和航模自动控制２种类型。受航空模型飞
机体积小、承载力小的限制，无人机航拍控制系统通

常由控制设备系统和控制软件系统组成。控制设备

由地面控制设备和机载控制设备组成，机载控制设

备又由飞行控制设备和拍摄控制设备构成。无人机

应用的控制设备具有小型化、集成化、重量轻、性能

好的特点。比如，恩施州宏图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

司生产的 ＮＣＧ—１型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包含了
机载飞控、地面站、通讯设备，使用简单方便，控制

精度高。［４］美国 ＡＰ４０自动驾驶仪集成了所有传感
器和 ＧＰＳ接收机，主板尺寸 ７５ｍｍ×４０ｍｍ×
２５ｍｍ，总重３０ｇ。控制软件系统是实现人与机、
机与机之间控制指令发出和接受的接口，通常分

为嵌入式控制软件系统和地面站系统软件系统。

前者实现飞行航线监测与控制、飞行姿态解算与

稳定、航迹偏差校正、数码相机控制、飞行数据记

录、数据接口测控、模块状态检测、意外情况处理

等功能；而后者主要实现飞行前的航拍任务与航

路规划，实时显示飞行区域航拍数据、飞行参数、

航迹与航向等参数，航拍与飞行任务调整与控制

等功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运用航模航拍的技

术手段对景观对象进行评价时，上述控制系统的

实现主要靠功能强大的控制系统套件完成，只要

按照任务要求操控好控制软体即可。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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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图形图像数据处理系统
对景观场地的景观评价通常有３个用途：一是

用于景观资源评价，即对景观对象进行的景观元素

分析和美景度测量；二是用于景观对象的日常监控

与管理；三是用于景观规划设计中的景观分析和地

形设计评价。在景观评价和景观设计过程中，需要

将航拍搜集的资料转化为３种形式，即影像、位图、
矢量图。人们将景观资源评价、景观监控形式又分

为直观观察和理性分析２种。当航拍的影像或者优
质照片被用于直观评价时，数据的处理可以简化为

符合地面参照系统的资料过滤；当航拍资料用于理

性分析时，航拍数据的处理系统主要由位图拼接系

统和矢量图构建系统组成。

（１）位图拼接处理
获得高分辨率景观图像的途径：一个是提高摄

像器材的精度，另一个是降低飞行高度，而降低飞行

高度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图像尺幅变小。为了

对景观对象进行全局观测与评价，就需要将这些单

帧图像进行合理拼接。由于事先在地面上确立了地

面固定参照系统，且运用直升机模型的悬停技术进

行航拍，因此只要使飞行器在高度气压计的引导下

按照相同的绝对高度进行拍摄，并使相邻图像之间

产生重叠，然后运用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软件进行图像处理，
就可以得到相对准确的全景图像。另外，也可以将

这些图像打印出来后进行裁剪拼贴，然后蒙上硫酸

纸对其进行拷贝，在绘制过程中确定好主要的特征

点，并适度进行变换处理。运用这些简易的拼接方

法完成的图像，能满足景观元素识别、景观植物长势

分析、景观空间衍变、景观生态变化、景观边界数字

化的基本要求。但是，要想获得较为精确的航拍全

景图像，就不得不用到图像配准技术。其基本原理

就是将同一场景在不同拍摄条件下的两幅有重叠区

域的图像进行处理，从几何上校准参考图像和待配

准图像，用数学描述将一个图像像素的坐标系 Ｘ映
射到一个新坐标系 Ｙ中，并对其像素重新采样配
准。［５］将这种图像配准算法应用到图像处理软件和

程序中后，人们便可获得较为精确的全景图像。比

如，在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ＣＳ２．０以后的版本加入图片自动拼
接的模块，输入“文件（Ｆｉｌｅ）→自动（Ａｕｔｏｍａｔｅ）→照
片合并（Ｐｈｏｔｏｍｅｒｇｅ）”的命令，就可以轻松实现图片
的拼接功能了。像 ＣａｎｏｎＰｈｏｔｏＳｔｉｔｃｈ３．１、Ａｕｔｏｓｔｉｔｃｈ
２．１８５等都是功能强大的照片拼接程序。

（２）数据矢量化处理
矢量图构建系统又分为景观场地平面矢量图构

建系统和三维场地矢量图构建系统２种类型。前者
的基本步骤是：首先，将航拍所获得的优质顶面图进

行剪切后保存为位图文件，并将其导入 ＡｕｔｏＣＡＤ软
件当中，建立好单位和衬底图层；然后，选择画面上

典型参照点间的距离进行测量，并和实际场地上对

应参照点间测量距离相对比，求出比例；最后，运用

参照缩放命令，对光栅图像进行１１缩放，随后进
行线条描绘，从而获得平面化的矢量图。［６］这种矢

量图的最大不足就是缺少景观地形的竖向参数，但

是为一般的景观平面分析和设计提供了便利。后者

的基本步骤是：首先，将高度气压计、激光测距仪借

用云台设备固定在直升机模型上，选择地面固定的

参照点，用高度气压计获得该点的绝对高度，激光测

距仪获得该点的相对高度，将绝对高度减去相对高

度求出该点的地形标高；其次，将地面固定参照点的

Ｘ、Ｙ和地形标高数据 Ｚ输入 Ｓｕｒｆｅｒ软件之中，运用
软件的等高线命令创建一个基于地面固定参考点系

统的等高线图；最后，建构三维空间的矢量图形。

６．评价参数指标分析与构建系统
景观评价作为人们对景观对象的一种知觉判

断，其结果往往会受到景观评价参数的制约。也就

是说，评价参数指标系统构建得越完善、越科学，人

们所获得的景观评价结果也就越正确。为此，景观

评价指标系统的构建至少应考虑以下３个方面：一
是景观评价主体对景观对象的偏好参数指标。也就

是说哪些景观元素能引起评价主体的审美判断，以

及什么样的审美判断。二是景观对象的元素组成、

景观空间形态、组织类型、景观结构等参数指标。三

是景观对象的客观参数指标和景观评价主体的偏好

参数指标结合后形成的选择性评价参数指标。参数

指标系统通常由参数系统和标准判断系统组成。前

者是影响评价结果的主要指标，参数内容要具有代

表性、典型性、全面性和客观性；后者则是将这些参

数内容进行量化，以确定不同参数数值对应的评价

结果，便于人们依据指标系统进行景观对象的定性

评价。一旦在航拍技术的基础上编制完成特定景观

项目的评价参数指标系统，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不

同时间拍摄的影像资料进行对比分析，把结果填入

参数指标系统，以获得对象的景观评价。这种比对

方法用在景观对象的管理维护和监控中非常有效。

而对于不同的景观对象来说，由于人们对景观对象

的判断标准体系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所以该指

标体系的价值主要在于参考作用。如果将这种指标

系统和逻辑判断编制成特定的应用程序，就可以简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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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而高效地完成景观评价参数的自动比对与判定。

　　三、结语

航空模型（尤其是直升机模型）具有以下突出

特点：可以垂直起飞，易于景观场地的定位；体积小、

飞行灵活，一定的承载力能满足日益小型化的照相、

摄像器材和发射器的要求；起飞不受场地地形限制，

便于地面人员的操控和地形匹配；价格低、可重复使

用，大大降低飞行与测控成本。正是基于上述原因，

１９８０年代以来，航空模型由航空模型比赛的竞技领
域拓展到了景观规划、城市规划、文物保护、资源评

价、生态监控等领域。在景观对象的评价中，特别是

对景观资源的监控性评价来说，将航空模型和航空

摄影技术结合起来进行景观鸟瞰数据的获取，借用

图形与图像软件技术，可以获得更全面、准确的分析

结果，更容易获得正确的景观评价。特别是随着数

码摄影与照相技术、大容量数据存储技术、遥感控制

技术、模型飞机动力技术、无线数据传输技术的发

展，航空模型在景观评价中一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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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角下英汉企业简介
语篇的功能文体比较

余爱菊

（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在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下，对英汉企业简介进行元语言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
篇功能的分析，并对比英汉企业简介语篇的文体特点发现，英汉企业简介在表达元语言功能时存在

篇章方式、句式结构和用词上的显著差异，造成语篇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中西思维方式、语体规范及

修辞文化的不同。因此，当汉语企业简介翻译成英语时，语篇、句子结构及用词都应做适当的调整，

以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满足英语读者的阅读期待，从而产生理想的交际效果。

［关键词］企业简介；元语言功能；英汉文体比较；跨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２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１．０２０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国商务英语的使
用量不断增加。作为商务语篇范畴之一的企业简

介，发挥着展示企业形象、扩大企业知名度和产品市

场开发的作用，因而备受重视。近年来很多学者对

英汉企业简介的语篇功能和语言特点进行了对比研

究，对汉语企业简介的英译策略与效果进行了一定

探讨，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从跨文化角度对英

汉企业简介功能文体差异原因进行分析的论文目前

还不多见。本文拟在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下，从跨

文化角度探讨英汉企业简介语篇的概念功能、人际

功能和语篇功能表达方式，对比分析英汉企业简介

语篇的功能文体风格及差异背后的文化因素，以期

对我国企业简介的英语翻译有所启示。

　　一、英汉企业简介的功能文体比较

１．英汉企业简介的概念功能及其文体比较
概念功能是指语言再现人们的各种社会经历、

心理过程及反映事物间逻辑关系的功能。［１］企业简

介语篇的概念功能主要是介绍企业状况，如企业历

史、产品类别、生产规模、成就、企业宗旨和目标等。

概念功能一般由及物性系统和语态来体现，而及物

性系统又分为 ６个不同的过程：物质过程、心理过
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和存在过程。其

中，关系过程主要是反映事物间的关系，适合介绍企

业情况；物质过程用于描述企业的生产状况。英汉

企业简介中多用“是”、“包括”等词来表示关系过

程，而用“生产”、“提供”、“获得”等词来表示物质

过程。

在概念功能表达上，英语企业简介一般开篇首

先指出企业的性质，让读者了解企业的主要信息，然

后介绍企业规模，以消费者为出发点，展示产品价值

或说明企业与消费者的利益关系，以详实的数字介

绍其产品研发和销售情况，强调产品的创新性，突出

产品质量和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最后是获奖的相

关认证。可见，英语企业简介偏重于信息介绍，语言

风格朴实。［２］

汉语企业简介一般开篇首先介绍企业的地理位

置和环境，然后介绍企业历史、生产规模以及获奖情

况和社会影响。尽管英汉企业简介都普遍使用一些

积极词汇，意在给消费者留下美好印象，但是汉语企

业简介经常使用评价性较强的词汇，如国内“最先

进的”生产基地、“最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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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企业简介还习惯使用很多口号性的排比词句，

如“为了用户满意，为了股东利益，××集团要建设
成为品牌卓越、具有国际经营能力的 ××集团”。
可见，汉语企业简介叙述性强，常依时间顺序记述企

业历史和获得的荣誉，语言风格较为华丽。

２．英汉企业简介的人际功能及文体比较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人际功能是指用语言表

达对世界的看法，或者用语言交往、建立和维持人际

关系、影响他人观点与行为的功能。企业简介语篇

旨在宣传产品或服务，唤起读者好感，因而人际功能

较强。人际功能由语气系统、情态系统和评价系统

等来体现，由语篇作者根据对读者的角色定位确定

其使用情况，比如指示代词的选择。

在人际功能表达上，英语企业简介一般使用第

一人称ｗｅ指代企业，以第二或第三人称指代读者，
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交替使用以显示企业与客户平

等交流的理念，缩短企业与客户的距离，创造友好气

氛，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３］在人称使用上，汉语企

业简介通常直接以 ××公司来指称企业，站在第三
人称即旁观者的立场上，以客观态度介绍企业情况，

这虽然拉大了企业与读者（潜在消费者）之间的距

离，却给人以客观真实的印象。

言语交际过程是“给予”和“求取”的过程。为

实现“给予”和“求取”的语言功能，英语企业简介更

注重这两种功能的平衡，语篇中句式多样，既使用陈

述句，也使用疑问句和祈使句。陈述句信息容量大，

可以清楚地向读者提供足量信息；疑问句可以吸引

读者，产生直接对话的效果，给读者一种亲切感，从

而激励读者采取行动；而祈使句可以直接呼唤读者

采取行动，购买其产品或服务，有利于达到语篇的交

际目的。汉语企业简介着重语言的“给予”功能，多

使用信息量大的陈述句。为加强语篇的感染力、实

现语篇的人际功能，汉语企业简介中经常会出现评

价性的壮词，而且频繁使用排比和四字格结构等修

辞手法，文体华丽，语言有力，如：“××集团容纳百
川，汇成大海的壮阔。它以横空跃世的雄姿致力于

……”这表明企业希望以华丽的语言影响读者，使

他们乐意购买其产品。

３．英汉企业简介的语篇功能及文体比较
语篇功能是指语言组句成篇的功能，主要是通

过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来体现。英语企业简

介遵循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开篇点题，将主要信息置

于篇首，企业名称一般作为已知信息充当句子主位，

信息主次清楚，结构严谨完整。语篇常用宾语从句、

定语从句或状语从句这样的主从句，分句之间注重

语言形式上的衔接，常用连接词，因而显得结构严

谨，体现出西方人严谨的思维模式和语言特点。英

语企业简介句式多变，除陈述句外，还经常出现祈使

句。企业名称很少重复，往往使用代词替换企业名

称。英语企业简介的语篇较短，多数加有小标题。

受汉语思维模式影响，汉语企业简介一般从描

述企业的环境开始，然后切入正题。汉语企业简介

语篇主次信息一起排列，句子的主位有时是企业名

称，有时是时间状语或修饰性状语。汉语企业简介

在句子结构上，主语经常省略，较少使用连接词，各

成分间的连接主要靠语义和语境的帮助，结构上没

有英语企业简介那么严谨；简介中陈述句和并列短

句使用较多，句型结构较为单一。为强化阅读效果，

汉语企业简介喜欢多次重复公司名称。此外，汉语

企业简介的篇幅一般长于英语简介。总之，汉语企

业简介的篇章模式、句子结构及信息流动方式都明

显区别于英语企业简介。

　　二、英汉企业简介文体差异的文化

因素分析

　　语言深受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英汉企
业简介语篇的文体差异归根结底源于英、汉语各自

的语言特点和修辞文化传统，在它们的影响下，形成

了各自独特的企业简介文本叙述方式及其相应的文

体特点。

１．中西思维方式差异
中西思维方式差异形成了英汉语言在语篇布局

上的差异。思维方式不同，文章重点信息的布局就

有差别。根据美国学者卡普兰的研究，西方人的思

维方式是直线型的，因而在语篇布局上，英语会直截

了当，不绕圈子，不做铺垫，开篇便阐述主题；英语句

子之间为显性连接，关联词使用较多，结构严谨清

晰。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螺旋型的，汉语篇章结

构多为环形表达，开篇不直接进入正题，而是在渲染

气氛和铺垫主题之后才切入正题；句子衔接方式是

意义粘合型，较少使用关联词，篇章结构不像英语那

样严谨清晰。［４］英汉企业简介的不同语篇模式充分

反映了中西思维方式及语言方面存在的差别。

２．英汉语体规范差异
由于构词特征的缘故，不同语体的英语语篇在

用词和句式上具有明显的语体差别。一般正式程度

高的语体多用多音节大词和被动结构与定语从句结

构，如法律条令、公文书信的语言风格明显不同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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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语体。企业简介属于说明性的实用语体，英语企

业简介偏重提供信息，没有宣传的口吻，不注重修辞

技巧的运用，因而文艺语体或演讲及广告语体中常

用的比喻、排比、夸张等修辞手法，很少出现在英语

企业简介中；英语企业简介不引经据典，而是使用数

字和较为客观简洁的语言，文体风格倾向于低调婉

约，借以树立诚实可信的企业形象。英语企业简介

的语言风格体现了西方的修辞文化传统，英美读者

习惯接受这种含蓄朴实的语言风格，如若使用宣传

语言，矫揉造作，违反读者的阅读预期，则效果会适

得其反，达不到宣传企业的目的。

汉语中正式语体和非正式语体之间的用词差别

不明显，正式场合使用的语言趋向大众化，在正式的

法令、通告、社论、演讲中也有普通体语言；文艺语

体、政论语体、科技语体都会使用修辞手法，语言优

美，抒发感情。［５］汉语企业简介风格偏向于说明和

宣传，写法类似广告，除信息说明外，还使用比喻、排

比、仿拟、夸张等修辞手法，以唤起生动的意象，使读

者受到感染，从而达到宣传企业和促销产品的目的。

３．英汉修辞文化差异
英汉语言在文字形态和语言单位组合方面差别

明显，英语的不定式、分词、动名词等结构成分在汉

语里并不存在，但汉字的音形义一体，而且又属于动

态语言，所以可以省略主语，组成铿锵有力的四字格

结构或其他修辞手法，因而汉语企业简介中修辞结

构较为常见，如奉献社会、追求领先、提升品质、和谐

发展，这是英语企业简介中所没有的表达方法。英

语属静态语言，句子的主谓宾成分完整，缺少汉语那

种排比气势和华丽风格。

篇章修辞深受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影响。英语

的篇章模式和修辞习惯继承了古希腊的修辞学传

统，注重逻辑性和实证性，语篇依靠品格、理性和情

感３种说理方式说服别人，其中品格被认为是最为
有效的说服手段。１７世纪之前的英国也流行藻丽
的语言表达风格，但随着科学的发展，这种文风逐渐

受到抨击，其反对者认为修辞学提倡的华丽风格易

让真理模糊不清。受科学主义影响，修辞学开始向

理性转变，追求文风的朴实、自然、实用，尤其是针对

普通大众的实用性语体，更加关注信息的客观准确

性，而排斥语言的华而不实。［６］如果言过其实，作者

的品格就会受到质疑，语篇也就说服不了读者，就不

能达到写作的目的。１９８０年代以来，英语修辞理论
由重视作者表达转向重视读者接受，作者写作时需

要考虑读者的感受，营造客观、礼貌、亲切、平等的气

氛，形成良好可信的人际关系。为使其观点得到认

可，语言上尽量避免居高临下的说教、强加与推销；

为增强话语的可信度，作者描述要谨慎低调，不可言

过其实。在真、善、美这３个因素中，真和善是第一
位的，真是指信息准确，善是指关照读者。如果语言

矫揉造作，读者就会像见到某个对他们使了心计的

人一样，产生反感。［７］正是由于受到这种修辞文化

熏陶，西方读者形成了相应的接受习惯，讲求语篇的

逻辑性和实证性，喜欢质朴自然、注重客观事实和传

递具体信息的文体风格。

从修辞学传统看，汉语文化语境认为华丽抒情

的语言具有良好的感染力，能够增加表达的趣味性，

因而汉语写作注重文辞优美，讲究声律对仗，追求气

势恢宏，而且喜欢状物言志，常有夸张煽情的倾向。

特别是受当今商品大潮和大众文化的影响，人们不

断创造新词，有时使用虚空的套话宣传商品优点，以

图取得良好的推销效果。在汉语言中壮词的使用俯

拾皆是，即使在以实用为目的的企业宣传中，也不无

存身之处。［８］

　　三、汉语企业简介翻译成英语时应

注意的问题

　　语言与文化传统的不同，造成英汉企业简介在
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表达方式及文体上有

所差异。中西读者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差异，使

他们对企业简介语篇的理解和接受有着认知和情感

上的不同，从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阅读期待和阅读

需求。企业简介的主要功能在于让顾客了解企业基

本情况，传递企业更多信息。因此，在对汉语企业简

介进行英语翻译时，我们需要考虑中西文化差异及

读者的阅读预期和接受习惯，按照英语的语言规范

和文化模式对其进行调整，使译文得到英语读者的

认同。如果把汉语的企业简介原文照搬地译成英

语，汉语文化里那些喜闻乐见的华丽辞藻得不到英

语受众的认同，那么就会使英语读者失去阅读兴趣，

从而不能达到宣传企业的目的。因此当把汉语企业

简介翻译成英语时，需要我们适当调整语篇结构、句

子结构及用词，采用妥当的归化译法。

１．语篇结构调整
汉语企业简介篇幅一般较长，在翻译成英语时

考虑到目标读者的感受，可以删除语篇开端的地理

位置介绍等铺垫部分和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信

息，直截了当地切入企业的性质、定位和业务范围等

主要信息，这样既顺应了英语企业简介的语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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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取得简洁效果。如中国移动企业简介部分渲染

的内容———中国移动秉承“正德厚生，臻于至善”的

企业核心价值观，以“做世界一流企业，实现从优秀

到卓越的新跨越”战略为指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努力实现企业经营与社会责任的高度统一

……———完全可以略去不译，其效果更佳。

２．句子结构调整
汉语企业简介翻译成英语时需要克服汉语表达

习惯。汉语以话题为结构重心，句子围绕话题平行

排列，主语经常省略，多使用动词，并且很少使用连

接词，从而造成信息关联弱、逻辑关系不明晰、信息

冗余等。而英语注重主语的选择，常以主语为结构

重心，主语限制谓语，主谓语限定其他成分，主从关

系明确，句子之间常由关系词连接。因此，汉语企业

简介翻译成英语时，不能按照汉语原文逐字逐句地

来进行，而应根据英语表达习惯，按照意群对句子结

构进行调整，恰当选择句子主语，安排句子的逻辑关

系和结构，使之符合英语结构严谨、逻辑关系清晰和

行文简洁的表达习惯，以再现汉语企业简介的原文

精神。例如：多年来，公司一贯奉行“用户第一，质

量第一，服务第一”的宗旨。在此句中，“质量第一、

用户第一、服务第一”具有逻辑包含关系，“用户第

一”预设着“质量第一”和“服务第一”，英译时此排

比结构可整合为“质量第一”和“服务第一”，英译成

“Ｏｖｅ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ｈａｖｅａｌｗａｙｓｂｅｅｎ
ｔｈｅｔｏｐ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ｎｙ”即可。［９］否则，汉语
企业简介的英语译文会让目标读者摸不着头脑，甚

至会产生反感。

３．词汇调整
企业简介是一种以传递信息为宗旨而又注重传

递效果的实用性文体，汉语企业简介翻译成英语时

应遵循的审美标准是既能让读者喜闻乐见又能雅俗

共赏，因此用词上要做到准确朴实，避免空泛华丽。

汉语企业简介中有很多修饰副词，如“更加规范”、

“更加健全”、“积极推进”、“不断增强”，英译时如

果直译就会与英语“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ｅｖｅｌｏｐ”这些词重复，因为这些词本
身就含有“ｍｏ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ｆｕｒｔｈｅｒ”的意思［１０］。

此外，汉语企业简介中一些像“驶向辉煌”、“架起金

色的桥梁”的比喻用法也需要调整改译。

根据徐臖等［１１］的研究，英汉企业简介在宣传企

业的产品质量上，用词明显不同。汉语企业简介对

产品的鉴赏标准突出“优质”（可靠、准确、美观、通

过鉴定等），“先进”（高端、高科技、具有国际水准

等），“售后服务好”（快捷、周到、完善等），“市场反

馈好”（畅销、深受海内外用户青睐、拥有知名度、用

量大等）。英语企业简介对产品的鉴赏标准突出

“优质”（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等），“创
新”（ｌｅａｄｉｎｇｅｄｇ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ｖｅ，
ｓｍａｒｔ等），“价格优势”（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ｌｏｗｅｓｔ等）。汉语企业简介英译时不妨借鉴英语表
达方式与习惯，调整其翻译用词。

　　四、结语

本文在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下，对英汉企业简

介进行元语言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

能的分析，并对比了英汉企业简介语篇的文体特点。

英汉企业简介在表达元语言功能时存在篇章模式、

句式结构和用词上的显著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主

要原因是中西思维方式、语体规范及修辞方法的不

同。因此，当汉语企业简介翻译成英语时，语篇、句

子结构及用词都应做适当调整，以符合英语语言的

表达习惯，满足英语读者的阅读期待，从而达到理想

的交际效果。正如英籍华人作家、翻译家韩素音所

说，翻译要照顾到别国的国情、民心和价值标准。［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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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整合理论对幽默修辞的阐释力
肖小月

（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 武夷山 ３５４３００）

［摘　要］幽默是一种普遍的艺术手段，要通过一定的结构形式表现出来。在语言运用的范围内，
语言幽默会通过隐喻、双关、委婉、反语等修辞手段来表现，并在特定的语境中制造出一种字面语义

与深层语义“错位”的效果。概念整合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可用于解读幽默修辞。

概念整合理论对幽默修辞的解读是一个包含了空间对接、空间冲突、空间转接和空间核实的过程。

概念整合网络能帮助我们清楚地分析幽默话语接受者在解读幽默修辞所产生的语用效果时的心理

机制以及幽默话语接受者在揣测幽默修辞所产生的话语意义时的心理过程，揭示出幽默修辞下语

言运用背后的在线心理认知机制，证明概念整合理论对幽默修辞具有很强的阐释力。

［关键词］概念整合理论；幽默修辞；心理认知机制

［中图分类号］Ｈ０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１．０２１

　　“ｈｕｍｏｒ”一词源于拉丁语，林语堂先生将之译
为“幽默”。在１７７１年出版的《大不列颠词典》中，
“ｈｕｍｏｒ”的注释之一为“ｓｅｅｗｉｔ（机智）”；我国《辞
海》把“幽默”作为一个美学概念，解释为通过影射、

讽喻、双关等修辞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

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现在，人们将“幽默”理解为

一种除了逗笑技术外的人生智慧与心态，一种乐观

积极的处事方式和豁达的人生态度，一种具有致笑

功能的交际形式。幽默能产生特殊的语用效力，幽

默的表达和接受是一个动态的认知过程，幽默效果

的实现有待于幽默接受者“解码”的获得。幽默就

其生成来说源于表达者，就其效果的实现来说在于

接受者，幽默是表达者与接受者的情感共鸣，是双方

共同分享幽默乐趣的结果。［１］幽默是一种普遍的艺

术手段，要通过一定的结构形式表现出来。在语言

运用的范围内，语言幽默要借助于修辞方式来表现，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修辞方式就是幽默的结构形式，

研究幽默离不开对幽默辞格的分析。幽默一般通过

隐喻、双关、委婉、反语等修辞手段来表现，并在特定

的语境中制造出一种字面语义与深层语义“错位”

的效果。对于如何理解幽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

度进行了研究。本文拟从概念整合理论的角度对幽

默话语接受者在解读幽默修辞所产生的语用效果时

的心理机制进行探索，研究幽默话语接受者在揣测

幽默修辞所产生的话语意义时的心理过程。

　　一、心理空间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

心理空间理论是由美国语言学家 Ｆａｕｃｏｎｎｉ
ｅｒ［２］在其著作 ＭｅｎｔａｌＳｐａｃｅｓ中提出的，其重点关注
意义的构建过程，解读人们在思考、做事和交际过

程中所进行的高级、复杂的心理运算。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
等［３－４］认为，心理空间是人们储存某特定域信息

的临时性容器，是人们在进行思考、交谈时为了达

到局部理解与行动之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小概念

包。心理空间主要通过储存各类信息来进行各种

认知运作。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把人们的思维和意识流动
想象为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认为人们在认

知操作时把概念从一个空间映射到另一个空间，

心理空间之间可以相互联系，组成一个完整的信

息，并可以随着思维和话语的展开而不断调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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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５］。心理空间理论运用多个心理空间的概念

映射和合成来具体分析语用现象，能够较好地解

释话语的在线意义构建。

在心理空间理论的基础上，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等［４］进

一步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论。概念整合理论有５个主
要特征，即跨空间映射、来自输入空间的部分映射、

类属空间、层创结构和事件的整合。概念整合理论

的核心内容是概念整合网络，最基本的概念整合网

络包括２个输入空间，１个类属空间和１个合成空
间，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的４个圆圈代表着４个心
理空间，圆圈中的点代表各心理空间中的构成元素。

输入空间１和输入空间２的共有结构构成元素被投
射到类属空间里；在２个输入空间的基础上，通过跨
空间映射、匹配并有选择地投射到合成空间；合成空

间从２个输入空间中提取部分结构，在经历组合、完
善和扩展等整合步骤之后，形成其空间特有的层创

结构。层创结构是概念整合理论的核心，其形成是

一个高度抽象的、动态的认知过程，需要充分发挥想

象力。在这个过程中，旧的联系不断被静止，新的联

系不断被激活，结合语境和储存在记忆里的知识框

架，重构新的空间，进行重组和整合。合成空间里的

层创结构并不直接来自输入空间，因此合成意义里

的一些元素在输入空间里是找不到对应元素的，概

念整合理论长于解释实时的创新的意义构建［６］，当

层创结构中的层创逻辑与现实中的逻辑不完全一致

或者产生矛盾冲突时，层创结构的推理能帮助我们

理解话语意义。

图１　概念整合网络

概念整合理论对幽默修辞的解读是一个包含了

空间对接、空间冲突、空间转接和空间核实的过

程。［７］受话者在解读幽默言语时，试图将输入空间１
和输入空间２进行对接来理解两空间的关系。如果
空间中的元素对接失败，那么受话者就会意识到心

理空间彼此相互矛盾，空间冲突就会产生，而言语概

念的不协调性是空间冲突产生的根本动因。为正确

理解空间对接产生的新关系，受话者会将一种心理

空间转接到另一心理空间即合成空间进行空间核

实，确认空间对接失败后，通过产生层创结构来消解

空间冲突，以期获得正确理解（见图２［７］）。

图２　概念整合理论解读幽默修辞的过程

　　二、概念整合理论对幽默修辞手段

“隐喻”的阐释

　　Ｌａｋｏｆｆ等［８］在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ＷｅＬｉｖｅｂｙ中指出，“隐
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和语言的修辞手段，也

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概念体系，是人们用一种事物来

认识、理解、思考和表达另一事物的认知思维方式之

一，是人类普遍的基本的认知活动，是从一个概念域

到另一个概念域的映射，是一个抽象的推理过程。

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等［４］认为，隐喻是跨心理空间映射的结

果，它主要依赖于源域和目标域这２个输入空间的
跨空间映射。隐喻现象中包含着概念合成的认知过

程，因此概念整合理论可用于阐释实时隐喻现象，对

隐喻修辞的幽默意义在线构建过程也有着一定的阐

释力。如：

一个上课的男老师对正在讲话的２个女生说：
“２个女人相当于１０００只鸭子。”不久后，男老师的
妻子来找他，刚才讲话的１个女生说：“５００只鸭子
正在找您，老师。”

在这个例子中，老师就是利用隐喻修辞将上课

讲话的２个女生形象化为“１０００只鸭子”，而学生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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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直接引用老师的隐喻来指代老师的妻子为“５００
只鸭子”，这既幽默又讽刺。用概念整合理论来阐

释这一幽默修辞在产生话语意义和语用效果时的心

理过程，学生的话在受话人心里就建立起２个心理
空间，一是有关“鸭子叫”的组织框架，二是有关“人

说话”的组织框架。类属空间中的元素显示了这２
个输入空间的相似框架结构“施事者—动作—特

征”，决定了２个输入空间中部分元素的相互映射，
并被提取到类属空间，再选择性地投射至合成空间，

从而形成新的组合、产生新的关系。然而，当受话者

结合潜意识里有关“鸭子”与“女人”的相关背景知

识时，就形成了表１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元素ｃ—ｃ′能
够互相融合，元素ａ—ａ′和元素ｂ—ｂ′仍然保持独立
的状况，言语概念产生了不协调性，空间中的元素对

接失败，空间冲突产生。在转接到合成空间进行空

间核实，确认空间对接失败后，层创结构产生，最终

经过拓展，整合出认知意义“女人大声说话的吵闹

声就相当于鸭子叫的声音”。

表１　概念整合理论对“隐喻”的阐释

输入空间１ 输入空间２ 类属空间 合成空间

ａ（５００只鸭子）ａ′（一个女人）Ａ（施事者）

ｂ（嘎嘎叫） ｂ′（说话） Ｂ（动作）

ｃ（吵闹地） ｃ′（大声地） Ｃ（特征）

女人大声说

话的吵闹声

就相当于鸭

子叫的声音

　　三、概念整合理论对幽默修辞手段

“双关”的阐释

　　所谓“双关”，就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利用
语音或者语义的条件，言在此而义在彼的一种修辞

手段。［９］双关是一种极富魅力的语言表达方式，话

语的表达者不是直接表露其话语中真正想要传达的

意思，而是将其隐藏在话语的表层意思之后，等受话

者真正领会“弦外之音”后，幽默效果就得以体现。

“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ｋｎｅａｄｓｉｔ．”这是某品牌面粉的广告
语。受话者见此广告，心理空间首先会构建出输入

空间１的组织框架“用该品牌面粉做面食”，当再次
品味该话语时，受话者就会发现“ｋｎｅａｄ”音同
“ｎｅｅｄ”，心理空间中输入空间２的组织框架也会立
即构建“人们日常生活需要此产品”。通过跨空间

映射，输入空间１和输入空间２中的共有框架结构
“施事者—动作—对象”被提取到类属空间，表明２
个输入空间中部分元素的相互映射，两空间元素进

行对接。经过选择性投射和概念整合，在合成空间

中，元素ａ—ａ′、ｃ—ｃ′融合，而ｂ与ｂ′仍然相对独立，
空间冲突产生，在合成空间中进行空间核实后，继而

产生层创结构，又经过拓展、推理之后呈现出该广告

的真实意义：“该品牌面粉筋道十足，消费者竞相选

用，是日常生活必需品。”（见表２）

表２　概念整合理论对“双关”的阐释

输入空间１ 输入空间２ 类属空间 合成空间

ａ（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 ａ′（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Ａ（施事者）

ｂ（ｋｎｅａｄ） ｂ′（ｎｅｅｄ） Ｂ（动作）

ｃ（ｉｔ） ｃ′（ｉｔ） Ｃ（对象）

该品牌面粉筋道十足，

消费者竞相选用，

是日常生活必需品

在对广告的认知过程中，广告商利用“ｋｎｅａｄ”
（揉面、捏面）和“ｎｅｅｄ”（需要）谐音的关系，通过语
音双关，既道出了产品的优点———需要揉捏、筋道十

足，又巧妙地引出该产品是生活中的必需品，语言幽

默风趣，生动形象，引起了消费者的注意，以成功地

推销产品。

“点到为止，愈满全球。”这则关于眼药水的广

告词既包含了谐音双关又存有语义双关。输入空间

１是“点眼药水使眼球痊愈”的组织框架结构，输入
空间２是“眼药水因神奇功效享誉全球”的组织框
架结构，类属空间是输入空间１和输入空间２中的
共有框架结构“事物—事件—结果”。通过跨空间

映射，两空间元素相对应，空间中元素进行对接，ａ—
ａ′、ｂ—ｂ′、ｃ—ｃ′，输入空间１和输入空间 ２中的共
有结构“事物—事件—结果”关系也被提取到类属

空间。经过选择性投射和概念整合，在合成空间

中，元素 ａ—ａ′、ｂ—ｂ′相应融合，而 ｃ与 ｃ′却相对独
立，不能融合，空间元素对接失败。选择性投射到

类属空间中的共有结构“眼药水”和“点眼药水”

在输入空间１中出现“眼球痊愈”的结果，而在输
入空间２中则出现“享誉全球”的结果，概念的不
协调性导致了空间矛盾冲突产生。空间核实确认

心理空间转接失败后，合成空间中产生了一个层

创结构，对这一矛盾冲突进行阐释，得知“愈”音同

“誉”，“球”在此可引出“眼球”和“全球、全世界”

两层意思，在合成空间中对空间元素进行组合、完

善。空间核实结束后，在产生的层创结构中对新

组合新关系进行拓展、推理，消解空间矛盾，最终

呈现了对该广告的理解：“眼药水功效好，扬名天

下、誉满全球。”联系特定的语境，利用概念整合理

论对双关修辞进行阐释，能让受话人在理解显性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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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背后隐性意义的同时，也品尝到其中的幽默

味道，广告也将会备受注目，留有余味。

　　四、概念整合理论对幽默修辞手段

“委婉”的阐释

　　所谓“委婉”，是使用较含蓄的语言来表达各种
强烈的、难以启齿的话语，是人们在日常交际中为了

避免尴尬、避开禁忌语而创造的语言形式。委婉在

交际过程中起着“润滑”的作用。委婉的特点是说

话拐弯抹角，从而使语言生动活泼、风趣幽默。

下面举例说明概念整合理论对委婉的具体

阐释。

Ｊｏｈｎ：Ｇｏｓｈ，ｌｏｏｋａｔｗｈｏｉｓｗｅａｒｉｎｇｈｉｓｂｉｒｔｈｄａｙ
ｓｕｉｔ．

Ｋａｒｌ：Ｙｅｐ，Ｉａｍｊｕｓｔｕｓｅｄｔｏｓｌｅｅｐｌｉｋｅｔｈｉｓ．
Ｊｏｈｎ的话构建出输入空间１“某人穿着出生时

的衣服”；Ｋａｒｌ的话构建出输入空间２“Ｋａｒｌ喜欢穿
着睡觉时候的衣服”。这样输入空间１和输入空间
２就共享了一个组织框架结构，这个共有框架结构
涉及了“施事者—动作—受事者”，可简化为“某人

穿着某件衣服”。输入空间１和输入空间２具有共
享框架结构，再通过跨域映射，输入空间１和输入空
间２中的各元素进行对应、选择，之后在合成空间中
进行组合，从而形成新组合、新关系。“出生时的衣

服”激发了人们在思维中搜寻有关人类脱离母体出

生时穿着的信息，得出“人们刚出生时没穿任何东

西，一丝不挂”，储存的背景知识在对组合阶段产生

的新关系进行完善后，发现“Ｋａｒｌ睡觉时习惯穿着
出生时的衣服”与我们的现实产生了差异，元素 ａ—
ａ′、ｂ—ｂ′相应融合，而ｃ与ｃ′未能融合而相对独立，
空间元素对接失败，空间冲突随即产生。在空间转

接至合成空间中进行空间核实，结合背景知识确认

元素对接失败后，为了更好地理解话语新关系，合成

空间中形成层创结构，通过层创结构中的拓展、推

理，从而委婉地道出“Ｋａｒｌ在睡觉时候喜欢一丝不
挂的裸睡”。概念整合的运作过程，通过差异的体

现，委婉幽默地将 Ｋａｒｌ裸体睡觉、一丝不挂的情境
生动有趣地描述出来（见表３）。

　　五、概念整合理论对幽默修辞手段

“反语”的阐释

　　“反语”在修辞学领域通常被认为是用正面的

表３　概念整合理论对“委婉”的阐释

输入空间１ 输入空间２ 类属空间 合成空间

ａ（某人） ａ′（Ｋａｒｌ） Ａ（施事者）

ｂ（穿着） ｂ′（穿着） Ｂ（动作）

ｃ（出生时的衣服） ｃ′（睡觉时的衣服） Ｃ（受事者）

Ｋａｒｌ睡觉时跟婴儿
刚出生一般，光溜

溜的，一丝不挂

话语来表达反面的意思，或者以反面的语言来表达

正面的意思。用反语来表达思想观点或描绘事物，

多含有讽刺、幽默或揶揄的意味。根据概念整合理

论，在反语的生成中，说话者出于语法、语境、文化以

及说话动机等因素的考虑，建构和连接心理空间；随

着话语的展开，创造出一个心理空间网络，通过概念

合成产生反语话语；在反语的理解中，通过概念域和

语境信息组成心理空间，与同一概念话语参与者建

立起了不相容的心理空间。［１０］反语产生的原因是说

话者的心理期待与现实的差异。根据反差效应［１１］，

幽默是受话者对话语的理解与期待跟说话者的答案

形成强烈对比和反差而产生的，反差效应越大，产生

的幽默效果、惊讶程度就越大。概念整合理论对反

语的认知体现在心理空间的各种信息在整合过程中

与说话者的输入空间１相冲突，通过整合后得出了
输入空间１是反语空间的结论。概念整合理论对反
语理解的核心是受话者由于先后认知之间的反差从

而发现说话者话语中含有反语的意义。如：

Ｓｈｅｉｓａｓｓｌｅｎｄｅｒ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ｓａｃｏｗｉｎｔｈｅ
ｗａｉｓｔ．

“ｓｈｅ”和“ｃｏｗ”这２种客观事物源于自然界中
的不同领域，受话者在心理空间中就会分别建立起

针对这２种客观事物的输入空间１和输入空间２，
输入空间１和输入空间２具有共享组织框架结构
“施事者—动作—特征”，通过跨域映射，输入空间１
和输入空间２中的各元素可以相互对应、选择，在合
成空间中相互融合完成组合过程。“ａｃｏｗｉｓｓｌｅｎｄｅｒ
ｉｎｔｈｅｗａｉｓｔ”激发了人们在储存的知识中搜寻“ｃｏｗ”
的形象信息，背景知识里存在“ａｃｏｗｉｓｎｏｔｓｌｅｎｄｅｒｉｎ
ｔｈｅｗａｉｓｔ”，储存的背景知识与在组合阶段产生的新
关系被投射到合成空间进行完善，同时得知“ａｃｏｗ
ｉｓｎ′ｔｓｌｅｎｄｅｒｉｎｔｈｅｗａｉｓｔ”，与现实产生差异，元素对
接失败，空间冲突产生。在合成空间，为促成理解，

新关系与背景知识形成层创结构，通过在层创空间

中对新关系的拓展，理解出输入空间１是反语空间，
在层创结构中得出最终含义“ｓｈｅｉｓｎｏｔｓｌｅｎｄｅｒｉｎ
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由此可见，概念整合理论对反语的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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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是通过差异性体现来完成的，说话者不用直接表

明态度，通过与牛对比，将此女腰粗如同母牛的形象

描绘了出来，这样，反语的运用就会使幽默效果更为

明显（见表４）。
表４　概念整合理论对“反语”的阐释

输入空间１ 输入空间２ 类属空间 合成空间

ａ（ｓｈｅ） ａ′（ａｃｏｗ） Ａ（施事者）

ｂ（ｉｓ） ｂ′（ｉｓ） Ｂ（动作）

ｃ（ｓｌｅｎｄｅｒｉｎ

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

ｃ′（ｓｌｅｎｄｅｒｉｎ

ｔｈｅｗａｉｓｔ）
Ｃ（特征）

Ｓｈｅｉｓｎｏｔｓｌｅｎ
ｄｅｒｉｎｔｈｅｍｉｄ
ｄｌｅ

　　六、结语

言语交际对表达者来讲，是意义的编码和表征

的过程；对于受话者来说，是意义的解码和领会的过

程。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整合对应着概念整

合。［１２］概念整合网络能清楚地分析幽默话语接受者

在解读幽默修辞所产生的语用效果时的心理机制以

及幽默话语接受者在揣测幽默修辞所产生的话语意

义时的心理过程，揭示出幽默修辞下语言运用背后

的在线心理认知机制，这表明概念整合理论对幽默

修辞具有很强的阐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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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视角看翟理斯的英译杜诗
张笑美

（中国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摘　要］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是杜甫诗歌最早的英译文本之一。通过对比分析原文
和译文，发现翟理斯只选译了投射杜甫个人生活题材的诗歌，并有意偏离原诗题自创诗题，再加上

淡化杜诗中的历史地理文化等相关背景知识，明显改写了杜甫及杜诗的形象。依据文化学派翻译

研究理论家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分析框架，从意识形态、诗学方面分析翟理斯英译杜诗之所以如此

的原因，发现翟理斯对杜诗的改写是受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思潮、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

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所致。

［关键词］改写理论；翟理斯；古今诗选；英译杜诗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１．０２２

　　杜甫（７１２—７７０）是中国唐代中期以前古典诗
歌艺术的集大成者，元稹评价杜甫“尽得古今之体

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杜甫是一位现实主义大

师，其作品真实记录了唐帝国由盛转衰时期的政治

局势和社会面貌，有极高的史料性，故称“诗史”。

另外他还是一位极富人文关怀的诗人，忧国忧民，关

心人民疾苦，有“扶君至尧舜”的政治抱负和理想，

体现了民胞物与的儒家品格。其诗文深沉蕴蓄，感

情曲折抑扬，也因此形成“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

杜甫及其诗歌不仅在国内备受推崇，广为传颂，在英

语世界也不断传播。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英国外交家、著名汉学家
翟理斯（ＨｅｒｂｅｒｔＡｌｌｅｎＧｉｌｅｓ，１８４５—１９３５），是将杜甫
诗歌译成英文的重要先驱。其在１８９８年出版的《古
今诗选》（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ｔｒｙ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Ｖｅｒｓｅ）［１］，选译了
从周秦到清代的诗歌共２００首，其中杜诗１０首。其
译作 “诗味 浓 郁，严 谨 典 雅，在 西 方 风 行 一

时”［２］（Ｐ３９）。施觉怀曾夸赞翟理斯有诗才，称“Ｇｉｌｅｓ
译中国古诗可算一绝”［３］；北大教授许渊冲在《谈唐

诗的英译》一文中也对翟理斯的英译汉诗持肯定态

度，指出“宁可继承Ｇｉｌｅｓ诗体译文的传统”［４］。
相比于翟理斯的杜甫诗歌英译对杜诗在英语世

界的传播及接受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国内对这方面

的研究略显单薄。李特夫［５－６］在２００１年发表的关
于杜甫诗歌在西方译介情况考论的两篇文章中仅对

翟理斯英译杜诗的重要地位有所提及；郝稷［７］在

《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中也只是对翟

理斯英译杜诗予以简单介绍和评析，而对翻译过程

及译者本身的研究并未触及。另外，传统语言学视

角的翻译研究理论着重分析文本之间的“忠实”或

“对等”，对翻译中的改写现象无法做出明确解释。

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超越了传统语言学层面的规定性

研究，把翻译研究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宏观背景下

进行考察，这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视野，为翻译中的改

写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本文拟从勒菲

弗尔改写理论视角研究翟理斯英译杜诗中的改写现

象，并探究其原因。

　　一、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及其对翻

译研究的启示

　　作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潮流的主要提倡者
和推进者，安德烈·勒菲弗尔（ＡｎｄｒｅＬｅｆｅｖｅｒｅ）强调
社会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地位及作用，认为“基于

原语和目的语文本层面的‘对等’不存在，译者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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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大量难以理解的且容易被误读的文化材料；翻

译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文本，还需对翻译带来重大

影响的历史、文化及社会制度进行研究”［８］。

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一书的

序言中，勒菲弗尔明确指出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一

种改写，他还强调“翻译是最明显的改写形式。它

是最有影响的潜在力量，能够跨越始发国的文化疆

界，将作者或作品的形象投射到新的文化场景。通

过翻译投射的文学作品的形象基本上由两个因素决

定，这两个因素按重要性排列分别是译者的意识形

态（无论是译者主动接受或是由其他赞助人强加

的）和译者所处时代的主流诗学”［９］。下面我们具

体阐述决定译者翻译策略使用的２个因素：意识形
态和诗学。

勒菲弗尔改写理论中所指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包

含惯例、传统、信仰等文化形态在内的广义的意识形

态，而不是政治思想意义上的狭义的意识形态，它是

制约人们信仰和行为习惯的总的因素。作品的形式

风格和内容主题都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翻译不

仅依赖于语言文化，更重要的是要达到意识形态的

预期。当原文本的意识形态与译者的意识形态发生

冲突时，大多数译者都会倾向于采取各种手段改写

原文本，从而使其与目的文本所在文化的意识形态

相融合，以贴近目标读者的心理期待。

除意识形态外，决定译者翻译策略的因素还有

诗学。根据勒菲弗尔的理解，一种诗学形态包括２
个方面：一是各种文学手段、样式、题材、原型人物、

场景、中心思想以及象征等文学要素；二是文学在整

个社会体制中的功用。前者从技术层面对原文进行

改写；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译者选择主题与社会

体制相关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改写，借以博得大众

注意。

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首先是比较文学理论的一

种，但是它对翻译研究，尤其是对翻译文学研究也有

重大意义。根据勒菲弗尔改写理论，“意识形态主

要从政治、社会、伦理、道德方面来操控译者，诗学则

是译者翻译过程的文本表征”［１０］。一些看似不忠实

的翻译，可能不是语言文字的原因，而是意识形态、

诗学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探

究翟理斯译改杜诗的原因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翟理斯《古今诗选》中对杜诗的

改写

　　杜甫一生写下１５００多首诗，其诗多涉及政治

黑暗、社会动荡、人民疾苦，表达了其强烈的忧患意

识和高尚的儒家仁爱精神，即使在一些咏物写景诗

中，甚至在有关朋友、兄弟及夫妻的抒情诗中，也渗

透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然而在《古今诗

选》中，翟理斯所选译的１０首杜诗除了《石壕吏》直
接触及当时的社会波澜，其余９首诗都指向杜甫的
个人生活世界：《绝句·江碧鸟逾白》反映的是羁旅

异乡的惆怅；《落日》是一首即景抒情诗，描写村居

田园之乐；《月夜忆舍弟》抒发思友怀亲之情；《江

村》描写家庭之乐；《琴台》歌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

的爱情故事；《题张氏隐居》和《陪诸贵公子丈八沟

携妓纳凉》描写寻仙访隐、宴饮郊游的场景；《曲江

二首》则突出了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思想。译文

所呈现的杜甫不再是一个动荡时代的颠沛流离者，

也不再是一个于困苦中依然忧国忧民的伟大爱国儒

士。这种对杜甫形象的改变和对杜诗内涵的弱化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翟理斯在翻译过程中的特殊处理所

致，以下只具体谈两点。

１．译文对诗题和历史地理文化信息的处理
翟理斯在翻译诗题时有意偏离原诗题。杜诗拟

制诗题之妙，历来为诸多杜诗学研究者所称赞。比

如清代的金圣叹曾评论《江村》：“题曰江村，诗曰江

村者，非江边一村也。乃清江一曲，四围转抱，既不

设桥，又不置艇，长夏于中，事事幽绝，所谓避世之

乐，乐真不啻者也。”［１１］“江村”之题与全诗主旨形

成了一种文化上的微妙联系，然而翟理斯却将该诗

题目译为“ＨｏｍｅＪｏｙｓ”（合家之欢）来概括全诗大
意，从而尽失曲折之美。对比原诗可知，翟理斯所译

的杜诗没有一首与原诗题目相一致。《绝句·江碧

鸟逾白》译成“ＩｎＡｂｓｅｎｃｅ”（不在场），《落日》译作
“Ｗｉｎｅ”（酒），《月夜忆舍弟》题目译为 “ＴｏＭｙ
Ｂｒｏｔｈｅｒ”（致吾弟），《琴台》则直接以故事主人公之
一“ＳＳＵＭＡＨＳＩＡＮＧＪＵ”（司马相如）为题，《题张
氏隐居》译为“ＴｈｅＨｅｒｍｉｔ”（隐士），《陪诸贵公子丈
八沟携妓纳凉》的题目译为 “ＡＰｉｃｎｉｃ”（郊游），《石
壕吏》译成 “Ｐｒｅｓｓｇａｎｇ”（征兵队）。更加值得注意
的是，尽管翟理斯同时选取了《曲江二首》，却将其

分别翻译成两首韵律形式不同的诗，并分别以意大

利语和拉丁语为之译题。总体来看，翟理斯的译文

题目，即诗题主要是依据他对原诗大意的理解而自

创。翟理斯译诗中题目的偏离使得原诗作者杜甫的

形象越来越生活化、田园化、浪漫化。

此外，翟理斯还有意淡化杜诗中的历史地理文

化等相关背景知识。杜甫诗歌号称“诗史”，其中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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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着大量的文化、历史、地理等社会信息。然而这些

重要信息在译诗中却消失殆尽。例如《石壕吏》和

《琴台》，原诗题特地标明诗歌所描述事件的发生地

点“石壕”、“琴台”这２个重要地理信息，而译诗诗
题为《征兵队》《司马相如》；另外，诗句“急应河阳

役”被译成“ｔｏｊｏｕｒｎｅｙｔｈｅｓｅａｔｏｆｗａｒ”，河阳这个地
理信息也被一笔抹去。翟理斯译诗对杜诗所蕴含的

文化典故基本不予说明。翟理斯的１０首英译杜诗
中只有２处注解，一处是对《琴台》中的司马相如进
行注解，解释非常简短，偏重于他与卓文君的风流韵

事，诗中凭吊古迹之感转化为杜甫本人心中情感渴

望的表现；另一处是对《题张氏隐居》的尾句“对君

疑是泛虚舟”给予说明，指出杜甫对自己能否接受

隐士生活产生怀疑，而并未对其中的文化信息进行

说明。翟理斯在译文中对杜诗原文中的历史地理文

化信息的淡化，降低了杜诗的史料性和文化内涵，削

弱了杜诗的历史厚重感。

２．译文对诗歌样式的选用
从诗歌体裁样式来看，杜甫是一个众体兼长的

诗人，绝句、律诗、古体、五言及七言，他都能运用自

如，行文比较多变。然而，通过对照原文和译文２个
文本，发现翟理斯的英译杜诗，在诗歌形式上以诗译

诗，力求对应，以传达诗歌的美感。翟理斯为创造与

原诗的某种对应，译诗的句数均与原诗保持一致：绝

句以四句译出，律诗则以八句译成。此外，译诗还特

别注重押韵，或隔行押韵（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ｒｈｙｍｅ，又称交
韵）或两句一韵，或用抑扬格四音步（ｉａｍｂｉｃｔｅｔｒａｍｅ
ｔｅｒ）或用抑扬格五音步（ｉａｍｂｉｃｐｅｎｔａｍｅｔｅｒ），这些都
是传统的维多利亚英诗格律特点。

在翟理斯《古今诗选》选译的１０首杜诗中，有１
首五言绝句（《绝句·江碧鸟逾白》），４首七言律诗
（《曲江二首》《题张氏隐居》《江村》），１首五言古诗
（《石壕吏》），４首五言律诗（《落日》《月夜怀舍弟》
《琴台》《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这４种体
裁都有各自的字数韵律形式限制。然而翟理斯却将

它们一概译成英国维多利亚诗歌样式。这样译文所

传达的作者杜甫只能是一个文风拘谨、风格单调的

诗人形象。

综观《古今诗选》，翟理斯的杜诗译文在很大程

度上是对原文的改写，这突出表现在３个方面：一是
凸显了杜甫关于个人生活的诗歌题材；二是大规模

删除杜诗中的历史文化地理信息；三是利用维多利

亚格律诗体翻译杜诗。这种改写，在形式上，改变了

杜诗众体兼长及行文多变的特点；在内容上，使原文

中的那位有着济民安邦抱负从而忧国忧民、积极入

仕的儒者，变成了译文中耽于寻仙问道、宴饮游乐、

思亲怀乡、田园村居、家庭之乐的隐士；在总体风格

上，一改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使其转变为

轻松、明快、简洁的诗风。

　　三、从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视角分析

翟理斯改写杜诗的影响因素

　　下面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分析框架，分析
翟理斯《古今诗选》改写杜诗的原因。翟理斯历经

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１８３７—１９０１），因而他的翻译
行为深受维多利亚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

影响。

１．意识形态对翟理斯的影响
在意识形态层面，维多利亚时代经历了重大变

革。科学技术的发展打破了英国民众过去坚定的宗

教信仰，特别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１８５９）与《人
类的进化》（１８７１）动摇了传统信仰的理论根基。
１８８０年代初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使
得维多利亚王朝推崇的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纷

纷瓦解，至１８９０年代几乎彻底崩溃。随着艾约瑟的
《中国的宗教状况》（１８５９）、理雅各翻译的《道德
经》（１８８５）、翟理斯撰写的《老子遗存》（１８８６）在英
国的出版发行，道教思想开始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

国流传。宣扬“天人合一”、“自然无为”、“返璞归

真”的道家哲学思想正好契合了当时人们追求自由

与和谐社会的渴望。因而英国人迫切地想要揭开东

方古国的神秘面纱，感受历史悠远的东方文明，窥看

中国的芸芸众生和社会百态，并从中寻求精神慰藉

和出口［１２］。翟理斯作为英国驻华外交官和汉学家，

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时代背景赋予他以特殊使命：

传播中国文化、迎合英国读者期待。鉴于当时道教

思想的盛行，为迎合当时英国大众的心理需求和求

知欲望，翟理斯仅选译了杜甫诗歌中描写求仙访道、

郊游宴饮、田园村居、和谐家庭生活等蕴含道教哲学

思想的题材，而对反映杜甫忧国忧民和“扶君至尧

舜”政治理想的儒家题材的诗歌则少有涉及。通过

自创偏离原题的诗题和淡化历史地理文化等信息，

翟理斯的英译杜诗营造了一种道家的清净无为

氛围。

事实上，勒菲弗尔改写理论中的意识形态，除了

包括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外，还包括译者的个人意识

形态，后者包括个人性格、教育、生活和工作经历等

因素［１３］。翟理斯的父亲约翰是英国国会的牧师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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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圣体学院的院士，在翟理斯小时候，其父亲就督

促他抄写拉丁语和希腊文名篇，并教导他广泛阅读

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和历史书籍，这种古典式的教

育和他对古典文化的兴趣和实践，造就了翟理斯严

谨的英国学院派作风。因而我们可以推断，翟理斯

对古典文化的精通和爱好，是《曲江二首》之二的诗

题被译为拉丁语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翟理斯古

板的英国学院派作风也为其以严谨、典雅的维多利

亚体诗歌形式翻译杜诗提供了一种解释。

２．诗学对翟理斯的影响
在不同的时代及文化中，对于不懂原文的读者

来说，译文文本是否符合当时的主流文学规范，是其

接受和评价译入诗歌的基本依据。１９世纪末２０世
纪初，英国仍然盛行传统英诗风格，诗歌读者仍习惯

于格律体的传统样式。作为维多利亚时代诗歌主导

形式的格律体，在遣词造句和音韵节奏方面都有比

较严谨的固定格式。因此，立足于英国当时的诗学

规范，翟理斯采用维多利亚诗体形式翻译杜诗便是

很自然的事情。另外，译诗中偶然使用希腊和拉丁

文典故，在当时的英语世界被公认为是增强译文文

学性和感染力的常用手段。［２］（Ｐ４４）遵循上面提到的

两点诗学规范，翟理斯的英译杜诗显得典雅、整饬而

严谨，从而保证了译文的可读性，易被当时英语世界

的诗歌读者所接受和欣赏。

　　四、结语

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在对翻译文

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改变了杜诗的形式、内容和

整体风格，也改变了诗人杜甫的形象。译者所处的

时代特点、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诸多

因素，都以某种方式影响了译文的产生。

翟理斯虽然并非首位杜甫诗歌的英译者，但是

与早先理雅各的翻译相比，“翟理斯的译作将杜诗

提到较为重要的地位”［７］。翟理斯的研究和翻译，

为２０世纪初的西方世界认识和欣赏杜甫乃至整个
中国古典诗歌，推动西方学习和翻译中国古诗，做出

了历史性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译文对原文

的种种改写，偏离了中国传统中杜甫及其诗歌的固

有形象。尽管如此，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

诗在留下诸多遗憾的同时，也为原诗的重译开辟了

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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