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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袁名山胜境必以人而传袁世界文化与自

然遗产地要要要武夷山亦然遥 武夷山之所以 野甲于天

下冶袁与朱子及其朱学关联密切遥 其实袁王阳明与武夷

山也有着密切关系遥 正德二年渊1507冤袁王阳明赴谪途

中而遁迹武夷袁加上其门生后学尧亲人裔孙曾在武夷

任职尧游学袁便与兹山结下不解之缘遥 然而袁或因朱子

名重武夷而掩阳明袁后世诸生对王阳明及其后学亲裔

与兹山的关系不甚了解遥

一尧王阳明与武夷山

正德元年渊1506冤袁王阳明冒死进谏袁被贬为贵州

龙场驿丞遥然而袁刘瑾等阉党还不放过远谪的王阳明袁

穷追猛打袁伺机暗杀遥面对死亡的威胁袁王阳明以两首

叶绝命诗曳袁假言野投江冶自尽而摆脱尾追遥 然而祸不单

行袁虽逃过追杀袁依附商船野游海冶而逃生袁但却因台风

大作而漂至闽界袁遁迹武夷数月之久遥 这是王阳明第

一次入闽袁与武夷结缘遥钱德洪的叶王阳明年谱曳记曰院

先生至钱塘袁瑾遣人随侦遥 先生度不免袁乃托言投

江以脱之遥 因附商船游舟山袁偶遇飓风大作袁一日夜至

闽界噎噎因取间道袁由武夷而归遥 时龙山公官南京吏

部尚书袁从鄱阳往省遥 十二月返钱塘袁赴龙场驿遥 [1]

对于叶年谱曳野赴谪途中游海遁迹武夷冶一说袁学界多有

质疑袁最早提出质疑的是湛若水遥 湛在叶阳明先生墓志

铭曳中袁对阳明先生当年游海入闽遁迹武夷的经历袁作

了一番交代院

噎噎人或告曰野阳明公至浙袁沉于江矣袁至福建始

起矣遥 登鼓山之诗曰院耶海上曾为沧水使袁山中又拜武

夷君遥 爷有征矣遥 冶甘泉子闻之笑曰院野此佯狂避世也遥 冶

故为之作诗袁有云院野佯狂欲浮海袁说梦痴人前遥 冶及后

数年袁会于滁袁乃吐实遥 彼夸虚执有以为神奇者袁乌足

以知公者哉浴 [1]

阳明在滁州袁与湛实言相告袁是以野游海冶的神化传奇

来野虚夸冶武夷之行遥 野游海遁迹武夷冶一说袁是先生假

借狂癫尧离奇的行经由头袁欲逃避乱世遥 浙江大学束景

南教授认为院王阳明托言野游海冶一事袁自神其事袁虚构

野游海尧入山尧遇仙冶等经历袁甚至作叶游海诗曳袁目的是

为了掩盖野隐遁拒不赴谪冶的真相袁以此规避野罪责冶遥

王阳明及其后学亲裔与武夷山关系考

张山梁

渊中共平和县委宣传部袁 福建 漳州 363700冤

摘 要院明代大儒王阳明在赴谪龙场途中袁曾遁迹武夷山袁加上其门生后学尧亲人裔孙先后长时段尧多人次持续抵

达武夷袁与兹山结下不解之缘遥 然后世诸生对于这段渊源关系了解不多遥 基于此袁从四个层面介绍王阳明游历武夷的过

程袁并透过王畿尧邹守益等门生袁李材尧徐即登尧郭子章等后学袁王守礼尧闻人诠等亲裔在武夷山的活动轨迹袁考究他们留下

的文化遗产遗存袁阐述王阳明及其后学亲裔与武夷山之间的千丝万缕关系袁继而阐发阳明学也是武夷山文化遗产中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遥

关键词院王阳明曰阳明后学曰阳明亲裔曰武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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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院2022-12-17

作者简介院张山梁渊1967-冤袁男袁汉族袁客座教授尧特约研究

员袁主要从事阳明学以及阳明地域文化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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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叶王阳明年谱长编曳中袁多方引证袁以求澄清数百

年来的野迷案冶野妄论冶袁虽否定野游海冶一说袁却肯定野遁

迹冶一实遥

钱德洪尧湛若水尧束景南都认为王阳明赴谪途中

到过武夷袁而贵州修文杨德俊则通过考证阳明所著诗

文尧公移等资料袁认为院王阳明赴谪途中并无到过武

夷袁而是于正德十六年渊1521冤元宵后袁从江西广信府

行至铅山县袁再到武夷山袁游览九曲溪尧天游阁尧武夷

精舍等地遥 [2]

查阅当地的明尧清叶武夷山志曳以及叶崇安县新志曳

叶康熙建宁府志曳等相关志书袁都有野王阳明遁迹武夷冶

的相关记载遥 如万历叶武夷志略曳载曰院

王守仁噎噎以论逆瑾谪贵州龙场驿丞袁 由间道袁

入武夷袁游览数旬而去噎噎嘉靖间袁郡守刘公佃以野良

知之学倡自公始袁飞舄所憇袁教范攸寓冶袁因檄县袁祠公

于武夷袁给田五十余石袁用修祀事遥 续以甘泉湛公若

水尧东廓邹公守益尧荆川唐公顺之袁扁曰院野国朝理学四

先生祠遥 冶[3]

康熙叶武夷山纪要曳基本延续此记袁而乾隆叶武夷山志曳

除了在卷首叶绘像曳中有王阳明像及赞诗之外袁也记

述院

王守仁噎噎正德初袁抗疏救言官袁忤刘瑾袁廷杖袁

谪贵州龙场驿丞遥 瑾使人要杀之袁乃遁迹迂道至闽袁经

武夷袁流连数月而去遥 [4]

乾隆叶武夷山志曳再次明确王阳明游历武夷山的时长袁

不同的是袁由原来野数旬冶改为野数月冶之久遥

地方志书都只记载王阳明曾到过武夷袁 甚至有

野游览数旬冶野流连数月冶之久的记述袁但均未载明何时

抵达尧如何抵达遥 无论是钱德洪 野游海遁迹冶说袁还是

湛若水尧束景南的野南遁是实尧游海是虚冶袁或是杨德俊

的野正德十六年冶说袁乃至志书袁都承认院王阳明的确到

过武夷袁所纷争的只是行程不一尧时间有别而已遥

正缘于王阳明与武夷山的渊源关系袁以致后世诸

生先后在武夷立祠五座渊其中特祀四座尧合祀一座冤袁

以祀先生袁供士民瞻仰祭拜袁更是在兹山烙下深深的

阳明印记遥 [5]

二尧阳明门生与武夷山

从地方志尧阳明门人文集等相关资料中袁探微索

隐袁爬梳剔抉袁可知不少阳明弟子亦慕名来到武夷袁游

览觞咏尧讲学其中袁至少有王畿尧邹守益尧刘邦采尧聂

豹尧黄宗明尧季本尧白悦尧张时彻尧郑善夫尧马明衡尧王大

用尧林春泽等十余人遥

渊一冤王畿

王畿渊1498-1583冤袁字汝中袁号龙溪袁浙江山阴渊今

绍兴冤人遥 野嘉靖癸未渊1523冤未下第袁归而受业于文

成冶 [6]袁是阳明先生最为赏识的弟子之一遥

嘉靖三十三年渊1554冤袁王畿应何迁之邀袁野春袁赴

江右之约遥 秋入武夷袁历鹅湖袁返棹广信冶[7]袁到闻讲书

院讲学遥 志书尧文集虽没记载其在武夷讲学袁但从其留

下的叶宿天游次韵阳明先生韵曳叶宿武夷宫曳叶五曲谒朱

文公祠曳[7]以及叶五曲谒紫阳书院次韵二首曳叶天游次马

师山韵二首曳[7]等五篇诗文袁可知袁王畿至少拜谒朱文

公祠尧紫阳书院袁夜宿天游观尧武夷宫等处遥 这一行程

与阳明先生当年游览武夷的行程是高度契合遥 在天游

观墙上袁 王畿看到先师当年所作的 叶武夷次壁间韵曳

后袁起兴以次韵先生之韵而作诗叶宿天游次韵阳明先

生韵曳袁自叹野天游指点还吾辈袁碧水丹山好共分遥 冶

此后袁至少还曾两次游历武夷遥 一是从至今还保

留的石刻野武夷题名袁嘉靖丁巳渊1557冤秋八月袁山阴龙

溪王畿偕门人渊乐冤淤安董君静袁顺昌张召卿尧余大韶尧

卢思讱袁建安杨德兴同游冶可知袁曾与五位门生游学兹

山遥 二是据邹守益叶武夷第一曲精舍记曳所述野嘉靖戊

午渊1558冤噎噎时龙溪王子畿尧少龙贺泾袁适至闽袁韪其

议袁相与乐成之冶[8]袁可知王尧贺于嘉靖三十七年渊1558冤

又一次来到武夷袁并支持野将原在一线天的阳明甘泉

二先生祠袁迁建于一曲幔亭峰下冶遥 如此袁王畿游历武

夷并非一次而已袁且对武夷山文化传承是有所贡献的遥

渊二冤邹守益

邹守益渊1491-1562冤袁字谦之袁号东廓袁江西安福

人遥 叶明史曳称其野出王守仁门冶[9]袁是野江右王门冶的主要

代表人物之一遥

万历叶武夷志略曳记院野邹守益袁号东廓袁嘉靖末袁南

游武夷袁以良知学启迪诸生遥 冶 [3]康熙叶武夷山纪要曳

记院野嘉靖末袁南游武夷袁发明良知之学袁聚生徒于武夷

山中遥 冶 [10]明确阐述邹守益于嘉靖末到兹山聚众开讲

良知之学遥 而民国叶崇安县新志曳亦记曰院野邹守益噎噎

2窑 窑



尝寓武夷讲学袁士人宗之遥 冶 [11]可见袁邹守益到武夷讲

学并非数日之短袁而是有若干时长遥 三部志书只是大

概说明是于野嘉靖末冶抵武夷讲学袁没有具体年尧月袁而

耿定向的叶东郭邹先生传曳则指出院邹守益是在古稀之

年来到武夷的袁时间是嘉靖三十九年渊1560冤院

庚申渊1560冤袁先生年七十噎噎遁闽袁游武夷袁谒文

公书院及阳明尧甘泉祠袁语具叶武夷答问曳中遥 [8]

邹守益自叙偕诸生在兹山谈论学说的答问袁叶武夷答

问曳开篇即言院野杨邦彦尧程栗夫会于武夷袁问兼善独善

之别遥 冶 [8]从诗文叶偕刘师泉及儿曹谒阳明甘泉二先生

祠郡侯刘吾南黄逊斋邑侯刘海屿王怀鹤邑博王莘野刘

紫峰诸生杨邦彦程栗夫等会曳[8]可见袁此次同行的还有

阳明门人刘邦采尧儿子邹善等袁在时任建宁知府的刘吾

南等人陪同下袁到幔亭峰下拜谒阳明甘泉二先生祠遥

从其叶宿武夷冲佑万年宫曳叶谒紫阳文公书院简吾

南逊斋侯道契曳[8]诗中可知院邹守益曾夜宿武夷宫尧谒

访紫阳书院遥 此外袁还留下两处摩崖题刻袁至今尚存遥

一是在五曲隐屏峰的野仙奕亭袁邹东廓书冶[4]曰二是在六

曲天游岭的野天游门袁东廓书冶[4]遥无论是从多部志书记

载袁还是其本人诗文袁或是遗存的摩崖石刻袁无不说明

其在兹山讲学的经历较长袁受众诸生较多袁足迹遍布

武夷宫尧仙奕亭尧天游峰等诸多地方遥

邹守益殁世之后袁明万历初袁其子邹善担任福建

按察使袁便在冲佑观左侧的大云寺旧址上袁兴建野邹司

成祠冶袁以野祀其父文庄公守益冶遥 [4]还入祀幔亭峰下的

野国朝理学四先生祠冶尧冲佑观右侧的野群贤祠冶袁影响

着武夷山的文化涵养尧发展袁以致兹山有记尧有祀袁有

迹尧有存遥

渊三冤其他诸门人

聂豹渊1487-1563冤袁叶武夷山志曳虽乌有记录其游

历袁但其门人宋仪望所撰叶明荣禄大夫太子太保兵部

尚书赠少保谥贞襄双江聂公行状曳 指出院野明年己丑

渊1529冤袁以期满候代建宁遥 冶 [12]说明其代署建宁府事袁

曾游历延平尧武夷山等处袁可从其叶约游武夷次韵曳[12]诗

中得到佐证遥 其时袁聂豹是约道友一同来到武夷寻访

学问袁途中更有野扁舟曲曲泝廻溪冶的乘舟雅兴袁以及

野山岩悬薜足攀梯冶的攀岩惊险等诸多经历遥

白悦(1498-1551冤袁无论是万历叶武夷志略曳袁还是

康熙叶武夷山纪要曳袁或是乾隆叶武夷山志曳袁都将其叶李

仙岩曳一诗袁归集在四曲诗文中遥 而在叶白悦诗文集曳

中袁虽未收录叶李仙岩曳袁却有叶武夷山登天游观用阳明

先师韵曳[13]袁以及叶武夷山游九曲奉和文公棹歌韵十首曳[13]袁

说明其遍游武夷遥

马明衡渊1491-1557冤袁叶武夷山志曳载述院野游武夷袁

勒字题诗者也冶[4]袁登天游而作诗叶登天游观曳[14]袁其大藏

峰的野师山道人马明衡奏请乐于此冶 [4]的石刻袁至今依

然完好遥

王大用渊1479-1553冤袁嘉靖二十一年渊1542冤袁与建

安程宽尧福州李廷臣尧李茂硕等人一起游历兹山袁并在

蓝岩留下野嘉靖壬寅渊1542冤夏袁莆田檗王大用袁建安西

桥程宽袁三山李廷臣尧李茂硕来游冶石刻袁至今犹在遥

此外袁检阅乾隆叶武夷山志曳袁不难发现季本尧张时

彻尧郑善夫尧林春泽等诸位阳明门人的诗文收录其中遥

还有阳明门人黄宗明于嘉靖十二年渊1533冤期间袁游历

武夷袁并在九曲溪北的寒岩勒石野寒岩袁嘉靖癸巳袁致

斋题冶[4]遥

阳明诸门人到访武夷的行经路线袁大多集中在武

夷宫尧紫阳书院尧天游观袁继而泛舟九曲溪袁这与先师

阳明当年之行袁几近吻合遥 说明诸位门人到访武夷袁除

了弘扬尧开讲王学之外袁更多的是追寻先师足迹袁感怀

武夷野道南理窟冶的文化传承遥

三尧阳明后学与武夷山

明中后期以降袁一大批入闽履职尧谪戍尧游学的阳

明后学袁慕山而来袁再续阳明学与武夷之缘遥 仅乾隆

叶武夷山志曳就收录邹善尧罗洪先尧李材尧徐即登尧葛寅

亮尧黄道周尧邵廉尧宋仪望尧耿定力尧耿定向尧董燧尧张元

忭尧曹惟才尧徐渭尧郭子章尧彭汝贤尧柴世埏尧谢智等诸

多位阳明后学[4]袁还有大批在武夷接受王学的闽籍阳

明后学遥

渊一冤李材尧徐即登尧郭子章诸生

李材渊1529-1607冤袁字孟诚袁号见罗袁江西丰城人遥

野先生初学邹文庄袁学致良知之学遥 冶 [6]

徐即登渊1545-1626冤袁字献和袁号匡岳袁江西丰城

人遥 野李材门人噎噎当李材被弹劾系狱之时袁徐即登为

礼部官袁暇即狱中向李材问学遥 冶 [15]

郭子章渊1543-1618冤袁字相奎袁号青螺袁江西泰和

人遥 师从江右王门欧阳德尧罗洪先的弟子胡直遥

徐尧郭两子因邀李材到武夷讲学袁促成野武夷山

张山梁院王阳明及其后学亲裔与武夷山关系考 3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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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冶一事遥 乾隆叶武夷山志曳记曰院

武夷山房袁在后溪山坡上遥 万历二十四年袁督学徐

即登建袁迎其师中丞李见罗材讲学于此袁亦名野星村精

舍冶遥 左藩郭子章有记遥 卒袁遂肖像祀之袁曰野见罗书

院冶遥 置田三十五亩袁为伏腊之费遥 明末毁于兵遥 [4]

当时袁郭之子郭建师从谪戍镇海卫的李材袁而李材往

来武夷袁无场所可供讲学袁只得返回遥 建宁诸生便将

野谋筑室袁留先生冶的想法禀告郭遥 于是袁郭尧徐共同倡

和袁捐奉薪资袁并取得建阳知县魏时应尧崇安知县史弼

的支持袁加上当地诸生集资共建袁山房于万历二十三

年渊1595冤十二月开工袁次年渊1596冤中秋竣工遥 之后袁郭

书信李材院野夷山舍馆已定袁四方来者地稍适中袁鄙意

直是如此遥 不然袁漳与建何择焉钥 冶回信曰院野武夷地既

协中袁且不越于闽境袁而又屏息游踪袁入游九曲深处遥

以此安负遣之迹袁固可无嫌曰以此卜幽人之栖袁尤为允

称遥 翁之爱我深我矣袁惠我至矣袁仆亦何心忍而不恋

顾钥 冶 [16]可见袁李材认为武夷山是一个很好的讲学尧栖

息之地袁甚是仰慕遥 结束谪戍袁便以武夷山房为基地袁

开讲阳明学遥 其所著叶正学堂稿曳中袁有名有姓的闽籍

阳明学子不下百名之多袁可见学子之众袁影响之广遥

李材在水光石处留下野修身为本冶袁及野豫章李材

书袁万历癸巳夏五月袁门人徐即登勒石冶 [4]等摩崖石

刻袁记述李尧徐师徒同游武夷经历曰还在八曲为其门人

谢智渊号活水先生冤隐居的活水洞野题耶涵翠岩爷三字勒

壁冶遥 [4]

渊二冤董燧尧葛寅亮尧柴世埏诸生

董燧渊1503-1586冤袁字兆时袁号蓉山袁江西乐安县

人遥师从邹守益尧陈九川等诸多阳明弟子遥其仲子董君

静是王畿弟子袁曾与王畿同游武夷遥

葛寅亮渊1570-1646冤袁字冰鉴袁号屺瞻袁浙江钱塘

渊今杭州冤人遥 学宗阳明袁归依王守仁心学遥

柴世埏渊生卒不详冤袁字莲生袁浙江仁和渊今杭州冤

人遥 葛寅亮门人袁为阳明后学遥

嘉靖三十七年渊1558冤袁时任建宁府同知的董燧袁

鉴于一线天的阳明祠已倾圮袁 便向知府刘佃倡议袁利

用位于幔亭峰下的金山寺废址袁 新建王文成公祠袁责

令崇安知县戴瑞等人具体实施袁并作诗叶建文成公祠曳

以记之遥 [4]

天启六年渊1626冤袁武夷诸生在接笋峰下的棘隐庵

故址袁为葛寅亮建造生祠遥 葛反对此举袁便改祀阳明先

生袁名曰野王文成公祠冶袁还自撰叶王文成公祠记曳袁以记

之院

噎噎武夷诸生以予天游之生祠改祀纯阳也袁复另

建祠于接笋峰下袁予仍为撤去袁改建文成祠遥 [10]

到了崇祯十二年渊1639冤袁时任崇安知县柴世埏得

知诸生在王文成公祠再建一楹袁专祭祀葛寅亮袁鉴于

工程已竣袁无法制止袁乃顺从诸生意愿袁也自撰叶葛屺

瞻先生祠记曳袁文中记述院早在天启三年渊1623冤袁就随

葛寅亮野道经崇阳袁蹑履武夷冶遥 说明葛尧柴师徒二人曾

多次到访武夷袁为兹山的文化建设呕心沥血遥

渊三冤其他诸后学

除此之外袁罗洪先讲学其间尧张元忭访友山中尧耿

定力倡建野三友堂冶并记之噎噎

罗洪先是仰慕武夷文化而来袁 在此讲学时间较

长尧受众颇多尧影响甚大袁并借助其野善草书袁邑人至今

宝之冶 [11]的优势袁得以在兹山广泛传播心学遥 康熙叶武

夷山纪要曳记曰院野慕武夷之盛袁投杖入山袁从游者甚

众遥踰年乃返袁清标卓行袁独冠一时遥俱有祠祀遥 冶 [10]离

世之后袁邑人在冲佑观右侧兴建野罗赞善祠袁冲佑观

右袁明万历时建袁祀罗文恭公洪先冶[4]袁康熙年间袁又入

祀野群贤祠冶遥

张元忭袁野壬午渊1582冤八月袁皇嗣诞生袁赍书告楚

中六王袁因上匡庐袁游沅湘袁取道入武夷袁潇然山水间袁

有吞云梦八九之意袁所至多题咏遥冶[17]万历十年渊1582冤袁

元忭奉诏前往楚中袁从庐山而抵崇安袁泛游九曲袁过考

亭精舍尧水帘洞袁登接笋峰尧大隐屏尧大王峰袁宿杜辖

岩袁足迹遍布兹山袁留下叶游武夷杂咏十四首曳[17]叶题武

夷丽阳洞曳[17]等诗袁以记武夷山水之秀丽遥 此次武夷之

行还看望同年登第袁而对仕途绝望袁结庐山中杜辖岩

的友人吴中立袁劝其继续入仕为政遥 离别前夕袁作叶杜

辖岩访吴公度曳[4]以赠袁并刻于杜葛岩遥 乾隆叶武夷山

志曳以野尝游武夷袁入杜辖岩袁访同年吴中立袁赋诗勒

石冶 [4]为记遥

此外袁还有徐渭尧王梓尧耿定向尧耿定力尧宋仪望尧

曹惟才等诸多阳明后学题诗武夷袁以记诸生阳明后学

与兹山的渊源遥

4窑 窑



四尧阳明亲裔与武夷山

在王阳明遁迹武夷之后袁其从弟王守礼尧侄子王

正思尧裔孙王复礼等族裔袁以及表弟闻人诠诸人袁亦跟

武夷山结缘袁并在兹山留下碑刻尧诗文等文化遗产遥

渊一冤王守礼尧王正思

王守礼是阳明叔父王衮的长子袁与其平辈袁是阳

明从弟遥 [18]其子王正思渊生卒不详冤袁字仲行袁王阳明侄

子袁嘉靖十六年渊1537冤任建宁知府遥

王守礼在一曲溪北水光石上留下 野渐入佳境冶尧在

六曲溪南响声岩留下野一尘不到处冶袁两处落款虽有野余

姚王守礼书冶袁却无载明游历的具体时间袁但从其题刻

内容看袁是在心情愉悦尧从容之际游览兹山的袁以此推

断袁题刻时间应是其子王正思担任建宁知府期间遥

叶建宁府志曳 序中有记院野嘉靖丁酉 渊1537冤噎噎

渊叶建宁府志曳冤脱稿间袁适新守余姚王侯正思至袁未及

入梓袁动麓以擢官去袁汪侯以考绩去袁王郡守亦以述职

去袁事遂寝行遥 冶[19]可知袁王正思就任知府不久袁就因述

职而离开袁但还积极推进叶建宁府志曳的修纂工作袁为

传承武夷山文化做出贡献遥 期间袁尝游历武夷山遥

渊二冤王复礼

王复礼渊1644-钥 冤袁字需人袁号草堂袁浙江仁和渊今

杭州冤人遥 乃王阳明六世孙袁因纂叶兰亭志曳叶孤山志曳而

盛名遥

康熙四十七年渊1708冤袁王复礼应闽浙总督尧福建

巡抚之邀来闽袁主持福州鳌峰书院袁继而寓居武夷袁直

到终老袁有修志尧建祠尧筑房三功遥

康熙年间袁闽浙总督满保因捐俸修葺紫阳书院而

莅兹山袁识得武夷面目袁但觉得此前虽有多部山志袁但

多少存在繁简不一尧分类不当尧考订未详尧诗文失实等

问题袁与名山不相称遥 当地官员便向他推荐王复礼新

编辑的志书文稿袁满保阅后袁为之叹服袁评价野云气如

长江大河袁意似寒潭秋月袁清光射人冶[20]遥康熙五十七年

渊1718冤袁时任崇安知县陆廷灿认为院

渊王复礼冤仍居山袁著书不辍袁宗工巨笔袁舍先生而

谁乎呜呼浴 非此志不足表章此山袁非斯人不足流传斯

志也遥 [20]

于是商议将王复礼所编辑的志书文稿付梓刊刻袁与

叶兰亭志曳叶孤山志曳并乘袁为不朽之志袁为名山生色袁为

胜地增光遥 而王复礼鉴于野名山皆有志袁然求其佳者袁

绝少冶 [20]之故袁加上世交陆廷灿的共同参考酌定袁遂完

成此志遥 叶武夷九曲志曳全书十六卷袁由景献堂刊刻袁为

后世留下一部野简而该袁明而核冶的文化瑰宝遥

康熙四十八年渊1709冤袁建宁府督学杨笃生尧巡道

陈廷统到崇安县公务之间袁拜访王复礼遥 王复礼有感

位于西禅岩之麓的阳明祠圯废多年袁 倡议再次移建袁

加上巡道陈廷统捐俸倡建袁 崇安知县王梓顺势而为袁

在冲佑观渊今武夷宫冤前的望仙桥右侧袁重建王文成公

祠袁并作叶重建王文成公祠记曳袁以记之遥

康熙四十八年渊1709冤袁王复礼经友人介绍袁购买

位于大王峰下岩后的一片数十亩袁几近荒废尧杂草丛

生的茶园袁耗时两年营建而竣工袁榜曰野武夷山庄冶遥 山

庄落成之后袁自撰叶武夷山庄记曳袁并以朱熹杂咏武夷

之韵袁和韵而作诗十六首袁以歌咏山庄之堂尧轩尧楼尧亭

等概况与精美袁[4]为兹山留下一笔宝贵遗产遥

渊三冤闻人诠

闻人诠渊生卒不详冤袁字邦正袁号北江袁浙江余姚

人遥 王守仁姑表弟袁执贽称弟子遥 [21]

闻人诠尝游历武夷袁并留下叶天游观曳一诗院野泛尽

清溪蹑紫云袁紫云深处绝尘氛遥 梯云漫入层霄去袁始信

通天有一门遥 冶 [3]以记游历兹山的感受袁诗中也点明闻

人诠是泛舟九曲之后袁而登天游的遥 至于何时到武夷袁

从该诗另一版本野携筇渐入层霄去冶的诗句中袁推测应

是晚年时期上武夷的袁否则袁无需携筇拽杖上天游遥

五尧余论

王阳明及其后学亲裔多人次深入武夷袁并在兹山

留下众多的文化遗迹遗存袁随着岁月的沉淀袁已然演

绎为武夷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袁为后世诸生所景仰遥

一是以文增添其重遥 无论是王阳明袁还是其门生尧

后学袁或是其亲人尧裔孙袁多次入山袁或游历尧讲学袁或

修志尧著述袁或建祠尧筑房袁或题刻尧咏诗袁让兹山不断

浸润阳明文化袁添其重袁厚其蕴袁并逐渐演绎为武夷文

化的组成部分遥

二是以行彰显包容遥 阳明门生后学尧亲人裔孙袁其

武夷行程袁 多与先生当年遁迹武夷之行几近相同袁可

见王阳明及其后学亲裔袁始终将武夷宫尧紫阳书院尧天

游峰视为武夷山的文化地标遥 同时袁也可解读王阳明

及其后学亲裔对武夷山这一理学圣地的景仰袁且以一

张山梁院王阳明及其后学亲裔与武夷山关系考 5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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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Wuyi Mountain and Wang

Yangming as Well as His Followers and Kindred

ZHANG Shanliang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CPC Pinghe County Party Committee, Zhangzhou, Fujian 363700)

Abstract: On his exile to Longchang, the great Ming Confucian master, Wang Yangming hid himself among Wuyi Mountain, and be鄄

sides, later his disciples, followers and kindred stayed in Wuyi Mountain several times and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which established

their affinities with Wuyi Mountain. But later generations have littl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history. Therefore, the thesis falls into four

parts, introducing Wang Yangming爷s visit of Wuyi Mountain, and analyzing the itinerary of his disciples like Wang Ji and Zhou Shouyi

etc, his followers like Li Cai, Xu Jideng and Guo Zizhang,etc, and his kindred like Wang Shouli and Wen Renquan, etc, so as to explore

their cultural relics, delineate the intricate links of Wuyi Mountain and Wang Yangming as well as his followers and kindred, and then

posit that school of Wang Yangming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Wuyi Mountain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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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包容之心袁抛弃学派歧见袁尊崇朱熹尧尊重朱学遥

三是以学体现会通遥学界始终有一个误区袁认为院

武夷山是朱学重地袁王学无所传焉遥其实不然袁如前文

所述野王畿偕门人顺昌张召卿尧余大韶尧卢思讱袁建安

杨德兴同游冶野罗洪先投杖入山袁从游者甚众冶噎噎可

见袁阳明学在武夷山亦曾风尚一时遥从这个意义上讲袁

阳明学也是武夷山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遥

注释院

淤 目前袁该石刻的野乐冶字已剥落袁看不清楚遥董君静乃是董燧

的二儿子袁而董燧乃江西乐安县流坑人袁以此推理袁剥落之

字应是野乐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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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袁其思想被

称为朱子学或新儒学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是

中国的官方哲学遥早在 13世纪朱子学就传入朝鲜尧日

本尧越南及东南亚其他国家袁并对这些国家的文化和

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遥 但其西传却比较滞后袁直

到 16世纪才被翻译并传入西方遥 虽然对于谁是朱子

学英译第一人袁学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袁但是学者们

一致认同 1847年由麦格基翻译并出版的 叶儒家宇宙

论(Confucian Cosmogony)曳是首部独立发行的朱子学

译著遥

麦格基渊Thomas McClatchie袁1813-1885冤是英语

世界最早来华并开始研究朱子学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遥

在中国传教近三十年间袁麦格基发表出版了许多与朱

子学相关的文章尧著作及中国古代典籍译著遥 他还是

英语世界第一位翻译并出版叶易经曳全文的译者遥作为

对野译名之争冶的回应袁1874年麦格基翻译并出版清朝

大儒李光地奉敕编纂的叶御纂朱子全书曳第四十九卷袁

取名叶儒家宇宙论曳渊以下简称叶宇宙论曳冤袁其出版标志

着野官方对理学的推崇达到了极致冶 [1]遥 但是或许正如

陈荣捷指出其野译文错误不少冶[2]袁该译本自出版后就

遭到了一些传教士的批评袁也未得到足够的关注遥 目

前针对该译本的研究袁或仅从语言层面讨论其翻译质

量[3]袁或仅分析译文与语境之间的关联[4]袁缺乏对译本

的深度挖掘遥 本文尝试将该译本置于当时具体的语境

下进行考察袁通过梳理史料袁找寻麦格基译此书的动

机和思想根源袁通过对译本的细读袁探讨麦格基为了

实现其传教目的袁 以及如何通过翻译手段和副文本的

撰写等方法将朱子学说基督教化袁将朱熹形象神学化遥

一尧麦格基英译叶宇宙论曳的缘起院对野译名

之争冶的回应

渊一冤野神派冶和野上帝派冶的译名之争

麦译叶宇宙论曳的缘起首先是对野译名之争冶的回

应遥 19世纪中叶袁在华新教传教士们不满旧版叶圣经曳

译本袁在香港召开大会讨论叶圣经曳的重新翻译问题袁

但是他们却因为一些核心词汇的译名意见不统一而

引发了长期的争论袁史称野译名之争冶遥 争论的焦点问

题还是野God冶的译名问题遥 传教士们在争论中渐渐形

收稿日期院2022-09-02

基金项目院武夷学院野朱子学冶研究专项渊2021XJZZX10冤遥

作者简介院李春渊1975-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翻译学

研究遥

朱熹思想早期英译考略
要要要麦格基叶儒家宇宙论曳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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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朱熹思想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学说袁很早就被译成各种文字传播到朝鲜尧日本尧越南及其他亚洲国

家袁但其英译相对滞后遥直到 1847 年经英国传教士麦格基翻译才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朱子学英文译著叶儒家宇宙论曳遥为

了回应野译名之争冶袁也为了达到基督教化朱熹思想的目的袁麦格基在该书正文本的翻译中有意选取带有神性的词汇袁或

是通过改写核心概念的含义袁在副文本的撰写中努力建构一个符合其传教士立场的朱子理气论袁最终将朱子学说塑造成

与基督教相呼应的至神学说遥

关键词院朱熹思想曰麦格基曰叶儒家宇宙论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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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两大主要派别要要要野神派冶和野上帝派冶遥

1.野神派冶的译名主张

以裨治文渊E. C. Bridgman冤为代表的野神派冶袁主张

用野神冶字来翻译 God遥 他们的主要观点是院首先袁野神冶

字的野申冶部表示野说明尧申述冶袁野示冶部表示野来自上天

的指示冶袁因此野神冶字的结构就表明其传达上帝指示

的含义遥 其次袁所有国家的基督教都有采用通用词来

称呼其真神的共识遥 野神冶在中国古代恰好是用来称呼

其真神的通用词袁而野上帝冶在中国古代作品里仅被当

做最高神祇袁也并不具有叶圣经曳中 God 的普遍性意

义遥 因此袁神派们得出结论院God在中文里的最佳译名

是野神冶,其他译名要么无法体现 God的普遍性意义袁

要么无法体现圣经中 God的崇高地位遥

2.野上帝派冶的译名主张

以麦都思渊W. H. Medhurst冤为代表的野上帝派冶袁

赞成用中文经典中的野上帝冶或就是野帝冶来表达 God遥

他们的理据是院中国儒释道典籍中袁野神冶一词不具有

God 的含义袁不是 God 的通称袁更别说表达野最高存

在冶的概念遥 野神冶在大多数情况下的含义是野神灵冶野精

灵渊阿拉伯故事里的 genii冤冶,或表示野次要的存在冶[5]遥 而

在中国儒家经典中袁野帝冶或野上帝冶是野天之主宰渊the

Lord and Governor of heaven冤冶[5]袁 是 野万物之主渊the

Lord of all冤冶[5]袁代表着中文里的最高神祇袁是中文里唯

一能够完整表达 God崇高含义的通称遥 叶易经曳里野帝冶

和野神冶的关系也是野体冶和野用冶的关系遥 野神冶不具有独

立性袁必须从属于某物袁仅指 野相对低级的自然界的

精神力量冶 [5]遥 而野帝冶可以单独使用,代表最高级别的

独立存在遥 因此袁野上帝派冶认为袁与野神冶相比较袁儒家

思想里的野帝冶或野上帝冶是基督教 God的最佳表达遥

渊二冤麦格基与传教士们的译名之争

野神派冶和野上帝派冶都努力找寻各种证据试图说

服对方袁但都未能成功遥 面对传教士内部如此激烈的

争论袁麦格基认为自己也不能置身事外袁考虑有必要

发表文章或挑选一些中国哲学书籍进行译介以表明

自己的译名立场遥 1872年麦格基就通过发表文章袁指

出柏拉图称野宇宙冶这个最高的神为野上帝冶,朱夫子称

之为野至神冶来表明自己的主张[6]遥接着袁1874年麦格基

在翻译叶宇宙论曳时则直接以野至神冶对译野God冶袁这与

裨治文将 God 译为野神冶如出一辙遥 麦格基对 God的

翻译引起了其他传教士的关注袁其中湛约翰就此和麦

格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遥

首先是 1875年 5月湛约翰在叶中国评论曳第 3卷

第 6 号发表叶儒家宇宙论曳同名文章袁反对麦格基用

野至神冶对译 God袁批评麦的译本里充满对野上帝冶和

野神冶这两个术语的扭曲的事实和不合逻辑的推理袁并

指出麦格基的目的是为了诋毁野上帝冶袁赞扬野神冶袁而

不是为了阐明儒家宇宙论 [7]遥 湛约翰指出野神冶代表

野Spirit冶是得到广泛认可的袁如果野神冶又要代表野God冶

的话袁那么野Spirit of God冶就要被译成 野神之神冶袁难以

想象一门拥有众多经典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的语言

竟会沦落到这种地步[7]遥

紧接着袁麦格基就在叶中国评论曳第 4卷第 2号发

表叶儒家宇宙论曳同名文章来为自己辩解袁认为把野理冶

译成带有强烈神学色彩的野Fate冶是有充分理据的袁而

湛把野理冶译成野Law冶是荒谬的袁批评湛约翰因为野完全

误解儒学的关键概念耶无极而太极爷冶[8]袁进而野糊里糊

涂地认为耶理爷就是耶God爷袁耶God 爷就是上帝耶和华

渊Jehovah冤冶[8]袁并且批评湛约翰野试图改变儒家宇宙论

来掩盖自己知识的匮乏冶[8]遥为了抗议麦格基批评其未

能真正理解野无极而太极冶袁1876年 2月湛约翰将叶性

理大全曳所载叶太极图曳第八篇译成英文发表在叶中国

评论曳第 4卷第 4号上遥 译文中湛约翰通过翻译展示

了自己对野无极而太极冶的理解袁并且继续将野理冶译为

野Law冶遥 同时袁 麦格基在同期刊物发表 叶阳物的崇拜

渊Phallic Worship冤曳一文袁对乾坤尧阴阳尧太极等概念进

行再辨析袁 对湛约翰之前的批评又进行了辩解和反

驳遥 两人关于野God冶野理冶野太极冶这些核心概念英译的

争论愈演愈烈袁最终扩展到整个译学界遥

两人论争期间袁叶中国评论曳 刊发了几篇匿名文

章袁对麦格基的观点进行了批评遥 1875年叶中国评论曳

就发了一篇题名 叶宇宙论和宗教要要要一个哲学的悖

论曳的文章袁对麦格基进行了批评袁指出其野译文中的

错误削减了该书的价值冶[9]遥 1876年第 5卷第 2号的

野新书短评渊Short Notices of New Books冤冶栏目对麦格

基出版的新书 A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易经 or

the野Classic of Change冶with Notes and Appendix的评论

中说到袁该书虽声称是对叶易经曳的翻译袁但实际上是

野翻译掩饰下的耶神爷和耶上帝爷译名论争的延续冶[10]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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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野即使是非常熟悉汉语语法和术语的人袁在麦格

基的耶至神爷这个译名中看到的只有耶最高神灵爷渊most

spiritual冤的意思袁根本看不到 God的影子冶[10]袁而且野至

神冶这个词在所有中国典籍中只在叶易经曳中出现过袁

这只是麦格基野自行创作的上帝冶[10]遥 同期刊登的对湛

约翰所写的新书 叶简化译名问题 渊The Question of

Terms Simplified冤曳的匿名评论中也对麦格基进行了批

评袁指出这场新的争论是由麦格基挑起的,他基于自己

想象出来的神话立场来反对上帝派袁并不时地发表一

些文章来强调自己的立场遥 这些评论实际上代表了当

时大多数西方传教士的立场,因为一方面当时的野上帝

派冶人数要多于野神派冶袁甚至很多神派都皈依了上帝

派曰其次是有很多当地人袁甚至那些被其雇主强迫使

用野神冶的人袁都公开或秘密地赞同野上帝冶这个译名遥

渊三冤麦译叶宇宙论曳的缘由

麦格基的努力并没能阻止两派渐行渐远袁湛约翰

对两派未能就译名问题达成一致感到遗憾袁期待双方

能达成共识的那一天袁但是或许只要基督教还是个开

放包容的宗教袁译名论争就是不可避免的遥 在当时的

社会环境下袁野译名之争冶对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袁传教士们为从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找到支撑各自译名主张的理据袁开始关注中国的思

想和文化遥 麦格基也不例外袁他对叶宇宙论曳的英译就

是译名论争的直接产物遥 此外袁麦格基自述翻译此书

是因为野中国的史学家们认为朱熹完全理解并完美地

继承了儒学袁即使孔子或其他任何先哲再世也不会修

改朱熹所写的内容冶袁而且野朱子思想代表着中国思想

的正统袁 所有与之不同的思想都被认为是异端冶[11]袁因

此朱子学在诠释和传播方面最具权威袁可以为这场论

争提供最高理据遥 再次袁麦都思曾说过袁野对朱熹的鬼

神观和耶四书五经爷阐述的分析有助于理解中国人的

鬼神观冶[11]遥 麦格基还希望借用朱子思想中的神学因

素袁为他自身的神学观传播服务遥

二尧麦格基英译叶宇宙论曳的翻译方法

渊一冤麦格基英译叶宇宙论曳的思想根源

麦格基将朱子学基督教化袁将朱熹形象神学化的

背后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袁 那就是人类文明同源

说遥 麦格基认为袁世界各种文明有着共同的祖先袁中国

文明也不例外遥1872年麦格基在叶中国评论曳发表文章

时说袁野各种文明袁 包括异教文明从根本上说是一样

的袁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遥 也就是正如摩西所说袁在人

类历史上的某个时期袁 人类祖先是聚集在一个地方袁

并形成了自己的社群袁他们记录下了自己原始的宗教

活动遥 后来这群人中的三大分支带着这些记录渊笔录

或其他方式冤迁徙到世界各地遥 冶[6]接着他进一步继续

指出 野虽然世界上不同宗教所信仰的神有不同的称

呼袁但事实上他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遥 冶[6]由此可见袁麦

格基认为袁东西方文明有着共同的源流袁中国的野神冶

与西方的野神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袁中国的神学观其实

是包含了基督教教义的遥 野他翻译叶宇宙论曳的深层动

机就是要从耶同爷出发袁耶帮助爷中国人发现理气论与基

督教的共通遥 冶[4]在英译叶宇宙论曳时麦格基就是在这一

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袁本质上便成了他利用人类文明同

源说袁 对朱子学说进行的带有基督教色彩的 野再创

作冶袁而他笔下的朱熹形象也被逐步神学化了遥

另外袁麦格基英译全书时采用比较神话学的方法

对比了东西方的宇宙论遥 他提出翻译与阐释中国典籍

时袁要以比较神话学的方式进行遥 他在 1876年出版的

英译叶易经曳中说到袁野如果没有西方神话学的知识就

去翻译儒家典籍袁就像是没有神话学知识去翻译叶荷

马史诗曳一样袁是根本无法理解其真正内涵的曰如果中

国学生继续忽略比较神话学袁这些典籍对他们而言就

只会继续封存起来冶[12]遥因此他声称 野这就是我找到的

可以解锁儒家经典的钥匙要要要比较神话学渊Compara鄄

tive Mythology冤冶[12]遥 麦格基在叶宇宙论曳的前言和注释

中就采用比较神话学的方法对东西方的宇宙论进行

比较袁阐释朱子宇宙论袁进而将朱子宇宙论神学化遥

渊二冤选词与改写院叶宇宙论曳正文本的翻译方法

麦格基在翻译叶宇宙论曳时从其传教士立场出发袁

运用神学的观点考察分析朱子学袁 主要采用了选词尧

改写等方法来为其翻译目的服务袁建构出符合其自身

立场的朱子宇宙论袁塑造出一个带有基督教色彩的朱

子形象遥 麦格基的叶儒家宇宙论曳遭到许多人的诟病袁

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他所持的完全是基督教神学中

心立场袁核心概念的误译是他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13]遥

下面以朱子学核心概念野理冶野太极冶的英译为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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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野理冶的选词

朱子学亦称朱子理学袁野理冶 是朱子学的最核心概

念之一遥据赖文斌统计袁全书正文共有 204个野理冶字[3]遥

译文中出现最多的译法是将野理冶译成 Fate遥 Fate构成

了整个译本野理冶翻译的主体遥 如以下例子院

例一: 有是理后生是气遥

麦格基译为 : This Fate existing, then this Air is

generated.[11]

例二: 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遥

麦格基译为: We cannot really predicate priority or

posteriority, as to time, of Fate and the Air.[11]

在欧洲神学里袁野fate 与宙斯的意愿是一致的

渊Fate and the will of Zeus are identical.冤冶[14]遥 英文单词

fate指野命运冶野天意冶袁带有神学色彩遥 朱子云: 野理也

者袁形而上之道也袁生物之本也遥冶[11]朱熹的野理冶主要观

念是世界的本原袁 是天地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规则袁

包含着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的含义遥 自然层面的含义

指天下事物都有它本来之所以这样的缘故袁即自然界

的普遍本质和规律遥 社会层面的含义指事物本来就应

该是这样的法则袁 即社会的伦理原则与规范道德标

准遥 这两者实际上是统一的袁道德原则实质上是宇宙

普遍法则在人类社会的特殊表现而已遥 可见袁野理冶作

为朱子理气论的核心概念袁 本身并不具有神学含义遥

麦格基错误地选用带有神学色彩的 fate翻译野理冶袁与

朱熹理气论的野理冶含义相背袁在当时就遭到湛约翰等

西方传教士的反对遥 而麦格基在回应这些批评时为自

己辩护道袁朱子的野理冶袁野不仅仅指支配宇宙万物的法

则袁更代表的是古罗马神话中的迫使万物遵守的一种

强制力渊Virtus or Force冤冶[8]遥这样麦格基便给野理冶强加

了一种野神力冶袁从而将野理冶给神化了遥 而且袁他在译本

的注释里说袁野关于 Fate是什么钥朱熹已经在别处告诉

我们了袁Fate 就是神冶[11]遥 麦格基认为朱子学说本质上

是野对自然渊animated nature冤的崇拜冶[8]袁野自然渊Nature冤

就是神袁神就是理冶[8]遥因而袁麦格基通过自己的论证将

朱子学塑造成一种有神论袁认为野万物的起源是永恒

的无形的独立存在的 耶神爷冶[8]遥 可见袁 麦格基忽视了

野理冶 作为宇宙本原的特质袁 将其与欧洲神学联系起

来袁从而得出理学与基督教相通的结论遥 从此袁朱子的

形象也不可避免地披上了神学的外衣遥

2.对野太极冶的改写

朱子理学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太极观遥 朱熹的

太极观是在宋明理学开创者周敦颐所做的 叶太极图

说曳的基础上袁重构了一个融形而上学与道德实践为

一体的全新太极观[15]遥 朱熹在叶宇宙论曳中说院野总天地

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冶[11]遥 在其叶太极图说解曳中袁朱熹就

已明确地用野理冶来规定太极的内涵袁提出太极为野形

而上之道冶袁为野动静阴阳之理冶袁太极就是野道冶袁太极

就是野理冶遥 麦格基在翻译野太极冶和野无极冶时采用了前

人的译法袁分别译为野Great Extreme冶和野Infinite冶遥

例三院无极而太极袁只是无形而有理遥

麦格基译为院The phrase 野Infinite and Great Ex鄄

treme,冶just means that Fate existed before bodily form.[11]

朱熹在叶太极图说解曳中明确指出院上天载袁无声

无臭袁而实造化之枢纽尧品汇之根柢也遥 故曰无极而太

极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遥 这是说在朱子的太极观

里袁野无极冶是指野太极冶无声无臭的特点袁无极并非太

极之外的另一实体[16]遥朱子说袁周子恐人于太极之外更

寻太极袁故以无极言之袁故言野无极而太极冶只是野无形

而有理冶[11]遥 野无形而有理冶袁朱子在此处的意思是:太极

无声无臭没有形态但是却包含着理袁即无极暗指太极

的形而上属性遥 但在这句译文中麦格基首先误解了这

里野无形冶的含义袁将其理解为野无限渊infinite冤冶袁又将

表示转折关系的 野而冶 译成了表示时间先后关系的

野before冶,将其译成野理先于其形态而存在冶袁完全误解

了野无形而有理冶的含义袁改写了野无极冶和野太极冶的关

系遥 麦格基在译文的野注释冶中解释了其改写野无极冶和

野太极冶关系的缘由袁是因为野太极冶这个称呼既包括形

而上的野理冶或野神冶袁也包括形而下的野气冶袁为了将野无

极冶和野太极冶区别开来袁野太极冶这个词只用来称呼

野气冶或野宇宙冶袁野无极冶指野理冶野神冶及野太极的无形部

分冶遥 麦格基在翻译的过程中袁误解了野太极冶的含义袁

有意改写了野无极冶和野太极冶的关系袁赋予了野太极冶

野神冶的含义遥

简言之袁麦格基在对核心词汇的译词选择时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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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朱子学词汇的真正含义袁而是从人类文明同源说

出发袁以传教为目的袁选取带有神性的词汇袁或是通过

改写核心概念的含义袁从而试图名正言顺地将基督神

学传入中国袁将朱子学说塑造成与基督教相呼应的至

神学说遥 只可惜袁麦格基苦心塑造的野理冶和野太极冶形

象并未受到学界的重视袁反而被人认为臆想成分太重

而遭到排斥遥

三尧叶宇宙论曳副文本里的朱子理气论

正文本和副文本信息共同构成了一部完整的翻

译作品遥 副文本是野一种潜在的翻译冶或野译者显身的

地方冶袁更是野译者表达对原文和原作者的赞同或反感

的地方冶[17]遥麦格基充分利用了副文本在其翻译中的作

用袁通过副文本信息袁展现了麦格基对朱子学说的认

识袁是麦格基利用人类文明同源说和比较神话学基督

教化朱子学的重要手段遥 本文主要讨论的副文本信息

包括正文前的野朱熹传记冶野前言冶及正文后的野注释冶遥

叶宇宙论曳中的野传记冶是改编自叶中国丛报曳所刊

登清朝高愈所写的叶朱子传记曳袁详细介绍了朱熹生平

和其主要著作遥 在传记的开头袁麦格基指出野对朱子著

作的研读有利于理解鬼神的含义冶[11]袁开门见山地阐明

了朱子学和神学是紧密相联的遥

译本的野前言冶中麦格基用图文并茂的形式,用比

较神话学的方法对比了东西方的宇宙观遥 译者是译入

语和译出语之间的文化大使,而野前言冶是译者向读者

传递其对文化差异理解的阵地遥 通过对比袁麦格基指

出儒学与古罗马古希腊宗教非常相似袁 体现在院野宇

宙冶在东西方宗教里都被称作野天渊Heaven冤冶袁都被认

为是最高的神渊Numen冤曰人渊Man冤都被描绘成一个微

观宇宙袁宇宙则被描绘成一个野伟大的人冶袁而且这个

野伟大的人冶 都是由身体 渊Body 或 Matter冤 和心智

渊Mind冤组成袁其中心智是起着支配作用曰希腊人和儒

家都把他们的野第一神冶称作野理渊Fate, Reason或 Na鄄

ture冤冶袁把野上帝冶和野理冶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曰

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作野鬼魂冶的事物袁儒家也称作野鬼

魂冶曰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作野神冶渊兹着滓灼 或 Deus冤的事

物袁儒家也称作野神冶曰儒学里的野上帝渊Shang-te冤冶和罗

马神话的众神之王朱庇特是一致的袁等等遥 通过比对袁

麦格基认为东西方哲学的相似性是很精确的袁中国哲

学与西方哲学在野神冶的概念上没有区别遥

译本的野注释冶中袁麦格基对应译文正文中的理

气尧太极尧天地和阴阳五行时令这四个部分分别做了

详细的注解遥 在理气部分袁麦格基运用比较神话学方

法袁在东西方宇宙论的对比中完全神化了野理冶野气冶概

念袁认为儒家和西方哲学家对宇宙起源的认识是一致

的袁都认为宇宙的最原始物质是无限永恒的野气冶及存

在于气中的野理冶曰对于什么是野理冶袁朱子在别处告诉

我们袁野理冶就是野神冶渊God冤曰朱子的野理冶相当于西方的

野神冶袁也相当于叶易经曳里的野至神冶曰朱子的野理冶或

野神冶被称作野第一神冶袁儒家称之为野万物的缔造者冶曰

东西方哲学家在野气冶的观点上也是一致的袁都认为

野气冶是野上帝冶野天冶袁是野第二神冶袁是无限的尧永恒的和

神圣的遥 以上可见袁麦格基的注释进一步阐释了儒家

的野理冶就是西方的野神冶袁叶易经曳中的野至神冶袁进而达

到将朱子理气论体系完全神学化的目的遥

在野太极冶部分的注释里袁麦格基进一步解构了

野太极冶这一形而上本体袁指出朱子的太极体系中袁野太

极冶既指渗透于野气冶中的野理冶或野神冶袁也指分化成阴

阳的野气冶本身遥 太极的无形部分即为野理冶野神冶野至

神冶袁是为野无极冶遥野理冶或野神冶是自我存在的,也被称作

野道冶或野无形的道冶袁与西哲中的野第一神冶是一致的遥

太极的有形部分即为野气冶袁野气冶是由野理冶或野神冶产

生袁野气冶是永恒的袁永恒是神性的特征袁所以野气冶被认

为是野第二神冶遥 野第二神冶还指野上帝冶野鬼神冶和野太

一冶袁是野第一神冶之子袁分化以形成宇宙的不同部分遥

麦格基还阐明了宇宙运行的原因院 混沌状态时袁野理冶

或野神冶不但包围了整个气袁而且渗透在其中袁气分化

为阴阳两极又凝聚成宇宙渊或上帝冤遥 在由野气冶凝聚成

的宇宙里袁无形的野理冶或野神冶也渗透进宇宙的各个部

分袁并占据了宇宙的中心袁影响着宇宙万物袁这就是宇

宙形成的原因遥 以上分析表明袁麦格基通过副文本里

对野太极冶的注释袁将朱子太极观塑造成与基督教一致

的至神学说遥 朱子学中的野第一神冶渊理或太极冤就是西

方哲学的野第一神冶渊即圣父冤袁朱子学中的野第二神冶

渊气冤就是西方的野上帝冶渊即圣子冤袁野太极冶与西方神灵

高度相似袁从而将野太极冶神化遥

综上可见袁麦格基对朱子学说的关注与野译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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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arly English-Translation of Zhu Xi爷s Thought院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Confucian Cosmogony by McClatchie

LI Chun1, LAN Hongjun2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Teacher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2.School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420)

Abstract院 Zhu Xi爷s Thought袁a world influential theory,was translated into many other languages and disseminated to Korea, Japan,

Vietnam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a long time ago. But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lagged behind. Not until the year of 1847 was the first Eng鄄

lish Neo-Confucian book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Thomas McClatchie, a British missionary. As a response to the Term Controversy

and in order to Christianize Zhu Xi爷s Thought, McClatchie deliberately chose words with divinity or changed meanings of key concepts in

translation, and tried to build a kind of Zhu Xi爷s theory of Li and Qi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his missionary position in paratext. After

all these efforts, he successfully theologized Zhu Xi爷s thought and shaped it into a Christian counterpart.

Key words: Zhu Xi爷s thought; McClatchie; Confucian cosmogony

争冶密切相关袁对叶宇宙论曳的英译更是对野译名之争冶

的回应袁是麦格基欲借助翻译朱子理气论在中国建立

基督文明袁以推行其同化中国的传教大计遥 人类文明

同源说是麦格基基督教化朱子学说的深刻思想根源袁

比较神话学是其比较东西方宇宙论袁阐释朱子理气论

的方法论遥 带着这样的动机和方法袁麦格基从其传教

士立场出发袁借助前言和注释等副文本对朱子学说做

出带有基督教色彩的解读袁在翻译中通过选词和改写

等手段袁把朱熹塑造成一个思想中处处可见基督教的

痕迹袁带有基督教色彩的中国学者遥 麦格基的这种行

为背后体现了其自身在翻译中国典籍时的强烈个人

动机和宗教取向袁这也是当时传教士们普遍存有的试

图同化中国文化的殖民心态的体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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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叶资本论曳是一部汇集反贫困思想的重

要著作袁 但他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袁而

是经历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遥 在叶莱茵报曳时期袁马克

思就已经开始关注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袁但由于当时

自身囿于黑格尔理性主义思想之中袁并没有能够找寻

出解决贫困难题的方法遥 然而在叶1844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曳渊以下简称叶手稿曳冤当中袁马克思开始从政治经济

学视角分析并揭露出了无产阶级贫困背后的现实根

源袁并从工资尧异化劳动尧私有财产等层面出发袁在批判

国民经济虚伪性的基础上袁 提出了一条现实的贫困消

除之路袁初步确立了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基本理论袁对

我国实现共同富裕也有着极其丰富的价值启示遥

一尧叶手稿曳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

贫困的现实源头

叶手稿曳中谈及关于贫困问题的基础是国民经济

学虚伪性的暴露袁国民经济学所做的理论研究始终是

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袁粉饰资本家压迫剥削无产阶

级的事实真相袁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贫困现象合

理化遥 在叶手稿曳中袁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应属于劳动

者所有袁但国民经济学家却竭力为资本家进行无条件

的辩解遥 野贫穷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袁离开这一

点袁只能找到贫穷的某种表现形式的原因袁但是找不

到贫穷本身的原因遥 冶[1]只有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地退出

世界的历史舞台袁 富裕的天平才会偏向工人阶级袁工

人的极低地位和贫困状况也将一去不复返遥 为此袁我

们将按照马克思在叶手稿曳中以野工资要异化劳动要私

有财产冶的逻辑顺序为出发点袁探析资本主义制度下

无产阶级贫困的现实源头遥

渊一冤国民经济学是服务野资产阶级冶的附庸

国民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的附庸袁不仅是一种摆

设袁更是一块遮挡资本主义制度罪恶的遮羞布袁其本

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遥 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

斗争当中袁 国民经济学站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之上袁

通过各种方式手段来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

地位遥 在马克思看来袁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民经济学面

临着充满漏洞的贫困问题袁却依然选择极力证明工人

阶级贫困的合理化遥 野国民经济学家认为只有两种制

度院一种是人为的袁一种是天然的遥 封建制度是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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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袁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遥 冶[2]国民经济学家认为资

本主义制度不仅不受时空限制袁 而且永恒支配社会遥

不难看出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何获取更多的物质财

富便成为资本家极力追求的奋斗目标袁他们只关心自

己的物质利益能否得到满足袁而对于如何更公平地分

配社会财富却只字不提遥 因此袁野小偷尧骗子尧乞丐袁失

业的尧快饿死的尧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袁都是些在国

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的人物遥 冶[3]国民经济学家将工

人看做劳动的机器和肉体需要的牲畜袁 在他们眼里袁

工人阶级的贫困不只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袁也是资

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牺牲品遥

渊二冤低工资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直接表现

通过阅读文本发现袁马克思借用野工资冶作为出发

点有两个原因曰一方面袁工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

所赚取的劳动成本袁并且是支撑工人得以生存的唯一

来源遥 但是袁这种工资的表象却掩盖了资本家剥削和

压迫工人阶级的实质遥 同时袁工资也取决于资本所有

者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敌对斗争袁而失败的必然是无产

阶级遥 几乎没有一个工人可以比资本家活得更久袁工

人的结果只能是过度劳动和早逝袁最后成为资本家财

富积聚的最大牺牲品遥 另一方面袁低工资是资本家压

榨工人的重要体现袁 它与工人的生活有着紧密的联

系遥 工人阶级由于生产资料被资产阶级冷血占有袁工

人阶级不得已出卖自身劳动力成为廉价野商品冶袁进而

被资本家买走遥 资产阶级通过利用购买来的廉价野商

品冶为自己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遥 此外袁无产者没有其

它的工资来源袁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换来极少

的几枚野铜币冶遥 解读无产阶级贫困背后的秘密袁必然

绕不过对资本主义工资的解析袁这将有助于使劳动者

在理论与实践中更好地明了自身的情况袁实现从反抗

和斗争的野被动性冶到野自发性尧自愿性和自觉性冶的过

渡遥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袁国民经济学口中所谓的

工资只不过是工人所创造价值的一小部分袁富人的利

益总是最大化的袁工人的生活总是贫苦的遥

渊三冤异化劳动是无产阶级贫困的主要原因

野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遥 冶[3]马

克思在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之后袁开始将研

究的落脚点转移到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冶袁而异化

劳动则是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主要原因遥 马克思为了

更好地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本质袁借助了野异

化劳动冶这个用语遥 野异化劳动是一般劳动或对象化劳

动的特殊形式袁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整个劳动过程的变

异表现遥 冶[4]回到现实生活中袁马克思发现野当前冶的劳

动不仅会使工人处于贫苦的困境袁而且还摧残着他们

的精神遥 工人阶级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制造者袁本应占

有社会财富的多数袁但工人劳动得越多袁反而被资本

家剥夺的就越多袁为自己创造的贫穷就越多遥 在资本

主义制度下袁工人的劳动不是他们自己的劳动袁相反袁

他们的劳动是资本家的劳动遥 更为重要的是袁工人的

劳动还被异化成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袁扭曲着劳动者

的本质遥 如果劳动是一种商品袁那么它就是一种具有

最不幸特征的商品遥 由于生活的困境袁工人不得已将

自己出卖给资本所有者袁永远成为资本家利益最大化

的牺牲者袁永远也逃脱不出贫穷的黑洞遥

渊四冤私有财产制是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本源头

私有财产具有短暂性和排他性的特征袁是历史发

展的感性存在物袁 但又随着历史的发展被保留着袁又

被克服着遥 由于私有财产所导致人的剥削和压迫的消

极本质被克服袁私有财产作为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的

积极性质却得到了保留遥 私有财产之所以是无产阶级

贫困的根本源头袁是因为最初的资本所有者以土地占

有和海外殖民的手段进行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袁随后又

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之上袁生产资料逐步成为了资

本家的私有财产遥 私有财产制巩固和提高了资产阶级

的统治地位和阶级利益袁为进一步的资本扩大再生产

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遥 资本主义私有制将已经没有

生产资料的人转化为资本家服务的对象袁迫使自己的

对象化活动成为异化劳动遥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范围

中袁资本家可以通过极少的工资来购买工人这件野商

品冶袁利用工人的剩余劳动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袁让

自己财富的这座大山堆积得越来越高遥 然而袁国民经

济学却一直认为是自然范畴的野私有财产冶才是无产

阶级贫困的根本源头遥 深入挖掘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

度背后的秘密袁可以发现袁私有财产制度不仅为资本

家创造了繁荣奢靡的生活袁而且也为无产阶级带来了

贫穷的生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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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叶手稿曳明确无产阶级消灭贫困的实践

途径

在叶手稿曳当中袁马克思不仅批判了国民经济学的

伪科学性袁 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无产阶级贫困

的现实根源袁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废除资本主义私有

制是根本路径的制度创新袁 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是动

力支撑的物质实践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最终目

标的价值追求袁为无产阶级消除贫困提供了可循之路遥

渊一冤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根本路径

国民经济学总是想着如何在实现资产阶级利益

最大化的基础之上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袁显然这

种想法是不切实际且空洞无物袁反而只会让工人阶级

陷入贫苦的泥潭之中遥 在马克思看来袁如果前提是不

触动资本主义制度袁即便是采取像英国颁布的救济法

等措施也将是徒劳无功的遥 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之

下袁即便是社会的财富积累处于上升状态袁工人阶级

往往还是深受其害袁其自身贫困的处境依然未得到实

质性的改变遥工人的终局也必然是野过度劳动和异化袁

沦为冰冷的机器袁沦为资本家的奴隶渊资本的积累作

为某种有危险的东西而与他相对立冤袁 发生新的竞争

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冶[5]遥 大资本挤压小资本袁

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袁常常会导致突然停工或者减少生

产量袁而雇佣的工人受到的伤害却是最大的遥 在认清

无产阶级贫困背后的制度性根源之后袁马克思也找出

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要要要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遥 工人阶

级要想真正获得劳动价值与生产资料的统一袁其前提

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袁只有这

样工人阶级才能彻底地摘掉野贫困冶的帽子遥

渊二冤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是动力支撑

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是构成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袁 但并不是其全部内容遥 马克思指出院

野只有发展生产力袁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尧以每一个个

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

实基础遥 冶[6]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

础袁并且其它一切的社会活动也是围绕生产力的发展

开展的袁因此袁马克思将大力发展生产力看作是无产

阶级消除贫困的重要动力支撑遥 资产阶级虽然也发展

生产力袁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袁但在资

本主义社会的这种生产力却具有自私狭隘和牟利性

的特性袁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少数资本家与绝大部分人

对立的局面遥 除此之外袁资产阶级也在利用生产力的

发展为自己积累巨大的物质财富遥 马克思还强调袁这

种生产力只是为资本家谋取利益和积累财富的工具

手段袁而大多数人的贫困却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遥 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社会截然

不同袁 它是建立在社会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之中遥

因此袁无产阶级想要彻底摆脱贫困的处境袁实现物质与

精神的双重富裕袁就必须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袁建立起与

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袁 进而在生产力高度发

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遥

渊三冤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最终目标

马克思在叶手稿曳一文中袁依旧将反贫困思想的原

点落在了人的身上遥 不论是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发

展生产力袁都是围绕着消灭贫困进而为人的发展创造

可行性的条件遥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袁工人只是为资本

家赚取物质财富的劳动机器袁只有在衣食住行中才回

归到人的本质状态袁 但资本家却可以完全占有工人遥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袁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找回属于自

己的本真袁彻底地解放人的天性遥 同时袁不再被异化劳

动产生的外在的异性力量所束缚袁意味着劳动产品真

正归为劳动者所有袁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由劳动者的异

化劳动向一般人类劳动的转变遥 由此袁无产阶级可以

通过劳动来逐渐地改变自身的贫困的境遇袁创造出心

中向往的美好生活和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遥 另外袁共

产主义是对野人的本质冶的真正占有袁这种占有是指人

野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袁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冶遥 [5]而共产

主义就是要将资本主义社会的野占有冶返还给无产阶

级袁 让无产阶级不再受到资本家无情的剥削和压迫袁

让无产阶级拥有自身劳动的主动权袁最终借助劳动实

践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自觉性的人遥

三尧叶手稿曳中的反贫困思想对实现共同富

裕的价值启示

野贫困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历史范畴袁而是不断

变化发展的遥2020年我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伟大目标袁 在脱贫攻坚上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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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踏上了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推

进共同富裕的新征程袁马克思在叶手稿曳中的反贫困思

想对于我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

指导价值遥

渊一冤利用制度优势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

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之下袁无产阶级的贫困问

题不仅无法得到解决袁还导致了不平等的劳资关系和

阶级压迫遥 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袁阶级压迫和劳资关

系不平等的基础就会随之消失遥由于我国长期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袁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改变袁所以

我国必须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袁打破计划经

济的体制禁锢与思想禁锢遥 同时袁要充分利用好我国

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袁为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保驾护航遥 叶手稿曳中已经表明袁资本主义私有制

解决不了贫困的难题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论

证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科

学的尧可行的遥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袁一方面袁要

继续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尧多种分配方式并

存的分配制度袁继续用按劳分配原则作为衡量生产资

料分配的主要标准袁 从根本上保证劳动者收入公平袁

充分肯定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和个人价值遥 另一方面袁

借助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冶袁鼓励劳动者通过努力工作

和创业致富袁 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劳动者服

务遥另外袁政府要加强和健全劳动者就业和失业服务机

制袁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技能培训袁保证劳动者能

够凭借自主就业摆脱贫困袁 进而创造出良好就业的社

会环境袁更加有利于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遥

渊二冤发展生产力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物质保障

共同富裕的大厦如果缺乏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

支柱袁只能是空中楼阁遥 无论是消灭贫困还是推进共

同富裕都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来实现袁进一步为人

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奠定基础遥 新中国初期袁我国不

仅生产力水平较低袁而且还常常受到国内外敌对势力

的种种打压束缚袁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消除贫困成

为当时的主要任务遥 1978年袁邓小平打破思想禁锢并

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全新阐释袁并指出野社会主义

的特点不是穷袁而是富袁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遥 冶[7]

共同富裕与生产力尧 生产关系三者之间紧密相连尧不

可分割袁可以将其比喻成树的野主干冶和野两枝冶遥 其中袁

野共同富裕冶是野主干冶袁而野生产力尧生产关系冶是野两

枝冶袁三者之间相辅相成尧相互促进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院

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袁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

显的实质性进展遥 冶[8]如果没有富裕的野共同冶袁也就只

能是野共同冶的贫穷遥 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袁也需

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制度保证尧政治保证袁从而为促

进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供给遥 因此袁要

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

水平和推进共同富裕袁也是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新征程的重要指南和基本遵循遥

渊三冤 满足精神与物质的双层富裕促进人的自由

而全面发展

在现阶段袁仅仅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是远远不够

的袁我们必须更加关注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遥 因

为共同富裕不仅关系到物质财富的提高袁而且关系到

精神上的满足遥 一提到共同富裕袁绝大数人认为就是

钱多袁这种说法不能说是错误的袁但肯定是不全面的袁

共同富裕不是人们口中简单的物质富裕遥 作为战略目

标的共同富裕袁既包括物质富裕袁又包括精神富裕袁否

则我们的共同富裕就是不完整的共同富裕袁物质和精

神的共同富裕缺少了哪一个都不行曰在物质条件极大

丰富的情况下袁实现精神的共同富裕就显得尤为重要

和急迫遥 从当下的实际情况出发袁实现人民精神生活

的共同富裕绝对不比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来的容易袁

尤其是高品质尧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袁更是人民心

之所向的遥 因此袁必须要全面提高全体人民的精神文

化素质袁改变精神贫困的现状遥 首先袁要始终加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袁让爱国主义尧集体主义尧社会

主义思想深深地根植于人民的内心当中袁使其发挥重

要作用遥 其次袁加大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投入力

度袁在全社会营造出良好的文化培育氛围遥 不仅要加

强对积极精神产品的供给袁更要加强对对资本逻辑的

压制袁克服了资本逻辑可能给精神生产带来的价值偏

差和逻辑扭曲遥 最后袁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加快

整合袁文化惠民政策要积极落实袁文化惠民工程要同

步创新实施袁群众性文化活动要广泛开展袁公共文化

数字化建设更要加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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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of Marx's Anti-poverty Thought to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院

Based on an inquiry into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LIU Haijuan袁 YANG Zhaoyang

(School of Marxism,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00)

Abstract: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starting from the categories of wages, alienated labor and private

property, Marx conducted a substantive discussion on the poverty of the proletariat, criticized the hypocrisy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cover鄄

ing up the poverty of the proletariat, and exposed the proletarian poverty. The realistic root behind the phenomenon of class poverty pro鄄

vides a practical way for the proletariat to get rid of poverty at the level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material practice and value attribution.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it is essential to profoundly understand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anti -poverty thought in the 1844

Manuscr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and on the basis of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鄄

teristics,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laborers, and vigorously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strive to understand the material the

value of dual wealth and spirituality, and the freedom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Marx; anti-poverty thought; common prosperity;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四尧结语

社会的发展并没有使叶手稿曳失去其现实意义袁而

新的变化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当代的 野贫困冶 问题袁但

叶手稿曳 中的反贫困思想仍可以为我国推进实现共同

富裕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双指导遥 目前袁我国仍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袁虽然物质生活的匮乏不再是工人阶

级贫困的主要表现袁但劳动者依然面临无时无刻的工

作压力和生活压力袁 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生活变故遥

这是因为劳动关系中的经济压迫甚至野异化冶依然存

在袁劳动带来的野精神压迫冶并没有消散袁对劳动关系

的审视也没有过时遥 换而言之袁我们的野共同富裕冶更

应关注劳动者的野发展冶袁既包含劳动技能的发展袁还

包含精神世界的提升和社会关系的和谐袁而社会关系

的和谐首先是劳动关系的和谐遥 最后袁要在发展生产

力的基础上袁建立一种真正使人们能够获得精神富裕

和物质富裕的野和谐关系冶袁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袁这难道不是叶手稿曳的初衷吗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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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这样评价马克思袁

野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袁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尧

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遥 冶[1]马克思的斗争意

识从其青年时代就初现端倪袁马克思的论文叶德谟克

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曳渊以

下简称野博士论文冶冤中含有鲜明的斗争意识痕迹遥 深

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斗争意识有利于我们从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视角去领悟马克思主义斗争意识的真

谛袁并进一步把握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深刻内涵遥

一尧青年马克思斗争意识生成的背景探源

青年马克思的成长环境对其斗争意识的养成具

有深远影响袁其父亲亨利希窑马克思和男爵冯窑威斯特

华伦对青年马克思斗争意识的萌芽起到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遥 青年马克思的斗争意识早在中学时代就初现

端倪袁 撰写博士论文时期所处的德国社会发展的背

景袁对其斗争意识的形成影响重大遥

渊一冤家庭环境院自由与民主的和谐家庭氛围

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展现出来的斗争意识与其父

亲亨利希窑马克思对他进行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遥 野他

是一位犹太律法学家袁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律师袁这对

于马克思丰富的思维尧严密的逻辑和雄辩的演说才能

影响很大遥 冶[2]马克思的斗争意识离不开严密的逻辑思

考与能言善辩的才能袁父亲对马克思的影响很深遥 亨

利希窑马克思在政治上具有进步的倾向袁 他的自由思

想深深感染着马克思袁青年马克思在成长的过程中一

直没有丢失掉对受压迫者的关注袁他的人生一直在为

人的自由与解放而斗争遥 青年马克思生活在自由尧民

主的家庭坏境当中袁为其进行批判斗争提供了良好的

成长环境袁也因此形成了他敢于斗争的精神遥

冯窑威斯特华伦在马克思的成长中也扮演着一个

十分重要的角色遥 青年马克思对诗歌创作的热情也在

与这位男爵的亲密交往中得到提升袁 诗歌创作也是青

年马克思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之一遥 同时袁冯窑威斯特

华伦还具有进步的政治思想袁 这一点也深刻影响了马

克思遥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敬爱之

意遥马克思十分敬佩男爵身上坚定的理想主义光辉袁他

说道袁野您袁我的父亲般的朋友袁对于我永远是一个活生

生的证据袁证明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袁而是真理遥 冶[3]

青年马克思斗争意识的生成逻辑
要要要基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考察

卓仔红

渊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108冤

摘 要院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充分展现了其斗争意识袁由于家庭尧学校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袁青年马克思的

成长环境成为其斗争意识生成的重要条件遥同时袁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袁其中包括黑格尔哲学尧青年黑

格尔派思想以及古希腊哲学和近代哲学等袁都对其斗争意识做了深厚的铺垫遥青年马克思的斗争意识主要体现在其论述

原子偏斜理论尧宗教批判思想以及强调哲学与现实的辩证关系之中遥对博士论文中青年马克思斗争意识的生成逻辑进行

探讨袁有利于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思想袁进一步发扬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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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学校教育院浓厚且包容的学术研究氛围

马克思初中就读于特利尔中学袁在此期间他阅读

了大量古希腊哲学方面的著作袁这为他撰写博士论文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遥 事实上袁青年马克思从中学开始

就重视研究古希腊和伊壁鸠鲁遥 马克思在中学时对于

古希腊哲学的浓厚兴趣还在其宗教作文中展现袁其中

显示出用自我牺牲来为人类整体谋福利的精神遥 马克

思后来研究伊壁鸠鲁哲学与他中学时期的积累密不

可分袁并且他在此时已经敢于针对主流意识提出自己

的不同见解遥

在波恩大学学习期间袁诗歌创作是马克思进行革

命斗争的主要形式遥 1835年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学

习袁 在波恩大学学习期间马克思读了不少科学专著袁

在此期间还参加了学生诗歌小组遥 马克思对于诗歌的

喜爱因他与冯窑威斯特华伦的诗歌交流得到了加强袁

野那个时候袁在封建专制统治下袁诗歌是进行革命斗争

的重要武器遥 冶[4]诗歌创作不仅是青年马克思的写作兴

趣袁 还在其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遥

青年马克思在波恩大学短暂的一年时光里袁通过诗歌

创作展现了其勇于抗争的精神遥

青年马克思在柏林大学从事他最喜爱的哲学研

究袁这与其政治现实批判密不可分遥 野马克思从事哲学

研究和宗教批判袁是同他从事政治现实批判结合在一

起的遥 冶[5]柏林大学学术研究氛围浓厚袁其中有许多不

同的政治和学术派别遥 马克思虽然按照父亲的意愿继

续研读法律袁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哲学遥 后来马克思

在叶给父亲的信曳中说道袁野帷幕降下来了袁我最神圣的

东西已经毁了袁必须把新的神安置进去遥 冶[3]此时马克

思已经意识到必须通过立足社会现实展开对哲学的

研究袁诗歌创作也就逐渐被哲学研究取代遥 马克思进

入柏林大学时袁德国的革命群众运动遭到镇压袁不得

不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革命斗争遥

渊三冤社会环境院适应德国社会发展的政治自由诉求

马克思在特利尔这座言论较为自由的城市中成

长袁这成为他进行思考与批判之思维花朵的野沃土冶遥

卡尔窑马克思于 1818年出生于德国普鲁士邦莱茵省

的特利尔城袁这个城市的独特之处在于言论和立宪方

面都弥漫着相对自由的氛围遥 野由于法定地被排除在

社会整体之外的社会环境中袁所以马克思更多倾向于

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社会遥 冶[6]马克思总是以敏锐的目

光观察着社会发生的变化袁正是由于他在相对自由的

环境当中成长袁为他批判思维和斗争意识的培养提供

了有利的外部条件遥

其次袁马克思撰写博士论文期间袁欧洲社会的经

济发展状况发生了改变遥 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袁资本

主义浪潮也在持续高涨遥 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

展袁资本主义的力量不断壮大袁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

之间产生了尖锐的阶级矛盾遥 工人阶级迫切寻求经济

地位上的平等袁对于当时的德国人而言袁为了廓清当

时德国所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袁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

进行批判和分析遥 青年马克思正是立足社会现实袁通

过博士论文以博大精深的哲学理论来审视当下的社

会政治生活遥

最后袁 此时的德国已经是由宗教占领了绝对统治

的地位袁德国人迫切地想要寻求自由和解放遥在普鲁士

政府的专制统治下袁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

已经发展到了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遥

柏林的群众运动在当时受到镇压袁 此时的马克思受到

了德国当时社会现实状况的制约袁 不得不以一种更加

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斗争意识遥 但马克思始终立足

于当时德国的社会现实袁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需要袁

其博士论文蕴含着浓烈的政治自由的诉求遥

二尧青年马克思斗争意识生成的思想前提

通过博士论文里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

哲学对比分析袁初步论述了深野自我意识冶的相关内

容袁成为青年马克思斗争意识的思想前提遥 当然袁这与

其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思想转变和深受青年黑格尔派

思想影响密不可分袁马克思本身对于古希腊哲学和近

代哲学的研究兴趣也促使他形成斗争意识在博士论

文中进行批判分析遥

渊一冤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思想转变的

尝试

首先袁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和波恩大学时期虽然接

触过一些黑格尔哲学袁但是马克思表示袁野先前我读过

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段袁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

调子遥 冶[3]在进入柏林大学以后马克思发现黑格尔哲学

的魅力袁逐渐转向了黑格尔哲学遥 马克思转向黑格尔

哲学的过程中经历身体和思想的双重斗争袁 不可否

认袁处在青年阶段的马克思带有黑格尔哲学的明显特

征遥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研究伊壁鸠鲁哲学袁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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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对希腊哲学发展的历史来探索黑格尔以后哲学

发展的方向遥 虽然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进行了

野转折再转折冶袁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袁他不是一味盲目地

接收袁而是善于用野斗争冶的意识进行批判性思考遥

其次袁在马克思看来袁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思想

正是将哲学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的枢纽遥 要辩证地去

看待现实与精神之间的内在关系袁强调对现实世界的

关注遥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采用了黑格尔的哲学方法

论袁尤其是黑格尔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看法深深地影响

了马克思遥 他在博士论文中所运用到的论证方法正是

受到了黑格尔的启发袁在解释原子运动的过程中充分

发挥黑格尔的思辩方法论遥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表

示袁德谟克利特只是从物质方面的变化理解原子排斥

运动袁而没有注意到观念的层面遥 马克思则将原子区

分为观念性和物质性两种规定袁强调作为野本原冶的原

子和作为野元素冶的原子遥 野尽管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

法的理解仍然是模糊的袁但正是这自我意识旗帜背后

辩证法的闪光照耀着马克思走向新的理论斗争遥 冶[7]同

时袁马克思也深刻意识到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仅仅是

从精神的内在性来考虑袁是绝对精神的体现遥

最后袁马克思认为袁基于当时德国的现实情况而

言袁必须要对黑格尔哲学进行革新遥 这是其加入博士

俱乐部的主要动机之一袁也是其后来与青年黑格尔派

彻底决裂的重要原因遥 黑格尔曾经尝试过要去调和宗

教与哲学二者的矛盾袁但随着施特劳斯的叶耶稣传曳出

版袁这种宗教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几乎变成了不可调和

的矛盾遥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借普罗米修斯之口说袁

野老实说袁我痛恨所有的神冶[3]袁马克思真正的目的不是

为了攻击宗教袁而是想要阐明哲学的重要意义遥

渊二冤青年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辩证思考

在青年黑格尔派中袁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对青

年马克思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遥 马克思认为伊壁鸠

鲁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袁都是在追求野自我意识

哲学冶袁伊壁鸠鲁的野原子偏斜说冶也体现了他强调原

子是具有自我能动性的遥 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

学使青年马克思深受启发袁并从中看到了伊壁鸠鲁哲

学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共通之处遥 野马克思还在为博士

论文的写作进行准备时就侧重于将伊壁鸠鲁的原子

论哲学与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建立起理论上的对

应关系遥 冶[8]在青年马克思撰写博士论文期间袁他受到

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较大袁基于社会现实他不

得不借助哲学来阐发自己的政治观点遥

青年黑格尔派十分重视研究晚期古希腊哲学袁尤

其是鲍威尔对基督教起源的探究启发了马克思袁他想

在博士论文中通过与希腊时期相似的历史阶段来说

明当下的后黑格尔时期的哲学状况遥 马克思不仅从学

术理论的角度来阐释该选题的重要意义袁更强调要基

于现实领域去展开问题研究袁最终落脚点始终是要回

归到现实斗争中去遥 青年马克思在思想层面逐渐摆脱

鲍威尔带来的影响袁并且强调要在现实政治领域进行

斗争袁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问题的表面遥 野随着马克思对

鲍威尔局限于神学而脱离现实政治的批判越发感到

不满袁二人的合作很快停止遥 这也标志着马克思在思

想上开始走出鲍威尔的影响遥 冶[9]

青年马克思强调的斗争不是基于虚幻的想象袁而

是在现实生活领域的实践活动遥 青年黑格尔派想要以

更加激进的形式强调自由袁 在德国掀起资产阶级思想

解放的运动遥 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是以宗教批判的形式

进行斗争袁 但是青年黑格尔派所进行的这些斗争实际

上只是野另一种形式的虚幻冶袁本质上是他们对世界的

幻想的斗争袁不是基于社会现实生活领域的斗争遥青年

马克思意识到袁不能仅从幻想中进行虚幻的斗争袁他对

青年黑格尔派思想进行了批判性思考袁 认为哲学是进

行理论批判的武器袁应当走向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去遥

渊三冤青年马克思对古希腊哲学及近代哲学的研究

首先袁 青年马克思对古希腊哲学具有浓厚兴趣遥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袁以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二人

对于原子偏斜截然相反的态度袁探究必然性与偶然性

的关系袁而实际上更是强调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遥 尽管

青年马克思详细研究伊壁鸠鲁哲学尧斯多亚派哲学和

怀疑论哲学的计划后来并没有实施袁但足以显示出青

年马克思对于古希腊哲学的浓厚兴趣遥 传统意义的观

点认为古希腊晚期三派哲学体现了古希腊哲学的衰

弱袁对于伊壁鸠鲁也存在偏见袁马克思撰写博士论文

正是为了澄清问题尧纠正偏见遥 伊壁鸠鲁一直被认为

是德谟克利特的野蹩脚的抄袭者冶袁青年马克思一直都

在与这些错误思潮进行斗争袁他在博士论文中列举了

西塞罗等人批判伊壁鸠鲁是德谟克利特的 野抄袭者冶

的论断袁并对其中许多不合理的观点加以批驳袁指出

伊壁鸠鲁并不是德谟克利特的抄袭者袁两位的思想确

有细微的差别袁甚至是对立遥

其次袁青年马克思对自然哲学与契约论进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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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遥 马克思分析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

的自然哲学之间的差别袁实际上是想廓清自然哲学与

自我意识之间的差别袁他借助自然哲学阐释自我意识

的觉醒遥 伊壁鸠鲁对于契约思想的重视深深影响了马

克思袁但他反对伊壁鸠鲁的个人主义倾向遥 马克思认

为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就是排斥袁正是因为众多原子

在虚空中做偏斜的自因运动袁才产生了原子之间的互

相排斥尧相互碰撞袁所以就有了原子在外物中识别自

身的过程遥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说道袁野因此袁我们还

发现伊壁鸠鲁应用了排斥的一些更具体的形式袁在政

治领域里袁那就是契约袁在社会生活中袁那就是友谊袁

友谊被称赞为最崇高的东西遥 冶[3]在这里袁契约和友谊

的本质就是制度和秩序遥自由能否脱离定在渊Daseins冤

而得到实现是马克思与伊壁鸠鲁的最大分歧袁青年马

克思与伊壁鸠鲁对于自由能否脱离定在的不同看法

可以看出他十分反对脱离现实社会空谈自由与解放遥

最后袁青年马克思对原子论与单子论具有独特见

解遥 原子论学说早在古希腊哲学时期就已经为哲人所

研究袁对于伊壁鸠鲁提出的原子偏斜说袁大多数人认

为其是无稽之谈袁卢克莱修则充分肯定了其中的大部

分内容遥 但他仅仅从朴素唯物论的层面来理解伊壁鸠

鲁袁不能像马克思一样用思辨的眼光去看待伊壁鸠鲁

哲学遥 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中袁众多原子可能由于形状

一致而无法区分开来袁而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提出由于

单子之间具有不同的质袁运用这样的个性化原则将单

子之间进行彼此区分遥 只有马克思意识到不能仅从自

然哲学的角度去理解伊壁鸠鲁袁而要从社会哲学的视

角和伦理学的角度来对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进行

解读袁 他敢于同那些对伊壁鸠鲁有偏见的人进行争

辩袁提出自己对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说的独特见解遥 马

克思高度重视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哲学袁但是并没有全

盘接受莱布尼茨的观点袁而是沿着莱布尼茨单子论哲

学中的单子之间不同质得以区分的逻辑袁通过原子之

间的不同形式和存在来阐述原子论袁以野斗争冶的意识

去看待问题遥

三尧马克思博士论文中斗争意识的凸显与

阐发

马克思通过论证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理论来突

显自我意识的重要性袁通过宗教批判来表达追求人的

自由与解放袁通过哲学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来强调

斗争要进入到现实生活领域袁不难发现袁在这个过程

中蕴含着青年马克思浓厚的斗争意识遥

渊一冤原子偏斜运动院为凸显自我意识而斗争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通过论证伊壁鸠鲁原子偏斜

理论的合理性袁阐述了其中蕴含的自我意识遥在博士论

文中马克思就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

然哲学之间的差别展开论述袁 对于二者关于原子是否

存在偏斜运动展开分析遥 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具有直

线式下落和众多原子互相排斥这两种运动袁 而伊壁鸠

鲁认为除了直线下落和互相排斥这两种运动方式之

外袁原子还在做偏离直线的自因运动遥 显然袁德谟克利

特注重必然性袁 他从物理学的角度对原子的运动展开

论述遥 而强调偶然性的伊壁鸠鲁由于原子偏斜运动在

物理学上解释不通袁遭到了大家的嘲讽遥

马克思为伊壁鸠鲁正名袁 与西塞罗等人进行斗

争袁凸显自我意识的重要性遥 马克思认为袁三种运动并

非原子同时具有袁而是原子在其生命过程中必然具有

的三个辩证环节遥 直线运动表示原子的直线性袁代表

原子的肯定阶段遥 偏斜运动则是对直线运动的否定阶

段袁 而诸多原子的冲击即排斥运动是否定之否定阶

段遥 偶然性只有在原子偏斜运动中才得以凸显袁从而

发挥能动性遥 正如马克思所说袁野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

初形式遥 冶[3]做偏斜运动的原子与其他做偏斜运动的原

子在相互碰撞和排斥的过程中意识到自身袁这正是自

我意识由内而外发展的过程遥 马克思运用思辨的眼光

去看待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袁以思辨的眼光看待原子

论学说袁因此他能从原子论哲学中看到其中散发的自

我意识光芒袁 并借助自然哲学来阐释社会哲学的思

想袁重点突出自我意识的重要性遥

同时袁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的原子概念中包含了

两个相互矛盾的环节袁 一个是纯粹物质性的存在袁另

一个则是纯粹的形式遥 纯粹物质性即代表着必然与制

约袁体现的是无我意识遥 而纯粹形式性则表示偶然与

自由袁其中还包含着对抗性袁所体现的是自我意识遥 马

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袁乃至整个伊壁鸠

鲁哲学都脱离了纯粹物质性的存在遥 马克思在博士论

文中也肯定伊壁鸠鲁强调的偶然性价值袁因为马克思

将这种偶然性与自由意志相互联系在一起袁这时候的

偶然性意味着革命尧抗争的可能性遥 但是袁不同于伊壁

鸠鲁的个人主义倾向袁马克思认为原子不是单独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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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袁而自由不是随心所欲的袁是野定在中的自由冶遥

在博士论文中袁 马克思也表达了要克服局限性的定

在袁暗指政治专制统治有违人性袁继而提出了自由是

定在中的自由遥 当然袁马克思始终立足于社会现实生

活袁追求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自由袁强调充分发挥原

子的偏斜运动的精神袁充分彰显自我意识从而才能实

现自由遥

渊二冤宗教批判院为追求人的自由而斗争

黑格尔对哲学与宗教之间的矛盾做了调和袁主张

用哲学来论证宗教袁马克思则认为要进行彻底的宗教

批判袁并在此基础之上表明了他的无神论立场遥 黑格

尔通过为宗教进行辩护来维护国家的统治袁而国家对

于马克思而言并不是一个合理性的存在曰 恰恰相反袁

马克思认为国家是与人们的意志相违背的存在遥 马克

思在博士论文中通过伊壁鸠鲁研究原子理论进行宗

教批判袁进行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的碰撞袁而伊壁鸠

鲁的原子偏斜理论为宗教批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切

口袁马克思以此为契机展开哲学理论与宗教思想的对

立遥 马克思认为宗教阻碍了人们对自我意识的认识袁

要弘扬自我意识哲学从而获得自由袁就需要对宗教进

行质疑和批判遥

青年黑格尔派将自我意识哲学同宗教批判相互

结合袁马克思深受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影响遥 在宗教

批判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也充分肯定鲍威尔的著名说

法袁即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冶[10]袁表明了宗教的严重危害

性遥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说道袁野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

的自我意识相并列冶[3]袁马克思还借助普罗米修斯之口

宣扬了自己的野无神论冶观点袁并认为要从自我意识层

面出发去理解主观世界与客观经验世界之间的关系遥

鲍威尔的宗教观虽然深深影响了青年马克思袁 但是他

对于鲍威尔的全部思想并未全盘接收遥 因为鲍威尔的

自我意识哲学确实以彻底的批判精神宣扬无神论立

场袁 但是鲍威尔忽略了自我意识与现实世界的相互联

系袁这也是马克思后来与他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遥

马克思虽然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思想

的影响袁但是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的是袁马克思强调

要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中袁宗教批判要真正为实现人

的自由而进行遥 青年黑格尔派以宗教批判的形式进行

斗争袁批判宗教也就是间接地批判国家袁反宗教的斗

争就是间接的政治斗争遥 野正是在他的大学时期, 马克

思的世界观发生了第一次重大转变要要要从宗教的救

赎转向人文性的救赎, 实现了从有神论到无神论的转

变遥 冶[11]青年黑格尔派虽然提倡要发挥人的自我意识袁

但是始终是局限在抽象的精神领域当中袁马克思关注

封建专制制度与宗教神学袁更加注重从人与人之间的

现实交往中体现真正的自由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宗教批

判虽然对马克思产生了一定影响袁但是马克思的落脚

点依然是用哲学理论审视社会现实生活袁为人的自由

和解放而斗争遥

渊三冤哲学与现实院强调立足社会现实生活的斗争

马克思始终强调哲学与现实的辩证关系袁世界的

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遥 马克思认为自由主

要通过三种路径实现袁首先是对宗教进行批判袁接着

强调保持自我意识的心灵宁静袁最重要的是实现世界

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遥 理想与现实之间始终存在

矛盾袁以哲学方式进行的实践活动仍然是理论层面的

东西袁只有把哲学合理地融入到现实生活中去袁才能

真正地实现自由遥 而在哲学与现实连接的过程当中袁

人作为有意识的主体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遥

在博士论文中袁 马克思通过分析偶然性的存在的价

值袁呼吁人们以偶然性来摆脱命运的必然性袁与现存

的压迫进行反抗与变革遥 因此袁青年马克思始终关注

的是在人生存的现实生活中追求自由与解放遥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若隐若现地展现出对黑格

尔哲学尧青年黑格尔派以及鲍威尔的批判袁甚至是对

伊壁鸠鲁哲学的批判袁归根到底是批判他们脱离对社

会现实生活的关注遥 马克思用强有力的论据来证明这

些思想存在的不足之处袁要实现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

的世界化袁就需要对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哲学体系

进行深刻变革曰而克服黑格尔的保守体系袁实际上就

是反对专制制度尧反对宗教压迫尧追求自由的斗争遥 马

克思充分运用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袁论述伊壁鸠

鲁原子偏斜理论的合理性袁对当时的社会进行宗教批

判并充分阐述自我意识的重要性袁充分高扬人的自由

与解放遥

马克思认为哲学作为自由的意志袁应该从实践中

来又到实践中去遥 马克思反对老年黑格尔派那种墨守

成规尧因循守旧的思想袁反对一成不变地坚守黑格尔

思想体系袁主张对黑格尔哲学体系进行改造袁让哲学

不仅仅是停留在认识和理论层面的东西袁而是成为实

践和具体的改造世界的活动遥 当然袁此时的马克思深

受黑格尔哲学史观的影响袁 虽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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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of Young Marx爷s Struggling Consciousness院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Marx's Doctoral Dissertation

ZHUO Zihong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jian, Fuzhou 350108)

Abstract: Marx's doctoral dissertation fully demonstrated his struggle consciousness. Due to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s of factors, such

as family, schoo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he growth environment of young Marx became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the generation of his

struggle consciousness. At the same time, young Marx's thought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western philosophy, including Hegelian philoso鄄

phy, young Hegelian thought, as well as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and modern philosophy, which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truggle

consciousness of young Marx. Young Marx's struggle consciousness is embodied in his exposition of atomic deflection theory, religious

criticism and his emphasis 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hilosophy and reality. The discussion of the generation logic of the

struggle consciousness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Marx in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overall grasp of the struggle thought

of Marxism and further carry forward the struggle spirit of the CPC peopl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Marx; Doctoral Dissertation; atomism; struggle; self-consciousness

但也存在局限性遥 因为尽管此时的马克思强调理论与

实践二者的统一袁但迫于现实种种原因袁也只能将实

践停留在理论批判的层面遥 但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

世界化的思想袁也在马克思后期的思想中发挥得淋漓

尽致遥 马克思通过强调哲学与现实的辩证关系袁在博

士论文的字里行间透露着他始终强调立足社会现实

领域的坚定态度袁在为人的自由与解放做出辩护的过

程中无不显露出他那敢于批判尧反对压迫尧追求自由

的斗争意识遥

四尧结语

毋庸置疑袁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充分展现了其斗争

意识遥 在马克思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尧学校教育培养

了他的批判思维能力袁对其斗争意识的萌发产生重大

影响遥 本文对马克思博士论文斗争意识进行分析袁初

步探索了马克思斗争意识形成的历史背景遥 诚然袁不

论是进行宗教批判还是哲学研究袁马克思实践唯物主

义的思维始终贯穿其中袁只有将实践引入现实的社会

问题袁才能科学把握斗争的旨趣遥继续深入探究青年马

克思斗争意识的具体内容袁进一步分析马克思博士论文

斗争意识对其后期思想的影响袁对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

体系意义重大袁对更好地把握我国新时代伟大斗争也具

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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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福建到数字中国袁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

发展过程袁有清晰的发展脉络遥 数字福建和数字中国

两者既相互关联又相互作用袁同时两者取得的成效又

有自身固有的规律袁认识和把握其中规律能够带来经

验启示袁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遥

一尧数字福建到数字中国的发展脉络

渊一冤数字福建的由来与发展

野数字福建冶建设袁本质上可以看作福建省的省内

信息化体系建设袁是由习近平同志发起并在政府主导

和推动下的福建省内各行业的信息化建设运动遥 2000

年袁时任福州大学副校长王钦敏给福建省政府提交了

一份关于建设野数字福建冶的建议书袁时任福建省长习

近平同志对此十分关注和重视袁并于 2000年 10月 12

日对此建议书作出详细批示遥 习近平同志在该批示中

指出院野实施科教兴省战略袁必须抢占科技制高点遥 建

设耶数字福建爷袁就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制高点之

一冶袁习近平同志肯定了数字福建建设的重大意义遥 [1]

习近平同志关于野数字福建冶的构想和布局开始萌发遥

随后袁野数字福建冶写入福建野十五冶计划纲要遥 2000年

12月 23日袁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

调袁数字福建建设要与福建省野十五冶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相衔接袁形成特色袁促进福建省信息化建设

跨越式发展遥 随后在习近平同志指导下袁福建省编制

了叶野十五冶数字福建专项规划曳遥 2001年袁福建省正式

成立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袁并由习近平同志担任组

长袁谋划协调推进数字福建建设遥 接着袁习近平同志就

开始谋划部署电子政务项目[2]遥2002年 1月袁福建政务

信息网正式开通遥 习近平同志关于数字福建的科学谋

划和生动实践袁为福建信息化建设抓好契机尧布好开

局尧定好基调尧打好基础遥

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在数字福建建设开局良好的

基础上沿着正确方向持续推进数字福建建设袁不断取

得进展和成效袁野数字福建冶 于 2012年升级为国家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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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工程遥 20多年来袁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始终重视数字

福建建设袁强化组织领导和顶层设计袁制定信息化发

展规划袁加强自主创新和先行先试袁注重培养和引进

信息化人才袁加快信息产业发展步伐袁推动数字经济

发展袁拓展信息化服务民生的新途径袁持续推进野数字

福建冶这项工程袁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2]遥

渊二冤数字中国的提出与推进

野数字中国冶建设袁本质上可以看作中国的国家信

息化体系建设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

的国家信息化建设战略部署袁推动国家全面实现数字

化转型的建设运动[1]遥 数字中国建设由习近平总书记

在 2015年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首

次公开正式提出袁全面开启了野数字中国冶建设新征

程遥 2017年 10月袁 数字中国建设写入党的十九大报

告袁赋予了数字中国建设的全新意义袁中国踏上了全

面开启数字中国建设的新征程袁对中国全面加速信息

化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遥 随后袁多次国家高层会议频

繁提及数字中国建设袁对数字中国建设进行持续密集

部署袁强调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遥 野十三五冶期间袁数字

中国建设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尧信息技术创新尧数字

经济发展尧数字政府和治理尧数字惠民便民等方面取

得重要成就遥 国家已出台相关重要规划文件袁从数字

经济尧数字社会尧数字政府等方面进行了总体规划部

署袁明确提出野十四五冶时期袁我国要继续加快国家数

字化转型发展袁建设数字中国袁从而深刻改变我国生

产方式尧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袁全面迎接数字时代[3]遥

可以说袁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站在新历史方位下和国家全局高度上袁放眼世

界袁放眼未来袁抓住和抢占新一轮世界信息革命带来

的历史机遇和制高点袁为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的伟大战略部署遥

二尧数字福建与数字中国的内在关联逻辑

渊一冤 数字福建与数字中国在理念和思想上高度

关联

从野数字福建冶到野数字中国冶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信息化的一系列决策尧部署和重要论述袁在理念和思

想上高度关联袁可谓一以贯之袁一脉相承[4]遥 2000年 10

月 12日袁习近平同志在叶野数字福建冶项目建议书曳上

的批示指出袁 数字福建建设就是抢占科技制高点遥 [1]

2000年 12月 23日袁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政府专题会

议上指出袁建设野数字福建冶对于统揽全省信息化全局

意义重大遥2002年 2月袁习近平同志在叶野数字福建冶向

我们走来曳一文中指出信息化是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

现代化的关键环节遥[2]2002年 6月 7日袁习近平同志在

野数字福建冶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强调袁各级各部

门要加深对信息化的理解袁认识到数字福建建设是提

升全省现代化水平的重大举措遥 [2]从 2014年的中央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到 2016年的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袁 再到 2018年的全国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袁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信

息化在国家治理和发展以及在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

中的重要性袁 指出要利用信息化手段辅助科学决策袁

要以信息化带动新型工业化尧城镇化尧农业现代化发

展袁要发挥信息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中的重要作用袁努力建设成为网络强国遥 [5]

从 2018年到 2021年袁我国已连续四年举办了四

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袁 历届峰会主题都围绕信息化尧

数字化内容展开袁 每次举办地点都设在福建省福州

市袁并且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举办

时发来贺信袁在贺信中提及野数字福建冶袁并强调要以

信息化培育新动能袁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袁以新发展

创造新辉煌袁加快数字中国建设遥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从一定程度和意义上可见野数字福建冶和野数字中国冶

的关联性遥 从数字福建到数字中国袁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信息化的论述尧理念和思想众多袁无法在文中一一

列举袁这些论述尧理念和思想为我国信息化尧数字化建

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遥

从数字福建到数字中国袁信息化作为主线贯穿其

中袁 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战略思想遥

不管是在计算机网络还未广泛普及的年代袁还是在互

联网逐渐深入各行各业的时代袁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

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袁先后作出了建设

数字福建的重要决策和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部署袁取

得的一系列成效袁无不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敏锐洞

察力尧准确判断力尧科学决策力和卓识远见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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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数字福建是数字中国的探索源头和实践起点

数字福建的战略构想和宏伟布局体现了习近平

同志关于数字化的前瞻思维尧 探索精神和战略眼光遥

当互联网在我国还属于新鲜事物袁 电脑还远未普及袁

数字化概念对于多数人还很陌生的年代袁习近平同志

就开始构思数字福建袁并予以探索实践袁抢占科技制

高点袁实属超前理念和大胆探索遥 数字福建的理念和

部署为福建大规模推进信息化建设开启了进程袁也为

数字中国建设拉开了序幕遥数字福建的建设实践为数

字中国建设积累了鲜活经验和提供了生动样板[6]遥

数字福建是习近平同志为地方数字化建设提供

的生动样本和探索实践袁是数字中国的探索源头和实

践起点[7]袁是网络强国战略的地方实践遥数字中国是习

近平总书记聚焦国家数字化发展提出的科学战略和

深远谋划袁是数字福建的开拓发展和升级版本袁是网

络强国战略的全国践行遥从数字福建到数字中国无不

体现网络强国战略的形成尧发展和逐步成熟袁推动了

我国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袁驱动了生产方式尧生活方

式和治理方式的变革遥

三尧数字福建到数字中国的经验启示

依照历史规律袁正确的发展路径和道路从来都不

是偶然的袁而是经过科学的设计谋划尧长期的探索实

践和智慧的创造结晶遥从数字福建建设到数字中国建

设的探索实践和显著成效袁证明了信息化尧数字化道

路的正确性袁也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尧提供了深刻的启示遥

渊一冤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袁

为数字福建建设和数字中国建设持续推进和取得成

效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根本保证遥在数字福建建设开始

阶段袁习近平同志就认识到野数字福建冶是一项重大而

长远的工程袁必须高度重视袁必须加强统一领导袁因而

成立了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和组织推进

数字福建建设工作袁同时习近平同志在推动数字福建

建设过程中袁要求各级各部门切实加强对数字福建建

设工作的领导[2]遥正是有力的组织领导袁数字福建建设

工作在初期取得良好成效袁并且未来继续在党的领导

下持续推进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袁要加强党中央对网

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袁确保网信事业始终沿着正确

方向前进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网信工作在党的集中统

一领导下不断开创新局面和取得新成效袁同样数字中

国建设也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不断向前推进和取

得新成就遥

无论是在数字中国建设中袁还是在网络强国建设

中袁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充分说明袁正是由于党的集中

统一领导袁国家信息化尧数字化建设才能够始终朝着

正确方向推进袁才能够不断向前发展和取得新成效遥

渊二冤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袁是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的根本力量和源泉袁 党和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人民袁只

有一切发展成果让人民共享和受益袁人民才有力量和

动力袁 党和国家才能永葆青春活力和稳步向前发展袁

国家才能长治久安遥 从数字福建建设到数字中国建

设袁人民群众始终作为受益者贯穿其中袁体现了习近

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遥 在数字福建

建设开始阶段袁习近平同志就重视野数字福建冶要贴近

群众袁要惠及民生袁要让群众从中受益袁野数字福建冶发

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遥 同样在数字中国建设过程

中袁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一以贯之袁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遥 在野数字中国冶推进过程中袁党和国家一系

列有关工作部署都紧紧围绕民生展开袁推动互联网与

各民生领域的融合袁开发各类便民应用袁不断强化民

生服务袁让信息化更好地造福人民袁真正让人民群众

共享数字中国建设成果遥

从数字福建建设到数字中国建设袁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信息化建设的一系列讲话论述尧决策和部署袁都体

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袁体现了人民的重要性遥

渊三冤必须坚持自主创新

独立自主尧自力更生袁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遥

从数字福建建设到数字中国建设袁 坚持自主创新尧掌

握核心技术始终作为重要一环贯穿其中遥 只有坚持自

主创新尧掌握核心技术袁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脉和发展

的主动权袁不受制于人袁才能保障国家安全袁不断提高

我国在国际中的竞争力遥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

就已经展现出对自主创新和核心技术的重视性袁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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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的叶缩小数字鸿沟袁服务经济建设曳文章中阐述了

相关观点袁强调要抓科研生产袁要提高自主产权比重袁

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袁要抓关系国家安全和产业发展

的核心技术遥 在数字中国建设过程中袁习近平总书记

更加重视自主创新和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重要性袁在

多次国家重要会议上加以强调和部署遥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袁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袁也是最大野命门冶袁核心技

术受制于人是最大隐患袁我国要掌握发展主动权和保

障国家安全袁必须突破核心技术袁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要立足自主创新尧自立自强袁同时要正确处理好自主

创新和开放合作的关系袁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

作用袁突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袁要充分发

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遥

根据叶数字中国发展报告渊2020 年冤曳显示袁我国

野十三五冶 时期数字中国建设在核心技术创新上取得

新进展袁创新支撑水平快速提升袁在关键基础软件尧芯

片设计水平尧人工智能技术尧光通信关键技术尧量子信

息领域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新进展或新突破袁2020年我

国全球专利申请量位列世界第一遥 [8]从数字福建到数

字中国袁我国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尧突破核心技术袁一系

列的科技成果展示和经济发展数据表明袁我国的国际

竞争力得到不断提高袁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

力逐步扩大遥

渊四冤必须坚持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是宝贵资源袁 是科技发展的第一生产力袁创

新发展要靠人才袁 要实现民族振兴和提高国家竞争

力袁必须不断地提供有力坚强的人才保障遥 在信息化

建设过程中袁需要大量的信息化尧数字化人才作为支

撑遥 从数字福建建设到数字中国建设袁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人才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以及国家在人才工

作方面的一系列举措和部署袁无不体现了习近平总书

记始终重视信息化尧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和建设遥 习近

平同志在推动数字福建建设过程中袁就意识到人才的

重要性袁并作了有关人才的工作部署遥 他在叶野数字福

建冶项目建议书曳上作出批示强调袁野数字福建冶建设要

抓好人才准备袁要聘请省内外专家共谋数字福建遥 随

后袁福建省成立了专门的专家和顾问委员会袁聘请多

位信息化专家顾问对野数字福建冶建设进行专业指导袁

并审核技术方案和投资规模遥

2014年 2月 27日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袁信息流引领

人才流袁 建设网络强国要有高素质的信息化人才队

伍袁要汇聚人才资源袁培养造就出具有世界水平的网

络科技领军人才遥 [5]在数字中国建设过程中袁习近平总

书记更加重视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袁在多次会议上

做了强调和部署袁推进人才队伍培养和建设工作遥 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袁要打造多层次尧

多类型的大数据人才队伍袁要重视人才袁要下大功夫

大本钱建设一流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袁 培养网信人

才袁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和改革人才体制机制袁对特

殊人才给予特殊政策袁网信领域可以先行先试制定办

法吸引尧培养和留住人才遥[5]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年 9

月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袁要深入实施

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袁 为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遥 [9]

从野数字福建冶到野数字中国冶袁习近平总书记对信

息化尧数字化等各方面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始终重

视袁做出了一系列部署袁并且培养和建设出的信息化尧

数字化等各方面人才队伍在我国信息化建设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遥

四尧结语

本文阐释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野数字

福建冶建设的重要理念尧生动实践袁以及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野数字中国冶建设的科学谋划和战略部署袁厘清从

野数字福建冶建设的决策理念到野数字中国冶建设的战

略思想的发展脉络袁深刻分析野数字福建冶决策理念和

野数字中国冶战略思想两者的一以贯之尧一脉相承和内

在逻辑关联袁深入总结野数字福建冶建设为野数字中国冶

建设提供福建样板的探索经验和实践启示袁以及野数

字中国冶建设的战略布局尧科学谋划和生动实践对国

家实现高质量发展带来的经验启示袁有利于进一步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贯

彻落实国家数字化建设战略部署袁更好地指导未来的

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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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igital Fujian to Digital China: Development Context,

Internal Logic and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LIN Weiyong

(Party School of the Sanming City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anming, Fujian 365000)

Abstract: During his work in Fujian, Xi Jinping opened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Fujian. After that, Xi Jinping stood at the height of

the national overall situation to figure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From Digital Fujian to Digital China,there are many discus鄄

sions, decisions and ideas about informatization and digitization of Xi Jinping. 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analysis, from opening and

laying ou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ujian to planning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it is essential to clarify the inter鄄

nal relationship and development logic between Digital Fujian and Digital China in concept and thought, and summarize the practical ex鄄

perience and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Fujia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contribute to deeply un鄄

derstand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it will help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ic deploy鄄

ment of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through network, do a good job in informatization and digit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national digit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Digital China; Digital Fujian; digitization; informati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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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 80年代起袁 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

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然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共同

课题袁进入 21世纪之后袁这一问题进一步凸显遥 首先袁

伴随着交通尧通信技术的革命性发展袁各国的社会尧经

济尧政治尧文化等日益处于全球共振或各国相互影响

的网络之中袁如何有效应对复杂性日益提高的社会及

其引发的各种问题受到广泛关注遥 其次袁面临复杂性

程度日益提高的各种社会问题袁 特别是公共问题袁迫

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

问题袁其不仅是理论与实践兼有的现实问题袁也是一

个热点与难点问题袁引发了众多的探索与研究遥最后袁

新技术革命袁特别是基于智能化尧互联网尧云计算而形

成的野虚拟网络空间要要要物理系统冶将引致国家治理

态势发生怎样的变迁钥 能否有效回答这些问题袁对一

国的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遥在数

字时代袁推进数字政府治理进程能够有效助力我国当

前正在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进程袁而且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回答上述问题遥

目前袁 国内外对数字政府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院第一袁数字政府治理的意义遥 方靖雯指出构建数字

政府有助于创造经济以及社会价值袁提高政府的公信

力尧公众的政治参与度等遥 [1]张一雄分析认为展开数字

政府治理进程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

水平与质量遥[2]景立新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对政府职

能定位是检验数字政府治理效能高低的重要指标遥 [3]第

二袁数字政府治理趋势的研究遥 色匹克渊Sepic冤和卡斯

渊Kase冤从微观层面入手袁认为发展趋势主要是重点关

注终端用户尧明确优化升级的关键节点尧公私合作尧机

构合作以及利益结盟遥 [4]第三袁优化途径方面的研究遥

周义程和朱茂莹提出袁全面推进野互联网+政务服务冶

的措施有助于数字政府标准化体系建设遥 [5]罗利和李

虹呈提出了基层政府如何强化数字政府治理建设遥 [6]

总之袁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研究可以发现袁目前学

术界较为关注数字政府治理渊诸多研究者依然在使用

野电子政务冶这一名称冤袁诸多研究者分别从不同角度

对数字政府治理这一研究领域的很多问题展开分析袁

尤其是对数字政府治理的现状尧面临的问题尧优化途

径等展开了分析遥 通过对数字政府治理现状袁特别是

对数字公共服务现状及趋势的分析袁可以发现院当前

推进数字政府治理进程袁受到资金尧技术尧人才等诸多

收稿日期院2022-04-21

作者简介院余丹渊1985-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行政管

理研究遥

数字政府治理中多维协同院问题与优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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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中共南平市委党校袁 福建 南平 354200冤

摘 要院我国各级政府在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十分关注推进多维协同进程袁尽管已经取得明显成绩但这一领域存

在某些问题院多维协同的建设力度有待提升曰多维协同的标准规范有待优化曰多元主体参与情况有待进一步优化遥基于数

字时代治理理论通过分析问题归因袁提出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优化多维协同的途径主要有院强化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多

维协同的基础建设曰强化多维协同的顶层设计曰强化与多维协同相关的系统建设曰强化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的多元参与袁

有效助力我国当前正在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进程遥

关键词院数字政府治理曰多维协同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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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袁要克服这些障碍袁切实提高数字政府治理水平袁

关键在于推进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准确选择合适的

理论框架遥

一尧数字政府治理中多维协同院理论基础

与现状

渊一冤理论基础

1.数字时代治理理论

数字时代治理理论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引致

的碎片化尧忽视公共价值等问题的修正袁在吸纳电子

政务尧新公共服务尧整体性治理和公共价值管理等理

论可取之处的基础上生成遥 新公共管理理论运用于实

践从根本上分解了二战后野进步公共行政冶时期基于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发展起来的大型官僚机构袁强制性

竞争尧外包及准政府机构的建立等在短时间内提升了

公共管理效能袁解决了一些经济问题遥 [7]但这些举措的

弊端随着时间流逝逐渐凸显袁最为明显的弊端是碎片

化的广泛出现尧对公共价值的忽视尧难以适应数字时

代的宏观趋势遥 消除这些弊端成为新的诉求袁这种新

诉求助推了新公共服务理论尧整体性治理理论及公共

价值管理理论的生成袁从宏观上来看袁整体性治理理

论倡导借助整体化改革消除碎片化问题袁新公共服务

理论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则致力于修正新公共管理

理论对公共价值的忽视遥 数字时代治理理论在吸纳这

三种理论优点的基础上袁倡导借助野重新整合尧整体主

义和数字化冶致力于解决新公共管理理论实践过程中

引致的诸多问题袁将国家治理由电子政务推进至数字

政府治理要要要数字技术不再局限于提升公共管理部

门内部运作效率袁而是更加关注渊虚拟冤公共服务的供

给尧治理客体参与治理过程尧治理主客体之间的互动

等等遥

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的主要

内容有院第一袁数字治理推进经济社会发展遥 福建尧浙

江和上海等省市的实践证明借助数字治理能够有效

推进经济社会发展遥 第二袁数字治理中顶层设计与统

一领导遥 数字治理是一项由多个子项目共同构成的系

统工程袁这一工程的领导体制效能如何对其成败具有

重要影响袁野中国共产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

会冶渊2018年 3月冤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遥第三袁数字治

理中自主创新和先行先试遥 福建尧浙江和上海等省市

是数字治理先行先试的重要范例遥 第四袁信息资源整

合与共享遥 世界各国有必要借助合作平台强化相互之

间的沟通效能遥第五袁提升数字治理服务人民效能遥第

六袁发展数字经济遥 信息化与工业化密切相关袁中国发

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袁必须采取多元举措袁有效提升

私营部门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遥 第七袁数字

治理人才建设遥 数字治理人才的才智发挥尧培育和吸

纳等对数字治理具有重要影响遥 第八袁维护网络和信

息安全遥 第九袁治理网络生态遥 治理网络生态十分重

要袁有一些必须遵守的原则袁治理主体在这一过程中

须以包容心面对网络中的群众意见袁实施诸多举措推

进这一进程遥第十袁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遥必须重视构

建互联网治理体系曰 在共同遵从一些原则的前提下袁

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一起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遥 [8]

渊二冤数字政府治理中多维协同现状

1.不同省市区在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努力展开协同

我国国土广阔袁不同省市区的经济环境尧社会环

境尧自然环境等存在明显差异袁这些差异对不同省市

区推进数字政府治理进程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袁

这种影响的最重要表现是院尽管我国各地在数字政府

治理过程中都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

的重要思想袁但不同地方的数字政府治理情况差异十

分明显遥 在这种差异化发展的背后袁是不同地方积极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袁而且在

党中央尧国务院的领导下十分关注协同袁助推我国数

字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遥 另一方面袁不同省市区在数

据体系尧政务服务尧数字管治和保障体系这四个领域

也呈现出差异化发展袁其一表现为不同省市区在同一

个领域的得分情况存在差异袁其二表现为同一个省市

区在不同领域的得分情况存在差异遥 在这种差异化发

展的背后袁是不同地方关注不同领域的协同渊并非对

差异化发展视而不见冤袁 较为有力地助推我国数字政

府治理水平的提升袁如院野先发冶省市区或领域的快速

发展袁有益于我国数字政府整体治理水平的提升以及

这些省市区数字政府治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要要要野后

发冶省市区可以在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借鉴野先发冶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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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的成功经验袁以有力提升自身的数字政府治理水

平袁提升不同地方之间的协同水平遥

2.有效促进多元主体参与数字政府治理

从数字政府治理这一领域来看袁按照英国学者邓

利维的划分袁20世纪末尧21世纪初期袁 诸多西方国家

和中国等少数发展中国家进入了数字政府治理 1.0时

期袁由此对其它国家形成了先发优势袁我国也在这一

时期进入了数字政府治理 1.0时期袁 少数公民开始参

与到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曰2010年前后袁 率先进入数

字政府治理 1.0时期的英尧 美等西方国家以及我国开

始从数字政府治理 1.0时期进入数字政府治理 2.0时

期袁诸多公民开始参与到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遥 实例

如院上海市徐汇区展开数字政府治理的过程中袁徐汇

区政府与一些企业展开合作袁公民在这种合作过程中

参与了数字政府治理过程袁助力数字政府治理水平的

提升遥 另外袁我国推进数字政府治理的过程中十分注

意切实发挥政府的作用尧维持野政府边界冶遥 实例如院深

圳市推进数字政府治理进程时袁关注打造野免证办冶政

务服务新模式袁这一过程中袁一些公民和企业参与其

中袁但发挥最重要作用的是深圳市政府遥 可见袁数字政

府治理过程中袁深圳市政府有效维持了野政府边界冶遥

3.整合不同政府部门的功能袁提升数字公共服务

质量

推进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袁整合不同政府部门的

功能袁强化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程度袁降低行政

成本尧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遥 强化数字政府治

理过程中的主客体协同袁使数字政府治理客体更加便

捷地获得更多质量更高的数字公共服务遥 从本质上来

看袁基于推进数字政府治理进程向数字政府治理客体

有效供给数字公共服务袁 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冤相符袁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

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相符遥

二尧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多维协同院面临

的问题及成因

渊一冤问题

1.多维协同的建设力度有待提升

第一袁部分公务员尧少数数字政府治理客体的观

念较为陈旧遥 我国推进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多维协同

时袁 某些公务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举措的重要性曰

少数私营部门和公民渊尤其是非网民冤的观念也较为

陈旧袁这些私营部门和公民实际上是或者潜在是数字

政府治理客体袁他们认为我国强化数字政府治理过程

中多维协同与他们的相关程度不高袁因此不愿意积极

参与到这一过程中遥 第二袁建设数字政府治理平台过

程中未充分重视线上线下平台融合遥 线上线下平台融

合情况不是很好袁这种情况意味着院实体空间和虚拟

空间之间的协同程度较低曰并不是所有的数字政府治

理客体都真正享受到最为便捷的数字公共服务遥 第

三袁未充分重视夯实多维协同的法律基础遥 强化数字

政府治理过程中多维协同的法律基础不扎实袁毕竟数

字政府治理过程中多维协同的有效推进必须拥有扎

实的法律基础遥 从我国一些地方目前的情况来看袁在

电子证照尧电子签名尧电子文件等方面袁缺乏相关法

规尧规章袁出现了少数野乌龙证明冶现象袁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推进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多维协同的速度遥

2.多维协同的标准规范有待优化

第一袁电子证照的认可度和规范化程度不足遥 某

些地方的电子证照共享由于没有强有力法律依据作

为支撑和保障袁 因此电子证照与电子印章在政府尧司

法部门内部及部门间的认可度和规范化程度不足袁很

多情况下存在能够共享尧具有共享的条件和技术但是

不敢使用的情况袁 影响了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遥

第二袁政务数据共享相关的指标体系建立不成熟遥 政

务数据共享相关的评价与绩效考核目前处于较为早

期的萌芽阶段袁很多方面还不成熟尧未制度化遥 第三袁

国家层面的规范变动难以预测且变动幅度及频率较

大遥 国家层面的政策或规范变动会影响整个后续政务

信息化系统建设的进度以及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的

多维协同进程袁一旦上级的要求有变化袁下级政府在

实施的项目必须相应做出改变袁一旦涉及到需要外包

的技术类的平台建设内容袁所有的变化都要按照流程

规范去申请报批尧招投标袁明显影响了不同层级政府

之间的协同遥

3.多元主体参与情况有待进一步优化

第一袁政府对私营部门参与治理认识不足遥 由于

受传统大政府管理观念的影响袁一直以来政府和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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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私营部门的能力认识不足袁主动重视私营部门的能

力和贡献观念相对薄弱袁造成私营部门的技术和能力

发挥受限袁同时也限制了私营部门参与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袁对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协

同产生了负面影响遥 第二袁私营部门的服务力量分散遥

我国很多私营部门的服务力量相对分散袁政府部门尚

未有效卡位形成全力袁私营部门尚未有效参与全链条

全过程遥 第三袁私营部门参与地方数字治理社会责任

认知不足遥 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袁私营部门效益增长困

难袁 导致各私营部门更加聚焦于怎么实现营收目标袁

而无法与政府部门协同促进数字治理的步调保持一

致遥 部分公众及私营部门对参与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

的社会责任认知度不高遥

渊二冤问题的成因

1.多维协同的信息化基础有待进一步强化

第一袁政务云平台的效能有待进一步强化遥 一方

面袁我国某些地方现有的审批业务系统等尽管已经进

行整合但仅仅是逻辑上的整合袁这种整合状态与数字

时代治理理论中数字政府治理 2.0时期呈现的整合状

态存在一定差距遥 另一方面袁政务服务在线平台距离

一体化还有一定距离遥 例如袁北京市东城区尧西城区海

淀区尧房山区都有自己单独的审批平台袁而并没有使

用或者加入市级的大数据平台或者统一审批管理系

统遥第二袁陈旧信息系统的后遗症问题遥部门内部存在

当年信息系统整合不到位留下来的后遗症袁这表现在

综合窗口系统和垂管系统不互通尧 协同程度较低尧二

次录入问题严重等方面遥 在面临跨部门的信息整合尧

强化协同程度的过程中袁陈旧信息系统繁杂低效的弊

病就暴露出来遥第三袁数据共享没有突破性的进展遥不

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信息共享主要单向为上级提供袁这

意味着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协同程度有待强化遥 数据

共享工作中没有国家数据的野下发冶袁而是单向为国家

平台提供数据袁与国家级平台的共享程度尧协同程度

还不足遥

2.多维协同的具体设计有待进一步优化

第一袁多维协同过程中与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有

待进一步优化遥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袁我国某些地方的

极少数政府部门对强化网络安全监管的重视程度不

够高袁没有建立并完善相关机制袁这些政府部门不重

视强化网络安全监管袁网络安全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

不够完善袁留下了一些隐患袁对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

强化多维协同产生了负面影响遥 第二袁数据共享领域

的法律法规不健全遥 有的部门将数据视为其所在部门

的工作成果与长期积累袁 甚至可以象征部门权力袁故

而认为这些数据应该归部门私有袁而不应与其它部门

分享曰一些部门因为法律约束力度不足袁缺乏考核规

范的作用袁所以在涉及到数据共享的问题时袁往往会

以没有法律规定或上级明确指令为由拒绝共享尧阻滞

协同遥第三袁部门项目规划领域的法律法规不健全遥部

门在数字政府治理计划拟定时不重视前期规划工作袁

这导致年初制定项目计划不是很严谨袁没有就是否可

行展开深度分析袁也未形成科学严谨的决策流程遥 更

有甚者袁资金未配置到位袁在使用上也表现得十分盲

目袁使得项目投资及其效益不尽人意袁资源被过度浪

费袁难以有效助力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的多维协同遥

3.多维协同体系有待进一步优化

第一袁预算制度僵硬遥 上级下达的时间短尧任务

紧袁需要资金多袁而钱需要走预算审批等流程袁预算制

的僵硬对工作开展和推行造成了障碍袁增添下级政府

的负担袁 上下级政府之间因而难以有效提升协同效

能遥 第二袁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多维协同的规则太宏

观袁颗粒度不够高遥 国家顶层设计的多维协同指导规

则在垂直落实过程中袁 需要多个具体部门之间再沟

通尧有效协同袁制定相应的细则规范遥 这样的情况在电

子证照和电子印章管理这一块尤其凸显遥 第三袁实体

政务服务中心外聘人员相关机制有待优化遥 办事窗口

主要由各街道办事处进行人员派驻及管理袁组织结构

较为松散袁具体办事水平和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遥 服务

人员数量不足尧素质不高及培训不系统这些问题降低

了不同公职人员之间的协同效能以及实体政务大厅

的服务质量和效率遥

4.私营部门参与数字政府治理受限

第一袁私营部门的数字网络建设资金不足遥 私营

部门的数字网络建设资金困难会阻滞私营部门与政

府部门之间的协同遥 第二袁私营部门资源整合的能力

受限遥 私营部门的运作主要是为获得私人或团体的利

益袁所以贸然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搭建无法在短

期获利的平台系统也不合常理袁除非是在政府提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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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多方面扶持袁能够定向发挥特长进行局部功能的实

现遥第三袁私营部门数字网络安全性不足遥由于私营部

门的信息安全预算有限袁加上本身对系统的防范机制

构建不充分袁导致难以形成具备较强抗干扰的防御系

统袁造成私营部门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成为极

大的隐患袁对私营部门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产生了

负面影响袁这成为私营部门参与地方数字政府治理的

极大障碍遥

三尧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多维协同院发展

趋向与优化途径

渊一冤发展趋向

我国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多维协同的宏观演进趋

向是院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的参与主体数量逐渐增多袁

私营部门和公民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曰 政府边界

会有所收缩袁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性会得到明显强化曰

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多维协同的覆盖面尧 惠及面会逐

渐扩大袁数字政府治理的效能也会得到明显提升遥

从中观层面来看袁我国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多维

协同的发展趋向主要如下院 建设并发展服务型政府袁

强化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多维协同时袁更需要贯彻落

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遥 通过构建数据共享尧管

控尧开放三大重要平台袁切实巩固数字基础袁最终实现

数据的互联互通与协同发展遥 随着信息化发展朝着纵

深不断演进袁要求提升整个社会层面的信息能力和数

字素养才能适应这种变化遥 数字政府治理主体在完善

国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袁 推进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尧

提升数字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时袁会更加关注公众的数

字化技能尧数字化参与诉求以及多维协同遥

渊二冤优化途径

1.强化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多维协同的基础建设

第一袁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袁强化数据共享效能遥

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袁强化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多维

协同的规范性和安全性遥 构建相对稳定的数字政府治

理队伍袁强化数据共享效能遥 有效构建尧优化野一线考

察干部冶这一高效的工作方法袁真正形成有能力者能

够上升尧能力差者让位出来尧低劣者被淘汰的用人机

制和用人环境袁在数字政府治理多维协同过程中有效

提高相关公职人员的积极性袁助力数字政府治理过程

中多维协同的快速推进遥 另一方面袁强化数字政府治

理过程中多维协同时注意强化数字政府治理平台建

设袁 借助这些平台定期推送学习课程和典型案例袁并

有效增加外出学习考察机会等袁借助这些举措切实提

高数字政府治理领域队伍的专业水平袁强化这一队伍

对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多维协同的目的和意义等的

准确认识袁基于此袁有效增强这一队伍提升数字政府

治理过程中多维协同效能的能力遥

第二袁强化基础设施集约化建设袁优化平台建设遥

数字政府治理经费的逐步增加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

资金支持袁 提高我国政务服务和信息的集约程度袁为

各地区各部门的数据共享尧有效协同打下扎实的信息

基础遥 必须着力推进建设政务云平台袁不断加强政务

云运维管理袁开展政务云平台尧链路优化升级袁保障云

平台及入云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袁助力不同政府部门

之间的协同进程遥 优化平台建设袁在基础设施集约化

建设层面袁广泛推行政务云平台是关键袁确保各省市

事业单位能够及时将数据迁移至云平台袁推动不同部

门间协同服务袁满足公共服务所需的数据资源袁拓展

云平台内容袁优化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尧不同政

府部门之间的协同基础遥 第三袁推进政务外网和政务

内网建设袁建立数字政府灾备中心遥 政务内外网的拓

展整合进一步提高了业务的融合和互联互通遥 助推政

务内网网络实现互联互通曰 提高政务外网覆盖率曰业

务专网向市政务内网和外网迁移曰建设政务物联数据

专网遥 灾备中心为政府部门统一提供介质容灾尧数据

容灾和应用级容灾服务遥 灾难备份中心的集中统一不

仅能够分批实施尧统筹规划袁同时可以依据不同的服

务需求系统提供不同级别灾备服务袁降低单位间的分

散和维度袁强化这些单位之间的协同袁便于合理投资

和资源集约袁 彻底实现政府对云平台数据的真正统

筹袁助力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的多维协同遥

2.强化多维协同的顶层设计

第一袁优化数字政府治理的统一领导尧统筹协调

机制遥 政府部门应根据平台思维进行系统化尧全面化

的思考袁及时把握新时代的科技红利袁促进线上服务

平台的蓬勃发展袁有序构建野数尧云尧网尧端冶一体化的

在线服务平台生态袁打造出扁平化尧网状化尧多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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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的政务构架袁为人民群众提供多元化尧个性化的

公共应用云服务遥 与此同时袁还要坚持探索新的政务

服务模式袁 建立起科学高效的公共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袁以保证部门之间的信息资源能够在第一时间进行

互换与共享袁强化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遥

第二袁重视整体推广任务遥 通过建立政务服务数

据管理局袁全面建设数字政府袁撤并调整一些政府部

门袁打破各部门各自为政尧固步自封的困境袁加强体

系尧服务和资源各角度的关联性袁优化不同政府部门

之间的协同状态曰搭建全新的野政企合作冶模式袁优化

数字政府治理主客体之间的协同状态曰从整体角度出

发进行推进袁充分结合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

现状袁全方位创建政务云平台尧大数据中心等袁优化不

同地方之间的协同状态遥

第三袁实施监督控制问责袁服务质量可控遥 明确划

分部门权力与资源之间的边界袁有效消除野条块分割冶

的阻碍袁促进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在数据与业务层面上

的互联互通尧有效协同曰对于业务流程袁则要结合部门

制定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袁合理利用其审批尧服务

事项目录袁 绘制出可行性较高的跨部门业务流程图曰

在逐步完善数字政府信息资源开放与统筹过程中袁应

重视推进政务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袁掌握数字政府治

理资源的总体情况袁在此基础上袁根据实际情况袁研究

制定有关政务信息资源开发与应用的具体条例袁加大

政务信息资源的共享及使用成效遥

3.强化与多维协同相关的系统建设

第一袁强化政务数据资源体系建设遥 从民生角度

来看袁发现群众焦点问题袁为困难家庭申请经济救助尧

公安智慧便民服务等信息核查系统提供数据支持曰从

优化营商环境来看袁能够为开办私营机构尧多证合一尧

不动产登记尧互联网登记等一窗受理服务提供数据支

持袁同时方便信用联合惩戒方面的数据共享曰在数据

统计方面袁持续推动扶贫资金监督系统尧制造业大数

据预警平台等多个大数据分析应用遥 这些举措的实施

有助于强化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的多维协同遥

第二袁强化业务协同体系建设遥 领导手写审批尧在

线编辑等功能快速落实到平台中袁同时迁移尧建设尧提

供相应政务服务袁保证正常运行遥 技术上协同多个部

门对接进入办公平台袁 省级或市级主管部门牵头袁尽

快落实省政府办公厅与省直各单位之间尧 省市之间尧

省直各单位之间办文的标准化工作流程袁并转交中心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处袁根据一体化协同办公要求推广

该平台袁理论上全面进入无纸化审批阶段遥 在推广阶

段还需配合定制详细尧生动尧简单的操作教程袁手册与

视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宣传袁 同时组织专人进行培

训袁保证工作人员快速适应协同办公平台遥

第三袁强化政务服务体系建设遥 创造一体化在线

政务服务系统袁完善全方位服务型政府曰凭借一体化

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的统一政策袁做到脚踏实地为私营

机构办实事办好事袁减轻其压力袁强化政府部门与数

字政府治理客体尤其是私营部门之间的协同曰关注营

商市场长板与重点民生业务袁达到整体线上化袁优化

数字政府治理主客体之间的协同曰优化移动民生服务

平台建设遥 移动民生服务平台充分体现了政务互联网

思维袁此类平台汇聚民生服务需求袁服务线上化袁避免

了传统以办事部门为主的惯性思维袁转变为重视群众

利益的服务理念曰优化完善申请材料要求袁以表格形

式来呈现用户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袁尤其要明确申请

材料的份数尧介质以及来源等袁补充完善空表样表曰细

化办理流程袁确保用户了解办理流程尧时限尧办理结果

的反馈以及送达方式遥

4.强化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的多元参与

第一袁以治理客体为中心袁提升多维协同效能遥 针

对民众的差异化需求强化公众参与尧主客体之间的协

同效能袁政府应着重考量民众的差异化需求袁以此为

根基更新补充服务政策袁强化公众参与尧主客体之间

的协同袁创新政务服务新方式曰深化服务内容袁提高包

容性袁夯实协同基础袁优化整合基础在线服务网络与

流程袁不断拓宽服务广度袁加强服务深度遥 优化网上办

事的流程袁扩大在线办事范围袁切实实现野全程网办冶袁

及时有效地了解群众对在线服务的需求与建议袁加强

在线服务能力袁强化突出特色袁关注不同用户的不同

需求袁提供有针对性的尧个性化的在线服务遥

第二袁 提升数据整合能力及管理和应用水平袁消

除信息孤岛遥 提升数据整合能力及管理和应用水平袁

强化决策过程中的多维协同袁地方政府推进数字政府

治理的过程中袁 必须注意构建统一的政务信息资源

库袁 而且这一政务信息资源库必须实时更新动态袁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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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要注意能够共享的数据就全部实现共享遥 加强数

据资源的统筹管理袁从源头上消除信息孤岛袁试图实

现服务内容的全面尧彻底输出袁必须先实现信息资源

的切实共享袁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效协同遥

第三袁提升私营部门参与效能遥增强私营部门参与

数字政府治理的责任认知曰 进一步加大对私营部门数

字建设的扶持力度曰 不断提升私营部门的数字服务能

力曰增强私营部门数字网络防御能力袁降低主客体协同

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曰 根据我国政务服务平台资

料整合共享相关标准规范制定 叶政务服务事项办件数

据汇聚技术要求曳袁 按要求改造和完善业务办理系统袁

进一步提升汇聚的政务服务事项办件数据的准确性尧

规范性和完整性袁基于此提升私营部门参与效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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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dimensional Coordination in Digital Government Governance: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Approaches

YU Dan

(School of CPC Nanping Municipal Committee, Nanping, Fujian 354200)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government governance, Chinese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pay great attention to promoting the pro鄄

cess of multi-dimensional coordination. Although obvious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is field: the con鄄

stru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coordination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of multi-dimensional collaboration

need to be optimized;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needs to be further optimized. Based on the governance theory of the digital

era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roblem attribu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ways to optimize multi-dimensional coordin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government governance are as follows: strengthening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coordin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government governance; Strengthening the top-level design of multi-dimensional collaboration; Strengthening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related to multi-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maintenance; Strengthen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鄄

cess of digital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effectively help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that Chi鄄

na is currently promoting.

Key words: digital government governance; multidimensional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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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2018年 3月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叶关于促进全域

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曳袁标志着野全域旅游冶正式上升

为国家战略遥 全域旅游示范区的确立袁为旅游业增添

了新的旅游吸引力袁成为新时代旅游产业转型的主要

途径遥 野全域旅游冶的核心不在于空间上的野全冶袁鼓励

旅游发展向开放的野旅游+冶模式转变袁而研学旅游是

野旅游+教育冶融合发展的重要体现遥2013年 2月袁国务

院办公厅发文首次提出研学旅游的概念袁鼓励中小学

生进行课外实践活动遥 此后袁国内关于研学政策红利

频发袁各部委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系列政策推动研学

教育发展袁研学市场呈现火热发展遥 随着教育部野双

减冶政策落地袁作为学校学科教育和校外教学衔接创

新形式的研学旅游袁或将成为全域旅游和实践教育的

发展风口遥

厦门袁旅游产业竞争力位列国内第一梯队袁率先

在全国范围内提出野全域旅游冶发展战略遥 2017年袁厦

门入选全国首批中国旅游休闲示范城市和第二批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名单遥 根据同程艺龙与同程旅

游联合发布的叶2019国庆黄金周居民出行及出游趋势

报告曳显示袁厦门位列国内最热门的长线游目的地第

二位 遥 据统计 袁2019 年厦门市旅游接待人数达

10012.87万人次袁同比增长 12.50%遥 此外袁厦门是福

建省经济尧文化和教育中心城市袁海峡西岸经济建设

实验区中心城市袁研学旅游发展态势良好遥 由厦门市

教育局主办的海峡两岸中学生闽南文化研学营已举

办 11 届袁 被国台办列为重点交流项目袁 通过研学交

流袁增进两岸青少年友谊袁传承中华文化遥 全国各地家

长尧学生游客对鼓浪屿尧集美学村尧厦门大学等热门研

学旅游景点趋之若鹜遥

后疫情时代袁旅游消费转型升级的新方向主要体

现在以区域旅游为中心的乡村游尧研学游尧周边游和

自驾游等方面[1]遥 作为厦门旅游经济的新形态袁研学旅

游在推动教育改革尧促进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基础

上逐步成为休闲旅游和探究性学习的重要方式遥 同国

基于 RMP分析的厦门市全域研学

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李志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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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旅游经济发展相比袁厦门研学旅

游无论是规模亦或速度稍显滞后遥 在厦门大客流量的

背景下袁如何整合研学教育资源尧搭建平台尧推出研学

产品袁为中小学生提供高质量研学服务体验已成为厦

门研学行业持续关注的重要课题遥 鉴于厦门市研学旅

游在全国旅游市场的吸引力和重要性袁本项目将重点

探究厦门研学旅游资源整合问题袁找出科学可行的全

域研学旅游发展模式遥

二尧理论分析方法

昂普分析法渊RMP冤由北京大学吴必虎教授提出袁

强调以旅游产品为核心袁从资源渊Resource, R性冤尧市

场渊Market, M性冤和产品渊Product, P性冤进行分析袁指

导区域旅游开发和产品创新问题[2]遥 R性分析即旅游

资源评价曰M性分析即旅游市场分析与消费者产品偏

好分析曰在前两者基础上进行 P性分析袁即产品研发

与市场布局等遥 本研究针对研学旅游前期研究展开回

顾与梳理袁包括研学旅游教育地位和核心素养[3-4]尧教

育价值[5-6]尧地理素养[7-8]尧研学课程[9-10]尧公共图书馆[11-12]尧

体育研学[13]尧研学安全[14]尧基地建设[15]尧实施困境[16-17]等

多个方面袁为探索全域研学旅游奠定研究基础遥

本研究案例所在厦门市袁旅游资源丰富袁自然景

观与人文景观相互交融袁具有海岛环抱尧山岩奇特尧沙

滩净洁袁亚热带植被景观丰富袁兼具民族风格尧侨乡风

情尧闽台特色袁并蓄西洋异国情调袁加上与台湾一水之

隔的独特区位优势袁具有发展研学旅游得天独厚的条

件遥 但目前厦门市研学旅游产品开发水平较低袁独特

的闽南文化尧海洋文化尧侨乡文化还没有和研学教育

良好结合袁缺乏有影响力的研学产品遥 如何科学合理

开发厦门市研学旅游资源袁转化为中小学生喜爱的旅

游产品袁是值得深思的问题遥 其于此袁本研究通过对厦

门市研学资源进行 R性分析袁搜集原始资料袁以分析

厦门市研学旅游资源现状曰同时袁深入厦门博物馆尧厦

门市非遗保护中心尧厦门市集美中学尧厦门万千极美

营地尧厦门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等具有代表性研学场

所进行实地调研袁 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形式袁调

查研学群体对于研学旅游认知态度及产品选择偏好袁

进行旅游市场 M性分析袁全面科学认识厦门资源禀赋

和市场条件的基础上袁提出具有市场竞争力尧吸引力

和创新性的研学旅游产品袁为 P性分析提供依据和参

考袁以促进厦门市全域研学旅游健康发展袁既有理论

价值袁又兼具实践意义遥

三尧厦门市研学旅游 RMP分析

渊一冤研学资源 R性分析

1.研学资源赋存现状

厦门市研学旅游资源丰富袁 截至 2021年 10月袁

厦门市有国家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3处渊厦

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尧国家海洋局厦门海洋环境监测

中心站和厦门科技馆冤袁全国研学旅行基地渊营地冤1处

渊厦门万千极美营地冤袁省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

地渊营地冤11处袁市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渊营地冤40家袁

市级培育对象 16家遥 类别涵盖知识科普型尧自然观赏

型尧体验考察型尧励志拓展型和文化康养型等类型渊如

表 1尧表 2所示冤遥

表 1 厦门市国家级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渊营地冤名录

Tab.1 The list of nation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tourism bases (camps) in Xiamen

资料来源院据福建省教育厅官网资料整理

表 2 厦门市省级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渊营地冤名录

Tab.2 The list of provincial leve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tourism bases (camps) in Xiamen

资料来源院据福建省教育厅官网资料整理

知识科普型 厦门科技馆尧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自然观赏型 国家海洋局厦门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体验考察型 万千极美营地渊全国研学旅行基地冤

体验考察型

厦门市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渊省级营地冤

厦门悠度城市营地尧
云林山寨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诚毅科技探索中心尧福建华渔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渊网龙公司冤

知识科普型
厦门科技馆尧厦门华侨博物馆尧
厦门胡里山炮台保护中心

文化康养型 厦门方特旅游区尧厦门灵玲国际马戏城

励志拓展型 英雄三岛战地观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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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学资源结构与特点

根据教育部对于研学旅游产品分类袁可将研学资

源分为知识科普型尧自然观赏型尧体验考察型尧励志拓

展型和文化康乐型等 5大类型曰福建省教育厅进一步

将研学产品细分为优秀传统文化尧 革命传统教育尧国

情教育尧 国防科工尧 自然生态等 5大板块及 30种类

型遥 综合厦门市各级研学基地渊营地冤可知袁厦门市研

学资源主要以自然生态板块占比最大渊36.20%冤袁包括

示范性农业基地 13项尧 自然景区 3项尧 旅游景区 3

项尧 海洋公园和动物园各 1项曰 其次是国防科工类

渊34.48%冤袁包括高等学校 9项尧科普教育基地 6项尧国

防教育基地 2项尧科技馆 2项和科研院所 1项曰传统

文化类渊13.79%冤和国情教育类渊12.07%冤次之袁革命传

统教育类渊3.44%冤占比最小遥根据上述材料分析袁可以

得知厦门研学资源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定位极为不

匹配袁野教育+旅游冶 融合发展模式在厦门并没有得到

良好呈现袁多数重点旅游景区并未涉猎研学旅游遥

3.研学旅游产品转化范式

伴随厦门旅游业综合实力的发展袁厦门研学旅游

也步入快速发展轨道遥 厦门旅游资源类型丰富袁传统

文化尧自然景区尧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等板块整体呈

现具观赏性尧体验性和参与性等互动特点袁可转化成

研学旅游产品遥 以传统文化板块为例袁厦门地处闽南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袁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

护区袁是闽南文化的核心区和发祥地袁是世界闽南人

的原乡祖地和精神家园遥 厦门是典型的非遗资源富集

区域袁承载重要的生态保育和文化传承责任袁具有丰

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尧艺术价值尧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遥

非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是一种代表性较强

的研学旅游资源袁 为研学旅游的发展提供资源支持尧

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遥 开展非遗体验教育袁有利于非

遗在社会语境下吸引青少年的关注袁建立及深化青少

年对非遗文化的认知袁 增加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

同遥 但目前厦门市非遗研学旅游开发水平较低袁独特

的非遗文化还没有和研学旅游良好结合袁缺乏有影响

的非遗研学旅游产品遥 依托厦门非遗旅游资源特点袁

可开发极具地方特色且充满参与性尧体验性和趣味性

的非遗研学旅游产品遥

渊二冤研学市场 M性分析

1.厦门研学旅游发展前景

据统计袁2020年国庆中秋假期厦门市接待游客达

271.49万人次袁同口径同比恢复 92.93%曰实现旅游收

入 35.73亿元袁同口径同比恢复 96.96%曰两项指标均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遥 厦门旅游资源覆盖面广袁涉及领

域广泛袁能满足不同类型消费者的研学旅游需求遥 围

绕研学旅游袁厦门市教育行政部门出台中小学研学实

践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袁极大激发了中小学开展研学

教育的热情遥 根据 2021年厦门教育局数据统计显示袁

厦门市共有小学尧初中尧高中 402 所袁在校学生数达

55.82万人遥 叶中国研学旅行发展白皮书 2019曳数据测

算袁每学年小学 3-4天尧初中 4-6天袁高中 6-8天袁人

均约 3次袁人均花费 100元/次袁可以预估每学年厦门

市研学市场规模约为 2.73亿元遥随着研学旅游被纳入

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袁研学旅游逐渐成为刚需袁学校渗

透率会迅速提升遥

2.厦门研学旅游市场现况及发展前景

截至 2021年 8月袁根据企查查数据统计袁厦门市

带野研学冶字样的公司高达 201家袁研学市场火热不言

而喻遥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袁有 66%研学旅游

和营地教育企业分布在经济发达尧收入水平高尧消费

水平高尧人口密度大的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袁其中

以北京尧上海尧广州和深圳居多袁占比达 35.11%遥 与上

述城市研学发展相比袁作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厦门

早已响应袁但与市场需求相比袁尚未进入理想状态遥 根

据笔者深入研学企业调研实际情况袁厦门研学市场整

体规模较小袁相关制度不够完善袁研学产品体系开发

不够袁现有接待体系不够完善袁这也为推进文旅融合

发展袁促进厦门全域研学旅游提供了机遇和挑战遥

2018年第 6届中国研学渊厦门冤高峰论坛召开袁会

上将厦门作为中国与国际研学主要目的地遥 国内主要

研学企业奥德曼尧中青研学尧大潮研学等亦将厦门列

入国内研学旅游主要路线袁体现厦门国内研学旅游目

的地吸引力遥 厦门市研学市场拓展应该注意市场细

分袁核心市场以省内及周边中小学生为主体袁外围市

场以国内及港澳台学生为主体袁拓展市场以其他旅游

者为主体袁形成主题鲜的不同梯队的国家级尧省级研

学实践教育基地袁强化研学旅游产品设计袁逐步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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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的厦门研学旅游品牌遥 由于现有研学实践教育制

度受限袁短期目标客源市场定位为厦门市各类中小学

生及周边城市尧海峡两岸中学生研学团队等曰中长期

将以海洋资源尧闽南文化尧侨乡文化和非遗旅游为市

场重点袁开拓厦门市国际性研学旅游市场遥

渊三冤研学产品 P性分析

按照 RMP分析法的基本框架袁 在分析厦门市研

学旅游资源渊R性冤和研学市场特征渊M性冤的基础上袁

可以看出厦门研学资源丰富袁研学营地渊基地冤数量可

观袁皆有助于研学旅游发展遥 但从整体发展来看袁现阶

段厦门市研学教育主要由学校统一组织袁属于政策性

研学袁以集体活动为主袁活动场地以各级研学实践教

育基地为主袁活动内容以参观尧听讲解尧故事讲述为

主袁体验性和思考性项目较少袁研学课程内容表面化

明显袁实质性的教育内涵和价值缺失遥 随着双减政策

落地袁由旅游部门主导袁旅行社组织袁家长自行选择并

且自费的市场性研学旅行袁其受众范围更广袁覆盖全

部学习年段袁可以说明厦门市研学市场潜力巨大遥 因

此袁在现有研学旅游发展的基础上袁以自身丰富的旅

游资源为依托袁 充分挖掘资源的教育价值和内涵袁突

出研学旅游概念袁有针对性的开发厦门市研学旅游产

品渊P性冤策略遥

研学旅游面向 K12群体袁是基于社会真实场景开

展的实践教育体系袁研学产品设计应该与场景需求相

对应袁具体包括思政教育渊红色尧爱国资源冤尧劳动教育

渊乡村振兴冤尧研学实践渊文化科技尧景区资源冤尧职业体

验渊工业旅游冤尧体育教育渊户外研学冤尧美术教育渊非

遗尧文创尧博物馆冤等遥 以厦门海洋研学产品为例袁厦门

积极推行海洋特色教育袁积极打造全国海洋意识教育

基地遥 除海洋知识进课堂尧进学校尧进教材袁鼓励中小

学生走进社会真实场景袁如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海

洋珍稀物种馆尧厦门大学海洋科技博物馆尧国家海洋

局海洋三所鲸豚展馆等袁让中小学生在校区尧景区尧社

区尧渔区都能接受海洋科普遥 厦门海洋文化产业与海

洋意识宣传教育研学联盟袁成立于 2019年 9月袁是厦

门市开展海洋研学的载体袁共吸纳 108家企业尧科研

院所尧中小学等单位遥 截至目前袁联盟已梳理出 10余

条成熟的海洋研学线路供全市中小学生选择袁开展海

洋意识宣传教育与文化建设活动 129场遥 厦门市海洋

发展局还积极撬动社会资源袁 灵活运用市场力量袁做

大做强海洋研学项目遥 2021年 6月在厦门展出的野故

宫里的海洋世界冶艺术展火爆袁74天的展览袁参观人数

逾 2万人次袁上百场研学活动袁超过 1500位孩子参与

研学遥 厦门海洋研学以更贴近大众的方式来开展海洋

意识教育的推广袁值得厦门各界开发研学旅游产品启

发思考和决策遥

渊四冤 RMP分析整体构想

通过研学资源 R性分析尧 研学市场 M性分析和

研学产品 P性分析袁提出厦门市全域研学旅游的整体

构想袁绘制厦门市全域研学旅游发展模式框图遥 具体

内容如图 1所示遥

图 1 厦门市全域研学旅游发展模式图

Fig.1 Development model of global educational tourism in Xi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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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研究结论与建议

渊一冤研究结论

厦门做为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袁率先提出野全域

旅游冶发展战略遥 本研究通过 RMP分析可知袁厦门研

学旅游全域化需要有效整合区域内的研学教育资源袁

需要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全员参与袁进而形成区域内

协同的总体格局袁发挥厦门市研学旅游的集群效应和

规模效应袁突出地方特色和闽台优势袁以品牌研学旅

游产品推动厦门市研学教育发展袁实现研学旅游全域

化发展模式[18]遥

渊二冤主要建议

本研究深入厦门市中小学校尧研学营地渊基地冤尧

研学企业等利益相关单位调研袁借助调研结果袁结合

后疫情常态化的现实背景袁提出全域研学旅游发展策

略袁具体思路如下院

1.完善研学法律法规袁建立健全的研学制度保障

体系遥 为保障中小学研学旅游普适性袁规范研学旅游

市场生态圈袁厦门市政府尧教育和文旅行政部门应积

极完善研学地方性相关法律法规袁有针对性出台研学

行业和学校等不同层面的制度文件袁构建健康良好的

研学旅游生态圈遥 鼓励学校及教师推动研学实践教育

纳入学校课程袁成为研学旅游的重要支持遥 为保证研

学教育课程质量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袁主管部门也应该

作出明确规定袁对研学活动的设计和实施过程进行规

范和指导袁包括实施标准尧安全机制尧资源保障尧社会

服务购买尧研学费用支出尧研学基地建设尧研学课程内

容尧研学住宿安排和研学人才培育等遥 健全研学制度

保障体系袁完善安全管理制度袁制定安全责任体系袁对

研学课程和研学基地进行安全评估袁对研学相关人员

进行安全培训袁与家长签订安全责任状袁严格制定应

急预案遥 总之袁构建有效的安全防控机制袁可以降低学

校和教师组织研学的安全负担袁降低研学活动的组织

成本袁形成规范化的研学组织形式袁为厦门市中小学

研学实践教育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遥

2.缩小岛内外教育差距袁推进研学旅游均衡发展遥

对于人力和物力资源丰富的岛内重点学校能够稳定

开展研学教育袁而岛外地区资源尧师资尧经费不足的学

校袁 则无力推进遥 笔者于 2021年 8-9月在厦门海沧

区尧翔安区等岛外地区调研得知袁多数岛外地区学校

采用劳动教育等教学设计和授课方式袁选择不展开户

外研学活动遥 某种程度上袁这使得教育公平的研学实

践教育面向受到挑战遥 研学旅游是深化基础教育改革

的重要抓手袁是乡村素质教育的生命脉博袁城乡发展

的不均衡是研学教育推进的主要难题遥 储德平尧王兰

兰尧 杨菲等利用全国十省乡村家庭的入户调查数据袁

研究结果表明乡村家庭参与研学旅行意愿强烈[19]遥 为

缩小岛内外教育差距袁促进乡村研学教育发展相关机

制袁实现岛外研学旅游从边缘到中心遥 厦门教育主管

部门要积极完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袁加大对资源薄弱

学校的扶持袁 保障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机会平等袁

实现研学旅游均衡发展遥

3.打造高水平的研学师资队伍袁提升研学教育质

量遥 中小学研学人才指与中小学研学活动开展相关的

所有人力资源袁 主要有中小学相关课程专任教师尧研

学导师尧安全员等袁而现实困境是对研学教育认识不

到位尧专业知识储备不足尧从业人才准入机制缺乏等袁

不利于研学旅游工作的推动遥 研学教育作为学校教育

的重要部分袁学校应该重视教师的终身学习和研学专

业能力的成长遥 各学校应该督促尽快成立研学教育校

内从业队伍袁举办在职教师培训袁培训内容包括户外

研学注意事项尧课程设计尧教学方法尧安全知识和实施

评价等维度袁 鼓励在职教师将研学实践融入生物尧地

理尧历史等学科教育课程中遥 高校研学人才培养方面袁

主要以师范类和旅游类院校为主袁 师范类偏重教育袁

旅游类偏重旅游袁必须注意二者的融通遥 除教育学核

心课程和专业课程外袁还应该强化跨学科教学和研学

旅游规划实施的能力遥 除此之外袁也要结合社会力量袁

完善研学导师认证制度袁全方位打造研学师资培训体

系袁搭建专业研学人才储备库袁保障厦门市研学教育

高质量发展遥

4.动态管理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袁打造研学教育资

源体系遥 全域旅游视角下研学景区不是单纯的景点袁

而应该立足学生不同年级的学习诉求袁制造自主认知

和体验学习感悟遥 文化旅游行政部门应积极鼓励自然

和文化遗产景区尧红色旅游景点尧文博场馆等场所充

分利用资源袁积极申报各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袁利用

错峰时间开展研学实践教育遥 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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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袁培育尧遴选尧认证适合开展研学实践教育的基

地袁逐步探索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准入退出机制和评价

体系袁实施动态管理袁对于运行承诺不兑现尧安全条件

存在隐患尧服务条件不规范袁投诉举报较多尧评价分数

低的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单位整改尧吊销和退出袁以此

推动厦门市研学旅游的规范健康发展遥

5.以城市自身资源为依托袁塑造研学实践教育品

牌遥 现阶段袁厦门市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研学产品

较少遥 地方本位式研学是以地方尧社区及在地环境为

基础而设计的研学实践活动袁强调身临其境的具身学

习体验袁将学习置于在地自然遗产尧文化遗产和景观

等真实环境中袁兼顾地方特色和人文关怀袁培养学生

爱家乡尧爱自然和时代责任感的积极认知袁重点在于

帮助学生建构新的知识结构[20]遥 厦门市研学主管部门

应该积极完善研学服务规范袁掌握不同年级研学主体

的心理特征袁创新设计研学产品遥 依托厦门市地方资

源袁根据课程教学目标袁针对性打造厦门市研学旅游

课程袁以海洋特色尧闽南文化尧华侨文化尧两岸特色尧工

业旅游为产品内核袁呈现给学生更接地气的研学旅游

体验遥

6.基于全域旅游视角袁打通全域联动保障遥由于参

与研学实践教育的中小学生为未成年人且规模较大袁

研学专业人员有限袁综合保障力度不够袁学校组织管

理及后勤保障工作压力巨大袁 一旦出现重大安全事

故袁必然受到学生家长尧教育主管部门以及社会的舆

论压力和谴责袁这也成为专任教师不愿意组织研学旅

行的主要原因之一遥 厦门市政府应该积极推动全域研

学旅游袁有效整合区域内的研学教育资源袁采用区域

协同发力的行动策略遥 具体做法可考虑成立全域研学

旅行小组袁包括教育局尧文化旅游局尧交通局等研学相

关责任部门袁号召各行业部门制定保障研学实践教育

相关规章制度袁确保全域研学旅游稳健运行曰此外袁鼓

励各行业部门出台研学优惠政策袁比如文旅部门可以

对研学中小学生实行景区错峰门票减免政策袁工商税

务部门可以出台适当优惠补贴政策袁鼓励社会力量开

发研学市场袁推动供给侧改革及发展[2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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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opular tourist destination, Xiamen's educat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key concern. Clarifying Xiamen's

educational tourism resources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Xiamen's global educat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uses RMP analysis method (RMP) a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tool, and goes deep into Xiamen's educational

tourism bases, educational tourism enterprises and school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It conducts R analysis of Xiamen educational tourism

resources, conducts M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tourism market, and conducts P-analysis of the product. It is carried out to propose an ex鄄

ploration model suitable for the global educational tourism in Xiame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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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从文学走向游戏尧从概念走向现实袁实现

由虚向实的一次转身袁拥有跨界融合发展的优势遥 会

展服务模式经历了从传统服务到线上线下融合再到

元宇宙会展的发展过程袁相比之下袁传统的服务产生

了不少运营和成本问题袁信息技术和元宇宙的融入为

解决服务过程所产生的劳动力成本尧技术成本尧生态

环境成本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遥 元宇宙会展是元宇

宙与会展的融合袁兼具元宇宙的虚与会展的实遥 在此

基础上袁元宇宙会展服务是构建以参展商尧专业观众尧

主办方尧承办方等多元主体为中心袁通过数字技术尧元

宇宙经济尧元宇宙治理伦理等手段袁在虚拟空间内为

主体提供数字化服务袁并在互动中构建更高质量的元

宇宙会展服务体系袁逐步从数字化转型转向元宇宙融

合袁实现传统会展服务模式的重构遥 基于此袁本文将对

元宇宙会展从概念到现实的初级阶段所呈现的会展

服务基本情况进行介绍袁并从参展商视角的元宇宙会

展服务的服务质量评价水平说明元宇宙会展的发展

现状遥

一尧超越传统院会展服务与元宇宙的融合

会展行业作为一种服务业袁 对会展行业的研究袁

实际上就是对会展服务的研究遥 关于服务营销的研究

表明院有效的服务能吸引满意度高的客户袁反过来又

积极地推动客户参与遥 服务有效性被认为是一个关键

的组织目标袁可以为组织创造竞争优势遥 从会展行业

视角来看袁有效的会展服务吸引满意的会展参展商或

者专业观众袁从而产生积极的服务结果袁为会展树立

品牌声誉遥 同时袁会展服务也具备了广义服务的基本

特征袁即 Munuera 和 Ruiz[1]提出的无形性尧不可分离

性尧异质性和易损性遥 这些特征是一系列服务和活动

的组合袁 是在会展活动中通过服务协调而呈现出来

的遥 协调的效果是否完美袁体现在参展商与专业观众

对展会的效果感知袁 以及对整体会展服务结果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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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袁甚至是展后对相关服务的持续购买行为遥 会展服

务所关注的有效服务包括了参展商的主观期待和感

知度袁而信息技术尧AR尧VR的出现使参与者衡量质量

标准更具有客观价值遥

如果说前信息技术时代的会展是传统会展袁那么

元宇宙会展的出现袁则是对传统会展的一次超越遥 元

宇宙的发展呈现出从虚到实的过程袁即从概念到实践

的过程遥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尧 控制论的脑机交互袁到

叶雪崩曳的虚拟世界袁再到扎克伯格的具身互联网和腾

讯公司的全真互联网袁元宇宙概念的出现和应用场景

的丰富为会展行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遥 那么何为元宇

宙钥 Mystakidis[2]认为元宇宙是一个在持久的多用户平

台上的社交尧网络沉浸式环境的互联网络遥 Bibri[3]从社

会价值角度袁认为元宇宙作为一种科学技术活动是有

社会建构尧政治驱动尧经济条件和历史背景的遥 也就是

说袁它本质上是人类价值的载体袁而且只能在社会尧政

治尧经济尧历史框架中被理解袁该框架产生了它袁维持

了它袁并通过物质效应和网络使它可持续遥 在与游戏

结合中袁就有学者思考如何使用适当的经济和法律决

策来驾驭玩家创造力的力量袁以最大化虚拟世界的发

展袁从而建立一个与现实世界一样丰富和复杂的在线

空间[4]遥从服务产品生产角度袁学者关注除工业制造领

域外的个性化定制的作用袁在客户购物个性化体验角

度袁利用消费者数据和图像识别是否可以个性化购物

体验和进一步的虚拟连接袁实时客户数据分析可以通

过部署计算机生成的虚拟数据袁实现交付业务价值并

建立消费者需求[5]遥 可见袁元宇宙不是孤立的概念袁在

经济尧政治尧社会领域都有合适的应用场景袁因而袁会

展行业中的元宇宙研究也是在元宇宙概念框架下进

行的袁在细分领域是数字会议尧展品尧运营方式等袁会

展服务则贯穿于其中遥

元宇宙与会展的融合最早从探索元宇宙博物馆

展品开始袁并延伸研究到支持元宇宙场景建设的技术

手段遥Hazan提出博物馆和文化机构进入野第二人生冶遥

探索传统的展品展示如何在沉浸式的 3D世界中拓展

边界的袁在这样的场景中袁即当退出时也不会消失的

世界袁进行社区建设尧身临其境的体验尧版权保护和社

会互动遥 同时也意味着要改变以往的服务模式袁转向

寻找如何实现那个世界里的活动尧服务尧展览和机构

愿景的方法遥 Ando[6]等在野第二人生冶理念等影响力不

断扩大和推荐技术系统升级的背景下袁提出了一种分

析观众的视觉运动日志袁从而推断观众观察元宇宙博

物馆中的展品的方法遥 借助运动状态检测和视频显示

推理的技术袁从参观者的活动日志推断元宇宙博物馆

中的展品[7]袁以及开始重视将语音和情感识别结合到

元宇宙平台中[8]遥 元宇宙会展将打破专业观众和普通

观众的界限袁所有进入平台的参与者都以体验者身份

出现于一个个沉浸式的共享虚拟空间袁可以体验自行

设计或者平台上其他参与者设计的大量产品[9]遥 当前

元宇宙技术与会展的融合是以辅助服务尧增强场景为

主[10]遥 研究的关注点从人对元宇宙博物馆展品的单向

反馈转向人如何与服务产品双向赋能袁并且都考虑到

如何利用现有技术推动构建会展元宇宙世界袁实现更

好服务遥

二尧元宇宙会展服务院从被动到全面主动

传统的会展服务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袁 贯穿展前尧

展中尧展后三个阶段袁服务的主体是参展商尧专业观众

以及相关利益者袁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影响服务质量有

效性袁主动且高效的服务相比于被动且低效的服务更

能为展会创造正面反馈遥 大数据背景下会展服务更加

重视参与性尧个性化尧智能化的发展遥 [11]从数字会展角

度提出通过充分融合现代信息技术尧场馆尧搭建及组

展方从而实现产业链再造和价值链提升是会展服务

产业数字化的核心遥 [12]同时袁元宇宙是一个永恒的世

界袁参与者们被邀请袁或者至少他们的数字化身袁进入

和共创元宇宙世界的场景袁并且主办方能持续地满足

元宇宙世界里参与者的个性化需求遥 随着数字化时代

的到来袁行业对客户个性化需求有了信息网络尧数据

库建设等的技术支持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被动服务

向主动服务的转变遥 会展服务从被动转向全面主动袁

供给和需求双向增强袁数字化会展服务在个性化定制

和底层技术迭代更新的中介要素驱动下向元宇宙会

展服务转变袁如图 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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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野供给要需求冶理论下的元宇宙会展服务初级阶段框架

Fig. 1 The framework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Metaverse exhibition

service under the theory of 野Supply-Demand冶

渊一冤重视个性化定制是主动服务的逻辑基础

个性化定制是一种以顾客为中心的市场战略袁其

目标是在恰当的时机为合适的人提供合适的信息袁从

而使现有和将来的商机最大化遥 个性化定制要求消费

者尽可能地提出需求遥 [13]元宇宙会展向参与者提供产

品和服务袁元宇宙会展产品个性化定制中会展产品要

想实现价值的升级袁就要让参展商与专业观众在进行

展品定制的过程中享受到互动的乐趣袁进而提高感知

价值袁实现客户忠诚遥[14]未来会展行业个性化研究将是

超个性化定制[15]袁会展服务的超个性化定制是建立在

全渠道沟通和信息交互充分的情况下而产生袁也就是

元宇宙中的会展服务个性化定制遥 元宇宙会展服务的

个性化定制过程将是一个通过主体间信息交互与供

需互动袁 会展企业对参展商与专业观众进行精准营

销袁在一个立体化尧虚拟化的元宇宙会展世界里成就

价值共创的过程遥

渊二冤运用底层技术是主动服务的技术支撑

元宇宙的底层技术包括芯片技术尧 网络通信技

术尧虚拟现实技术渊VR/AR/MR/XR冤尧游戏技术渊游戏引

擎尧游戏代码尧多媒体资源冤尧AI人工智能技术尧区块链

技术等遥 [16]元宇宙会展服务基于 AR尧VR等技术底层

技术袁提供立体式服务袁与客户尧供应商尧合作伙伴进

行更个性化的全天候沟通袁实现线上定制与线下变现

的过程遥 元宇宙会展服务为参展商尧专业观众及相关

利益者创造一个虚拟的数字化身进入展会袁传统的食

宿尧展位搭建尧货物运输尧购物尧观光尧媒体宣传等基本

的服务将会被取代袁变为虚拟化的视觉产品袁将减少

参展公司的运营成本并节省大量资金袁解决参展商的

个性化需求并降低业务风险遥

三尧参展商对元宇宙会展服务质量评价实

证研究

渊一冤SERVQUAL评价模型

1988年 Parasurama尧Zeithamal和 Berry提出消费

者服务品质感受的 5 个维度院有形性尧响应性尧可靠

性尧保证性及移情性遥 在会展业服务质量管理方面袁国

内外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袁如方忠权等[17]从专业观众

的角度袁 基于 SERVQUAL评价模型对广交会现场服

务质量进行测评遥Kowalska等[18]利用模型袁研究已成为

旅游景点的后工业地区袁开展旅游景点质量研究遥 将

模型应用于元宇宙会展服务去理解五个维度袁可靠性

是指会展公司在元宇宙场景中履行承诺的能力曰有形

性是指参展商或专业观众直接感知的元宇宙产品尧元

宇宙展台设计等展会所提供的服务曰响应性是指会展

公司能否通过元宇宙技术及时解决参展商或专业观

众需求并提升服务水平的意愿曰移情性是指会展公司

设身处地站在参展商或专业观众的角度袁为其提供个

性化定制服务等曰保证性是指会展企业对元宇宙的专

业认知能否令参展商或专业观众感到可信和安全遥

Parasurama等所提出的 SERVQUAL评价模型是

用于度量服务质量差距袁并将其作为判断服务质量水

平的依据袁如图 2院

图 2 会展服务 SERVQUAL评价模型

Fig.2 SERVQUAL model of Exhibition service

陈 华袁等院从概念到现实的一次转身院面向会展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元宇宙会展 45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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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会展服务质量差距)=P(参展商感知)原E(参展商

期望)遥

服务质量 SQ按下列公式计算院

SQ= 移
n

i=1
渊Pi-Ei冤蓘 蓡 n 渊1冤

公式渊1冤中 SQ表示服务质量的综合评分曰Pi表示

参展商对第 i问题的实际感知数值曰Ei表示参展商对

第 i问题的预期数值遥

当 SQ大于 0时袁表示会展服务质量高曰当 SQ等

于 0时袁表示会展服务质量满足基本需求曰当 SQ小于

0时袁 表示会展服务质量低遥 本文将基于该模型基础

上袁通过问卷调查尧参展商打分和综合计算得出服务

质量的分数遥

渊二冤指标设计与评价体系构建

为了科学设计元宇宙会展服务个性化定制质量

评价量表袁本文根据会展业的具体特点袁在元宇宙会

展实现的过程中袁兼具了线下展览服务的需求遥 开发

了由 1个一级指标尧5个二级指标尧24 个三级指标组

成的元宇宙会展服务质量评价体系遥

表 1 基于 SERVQUAL模型的元宇宙会展服务质量指标

Tab.1 Service Quality Index of metaverse exhibition based on

ERVQUAL model

运用上述评价体系对 2022年服贸会的现场服务

质量进行测评袁本文设计了由 24个项目组成的调查问

卷袁 问卷的评价选项从非常不认同到非常认同分别赋

予 1耀5的数值袁分别调查观众的期望和感知结果遥本次

调查共发出问卷 300份袁实际回收有效问卷 245份遥

不加权重的计算公式院

SQ=
1

n 移
n

i=1
渊Pi -Ei冤 渊2冤

公式渊2冤中袁SQ 表示服务质量的综合评分曰Pi表

示参展商对第 i个问题感知的平均数曰Ei表示参展商

第 i个问题期望的平均数曰N表示量表维度的指标总

数遥 通过确定每个服务质量指标的权重袁然后加权平

均就得出了更为合理的 SERVQUAL数值遥

加权后公式为院

SQ=移
n

j=1
Wj移

n

i=1
渊Pi -Ei冤 渊3冤

公式渊3冤中袁Wj 表示第 j 个维度的权重曰SQ 表示

服务质量的加权综合评分曰Pi表示参展商对第 i个问

题感知的平均数曰Ei表示参展商第 i个问题期望的平

均数曰N表示量表维度的指标总数遥

渊三冤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在数据收集完成后袁 运用 SPSS 25.0对调查问卷

进行分析遥 通过 Cronbach's 琢系数来检验原始量表的

信度袁 采用 KMO和巴特利特球度检验来确定量表是

否适合做因子分析遥 检验结果如表 2尧表 3所示:

表 2 可靠性统计

Tab.2 Reliability statistics

表 3 KMO和巴特利特检验

Tab.3 KMO and Bartlett tests

A1
元宇
宙会
展服
务质
量

B1
有形性

C11展馆适合安装配备元宇宙相关设施
C12元宇宙展位分配合理尧设计具有吸引力
C13展馆数字空间能够达到无限延伸
C14展馆提供的元宇宙场景服务与之前承诺一致

B2
可靠性

C21元宇宙展馆的宣传尧发布能实现一体化
C22信息通讯能实现线上尧线下都可获取
C23元宇宙展台设计是安全尧合理的
C24参展商遇到困难时员工能够及时提供帮助
C25参展商所需的食宿尧货运等商务服务可靠
C26人员互动尧各项服务尧信息能够实现虚拟交互

B3
响应性

C31各项服务能够准时通知
C32主办方能够及时与参展商沟通实时需求
C33及时帮助参展商解决对元宇宙展馆的疑惑
C34能够及时满足参展商对元宇宙展台个性化
的需求
C35展馆安排的服务人员和服务热线保持通畅

B4
保证性

C41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是值得信赖的
C42服务人员对元宇宙的了解是值得信赖的
C43元宇宙会展中从事交易时参展商和专业观
众会感到放心
C44确保最优展出环境和宣传
C45优先保证参展商的利益

B5
移情性

C51能够充分利用现有技术为参展商提供个性
化的服务
C52参展商能够在元宇宙空间中实现内容创作
C53参展商能够与同行形成元宇宙社交网络
C54专业观众在参展商构建的元宇宙世界里沉
浸式体验

有形性 4 0.872

响应性 6 0.893

可靠性 5 0.772

保证性 5 0.881

移情性 4 0.866

量表整体 5 0.899

KMO取样适切性量数 0.873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7671.508

自由度 503

显著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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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有形性

B2
可靠性

B3
响应性

B4
保证性

B5
移情性

C11展馆适合安装配备元宇宙相关设施

C12元宇宙展位分配合理尧设计具有吸引力

C13展馆数字空间能够达到无限延伸

C21元宇宙展馆的宣传尧发布能实现一体化

C22信息通讯能实现线上尧线下都可获取

C23元宇宙展台设计是安全尧合理的

C24参展商遇到困难时员工能够及时提供帮助

C25参展商所需的食宿尧货运等商务服务可靠

C31各项服务能够准时通知

C32主办方能够及时与参展商沟通实时需求

C33及时帮助参展商解决对元宇宙展馆的疑惑

C34能够及时满足参展商对元宇宙展台个性化的需求

C41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是值得信赖的

C42服务人员对元宇宙的了解是值得信赖的

C43元宇宙会展中从事交易时参展商和专业观众会感到放心

C44确保最优展出环境和宣传

C51能够充分利用现有技术为参展商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C52参展商能够在元宇宙空间中实现内容创作

C53参展商能够与同行形成元宇宙社交网络

4.36 4.51 -0.15

-0.174
4.12 4.62 -0.5

3.02 4.23 -1.21

4.09 4.35 -0.26

-0.342

4.06 4.24 -0.18

4.78 4.97 -0.19

4.02 3.98 0.04

3.95 4.12 -017

3.76 4.23 -0.47

-0.287

4.01 3.85 0.16

3.65 4.36 -0.71

3.54 3.21 0.33

3.23 3.99 -0.76

-0.3

3.11 3.03 0.08

4.13 4.65 -0.52

4.21 4.76 -0.55

3.91 3.97 -0.06

0.004
3.31 3.92 -0.61

3.89 3.62 0.27

C14展馆提供的元宇宙场景服务与之前承诺一致

平均值

4.62

4.03

4.01

4.343

0.61

-0.313

C26人员互动尧各项服务尧信息能够实现虚拟交互

平均值

3.25

4.025

4.31

4.328

-1.06

-0.303

C35展馆安排的服务人员和服务热线保持通畅

平均值

3.25

3.642

3.69

3.868

-0.44

-0.226

C45优先保证参展商的利益

平均值

4.81

3.898

4.77

4.24

0.04

-0.342

C54专业观众在参展商构建的元宇宙世界里沉浸式体验 4.77 4.35 0.42

平均值

总体均值

3.97

3.913

3.965

4.149

0.005

-1.179 -0.219

根据量表信度测试结果显示袁 表 2中 Cronbach's

琢系数为 0.899袁 说明变量的测量具有很好的信度遥

KMO统计量值为 0.873袁大于 0.5袁可以看出变量间的

相关程度无太大差异袁数据很适合做因子分析曰巴特

利特球形检验的结果小于 0.05袁 球形假设被拒绝袁原

始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袁适合做因子分析遥 上述分析

表明袁本文构建的元宇宙会展服务质量维度与指标体

系结构是比较合理的遥

渊四冤分析结果

结果显示袁服贸会期间参展商对元宇宙体验馆现

场服务质量的平均期望值为 4.149袁 平均感受值为

3.913袁总体服务质量为原0.219袁各题项及各维度的服

务质量指数如表 4遥

表 4 参展商现场服务质量评价数值分布表

Tab.4 Numerical distribution of exhibitors' on-site service qualit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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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百分比制的公式为院

SQP=
SQ-[min渊P冤-max渊E冤]
0-[min渊P冤-max渊E冤]

伊100 渊4冤

由公式渊4冤计算可得袁采用百分制描述袁总体服务

质量 SQ为 84.8%遥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院

1.参展商对元宇宙会展服务的平均期望值高于平

均感受值袁 参展商对元宇宙会展服务的心理期待高遥

元宇宙概念的爆火袁虽然推动行业发展袁但也出现了

参与者对元宇宙认识不够充分的问题遥 参展商在参与

前会持有很大的期待袁也从侧面说明参展商对元宇宙

会展有很大的关注遥

2.参展商对待元宇宙会展服务的态度是相对客观

的遥参展商对元宇宙会展服务的认识并不盲目袁处在合

理认知的水平袁这对推进元宇宙会展建设有很大帮助遥

3. 元宇宙会展服务质量提升依赖于以顾客为中

心尧个性化定制的发展水平遥 从表 4中可以看到袁移情

性指标服务质量为正数袁说明该指标中的二级指标达

到较为满意水平遥 换言之袁主办方在服务过程中设身

处地站在参展商或专业观众的角度袁如为参展商提供

个性化定制服务尧同行间能形成有效社交网络尧参展

商能通过元宇宙展陈带给专业观众较好的沉浸式体

验等遥

4. 从交互场景虚拟化到社交聚合再到内容创作袁

元宇宙会展服务的理念与现实的鸿沟还未填平遥 实现

元宇宙会展虚拟共生还尚需时日袁从可靠性指标可以

发现袁元宇宙会展服务最核心的会展运营方式和生产

方式的重建遥 会展公司在元宇宙场景中履行承诺的能

力需要依赖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虚实相融袁才能实

现高质量的会展服务遥

四尧总结与展望

由于元宇宙会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袁服贸会的元宇

宙体验馆的整体设计为参与者呈现了元宇宙从初级

走向高级的过程袁但与真实的元宇宙会展还有着本质

的差别遥 限于现实问题袁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元宇宙

会展服务的初级形态构建袁并从服务质量的角度分析

现状袁 因此研究内容存在局限性和无法普适的问题遥

例如体验馆中设有通信和数字技术尧元宇宙应用的相

关主题场景袁主题场景的不同也会导致服务感知的不

同袁本研究并没有做明确区分曰在底层技术运用方面

的研究也不全面遥 后续研究可以对比不同展会尧不同

元宇宙场景对个性化定制应用和底层技术与会展适

应性问题进行研究袁以求增加研究结果的普适性遥

元宇宙会展的发展方兴未艾袁元宇宙会展服务如

何盘活个性化定制尧底层技术的运用尚且处于探索阶

段遥 个性化定制在工业制造业中的应用场景丰富袁相

比之下袁 更加突出其在服务领域的应用场景模糊不

清遥 从服贸会的现实情况来看袁各类元宇宙底层技术袁

如区块链尧人工智能尧数字孪生尧VR尧AR等出现袁增加

专业观众对元宇宙会展的沉浸式互动体验袁能够实时

采集的各类数据源源不断地传输到云端袁这一过程能

够让主办方和参展商与专业观众的数据信息共享袁达

到需求互通遥 但是内容建设由于缺乏WEB3.0平台支

撑袁元宇宙会展服务个性化还处于探索袁需要在新一

代互联网提供更多的技术服务支持袁参与者共同创造

更多场景与内容袁让参与者有更多的选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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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urn from Concept to Reality: Metaverse Exhibition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xhibition Services

CHEN Hua, HUANG Jing, WEI Renxing

(Fujian Business School, Media and Exhibition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012)

Abstract: From the concept of fiction to the collision with the exhibition industry, the metaverse exhibition is highly anticipated by the

industry as an emerging representative of digitalization. Taking digitalization as the core is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taverse ex鄄

hibition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s the logical basi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xhibition services. Based on the

SERVQUAL method, this study surveyed 300 exhibitors of the Metaverse Experience Hall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2022 China Internation鄄

al Fair for Trade in Services (CIFTIS) through random sampling, established a metaverse exhibition servic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r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metaverse exhibition service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exhibitors have high psy鄄

chological expectations but low actual perception towards the metaverse exhibition services, yet their cognition of such services is not

blindly held. At present, metaverse exhibition services are in the primary stage, and the gap between concept and reality needs to be filled

by innovative technological means and creative breakthroughs that integrate the physical world with the digital world,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xhibition services.

Key words: metaverse exhibition; metaverse exhibition services; SERVQUA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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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品牌联合策略获得国内外众多企业的青

睐遥 据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发布的叶2021全球时尚

IP白皮书曳的数据院野仅 2019年这一年袁全球发布的联

名产品数量就超过了 13万个遥 2019年-2021年袁品牌

联合得到迅猛发展袁俨然成为品牌吸引流量袁获取年

轻消费者青睐的致胜法宝遥 冶[1]可口可乐和菲诗小铺联

合推出联名彩妆袁人民日报联合百事可乐推出联名可

乐袁李宁与人民日报新媒体联合推出野报款冶服装尧农

夫山泉和网易云音乐联合推出野乐瓶冶等袁这些品牌联

合的效果都非常好袁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好评和热烈

讨论袁消费者积极转发相关信息袁购买联名产品遥20世

纪 80年代 Boone首次提出品牌联合的概念[2]遥 品牌联

合指两个或多个品牌共同生产新产品袁新产品所使用

的品牌是原有品牌名称的组合袁新产品品牌称为联合

品牌袁原有的品牌称为合作品牌[3]遥 多项研究表明袁品

牌联合对于合作品牌和联合品牌的建设均有较大帮

助遥 例如袁成功的品牌联合有助于提升消费者对联合

品牌产品的感知质量袁有助于改善品牌态度等[4]遥已有

研究表明袁联合匹配性会影响品牌联合效应[5]袁联合匹

配性包括产品或品牌层面的匹配[2]遥但是袁近几年企业

品牌联合的案例却明显与之不符袁许多趣味性比较强

的品牌联合袁虽然联合匹配性并不高袁品牌联合的效

果却非常好袁 例如上海巴克斯酒业有限公司旗下的

RIO鸡尾酒曾经与六神花露水联名出品 RIO六神花

露水鸡尾酒袁产品和品牌均不匹配袁但品牌联合的效

果却非常好袁 限量供应的 5000瓶 RIO六神花露水鸡

尾酒 17秒内被秒光遥 众多粉丝在社交媒体上讨论热

烈袁好评如潮遥 从消费者在社交媒体的留言可以看出袁

有趣尧新奇的品牌联合吸引了消费者的关注袁激发了

大家的好奇心和购买欲望袁 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遥

Alden等[6]提出袁消费者在评价事物时袁其趣味性高低

是重要的评价标准之一遥 覃素香和王鹏飞[7]通过对服

装测评类短视频进行研究袁发现趣味性内容对消费者

购买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遥 目前袁理论界还没有对

感知趣味性与联合匹配性对联合品牌

评价及购买意愿的影响

郭向东袁 刘宇晴袁 刘诗婷

渊武夷学院 商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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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趣味性和联合品牌评价及购买意愿的关系展开

研究袁更没有实证分析袁因此袁本研究尝试通过实证分

析的方法袁研究感知趣味性尧联合匹配性这两个因素

对联合品牌评价和购买意愿是否具有显著影响袁如果

确实都有显著影响袁哪个因素的影响更大钥 希望本研

究能进一步丰富品牌联合相关理论袁同时为企业的品

牌联合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考遥

一尧相关研究评述

渊一冤品牌联合的概念

品牌联合袁也称为品牌联盟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形成关于品牌联合概念的统一认识遥 通过对学者们已

有研究成果的梳理袁发现品牌联合的概念分为广义和

狭义两类袁广义概念指两个或多个品牌之间开展的营

销合作袁包括但不限于双方联合开展促销活动尧联合

开发新产品尧共用分销渠道尧共同开展捆绑销售等袁例

如袁Rao和 Ruekert[8]尧周俪[2]等认为袁品牌联合指两个或

多个品牌尧 产品或其他专有资产之间的关联或组合遥

随着对品牌联合研究的深入袁学者们认识到袁这样比

较宽泛的概念不利于品牌联合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袁于

是就提出了狭义的品牌联合概念袁狭义的概念主要强

调合作双方通过品牌联合要共同生产一种新产品袁并

且袁新产品要使用原有两个品牌名称的组合袁目前袁这

一概念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同遥 例如袁Blackett 和

Boad[9]袁Park等[2]袁柴寿升和庄晓程[10]均认为袁品牌联合

是指两个品牌通过资源共享袁优势互补袁共同生产新产

品袁新产品所使用的品牌是原有两个品牌名称的组合遥

渊二冤品牌联合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品牌联合效应包括主效应和溢出效应袁分别指品

牌联合后对联合品牌和合作品牌所产生的影响[3]遥 对

于品牌联合效应袁Bluemelhuber等[11]发现袁品牌联合可

以改善品牌态度袁 提高购买意愿和增加品牌资产遥

Nguyen等[12]研究发现袁品牌联合可以扩大客户群袁进

入新的目标市场袁提高合作品牌的财务绩效遥 对于品

牌联合主效应的测量袁 有的学者从联合品牌态度和购

买意愿两个方面来测量[13]袁有的学者采用联合品牌的感

知质量来测量[14]袁也有学者利用消费者的联合品牌评价

来测量[15]袁本研究中的品牌联合效应指的是品牌联合主

效应袁借鉴吴芳和陆娟[15]尧范公广[13]等学者的观点袁从联

合品牌评价和购买意愿两个方面来进行测量遥

对于影响品牌联合效应的因素袁一般认为包括合

作品牌尧联合匹配性和消费者特征三个方面[15]遥 首先袁

合作品牌的知名度尧品牌资产尧感知产品质量等都是

品牌联合效应的影响因素遥 合作品牌知名度越高尧感

知产品质量越好尧品牌资产越高尧品牌联合的效应也

会越强[12,16,17]遥 其次袁消费者的卷入程度尧对品牌的熟悉

度等消费者特征也是品牌联合效应的影响因素遥 最

后袁联合匹配性影响到品牌联合效应袁联合匹配性指

合作品牌之间产品类别相似尧功能互补或者品牌形象

一致[13,18,19]遥 随着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到来袁品牌联合的

方式方法也在不断创新袁例如最近企业广泛采用跨界

或跨行业品牌联合的方式袁新的品牌联合方式必然会

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袁品牌联合效应的影响因素也会

不断发生改变袁本研究提出的感知趣味性或许就是社

会化媒体时代品牌联合效应的影响因素之一遥

渊三冤感知趣味性

趣味性这一词汇在教学领域和传播学领域使用

的较为广泛袁在教学领域袁多项研究表明袁趣味性教学

对提高教学效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遥 在传播学领域袁

已有研究证实袁无论在传统媒体环境下还是现在的社

会化媒体时代背景下袁趣味性内容显著正向影响受众

态度和购买意愿袁 尤其在目前的社会化媒体环境下袁

趣味性对信息的评论尧转发等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遥 Alden等[6]对传统广告进行研究袁发现趣味性的广

告内容直接影响受众对广告内容的注意尧接受尧态度尧

情感和记忆等袁张莹和孙明贵[20]指出袁趣味性的网络评

论内容对受众的态度尧购买意愿尧推荐和转发行为等

均有正向显著影响遥 王振宇[21]指出袁对于新闻评论栏

目袁如果想要牢牢吸引观众的注意袁栏目内容必须具

有趣味性袁提升趣味性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采用幽

默的方式表达相关内容遥华唯[22]指出袁趣味性包装对满

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尧激发消费者积极的态度和购买意

愿袁采取购买行为都有积极的影响遥 沈璐等[23]认为袁趣

味性信息指令人觉得有趣尧兴奋的信息袁沈璐等通过

实证分析的方法发现袁社交媒体上帖子的趣味性正向

积极影响消费者的转发和评论意愿遥 胡玲和韩悦心[24]

研究发现袁企业微博的趣味性会影响消费者的再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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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遥 截止到目前为止袁学者们还没有将趣味性感知

引入到品牌联合的相关研究中袁但是袁通过对近几年

企业品牌联合实践的分析袁发现很多企业正是通过品

牌联合的趣味性感知来吸引目标顾客的关注袁激发目

标顾客的再传播意愿袁改变目标顾客的态度及购买行

为袁因此袁将消费者感知趣味性这一概念引入品牌联

合的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遥

二尧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0世纪 70年代袁经济学家 Spence首先提出信号

理论袁该理论认为袁买方和卖方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

的袁和卖方相比袁买方掌握的信息量更少袁这种情况

下袁买方会将其掌握的尧关于卖方的某些或某条信息

作为野信号冶袁从而对卖方作出综合判断[25]遥在品牌联合

的情景下袁 消费者无法了解联合品牌产品的全面信

息袁只能借助品牌联合的相关信息对联合品牌产品作

出判断袁当品牌联合的趣味性足够强时袁趣味性就会

对消费者产生较大冲击袁 会让消费者感受到时尚尧年

轻化的品牌形象袁能较好地满足当代年轻人的情感需

求袁尤其是在目前的自媒体环境下袁趣味性内容对信

息的传播袁顾客的态度及购买行为都有显著的影响作

用袁此时袁感知趣味性可能就成为了消费者评价品牌

联合效应的野信号冶遥 Mathwick等[26]从消费者感知视角

提出袁趣味性是顾客获取的体验价值维度之一袁是顾客

通过参与活动所获得的尧发自内心的快乐遥Alden等[6]在

研究中发现袁感知趣味性影响顾客情绪袁进而影响顾

客态度遥张静[27]通过问卷调查对移动端电商 APP的消

费者购买行为进行研究袁发现趣味性显著正向影响消

费者的购买意愿袁徐姣姣和吴巧英[28]发现袁对于网络口

碑信息接收者来说袁 有趣的表现形式可以引起其注

意袁使其产生联想和记忆袁根据以上分析推测袁品牌联

合可以通过感知趣味性的提高袁达到提高品牌联合效

应的目的袁因此提出 H1和 H2遥

H1院感知趣味性显著正向影响联合品牌评价遥

H2院感知趣味性显著正向影响联合品牌购买意愿遥

国内外的多项研究已表明袁联合匹配性对联合品

牌评价及购买意愿会有显著影响遥 Park等[4]尧Simonin

等[5]的研究都证实袁随着合作品牌间匹配程度的提高袁

消费者的联合品牌评价也会随之提高遥 国内学者范公

广[18]研究发现袁品牌联合的匹配性直接正向影响联合

品牌评价遥刘璞等[19]提出袁消费者对联合匹配性的认知

影响其对品牌联合的态度遥 吴芳和陆娟[13]通过实证分

析发现袁产品匹配和品牌匹配对品牌联合评价均有积

极影响遥 根据以上分析袁为了比较感知趣味性和联合

匹配性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作用袁本研究重复学者们关

于联合匹配性的研究袁提出 H3和 H4遥

H3院联合匹配性显著正向影响联合品牌评价遥

H4院联合匹配性显著正向影响联合品牌购买意愿遥

刘斌和李芳[30]以野新浪体育冶短视频为研究样本袁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袁轻松愉悦的趣味性内容是影响短

视频传播效果的因素之一遥肖莎[31]研究发现袁在社会化

媒体中袁趣味性内容可以提升消费者好感尧吸引消费

者关注袁塑造企业形象遥 陶冬[32]研究发现袁趣味性对政

务抖音短视频公众参与的点赞尧评论尧转发行为有积

极影响遥随着 90后袁00后等新一代年轻消费群体的崛

起袁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袁新一代年轻

消费群体的价值观尧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与老一代消

费者都有很大不同袁相比于老一代的精打细算和务实

消费袁新一代消费者更加追求兴趣消费尧情感共鸣与

体验至上袁从功能满足转向情感驱动袁愿意为野共鸣冶

和野体验冶买单袁因此袁趣味性强的品牌联合更能激发

年轻消费者的兴趣袁赢得年轻一代的偏爱遥 另外袁随着

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到来袁趣味性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作

用越来越显著袁趣味性对信息的传播尧顾客的态度及

购买行为都有显著影响[33]遥 在企业品牌联合的实际案

例中可以发现袁某些趣味性比较强的品牌联合袁虽然

其联合匹配性不够强袁 但品牌联合的效果却非常好袁

因此推断袁相比联合匹配性袁趣味性比较强的品牌联

合袁消费者对其评价会更好袁相应地袁购买意愿也会更

强烈袁从而提出 H5和 H6遥

H5院与联合匹配性相比袁感知趣味性对联合品牌

评价的影响更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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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院与联合匹配性相比袁感知趣味性对联合品牌

购买意愿的影响更大遥

三尧实验

渊一冤实验设计

为了验证本研究的假设袁 采用 2 渊感知趣味性院

高尧低冤伊2渊联合匹配性院高尧 低冤的分组实验设计遥 在

企业品牌联合的实践中袁通过品牌联合袁更多地是为

了吸引年轻人的注意袁获取年轻人的青睐袁因此袁本实

验以福建某高校的大三年级学生作为被试遥 实验前袁

首先筛选出近几年比较成功的品牌联合实际案例袁例

如袁 美加净和冠生园联名出品的大白兔奶糖味润唇

膏尧李宁与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野报款冶服

装尧 农夫山泉和网易云音乐联合推出的 野乐瓶冶袁RIO

鸡尾酒与六神花露水合作生产的 RIO六神花露水鸡

尾酒等袁通过对一些大三学生的访谈袁最终选出大学

生群体较为熟悉的美加净品牌作为实验品牌遥 实验

中袁将美加净品牌分别与大白兔奶糖和御泥坊品牌进行

品牌联合袁以便操纵感知趣味性和联合匹配性的高低遥

渊二冤刺激物选择

美加净和冠生园曾经联名出品的大白兔奶糖味

润唇膏袁产品和品牌均不匹配袁但品牌联合的效果却

非常好袁在天猫出售时引发众多粉丝追捧袁限量的 920

套大白兔奶糖味润唇膏 2秒钟就被抢完袁美加净正好

是大学生熟悉的品牌袁 润唇膏也是大学生常用的产

品袁因此袁本研究选择美加净作为核心品牌袁分别选择

大白兔奶糖尧御泥坊作为合作品牌袁通过不同的品牌

联合来实现趣味性和联合匹配性的操纵遥 在企业品牌

联合的实践中袁经常通过产品图片来吸引消费者的注

意袁让消费者感到野惊喜尧有趣冶袁因此袁本研究在说明

品牌联合的同时袁也通过展示图片来操纵趣味性遥 根

据联合匹配性的含义袁本研究选择同属于化妆品类的

御泥坊作为匹配性较强的合作品牌袁选择不同产品种

类的大白兔奶糖作为匹配性较弱的合作品牌遥 四组实

验产品图片分别见图 1-图 4袁 图 1和图 2为美加净-

大白兔奶糖味润唇膏袁图 1代表趣味性强但不匹配的

品牌联合袁 图 2代表趣味性不强也不匹配的品牌联

合袁图 3和图 4为美加净-御泥坊润唇膏袁图 3代表趣

味性强且匹配的品牌联合袁图 4代表趣味性不强但匹

配的品牌联合遥 正式实验前袁邀请福建某本科高校大

三年级的 60名同学作为被试参加预实验袁 对实验结

果进行方差检验袁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袁各组的消费

者感知趣味性和联合匹配性差异显著袁对感知趣味性

和联合匹配性这两个变量的操纵成功袁四个实验产品

可以作为正式实验的刺激物遥

图 1 美加净-大白兔奶糖味润唇膏

Fig.1 MAXAM White Rabbit Candy lipstick

图 2 美加净-大白兔奶糖味润唇膏

Fig.2 MAXAM White Rabbit Candy lipstick

图 3 美加净-御泥坊一吻定情咬唇膏

Fig.3 MAXAM UNIFON Kiss and love lipstick

图 4 美加净-御泥坊润唇膏

Fig.4 MAXAM UNIFON lips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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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用量表都是借鉴已有研究的成熟量表袁

稍加修改形成遥 感知趣味性借鉴覃素香和王鹏飞[7]编

制的量表袁经过部分修改袁采用野联合后的产品是令人

振奋的冶野联合后的产品是比较有趣的冶野联合后的产

品具有一定的娱乐性冶三个问题来测量遥 联合匹配性

借鉴 Aaker[34]尧Simonin[5]尧吴芳和陆娟[3]等学者采用的量

表袁采用野这两个品牌的产品是互补的冶野这两个品牌

所属类别相似冶等六个问题来测量遥 联合品牌评价借

鉴吴芳和陆娟[13]的量表袁稍作修改袁采用野该联合品牌

是有吸引力的冶野该联合品牌是品质可靠的冶等六个问

题测量遥对联合品牌的购买意愿借鉴韩冰等[35]的量表袁

采用野我会向亲戚朋友推荐该联合品牌冶等三个问题

进行测量袁各变量的测量量表详见表 1遥

表 1 变量测量量表

Tab.1 Variable measurement scale

渊四冤实验过程

正式实验选择福建某高校大三年级尧有使用润唇

膏经历的同学作为被试遥 受试者共 308人袁被随机分

为四组袁分别在四个不同的教室开展实验遥 首先袁向同

学们说明袁本次实验只是为了研究目的袁没有标准答

案袁大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填写即可曰其次袁通过 PPT

向被试介绍品牌联合的概念袁然后向其演示四组实验

图片中的一个袁 并解释是美加净与某品牌的品牌联

合曰最后袁由被试填写调查问卷遥 本次实验一共发放问

卷 308份袁收回问卷 305份袁剔除回答不完整或所有

答案均一致的无效问卷 8份袁 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297

份袁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为 96%遥 被调查者 16.4%为男

性袁83.6%为女性遥

四尧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渊一冤信效度检验

通过 SPSS21对有效数据进行信度分析袁通过表 2

可以看出袁问卷总信度值为 0.854袁各变量的信度值也

都在 0.7以上袁可见袁数据的可靠性程度较高袁问卷是

可靠的遥 本问卷所用量表均采用成熟量表稍加修改而

成袁KMO和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见表 3袁KMO的值都

在 0.6以上袁显著性概率为 0.000袁表明量表适合进行

因子分析遥 通过因子分析发现袁各因子载荷系数均大

于 0.6袁表明量表效度良好袁可以进一步进行分析遥

表 2 问卷信度分析

Tab.2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

表 3 各量表 KMO和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

Tab.3 KMO and Bartley sphere test results

渊二冤假设检验

通过 SPSS21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析因方差分析袁

以品牌联合评价作为因变量袁以联合匹配性和感知趣

味性作为控制变量袁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4袁根据表 4中

感知
趣味性

联合后的产品是令人振奋的

联合后的产品是比较有趣的

联合后的产品具有一定的娱乐性

联合
匹配性

这两个品牌的产品是互补的

这两个品牌所属类别相似

这两个品牌的整体感觉相似

这两个品牌的个性一致

这两个品牌的代言人形象一致

这两个品牌的主要使用者形象一致

联合
品牌评价

该联合品牌是品质可靠的

该联合品牌是高质量的

该联合品牌是有吸引力的

该联合品牌是很不错的

该联合品牌是招人喜爱的

该联合品牌是我喜欢的

联合品牌
购买意愿

该联合品牌是我乐意试用的

该联合品牌是我可能会购买的

我会向亲戚朋友推荐该联合品牌

感知趣味性 3 0.756 0.757

联合匹配性 6 0.887 0.888

联合品牌评价 6 0.835 0.834

购买意愿 3 0.763 0.764

总信度 18 0.854 0.855

感知趣味性 0.674 222.168 3 0.000

购买意愿 0.686 227.340 3 0.000

联合匹配性 0.748 1204.026 15 0.000

联合品牌评价 0.871 580.747 1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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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可知袁联合匹配性(p=0.022袁p<0.05)尧感知趣味

性(p=0.000袁p<0.05)对联合品牌评价均有显著正向影

响袁但不存在交互效应(p=0.758袁p>0.05)袁证实了假设

1和假设 3遥 联合品牌购买意愿的析因方差分析结果

见表 5袁 根据表 5 中的数据可知袁p 为 0.000袁 小于

0.05袁联合匹配性(p=0.000袁p<0.05)和感知趣味性(p=

0.000袁p<0.05)显著正向影响联合品牌的购买意愿袁但

不存在交互效应(p=0.839袁p>0.05)袁验证了假设 2和假

设 4遥 根据上述方差分析的结果可知袁 本研究的 H1-

H4都得到了验证袁联合匹配性尧感知趣味性这两个因

素是品牌联合主效应的影响因素袁对联合品牌评价和

购买意愿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遥

表 4 联合品牌评价主体间效应的检验

Tab.4 The intersubjective effect Test of co-branding evaluation

因变量院联合品牌评价

a.R方=0.581渊调整 R方=0. 344冤

表 5 购买意愿主体间效应的检验

Tab.5 The intersubjective effect Test of purchase intention

因变量院联合品牌购买意愿

a.R平方=0.561渊调整 R平方=0.312冤

为了验证 H5和 H6袁 运用 SPSS21对数据进行线

性回归分析袁联合品牌评价作为因变量袁感知趣味性

和联合匹配性作为自变量袁表 6和表 7是回归分析的

结果遥 由表 6可知袁显著性值是 0.000袁表明可以运用

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分析遥 由表 7可知袁回归系数分别

为 0.495和 0.096袁假设 5得到了证实袁说明与联合匹

配性相比袁 感知趣味性对联合品牌评价的影响更大遥

同样袁联合品牌购买意愿作为因变量袁感知趣味性和

联合匹配性作为自变量袁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8和表 9袁

从表 8可知袁显著性值是 0.000袁回归效果显著袁可以

进行回归分析遥 从表 9可以看出袁感知趣味性和联合

匹配性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411和 0.228袁说明与联合

匹配性相比袁感知趣味性对联合品牌购买意愿的影响

更大袁假设 6得到了验证遥至此袁本研究提出的 H1-H6

均得到了验证遥

表 6 感知趣味性袁联合匹配性与联合品牌评价的

Anova方差检验

Tab.6 Anova variance test of perceived interest,alliance fit and

co-branding evaluation

a.因变量院联合品牌评价

b.预测变量院渊常量冤袁联合匹配性袁感知趣味性

表 7 感知趣味性袁联合匹配性与联合品牌

评价的回归系数表

Tab.7 Regression coefficient table of perceived interest,

alliance fit and co-branding evaluation

a.因变量院联合品牌评价

校正模型 85.709a 107 .801 2.450 .000

截距 1121.346 1 1121.346 3429.172 .000

联合匹配性 10.940 18 .608 1.859 .022

感知趣味性 29.779 10 2.978 9.107 .000

联合匹配性 *
感知趣味性

22.472 79 .284 .870 .758

误差 61.803 189 .327

总计 3879.694 297

校正的总计 147.513 296

校正模型 89.696a 107 .838 2.253 .000

截距 1230.076 1 1230.076 3305.587 .000

感知趣味性 24.357 18 1.353 3.636 .000

联合匹配性 30.016 10 3.002 8.066 .000

感知趣味性 *
联合匹配性

24.179 79 .306 .823 .839

误差 70.331 189 .372

总计 4116.444 297

校正的总计 160.027 296

1

回归 49.588 2 24.794 74.440 .000b

残差 97.924 294 .333

总计 147.513 296

1

渊常量冤 1.549 .209 7.396 .000

联合匹配性 .096 .046 .100 2.098 .037

感知趣味性 .495 .041 .575 12.09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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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感知趣味性,联合匹配性与联合品牌

购买意愿的 Anova方差检验

Tab.8 Anova variance test of perceived interest,alliance fit and

co-branding purchase intention

a.因变量院联合品牌购买意愿

b.预测变量院渊常量冤袁联合匹配性袁感知趣味性

表 9 感知趣味性袁联合匹配性与联合品牌

购买意愿的回归系数表

Tab.9 Regression coefficient table of perceived interest,

alliance fit and co-branding purchase intention

a.因变量院联合品牌购买意愿

五尧研究结论及展望

本研究通过 2伊2的分组实验来对假设进行验证袁

共收集到大三同学有效问卷 297份袁 运用 SPSS21进

行数据分析袁采用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袁发现

联合匹配性和感知趣味性这两个因素显著正向影响

联合品牌评价和购买意愿袁其中袁感知趣味性的影响

作用更大遥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是发现并验证了感知趣

味性这一影响品牌联合效应的因素袁该因素对品牌联

合效应的影响作用大于原有研究普遍认同的联合匹

配性这一因素袁这些也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遥 在实践

应用方面袁可以为企业成功实施品牌联合策略提供一

定的帮助袁企业在运用品牌联合策略时袁不仅应该关

注合作品牌之间的联合匹配性袁还应该设法提高联合

品牌的感知趣味性袁这样会有助于企业品牌联合效果

的提升袁有助于联合品牌评价和购买意愿的提升遥 企

业在进行品牌联合时袁应该设法从多方面提高品牌联

合的趣味性感知袁让消费者感觉新奇有趣袁甚至惊喜袁

这样才能赢得消费者的青睐袁让联合品牌受到消费者

的喜爱遥 对于现代的年轻消费者来说袁购物不仅仅是

为了满足物质需求袁 还希望能满足精神方面的需求袁

能带给消费者更多的快乐和享受袁如果品牌联合的趣

味性足够强袁 即使合作品牌之间匹配程度不够高袁消

费者对联合品牌的评价还是会比较高袁购买意愿也会

比较强袁甚至会主动分享袁帮助企业进行口碑宣传袁近

几年很多有趣的品牌联合得到消费者的主动广泛传

播就证实了这一点遥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之处遥 在研究感知趣味

性这一变量时袁未能对其从多维度进行分析袁如联合

品牌产品形式的趣味性尧 联合品牌传播内容的趣味

性尧联合品牌信息传播形式的趣味性等袁而是采用整

体评价来衡量袁未来在这一方面可以细化袁从而开展

更为深入地研究遥 本研究以在校大学生作为被试袁研

究结果对其他年龄段的消费者是否同样适用袁有待进

一步的研究遥 还有袁同样的信息袁对不同年龄尧不同背

景的人来说袁感知趣味性应该也是不同的袁因此袁未来

也可以从消费者个人特征方面来研究感知趣味性对

品牌联合效应的影响遥 另外袁通过企业的实践可以发

现袁 近几年企业合作推出的联名产品往往都是限量

版袁也就是说袁企业品牌联合的真实目的不在于销售

多少联名产品袁而在于通过品牌联合吸引消费者的注

意袁改善合作品牌的品牌形象袁因此袁未来也可以研究

趣味性感知对合作品牌的影响作用遥 还有袁近几年企

业的品牌联合更多是通过趣味性吸引消费者袁 较早的

品牌联合是通过传递合作品牌双方的功能性信息来吸

引消费者袁 是否针对不同类型的品牌联合应该传递不

同类型的信息袁未来也可以通过实证的方法加以验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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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Interest and Alliance Fit on

Co-branding Evaluation and Purchase Intention

GUO Xiangdong袁 LIU Yuqing袁 LIU Shiting

(School of Business,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rand alliance effec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s in academic and

business circles.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interest and alliance fit to co-branding evaluation and purchase intention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found that both perceived interest and alliance fit have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mpact on co-branding evalua鄄

tion and purchase intention, compared with alliance fit, perceived interest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co-branding evaluation and purchase

intention. This study expands the relevant theorie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rand alliance,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help enterpris鄄

es implement brand alliance strategies more effectively.

Key words: perceived interest; alliance fit; co-branding evaluation; purchase intention; brand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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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貌在言语交际中十分重要袁是交际成功的一个

重要前提遥 但是袁人们渊尤其是亲密的人们之间冤经常

相互开玩笑尧调侃等袁显得并不礼貌遥 无论是在面对面

交流中袁还是在网络互动中袁这种表面上看似不礼貌

的行为都非常常见遥 我们不禁想要知道在这种貌似不

礼貌的交际行为中袁交际者真实的关系是怎样的钥 为

什么交际者要野冒犯冶对方袁又被允许野冒犯冶呢钥

一尧文献综述

有学者把日常生活中关系亲密的人们互相打趣尧

调侃等行为叫做野虚假不礼貌冶行为[1-4]遥 近年来袁虚假

不礼貌行为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遥 目前袁国内

外关于虚假不礼貌的研究大致从两个方面展开遥 第

一袁虚假不礼貌行为参与者的参与模式或参与者之间

的关系遥 Ma侏z-Ar佴valo研究了 Facebook上西班牙语和

英语两个社区人们玩笑式调侃的表现形式和对话者

的回应方式[5]遥熊苒苒重点研究了多方交际中虚假不礼

貌行为的第三方回应和第三方的重要作用[6]遥刘丽华和

戴慧琳分析了网络环境中虚假不礼貌行为的发起者尧

承受者及见证者之间的动态关系[7]遥 第二袁虚假不礼貌

行为的语用功能遥 Dynel和 Poppi的研究表明袁社交论

坛 RoasterMe上的玩笑式侮辱具有创造性和娱乐性袁

有利于增进团结袁应被理解为虚假不礼貌行为[8]遥 焦培

媛从人际和谐管理理论视角袁分析了虚假不礼貌行为

的真实意图和其构建和谐关系的人际语用功能[9]遥 但

是袁对虚假不礼貌行为参与者的研究多从某一方视角

出发袁很少有学者研究虚假不礼貌各个参与者之间关

系的动态转换袁目前只见到刘丽华和戴慧琳[7]的研究遥

此外袁相比面对面交流袁关于网络环境下虚假不礼貌

的研究较少遥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袁网络交际呈现出社会化尧复杂

性尧匿名性尧多样性尧自由性等特点袁网络环境下人们的

交际行为非常值得探索遥 因此袁本文聚焦大学生 QQ群

聊和微信群聊片段中的虚假不礼貌行为袁 对虚假不礼

貌行为参与者关系的动态构建过程和不同语境下虚假

不礼貌行为的作用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遥

二尧相关理论回顾

渊一冤界定

虚假不礼貌行为这个概念涵盖广泛袁 包括了打

收稿日期院2022-04-13

作者简介院孙乃玲渊1966-冤袁女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语言

学和英语教育研究遥

网络多方交际中的虚假不礼貌行为探究

孙乃玲袁 赵珂心

渊兰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袁 甘肃 兰州 730050冤

摘 要院以大学生 QQ群聊和微信群聊片段为语料袁借鉴 Dobs和 Blitvich的不礼貌行为回应模型袁探析网络语境

下多方交际行为中虚假不礼貌行为的发起者尧 承受者和见证者之间关系的构建及虚假不礼貌行为的语用功能遥 研究表

明袁虚假不礼貌行为参与者角色是在交际中动态构建的遥 这类行为起到增进交际者间感情和娱乐功能袁有利于促进人际

关系和谐遥

关键词院虚假不礼貌行为曰动态构建曰语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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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尧俏皮话尧讥讽尧戏弄尧玩笑式凌辱等行为遥 Leech最

早提出了野虚假不礼貌冶渊mock impoliteness冤这一术语

并将其界定为 野明显非真实的不礼貌冶[1]遥 Haugh 和

Bousfield把虚假不礼貌行为界定为非不礼貌袁指一种

野容许的冒犯冶袁既不属于礼貌范畴袁也不属于不礼貌

范畴 曰野冒犯冶 指虚假不礼貌行为对其承受者个人或

身份的威胁[2]遥 Haugh和 Bousfield认为虚假不礼貌行

为可以出现在双方交际中袁 也可以发生在多方交际

中袁他们指出在多方交际中袁并非每个参与者都将谈

话或行为视为非不礼貌[2]遥在网络交际中袁交际的参与

者往往涉及多方遥 因此袁本文采用 Haugh和 Bousfield

对虚假不礼貌行为的定义遥

渊二冤不礼貌行为回应模式

Dobs和 Blitvich在研究面子威胁时袁以面子威胁

发起者渊face-threat initiator冤尧面子威胁承受者渊face-

threat recipient冤和面子威胁见证者渊face-threat witness冤

来区分交际行为中的多方参与者袁并且提出针对面子

威胁行为的回应模型[10]遥当面子威胁行为发生时袁除了

面子威胁承受者可以做出回应外袁面子威胁的见证者

也可以选择回应或选择不回应遥 面子威胁的见证者可

以采用联合对立尧否认对立和反应或不回应三种回应

策略遥 其中袁联合对立表明面子威胁见证者与面子威

胁发起者结盟曰否认对立则是面子威胁见证者与面子

威胁接受者结盟或和解曰反应或不回应则体现了面子

威胁见证者的模糊态度遥

面子威胁行为是一种不礼貌行为袁与虚假不礼貌

行为有诸多相似之处遥本文借鉴 Dobs和 Blitvich面子

威胁行为回应模型袁首先将虚假不礼貌行为的参与者

分为三类袁分别为虚假不礼貌行为的发起者尧承受者

和见证者曰其次袁本文也采用了面子威胁行为的三种

回应策略来研究虚假不礼貌行为遥

渊三冤虚假不礼貌行为的语用功能

Culpeper 早期认为虚假不礼貌行为是表面上的

不礼貌行为 [3]遥也就是说袁虚假不礼貌行为的不礼貌往

往只停留在表层袁实际上却可促进人际交往遥 在之后

的研究中袁Culpeper提出了虚假不礼貌行为的三大语

用功能袁分别是增进感情尧缓和威压和娱乐功能[4]遥

三尧网络多方交际中虚假不礼貌行为参与

者身份的动态构建

QQ和微信是大学生常用的社交软件袁 由于 QQ

和微信群聊成员众多袁所涉及的交际参与者往往是三

方的或者多方的袁具有多向性尧自由性等特征遥 因此袁

虚假不礼貌行为的发起者尧承受者和见证者的关系是

十分复杂的遥 在实际话轮中袁三者之间的角色可以动

态互转遥

语料一院渊江苏某高校河北老乡群里的学生吐槽

期末考试冤

(1)A:兄弟们袁模电明年补考见噎噎模电毁我袁提

前半个小时交卷的袁我真的不会啊遥

(2)B:不会补考的遥 老师会海底捞的遥

(3)A:如果老师严袁我就真的凉了遥 那个符号正负袁

我实在搞不清楚遥 希望它只占 2分遥 那样我就过了遥

(4)B: 如果都挂科的话袁老师还得写检讨遥 老师应

该不傻遥

(5)C:害遥 小志菜鸡遥

(6)A:啊啊啊啊遥 gnmd! 我模电挂了袁就把你宰了

哦遥

(7)A:好难受遥 模电给我 60就行,求了

(8)B:害遥 补觉吧遥 累死了遥

(9)A:什么绩点尧什么奖学金都是垃圾遥 我不要了遥

跪求过遥

(10)B:哈哈哈哈遥

(11)D:看看孩子遥

(12)E院哈哈哈哈哈哈哈遥

(13)D:

(14)B:选修考试应该都水吧遥

(15)C:好了遥

(16)A:放假了遥

(17)C:放假了遥

(18)A: hxd们袁明年一起补考遥

(19)G:开始呜呜呜了遥

(20)F:别这样吧

(21)C:我也就消失了遥

(22)F:我马上考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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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C:谁跟你 hxd遥 你自己补考别拉上我们遥

(24)A院呜呜呜遥 难受遥 模电就不是给我这种菜鸡

学的遥

从话语渊1冤到渊8冤中可以得出袁虚假不礼貌行为的

承受者和发起者之间身份可以相互转变遥 上述对话中

的参与者都是老乡群里的成员袁群里的成员关系较为

亲密遥 语料一中 A在考完模电后袁向老乡群内的其他

成员吐槽其未发挥好袁可能要补考遥 与渊2冤和渊4冤中 B

的安慰话语不同袁渊5冤中 C通过嘲笑 A野菜鸡冶,首先发

起了虚假不礼貌行为袁A是不礼貌的承受者袁野菜鸡冶

看似是讽刺性话语袁但 C在称呼对方时用了野小志冶这

一亲昵的称呼袁 因此袁 这一行为是虚假不礼貌行为遥

渊6冤中 A回应野gnmd浴我模电挂了就把你宰了哦遥 冶袁其

中袁野gnmd冶是网络用语野滚你妹的冶的缩写袁表面上袁

野滚冶 侵犯了 C在社交管理权中的平等权要要要交际双

方的主体地位和权利平等[11]袁但是 A并不是表达一种

恶意袁而是表达鄙视尧不屑和嘲讽等曰A的回应中还用

了预设袁如果模电挂科了袁就将对方野宰冶了遥 野宰冶看似

是一种威胁和恐吓袁 但 A 在句末用了缓和语气的

野哦冶曰此外袁C并没有回应 A的话语袁而继续在群里发

言袁 可知袁 C并没有将 A 的话语理解为不礼貌的袁而

是将其视为亲密伙伴之间 野可容许的冒犯冶遥 由此袁A

已由原来虚假不礼貌的承受者变成了发起者袁而 C也

由虚假不礼貌的发起者变成了承受者遥 这时袁面对 A

的虚假不礼貌行为袁见证者 B并没有回应袁也并没有

跟 A或 C任何一方结盟袁 只是表达考试使其疲惫袁要

好好补觉遥

在话语渊9冤到渊15冤中袁B 由虚假不礼貌见证者转

变为发起者袁而后由发起者又转化为 E发起的虚假不

礼貌的见证者袁而 A又由虚假不礼貌的发起者变为承

受者袁C由虚假不礼貌的承受者变为见证者遥 在句子

渊9冤中袁A继续表示其模电考试考的很糟糕袁跪求通过

考试遥此时,B回应了一连串的野哈哈噎噎冶以表示其对

A的嘲讽袁B由原来的虚假不礼貌见证者变成了发起

者袁A是虚假礼貌的承受者遥 随后袁新的交际参与者 E

也发了野哈哈哈哈哈哈哈冶与 B联合对 A进行嘲讽袁A

是虚假礼貌的承受者遥 对 B和 E的嘲讽袁新的交际参

与者 D袁也是虚假不礼貌的见证者袁分别回应野看看孩

子冶和一个意为野委屈巴巴冶的表情包袁表示对 A的怜

悯遥话语渊14冤中 B又转而说野选修考试应该都水吧冶来

减轻 A对考试挂科的担忧袁 此时袁B又由原来虚假不

礼貌的发起者变成了 E虚假不礼貌行为的见证者遥此

外袁C同时为 B和 E虚假不礼貌的见证者袁 通过回答

渊15冤野好了冶 示意大家不要继续谈论考试挂科或对 A

进行嘲讽了遥

在话语渊16冤到渊24冤中袁首先袁A由虚假不礼貌的承

受者变成了发起者袁 而 C则从虚假不礼貌的见证者变

为承受者遥 话语渊18冤中 A又发话说野hxd们袁明年一起

补考冶袁其中野hxd冶是网络用语野好兄弟冶的意思袁表面上

野补考冶损害了其他人面子管理中素质面子要要要听话人

希望说话者人给予自己的个人品质正面评价 [11]袁但 A

采用了客气的邀请形式袁 并且用了亲昵语 野好兄弟

们冶袁此时袁A又变成了虚假不礼貌的发起者遥C和两位

新的交际参与者 F和 G成了虚假不礼貌的承受者遥而

话语渊23冤中 C通过否认 A是其好兄弟而损害了 A的

身份面子要要要说话人希望得到听话人对自己的身份尧

角色尧社会地位等的认可 [11]袁此时袁两人的身份又一次

发生了转变遥

从上文对简短 24句话语的分析可知袁 虚假不礼

貌的发起者尧 承受者和见证者三个角色不是固定的袁

而是在具体话语中动态转换的遥 其中袁虚假不礼貌的

发起者和承受者之间相互转换最为频繁遥 承受者和见

证者之间尧 见证者和发起者之间也可以相互转换袁只

是这两者发生频次较少遥 虽然虚假不礼貌行为发起者

的真实目的不是冒犯对方袁但从表面上看袁虚假不礼

貌行为会给承受者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袁威胁虚假不

礼貌承受者的社交身份面子和素质面子[11]遥因此袁当交

际参与者成为虚假不礼貌行为的野攻击冶对象时袁往往

会进行反击袁以减轻虚假不礼貌行为对自身的不利影

响袁维护自身的积极形象遥 互怼尧诙谐谩骂等可以反复

进行[12]袁因此虚假不礼貌发起者和承受者两者的身份

经常转换遥 作为旁观者袁见证者一般不会主动转变为

承受者来损害自身积极的形象袁而承受者一般也不会

直接转变为见证者袁原因是这样不利于话语的继续发

展袁承受者和见证者之间的转变需要野以发起者为桥

梁冶 [7]袁所以袁承受者和见证者之间转换频次较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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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虚假不礼貌的语用功能

Culpeper认为虚假不礼貌行为具有增进感情尧缓

和威压和娱乐三大功能[4]遥其中袁缓和威压经常出现在

交际参与者身份尧地位不平等的情景中袁一般来说袁身

份地位高的一方会玩笑式地利用幽默掩盖其对听话

人施压的意图遥 但是袁本文语料是大学生 QQ和微信

群聊片段袁 交际参与者的身份地位一般是平等的袁因

此袁本文只关注不同情景下虚假不礼貌行为起到的增

进感情和娱乐功能遥

渊一冤增进感情

虚假不礼貌行为可以增进交际参与者的感情袁尤

其是具有平等身份地位的朋友之间遥 在朋友或其他亲

密关系的人相互打趣尧逗乐尧玩笑式凌辱的同时袁其人

际关系往往变得更加亲密和谐遥

语料二院 (兰州某高校宿舍群袁一位舍友新换了头

像袁向其舍友炫耀)

渊1冤A:哈哈袁我可爱的头像遥

渊2冤B:或许这就是土狗吧遥

渊3冤C:吃瓜群众已到位遥

渊4冤A:柴犬袁柴犬袁懂钥

渊5冤B:渊一张安慰的动画图片冤

渊6冤A:渊一张得意的动画图片冤

渊7冤C:哈哈哈哈遥

A在宿舍群里炫耀自己新换的 QQ头像袁 意图得

到其他舍友积极的评价以维护自身的积极面子袁但是

B采用了消极不礼貌策略袁嘲讽 A为野土狗冶袁来形容

A的头像很土气袁损害了 A的积极面子遥 C回应野吃瓜

群众已到位冶来表明其只是来围观尧不发表意见的中

立态度遥 针对 B的消极评价袁A虽没有将其理解为冒

犯袁但其用了消极的不礼貌策略进行辩解袁用疑问语

气和翻白眼表情包来鄙视野A不懂柴犬的可爱冶遥 表面

上,B对 A的鄙视损害了 A的素质面子袁 但 A也将其

视为玩笑式调侃话语渊5冤中 B袁转而安慰 A袁而 A也因

B的安慰沾沾自喜遥 随后 C回应野哈哈哈哈冶来表达自

己围观的心情遥 通过相互嘲讽尧调侃等袁几人的感情得

以升华袁关系也变得更加亲密遥

语料三院 (江苏某高校老乡群里一位同学在想象

和女神约会失败的场景)

渊1冤A:碎碎虽然觉得我头发少袁但觉得我人很好袁

然后说袁可以多聊聊袁但我不开心了遥

渊2冤B:xsw老坏逼了袁跟好人完全不沾边遥

渊3冤A:反正比你好遥

渊4冤A:然后就把这段故事发在了孙笑川吧袁当搞

笑故事袁给大家看看袁然后被吧主下架了遥

渊5冤C: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遥

渊6冤B:哈哈袁纪念你死去的爱情遥

渊7冤A:害袁太惨了遥

A首先通过自嘲分享其想象中跟女神约会的场

景遥 此时袁B发起了虚假不礼貌袁 玩笑式侮辱 A的品

性袁其中野xsw冶是 A名字拼音的首字母遥 A首先进行了

反击袁随后继续自嘲袁分享自己的爱情故事遥此时 C发

声袁为 A的爱情结局奏曲袁表明对 A的嘲笑袁这引来

了 B对 A的进一步嘲讽遥 通过对话袁可以发现 B对 A

的玩笑式凌辱并没有影响两人的友好关系遥

虚假不礼貌可以增进参与者之间的感情袁这一点

可以从人的理性和交际目的得以解释遥 虚假不礼貌是

交际中的一种常见策略遥 虚假不礼貌的参与者经常会

互相野冒犯冶袁既讥讽尧调侃他人袁又被嘲笑和调侃袁尤

其在身份平等的亲密朋友间遥 但是袁野追求和谐是人类

理性的表现冶[13]遥 在虚假不礼貌中袁交际者取向为构建

和谐的人际关系[14]袁因此他们不会将交际行为评价为

不礼貌的遥 反而袁在这个过程中袁交际者相互分享成功

的得意或者失败的负面情绪等袁互相调侃袁缓解消极

情绪袁进一步缩短社交距离袁拉进关系袁加强团结遥

渊二冤娱乐功能

Culpeper认为袁虚假不礼貌的娱乐功能至少有两

个前提条件袁虚假不礼貌行为的发起者通过幽默一方

面给承受者带来痛苦袁另一方面至少为其他交际参与

者带来一些快乐[4]遥因此袁虚假不礼貌娱乐功能是发生

在多人交际中的遥

语料四院渊兰州某大学班群袁 元旦联欢晚会过后袁

同学 A在群里发了同学 D面无表情袁 举着手机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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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才艺表演选手打灯的视频袁并评论其为野没有感情

的打灯机器冶冤

(1)A:没有感情的打灯机器遥

(2)B:哈哈哈哈哈哈哈遥

(3)C:哈哈哈哈哈哈哈遥

(4)D:渊动态表情包,一个小孩子张大嘴巴吃惊袁皱

眉袁面露痛苦冤

(5)D:我干了什么遥

(6)D:太可怕了遥

(7)E:闪光少女遥

(8)F: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遥

(9)E: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遥

(10)E:笑吐了遥

(11)G:笑死了遥

(12)D:装死遥

(13)D:笑死了遥

A在班群里发 D的视频并评论 D为野没有情感的

打灯人冶袁这是对 D的消极评价袁表面上看袁损害了 D

的素质面子袁但是 D将其视为了可容许的冒犯遥 话语

渊4冤至渊6冤中袁D的反应首先是吃惊袁面露苦色袁然后反

思自己的行为袁并感到尴尬遥 群里的其他成员回复野哈

哈哈哈哈哈哈冶野闪光少女冶野笑死了冶等遥 面对其他成

员的反应袁话语渊12冤中 D继续感到羞愧遥 但是从话语

渊13冤D回复的野笑死了冶可见袁 D并没有将 A 的话理

解为不礼貌的遥因此袁从这段对话中袁我们可以发现袁A

的虚假不礼貌行为使 D感到尴尬袁也可以理解为给 D

带来了一定痛苦袁同时袁也娱乐了群里的其他人遥

语料五院渊江苏某高校老乡群一本科毕业学生与

本科在校生讨论高考数学试题冤

(1)A:今年高考数学真难遥

(2)B:数学这东西越难越好袁反正简单的我也不会遥

(3)C:还好我那年数学不难袁轻轻松松 120袁虽然不

高袁可也够用了袁哈哈哈遥

(4)D:那年太老袁不适合我们 00后遥

(5)E:真搞笑袁哈哈哈遥

(6)A:哈哈哈哈遥

(7)C院我还年轻力壮遥

这段对话中袁除 C是已经本科毕业的学生袁其他

均为在校本科生遥 首先袁A引出话题袁今年高考数学很

难遥对这一话题袁B和 C做出了不同的反应遥 B自嘲其

数学能力水平不强曰而 C通过分数表明对自己当年数

学成绩的满意袁并通过野哈哈哈冶嘲讽 B袁发起了虚假

不礼貌行为遥之后袁D发起了虚假不礼貌行为袁对 C进

行调侃袁野那年太老冶不仅是试题旧袁而且暗指 C的年

龄大遥 D的调侃起到了娱乐效果袁通过话语(5)和渊6冤中

E和 A 的回应可知遥网络多方交际中虚假不礼貌能起

到娱乐功能袁主要原因之一是交际情景遥虚假不礼貌行

为通常发生在非正式场合袁且只发生在亲密人之间[1]袁在

网络交际中也如此遥 虚假不礼貌的参与者都秉持野别

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冶这样一个观点[2]袁充分将自己融

入到轻松和愉悦的环境之中遥 在此情境下袁虚假不礼

貌的见证者可以获得情感愉悦和窥探愉悦[4]遥 作为旁

观者袁他们不仅会因为目睹 野冒犯冶行为而感到情绪

亢奋袁而且也容易在其他人相互调侃中获得自己所不

知道信息或他人隐私袁从而获得窥探愉悦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虚假不礼貌的娱乐功能和增进感

情功能并不完全孤立袁而是有重复之处袁因为朋友或

同伴间相互戏弄尧调侃尧开玩笑尧玩笑式侮辱等袁营造

了一种轻松尧愉悦的氛围袁也增进了相互之间的感情遥

五尧结语

虚假不礼貌行为虽然表面上看似不礼貌袁但实际

上并不是真实的冒犯袁而是一种可容许的冒犯遥 本文

以 QQ群聊和微信群聊片段为语料袁研究发现袁虚假

不礼貌发起者尧承受者和见证者三个角色之间的关系

是动态构建起来的遥 同时袁本文证实网络多方交际下

虚假不礼貌可以起到增进情感袁娱乐他人袁促进人际

关系和谐的功能遥 但是袁本文基于的语料有限袁关于虚

假不礼貌参与者之间关系的动态构建和网络环境中

的多方交际袁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遥

参考文献院

[1] LEECH G.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London & New York:

Longman,1983.

孙乃玲袁等院网络多方交际中的虚假不礼貌行为探究 63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3年第 5期

A Study of Mock Impoliteness in Online Multi-party Interaction

SUN Nailing, ZHAO Kex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Gansu 730050)

Abstract: With clips of college students爷 chats in the QQ group and WeChat group, drawing on Dobs and Blitvich爷s responses model

in impolite act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construction among initiators, recipients and witnesses and explores pragmatic func鄄

tions of mock impoliteness in online multi-party interaction. It has shown that the roles of participants are dynamically constructed in

mock impoliteness and mock impoliteness can enhance the bond among speakers, serving a recreational function and promoting harmo鄄

nio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Key words: mock impoliteness; dynamic construction; pragmatic functions

[2] HAUGH M,BOUSFIELD D.Mock impoliteness,Jocular Mock鄄

ery and Jocular Abuse in Australian and British English [J].

Journal of Pragmatics,2012(44):1099-1114.

[3] CULPEPER J.Towards an Anatomy of Impoliteness[J].Journal

of Pragmatics,1996(25):349-367.

[4] CULPEPER J.Impoliteness:Using Language to Cause Offence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5] MA魱Z-AR魪VALO C.Jocular mockery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A contrastive study of a Spanish and English

Facebook community [J].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2015,

11(2):289-327.

[6] 熊苒苒.三方交际中的虚假不礼貌[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

报,2017,15(2):87-91.

[7] 刘丽华,戴慧琳.网络环境中虚假不礼貌言语的解读分析:以

微信群聊为例[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9(4):

88-95.

[8] DYNEL M, POPPI F I M.Risum teneatis, amici? 翌: The so鄄

cio-pragmatics of RoastMe humour [J].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9(139):1-21.

[9] 焦培媛.虚假不礼貌言语的人际效用研究[J].兰州教育学院

学报,2019,35(11):69-71,74.

[10] DOBS M,BLITVICH G.Impoliteness in polylogal interaction:

Accounting for face -threat witnesses爷 responses [J].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3(53):112-130.

[11] SPENCER-OATEY H. Face,(im)politeness and rapport[A]//

SPENCER -OATEY H.Culturally Speaking:Culture, Com鄄

munication and Politeness Theory.London:Continuum,2008.

[12] ZHAO L.Mock Impoliteness and Co-Construction of Hudui

Rituals in Chinese Online Interaction[J].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2020,43(1):45-63,126.

[13] 冉永平.人际交往中的和谐管理模式及其违反[J].外语教

学,2012(4):1-5.

[14] 何静,薛媛.电视娱乐访谈中虚假不礼貌行为的语用研究

[J].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7(1):20-26.

渊责任编辑院魏 琛冤

64窑 窑



叶小红帽曳是西方童话中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品袁也

是许多父母在孩子年幼时读给他们听的睡前故事之

一遥 提起野小红帽冶袁人们的脑海中会即刻浮现出一个

纯真无邪的小女孩形象遥 世界各地的作家们对这个形

象鲜明的小女孩保持着浓厚且持续的兴趣袁因此袁叶小

红帽曳 在世界文学史上出现了不计其数的改写作品遥

仅美国学者杰克窑赛普斯编选翻译的 叶小红帽的考验

与苦难曳 淤 渊Th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Little Red

Riding Hood冤一书中就收录了法国尧德国尧美国尧英国尧

意大利尧中国等国家 38篇叶小红帽曳的英文文本或翻

译文本遥 其中袁最早的作品完成于 1697年袁最迟的写

于 1990年袁 时间跨度长达三百年遥 本文选取了查尔

斯窑佩罗的叶小红斗篷曳渊1697年袁法国冤尧格林兄弟的

叶小红帽曳渊1857 年袁德国冤和安妮窑塞克斯顿的叶红帽

子曳渊1971年袁美国冤三个文本做深度的文本分析袁透视

不同时代背景下袁社会与阶级元素对文学经典作品改

写的影响遥 在文本选择上考虑了时间的跨度和国家分

布的广度遥

一尧佩罗版叶小红斗篷曳院宫廷道德观的捍

卫者

查尔斯窑佩罗 1628年出生于法国巴黎袁年轻时是

路易十四的一名朝臣遥 1683年袁佩罗结束了他的官吏

生涯袁把生活的重心转移到宗教诗尧传记等的创作上遥

他一生著书立说袁作品甚丰袁但如今还被人们所记得

的袁仅剩一本叶附带道德训诫的古代故事集曳渊Tales of

Times Past with Morals冤, 后改名为我们日常所提到的

叶鹅妈妈故事集曳渊Mother Goose爷s Tales冤遥 野小红帽冶在

文学史上最早的正式出版版本就来源于此遥 佩罗将这

个故事取名为 叶小红斗篷曳渊Little Red Riding Hood冤袁

并第一次让这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戴上一件野小红斗

篷冶遥 这一形象如此耀眼袁以至于后世作家的改写作品

中几乎全部保留了野小红帽冶这样一个戴着红色斗篷

的女孩形象遥

叶小红斗篷曳是法国沙龙文化的产物遥 野所谓沙龙袁

是 17 世纪巴黎高级知识分子圈子中的一种名流聚

会袁 它是当时大家闺秀们的社交中心噎噎冶[1]叶小红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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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院朱彤渊1981-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英美文

学研究遥

时代变迁下的社会元素
要要要论野小红帽冶三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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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几百年来袁叶小红帽曳在世界文学史上存在着多个改写版本遥 查尔斯窑佩罗的叶小红斗篷曳充满道德警告袁捍

卫了 17世纪末的法国宫廷道德观遥格林兄弟的叶小红帽曳作为教育和引导儿童的童话故事袁体现了 19世纪中期维多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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篷曳从 17世纪法国贵妇的沙龙中脱颖而出袁符合法国

贵族的伦理观念袁与其说是对儿童的教化袁不如说是

对成人的警戒遥罗伯特窑达恩度在他的叶屠猫记:法国文

化史钩沉曳 一书中也提到院野佩罗润饰过那些故事袁以

便迎合在沙龙进进出出的那些世故的女性雅士和宫

廷人士的品味要要要他 1679年首度刊行的 叶鹅妈妈故

事集曳就是给那一批人看的遥 冶[2]

首先袁在主人公衣着的选择上袁佩罗选取了斗篷

这一典型的法国贵族的装束袁符合了贵族阶级的审美

品位遥 其次袁在语言和故事情节方面袁佩罗版叶小红斗

篷曳体现了法国 17世纪的社会现状袁符合当时社会的

道德规范遥 为了在沙龙中讲述给大家闺秀们听袁佩罗

删去了民间版本中小女孩食用外婆血肉这种难登大

雅之堂的骇人情节以及小女孩关于外婆毛厚的提问

的幼稚情节遥 然而袁小女孩与狼同眠的部分描写却被

保留了下来遥

狼见她走了过来袁就躲到被子底下袁说院

野把小饼干和奶油放在箱子上袁躺到我身边来遥 冶

小红帽脱掉了外套袁躺到了床上遥 [3]

佩罗把野狼比成危险的男人遥 野佩罗的野狼是个

时髦迷人的巴黎上流社会人士袁 擅长勾引年轻的女

子袁威胁家庭的传统遥 冶[1]小红帽就没能抵制诱惑 在狼

轻轻一句野躺到我身边来冶的招呼下袁就野脱掉了外套袁

躺到了床上冶遥这一情节使故事具有了性意味遥佩罗版

的故事结局也和其他版本大不相同袁小女孩最终葬身

狼腹遥 于是袁这个野童话冶成了一个以悲剧告终的野惩戒

性故事冶遥 野惩戒性故事的主要功能是娱乐与惩罚成

人遥 冶[4]小红帽的遭遇被当做一个道德事件袁用以警告

出入宫廷的大家闺秀们在成长过程中要自律并提高

警惕遥

此外袁值得注意的是袁佩罗在每则故事的最后都

加上诗体的野道德训诫冶遥 这是佩罗故事的精华所在袁

也使其具有独特的魅力遥 把野道德训诫冶放在当时的时

代背景之下袁 更能适应当时法国贵族阶层的审美需

求遥 同时袁故事的伦理教化意义也在这一训诫中展现

得淋漓尽致院

小女孩袁这是在告诉你院

不要半路停下脚步袁

不要相信陌生朋友曰

没人知道结果会怎样遥

因为你长得美丽袁所以更要聪明一些曰

狼会伪装成不同的样子袁徘徊在你身边袁

它们可能十分英俊尧亲切袁

和气或迷人要要要千万要小心浴

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要要要

说着最甜美的话语的嘴巴总是带着最尖利的牙

齿浴 [3]

狼是典型的反面形象袁是丑陋尧邪恶的化身袁是勾

引女性的虚伪男子遥这个故事宣扬了野贞操的重要冶袁充

满了野性暗示和道德警告冶 [1]遥 作为宫廷道德观捍卫者袁

佩罗对流传于中世纪的民间故事进行了文学化的改

写袁写下了这么一个充满了对女性道德警告的故事遥

二尧格林版叶小红帽曳院维多利亚时代的家

庭典范

如果说袁是佩罗塑造了野小红帽冶的原型袁那么,使

这一故事家喻户晓的袁则应该归功于格林兄弟遥

文学史上著名的野格林兄弟冶指的是雅各布窑格林

和威廉窑格林遥 他们常年搜集欧洲民间世代流传的童

话袁 编写了 叶儿童与家庭童话集曳渊Children爷s and

Household Tales冤袁又名叶格林童话全集曳袁对德国文学

乃至世界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遥 其中的 叶灰姑娘曳尧

叶白雪公主曳尧叶小红帽曳等故事至今仍受到全世界儿童

的喜爱遥

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之下袁19世纪的欧洲人口结构

发生了改变遥 大量人口从乡村来到了城市中的工厂袁

核心家庭观念得以强化, 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结构逐

渐形成遥 直到此时袁儿童才受到社会的关注袁野童年冶的

概念逐渐形成袁 儿童文学也应运而生遥 叶格林童话全

集曳正是其中的翘楚遥 该文集经过多次修改袁将其中有

关性爱尧乱伦的情节删除袁但适当保留了相当一部分

的暴力情节袁旨在警示儿童袁为其提供道德教育袁深受

家长们的喜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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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袁格林兄弟将故事的标题由佩罗的野小红斗

篷冶改为野小红帽冶袁用德国资产阶级的时尚服饰野小巧

的红色天鹅绒帽冶 [3]代替了代表法国封建贵族装束的

野小红斗篷冶遥 在格林兄弟笔下袁野小红帽冶代表了维多

利亚时代下的儿童袁天真无邪袁活泼可爱遥

其次袁格林版的叶小红帽曳在故事情节上也进行了

明显的改动遥 故事的开头增加了一段冗长的来自母亲

的叮咛: 野孩子袁趁着天还不热袁快点出门吧遥到了外面

要乖乖地袁规矩地走袁千万别跑到路的外面去袁否则你

就会摔倒遥 一定要拿好瓶子袁如果把瓶子打碎袁外婆就

没有东西吃了遥 你到外婆房间后袁别忘了说你好袁也别

四处张望遥 冶[3]小红帽则乖巧地回答道院野我会做好所有

的事遥 冶[3]这一情节的改动体现了故事对儿童的教育意

义袁教育他们要听大人的话袁当一个乖巧的好孩子遥 而

获救之后袁小红帽也深深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听从母亲

的教诲遥 故事中的妈妈尧外婆乃至猎人袁都充当了教育

者的角色袁利用每个机会对小红帽进行教诲遥 野狼则

是故事中的反面角色袁但其作用也仅仅是给小红帽一

个教训遥 当然袁教诲也好袁教训也罢袁实际上都是说给

听故事的孩子们听的遥 在小红帽之死这一情节的设计

上袁格林版的表述是这样的院野于是袁小红帽走到床前袁

把纱帐拉开袁 看到外婆躺在那儿噎噎狼刚说完这句

话袁就从床上跳了下来袁把小可怜一口吞掉了遥 冶[3]显

然袁格林兄弟在他们的版本中删去了小红帽死于恶狼

床上这一情节袁 同时也删去了佩罗版所暗示的性意

味遥 因此袁格林版的叶小红帽曳是真正意义上的写给孩

子看的童话遥

格林版叶小红帽曳的另一大变化是增加了一个全

新的的角色要要要猎人遥 从这一父权人物形象的引入袁

我们不难看出袁 格林兄弟将基督教的教义融入故事袁

由此来满足当时中产阶级及贵族阶级的需求遥 野格林

兄弟的叶小红帽曳宣扬父亲的重要性及女人的驯服袁这

是维多利亚时代欧洲常见的家庭生活规范袁 猎人救美

也体现了 19世纪的父亲及丈夫形象要要要耶保护者爷遥 冶 [1]

猎人的出现使格林兄弟笔下的故事结局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袁他从狼腹中解救了小红帽和外婆袁而狼受到

了惩罚袁被肚子填满大石头而死遥 之后袁祖孙俩又遇见

另一只意欲故技重施的狼袁 但这次她们吸取了教训袁

将计就计杀死了那条狼遥 这样一个皆大欢喜的喜剧结

局使佩罗版的野惩戒性故事冶转化为格林版的野劝诫性

故事冶袁野劝诫性故事重在教育与引导儿童冶[4]袁 让儿童

懂得知错就改袁处罚和教训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遥 因此袁

格林版的叶小红帽曳完全符合了维多利亚时代读者的

口味袁深受家长们的喜爱袁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意义遥

三尧塞克斯顿版叶红帽子曳院消费社会下的

迷茫一代

安妮窑塞克斯顿渊1928-1974冤是美国自白诗歌流

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遥 在 20世纪后期后现代童话改写

风潮的引领下袁塞克斯顿将叶格林童话全集曳中叶小红

帽曳叶灰姑娘曳叶十二个跳舞的公主曳 等 17个脍炙人口

的童话进行改写袁并编辑成诗集叶变形曳于渊Transforma鄄

tions冤正式出版遥 此时袁人类社会正逐渐步入消费时

代遥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尧思想家让窑鲍德里亚提出

著名的野消费社会理论冶遥 他认为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

展袁生产社会已被消费社会所替代遥 人们消费商品的

符号价值袁而非使用价值遥 而文学作品袁作为文化商品

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其产生与传播袁也被赋予了浓厚的

消费色彩遥

塞克斯顿版叶红帽子曳对之前版本的改写可以说

是颠覆性的遥 她创造性地将童话改写成诗歌遥 在标题

的选择上袁 塞克斯顿删去了格林版 叶小红帽曳渊Little

Red Riding Hood冤标题中的野little冶一词袁使作品从儿

童读物再次转而面向成人群体遥 此外袁与佩罗版在故

事结尾加上野道德训诫冶不同袁塞克斯顿创造性地采用

一种野序幕性冶的叙事模式袁在故事前加入若干段诗节

作为引言袁再将故事缓缓展开遥

野许多人都是骗子遥 冶[5]诗歌的第一节没有天真烂

漫的小女孩袁不见和蔼可亲的妈妈袁只有作者对消费

社会下人们道德没落一针见血的怒斥院郊区的主妇心

不在焉地在超市挑选着日用品袁心早就飞到教堂对面

的停车场袁想着在那和情人约会曰珍妮太太一心想着

赚大钱袁 一会儿功夫便被两个骗子卷走毕生的财富遥

如果说袁格林版叶小红帽曳代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

典范袁 塞克斯顿版则掷地有声地表达了诗人的疑惑

野道德哪里去了钥 冶[5]消费社会中袁人们一心想着及时行

乐并尽可能多地获取金钱袁 早就将礼义廉耻抛诸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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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袁哪还有什么道德可言遥 此外袁塞克斯顿还不断地将

各种商品的品牌展示在诗节中袁野杜兹牌清洁剂冶[5]袁

野篷车牌狗粮冶[5]袁野伊姆斯椅冶[5]袁野来纳斯牌毛毯冶[5]噎噎

在商品的符号价值远超使用价值的消费社会中袁人们

对品牌产品的追逐可见一斑遥 塞克斯顿将经典的格林

童话置于现代社会袁并打上了消费主义的印记袁正如

著名批评家威廉窑路特指出院野这些故事被搬离黑暗的

德国森林袁重置于灯火通明却同样黑暗的美国消费文

化的中心遥 冶[6]

此外袁诗人还对消费文化背景下的性别和身体消

费进行了探讨遥 与另外两个版本不同袁故事的开头最

先出现的不是小女孩而是那只伪装的狼院野很早以前袁

有这么个骗人的事儿袁 一只身穿荷叶边儿的野狼袁活

像个异装癖者浴 冶[5] 野狼吞下小红帽之后肚子大了起

来袁好像怀胎九月遥 猎人将狼腹剖开袁像做剖腹产手术

一样袁用的是一把野情欲之刀冶[5]遥格林童话中带着英雄

光环的猎人和性尧性欲联系了起来遥 这种看似粗鄙荒

唐的描写在消解了格林童话所宣扬的父权权威的同

时袁又迎合了消费社会的时代特征遥 野性欲是消费社会

的耶头等大事爷,它从多个方面不可思议地决定着大众

传播的整个意义领域遥 一切给人看和给人听的东西袁

都公然地被谱上性的颤音遥 冶[7]在塞克斯顿的笔下袁猎

人不再是维多利亚时代下正义的家长袁而成了消费社

会下轻浮的中年男子遥

在故事结局的设计上袁塞克斯顿选择了和格林兄

弟一样的结局: 小红帽和外婆得救曰 恶狼被肚子塞满

石块而死遥 但同格林兄弟版本中恶狼恶有恶报的结局

不同袁诗人笔下的结局充满着消费文化对人本质的消

极影响遥 祖孙俩转身一变成了冷酷的复仇者袁不愿一

枪结束恶狼的性命袁而是往狼腹装满石头让他痛苦死

去遥 在消费社会中袁野再残暴的行为也不会引起人们的

反抗噎噎最终使理性麻木不仁冶 [8]遥 小红帽在得救并

杀死野狼之后袁和猎人尧祖母一起袁在尸体旁吃起蛋糕

喝起酒袁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遥

叶红帽子曳是消费社会背景下塞克斯顿对格林经

典童话的另类解读袁 赋予了经典作品新的生命与意

义遥 透过这篇野变形冶了的叶红帽子曳袁诗人批判了消费

社会下人们的日渐衰落的道德观以及被异化的人性袁

也表达了身处其中的无奈遥 病态的消费价值观虽然短

暂地满足了人们的感观需求袁却极大地扭曲了现代人

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袁使身处其中的人们陷入痛苦与迷

茫袁最终变得麻木遥

四尧结语

从佩罗的叶小红斗篷曳到格林兄弟的叶小红帽曳袁再

到塞克斯顿的叶红帽子曳袁野小红帽冶的改写历时近三百

年袁跨越三个国家遥 作家们的改写手法各异袁或通过不

同的人物性格尧故事情节袁或通过不同的文学体裁袁不

断地在野小红帽冶身上附加上新的时代意义遥 但一致的

是袁这些版本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袁在演变的过程中

呈现出符合其所在时代的社会元素的文本面貌袁并符

合其所在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遥 佩罗版叶小红斗篷曳是

佩罗作为宫廷道德观捍卫者袁 为满足 17世纪法国贵

族阶层的需求袁向宫廷男女提出的野道德训诫冶遥 格林

版叶小红帽曳是 19世纪工业革命冲击之下袁作者为满

足当时资产阶级伦理教化的需求创作出的教导儿童袁

向其灌输家庭伦理观念的文本遥 到了 20世纪中后期袁

消费文化兴起袁塞克斯顿版叶红帽子曳则充斥了大量的

商品意象和符号消费袁 并渗透了消费主义价值观袁折

射出看似繁华的消费时代下人们的麻木与空虚遥

文学作品以艺术化的形式承载着人类价值及人

类文化的生存状态遥因此,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文学经典

改写是作者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下袁随着社

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断变化袁认识并再现社会

生活的产物袁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和社会特征遥 野小

红帽冶文本在过去三百年间的急剧嬗变深刻揭示了社

会元素对文学经典改写的影响与渗透袁能动地反映了

时代变迁遥 可以说袁野小红帽冶的改写史是一部精彩纷

呈语言演变史尧教育发展史尧社会伦理史袁在某种程度

上是这三百年社会变迁史的缩影遥

注释院

淤 本文佩罗版野小红帽冶及格林版野小红帽冶引用文本均为作

者自译袁原文参考叶小红帽的考验与苦难曳,即 ZIPES J.Th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Little Red Riding Hood [M].New

York: Routledge.文中所引原文注明出处页码遥

于 塞克斯顿版野小红帽冶所引用诗歌均为作者自译袁原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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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Elements in Era Changes: A Study on Three Versions of

Little Red Riding Hood

ZHU T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Fujian 362000)

Abstract: The past centuries witnessed various rewritten versions of the fairy tale Little Red Riding Hood. Charles Perrault爷 s Little

Red Riding hood was a moral warning to adults, which guarded the morality of the French royal court in the 17th century. Jacob and Wil鄄

helm Grimm爷s Little Red Riding hood, as a fairytale for children, showed us the family model under the Victorian Age in the mid 19th

century. Whereas, Anne Sexton爷 s Red Riding Hood was full of sign commodities, showing human beings爷 numbness and confusion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Under different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 the three versions showed us different

social and class elements in the rewriting of classics.

Key words: social elements; era changes; Little Red Riding Hood; re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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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天极限定档到两天破亿袁叶新神榜院杨戬曳渊以

下称叶杨戬曳冤收获的并非都是鲜花与赞美袁而是两极

分化的评价遥 与其简单地将热议视为文化事件袁不如

将其视为对国产动画电影评判浮于表象的 野文化自

信冶产生的又一次碰撞遥 在这种浮于表象的野文化自

信冶下袁存在文化自卑与文化自负的双重矛盾袁成为遮

掩构建文化自信之路的云雾袁若要拨开云雾需多方共

同努力遥

一尧野文化自信冶表象下的双重矛盾院文化

自卑与文化自负

野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尧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尧

最深沉尧最持久的力量遥 向上向善的文化是一个国家尧

一个民族休戚与共尧血脉相连的重要纽带遥 冶 [1]文化自

信是在充分肯定自身文化的同时袁对自身文化有着客

观的认知袁对其发展满怀信心遥 树立文化自信能够使

人们倚靠自身力量袁对内凝聚文化认同袁对外保持文

化定力袁不卑不亢面对文化交融发展遥

近年来袁国产动画影视作品取材涉及传统文化方

面的论题受到观众的欢迎袁但怎样才算作传承中华传

统文化袁常引发网评上的争议遥 影片叶杨戬曳所面临的

争议主要集中在叙事与视效方面是否野西化冶上遥 争执

双方虽然对于野西化冶涵义的界定并不一致袁但并不妨

碍其观点的输出遥 影片以杨戬与沉香两代人救母的传

统文化故事作为叙事原型袁延续野新神榜冶系列传统元

素与现代流行元素的融合袁打造出独特的野东方朋克冶

世界遥 一些影评者质疑其野不传统冶野不中国冶野西化冶袁

视杨戬对于父权的反抗是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失败挪

用曰视野加气站冶尧红绿灯尧飞艇是西方世界的再现曰野中

国冶的杨戬怎么能吹着野西方冶的口琴袁干着野西方冶才

有的职业要要要野赏金猎人冶渊剧中野赏银捕手冶一职冤遥 这

些观点背后袁体现出的正是当前野文化自信冶表象下的

文化自卑与文化自负遥无论是认为电影视效全盘西化袁

还是认为电影故事是对其野原型冶的亵渎袁最终都不可

避免地上升到同样的结论院野披着传统文化的西方电

影冶遥

叶杨戬曳是又一部野披着传统文化的西方电影冶吗钥

显然并非如此遥 作为制作公司袁追光动画被普遍认为

注重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遥 从取材传统民俗的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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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神曳袁到野新传说系列冶叶白蛇院缘起曳叶青蛇院劫起曳袁对

于传统经典 IP野白蛇传冶的全新改编袁再到野新神榜冶系

列叶新神榜院哪吒重生曳中对于野东方朋克冶的中国美学

风格创新袁无一不是在探索传统与现代元素间创造性

融合的新道路遥 而叶杨戬曳更是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性

的巧妙野拼贴冶袁为观众献上了一幅前所未有的野天界冶

想象袁同时通过杨戬与沉香的双重照应袁形成对于传

统道教野自然无为冶的现代性反思遥

从影片最终呈现效果来看袁被称为野西化冶的元素

是创新性野挪用冶而非简单复制遥 如叶新神榜院哪吒重

生曳中袁人们习惯于中式场景袁而不太接受曼哈顿的西

方取材袁 而事实上旧上海正是中西杂糅的 野十里洋

场冶遥 人们只看到取材曼哈顿的东海市富人区与其对

多种朋克元素的挪用袁却看不到其符号表征恰恰指向

民国时期作为东西文化交融中心要要要野十里洋场冶与

民不聊生并存的旧上海曰叶杨戬曳将故事背景置于千年

前的仙界袁更注重对于仙界想象的传统化再现袁不论

是蓬莱尧方壶还是瀛洲袁都不再以叶哪吒重生曳中偏向

现代的赛博朋克尧蒸汽朋克尧废土元素为主袁而是更多

使用了野丝绸朋克冶作为基础美术风格遥 但仍逃不过网

友在对叶杨戬曳的价值评判中袁提出野神仙为何不能飞冶

以及杨戬常使的武器是野非传统乐器冶的质疑遥

对于外来元素的化用不应被当作野不中国冶的罪

证遥 以公认的继承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为参照袁86版

叶西游记曳与上海美术制片厂的叶宝莲灯曳在当时看来

也并非对于传统的一味照搬遥 不论是 86版叶西游记曳

对于电子音乐的妙用袁还是叶宝莲灯曳对于 3D的试水袁

在当时都是对于影视制作的大胆创新遥 今日若被冠以

野西化冶袁那么何为 野正统冶钥 历史漫漫袁文化的生命力

在于随时代长河不断扬弃与创新遥 作为影片的原型袁

不论是杨戬还是沉香袁 抑或是许多家喻户晓的传统人

物野原型冶袁自身都是多部史籍尧方志尧传说尧甚者外来传

说中不同形象的结合体袁 早已不再是所谓纯粹的 野原

型冶袁有的只是故事在不同时代被赋予的多样解读遥

当然袁野披着传统文化的西方电影冶这种批评的声

音袁 在其他公司的动画作品上也并不少见遥 叶雄狮少

年曳的野眯眯眼冶之争余波未消袁叶深海曳中野粒子水墨冶

技术也遭到了类似的质疑遥 即便是对其赞扬的评论袁

也往往带着野拉踩冶其他国产动画电影的目的遥 归根到

底袁争议争的不是对错袁展现的也非文化自信袁而是表

象下蕴含的文化不自信遥

二尧野文化自信冶 双重矛盾的主要缘由院作

品质量与网评生态

造成野文化自信冶双重矛盾的因素很多袁既有历史

的袁又有现实的曰既有主观认知上的理解偏差袁也有客

观现实中存在的不足差距遥 文化自卑与自负双重矛盾

的背后袁映照出当前我国影视文化产品和网评舆论生

态的现状院一方面袁囿于当前我国优秀影视作品的稀

缺曰另一方面袁则缘于良莠不齐的网评质量甚至偏颇

片面的评价生态遥

近年来袁中国电影产业进入快车道袁在野头部冶电

影频频发力的同时袁 中小成本的电影也开始崛起袁逐

渐成为电影市场的主力军遥 从叶大圣归来曳一举打碎国

产动画电影的制作天花板袁到叶白蛇曳出圈为野小孩子

看的冶动画电影野正名冶袁到叶魔童曳爆火的商业价值袁再

到叶雄狮少年曳探索出传统题材改编以外的多样性题

材袁让市场看到国产动画电影的潜力遥 在国际传播上袁

从上海美术制片厂的叶小蝌蚪找妈妈曳袁到叶罗小黑战

记曳在日本引起的野罗小黑热潮冶袁再到被世界 3A玩家

关注的野黑悟空冶袁中国动画电影立足中华优秀文化的

精神野硬核冶袁借用超验的视觉表达对中国美学进行现

代阐释遥 最近热映的叶深海曳粒子特效所形成的犹如鲲

鹏遨游于天地的飘逸意蕴袁以及叶中国奇谭曳之野鹅鹅

鹅冶以聊斋诡谲怪诞讽喻现代性欲望袁呈现出野以形写

神袁迁想妙得冶的中国式审美特质遥 这些影片无不向世

界展现中国文化尧中国形象尧中国叙事空间袁彰显出中

国日益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袁成为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

重要组成部分遥

当前袁 中国动画电影正逐步摆脱了低幼倾向尧单

一化发展的阻碍袁如作为狂揽国内 9亿多票房袁在日

本放映创下多项记录的叶大圣归来曳着实让人眼前一

亮袁 但是与堪称向全世界输出美国文化优秀典范的

野迪士尼们冶相比袁国产动画电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遥

国内动画行业在规模尧资金尧技术尧人才尧宣传等方面

不足的问题由来已久袁仅凭制作者的一腔热血与观众

的热切期待是永远不够的袁也换不来整体产业的破茧

成蝶遥 这正是影评界对国产动画电影野仰卧起坐式崛

起冶调侃的由来遥 这种失望的层层累积袁最终化为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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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先入为主的批判遥 如面对追光动画的作品袁往往惯

于一味指责野叙事冶袁而忽视其在视效与剧本质量上的

飞跃遥 同样袁以电影为例袁第五代导演为主的中国电影

在 80 年代带着争议打开进入国际主流视野渠道之

后袁便缺乏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尧艺术性与商业性的

强劲之作遥 [2] 叶上海堡垒曳之类的科幻野佳作冶令人眼前

一黑袁叶明日战记曳的宣发更是让人忧心忡忡遥 诚然袁文

化自信大厦的构建不可能仅凭一两部优秀作品就能

完成袁但却是从每一部优秀文化作品开始的遥 只有不

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文化作品袁充实国人文化

自信底气袁增强国际话语权袁才能累积建构出文化自

信的大厦遥 同时袁只有做到文化真自信袁才能不断创作

出优秀的文化作品遥

互联网时代各种文化之间交流交锋交融更加便

捷袁但是文化霸权与后殖民主义的阴影尚存于文化自

卑中袁同时野全盘复古冶即狭隘的野文化复兴冶促生的文

化自负正阻碍着文化自信的脚步遥 [3]相较于对优秀影

视作品的殷殷期待袁 在传统影评集体失语环境下袁网

络影评迅速兴起袁其无门槛尧极端化甚至无底线的评

论袁对于构建电影产业文化自信极具杀伤力遥 近年来袁

随着互联网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袁网民维护国家利

益的意识不断增强袁不论是野帝吧出征冶还是野小粉红冶

的兴起袁抑或是叶战狼 2曳叶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曳的大热袁

网民们从未如此一致对外袁高举野爱国主义冶旗帜捍卫

国家形象与国家尊严遥 但是面对非主旋律作品时袁有

些网民以固有的评价模式质疑创新袁某种程度上显示

出其内在的迷惘和自信的缺乏遥 在叶杨戬曳的网络评论

中袁 文化自卑者侃侃而谈朋克元素在西方的运用袁却

对其东方运用的可能性不断质疑袁连带着野红绿灯冶与

野加气站冶也一并视为意识形态入侵的罪证曰文化自负

者则视创新性改编为亵渎袁以野千年传统冶的卫道士自

居袁 却忽视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生态多样性与创新

性袁固步自封袁抱残守缺遥 这种非理性质疑袁表面上看

似维护自信与自尊袁其实质是简单化的排外袁是新时

期开放的民族文化主体对外来文化的同化及创造性

转化的不自信遥 这种不自信既有其历史渊源袁也有面

对中国文化创新的不适与迷惘遥 这种不适与迷惘袁在

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环境中经常引起话题袁 并不断发

酵尧放大遥 这些无力分辨现代化与西化袁亦无法分辨现

代性与传统袁将使用元素视为野罪证冶袁将创新融合视

为亵渎袁将表现形式视为内在本质的争论袁日益成为

文化自信表征下挥之不去的暗影袁也无疑给中国动画

电影乃至中国电影业的健康发展雪上加霜遥

在野流量为王冶野营销至上冶的互联网时代袁野吸睛冶

的流量往往替代内容成为影评目的与指标袁影视营销

因商业利益唆使搞流量造假袁黑公关尧网络水军等野剑

走偏锋冶现象也屡见不鲜遥 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野新一代

影评人往往被各种权力尧 集团轻而易举地俘虏和收

编袁争先恐后地成为政治审查的辩护人尧二流导演的

食客尧电影发行公司的顾问遥 冶 [4]这种影响电影评价的

非正常力量袁严重扰乱影视作品评价生态袁应当引起

业界高度重视遥 在此生态下袁电影失去了得到野平庸冶

评价的可能性袁只有野烂片冶和野爆款冶之分遥 普通观众

往往无法分辨新媒体平台上发布内容的真实性与客

观性袁容易受所发布的内容诱导袁被动陷入舆论泥潭袁

以至在网上无尽的谩骂和争吵中动摇着文化自信的

根基遥

此外袁对于合力助推勇于奋斗野出海冶的影视作

品袁观众和舆论也不够重视遥 在动画电影海外市场开

拓上袁面对好莱坞与日本两座野动画大山冶而屡屡受

挫袁并且野大山冶之外的市场体量和效益远不如国内遥

媒体往往不太重视海外战绩的报道袁同时报道仍以传

统电影报道的方式进行袁 忽视了动画电影作为动漫袁

其二次创作在电影之外的影响力袁如野罗小黑战记在

日大卖冶的消息两年后才在社交平台上以日本观众评

论截图的形式被传播遥 野出海冶影视作品的单打独斗尧

媒体与网评的集体忽视袁以及滞后的海外新闻袁加深

了高期待观众面对国产动画电影海外影响弱的挫折

体验遥

三尧野文化自信冶的培育塑造院优秀的影视

作品与健康的评价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袁要野推

进文化自信自强袁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冶[5]曰野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袁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发展道路袁增强文化自信冶[5]遥 电影是国家文化

软实力的重要标识袁 是国家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袁也

是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遥 国家电影局发布的叶野十

四五冶中国电影发展规划曳中明确提出袁2035年我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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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电影强国袁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中的话语权

和影响力大幅提升遥 作为全世界唯一拥有五千年不间

断文明史的大国尧 一个不断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大

国袁中国电影应当具有文化自信袁也最有资格文化自

信遥 既要以自信的作品凝聚自信的精神袁激发全民族

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曰 更要以自信的心态包容评价创

新袁让中国电影能够轻装上阵尧顺利野出海冶袁推动中华

文化走向世界更好地发挥作用遥

1.打造优秀的电影作品袁着力构建文化自信遥每一

部野爆款冶电影的背后袁其实都是文化自信的集中体

现遥 充满文化自信的优秀电影袁才能讲好中国故事袁传

播好中国声音袁展现中国形象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

影响力遥 近些年袁中国电影产业迅猛发展袁影视作品题

材和数量快速增长袁电影票房屡创新高遥2021年袁我国

电影总票房和银幕数量稳居世界第一袁全年总票房达

472.58亿元袁票房前 10名影片中有 8部为国产影片曰

全国银幕数达 81317块袁 巨型银幕规模位居世界第

一遥 过去 5年袁中国电影生产总量超过 4000部袁观影

人次超过 80亿袁电影市场潜力很大袁中国已经是名副

其实的电影大国遥 [6]如同导演谢飞所说院野现在说的不

是大国而是强国遥 强国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电影不止本

国人爱看袁世界人都爱看袁这个咱们还远没有做到遥 这

是很不容易的袁短期内还任重道远遥 冶 [7]中国电影飞速

发展到今天袁仍然存在产业体系工业化不足尧电影发

行放映机制不健全尧电影衍生产品开发落后尧缺乏优

秀剧本创作型人才袁 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的滞后等问

题袁 制约着优秀电影作品的创作和产业竞争力的提

升遥 新时代袁中国电影业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袁必须深化

电影业系统性改革和结构性调整袁完善电影产业体系

和公共服务体系袁培养造就一批世界知名的电影艺术

家袁为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提供政策和人才支撑遥 中

国电影人要响应时代召唤袁坚持守正创新袁坚定文化

自信袁树立全球视野袁不断提升创作品质袁推动科技自

主创新袁不断涌现出像叶大圣归来曳叶罗小黑战记曳等一

批又一批彰显中国精神尧中国价值尧中国力量尧中国美

学的野出海冶精品力作袁实现从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的

华丽蜕变袁进而支撑起我们的文化自豪自信自立遥

2.建立良好的网评机制袁助力构建文化自信遥自媒

体时代袁 网络影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方式袁 自由尧开

放尧互动袁且不受时空限制的便捷以及低门槛等特性袁

决定其具有强大的覆盖面尧传播力和影响力袁逐渐成

为电影批评舆论的核心遥 在多起野刷分冶事件曝光后袁

观众的观影选择除了参考评分外袁网络影评日渐成为

参考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相较于传统影评袁网络影评中

相对匮乏的电影理论专业知识尧深度的广告捆绑尧野流

量为王冶的价值取向袁往往形成野非好即坏冶两极分化

的评论导向袁严重偏离影评的客观公允袁错误诱导受

众的观影需求袁有的甚至成为资本的野传声筒冶尧发声

的野二极管冶袁最终损害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遥 建构中

国电影野文化自信冶袁需要建立健康的网络影评机制和

宣传推介生态遥 首先袁要高度重视网络影评的新闻伦

理遥 在人人都是影评人的互联网时代袁重视和倡导新

闻伦理和职业道德袁构建和营造理性客观尧良好互动

的评论生态则显得尤其重要遥 网络影评可以无门槛袁

但不等于无底线遥 商业资本可以宣传推介袁但要遵守

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遥 坚定文化自信袁尊重客观事实袁

崇尚格调袁理性评价袁不盲评尧不盲从袁既是电影评论

者的基本素养袁也是电影评论的伦理要求遥 其次袁要提

升网络影评的专业能力遥 专业的影评可以利用通俗化

的文字培养观众的观影审美袁 引导观众认识电影尧欣

赏电影尧感悟电影袁并从中汲取文化自信的理论源泉遥

可以授权具有一定实力和影响力的机构开展定期培

训袁为自媒体组织提供相应的理论和专业指导袁学习

掌握中国电影理论体系袁不断提高电影鉴赏水平遥 同

时袁探索建立自媒体影评资格星级评定和信用管理体

系袁对于是否经过专业机构培训尧掌握影视鉴赏知识

以及遵守网络评论规则等情况袁给予不同等级的网评

资格认定和信用备案制度袁为普通观众判断网络影评

的客观性和专业性提供重要参考遥 第三袁要完善网络

影评的管理机制遥 网络影评的把关是由多元主体共同

参与完成的袁网络影评的自我把关是前提袁管理者的

规范引导是关键遥 作为信息生产与发布的主要来源袁

网络影评需要加强自我审查袁把关信息发布的方式与

内容曰作为管理者袁不能仅仅针对关键词来对账号进

行封杀管理袁更要建立完善的奖惩制度袁加强法律制

度的建设袁做到宣传和管理有效并行袁使网络评论的

力量真正成为助推电影产业发展袁树立中华文化自信

的正能量遥

3.营造友善的创作氛围袁合力构建文化自信遥优秀

作品的创作袁 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表达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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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Gods: Yang Jian" Controversy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LIU Sichang1袁 WU Renwei2

渊1.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袁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Fujian 363000曰

2.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冤

Abstract: The 2022 summer release of the animated film " New Gods: Yang Jian", which involves punk elements, has once again led

to a debate on the Internet about the "westernization" of domestic animated films. By analyzing these debates, we argue that the essence of

this questioning is the du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cultural inferiority and cultural conceit under the appearanc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We suggest that this "lack of self-confidence" is the reason for the industry's dilemma, the deviation of the self-media opinion and the

lack of excellent works under the appearanc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On this basis, we discuss how to make good use of the cultural re鄄

source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to promote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f the n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野New Gods: Yang Jian 冶; value judgment; culture confidence; cultivation

引领社会文化风尚遥 同时袁也需要社会的良性关注袁营

造良好的文化氛围遥 一方面袁政府通过政策支持尧表彰

肯定尧舆论引导等手段袁激励创作者带着时代责任尧充

满热情干劲深入生活尧扎根人民尧大胆创新袁不断创作

出辉映时代的优秀作品遥 特别要扶持和鼓励积极探索

创造性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作品袁积极营造

尊重创作尧鼓励创新的良好政策环境袁推动电影作品

乃至产业百花齐放尧春色满园袁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

煌加油助力遥 另一方面袁全社会也应营造尊重创作的

良好氛围袁 给予创作者更多善意的批评和鼓励支持袁

为中国电影营造良好的创作环境袁促进精品力作不断

涌现遥 电影是需要批评的袁批评是电影成长进步的有

机养料遥 但凡好的电影评论袁应该是理性客观的袁能够

引导观众对一部作品给予比较客观全面尧实事求是地

作出评判袁让好作品能够真正赢得好票房袁促进中国

电影产业良性发展遥 好的电影评论袁应该是自信包容

的袁积极看待中国电影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鉴袁鼓励

和支持中国电影野走出去冶遥 尤其对以国际化的语境和

叙事方式表达中国核心价值乃至人类共同价值所进

行的多元尝试袁更应以自信尧辩证和包容的态度来看

待袁 让中国电影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尧创

新性发展注入新动力遥 当然袁广大观影者也需要在不

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电影专业素养的同时袁不断

摆脱文化自卑与自负的枷锁袁在纷繁复杂的野佳作冶与

野烂片冶中做出独立客观的判断袁在切身感受中国电影

发展进步中坚定属于自己的文化自信遥

可见袁培塑文化自信袁需要学者尧电影人尧影评人尧

野把关人冶尧观影人共同努力遥 只有树立坚定自信尧开放

包容尧吸收借鉴的文化观念袁构建 野政治性尧艺术性尧

社会反映和市场认可相统一的电影作品评价机制冶 [8]袁

创新创作出更多抒写伟大时代尧讲好中国故事尧传播中

华文化的精品力作袁 中国电影才能更好地肩负起新时

代的文化使命袁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中谱写崭新篇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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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导向与意义院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必

要性

渊一冤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是弘扬成功经验的题中

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袁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

代化的根本方向尧前途命运尧最终成败遥党的二十大报

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袁

其中第一条就是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冶遥党建助

推乡村发展袁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得出

的宝贵经验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始终把农民当作革命的主力尧改革的动力袁有效地发

挥了其他政治力量都无法比拟的引领力尧组织力和凝

聚力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中国共产党更是心系农村农

民袁集各方资源袁聚强大合力袁打赢了世所罕见的脱贫

攻坚战袁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遥历史实践表明袁

办好中国的事情袁关键在党遥 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巨

大成就袁离不开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供的坚强政治保

证和组织保证遥

渊二冤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是赓续初心使命的内生

之力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遥 回眸百年党

史袁 中国共产党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沁

润袁自成立伊始就深深地根植于人民之中袁致力于为

人民谋福祉袁形成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要要要群众

路线遥 进入新时代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袁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明确指出院野江山就是

人民袁人民就是江山遥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尧守

江山袁守的是人民的心遥 冶[1]展望复兴蓝图袁农业农村农

民问题仍然是根本问题尧基础问题遥 为了让发展成果

更好地惠及广大农民群众袁党中央坚持将野三农冶问题

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遥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

调院守好野三农冶基本盘至关重要尧不容有失遥 全面推动

乡村振兴袁是野三农冶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袁是贯彻

人民至上价值观的固本之策袁更是赓续初心和使命的

伟大实践遥

渊三冤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是聚焦乡村工作的治理

之要

野从基层上看去袁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冶[2]是费孝

通对中国传统基层社会属性所作的精辟判断遥 乡土社

收稿日期院2023-01-07

基金项目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渊22BKS099冤遥

作者简介院吴恬恬渊1994-冤袁女袁汉族袁助教袁主要从事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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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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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党中央推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部署袁是把握发展主动权袁守好野三

农冶战略基地的路径选择袁更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遥新时代要充分发挥党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总揽全局尧协调各

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袁通过组织强基尧锻造队伍尧赋权产业尧文化铸魂尧绿色发展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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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着分散尧独立等内在属性袁兼具野乡土气尧低流动

性和熟人社会冶[3]等特征遥 随着现代化尧城市化的浪潮

来袭袁 乡土社会在时过境迁中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遥

然而袁作为典型的农耕民族袁找寻具有引领能力的领

导力量仍是带动乡村建设的关键一步遥 新中国成立

前袁众多仁人志士曾以教化农民袁开启民智为主线袁发

起了一场规模大尧波及广的野乡村建设运动冶遥 新中国

成立后袁从实行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到

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袁乡土社会从野礼治秩序冶逐

步迈入基层政权建设袁反映了后乡土中国乡村政治生

活和权力结构的新特征和新趋势遥 [3]换言之袁在历史镜

鉴中提升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基层党组织嵌入度袁

这既是对投身于乡村建设事业的先辈们良好夙愿的

接续实践袁更是对乡村治理的跨越式回归遥

渊四冤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是实现农业农村野现代

化冶的应有之举

从现实角度来看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尧组织

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袁确保了党在乡村振兴中的核心

力量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遥 [1]在党组织的引导尧规范和融合

下袁通过有效聚力乡村产业尧人才尧文化尧生态尧组织振

兴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尧 巩固粮食安全根

基袁能够切实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袁并且在农村兴旺尧

农民受惠中有效助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遥 肇启于农耕

劳作的华夏文明袁历经政权更迭和社会转型袁共同稳

固了乡村在中国共产党实现执政理念和意识形态传

递的野主心骨冶作用遥 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实施袁能够

在完善基层民主政权管理机制中保障农民群众民主

权利袁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袁干群关系袁夯实农村基层

党组织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执政基础遥 同时袁在推动实

现中国式现代化各地的实践中检验基层党组织干部

成色袁逐步锻造一支政治过硬尧适应新时代要求尧具备

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遥

二尧实践与探索院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略显

阻力的原因分析

渊一冤组织引领乏力度

1.队伍梯次配备欠优化遥从基层实际来看袁农村青

年人口外流尧人才储备不充足袁加以不少年轻干部把

基层当野跳板冶袁未能充分激发乡村振兴动能遥 比如袁分

析 X市村干部年龄结构情况院 平均年龄 49岁袁60岁

以上的 69人袁 占比 18%曰50岁以上的 178人袁 占比

47%曰35要50岁的 106人袁 占比 28%曰35岁及以下的

仅有 28人袁占比 7%袁如图 1遥 可见袁在政府人才回引

政策的带动下袁呈现出了队伍年轻化的趋势袁但干部

的中老年占比仍旧比较大袁后备力量有待增加遥 这导

致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过程中袁部分老年干部未能将

丰厚的党建经验优势与前沿信息有机结合并转化为

独特优势曰年轻干部有活力和热情袁但基层组织经验

不足曰中青年干部有踏实肯干的态度和较为丰富的经

验袁但由于野形单影只冶袁较难为推动农村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遥

图 1 X市村干部年龄结构分布图

Fig.1 Age structure distribution of village officials in X city

2.干部治理能力显短板遥一是学历层次整体不高袁

大多数农村党员包括干部的学历停留在高中和大专袁

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层次占比较少袁人才结构从野钻石

型冶迈向野橄榄型冶还有明显差距袁如图 2袁在自主学习尧

专业知识深造和政策深挖方面自发性不强袁干部队伍

整体素质不够硬遥 二是监管机制有待完善袁对党员干

部教育活动和能力培训的学习成果缺乏有效检测袁仅

通过镇级尧 区级对干部日常考核和治理成效进行验

收袁力度不够遥 三是干部政治站位模糊袁基层干部因待

遇较低袁上升渠道受限等原因袁缺乏提升乡村治理能

力尧服务群众的内生动力遥 特别是具有野干部冶与野农

民冶双重身份的干部袁将精力分散至增加收益的生产

经营活动上袁难以顾及自我能力提升袁导致村级治理

专业化管理尧全链条培育不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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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人才结构的两个视角

Fig.2 Two perspectives on the talent mix

3.农村党群关系遇瓶颈遥 以 Y村为例袁分别问及

党员干部与群众对于党群联系的情况时袁出现较大数

据落差袁 可见基层党组织联系群众水平亟须提高袁如

图 3遥 通过走访 Y村群众深挖原因袁可知袁一是民主意

识不强遥 个别基层党组织干部工作流于表面袁出现形

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袁脱离现实袁脱离群众的情况袁导致

党群关系疏离遥 二是创新性治理手段不足遥 部分干部

为了按时完成工作任务袁在进行乡村治理时仍采取行

政管理模式袁行政化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下级底

层的能动性和机动性被弱化遥 [4]干部习惯用要求尧命令

群众等方式引领乡村发展袁缺乏对群众生产生活观念

和生活习惯的有效引导以及对惠及群众的方针政策

的解读袁进而导致群众不满袁降低对基层党组织的信

赖感袁影响党组织的权威和号召力遥 三是利益纽带亟

须构建遥 随着税费改革尧新型集体经济的推广袁入驻农

村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增多袁相关单位的党组织覆

盖面不广袁 群众与基层党组织利益交集随之减少袁因

而党群紧密关系逐步弱化遥

图 3 Y村党员干部与群众的联系情况

Fig.3 Contact between party officials and the public in Village Y

渊二冤产业融合不深入

1.特色亮点有待深挖遥 部分贫困村为了加快完成

发展指标袁展现治理成效袁瞄准先进典型的示范村进

行野依葫芦画瓢冶袁如今疲于跳出增收路径舒适圈袁加

以乡村建设项目投入产出的管理不断趋于标准化尧规

范化袁导致产业同质化频现袁边际收益递减遥 大多数乡

村在建设中提野量冶而不提野亮冶袁对当地差异化特色和

亮点挖掘不深袁乡村品牌记忆点打造不强遥 缺少乡村

独特且富有魅力的产业作支撑袁只能让党建引领农民

增收痕迹化袁未能形成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态势遥

2.经营模式有待更新遥 一是农户承包经营具有分

散性袁产业规模聚集效益不够袁村集体在土地资源承

包尧使用尧转让上仍存在不规范尧不严格尧不到位等问

题袁导致党组织在群众中威望有所消退遥 二是经营管

理理念未与农村实际相结合袁农村中具有一定规模的

企业野唱独角戏冶现象普遍存在袁没有在落实党建品牌

融合袁盘活资源袁调动农民积极性尧兼顾市场需求上下

功夫袁生产经营合力不足遥 三是未完全借助丰富的科

技手段为产业发展增添新活力袁基层党组织中多数年

轻干部对农业技术了解不深袁科学素养不够高袁加以

科技特派员推行不广泛袁农业科技创新弱袁产品附加

值小袁高质量产品供给能力不足袁没有形成智能化尧订

单式生产模式以及一产尧三产融合发展格局遥

3.规划能力有待提升遥一是耕地资源规划不合理遥

农村人员的野候鸟式冶生活导致大量耕地闲置袁无法产

生效益遥 如 W村总人口 601 户 1528 人袁 耕地面积

4098 亩袁 现有常住人口 212 户 417 人袁野空心率冶达

65豫袁农村土地资源活力难以激活遥 二是高质量发展

驱动不充足遥 随着电商直播的营销模式盛行袁部分农

副产品享受到丰厚的市场红利袁 但产品背后的生产尧

加工尧 质量把控等环节不规范的问题突出袁 长期为

野利冶而产导致出现的产业规模小尧能级低尧引资不力

等情况破坏了企业尧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利益主

体的自主性遥 三是绿色兴农观念贯彻不彻底袁自 2017

年至 2022年袁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的生态环境与资

源保护领域案件占全部检察公益诉讼案件一半以上袁

其中袁有关农村生活垃圾尧农业面源污染尧饮用水源地

污染等问题的案件不占少数遥 5年来袁追偿修复生态尧

治理环境费用 93.5亿元遥从庞大的数额中可见农村绿

色发展规划仍需增强袁 否则将付出长期环境治理的

沉重代价遥

渊三冤群众配合陷困境

1.意识野固化冶袁主体内生动力不足遥一是村民自治

弱化袁对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不深入袁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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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是政府的事袁是党员干部的事袁对党组织开

展的行动配合度低袁主体参与意识亟待加强遥 二是受

先入观念影响袁对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袁有的村民没

有意识到大力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是结合新时代农村

新特征提出的推动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举措袁认

为当前再谈野集体经济冶是走回头路袁因此认可度尧参

与度低遥 三是环保意识不够强袁在建设美丽中国的伟

大号召中袁全国各地基层党组织纷纷对乡村环境进行

系统整治袁颇见成效遥 但多数农民并未改变原先的务

农工作习惯袁依旧存在乱扔白色污染物尧滥用农药化

肥尧随地焚烧桔梗等现象袁为处置垃圾和污水处理等

工作平添难度遥

2.风气野污染冶袁文明文化风貌不佳遥一是农村家族

势力尧黑恶势力尧聚众赌博尧封建迷信等顽固恶习还未

彻底铲除袁严重制约了乡村治理野质冶的提升遥 二是纷

繁复杂的世界各国文化在互联网迅速传播袁一些辨别

能力低尧眼界较为狭隘的村民和在国内外大城市里学

习尧工作的青年人袁受西方野普世价值冶尧邪教组织等不

良思潮的渗透袁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乡村独有手艺

的传承意识日渐薄弱遥 久而久之袁基层党组织难以借

助乡风文明浓厚氛围助推乡村振兴遥

三尧对策与建议院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

践着力点

渊一冤 组织强基是护航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治理

重举

1.坚守初心使命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强调院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尧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袁关键在党遥 冶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党

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提出的野四个自我冶袁是党组

织强基固本的关键工程袁 更是基层干部提升素质尧增

强能力的行动指南遥 基层党组织要聚焦新时代全面从

严治党体系袁不断坚定党的初心使命袁使我们党始终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遥 一是自

我净化遥 在乡村振兴治理过程中袁面对党员队伍中勾

结黑恶势力啃噬百姓的恶霸尧有思想灰尘和心灵污垢

的贪污腐败分子和精神懈怠袁 脱离群众的不合格党

员袁要坚决铲除滋生野保护伞冶的土壤袁通过组织领学尧

宣传讲学等手段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和党性锻

炼袁筑牢政治忠诚遥 二是自我完善遥 以问题为导向袁把

自我完善当做党组织攻监督弱项尧补制度短板袁固组

织根本的行动袁通过野干部监督信箱冶野监督热线冶等方

式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袁 选拔出值得依靠的引领团

队袁切实提升乡村治理实效遥三是自我革新遥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党组织要过滤杂质尧清除毒素尧割除毒瘤袁不

断纯洁党的队伍袁保证党的肌体健康遥 [5]干部个人在引

领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时刻检视自己的思想尧 道德尧

作风是否适应时代变化尧顺应群众期盼遥 四是自我提

高遥 新时代党员干部通过与属地农科院或高校合作袁

依托野乡村振兴冶典型尧专业人才和高端技术人才帮

扶袁成为群众信息的咨询者尧技术的指导者尧经济发展

的引领者遥

2.严明奖惩制度遥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完善党

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遥 以更加完善的制度体系推

进基层组织野领头雁冶政治监督常态化袁是建设堪当民

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利器遥 一方面袁提拔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中敢抓敢管尧 苦干实干袁

具有重大突破尧成果显著的干部袁鼓励想作为尧能作

为尧善作为袁整肃不作为尧慢作为尧乱作为袁强调有为者

有位袁形成以实干实绩为导向的选人用人机制遥 另一

方面袁完善干部监督考核机制袁将持之以恒尧正风肃纪

和紧密联系群众作为提升乡村振兴工作实效性的重

要举措袁把思想品德尧家风建设尧群众意见纳入考评体

系袁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袁加大农村基层全过程监

督力度袁激活基层权力监管机制袁坚决杜绝权力公开

和民主监督形式化遥

3.科学统筹谋划遥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抓

党建促乡村振兴遥 农村基层党建必须将党建引领贯穿

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全过程尧各领域袁放眼未来袁做好

全局性尧整体性的科学规划袁充分发挥党组织总揽全

局尧协调各方的根本指导作用袁将广大群众组织凝聚

好遥一是深入调研遥坚持问题导向袁聚焦人民群众急难

愁盼的问题袁做到真正解决问题遥 野惟问政于民方知得

失冶袁党组织通过野线上+线下冶方式袁全面了解乡村外

出人员和留村人员的迫切需要和民生问题袁让乡村整

体规划和建设为提升村民满足感而升级遥 二是统筹设

计遥 坚持系统观念是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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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遥 要着眼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袁 考虑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所强调的扎实推进

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目标任务袁邀请专业规划人

员进行规划指导袁结合乡村现状和区域优势进行细化

研究部署遥 以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活动为契机袁打破

区域资源壁垒袁整合闲置资金袁盘活闲置土地袁提升人

才尧资金尧技术尧产品销售市场等方面的整合率袁形成

要素流动的开放模式遥

渊二冤锻造队伍是助力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基础

堡垒

1.储强干部队伍遥 政党的合法性主要体现于政党

的适应性[6]袁作为政党与群众联系的桥梁袁基层党组织

通过治理环境变化的要求完善内部结构是强化农村

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袁提升基层党组织

适应性的重要途径遥 一方面袁充分发挥野驻村第一书

记冶和野驻村工作队冶的组织尧协调和管理作用袁积极探

索干部选拔任用和监督管理制度袁以高标准选拔能扎

根农村尧心系农民的野管理能人冶袁夯实村级领导班子

基础遥 另一方面袁挑选在工作中涌现出的政治素养高尧

有致富带富能力的群众进入党组织袁努力将农村固有

的野熟人社会冶属性转化为野善治之道冶遥

2.加大引智力度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野只有基层

党组织坚强有力袁党员发挥应有作用袁党的根基才能

牢固袁党才能有战斗力遥 冶[7]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人才

是第一资源遥 党组织不但要厚植人才沃土袁更要在人

才引育上野蓄力冶袁坚持人才引领驱动袁逐步解决乡村

野人才振兴冶动力不足的问题遥 一方面袁抓好就业这个

最基本的民生袁通过健全野引才冶政策袁完善扶持人才

回乡优待政策袁在对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的同时吸

引和扶持更多优秀人才回乡创业就业或加入党组织

干部队伍遥另一方面袁建立外出人才联络平台遥在外出

人才较多的城市建立野外出人才驿站冶并设立外出人

才党支部袁定期组织人才创业服务尧专业技术培训尧最

新政策解读等宣讲活动袁发布农业尧旅游尧服务等特色

回乡项目袁吸纳更多优质外出人才回乡遥

3.一核多元共治遥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强国安邦的

基石袁但新时代基层党组织野一人言冶的治理机制对实

现乡村振兴来说收效甚微遥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要野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冶野健

全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冶遥 基层党组织要凝聚

合力推动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遥 一方面袁

要避免农民成为乡村振兴中的看客袁努力激发农民主

体地位袁使其成为乡村振兴的建设者遥 [8]积极发展基层

民主袁理顺组织架构袁构建基层党组织权威主导袁村民

主体参与治理的野党小组+联户长+网格员冶网格全域

覆盖模式袁组建野专尧兼职网格员冶袁实现户户有人联尧

有人管遥 另一方面袁在网格覆盖的基础上袁形成野党建

统领+部门联动+村社组织参与+网格管理冶 等多主体

提供智治的野一核多元冶的协调运行模式袁有效发挥基

层党组织干部队伍的掌舵作用袁夯实组织优势袁提高

乡村治理效能袁加快乡村振兴步伐遥

渊三冤赋权产业是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重要

动能

1.夯实农业基础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指出院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袁牢牢守住十八

亿亩耕地红线袁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遥 冶[1]农业仍然是乡村的本业袁必须把粮食安全放在

乡村产业发展的突出位置上遥 一是实施优质粮食提升

工程遥 重视种业振兴袁合理布局乡村优势种植产业袁逐

步实现基本农田向高标准农田转化遥 通过地方粮食保

障机制和现代农业粮食检测技术为高品质粮食安全

提供全链条质量安全支撑袁推动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

产保供遥 二是增强农业科技力量遥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对农业技术发展的引领作用袁村干部尧致富带头人

和科技特派员将学习到的现代农业关键核心技术和

智能农机装备技术反哺到新型职业农民的农业机械

化尧信息化技能培训上袁让农业科技的成果惠及农民袁

稳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遥 三是打响乡村农业品

牌遥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树立大食物观袁加快构

建多元化食物供应体系遥 可通过建立野党建+公司+合

作社/旅游/产业基地+农户冶的联建模式袁依托地方农

业生产优势和政策支持袁注重农林牧渔结合和植物动

物微生物项目带动袁打响乡村农业品牌袁以农兴农惠

农袁提升集体经济野造血冶功能遥

2.丰富产业形态遥 破解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难

点痛点袁让农民生活富裕起来袁是乡村和谐安定尧平稳

发展的前提遥 囿于乡村的经济体量和投入量袁乡村产

业出现野资金选择产业冶袁而不是野产业吸引资金冶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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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袁为避免因此出现的产业发展野同质化冶袁一方面袁结

合本地特色产业发展袁基层党组织从项目奖补尧人才

津贴尧创业指导尧用地保障等方面出台扶持实招袁吸引

优秀人才带野优质项目冶野资金冶野技术冶回乡创业遥 另一

方面袁要立足乡土资源特色和优势袁围绕当代消费者

多样化的购买需求和消费体验袁聚焦亮点产品的边际

效益袁找准乡村自身独特的市场定位袁在主导产业上

精准发力袁突出野小而精冶的特点曰依托城市对口合作尧

城乡融合尧产城融合尧革命老区发展等野产业生态圈冶袁

聚焦资源尧信息尧金融尧科技尧物流等方面的具有一定

市场化尧集群化的供应链服务袁不断提升乡村产业链

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袁 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袁在

差异化发展中衍生出更多农村新产业尧新业态袁推动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遥

3.深化科技嵌入遥野数字乡村冶建设作为建设野数字

中国冶的基层力量袁已成为乡村振兴的时代新动能遥 一

要提升管理人员信息化水平遥 依托大数据袁加快将数

字化贯穿到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全过程袁推进

扁平化治理新成效遥 二是加快数字产业化尧产业数字

化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袁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袁促进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遥 [1]借政策支持之势袁鼓

励高新技术企业或高校科技研究平台为乡村突破农

业尧生态尧旅游等领域的数字化门槛遥 借农产品电商直

采尧定制生产之势袁完善助农直播中包含平台尧基地尧

主播尧农产品尧运输和冷链服务在内的产业链体系袁探

索数字经济新路径袁培育数字产业可持续发展新优势遥

渊四冤文化铸魂是驱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坚守

之道

1.聚焦价值引领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如果一个

民族尧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袁莫衷一是袁行

无依归袁那这个民族尧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遥 冶[9]基层党

组织是乡村振兴的野塑形者冶袁更是野铸魂者冶袁基层党

组织在思想建设上要勇于爬坡袁避免思想野失足冶袁固

守群众的精神家园遥 建立由党组织干部和聘请的县

委尧市委宣讲组成员尧乡村振兴专家学者组成的野乡村

宣讲队冶遥 一方面袁用好红色资源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

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袁不断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遥 另一方面袁用通俗易懂的形式

向群众说清国家乡村振兴宏伟的战略意义和最新发

展理念袁道明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持续效益袁解读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惠民利民政策遥 通过宣讲尧宣传等

手段提高群众的政治领悟力袁主动配合党组织工作开

展袁激发群众野我要振兴冶的信念感袁为主流价值观构

建奠定基础遥

2.倡导文明风尚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袁要培育文明

乡风尧良好家风尧淳朴民风袁改善农民精神风貌袁提高

乡村社会文明程度袁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遥 要打造文

明乡风新阵地袁一是树立旗帜袁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遥

基层党组织干部在文明行为尧 生活习惯上以身作则袁

在抗击疫情尧灾情和促进振兴等村务工作尧服务工作

中率先垂范袁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号召力遥 二是加强倡

导袁发挥好村规民约的作用遥 发挥村规民约的乡村社

会规范作用袁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袁引导人情攀

比尧聚众赌博等乡村陈规陋习向孝老爱亲尧勤俭节约

的文明风尚进行转变遥 三是树立典型袁改善村风民风遥

举办爱党爱国尧助人为乐尧文明新风尧绿色环保等主题

的野最美家庭冶野最美村民冶评选活动袁树立优良家风尧

淳朴民风和文明新风遥

3.传承优秀成果遥 优秀乡村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部分袁 自古以来就延续着民族文化基

因遥 着力发挥党建在乡村优秀文化传承和发展中的关

键作用袁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之魂遥 一是提升文化辨

别能力遥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为多元文化安上了野传声

筒冶袁 基层党组织要及时发布信息辟谣和相关科学论

断袁引导村民在互联网信息爆炸的平台中辨别真伪善

恶袁提高对异国文化优劣的鉴别能力遥 同时袁讲好中国

乡村故事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袁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

播力影响力遥 二是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遥 对于优秀民

间技艺袁要找准既能掌握技艺又有号召力尧组织力的

文化传承领头人袁组织多样化的民俗展示尧体验尧进课

堂等活动袁 让民间特色传统文化同现代文化有机结

合袁扩大优秀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

成果袁用艺术点亮乡村袁用文化助力乡村建设遥

渊五冤绿色发展是助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基础

条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袁并提到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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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谋划发展遥 [1]建设好生态宜居的和美丽乡村是对

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袁是乡村全面

振兴的绿色野基调冶遥 一是凝聚生态共识遥 制定本村生

态环境保护条规袁提倡绿色低碳尧科学健康的生活方

式袁推动形成全村域野绿色联盟冶袁为乡村振兴开启野美

颜冶模式遥 二是推进环境整治遥 发挥基层党组织力量袁

依托林长制尧河长制袁对野散乱污冶的企业尧野脏乱差冶的

人居环境加以管制袁对水污染尧狩猎尧砍伐树木等破坏

生物多样性的行为进行全面整治遥 三是注重绿色发

展遥一方面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遥建立乡村入驻企

业绿色发展准入标准袁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袁鼓励发

展绿色低碳产业袁 倡导资金引入培育生态产业品牌袁

提升产业效应遥另一方面袁推动林业资源价值转换遥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森林是水库尧钱库尧粮库尧碳库遥 对于

森林覆盖率较高的农村袁借助林业制度改革袁健全林

票尧碳票交易机制袁形成野资源要资产要资金冶的野点绿

成金冶流转新局面袁让村民感受到长久效益袁形成绿色

生态产业发展的良好态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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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 strategic pla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o promote the mod鄄

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the new era. It is also a choice of path to grasp the initiative of development and guard the

strategic base of the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arty's role as the leading core in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all parties in the rural revitaliza鄄

tion strategy,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foundation of organization, forging teams, empowering industries, casting the soul of culture and

green development, so as to lead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with high-quality Party construction.

Key words: new era; party building leads; rural revitalization; practical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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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遥 冶[1]网络

空间不仅是信息传播的有效载体袁更是一种具有野意

识形态属性冶的现实存在遥 [2]在网络空间中袁人与人之

间的联系纽带既不是单位制社会的身份地位袁也不是

后单位社会中受市场经济支配下的利益关系袁而是基

于互联网信息节点而形成的新的身份关联[3]袁打破了

传统人际交往的时空和血缘尧地缘的束缚袁从而构筑

了一个与野传统社会冶截然不同的野网络信息社会冶袁开

拓了与现实物理空间并存的网络虚拟空间遥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院野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遥 网

络空间天朗气清尧生态良好袁符合人民利益遥 网络空间

乌烟瘴气尧生态恶化袁不符合人民利益遥 冶咱4暂因此袁只有

明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在网络空间中的机遇和

挑战袁才能因时而进尧因势而新地作出相应调整袁才能

正本清源袁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袁夯实主流意识

形态阵地袁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遥 这既是探寻应对

风险挑战的有效路径的必然前提袁更是掌控网络意识

形态主导权的必要基础遥

一尧网络空间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面

临的机遇

网络空间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建构了新的

话语表达场域袁创新了话语表达形式袁增添了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表达新内容袁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

意义袁为话语表达主体提供了平等开放的平台袁激发

了话语主体的积极创造性袁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表达发展创新的内在动力遥

渊一冤 网络空间建构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新

场域

野网络不仅形塑了信息化尧数字化的生活空间袁还

改变了人的思考方式尧自我认同尧群体形态袁引发了社

会结构的巨大改变遥 冶[5]人们逐渐意识到网络并不非只

是媒介平台袁 同时也建构出新的生存空间 渊网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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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冤袁这个超时空社会以虚拟化尧流动化的空间格局深

刻改变和影响着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袁人们由

原本具有现实的身份标识袁转向了虚拟化尧符号化身

份袁形成了以信息传播为中心尧以虚拟符号为身份依

托的网格状社交网络遥

就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而言袁这种新的场域及

其带来的影响是必须面对的新课题遥 作为信息传播的

集散地尧资源整合的优化场尧话语表达的新场域袁网络

空间开阔了人们的发展视野袁改变并优化了人的生存

及发展方式袁不仅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的触角

从现实世界延伸到了虚拟世界袁实现了话语空间的延

展袁建构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的虚拟场域遥 一方

面袁网络空间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超越了传统人

际交往的现实时空范围袁打破了以地缘与血缘为纽带

的交往模式袁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的范围和效

力呈现出由现实群落向虚拟社群转化的趋势曰另一方

面袁虚拟交往的即时性尧交互性更大限度地实现了信

息资源的共享袁促进了话语内容全方位尧多层次的表

达传播袁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的效力得到了更大

程度的延伸遥 但网络空间并非脱离于现实社会之外袁

而是受到现实社会和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所制约的袁是

人在自觉创造历史过程中的自我物化袁是现实社会在

网络空间的镜像反映遥 所以袁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尧现

实场域和虚拟场域彼此间的关系袁为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表达整合话语空间袁为推动现实和虚拟的融合互补

奠定了基础遥

渊二冤 网络空间的开放平等激发了话语表达主体

的创造性

网络空间是一个自由放开尧 平等匿名的空间袁每

个人都能借助网络技术自由地发挥自身的独立性和

创造性袁建构自我人格与自我思想袁个人自主意识逐

渐增强遥 而野个体自主性体现着个人在社会中的自我

支配程度袁是自主意识尧自主能力和自主行为的三合

一遥 冶[6]这意味着人们追求自我觉醒尧自身发展和自我

实现袁渴望获得主体性地位袁希望展现自身内在的创

造活力和实践能力遥 网络的开放性促进人们对野自我

价值冶和野社会价值冶等方面的深层次思考遥 同时袁网络

空间又是一个信息量大尧 变化迅速的现代信息环境袁

打破了时间限制尧地理隔阂袁将丰富的信息量通过文

字尧图画尧动画尧色彩等多种方式输送出去袁激发了教

育主客体的阅读兴趣袁调动教育主客体思维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袁人们开始有意识尧有选择地接受思想观点袁

不再服从于被动的说教袁表现出自主思考尧自主选择

的能力袁希望在多元价值观念中表达自身诉求袁在原

有认知模式中融入自我感知与自我意识遥 野社会的人

本意识逐渐凸显并成为主流话语袁人们的价值思维方

式发生根本性变革袁人的价值主体地位确立起来遥 冶[7]

因此袁网络空间中袁信息的传播由传统的单向度传播

转化为交互式传播袁 网络中主体的表达不受时间尧空

间尧渠道尧形式的制约袁作为话语的接受主体不再愿意

成为被改造的客观对象或被驯服的工具袁而希望成为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实践的主动参与者袁表现出极

强的主体性尧积极性和创造性遥

渊三冤 网络信息多元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增

添了新内容

网络技术极大提高了信息生产尧处理尧传输的速

度袁使得信息成为网络空间中生产知识必不可少的资

源袁而网络空间中信息多元化的交流尧交锋尧交融的态

势客观上也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增添了新内容遥

首先袁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尧信息的海量性和传播的即

时性为充实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内容提供了丰富

而鲜活的话语资源遥 网络空间不仅有利于将对中国传

统优秀文化尧 各地域红色文化等不同话语资源相整

合袁还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全球化话语交流搭

建了桥梁袁有利于借鉴国外有益资源袁实现历史与现

实尧国内与国外的交汇融合遥 其次袁网络话语成为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内涵拓展的重要构成性资源遥 网络话语

是区别于传统语言符号的袁 由网络语言符号构成的尧

以去政治化为显著特点的新兴话语类型袁往往是由字

母缩写尧谐音尧数字尧特殊符号等组合而成的新型表达,

也可以是由图片表情包尧 影音等组合而成的特定表

达遥 这些网络话语表达体现着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念袁

运用好尧发挥好这些网络话语表达袁无疑是给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的发展注进新鲜的血液袁有利于增强思想

政治教育者的亲和力遥 所以袁在网络空间中袁思想政治

教育要取得实效性就必须整合各种话语资源袁汲取积

极向上的各学科前沿话语和网络话语袁体现思想政治

教育话语的科学性尧前瞻性尧时代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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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四冤 网络媒介的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

创造了新形式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袁大量的图画音频以及

图文出现袁文字和图片交融的趋势明显增强袁传统以

文本为主的话语表达形式明显式微袁人们开始进入了

所谓的图像时代袁并以图像思维来认知世界遥 这便为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形式提供了机遇遥 一方

面袁图像具有直观性尧视觉化尧生动化的特征袁能够瞬

时获得受众的注意袁满足其直观感性需求袁符合其接

受心理袁受教育者能够在图像认知逻辑中加深对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理解和认同袁激发受教育者自觉

将表层的感性认识不断深化为理性认识袁拉近了理论

与受众的距离遥 并且在静态图像和动态视频的有机结

合中袁生成了立体多维尧形象生动的野视觉在场尧人身

在场冶的情景袁引发身临其境的情感共鸣袁增强群体的

共情能力遥 另一方面袁图像媒介的多样化打破了话语

实践的时空限制袁为抽象的文本话语注入鲜活的生命

力袁使得话语内容得以更好地诠释和呈现袁促进了话

语信息传输的交互性尧共享性和有效性袁实现了现实

场域与虚拟场域之间的联结尧群体导向与个人体验的

统一遥 同时袁这种形象生动的符号图片有助于其实现

由显性灌输性话语向隐形渗透性话语的转换袁增强亲

和力尧吸引力和感召力袁促使受教育者内化于心尧外化

于行遥 由此可见袁图片尧视频尧声音尧动画等既丰富了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形式袁还改变了信息的存储和传

播方式袁打破了传统话语表达过于依赖文本形式的思

维模式袁使得话语表达更加生动化和人性化遥

二尧网络空间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面

临的挑战

机遇和挑战并存遥 网络空间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表达也面临着话语表达场域的分化对立尧多元异质性

话语弱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认同尧话语表达主体

泛化与失序侵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效果尧话语交

往的符号化虚拟化弱化了教育双方之间的角色定位

等挑战遥

渊一冤 话语表达场域的分化对立加大了培育主流

意识形态的工作难度

由于网络技术的推动尧内部群体的利益划分以及

多元价值观念张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袁社会空间分化

成各类蕴含不同特质的细小话语空间遥 布尔迪厄认为

场域是各种社会位置的客观关系结构袁彼此间相对独

立的袁具有必然逻辑关系的客观空间袁而人们交往方

式和位置关系的转变进一步造成了细小场域的分化袁

这些野小的话语交往空间冶实际上便是不同的场域遥

根据话语主体所处的位置关系袁进一步划分为政

治话语场域尧生活话语场域和网络话语场域袁所谓政

治话语场域是国家行政权力和民族精神在思想政治

教育话语实践中的具体反映袁即官方话语场袁象征着

话语表达的意识形态属性袁 主要话语主体便是国家尧

社会组织尧理论研究人员及教育工作者等等遥 生活话

语场域是社会转型下公民主体性的确立袁私人话语表

达得到肯定和保障袁所制造出的民意生长与表达的民

间话语场袁并形成民间话语场辐射社会的新局面遥 与

此同时袁数字媒体的快速发展和网络的泛在化促成公

共能量场的集聚而形成了新的话语表达场域袁即网络

话语场域袁主要是由各种大 V媒体和自媒体所构成的

媒体话语场遥 以上三种场域之间袁政治话语场域占据

着主流话语领域袁生活话语场域与网络话语场域则共

同占据非主流话语领域袁 并试图进入主流话语领域袁

由此形成微妙的意识形态话语格局遥 三个话语场域实

际上是不同话语主体在网络空间中聚集而形成的表

达传播关系网络袁具有各自的话语目标尧不同独特的

话语内容以及不同的作用效应袁三者的运行模式共同

构成网络空间的三大力量博弈的细小话语场域遥 这种

新的场域尧交流平台的分化扩展也重构了话语表达主

体之间的位置关系袁 不仅容易造成话语表达效果不

佳袁还容易造成不同场域的话语之间的错位尧断裂等

问题遥 多元话语场域中各种价值理念相互交织袁一定

程度加大了培育主流意识形态的工作难度袁 因此袁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要深入网络空间和生活世界袁贯

通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遥

渊二冤 多元异质性话语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表达的政治认同

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加速了传统话语结构变革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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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作为思想观念的输出窗口袁往往取决于个人的社会

经济地位袁 因而话语的异质化与利益分化是同步的袁

而话语主体之间的观念分化则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表达所面临的客观挑战遥 一方面袁摆脱单位依附的体

制人成为没有组织归属的野原子冶袁以往个人利益与集

体利益相挂钩的状态逐渐松绑袁个体话语不再淹没在

集体话语中袁个体的同理心与社会责任感缺失袁使得

私人话语表达的选择与接收都围绕自身利益袁加剧了

话语间的隔阂袁造成共识性话语的缺失遥 另一方面袁市

场经济下价值观念的多元袁竞争意识尧权利意识尧效率

意识等极大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袁但也导致功利主

义盛行尧思想商品化尧人情金钱化尧知识工具化等现

象袁甚至导致话语异化的产生袁即话语表达超出自身

的行为边界袁扰乱合理的话语表达秩序袁冲击话语权

存在的合理性袁最终走向主导性话语的对立面袁并力

图建构与之抗衡的话语体系袁形成一种反对主流话语

表达的观念立场袁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的理论

解释力尧现实说服力尧价值引导力面临严峻考验遥 所

以袁多元异质性观点间的协同或冲突往往表现为话语交

流的融合或失和袁进而加深了话语主体之间的隔阂和彼

此间共同性话语缺失袁使得话语主体间难以实现信息共

享和意义共存袁造成话语表达秩序的无政府状态遥

渊三冤 话语表达主体泛化与失序侵蚀主流意识形

态话语的表达效果

社会转型与技术转型的双重叠加之下袁人们逐渐

摆脱了社会管理体制的束缚和话语表达门槛的限制袁

话语主体不再是整齐划一的状态袁而是内部分化成差

异化的独立个体和群体阶层袁尤其网络空间抹去了传

统话语表达的野身份差别待遇冶袁人们能够自由选择时

间地点袁自由表达自身观点袁而免受压制或被迫保持

沉默袁进而打破了现实社会中以专业知识尧经济水平

为门槛的话语差别袁弱化了现实中话语表达秩序的建

构原则遥 人人都是野自媒体冶和野通讯社冶袁话语表达主

体拥有更加平等的发声机会袁网络信息的去中心化又

加剧了主体意识的泛化袁个体逐渐成为独立的话语源

头袁开始自主选择话语议题并表达观点袁由此打破了

传统话语表达秩序主客泾渭分明的格局袁重塑了话语

表达的博弈格局袁个体逐渐成为潜在的话语生产者和

话语传播者袁颠覆了话语主体之间原有位置袁实现了

话语表达秩序的重置遥 但并非人人都愿意成为 野听

众冶袁并非人人都能理性认知发表观点袁匿名化使得个

体摆脱社会规范的约束袁犹如野水中浮萍冶野断线的风

筝冶丧失方向和意义袁造成个体话语表达过度随意化尧

情绪化袁弱化政治话语的统摄力袁加剧网络话语的非

理性化和生活话语的非科学化袁降低了学术话语的被

理解和接受的程度袁 使得不同话语之间冲突加剧袁难

以实现有效的转化沟通遥 同时主体的责任淡漠和行为

隐匿等倾向还潜藏着群体极化和网络暴力的种子袁极

端意见能够通过频繁的传播交流袁 扩大群体感染袁导

致集体性情绪话语的宣泄袁 产生话语表达的失序现

象袁而这种失序现象并非偶发的主体行为袁实质是现

实的社会权力关系和利益分配在网络空间的投射遥

渊四冤 话语交往的符号化虚拟化弱化了教育双方

的道德自律和责任意识

网络社会生成了由符号编织的虚拟空间袁这是通

讯媒介构建的流动空间袁变革了传统面对面的交往方

式袁重构了交往秩序和规则袁开启了以野数字化冶和野符

号化冶为特征的新的话语交往方式袁人们之间传统血

缘地域关系转化为野人要机要信息冶的组合关系袁并借

助网络技术架构而成的新型野共生关系冶袁联结成新的

网络社区或网络群体遥 一方面袁网络空间是一个身体

缺席的虚拟空间袁话语主体能够通过符号化的代称隐

瞒自己的真实信息袁突破了世俗地位尧社会背景和身

份资历的限制袁强化了话语表达的自由限度袁由此实

现了现实话语交往向虚拟话语交往的转变袁开启了以

网络为野中介冶的野符号互动冶遥 另一方面袁传统人际交

往受到熟人共同体间的监督和道德规范的约束袁某种

程度上是野他律冶的共同体袁交往行为具有知行合一的

特点袁但随着传统道德观念和伦理体系的瓦解袁加剧

了个体自我意识的膨胀和责任意识的旁落袁造成虚拟

交往行为的表里不一袁话语表达变成口无遮拦的畅所

欲言遥 相较于现实社会中话语交往的稳定性和延续

性袁虚拟交往则具有很强的脆弱性尧不确定性及风险

性遥 此外袁虚拟交往改变了传统话语交往的单向性和

滞后性袁 实现了话语主体之间信息的交互性与即时

性袁而话语主体的角色尧性别尧身份的边界等日益模

糊袁也改变了以往话语场域中主体的互动模式袁弱化

了教育双方之间的身份等级观念袁形成一种现实和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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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结合的交流环境遥

三尧网络空间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的

应对路径

作为意识形态输出和外化的话语实践袁思想政治

教育话语表达如何在网络空间中化挑战为机遇袁化

野被动冶为野主动冶袁是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

关键遥 需结合网络空间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的发

展境遇袁围绕话语表达场域尧内容尧形式等变化袁精准

出击尧主动亮剑袁多维度尧全方位地探寻网络空间中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的应对之策和创新路径遥

渊一冤整合话语表达场域袁构建网上网下最大同心圆

话语表达场域的分化对立加大了培育主流意识

形态的工作难度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需要整合话

语表达场域袁既要推动现实场域和虚拟场域的融合互

补袁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又要弥合政治话语场域尧生

活话语场域和网络话语场域之间的分化袁贯通官方和

民间两个舆论场遥 首先袁加强网上网下阵地管理袁要科

学区分野三个地带冶遥 巩固拓展红色地带袁做好协同联

动的正面宣传工作袁强化主流媒体的阵地建设曰同黑

色地带开展舆论斗争袁 抵御负面舆论和敌对势力渗

透曰用主流意识形态抢占灰色地带袁防止其向黑色地

带蜕变袁决不给错误思潮提供传播机会遥 其次袁推动不

同话语类型之间相互转化尧兼容互补遥 借助政治话语

的学理化尧学术话语的生活化尧生活话语的科学化和

网络话语的理性化来弥合政治话语场域尧生活话语场

域和网络话语场域之间的分化袁既能实现话语内容沟

通的连贯性与通畅性袁又能保证话语场域之间的有机

联结遥 最后袁打通两个舆论场袁架起官方与民间的桥

梁遥 利用网络的开放性和互动性袁搭建网络问政平台袁

推动官方野走出去冶和民意野请进来冶相结合袁实现自上

而下的官方舆论场和自下而上的民间舆论场的良性

互动遥

渊二冤强化话语议程设置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

网络空间中多元异质性话语的泛滥袁弱化了主流

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政治认同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

达要在信息浪潮中大浪淘金袁剔除异质杂音袁就必须

主动进行议程设置袁强化价值引领遥 首先袁网络空间中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的议题设置需要与我国主流

意识形态同向同行袁把握好时尧度尧效袁回击错误思潮袁

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遥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内核袁以舆论引导为切入点设置热点

议题袁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尧理论自信尧

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遥 例如袁围绕建党 100周年尧伟大

建党精神等热点议题袁让当代青年在百年时空的巨大

变革中感受时代华彩袁以达到政治认同尧价值内化尧凝

心聚力的效果遥 其次袁网络空间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表达的议题设置应坚持人民至上袁将增进人民福祉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遥 网络空间中汇聚了大量的民意和

舆情袁其本质是公众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袁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表达要立足日常生活袁 了解公众所思所

愿袁客观阐释现实问题袁积极回应利益诉求袁解决人民

困难困惑袁吸纳人民有益建议袁化解人民怨气怨言袁纠

正人民错误认识袁最大限度地激活公众对我国主流意

识形态的认同感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公信力遥

渊三冤创新话语表达方式袁助力主流意识形态有效

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野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

式创新袁让党的创新理论耶飞入寻常百姓家爷遥 冶[8]网络

空间中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在叙事方式尧议题

设置尧话语形式上存在着被边缘化的风险袁必须创新

话语表达方式袁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之

路袁以新型传播平台扩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引导力版

图遥 [9] 一在对内方面袁建立野大宣传冶话语传播路径袁主

动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遥 必须野发展网站尧微博尧微

信尧电子阅报栏尧手机报尧网络电视等各类新媒体袁积

极发展各种互动式尧服务式尧体验式新闻信息服务袁实

现新闻传播的全方位覆盖尧全天候延伸尧多领域拓展袁

努力占领新的舆论场冶[10]袁不断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传

播力和影响力袁让正能量更强劲尧主旋律更高昂遥 二在

对外方面袁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袁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

响的外宣旗舰媒体遥 面对西方话语的排挤与打压尧西

方媒体的歪曲与污蔑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野展形象袁

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袁讲好中国故事尧传播好中

国声音袁向世界展现真实尧立体尧全面的中国遥 冶[8]因此袁

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袁需明确自身话语定位袁精准塑造

中国国际形象袁 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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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尧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尧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故事[8]袁同时袁还要打造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

力尧有信誉的知名媒体袁传播中国声音袁展示中国成

就袁奉献中国智慧遥

渊四冤重塑话语主体格局袁构建多层次的话语主体

队伍

网络空间中话语表达主体泛化与失序侵蚀主流

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效果袁 必须重塑话语主体格局袁

既要尊重话语主体的多样化表达袁引导话语主体自觉

理性表达观点袁又要动员网络空间中多元主体共同发

力袁加强话语主体的梯队建设袁以各级党委和领导干

部队伍为第一梯队袁以强大的网络评议员专职队伍为

第二梯队袁以野网络意见领袖冶队伍为第三梯队袁从而

构建野中心辐射式冶的话语主体队伍袁充分发挥各梯队

的职责和专长遥 首先袁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善于把

握信息传播规律袁不断提高舆情研判处理能力和指导

统筹能力袁强化自身管理者的野守土冶意识和责任意

识遥 其次袁完善网络评议员的专业化尧职业化建设袁建

立长期稳定的网评员队伍袁避免领导干部兼任和大学

生兼职等现象曰同时要明确各级网络专职评议员的信

息传播者尧接收者和野把关人冶的角色定位袁注重提升

其思想理论素养尧突发应变能力及舆论引导能力遥 最

后袁培育一批站位高尧情怀深尧能力强的野红色意见领

袖冶遥 既要培养一批具有公信力的专家型网络意见领

袖袁能适时尧适度尧适当阐明官方尧民间多样化价值观

之间的矛盾,又要发挥一些微博野大 V冶的流量作用袁通

过他们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澄清一些错误认识袁正确引

导网络舆论走向袁助力形成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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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ourse Express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yber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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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 of Marxism,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Anhui 236037;

2.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At present, human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have already been extended to digital network space through geographical

space. The network space constructs a new field of discourse expression for the discourse express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novates the form of discourse expression, adds new content of discourse express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timulates

the creativity of discourse subjects. At the same time, the discourse express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yberspace also

faces four challenges: the polarization and opposition of discourse field, the dissolution of mainstream discourse consensus, the disordered

and unbalanced position of discourse subject, and the weakening of the role positioning of both sid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ly when the discourse express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clear about its current situation, can it make new self-adjust鄄

ment according to time and situation, meet challenges in grasping opportunities, and realize its creativ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cyberspa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ourse expression; opportunity;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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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政治工作会议

的讲话中指出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等教育的作

用不可忽视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袁中国的高等教育的

发展方向要为人民服务袁 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

务袁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袁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方

向指明了道路[1]遥 2020年 5月袁教育部印发叶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曳指出高校思政建设要将育人

功能融入每一门课袁围绕政治认同尧家国情怀尧文化素

养尧宪法法治意识尧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

容供给[2]遥纲要规范了高校课程思政的主要内容袁并提

出要根据课程实际内容与特点选择融入课程的课程

思政内容遥2019年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叶新时代爱国

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曳明确要求要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厚

植家国情怀[3]遥 野茶叶市场与贸易冶课程渊以下简称野课

程冶冤 的核心内容是系统记叙在不同时空下茶叶交易

活动袁及其衍生的政治尧经济尧文化现象遥 根据 2个纲

要的指导精神袁结合野课程冶的内容及特点适合培养学

生野家国情怀冶理念遥选择野家国情怀冶作为野课程冶思政

建设的主线袁使课程内容高度凝练尧课程理念高度统

一袁达到叶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曳要求的每

一门课程都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袁 形成协同效应袁实

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2]遥

一尧家国情怀的文化内涵

情怀是指对某种事物尧理念或思想在情感的上高

度认同袁中国人认为家是国的基本构成单位[4]袁家是国

的家袁国是家的国袁叶道德经曳曰院野治大国若烹小鲜冶袁

二者在管理层面甚至没有本质区别遥 中国人自古就有

浓烈的家国情怀袁曾子叶大学曳曰院野古之欲明明德于天

下者袁先治其国遥欲治其国者袁先齐其家遥欲齐其家者袁

先修其身遥 欲修其身者袁先正其心遥 欲正其心者袁先诚

其意遥 欲诚其意者袁先致其知遥 冶康诰曰:野克明德遥 冶太

甲曰:野顾諟天之明命遥 冶帝典曰:野克明峻德遥 冶皆自明

也遥 冶叶孟子窑离娄上曳 云院野人有恒言袁 皆曰院耶天下国

家遥 爷天下之本在国袁国之本在家袁家之本在身遥 冶曾子

认为家国情怀是一种光明尧高尚的品德袁孟子的观点

与曾子一脉相承袁都是将个人修养尧家庭生活和国家

命运紧密的联系到一起遥 范仲淹叶岳阳楼记曳曰院野予尝

求古人之心袁或异二者之为袁何哉钥 不以物喜袁不以己

悲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袁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遥 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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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忧袁退亦忧遥然则何时而乐耶钥其必曰院耶先天下之忧

而忧袁后天下之乐而乐爷乎浴 冶民为家的集合袁君为国的

代表袁在范仲淹的理念中袁无论身在何处家国必在心

中遥 顾宪成认为读书人应该野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

耳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冶遥 读书人要诸声入耳袁

诸事关心袁那些野两耳不闻窗外事袁一心只读圣贤书冶

的不是读书人袁读书人要有家国情怀遥

综上所述袁家国情怀实际上是指在情感上对家国

同构思想的高度认同袁家国情怀不是天生自带袁是后

天培养而成袁同时也是人格养成的结果袁将野课程冶内

容融入家国情怀袁 可以更好地提升学生的身份认同尧

民族认同尧国家认同袁实现叶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曳将育人功能融入每一门课的要求遥

二尧野课程冶融入野家国情怀冶的教学目标及

实现方法

渊一冤野课程冶研究对象与特色

茶叶市场与贸易课程是专业基础课袁课程涉及市

场营销学尧农业经济学尧国际贸易学尧企业经营管理

学尧消费者行为学尧茶文化学尧历史学等学科内容袁课

程研究对象是从市场与贸易的角度研究茶产业的发

展规律袁 主要研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茶叶生产方

式尧流通方式和消费方式及其对社会政治尧经济和文

化的影响遥

渊二冤野课程冶融入野家国情怀冶的教学目标

野课程冶融入野家国情怀冶的教学目标是通过精心

的课程设计将野家国情怀冶自然而然地与课程内容融

合在一起袁最好能让学生感到野就应该是这样冶的感

觉袁最终达到强化学生对中国人身份的高度认同感和

荣誉感袁激发学生野国家兴亡袁匹夫有责冶的忧患意识袁

培养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尧人生观和

价值观袁增强学生对于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参与感和

荣誉感袁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接班人的效果遥

渊三冤野课程冶融入野家国情怀冶的实现方法

由于野课程冶内容涉及的时间空间的范围比较广

泛袁为了达到上述的教学目标袁需要以大量详实的文

献研究为基础袁具体实现方法如下院第一袁以史为鉴袁

以详实的历史研究文献资料袁让学生充分理解中国是

茶叶源产地的内涵袁坚定学生野茶为国饮冶的理念袁使

学生在心里逐渐形成无论毕业后无论是否从事与茶

相关的工作袁同样都是为家为国的理念遥 第二袁以农民

为本袁茶产业从传统的农耕方式到现代以机械为主的

生产方式时间跨越了数千年袁农民都是其最核心的生

产要素袁改变的是生产效率袁农民始终是茶叶市场的

基础袁引导学生认真学习袁以期将来为提高茶产业生

产方式效率做出贡献袁依旧是为家为国遥 第三袁在茶叶

市场流通内容部分袁茶叶一直是古代中国对外贸易主

要商品袁包括茶马互市尧茶马古道尧万里茶路尧海丝之

路等袁为国家经济做出巨大贡献袁尤其是伴随茶叶贸

易袁中国茶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袁于是茶叶成为了中

国名片袁使学生意识到茶叶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和灿

烂夺目的茶文化是中国人的骄傲遥 第四袁在茶叶消费

方面袁中国茶叶消费方法和形式多样并且一直在不断

的创新袁煎茶尧点茶尧盖碗冲泡尧小壶冲泡尧大碗茶尧奶

茶尧擂茶尧罐罐茶等等袁茶为国饮袁已经融入中国人的

灵魂之中,继往开来袁推陈出新袁为家为国做好中国茶

是每个茶学专业学生应有的觉悟遥 第五袁政策为民袁通

过深度解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茶产业政策袁让学生了

解中国茶产业政策的核心内容一直以来都是增加农

民收入袁无论是精准扶贫政策还是乡村振兴政策的核

心内容都是如此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人民利益

的代表和中国共产党员浓厚的野家国情怀冶遥 最后袁以

茶深厚的人文精神底蕴感染学生袁 几千年以来茶已经

完全融入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之中袁 茶人茶

事不胜枚举袁以茶言志袁以茶抒怀袁入诗入画入人生袁引

导学生以精行俭德茶道精神为标准袁加强自身修养遥

三尧野课程冶融入野家国情怀冶的内容及教学

方式选择

为了使野家国情怀冶与野课程冶内容水乳交融袁并达

到润物细无声尧自然而然的效果袁需要精心选择相关

的教学内容遥 教学方式要充分发挥现代多媒体的作

用袁多用数据尧图表尧短视频尧课堂交流尧分组专题研讨

辩论等方式袁尽量使课堂教学更加直观袁提高学生的

参与热情遥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把握使学生始

终聚焦野家国情怀冶袁不能偏离主题袁最终将野家国情

怀冶的种子根植于学生的内心深处遥

以野家国情怀冶为主题思想袁选择以时间为主线来

讲授在知识的连续性和逻辑性方面明显更加合适袁并

根据每个阶段的实际授课内容选择与其相符合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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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来激发学生的野家国情怀冶遥 第一阶段为鸦片战争之

前袁这一阶段以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传播冶为主题袁教

学内容选择用野茶马古道冶和野海丝之路冶的历史尧文化

交流及贸易过程来佐证主题遥1980年木霁弘等学者提

出野茶马古道冶的概念袁源于唐代回纥人与唐的以马易

茶袁茶马古道大地理范围不仅限于滇尧川尧藏地区袁甚

至传入南亚尧东南亚尧中亚和欧洲袁茶马古道的作用不

仅仅是茶叶贸易袁促进了汉族和边疆各民族尧文化尧经

济的交流袁起到了稳定边疆的作用袁也促进了中国和

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遥 17世纪初中国茶输入荷

兰袁 开始了中国茶叶的海上贸易之路袁野茶马古道冶和

野海丝之路冶使世界各国广泛体会到了古老东方文明的

魅力袁为古代中国经济和文化传播做出重要贡献[5-7]遥这

一阶段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感染学生袁使学生深切

感受到身为中华儿女文化自豪感和自信袁初步树立学

生野家国情怀冶的信念遥

第二阶段为鸦片战争之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之前袁这一阶段以野勿忘国耻冶为主题袁教学内容选

择用数据和茶人事迹来佐证主题 渊1840-1949年之间

的茶叶产量尧出口量尧清政府和民国政府财政收入尧赔

款数据冤遥 鸦片战争之后袁清朝茶叶产量及出口开始快

速增长袁 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入

侵期间袁清政府对外赔款实际支付了 13.35亿两白银[8]袁

给清政府的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遥 茶作为清政府海

外贸易的主要产品之一袁 自然要尽可能地增加产量遥

教学中用表格列出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之间清朝茶

叶产量的变化袁说明鸦片战争之后清朝茶叶产量增长

速度非常快袁 从鸦片战争前夕的 1.75万吨至 1886年

茶叶出口量达到历史最高的 13.41万吨遥 1886年之后

清政府的茶叶出口量开始逐年减少袁 原因是英国从

1848年开始在其殖民地印度和斯里兰卡开辟大量茶

园袁这些茶园生产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力越来越

强袁出口量不断增加袁直到 1889年印度对英国出口的

茶叶首次超过清政府袁从此以后直至今日袁中国茶叶

在国际市场中再也没有恢复到世界第一的地位[9]遥 之

后的中华民国期间袁中华大地更是军阀割据袁日本入

侵袁内战不断袁内外交困袁茶叶产量锐减袁1938年全国

茶产量仅为 4.03万吨袁 之后一直到 1949年民国茶产

业完全崩溃袁产量不足千吨[10-11]遥总之鸦片战争之后清

政府迫于战争赔款的财政压力袁 被迫极力开垦新茶

园袁增加茶叶产量遥 民国期间茶产业不但没有好转袁反

而急转直下袁直至崩溃袁这是一段让中华民族永远铭

刻于心的百年屈辱的历史袁期间发生了大量可歌可泣

的茶人茶事袁尤其是民国期间心怀浓烈野家国情怀冶思

想的华夏儿女努力以产业报国袁一直没有放弃茶叶的

生产尧研究和传承遥 中国现代茶业的奠基人当代茶圣

吴觉农袁茶学界泰斗张天福袁近代高等茶学教育事业

的创始人胡浩川尧王泽农尧陈椽尧庄晚芳尧蒋芸生等人袁

机制茶之父尧滇红创始人冯绍裘袁奠定现代茶叶品质

标准化和科学管理基础的方翰周袁茶叶科学研究的先

驱之一李联标袁这些中国茶界的先驱都是在极端困难

的环境下袁刻苦专研袁奋勇拼搏所体现出来的家国情

怀袁可以使学生更加地感同身受袁激发学生的爱国主

义情怀遥

第三阶段为 1949年 10月 1日至今袁这一阶段以

野为国为民袁产业报国冶为主题袁教学内容以新中国成

立前后两个时期茶叶产量尧出口量和消费量的数据对

比及茶文化尧茶产业尧茶科技丰富的研究成果为佐证

主题遥 以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为分界点袁前期从新中

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袁 这一段时间国家百废待兴袁

经济基础极其薄弱袁科技远远落后于早已经完成工业

化的西方国家袁茶叶采用统购统销的方式袁主要用于

出口为国家换回外汇遥 1955年国家订立了野扩大外销袁

有计划边销袁适当安排内销冶的茶叶供应原则袁这一原

则渊1970年调整为野优先保证出口袁适当安排边销袁剩余

安排内销冶冤执行到 1985年结束袁之后内销茶出口茶彻

底放开袁茶叶市场和贸易进入自由经营时代[12]袁这一阶

段茶叶生产组织结构以家庭经营为主袁经营方式逐渐

演变为野农户+公司冶模式袁茶叶市场开始以内销为主遥

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袁21世纪初开始袁中

国茶叶市场消费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袁 产业链不断完

善袁茶园面积尧产量持续增长袁惠及广大茶农袁茶成为

了增加茶农收入尧振兴乡村的重要产业[13-15]遥 纵观新中

国成立后的茶叶市场与贸易发展状况袁可以总结为野先

为国袁后为民冶袁激发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尧国家和中国人

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袁进一步形成野家国情怀冶理念遥

四尧野课程冶融入野家国情怀冶的教学效果检验

课程通过课堂当时检验尧课后作业检验尧阶段性

总结和讨论等方式来强化和检验教学效果遥 首先袁课

堂当时检验遥 既每次课最后留 10-15分钟袁请学生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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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Course of 野Tea Market and Trade冶

Integrated into the Course of 野National Feelings冶

HOU Dawei袁 DING Liping袁 XU Xinli, HONG Yongcong, SHI Yutao
(School of Tea and Food science,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院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feeling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content, the course

of 野Tea market and trade冶 is suitable for tapping the content supply of 野national feelings冶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urse, taking time as the main line, from the three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inheritance and spread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not forgetting the

national humiliation, serving the country for the people, and serving the country with industry, and the use of multimedia, data, charts, short

video, classroom communication, group discussion and debate and other teaching methods to achieve teaching objectives, finally, use In-

class testing, homework testing, periodic summary and discussion and other ways to test and test the teaching effect.

Key words院 tea market and trade; national feeling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场回顾这次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课程思政启示或感想袁

既强化了课堂讲述内容又锻炼了学生表达和独立思

考的能力遥其次袁课后作业检验遥布置课后作业的目的

是为了强化课堂教学内容袁同样的课后作业可以用不

同的形式来实现袁例如漫画尧短视频尧课件尧手工作品尧

诗词等等遥 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每个学生擅长

的能力可能不一样袁学生能够用自己擅长的方面完成

课后作业既能激发学生热情也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袁

但必须要把握好学生表达的方向不能偏离 野家国情

怀冶主题遥 再次袁课程每章内容学习结束后要进行阶段

性总结和讨论袁其目的主要是回顾这一阶段的主要内

容并强化这一阶段的主题袁和学生之间的讨论可以比

较清晰地反映出学生对主题的认可程度袁并根据学生

的反映及时修正或调整后面的教学内容和案例袁更好

地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遥

总之袁野家国情怀冶 不是天然就存在于学生的心

中袁而教师也无法将野家国情怀冶强加于学生的思想之

中袁但是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内容袁采用学生易于接

受的方式袁逐渐将其转化为学生内在的自我认知遥 就

本野课程冶而言袁教师的作用是对课程内容进行方向性

的引导和把握袁由学生自己对野课程冶系统知识进行深

度挖掘和广泛探索袁学会独立思考并总结出蕴含于课

程内容之中的野家国情怀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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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与图像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自我的不同介质袁

反映着线性感知与混合感知在人们认知过程中发挥

的不同作用袁是主客观相互影响的结果袁它们在人类

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袁 同源共

存袁对立统一袁缺一不可袁既相互支撑又相互独立袁成

为认知和学习的野鸟之双翼尧车之双轮冶遥

一尧文字与图像的融合性

人类阅读的历史是从原初性的图像开始的袁经过

了象形文字时期尧手写文字时期尧印刷文化时期袁再到

现今现代科技加持下的图像文化蓬勃发展时期遥

文字的出现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袁 因为有了文

字袁人类在物理世界之外袁又构建了一个野意义世界冶遥

人类的科技文化尧情感生活尧精神追求尧文化传承都是

保存在文字世界里的袁文字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的重要

标志遥 图像作为人类原初认知方式袁是先天遗传传承

的袁具有无需培训学习的天然性袁具有无需经过中间尧

中介环节袁无需野解码冶而直达心灵的原始功能遥 时下

的电子技术尧 数字技术又使图像的制作尧 传播方便快

捷袁使得文字与图像都成为当今人类认知的重要工具遥

渊一冤从视觉原理上探究袁文字与图像都是指涉物

对视网膜的刺激

人类的眼睛只能感知到波长在 380~780纳米之

间的光波袁光线通过晶状体映射在眼球后部的视网膜

上袁视网膜上有很多感光细胞袁视神经会将这个信号

传递给大脑袁人就会感知到物体的光袁这就是所谓的

野看见冶遥 作为与眼球相关的指涉物袁无论是文字还是

图像袁 它们都是以点线面等存在形态要素或者位置尧

形状尧大小尧色彩尧肌理等等关系要素综合呈现的遥 文

字与图像在视觉生理层面上袁都是光波对眼睛尧进而对

大脑产生的刺激袁对人的生理刺激本质上都是一致的遥

渊二冤从传播介质发展历史上了解袁文字与图像是

人类在不同阶段认识世界的手段

费希尔叶阅读的历史曳告诉我们袁所有的人类文

字袁最初都是以图形的方式呈现的袁都是象形文字袁由

图像抽象而成的遥 这一点可以从人类的婴幼儿身上得

到证明院婴幼儿对图画有一种天生的尧天然的理解力袁

识图是不需要对其进行教育的曰而且袁同样不需要学

习袁婴幼儿能够用涂鸦的方式野表情达意冶的曰更根本

收稿日期院2022-06-21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教育科学野十三五冶规划 2019年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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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院潘亚茹渊1966-冤袁女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文

学尧美学等研究遥

图像文化时代关于教育重构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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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袁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成长袁其实也是心灵中各种

图像渊所谓画面冤的积累尧组合尧丰富尧建构的过程遥 个

体如此袁人类也一样袁在文字没有产生之前袁原始岩

画尧洞穴壁画都是图像传播原初性的证据遥 在人类认

知世界的发展过程中袁图画经过抽象尧简化尧凝练袁发

展成为象形文字遥 文字符号的出现袁能够表现原本无

形的非可视化事物袁促进人类认知朝着丰富化尧深度

化尧神圣化的方向发展袁产生了野天雨粟尧鬼夜哭冶的惊

天地而泣鬼神的作用遥 图像与文字是跨越万年的一脉

相承袁在人类认知世界过程中袁呈现了具体与抽象尧丰

富与深刻的各自特点遥

渊三冤从艺术分类上划分袁文字与图像本质上属于

空间拓展的造型艺术

在对不同门类的艺术进行美学研究时袁经常把绘

画尧雕塑尧工艺美术尧书法篆刻等界定为空间艺术袁把

音乐尧曲艺等界定为时间艺术曰在另一种划分标准中袁

把前者定义为视觉艺术袁后者定义为听觉艺术袁而戏

剧尧影视则则被分为视听艺术或者表演艺术遥 无论以

上的哪个分类法袁都无法对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学这一

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门类进行划分袁于是将其纳入了

一个特殊的门类要要要想象的艺术[1]遥在这里袁我们不能

把野文字冶等同于野文学冶袁因为文字除了具有野意义冶

外袁它在视觉上的最初印象是野图形冶袁由点横竖撇捺

构成的图形袁 它的艺术化形式就是书法要要要由笔法尧

墨法尧章法尧布局尧牵丝勾连等形式美法则支配的书

法遥 在书法呈现上袁文字脱去了它超自然的属性袁成为

中国人贡献给人类的重要精神文化财富袁而且内涵之

丰富袁韵味之浓厚袁不亚于任何绘画艺术遥 从这个意义

上说袁文字尧图像与美术尧雕塑尧建筑是一致的袁是空间

拓展的造型艺术遥

渊四冤从文化实践中发现袁文字与图像相互支撑尧

相互转化

文本媒介比较研究通过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分析

方法袁对文本的不同介质手段尧媒介系统和阅读方式

进行比较分析袁将不同文本的媒介特性和历史发展的

顺序建立联系袁将它们描绘成各种关系图谱袁认为文

本媒介的变化引发了阅读文化史的变化[2]遥研究发现袁

在阅读文化发展史上袁在口传文化尧抄本文化尧印刷文

化尧电子媒介文化尧数字媒介文化五个阶段渊具体的文

字表述可能有差异袁也有将抄本文化尧印刷文化合并

的袁也有将电子媒介文化尧数字媒介文化合并为一个

阶段的冤袁文字与图像都以其各自的特点袁在人类的认

知活动和文明发展史中袁并没有出现完全的分庭抗礼

的局面袁而是相互支撑尧相互包容袁相互转化袁无非就

是主次地位的不同而已遥

渊五冤从文化传统上分析袁文字与图像在哲学思维

和审美意趣上一脉相承

象形文字是中国独有的袁延续几千年的传承目前

仍在使用的文字曰野言象意冶是中国传统美学和哲学的

独有概念和范畴袁是中国哲学和美学追求的出发点和

归属遥 立足中国的汉字表达和象形文字基础袁文字与

图像在 野言象意冶 中都具有独特的审美和哲学意味袁

野诗书画印冶四位一体的文人趣味是其具体表现遥 传统

艺术鉴赏中所谓的野诗中有画尧画中有诗冶就是中介环

节的野象冶将理性审美与感官审美结合了起来袁形成了

野语言冶野画面冶野意象冶三位一体的统一袁从而将视觉之

美进行野形而上冶的提升而进入理性之美曰将崇高神圣

等理性之美进行野形而下冶的实践落实在感官之美上袁

这是中国传统哲学普遍联系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集

中体现袁也是文字与图像基于象形文字的基础袁在中

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融合遥

二尧文字与图像的分裂

斯科特窑拉什认为袁文字因为抽象性袁具有形式上

的意义曰它追求理性主义的价值观念袁表现为读者与

阅读对象保持距离感曰追求现实野自我冶的理性遥 图像

传播有具体和丰富性袁 追求的是视觉的感性愉悦袁追

求本能野本我冶的感性袁将野原初过程冶扩张进文化领

域曰用视觉形象传播的天然性去排斥语言文字需要经

过学习才能掌握的后天特点曰用野大众文化冶反对野精

英文化冶曰用感性愉悦使观众沉浸视觉本能袁将观众的

欲望无中介地引入文化对象[3]遥

渊一冤认知主体尧认知对象及认知心理过程不一样

从认知主体上分析袁 文字需要通过识别符码尧解

码尧回忆尧联想等过程袁才具有意义袁其认知主体是大

脑渊或者说心灵冤曰而图像是直观的袁具有直接介入心

灵的功能袁 即图像到达大脑或者心灵没有中介环节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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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遗传基因起作用袁图像的认知主体是眼睛遥 大

脑的判断是后天学习而成的袁眼睛的判断是以先天遗

传为主的遥

从认知对象上分析袁对于大多数受过文字教育的

人而言袁文字首先展示的依旧是它的野意义冶遥 文字可

以表征可视化的事物袁 也可以表征非可视化的事物袁

如精神尧价值尧思想等袁这是图像所无法比拟的曰图像

则形象尧具体袁在表征可视化的事物具有很大的优势袁

但在表征非可视化的事物时却捉襟见肘遥 另一方面袁

文字是按照野约定俗成冶的规律进行线性组合排列的袁

是一维结构的袁引导视线和思维不断深入袁还可以将

字尧词语尧词组等成分拆分尧重组袁形成新的意义曰图像

是按照现实规律或者审美规则将形状尧大小尧色彩进

行二维组合的袁这些要素形成一个野格式塔冶袁以整体

的形式出现遥 构成图像的各个要素是不可以拆分尧重

组的袁否则将失去原有的野意义冶遥 图像的野能指冶范畴

具有无穷的发散性袁在野所指冶上却没有一定的规定

性袁这与文字是不同的遥

从认知心理过程分析袁 图像是由指涉物的形状尧

大小和色彩的直接刺激反映而成袁是对指涉物的形象

的尧生动的描述袁是直观具象而非概括抽象的袁它是人

的天然的能力袁具有直接进入人的心灵的功能遥 文字

的认知需要经过后天的学习野编码冶能力袁通过阅读的

野解码冶还原指涉物的原貌袁这个过程不是天然的袁而

是通过识别符码尧解码还原尧调动记忆尧展开联想等袁

将生理的视觉识别能力袁心理的记忆和联想尧想象能

力统一起来袁可能还需要经过分析尧推理尧演绎尧归纳

等理性思维活动袁才能最终完成认知过程遥

渊二冤理性思维过程的不一致

文字符号在野所指冶上与图像符号是相同的袁但是

野能指冶本身已经大大简化袁使用时更加方便袁但是也

复杂得多要要要文字符号的野能指冶野所指冶间已经不再

是图像符号的野能指冶野所指冶之间那么一一对应尧紧密

相连了遥 在感知觉与认知的关系上袁图像所传递的形

式与认知所接受的形式是一致的曰 文字的 野能指冶与

野所指冶存在着差异性尧不一致性袁文字阅读中更多地

受到野共时性冶的影响袁也即受到文字传播时的具体环

境尧语境的影响袁较少受到野历时性冶的影响袁也即相关

文字形成的历史过程的影响遥 要对事物进行分析尧综

合尧比较尧分类袁就必须对信息进行归纳尧整合袁找出规

律性和共性袁对文字而言袁只要进行音尧形尧意方面的

考量即可遥 文字的野能指冶袁也就是读音和形状是有规

定性的袁而意义方面袁也就是野所指冶也是有相对的明

确性曰而图像则是由形状尧色彩尧大小等诸多元素袁具

有相对性袁缺乏明确的规定性袁既会出现野一千个读者

只有一个哈姆雷特冶的野能指冶与野所指冶的一致性袁又

会出现对野哈姆雷特冶的野所指冶意义理解的差异性遥 开

展理性思维过程袁文字无疑具有较强的优势遥

从视觉原理上说袁文字与图像都要经过视网膜成

像袁成为抽象或者具象的野符号冶袁进而形成人类的感

知觉袁它们具有一致性遥 但正是因为文字的野抽象性冶袁

使得文字与所指涉的事物既有对应关系袁又有一定的

距离袁使文字具有了巨大的模糊性和想象空间袁导致

文字可以脱离实体世界而单独去建构文字世界袁形成

一个符号化的意义世界袁而这个野意义世界冶是图像无

法完全具备的遥

在与野意义冶的关系建构上袁图像与认知思想的关

系是间接的尧分离的袁文字与认知思想的关系是直接

的尧一致的遥 文字和图像在传播学的角度看袁都可以算

作是野符号冶遥 但是相对而言袁由于图像的逼真性袁它更

倾向于真实存在的物理世界袁 文字则更倾向符号环

境遥 由于图像野能指冶部分的丰富多样性袁导致受众对

同一个图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袁图像对应形成的思想

是个性化的尧发散的曰而文字对应形成的思想具有典

型性和统一性的特点遥

渊三冤价值追求和审美追求差异性

斯科特窑拉什从媒介形式尧审美对象尧价值追求尧

审美视角等方面比较了图像文化与文字文化在对价

值和审美追求上的主要差异袁认为图像是对物理世界

的直接认知袁重视对象的表面层次曰主体与对象之间

没有距离袁主体直接进入对象袁或者成为对象的一部

分曰遵循欲望原则袁排斥理性主义原则遥 文字具有符号

性表征袁追求深层次的理性形式曰以理性为原则袁注重

文化的教化作用和人文关怀曰强调主体与审美对象的

野距离冶袁要求保持第三者的审视和观照视角袁也即以

野静观冶的状态才能体验文本的深刻内涵[3]遥

文字阅读的线性逻辑和阅读时时间上推移的特

点袁阅读中对文字野意义冶的揣摩袁都促使阅读朝着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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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和思考或者反思的方向发展袁形成读者与文字的互

动袁 并在这个过程不断拓展读者自己的想象空间袁形

成注重形式的理性主义文化追求曰图像的传播是从图

像到观众的单向性的袁 它培养了受众被动接受的习

惯袁因为野看图像冶直接产生的是类似本能的反应袁这

是人类长期社会劳动实践积淀的产物袁 对个体人而

言袁是与生俱来的遥 这种服从于本能的追求提供了当

下的体验袁同时也褫夺了受众深度思考的契机遥 这就

是利奥塔所认为的袁文字阅读类似于弗洛伊德人格理

论的二级层次袁即野自我冶依据野现实原则冶袁掺杂着更

多的理性和现实功利的考量曰图像相当于弗洛伊德人

格理论的初级层次袁即野本我冶依据野快乐原则冶袁这是

基于追求愉悦的本能遥 初级的感官快乐取代了反思性

的思考袁这就是詹明信所说的野后现代无深度文化冶现

象产生的重要原因[4]遥

在审美追求方面袁因为图像阅读带来的低门槛和

多元化袁图像文化带来了野生活的审美化冶和野审美的

生活化冶表现袁使得审美活动中最重要的野审美距离冶

消失遥 生活与审美没有距离袁自然也就没有了审美的

野观照冶或者说野静观冶遥 在文字阅读中袁读者始终是以

野第三者冶的身份出现袁与文本保持着距离遥 而图像的

展示袁尤其是影视传播状态下袁观众往往在镜头的引

领下沉浸在图画尧剧情中袁成为局中人袁有非常明显的

野第二者冶甚至是野第一者冶袁作为欣赏主体的独立性被

置换成了参与图像或者剧情中的情感和欲望了袁感性

的快乐原则成为了主要的审美追求形态袁 适时的尧无

距离的沉浸式体验成为审美的主要形式遥

三尧图像文化对教育的负面影响

面对图像文化时代的到来袁悲观者认为会颠覆人

类的认知袁乐观者认为这只是人类阅读长河中的小浪

花袁所有关于阅读的危机和难题袁都会随着技术的进

步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得以解决遥

讨论文字与图像孰优孰劣本身是个伪命题袁任何

问题的学术思考和理论思考都需要以问题导向为逻

辑起点袁否则就缺乏针对性曰都需要特定的语境作为

研究场域袁 否则其立论就缺乏真实场景而没有目标袁

其结论就会缺乏方向呈现显而易见的空洞袁以致陷于

无法验证的尴尬境地遥 图像符号与文字符号在传播上

各有优劣袁 我们今天立足于未成年人的教育目标袁基

于文字文化时代的强大的惯性作用袁相对于整体社会

的发展性进程而言袁图像文化还是会对青少年的成长

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的遥

渊一冤传播方面院超载的信息量

数字电路为什么在传播速度和信号质量上优于

模拟电路钥 叶周易曳为什么用阴阳二爻就可以表示世界

及其变化发展钥 这其中蕴藏物理世界的普遍规律院模

拟信号存在着可能的无规则的值袁传输起来必然会把

这一个个值都统计进去袁发给接收端曰但是在数字信

号处理中袁所有的信号都是 0或者 1袁只有 2种袁统计

就非常方便袁接受起来也很高效遥

在图像传播过程中袁各种图像在物理量上袁很难

用形态和数量尧位置尧关系等进行规律性表达遥 从信息

的获取方面看袁多元性代替了规律性袁海量的信息使

得认知框架尚未成熟的阅读者无所适从曰从信息的处

理方面看袁学习过程的野接受信息要要要形成图式要要要

认知提升冶模式由于受到了野梗阻冶袁且不说冗余的信

息让接受者无法接受袁即便是记忆力超群的人袁能够

将所有图像刺激记下袁大脑在众多无规律信息中无法

形成认知野图式冶袁外在刺激的多样化带来的依旧还是

阅读者认知的单一性甚至是混乱性袁有野知冶而无野识冶

成为普遍现象曰从信息的传播交流方面看袁基于上面

两个原因袁导致只有相近智商尧相同信息渠道尧相似经

济和社会条件的群体才有交流沟通的可能袁缺乏更大

范围的交流群体袁野小众化冶团体交流代替了野大众化冶

沟通袁且交流基本上处于双方野共同认知冶的野互补冶袁

而缺乏不同意见的野碰撞冶袁野意见领袖冶的权威性被淡

化袁群体无形中被分裂尧分割遥

渊二冤认知方面院认知系统结构被破坏

为什么曾经风靡的五笔字型打字现在鲜有使用

了袁其实是因为它纯粹靠机械记忆袁而且这个记忆与

所有其他的知识没有一点联系袁野各适其用而不能相

通冶的缘故曰相反袁拼音打字由于小学的拼音基础及后

续发展需要的通过拼音辨析生字袁 使得原有知识尧现

在知识和未来知识构成了新的认知的系统袁这些系统

形成认知野图式冶袁构建着我们新的尧范围更大的尧结构

更严密的认知系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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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科学的发展袁经历了哲学尧逻辑学尧心理学的

融合过程袁有着系统的结构遥 张玉能认为袁马克思立足

于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冶[5]袁野把人的认识过程视为一个

由具体的感性认识渊感性冤到抽象的知性认识渊知性冤袁

再到具体的理性认识渊理性冤的发展过程噎噎揭示出

了人的认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飞跃过程中分析

和综合的复杂性和辩证性冶[5]遥他特别强调了袁野知性能

力是人通过概念尧判断尧推理的分析把握对象的抽象

本质的能力冶[5]袁知性认知与感性认知的区别在于野抽

象冶袁而与理性认知的区别在于野具体综合冶袁知性认知

这个环节是构成认知系统的重要部分遥

图像与文字阅读在视觉层面袁就有着信息的野形

象与抽象冶的差异曰在信息处理上袁就有着野本能就会冶

与野通过学习才会冶的区别曰在认知过程上袁有着野形

象要要要抽象冶与野形象要要要抽象分析要要要具体综合冶的

不同遥

从感性认识越过知性认识而直接跃入理性认识袁

越过了知性思维野抽象分析冶的过程袁而在理性思维

中袁又略去了野具体综合冶的环节袁形成所谓野出道即巅

峰冶的误区袁这对艺人而言并非坏事袁但对认知系统性

的形成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遥 这种认知方式脱离了

感性思维的多样性的统一袁造成了把握住野理性的形

式冶袁而忽略了野抽象分析与具体综合冶的统一袁形成只

注重形式而忽视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认知障碍遥 我们发

现通过抖音等图像传播媒介获取认知的人袁他能够对

传播内容中的人物或事件侃侃而谈袁也可能将由该事

件得出的理性认知结论告知袁但是对结论的形成过程

却一无所知袁运用归纳尧演绎尧比较的能力不足袁形成

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冶的片面性认识遥 目前学生普

遍野知道冶很多袁而野见识冶很肤浅曰接受教育和阅读时

间很长袁但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考却零散尧混乱曰思维很

活跃袁而思维过程却跳跃性很大尧连贯性缺乏袁这就是

认知结构的系统性没有得到完善导致的遥

渊三冤价值追求方面院深度模式的缺失

美国学者波斯特认为院野印刷文字把主体建构为

理性的自主自我噎噎媒体语言诱使接受者对自我构

建过程抱游戏态度遥 冶[6]周宪认为院野语言是线性的尧抽

象的和思考性的袁 阅读语言给读者以反思的可能性袁

为读者的想象提供了更多空间曰影视图像的传递是单

向的噎噎图像的动感超越了文字的静态特性袁提供了感

性直观的当下体验袁也限制了观众掩卷沉思的契机遥 冶[7]

一般认为袁 人类对认知的研究经历了观念转向尧

语言转向袁语言一直是与逻辑联系在一起的袁体现了

人类社会走上了以逻辑思维为主导的理性认知阶段曰

语言是理性的袁它代表着深度曰语言是高级的袁它预示

着人类超越自我袁不断构建野理性的自主的自我冶曰语

言是主要的交际工具曰野语言绝不是产品袁而是一种创

造活动冶[8]袁语言能够促进审美发现尧审美鉴赏尧审美创

造曰语言对人的智力和情感尧意志发展的促进作用更

大曰语言能够带动读者参与文本中的野体验冶曰语言能

为读者提供审美想象空间袁 满足读者情感诉求的体

验遥 因此文字阅读的过程也就是读者自我发现尧自我

体验尧自我欣赏的过程遥 语言还能够作为民族文化的

积淀物袁浸润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蕴遥 德里达认为袁语

言不仅能够再现意义袁而且能够创造意义遥 语言阅读

的时间模式与线性结构是显而易见的袁语言代表着理

性逻辑和深度袁这就是野逻各斯冶遥 野逻各斯冶一般指世

界的可理解的一切规律袁因而也有语言或野理性冶的意

义袁其别称是院存在尧本质尧本源尧真理尧绝对等等[9]遥 所

谓野逻各斯中心主义冶就是通过诉诸理性决定论的思

维方式袁开展对世界终极目的和原因的本源追问和不

懈探求袁代表的是深度模式的价值追求遥

相反袁图像阅读是以空间模式展开袁将时间的深

度转换成为了空间的野片面化冶袁虽然野形象冶袁但只是

具备了物理空间的形态和相对关系袁完全没有了艺术

世界的具有审美意义和想象空间的野意象冶的意思曰虽

然在影视欣赏中可以有时间维度袁但是单向传播的模

式压迫观众无法进行深刻的尧 理性的思考和想象袁只

能顺从本能袁进行简单而浅层次的欲望和情绪宣泄遥

渊四冤审美品位方面院低层次的娱乐快感追求

马斯洛需求层次说提出人的需求从低级到高级尧

从外在到内在尧从物质到精神袁呈现出层次的进阶遥 李

泽厚认为院野人的审美能力分成如下三层次要要要悦耳

悦目尧悦心悦意尧悦神悦志遥 冶[10]对应着感知的尧内心的

和道德的发展层次基础袁反映出审美过程从感知要要要

情感要要要理性的发展阶段遥

德国哲学家威尔什认为袁当前社会生活呈现突出

的野表层的审美化冶趋向袁 表现为野装饰尧 活力尧体验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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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与生活没有了野距离感冶袁缺乏了野静观冶的条件袁

浅层次的美学化正在把我们的现实社会变成为一个

野体验的世界冶袁其本质就是满足与我们形式感相一致

的更美的现实的野本原需求冶[11]遥 图像唤起了眼睛对视

觉愉悦的本能追求袁 这种生理本能相对于理性的尧道

德的尧心灵的审美追求袁显然具有更强烈而广谱的刺

激性袁是更容易获得也更容易沉溺的遥

野在现代主义阶段袁文化和艺术噎噎体现为历史

的深度阐释和意识曰在后现代主义阶段袁文化和艺术

的主要模式转向空间模式冶遥[12]图像时代带来了审美的

精英文化向大众化转化的现象袁这是毋庸置疑的遥 但

是大众化并不意味着野同质化冶要要要作为发展过程野应

然冶的大众化不能否定审美需求野本然冶的差异化和个

性化的存在遥 图像的审美片面地追求感官刺激袁沉浸

在野形象性的感知冶阶段袁没有进一步朝着野反思性思

考冶方向发展袁初级欲望替代了高一级层次的对野自我

认知冶思索遥

渊五冤内驱力方面院泛滥的多巴胺和稀缺的内啡肽

认知科学经过与哲学尧逻辑尧心理学的不断融合袁

在图像传播时代袁 又融合了生理学发现的重要成果袁

提出了以具身性和情境性为重要特征的第二代认知

科学遥 该认知科学认为袁要超越笛卡尔的野二元对立冶

学说袁就要将肉体与心灵统一在一起袁超越将认知认

为仅仅是与大脑有关的认知理论遥

将自然科学中的生理学引入认知科学袁为认知带

来了一个新的维度遥 生理学认为袁让我们身体感到愉

悦的东西有两种院第一种是多巴胺袁第二种是内啡肽遥

多巴胺负责带来野快感冶袁内啡肽负责带来野幸福感冶遥

多巴胺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袁帮大脑传递关于兴

奋的信息院当人受到外界的愉悦刺激时袁多巴胺会让

我们产生野快感冶遥 研究发现袁让我们上瘾的并不是快

乐渊多巴胺冤本身袁而是不断的得到快乐渊多巴胺冤的过

程袁是快乐来临的感觉遥 然而袁产生快感的阈值是会不

断升高的袁只有更持续尧更强烈的刺激袁才能继续获得

快感遥 看图像或者刷短视频时袁大脑需要得到频率更

快尧刺激更强烈的内容袁才能让大脑持续愉悦遥 一旦脱

离了这种刺激袁会对外界以野自然状态存在冶的一切失

去了兴趣袁索然无味袁有的只是焦虑和空虚遥 特别关键

的是袁商业运作模式下的野算法推荐冶袁不停地收集我

们喜好数据袁站在网络后台袁高维解读读者袁无限迎合

消费者袁挖掘读者内心深处的癖好袁让你无限沉溺遥 读

者已经没有野选择冶的需要或者野权力冶了袁变得丧失了

独立思考能力袁只有肉体野快感冶支配阅读行为遥

内啡肽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成就感袁 内心宁静袁抵

抗哀伤袁提升创造力袁充满正能量袁提升社交能力等

等遥 它与多巴胺的区别在于多巴胺的产生靠刺激和奖

赏袁是外界驱动曰内啡肽的产生靠的是心血和汗水袁是

内在驱动遥 多巴胺是本能产生的袁内啡肽是反本能产

生的遥 目前的科学研究发现袁人体产生内啡肽最多的

区域以及内啡肽受体最集中的区域袁是学习和运动的

相关区域遥

图像时代带来的深度思考的缺乏袁 向往感官的娱

乐袁追求本能的快感等结果袁加之外部环境中商业运营

团队在大数据尧云计算尧声光电交互尧心理学尧消费行为

学尧神经科学等理论指导下对消费者的野迎合冶袁野内外

合谋冶之下袁认知内在发展的驱动力必将丧失殆尽袁人

类学习尧认识尧改造主客观世界也将沦为一句空话遥

四尧图像文化时代的教育重构思考

图像与文字对人的认知尧情感尧行为尧意志的发展

都有影响袁各有所长遥 面对变化了的个体学习基础尧个

性化的知识选择尧共同的社会需求尧协作学习的发展

目标袁立足学校教育发展的目标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

要袁应该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教育工作遥

渊一冤以新知识观和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

缓慢的进化速度和高速发展的技术变革袁使得人

的进化远远赶不上科技发展遥 面对不变的教育对象和

改变了的教育环境尧教育手段袁就要处理好变与不变

的辩证关系袁就要有新的知识观和新的教学理论体系

为指导来开展教育的各项工作遥 新知识观认为院野学习

是通过信息加工活动建构对客体的解释袁而客体是根

据自己的经验建构知识的遥 冶[13]有些知识袁如个人经验

通过抖音尧短视频等传播的袁尚未得到学界和专家理

论化尧科学化的成果袁或者尚未得到专家重视的袁没有

在理论上给出解释的袁它们并非来自课本教材袁更多

是经验生活中获取的袁这些就是新知识袁这些知识目

前大量存在遥 新知识的存在形式多数是图像和视频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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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不通过文字方式存储袁完全可以不通过课堂学习

而了知遥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袁不能对学习者作共同起

点尧 共同背景通过共同过程达到共同目标的假设袁学

习者是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背景接受学习的袁不仅是

水平不同袁更为关键的是类型和层次不同袁故不能假

设所有人都一样袁而应以个体的各自背景作为产生新

知识的增长点[13]遥 图像文化时代带来了每个受教育者

都有着不同的野前见冶知识袁这绝非仅仅是生活经验的

积累袁更是读图方式让每个有正常视觉的人袁在这个

野景观世界冶中袁每个个体都有着不同的野图式冶背景遥

因此袁在教学中袁应该确立以学生为中心袁以不同的学

习背景为开端袁开展因材施教曰注重运用情境开展教

学袁促进学生社会性交往袁逐步形成共同的价值标准曰

开展协作教学袁促进平等的对话和协商曰培养学生信

息素养袁保障充足的教学资源的利用[13]遥

渊二冤以碎片化学习重构系统化认知尧思维体系为

导向

笔者在拙作 叶野碎片化冶 时代中的 野系统化冶思

维要要要汉语词语并列构成中蕴含的系统化思维方式曳

一文中袁提出在学生学习阶段袁即使是野碎片化冶的学

习袁也可以构建系统化的认知和思维遥 在小学的识字

和词语认知环节袁 就可以通过字形和词语结构分析袁

逐步形成认知的逻辑系统要要要如根据字形分析其本

来意义与延伸含义袁形成意义系统遥 例如根据野世界冶

这个词语的形成认知的时间和空间系统袁进而构建因

与果尧物质与精神尧整体与局部尧过程与结果尧内在与

外在尧主观与客观尧内容与形式尧补充关系等方面体

系遥到初高中阅读和写作阶段袁就可以通过词语并列构

成进行系统化的分析袁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对立统一尧兼

容并包和天人合一的理念袁 进而了解中国古代人的天

道观尧宇宙观袁力图实现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互适应

与融合袁与现代文明相互协调袁既保持整体性尧系统性袁

又体现时代性尧个体性的认知尧思维体系[14]遥 通过碎片

化学习的方式袁将价值观念尧思维方式尧逻辑体系尧传

统文化等融为一炉袁通过学生学习的不同阶段袁有针

对性地达到系统化构建认知尧思维体系的目的袁这里

不再赘述遥

渊三冤以审美教育为主要载体

审美教育是跨学科领域的袁涉及美学尧艺术尧教育

学和心理学等学科领域袁 不仅仅只是艺术技能的掌

握袁也不仅仅是美学理论的认识袁而是审美知识尧审美

能力和审美意识三者的统一遥 审美教育最大的特点是

其情感特征和体验过程袁审美中的审美认知尧审美情

感尧审美意志贯穿着人的知行情意素养体系曰审美活

动中的审美趣味尧审美欣赏尧审美创造体现了人在价

值追求方面的发展过程遥 审美教育的情感性和体验性

特征袁既符合图像时代的传播特征袁又具有超越感性

认识袁进入知性和理性认知的能力曰既具有感性特点袁

又具有理性的成分曰既是生活态度尧审美品位和精神

气质的展示袁又表现为价值标准和理想追求曰既包含

了体验尧欣赏和判断过程袁又包含了审美趣味和创造

能力遥 张玉能认为袁审美深层结构中的审美表象世界尧

审美图式世界和审美意象世界袁分别对应着认知结构

中的感性认识尧知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遥 审美教育实践

和艺术教育实践是全面发展人的认知能力的最直接

有效的途径袁因为审美教育能够纵贯人的完整认识过

程袁它还可以横穿人的感性认识尧知性认识和理性认

识的各个方面袁使得人的感性认识能力尧知性认识能

力尧理性认识能力得到纵横交错的全面发展[5]遥

渊四冤以综合运用为目标

李泽厚先生曾经说过袁20世纪是分析的时代袁21

世纪是综合的时代袁 这句话放在教育领域也是适用

的遥 具体到在语文教学中袁全国新课标将教学内容进

行了教学目标尧课程模块尧能力运用及层次尧学习评价

方式等分类袁在这种分类模式下袁知识的存储主要是

大脑袁学习能力评价主要是对记忆力的评价袁这都是

文字传播时代的特征遥 图像时代袁在野新知识观冶的引

领下袁对知识的认知淡化了文字的编码译码袁知识的

存储和检索更多时候只要网络检索即可袁曾经的野书

到用时方恨少冶现在转换成为了野文到用时才需查冶遥

图像时代的学习袁更重要的是用明确的目标导向替代

不加选择的胡乱收集袁用清晰的系统思维代替碎片化

信息袁用社会化协作代替个体化选择袁用任务导向型

的综合运用代替随机尧零散的目标方向袁将知识的积

累尧技能的训练尧能力的培养和素养的提升融为一体袁

通过任务驱动的方式袁或者导师制教学模式等袁以学

习者的兴趣爱好为核心选择知识袁以创新的蜘蛛网式

散布结构替代传统的金字塔式层次结构袁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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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xts and images are different ways for people to recognize the world. Relative to human recognition, they have integration

and di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s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al goals of juveniles, the im鄄

age culture will cause problems, such as overloaded information content to the growth of teenagers, the broken recognition system structure,

shortage of profundity, low-level entertainment enjoyment pursuit, and the loss of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Hence, it should be improved

by regarding the new knowledge view and constructivism as the guidance, the fragmented learning reconstruction system as the orientati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as the main carrier, and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as the goal i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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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训练个性化的技能袁以问题的延伸拓展知识体

系袁以兼容性思维整合技能体系袁提高信息素养袁确立

野联通主义学习理论冶的哲学价值观尧知识观尧技能观尧

能力观尧学习观尧课程观尧教师观尧学生观尧学习环境

观尧交互协作观以及素养观等[15]袁实现学生综合素养的

全面提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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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学改革项目是指有明确目标的尧相对复杂

的尧具有一定规模和价值的一项任务[1]遥教改项目与教

学常规任务的区别在于袁 教改项目通常只开展一次袁

有资源条件和预先规定的时间限制袁项目成功后予以

推广遥 高校教学改革项目具备以下特征遥 第一袁创新

性遥 创新性是教学改革项目的本质属性袁它不属于现

行教学任务袁是一种具有探索性尧新颖性尧实践性的教

育教学改革活动[2]遥 第二袁教学实验的风险性遥 任何项

目都具有特定的风险袁教学改革项目也不例外袁它是

由外部环境变化尧学情变化尧技术条件尧项目难度和复

杂度以及教学科研人员和教学科研管理者能力的有

限性而导致的[3]遥 第三袁知识管理遥 教学改革项目的成

功是项目成员各种知识技能以及项目负责人管理能

力的综合结果[4]遥第四袁人员管理遥教学改革参与人员具

有野知识特长冶袁他们与常规教学任务实施者不同袁具有

自主性尧个性化尧创新精神尧自我价值实现的特点[5]遥 为

此袁必须针对教学改革项目的特质进行管理遥 笔者以

高校信息化教学改革的创新实践要要要人工智能渊AI冤

课件与真人教师混合式教学改革项目为例袁探索高校

教学改革项目的过程管理机制袁从而为教改项目的顺

利实施提供有效路径袁 以达到提升项目管理效率袁促

进教改质量的目标遥

人工智能技术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尧课堂革

命尧智慧校园建设尧智能学习环境建设中发挥重要作

用遥 人工智能渊AI冤课件与真人教师混合式教学模式采

用翻转课堂课程设计袁AI课件承担帮助学生记忆尧理

解尧简单应用以及评估等教学功能袁而课堂上的真人

教师发挥启发尧鼓励学生分析尧评价尧创造等高阶学习

活动的教学功能遥 作为一种 AI与真人教师合作的混

合式教学改革项目袁从项目的立项尧实施尧评审和成果

应用都是全新的挑战遥 因此袁有必要从过程管理的各

个层面袁运用野戴明环冶质量管理方法袁持续改进并提

升过程管理的质量袁 最终达到以教学改革为抓手袁全

面促进教学质量提升的目标遥

一尧过程管理

过程管理是组织为了达成一定的目标袁通过高效

率的计划尧组织尧指导和控制的全过程动态管理袁提升

组织内部的运营效率袁最终实现质量目标[6]遥它包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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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过程中的持续评估和改进袁以确保其符合组织需求

和最佳实践袁并达到目标结果遥 通过过程管理袁组织可

以提高工作效率尧降低成本尧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尧增

强员工满意度等遥 通常来讲袁过程管理主要包含以下

内容遥 第一袁定义过程遥 明确组织内部的各项工作流

程尧操作规范和质量标准袁并发布信息以便持续参考

和改进遥第二袁流程优化遥通过业务分析和数据预测等

方法袁识别和消除不必要的环节尧重复工作袁打破业务

瓶颈袁提高效率和质量遥 第三袁监控和评价遥 建立评价

指标和监控机制袁定期跟踪和评估执行情况袁及时发

现和解决问题[7]遥第四袁持续改进遥在持续监控基础上袁

采用 PDCA等循环改进模式袁 不断迭代和改进过程袁

以逐步优化业务流程和提升组织运营能力遥 第五袁培

训和沟通遥 组织为员工提供培训和支持袁帮助他们理

解和落实过程和工作流程袁 并加强内部沟通和协作袁

提高整体效能遥 以上这些做法可以互相补充和配合袁

构成一个完整的过程管理框架袁有助于组织实现目标

并持续提升能力遥

二尧野戴明环冶的内涵

野戴明环冶 是由质量管理之父戴明提出袁 也叫做

PDCA 循环遥所谓 P尧D尧C尧A分别是英文 Plan渊计划冤尧

Do渊执行冤尧Check渊检查冤尧Action渊处理冤四个单词的第

一个字母[8]遥 依照 PDCA循环的执行程序袁人工智能

渊AI冤 课件与真人教师混合式教学改革项目管理必须

依次经过以下四个阶段遥 第一袁计划渊P冤阶段遥 这个阶

段主要采取前景评估尧设计尧假设检验尧现场测试尧形

成诊断报告等方法明确教改课程类型和课程内容袁确

定 AI课件使用场景袁并制定 AI课件和真人混合式教

学改革计划遥 第二袁执行渊D冤阶段遥 这个阶段主要是通

过目标管理的方法袁有组织地实施计划阶段所规定的

各项内容袁例如课程设计专家尧教师和 AI课件生产团

队组成项目组袁以课程设计的整体性尧融合性尧集成性

为目标袁从教案打磨尧教学准备尧教学实施尧环境支持尧

资源供给等方面开展课程实验遥 第三袁检查渊C冤阶段遥

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检查尧监督手段袁在计划执行中

或执行后袁 检查执行情况是否符合计划的预期结果遥

例如袁通过公开课以及查验过程性尧生成性课程教研

资料的形式检查项目进展袁并收集尧汇总课程教案尧教

学设计尧教学反思尧听课记录尧评课结果量表尧课堂实

录尧教学资源素材尧学生成绩尧学生评课等材料综合检

验实施成效遥 第四袁处理渊A冤阶段遥 这个阶段主要是根

据检查结果采取相应措施并进行总结袁从而为以后工

作改进提供指导遥 借助常态化课程观摩尧学情大数据

分析尧问卷调查尧访谈尧考核等方式生成学生学习数

据袁分析学生学习情况袁同时采用专家访谈尧教师访谈

等方式袁找出关键问题及解决方法袁从而保证 AI课件

与真人教师混合式教学改革项目的可操作性和可实

现性遥

三尧高校教学改革项目过程管理机制

高校教学改革项目在推进过程中往往存在系统

管理意识薄弱尧目标管理缺乏袁规划与实施衔接不够

以及成果管理中缺乏项目后管理等各类问题[9]遥 按照

PDCA的理念袁 基于对现有项目过程管理模式的重新

分类和设计袁从全局角度出发袁构建高校教学改革项

目过程管理机制袁着重强调不同阶段之间的内在质量

控制关联与工作的对接要求袁具体如图 1所示遥

图 1 高校教学改革项目过程管理机制

Fig.1 Process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teaching

reform project in universities

从图 1看出袁从管理时间顺序来看袁图 1包含了 4

个管理层次遥 第一袁从中长期管理角度来看袁过程管理

包括所有的 7个阶段袁 对照 PDCA循环的四个阶段袁

计划渊P冤包含教改中长期规划管理尧教改年度计划管

理两个阶段袁执行渊D冤包括组织申报教改项目管理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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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项目立项管理尧教改项目实施管理三个阶段袁检查

渊C冤包含教改项目结题评审管理阶段袁处理渊A冤包含教

改项目成果管理阶段遥 事实上袁每一阶段实施质量直

接决定了下一阶段实施的质量遥 因此在工作中不仅要

强调每一个阶段的管理质量袁而且更要从全局的角度

强化各阶段之间的分工与协作[10]遥第二袁从年度管理角

度来看袁过程管理包括 6个阶段袁对照 PDCA循环的

四个阶段遥 第三袁从单个项目过程管理来看袁过程管理

包括 5个阶段的内容袁 对应 PDCA 循环中的四个阶

段遥 第四袁从每一个阶段来看袁各个阶段都需要按照

PDCA循环的阶段要求袁分别依照计划尧执行尧检查尧处

理四个阶段袁提出相应的管理步骤遥

总的来看袁PDCA循环不仅适用于解决教改项目

过程管理中存在的系统问题袁也适用于解决各执行机

构之间存在的问题袁还适用于解决过程中单个阶段存

在的各种问题遥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袁PDCA循环的四个

阶段并不是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的袁PDCA循环具有以

下几大特点遥 第一袁系统思考遥 大环套小环袁小环保大

环袁互相促进遥 上一级循环是下一级循环的依据袁下一

级循环是上一级循环的延续尧落实和具体化遥PDCA循

环通过各个小循环的不断运转袁推动上一级循环直至

整个循环持续运转起来袁从而把高校教学改革项目管

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遥第二袁持续改进遥 PDCA循环每

转动一周就上升一个台阶袁犹如在野爬楼梯冶遥 每经过

一次循环袁一些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袁过程管理与质量

管理水平就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袁于是就有了新的

更高的目标袁在新的基础上继续 PDCA循环[11]遥 例如袁

每一次 AI课件与真人教学的公开课都经历了精心准

备渊P冤尧全力保障实施渊D冤尧评价研讨渊C冤尧经验总结

渊A冤四个阶段袁最终形成公开课成果并推广袁将教改质

量水平提升一个新的高度袁随即将项目推入下一个更

高的目标阶段遥 就在上述循环往复中袁现有的质量问

题不断得到解决袁 最终达到更高境界的质量管理水

平遥第三袁阶段融入遥在 PDCA每一个阶段中都包含着

一个 PDCA的过程遥第四袁全员推动遥 PDCA循环的转

动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袁 而是集体的力量袁 是学校尧老

师尧技术团队尧学生共同努力的结果遥 例如袁教改团队

不仅包括课程设计专家袁任课教师尧教学质量评估专

家袁而且还包括信息化教学技术保障团队尧心理辅导

教师等遥

四尧单个项目要要要AI课件与真人教师混合

式教学改革项目过程管理

单个教学改革项目过程管理的成功将取决于以

下几个因素遥 第一袁取决于学校尧院系部对教改规划目

标尧年度目标分解和动态调整能力[12]遥 第二袁取决于教

改项目团队对具体项目进行目标管理的推动力度遥 第

三袁取决于项目主管职能部门对教改项目团队的具体

目标的指导和监督力度遥 第四袁取决于学校职能部门

与教改团队的合作力度遥 第五袁取决于单个教改项目

过程管理中各阶段管理质量以及阶段之间的有效对

接遥 第六袁取决于处理阶段的绩效评估质量以及整个

PDCA循环的持续改进遥我们以 AI课件与真人教师混

合式教学改革项目过程管理为例袁以此来探讨单个教

改项目的过程管理遥

渊一冤AI课件与真人教师混合式教学改革项目

AI课件与真人教师混合式教学改革是指教师与

AI课件共同承担课程教学主导角色袁 各自发挥优势袁

相互补充袁 共同促进学生的学业进步和全面发展袁其

特点如下院第一袁AI技术能够更快速尧更准确地反馈学

生学情袁并针对问题提供优质学习资源袁有助于满足

个性化学习需求遥第二袁AI课件表现形式灵活多样袁能

够丰富课堂教学设计袁富有吸引力[13]遥第三袁AI课件内

容讲解清晰袁能够承担帮助学生记忆尧理解和简单应

用的教学功能遥 第四袁AI课件可以减少教师的重复性

教学工作袁并且能够帮助教师进行更具批判性和创新

性的教学设计遥 第五袁真人教师主要发挥启发尧鼓励学

生进行分析尧评价尧创造等高阶学习活动的教学功能遥

第六袁真人教师能够充分发挥把握教学节奏尧管理课

堂的优势袁能够有效解决学生自我管理能力不足的难

题遥 第七袁真人教师的情感输出能够潜移默化影响学

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袁帮助学生全面发展遥然而袁AI课

件赋能课堂教学的价值何在袁是否会对课程教学产生

颠覆性影响袁AI课件的使用场景如何确定袁AI课件与

真人教师的角色如何分配袁AI课件的内容与形式如何

设计尧教师角色该如何转变等关键问题的解决都需要

在项目过程管理中按照 PDCA循环的要求制定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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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并严格实施遥

渊二冤AI课件与真人教师混合式教学改革项目过

程管理的关键任务

作为一项创新教学实验袁AI课件与真人教师混合

式教学改革项目面临以下重要阶段院第一袁制定项目

计划袁确定项目质量目标渊P冤遥质量目标聚焦于教学模

式创新尧教学形态创新尧教学质量提升以及教师发展

等方面遥 第二袁组织项目实施渊D冤遥 实施过程中的重点

难点首先体现在教改团队对 AI课件赋能教学的特征

认识和正确理解袁以及对教育数字化转型内涵尧要求

认识的高度遥 然后袁参与教改的课程团队的教学教研

水平尧教学能力尧课堂教学质量是影响项目实施的关

键遥 最后袁全员参与尧通力合作是项目实施的保障遥 第

三袁检验实验成果渊C冤遥 检验阶段不仅检查课程质量尧

学生学业水平以及过程性尧 生成性课程教研材料袁而

且关注教师教学科研能力提升水平遥 第四袁项目验收

以及推广渊A冤遥此阶段重点在于总结项目经验袁撰写项

目报告袁表彰教改团队袁形成教改激励机制遥 综上所

述袁运用野戴明环冶质量管理方法开展 AI课件与真人

教师混合式教学改革项目的核心任务如表 1所示遥

P渊计划冤

1尧教学科研部门组织申报教改项目管理阶段

渊1冤学校教学科研部门根据教改中长期规划尧年度计划以及信息化教学管理与质量的控制目标袁提出 AI课件与真人

教师混合式教学改革项目并公布申报要求

渊2冤教学科研部门加强与项目团队的沟通袁对项目团队的申报工作进行指导

渊3冤项目团队按照教学科研部门的申报管理要求袁提交申报材料

2尧教改项目立项管理阶段

渊1冤按照项目质量控制目标对申报项目进行材料审查

渊2冤组织专家进行资格审查

渊3冤按照项目质量控制目标进行管理评审

渊4冤制定 AI课件与真人教师混合式教学改革项目管理目标

渊5冤严格按照质量控制目标和阶段要求与项目负责人签订合同

渊6冤在合同中明示项目团队的管理和质量控制目标

渊7冤下达计划袁并要求按合同尧分阶段严格执行合同的各项规定

D渊执行冤

1尧项目团队依照合同要求加强项目管理和质量控制

2尧项目负责人按照合同要求执行项目袁开展 AI课件与真人教师混合式教学实践

3尧项目团队及时提供过程性教学材料袁包括课程教案尧教学设计尧教学反思尧听课记录尧评课结果量表尧课堂实录尧教

学资源素材尧学生成绩尧学生评课以及阶段性研究成果

C渊检查冤

1尧项目团队依照合同要求加强项目管理和质量控制

2尧项目负责人按照合同要求执行项目袁开展 AI课件与真人教师混合式教学实践

3尧项目团队及时提供过程性教学材料袁包括课程教案尧教学设计尧教学反思尧听课记录尧评课结果量表尧课堂实录尧教

学资源素材尧学生成绩尧学生评课以及阶段性研究成果

A 渊处理冤

1尧对项目成果进行评级袁并对优秀成果所在团队进行表彰和奖励

2尧总结项目管理经验袁推广优秀成果袁指导后续项目的过程管理

3尧持续跟踪项目成果的应用和后续教改项目的研究情况

表 1 AI课件与真人教师混合式教学改革项目过程管理机制的核心任务

Tab.1 The core tasks of the process management mechanism for teaching reform project of mixing AI courseware and live teachers

五尧管理启示

随着信息技术导入教育引发了教育的系统性变

革袁相应的信息化教学改革项目层出不穷袁教学模式

不断创新遥 因此袁为了提高高校教改项目的质量控制

水平袁解决系统设计不足尧缺乏目标管理尧缺少教改环

境尧缺少优质教学资源尧教改观念转变不够尧教师教学

科研能力不足尧缺乏有效的评价和激励机制等问题和

瓶颈袁有必要运用野戴明环冶理论构建高校教学改革项

目过程管理机制袁精细化管理不同阶段之间的内在质

量控制袁并做好阶段间的关联与对接工作遥 值得强调

的是袁野戴明环冶 的典型特征在于它是综合性的循环袁

计划尧执行尧检查尧处理四个阶段紧密链接袁相互渗透袁

蔡 亮袁等院基于野戴明环冶的高校教学改革项目过程管理 103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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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rocess Management of Teaching Reform Projects

in Universities Based on "Dai Minghuan"

CAI Liang PENG Jing

渊Institute of Digital Finance, Institute of New Age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Fuzhou Software Technology Vocational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209冤

Abstract: There are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of teaching reform projects in universities, such as weak awareness of systematic

management, lack of goal management, insufficient connection between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and relatively lack of post project

management. The blended teaching reform project of AI courseware in collaboration with live teachers faces enormous challenges in terms

of project initiation,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results. Using the "Dai Minghuan" quality management method and fol鄄

lowing the PDCA cycle execution procedure, to explore the process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university teaching reform projects, contin鄄

uously improve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process management, thereby providing an effective path for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reform projects.

Key words: Dai Minghuan; process management; teaching reform projects; AI courseware; blended learning

但又各有特点遥 在教改项目过程管理中袁往往计划中

有试点袁执行中有检查袁检查中有处理袁处理中调整计

划袁循环往复袁最终实现预定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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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语境下的野灌输冶指的是一种思想尧

观点尧价值观的输送袁是一个知识与价值的双重传递

和教授的过程尧教育的过程袁从本质上讲就是灌输的

过程遥 [1]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课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在课堂袁提高思想政治教

育理论课理论灌输的有效性袁一方面要遵循和运用灌

输理论的原则和方法袁另一方面要遵循教学论的原理

和方法遥笔者先疏理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核心内容的

发展脉络袁再从教学论的主要理论要要要布卢姆情感目

标分类学说的角度来分析思政课理论灌输过程中不

同阶段的特点袁进而提出提升灌输有效性的措施遥

一尧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核心内容的发展

灌输的本义是指将流水输送到需要的地方或者

传输尧传授知识遥 [2]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是指无产阶级

政党坚持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注和输送到无产阶

级和人民群众中去袁以提高其政治意识和思想觉悟的

学说遥 [3]灌输是一种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

更为有序有效的方法袁而灌输理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

原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系统尧动态的理论体系遥 灌输

与灌输理论之间的关系袁从其定义上讲是方法论与原

理的关系遥 马克思定义灌输理论的诞生与发展经历了

一个漫长的过程遥 恩格斯在报纸叶新道德世界曳的文章

中指出袁许布纳尔的叶西里西亚织工曳给许多人灌输了

社会主义的思想袁首次明确提出了野灌输冶一词遥 列宁

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袁较为系统的阐述

了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部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的

理论遥 列宁明确指出院野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

民主主义的意识遥 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部灌输进去袁各

国的历史都证明院 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袁只

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遥 冶[4]列宁在叶怎么办曳一书中总

结国际和俄国社会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袁进一步发展和

完善了无产阶级的灌输理论遥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袁党和国家都十分

重视灌输理论的作用遥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袁毛泽东

就指出院野军队的基础在士兵袁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

注于军队之中袁 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

基于布卢姆情感目标分类学说的灌输有效性探究

吴智鹏袁 李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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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袁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与士兵的一致袁就不能激

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遥 冶[5]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袁邓小平指出院野学生从到学校的第

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遥 冶[6]进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要坚持灌输

性和启发性相统一袁注重启发性教育袁引导学生发现

问题袁分析问题袁思考问题袁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到

渠成得出结论遥 冶[7]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接续努

力下袁灌输主体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袁灌输内容得到

了进一步的丰富袁在结合中国国情和实践基础上走出

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灌输道路遥

二尧灌输理论与情感目标分类学说

情感目标分类学说的教学目标与灌输理论在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标存在一致性遥 首先袁二者都

十分重视情感的作用袁列宁认为单纯的理论灌输无法

激起民众的行动袁必须野煽情冶遥 布卢姆情感目标分类

学说更是对于情感内化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遥 其次袁两

者的教学对象一致袁 都着力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构

建袁强调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袁最终的成果也只能在

受教育者身上得以体现遥 再次袁两者在达成目标的过

程中也存在相同点袁受教育者都需要经历接收外界的

价值体系并将其内化袁最终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目

的的过程遥 最后袁两者都对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形成

与发展具有引导作用袁引导受教育者形成符合社会发

展要求和自身发展需求的思想品德遥

灌输理论最主要的实践运用是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袁在价值多元化尧信息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袁面向

文化程度高尧自我意识强尧分析判断能力强的新一代

受教育者袁灌输理论没有过时袁但对灌输主体和灌输

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遥 为了适应这种新要求袁借鉴参

考布卢姆情感领域教学目标分类学说袁对灌输过程进

行分析设计是十分必要的遥 野找准存在的困难尧短板和

薄弱环节袁不流于现象表面袁紧扣关键内容尧精准聚力

发力遥 冶[8]教育者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过程中把握受

教育者野接受尧反应尧价值评价尧组织尧价值性格化冶的

内化规律袁有助于在灌输过程中更精确地发现和分析

问题袁运用正确适合的教育教学方法袁提升灌输针对

性袁进而提升有效性遥

接下来袁我们从教学过程中受教育者接受尧反应尧

价值评价尧组织尧价值性格化的不同阶段特性来分析

其对灌输提出的相应要求遥

渊一冤注意阶段

野当某种现象尧特征或价值吸引了学生的注意时袁

这个过程便开始了遥 冶[9]注意阶段是情感目标分类学说

所阐述的价值内化的初级阶段袁主要表现为受教育者

愿意接受袁能有目的地接受所要注意的事物遥 受教育

者愿意接受灌输需要满足两个方面的条件院 首先袁客

观条件就是灌输内容本身需要具有逻辑性和真理性袁

而且要与受教育者的心理接受水平保持弹性原则遥 其

次袁主观条件就是受教育者原有的价值体系中必须具

有能与灌输的价值观发生共鸣的内容袁而且受教育者

必须具备将价值观和旧有价值体系相联系的倾向性遥

要满足这两个条件袁一方面需要教育者不断提高自身

能力袁保证灌输内容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袁另一方面

需要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心理状态和原有的知识结

构和水平有基本的了解遥 虽然灌输理论发挥作用的第

一步只是引起受教育者的注意袁 但不可否认的是袁受

教育者要能够接受教育者的教学方法和内容袁才可能

让后续教学环节得以顺利进行遥

渊二冤反应阶段

反应阶段是情感目标分类学说所阐述的价值内

化的第二阶段袁表现为受教育者愿意主动参与并做出

反应遥[10]反应阶段相较于接受阶段更为深入袁且具有更

强的主动性遥 注意阶段的主因是外在条件的影响袁而

反应阶段则是基于注意阶段的外在条件影响下袁受教

育者情感上的回应遥 这一阶段可以细分为三个层次遥

首先袁默认的反应层次遥 受教育者对某种外在刺

激尧要求做出反应遥 [10]这一层次袁灌输发挥作用主要依

靠教育者的教学方法和手段遥 受教育者在这一阶段更

多的是被动地做出反应袁存在一定的被动性遥

其次袁愿意的反应层次遥 受教育者对某种行为有

了充分的责任感并自愿去做遥[10]在第一层次的基础上袁

灌输内容所蕴含的价值观对受教育者有了触动袁激发

了受教育者的某种情感遥 受教育者能凭借某种情感积

极主动的去回应教育者的灌输遥

最后袁满意的反应层次遥 受教育者不仅自愿做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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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而且事后能产生一种满足感遥 [10]经过前面两个层

次的深化袁受教育者在教育者的引导下袁逐步实现了

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袁到了这个层次袁受教育者不仅

能主动接受灌输内容袁甚至在灌输的价值观的影响下

能有所触动产生一种满足感袁 将接受灌输变成一种

享受遥

渊三冤形成价值观念阶段

形成价值观念是指受教育者将特定的对象尧现象

或行为与一定的价值标准联系起来袁形成对事物的态

度和看法遥[10]换而言之袁受教育者本身应具备能同化新

的价值标准的适当知识结构袁并且具有积极将原有的

知识结构与新的价值标准相联系的情感倾向遥

形成价值观念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新的灌输内容

与内在原有的价值体系连续不断的互动过程遥 换而言

之袁是以旧知唤新知袁推动思想品德进入新境界的过

程遥 因此袁在推动价值观念升华转变的过程中袁应该更

侧重于对受教育者价值倾向上的正确引导袁更关注受

教育者的内在思想道德水平袁选择与之相匹配的灌输

内容和灌输手段袁 减少灌输内容内化接受的阻力袁推

动灌输的顺利进行遥

渊四冤价值观的组织阶段

价值观的组织是指受教育者在教育者的帮助下袁

将多种不同的尧 甚至彼此矛盾的价值观协调统一起

来袁形成内在一致的价值系统遥 [10]价值观的组织袁首先

需要找到两者之间的内在统一之处袁通过共通点的联

系架构袁推动思想品德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袁从而实现

外在价值观念的真正内化遥 人的思想品德既不是由主

体因素所决定的袁也不是客观外界因素在个体身上的

消极反应袁而是在主体实践过程中主观因素和客观因

素交互作用的产物袁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过程是外部制

约和内在转化的辩证统一过程遥 [3]因此袁在受教育者内

在思想品德发生碰撞整合的同时袁作为灌输过程的另

一个主体袁 教育者要从提高受教育者的理性认识入

手袁引导受教育者的积极情感袁使其情感始终保持正

确的方向袁抑制消极情感袁使受教育者的情感保持在

最佳状态袁保证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矛盾运动的有序

性和稳定性袁以实现受教育者内在思想品德由旧质向

新质的平稳转化遥

渊五冤价值体系性格化阶段

价值体系性格化是指受教育者内化了所学的价

值观并按照这套价值观念去行动袁以至于成为其野生

活方式冶以及个人性格的一部分遥[10]换而言之就是灌输

的价值体系的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遥 其中袁内化于心

是指人的思想品德不断发展袁即主体内在的知情意信

行诸要素之间由无序到有序袁由发展不平衡逐渐到平

衡并最终趋于稳定的过程遥 马克思主义认为袁任何现

实的事物都是特殊性和普遍性尧个性和共性的有机统

一遥 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的转变也是如此袁外在价值

体系的内化不是单纯内容的输入袁而是灌输的价值体

系性格化的过程袁灌输的价值体系性格化就是内化的

真正完成遥 而外化于行就是受教育者将灌输的价值体

系纳入自身的价值体系后袁在新的价值体系指导下进

行实践遥 通过实践袁一方面袁对照自身行为与内在价值

体系的差距袁不断修正自身行为存在的问题遥 另一方

面袁强化巩固价值体系的转变袁在实践中实现由被动

对照向自觉运用内在价值体系指导实践的转变袁从而

达到行为与价值体系要求相符遥

三尧充分认识和把握灌输理论袁提高思想

政治教育有效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上指出院野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关键课程遥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耶拔节孕穗期爷袁

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遥 冶[11]教育的过程袁本质是灌输

的过程遥 作为一种教育活动袁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

提高有赖于灌输有效性的提高遥 灌输是一个环环相

扣尧久久为功的过程遥 切实提升灌输的有效性袁在方法

上应坚持整体性和系统性袁点对点解决问题的同时以

点带面袁协调不同方法的有序推进袁紧扣立德树人的

中心环节袁构建有的放矢袁环环相扣的方法体系遥

渊一冤更新观念和教学形式

新时代袁信息和信息传播途径日益多元化和复杂

化袁传统意义上的灌输方式难以满足受教育者多样化

的需求袁无法引起受教育者的注意袁这一状况亟待改

变遥 首先袁教育者需要充分肯定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袁

实现教学重心由野教冶向野学冶的转变袁思想政治工作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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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袁必须围绕学生尧关照学生尧服

务学生遥[11]了解受教育者的期望袁才能更好地引领受教

育者遥其次袁灌输想要引起受教育者的注意袁首当其冲

要体现在教学形式上袁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

高限度的通俗化遥 [12]用受教育者喜闻乐见的教学形式

如参与式教学和通俗易懂的语言袁让晦涩的知识更好

地吸引受教育者袁增强灌输吸引力遥

渊二冤保证灌输时代性袁引导受教育者正向反应

首先袁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整性的基础上袁

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遥只有不断发展

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回答不断变化发展的现实问题袁才

能具备强有力的说服力遥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作为灌输内容的主体袁无疑是对灌输内容的优化遥 其

次袁关注受教育者的需求袁聚焦时代问题遥灌输的目的

是引领受教育者向社会要求的方向发展袁立足受教育

者需要袁回应时代问题的灌输内容才具有更强的针对

性遥两者的有机统一才能保证灌输内容对受教育者的

正向引导遥

渊三冤深化课程思政建设袁推动受教育者形成正向

价值观念

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离不开适当的知识体系袁换

而言之袁想要推动价值观念的变化就要从受教育者自

身原有的知识体系入手袁加以正确的引导遥 由于受教

育者学科背景的差异性导致的知识体系不同袁所以需

要深入发掘各门课程的思政因素袁以思想政治教育的

内在逻辑为线索袁 串联起各学科蕴含的思政要素袁加

以利用袁以点破面袁有针对性地进行灌输遥 一方面袁以

受教育者自身学科领域所蕴含的思政要素为切入口

进行灌输袁带有鲜明的学科色彩袁与其自身的知识体

系有着较高的契合度袁能在最大程度上降低灌输内容

价值化的阻力遥另一方面袁以思政的内在逻辑为线索袁

能更好保证灌输内容及其蕴含价值观的正向性遥两方

面形成合力才能保证受教育者正向价值观念的形成遥

渊四冤强化实践教学袁促进受教育者价值体系形成

灌输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袁其目的是推动外在

价值体系的内化遥 因此袁其逻辑上必然遵循认识论的

规律遥首先袁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袁灌输的作用机制不能

局限于知识的灌输还应该包括实践过程中的灌输袁坚

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统一袁通过实践促使受教育

者新的思想品德要素的产生遥 其次袁实践是认识发展

的动力袁由于实践的直接参与性袁在实践过程中袁受教

育者受到的情感冲击最为强烈和直接袁在此基础上进

行有针对性地灌输和引导袁才能保证受教育者积极情

感的强化袁抑制消极情感袁推动其价值体系由旧质向

新质的整合和迭代遥

最后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袁价值体系的

正确与否只能通过实践才能得到检验遥 实践的过程是

一个去芜存菁的过程袁经过实践检验的价值体系才能

更好地指导受教育者的行为遥

渊五冤推进思政一体化教育建设

首先袁 思想品德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螺旋上升尧

永无止尽的过程袁这就决定了灌输的长期性遥 其次袁受

教育者本身的心理和思想品德水平也是不断发展的袁

是一个动态过程袁 这就决定了灌输必须具备针对性遥

因此袁想要推动外在的价值体系内化为受教育者的思

想品德袁除了要对受教育者的心理水平和思想品德水

平进行跟踪和把握袁同时也要遵循受教育者心理和生

理的成长规律遥 野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尧螺旋上升地开

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必要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遥冶[11]所以要加快思政

课一体化建设袁营造链条式的思政体系袁有力地对受

教育者的心理水准和思想品德水平进行跟踪和把握袁

给每一步的灌输活动提供着力点和共鸣点袁让每一次

的灌输都能恰到好处遥 同时袁贯通上下袁接续培养袁形

成合力袁推动价值体系性格化袁铸就符合社会发展要

求袁堪担时代大任的社会主义新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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