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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革命文化的四重价值

王志立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公共管理教研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１０００）

摘　　　要：党的二十大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文化自信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自信。革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发

展实践中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革命文化对社会整体发展

具有重要价值，具体呈现为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积极发挥革命文化的四重价值。

关　键　词：革命文化；中国文化；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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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
会主义文化新辉煌”［１］４２，并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

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１］４３。文化自信是对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也包括对革命文化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必须

充分发挥革命文化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

值和文化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革

命文化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价值，是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动力因素。

一、革命文化的科学内涵

革命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因素，根据新的历史境况做出的推进与

创新，是理论积累和文化实践的结果，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革命文化实现了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是中华文化的

独特标识，是新时代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

资源。

（一）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

革命文化有时被称为红色文化。在日常学习

和生活中，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接触到这样的文字和

事物：红星、红歌、红旗、红色影视、红色旅行和红色

故事等。红色类似于人体新鲜血液颜色，中国人常

常赋予其希望、热情、勇气、创造、奋斗和牺牲的象

征意义。这种特殊的色彩及其象征意义，与中国共

产党乃至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时代特点和精神气

质形成完美的“同构”关系。中国人运用红色来形

容自己最美的文化，红色文化的称呼本身就是中国

人民的文化创造。

１．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基因。革命
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精神基因，通过对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立场的阐述，为共产党人理想人

格塑造提供精神指南。例如，革命文化展示了对生

死问题的价值判断，强调“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

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

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２］。革命文化的生死观

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永生。革命文化赞颂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奉献精神，彰显出中国共

产党人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忠诚的

精神风貌，反对那种“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

仁”的极端个人主义。革命文化推崇“为人民的利

益坚持好的”与“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相统一，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完善、自我净化的内在力

量［３］。革命文化独特的精神基因，展现了中国共

产党的实践方向及理想道德，指引着全体共产党人

的行为目标及人生方向，是带领中国人民为崇高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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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事业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

２．革命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
作为中国共产党独特精神基因的革命文化，不是凭

空产生的，而是在中华民族反抗侵略、追求独立富

强民主的伟大斗争中凝聚而成的。革命文化受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历史进程中形成。在革命斗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艰苦奋斗，出现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

集体，形成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

坡精神等，构成革命文化的独有标识与精神体系。

革命文化通过继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合理

内核，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

有机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文化自信的优质基因［４］。

革命文化源于革命实践又引领革命实践，老一辈革

命家提出让革命文化成为人民群众的革命武器。

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革命文化起到极其重要的

作用，革命文化对革命前的思想准备、革命中的思

想指导及革命后的精神引领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３．革命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引，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得以形成。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源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立起来的革

命文化，革命文化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注入新鲜血

液。革命文化孕育了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良好精神品格，革命文化通过不断发展和完

善，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宝贵的历史文化资

源［５］；革命文化贯穿中国共产党从领导革命到长

期执政的奋斗历史，有效印证时代精神的历史渊

源；革命文化蕴含中国共产党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

神，这一精神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得到传承和发

扬，起到文化传承和精神引领的功能。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以革命文化为源头，继承了革命文化所彰显

的崇高境界与道德情操，对新时代赓续红色血脉、

发扬革命精神、弘扬时代精神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价值。

（二）革命文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精神动力

１．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离不开艰苦奋斗精神。革命文化深刻

阐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折不挠、艰苦奋斗的

创业精神。奋斗精神是革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无产阶级的奋斗精神和中华民

族的自强精神，有效呈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精

神［６］。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推动了革命精神的升

华，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理论家，

无时无刻不在继承和发扬革命时期的奋斗精神。

２．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革命文化
深刻阐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是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法宝，是革命文化和革命精

神的灵魂，为党和人民各项事业的有效开展提供了

方法论指导，引导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逐渐

积累了群众路线、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以及三大纪

律、三大优良作风等法宝和经验，为革命文化发展

壮大提供理论土壤。

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革命文
化展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诠释了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人民立场。对于中国共

产党来说，只有始终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

发，坚定不移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

能真正发挥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先锋队的作用［７］。在革命战争时期，敌众我

寡和敌强我弱是经常面对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

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

与群众构建起命运共同体，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最

终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

（三）革命文化是新时代最美的精神底色

１．革命文化实现了政治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革命文化的首要特征是鲜明的政治性以及彻底的

人民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形成的革

命文化时刻从人民立场出发，在不同的革命时期开

展不同的革命任务。鲜明的政治性是中国共产党

一贯坚持的原则，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提供政治保障。在革命战争年代，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是革命成功的保障，为革命文化的不断

发展提供了方向。革命文化的发展根基是广大人

民群众，人民群众是革命文化的创造者和践行者，

是革命文化的主体。坚持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

政治性的根本内容，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

实代表，革命文化充分展现了政治性与人民性的有

机统一。

２．革命文化凸显了阶级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政治性与阶级性在革命文化中密不可分，马克思主

义是无产阶级争取人类解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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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领

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具有明确的政治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革命文化必然要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挥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

在工农联盟基础上不断把革命推向前进。革命文

化是全新的革命思想和价值理念，代表人民群众利

益的文化体系，严格区别于资本主义文化、封建文

化、官僚文化以及其他各种反动文化。革命文化在

革命实践中成长，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

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展现出革命文化鲜

明的革命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然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

前提下继续前进。

３．革命文化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化有效实现了马克思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历史性结合，形成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提供了全新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

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思想指

导［８］。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

分结合中国革命、历史和文化等多种要素，实现了

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革命文化理论

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百年奋斗形

成的重要经验，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支撑和实践

保障。

４．革命文化表明了民族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实现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和

国家富强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积累创建了具有鲜明

特色的革命文化，给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打上了

深刻的民族烙印。中国革命文化不仅展现了鲜明

的民族特性，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标

识，并在历史发展中不断与世界先进文化进行沟通

交流，展现出开放性特征。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文

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不断沟通交流

的结果，是民族性和开放性的统一。民族性是革命

文化的历史根源，开放性则为革命文化的发展壮大

注入了新的动力。

二、革命文化的政治价值

人类社会在持续演进中不断推动文化的发展，

现代文化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基础上，反过

来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文化是一个民

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一个民族独特的

精神标识。中国革命文化通过革命战争的洗礼和

先烈鲜血的浇灌，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识，是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心

骨、精气神和发动机。

（一）为党的长期执政奠定文化根基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必须进行文化

建设，并通过社会文化对社会存在能动的反作用推

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西方现代文

化进行交流借鉴。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

进行革命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充分发挥革命文化在

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升党的

执政能力。随着文化对综合国力提升的作用越来

越明显，革命文化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革命文化

蕴含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导向，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

政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二）为人民的政治认同提供价值资源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人民幸福、民

族独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团结奋斗。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

念、方针政策都需要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换

言之，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

理念、组织架构以及价值观的认同和支持［９］。革

命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文化根基，有效

实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功能，具有显著

的人民性特征，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了坚实的群

众基础。革命文化为丰富中华文化、指引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提供了内生之路。革命文化的研究与开

发需要政府、社会的大力推动，同时需要借助各种

文化形式吸引人民群众的参与，为人民群众的政治

认同提供丰富的价值资源。

（三）为新时代政治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党员干部的思想行为对党执政理念的贯彻落

实具有重要影响。革命文化倡导的政治理念和价

值导向，对党员干部的思想行为具有重要指导作

用。经过历史进程的沉积，革命文化发挥作用方式

渠道发生了变化，革命文化所处的政治关系也有所

不同，但革命文化的精神引领作用一直都在。革命

文化有效实现了对人民群众价值理念的正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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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全社会较为统一的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形

成了党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认可拥护党的党群关

系［１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革命文化

在政治发展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精神动力作用。

三、革命文化的经济价值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

立性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革命文化作为观念上层

建筑的重要内容必然能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属于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艰

苦奋斗形成的革命文化具有显著的社会主义性质。

革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奉献精神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一致的，对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价值取向奠定了基调。

（一）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升，文化软实力

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著。革命文化作为

一种精神动力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革命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价值观引领方面。革

命文化的理想信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艰苦奋斗

精神，在经济建设工作中形成了特定的经济思维方

式和经济行为方式，对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和运行

模式的建立完善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革命文化可

以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法治、科技和效率等观念，

能够调动其积极性与主动性，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健康发展［１１］。

（二）推进经济建设的重要手段

革命文化主要在革命战争时期得以形成，即使

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也极其重视经济建设

和物质生产，因此革命文化中具有发展生产、进行

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革命文化经济价值的实现

需要建立在文化的需求与开发、相关文化产品的制

作和文化产品传播的基础上［１２］。反过来，革命文

化相关文化产品的开发、制作和传播又可以极大促

进经济发展。革命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与人民群

众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可以通过文学艺术、文化

教育、音像制品以及休闲旅游等形式来呈现。革命

文化产业只有真正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才能构建

独特的文化产业链，焕发产业活力，推动我国经济

不断发展。

四、革命文化的社会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革命文化在凝

聚思想、引领方向、形成共识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有利于营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团结稳

定的社会环境。

（一）凝聚社会思想共识

革命文化具有强烈的体验性与教化性，对陶冶

人们的情操、丰富和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具有重要

作用，可以凝聚勤俭节约、爱国奉献、改革创新等思

想共识。革命文化不仅能够有力纠正少数人贪图

物质享受的不良倾向，还能够引导人们形成勤俭节

约的良好生活习惯。老一辈革命人士在极其艰苦

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不畏艰险、锐意进取、艰苦奋斗

的精神，展现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而英勇斗争

的爱国情怀。革命文化蕴含的伟大革命精神和深

刻历史内涵，能够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怀，让人们牢

记革命先驱的奉献精神，在树立人生远大志向的过

程中，传承中华传统美德、革命文化理念与伟大爱

国情怀［１３］。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在实事

求是、与时俱进基础上形成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代精神。在形成时代精神等过程中，革命文化起到

凝聚社会思想共识的作用。

（二）引领社会发展方向

革命文化展现特定历史阶段的精神理念，同时

呈现出与时俱进的强大生命力。革命文化的内在

理念是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具有知识性、经济性、

先进性、革命性和导向性，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

重要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

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国内外格局的发展演变中，文

化和价值观呈现多元性发展趋势，享乐主义、极端

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潮时有出现，影响了

人们对社会发展前途的理解。在革命战争年代，党

领导人民为了理想信念英勇奋斗，人们明确意识到

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革命文化对于引领社会发

展方向具有不可替代的强大力量，要深入挖掘具有

代表性的革命英雄人物的相关事迹并进行广泛宣

传，发挥其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作用。同时，要积

极宣传普通群众的先进事迹以展现人民群众创造

历史的作用，激发人民群众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主体能动性。革命文化基于榜样力

量吸引人、感化人、塑造人，有助于人们理解社会历

史发展的规律、认清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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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

（三）形成社会价值导向

革命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头，能够

引领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共产主义理想。革

命文化倡导社会主义道德观、重视科学技术发展、

重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重视革命英雄

人物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捍卫；革命文化倡导榜样的

力量，通过榜样等多种方式，让广大人民群众尤其

是青少年了解历史、认识英雄，形成情感上的感化、

行动上的指导，形成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

统道德的价值观［１４］。革命文化的体验性和教化性

能够陶冶情操、实现精神升华，革命文化蕴含的革

命精神、奋斗精神以及爱国情怀，对激发群众的爱

国精神，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五、革命文化的文化价值

革命文化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是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种文化

形态，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

想、爱国情怀、自强不息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

（一）革命文化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

本思想

革命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民本思想

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民本思

想在先秦时期就有了较大影响，如老子提出统治者

要实现治理长久就需要顺应民意，“圣人无常心，

以百姓心为心”；孔子认为统治者应提倡德政，提

出节用爱民、使民以时，“因民之利而利之”；孟子

对民本思想进行了系统化阐述，提出“民为贵，社

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荀子进一步丰富了民本

思想，把君喻为舟，把人民群众喻为水，提出“水则

载舟，水则覆舟”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民为邦

本”“民贵君轻”等具有丰富而深刻的“重民”思想，

但毕竟都不属于近代意义上的民主范畴［１５］。古代

民本思想强调维护社会等级秩序而采取“重民”

“利民”“顺民”等政策，基本上都围绕着明君、良

臣、顺民三者的关系而转动。中国共产党提出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是对民本思想的升华，打破了明君、良

臣、顺民关系模式。作为先锋队党同群众保持血肉

联系，坚持群众路线。革命文化从“得民心者得天

下”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实现了对重民思想的

超越；从“不患寡而患不均”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实现了对利民思想的超越 ；从“听政于民”到

“群众路线”实现了对顺民思想的超越，凸显了中

国共产党的人民主体论、人民主权论及人民利益论

的精神内核。

（二）革命文化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爱

国情怀

爱国主义是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对

国家的忠诚与热爱，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精神支

柱，是动员人民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勇于奋斗的精

神旗帜。革命文化彰显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爱国

情怀。在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的艰苦环境中，革命文

化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实施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形成了以工农兵斗争生活为主题的戏剧、音

乐、美术等文化作品，彰显爱国情怀，鼓舞革命斗

志。革命文化以爱国主义为主线，大力宣传中国共

产党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革命文化作品真实而

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艰苦处境与激昂的革命热情，

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拯救危难中的国家与

民族。革命文化通过展现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激

励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不断努力奋斗，丰

富了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

（三）革命文化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强

不息精神

《周易》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赞美

天道刚健中正的品格。中华民族在天人合一理念

中能动进取，“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在遵

循天道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提升人的德行，实现

君子崇效天而“自强不息”［１６］。中华民族以自强不

息精神战胜无数艰难险阻，不断创造中华民族辉煌

历史篇章。中国自强不息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不胜枚举，文王被囚禁里而演《周易》、司马迁耻

遭宫刑而写《史记》、李时珍不辞辛苦写成《本草纲

目》。自强不息精神深深印记在中华儿女的内心

深处，构成中华民族的基本社会心理，在革命文化

中得到凸显。革命文化秉承“贫贱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精神，发扬自强不息精神，取得中国革命的

伟大胜利。我们应具备与敌人斗争到底的气魄、自

力更生的自信以及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

依赖于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精神。中国共产党始终

坚持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不断开拓进取、锐意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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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领导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革命文化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

拓创新精神

革命文化蕴含深刻的革命精神，包括井冈山精

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这些革命

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继续发挥重要

作用。新时代新征程需要弘扬革命精神、赓续红色

血脉，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奋斗。革

命精神具有爱国爱民、无私奉献、自强不息、开拓创

新等诸多方面。开拓创新精神来自共产主义理想

信念的感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来自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开拓创

新，创造了伟大而悠久的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等思想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开拓创新精神。通

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挥开拓创新精神，在极

其艰苦的历史环境中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发挥开拓创

新精神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是维护稳定社会环

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六、结语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要重视文化建设，发挥文化对社会发展

的重要作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

文化新辉煌”，要充分重视革命文化在文化建设中

的地位和作用。革命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源头，赓续革命文化血脉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

内容。革命文化来源于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革

命实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升华，是激励

我们不懈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力量，是推进文化

自信自强的应有之义。新时代充分发挥革命文化

的四重价值，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

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具有重要

作用。对此，必须充分挖掘革命文化的内在价值，

让革命精神薪火相传，激发其生机活力，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

足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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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三个着力点

杨伟民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党建教研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摘　　　要：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必须坚持好运用好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立场观点方法，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对此，需要把握好三个着力点：坚持“四个联系”，“深

刻领悟党的二十大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增强问题意

识，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矛盾，化解风险挑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国内伟大而艰巨的改革发展稳定

任务，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牢牢把握战略主动，坚定迈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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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坚持理论联
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

新的良性互动。关于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

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

立场观点方法。”［１］１８１９理论创新要开辟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做到六个必须坚持：必须

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

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

坚持胸怀天下［１］１９２１。实践是理论的来源、目的和

发展动力，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着眼

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为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需要把

握三个着力点即坚持“四个联系”领悟“三个逻

辑”、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坚持主动识变应

变求变。

一、坚持“四个联系”，领悟“三个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要紧密联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联系这些年来我们走过的极不

寻常、极不平凡的历程，联系我们深化改革开放、推

动高质量发展、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具体实

践，联系国际环境深刻变化，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

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的历

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２］。坚持“四个联

系”，深刻领悟“三个逻辑”，对于认识党的百年奋

斗历史，展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历史征程具

有重要意义，是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必

然之义。

第一，坚持“四个联系”，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

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的历

史逻辑。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有唯物

史观的历史视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从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然后进入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自有规律可循。中华民族

经历悠久的历史，创造出辉煌的文明，１８４０年鸦片
战争后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却遭受了巨大劫难。无

数仁人志士忧心于国家的深重灾难，欲尽匹夫之

责，各种义举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

这些方案因未能顺应历史规律和民心民意而以失

败告终。人们追问：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出

路在哪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力量引领？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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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

共产党应运而生、顺势而兴。中国共产党把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

命。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取得改革开

放的伟大业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这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十年。党领导人民

进行百年奋斗，取得无数重大成就。中国人民选择

马克思主义作为前进的指导思想、选择中国共产党

作为自己的先锋队和领路人、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作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中国历史和中国

人民的选择具有真理性和正确性。这一历史逻辑

昭示世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只有中

国共产党才能够建设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

强大中国。

第二，坚持“四个联系”，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

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的理

论逻辑。这一逻辑揭示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新境界的必然趋势和生机活力。理论是人

类在历史演进中，对社会发展和文明成果的规律性

概括和体系化总结。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

华，是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开辟社会主义新天

地的科学理论，是被历史证明且仍在被证明的真

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在

前进旗帜上。在前进道路上，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

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持对马克

思主义既继承又发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

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形

势环境的严峻性复杂性、肩负任务的繁重性艰巨

性，世所罕见、史所罕见。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

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以奋发有为的

精神勇气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创立新时代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结晶。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中来，又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实现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的百年奋斗是不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不断推进理论创

新的历史。对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

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理

论之树常青的奥秘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胜利

前进的思想精神源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四个联系”，领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永

葆生机的理论逻辑。

第三，坚持“四个联系”，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

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的实

践逻辑。实践逻辑是干事创业的成功之道，实践是

真理之源，是真理之树常青的沃土，是检验认识真

理性的唯一标准，是通往成功的必由之路。马克思

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进行改造世界的行

动。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

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３］１３６，“全部社会生活在

本质上是实践的”［３］１３５。实践是人类有意识、有目

的地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列宁曾说过，“生活、实

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

点”［４］。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实践

的主体。实践是成功的起点、过程和助推器。没有

实践，就创造不了历史、创建不了理论，人类就要失

去生存条件，社会就会失去发展动力。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在持续实践中不断创造伟大奇迹，中国在

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也曾走过弯

路、遇过挫折，但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坚持真理、修正

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伟大的实践和斗争中

越发坚强和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新的理论成果，创立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先进理论指导变

革性实践，取得众多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坚

持“四个联系”，可以清楚地看到十年来党和国家

发生的巨大变化，走过极不寻常的道路，能够有效

应对重大风险挑战，面对世界大变局能够胸有成

竹、保持战略定力，这些充分证明党的理论创新和

实践创新都是十分生动的、卓有成效的。坚持“四

个联系”，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关于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的实践逻辑，可以验证理

论与实践、奋斗与成功、斗争与胜利、谋划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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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实干的辩证关系，深刻领悟其中的实践逻

辑，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行稳致远。

全面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需要深刻领悟党的

百年奋斗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

真理力量的理论逻辑，中国长期以来革命、建设、改

革和发展的实践逻辑。三种逻辑辩证统一、相辅相

成、融会贯通，共同蕴涵于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当

代中国的社会演进、世界发展的文明形态、中华民

族的复兴伟业，并时刻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坚持

“四个联系”，深刻领悟“三个逻辑”，全面、系统、深

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才能更好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在新征程中不断团结奋斗。

二、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坚持理论联

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要增强问题意识，坚持

问题导向，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智慧结

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以全

新视野对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

系列重大问题的回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

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

代课题作出了回答。

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世

界观和方法论的必然要求。“问题”的实质是矛

盾，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认为，

矛盾具有普遍性，世界事事处处时时存在矛盾；矛

盾同时具有特殊性，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

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可以相互转化。主次矛盾

都有其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这两个方面也可以相

互转化。矛盾的转化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矛

盾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同一性使矛盾双方相互依

存、相互贯通，共同存在于一个矛盾统一体中，斗争

性使双方相互区别、相互排斥、相互作用，此消彼

长，使矛盾统一体不断变化和发展。矛盾的自我运

动、自我展开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据

和动力。把“问题”置于唯物辩证法的视野下进行

观照，运用矛盾分析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马克

思主义基本方法的具体运用，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取

得进步的方法论依据。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是一切工作的根

本出发点。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是具有战略

定力的重要根据，需要重点解决格局不完善、发展

质量不高等短板弱项问题。党的二十大关于“问

题”的论述，鲜明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具

体运用。

第一，要增强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与马克思主

义实践观、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密切相关，要敢

于面对问题、正视问题。问题来自现实生活和具体

实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

出发，通过实践来进行。敢于面对问题、正视问题，

就要认识到问题是矛盾普遍性的呈现，是客观存在

的，幻想不产生问题、不出现矛盾只能延误问题的

分析和解决。敢于面对问题、正视问题，就要有解

决问题的勇气和决心，不能掩饰问题，企图绕过问

题、躲避问题会对党和国家发展事业造成负面影

响。敢于面对问题、正视问题，就要有不怯不惧不

避讳问题的勇气和胆识，要有下定决心解决问题的

定力和能力。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到，中国共

产党人的使命和“天职”就是站在时代潮头带领群

众解决问题、战胜困难。问题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人

党性和宗旨的应有之义，增强问题意识是每个党员

干部必须自觉具备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党长期执

政，党员干部中容易出现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

态，这是需要警惕和克服的。

第二，要坚持问题导向。问题的出现是时代通

过问题向人们发出的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信号，一

些重大问题的出现往往警示和提醒人们通过解决

这些问题可以推进社会历史发展，创造文明成果。

对于一些小范围内、少数地方、少数人中出现和存

在的问题，也需要保持清醒和关注，分析其本质、关

注其发展方向以及可能出现的结果。有时看似小

的问题却有可能逐渐演变为全局性的大问题。坚

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就是要看到问题存在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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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性，察觉问题而知民意，解决问题而得民心。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工作上的一种职

责、指向、重点，要把解决问题作为我们工作成效的

一把尺子，问题发生在哪里，我们就出现在哪里、奋

战在哪里。

回答并指导实践以解决问题，是向理论创新提

出迫切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时代的

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

务。”［１］２０理论的根基在于实践，理论的意义在于指

导实践。奋进新征程我们面临的问题艰巨复杂，解

决问题的难度很大，对理论创新的要求也必然非常

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

中，必须聚焦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聚焦改革发展稳

定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面从

严治党的突出问题以及国际大变局中加速演进的

重大问题，需要对这些问题时时予以高度关注、深

度研究、科学预判，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

思路新方法。不断解决这些问题是人民的要求、时

代的要求。

第三，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问题意识，坚持

问题导向，就必须发扬斗争精神。中国共产党自成

立之日起，就秉承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

益的理念，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前仆

后继，不怕艰苦，不怕牺牲，英勇向前，在百年奋斗

历程中取得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在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强调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勇毅前行。党的二十大指出：“从现

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１］２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

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

握五个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

神”［１］２６２７。斗争精神就是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底

气、骨气、志气，是不怕鬼、不信邪、百折不挠的浩然

正气和英雄气概。问题是拦路虎、绊脚石，你不动

手清除它不会自动跑掉，解决问题离不开斗争精

神。我们不仅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多用智

慧找出妥善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战胜强敌的好策

略好办法。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有了人民群众的伟

大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能够不断从胜利走

向胜利。

三、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理论联系

实际，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展开理论创新和实践创

新，要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

“全党必须坚定信心、锐意进取，主动识变应变求

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１］２８“主动识变应变求变，

主动防范化解风险”的论断，对我们胜利完成党的

中心任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中的关键是“主

动”，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

定，要勇于担当、积极进取。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

要在战略上保持主动态势，要时刻关注、分析、预判

时局变化和动向趋势，做出有效应对方案，不要消

极观望、被动应付、临渴掘井。

第一，主动识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

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世界之变、时代

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１］６０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和平进步力量不

断壮大，同时逆和平发展主流的霸权主义、冷战

思维、单边主义也十分猖獗，保护主义抬头，全球

经济复苏乏力，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脱

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

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此基础上，党的二

十大确定和部署从现在起的中心任务，继续迈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主动识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坚持好、运用好贯穿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时刻

保持清醒和坚定，敏锐感知各种变化，积极探索变

化的本质和规律，做出预测预判，积极应对。唯物

史观是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武器，马克思

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判断建立在科学论证

的基础上，要不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

方法论，要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握国内外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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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发展，化危为机，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向前发展。

第二，主动应变。主动识变是为了主动应变，

在对国内外局势变化发展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和

预判后，就要把握时机，积极参与局势的变化发展。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努力做到有备无患、

未雨绸缪。当今世界风云变幻，需要保持足够的定

力和敏锐，对于各种情况要早做准备，在“变”来临

之前闻“变”不惊，在“变”来临之际不至于措手不

及。有些“变”具有消极性、破坏性、突发性，需要

及早准备应变，避免造成被动和损失。有效的应变

预案可以让我们临危不惧、从容应对，进而转危为

安、化危为机，引导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这要求良

好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

第三，主动求变。物质世界普遍联系、永恒发

展，一切事物都处在永不停歇的运动、变化和发展

中。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发展变化是绝

对的必然的，即使某个事物处于平静期、稳定期，那

也是矛盾运动过程中因各方相互制约而产生的暂

时平衡状态。因此，与其消极待“变”、被动生

“变”，不如积极求变。积极求变不是企图改变事

物运动的规律，不是拔苗助长，而是积极创造必要

条件，抓住恰当时机，促使事物矛盾运动向好的方

面转化。在关乎国家安全、核心利益等重大问题

上，决不能消极回避和莽撞硬碰，必须坚持原则，坚

守底线，保持战略定力，积极主动备战，危中求机，

化危为机。“风高浪急”时对“突变”“巨变”的抉

择是艰难的，需要深刻领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坚持好、运用好贯

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

点方法。如果说“主动识变”体现的是高瞻远瞩，

“主动应变”体现的是整体素质和基本功，那么“主

动求变”则要求具备卓越的战略谋划能力和高超

的战略驾驭本领。这要求不断增强理论自觉和实

践品格，不断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历史思维能力、系

统思维能力、战略思维能力、底线思维能力和创新

思维能力。

四、结语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在全面学习

上下功夫、在全面把握上下功夫、在全面落实上下

功夫，要深刻领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坚持好、运

用好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立场观点方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

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联系

这些年来我们走过的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历程，

联系我们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效应

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具体实践，联系国际环境深刻变

化；要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把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伟大实践结合起来，注重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要坚持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化解重大风险，增

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决心，坚定迈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新的历史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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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国际关系的构建中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关　键　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主体意识；共同利益；共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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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人类
命运共同体，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促进世界

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１］６０的主

张。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人有足够

的信心和力量去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在复杂多

变的国际形势下，谋求本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最大

公约数，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理论前提就要从价值哲

学层面来阐释其理论基础。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与主体

当今世界局势是“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

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

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

面临许多共同挑战”［２］。面临如此多的挑战，老路

子很难实现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于是中国共产党人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维护世界的和平

与发展。

（一）全球性问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

人类社会现在面临生态危机、资源危机、核战

争威胁、大规模传染病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威

胁到人类的生存、发展，人类要想长久生存下去，就

必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

类共有一个家园，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

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３］。这就

是人类面临的现实，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园，当

生态问题演变成全球生态危机时，仅靠个别国家的

努力是无法达到目标的。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

资源危机、粮食危机等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战争阴

影仍在笼罩着人类。还有一些新兴事物如人工智

能的快速崛起，引起人们高度警惕，有人甚至提出

“人工智能威胁”。虽然这种认识并不一定准确，

但也警示我们要重视人工智能可能出现的不良作

用，需要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技术、伦理等方面

的限制与约束。

全球性问题主要源于一些不利于人类和平共

处和持续发展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

这些问题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归结为价值观问题。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极端个人主义等所秉持的价

值观是自我利益至上，只承认自我个体存在，不承

认整体及系统，用个人权利遮蔽人类整体的权利，

由此造成一系列问题。人类是一个整体，马克思的

共产主义思想就是要解决个体与类的矛盾，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要基于共同价值的基础，同时允许个

第３８卷第４期
２０２３年８月

　　　　　　　　　　　　　 平顶山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ｓ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８Ｎｏ．４

Ａｕｇ．２０２３



体合法合理价值需求的满足。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人类价值主体

意识的觉醒

人类面临全球性问题，需要人类价值主体意识

的觉醒，需要站在“人类”立场上考虑人类的长远

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从儒家大同理想到康德的

“世界永久和平”的理想，中西方哲人都在探索人

类如何避免战争，如何避免相互屠杀的狼与狼的状

态，从而能够和谐相处。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维度

上可以追溯到１８４８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
产党宣言》。在这部不朽的经典中，他们豪迈而又

肯定地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代替那存在

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

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

自由发展的条件。”［４］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

会人类生存状态的设想，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

向，但在他们那个时代这是没有条件来实现的。

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积极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倡导人

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随着中国的不断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逐渐由意识、目标变为行动。对此，需要进一步厘

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价值哲学上的理论基础。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基于共同价值的形成

“人类”是作为区别于其他自然物存在的一种

“类”存在，是由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人所组成

的“集合”。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类主体”，并不

是抽象的“一般主体”或“主体一般”，而是一个具

体的特殊。或者可以说，“类主体”与其他主体的

关系不是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而是特

殊与特殊、具体与具体的关系。“类主体”并不具

有什么特殊的“力量”或“优越性”，它必须尊重其

他主体的利益。一个主体，不能因为其是主体的最

高层次，就可以否定其他主体的相对独立性和特

点，就认为人类主体的标准是唯一合理的标准。

（一）人类共同主体及其价值共同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抽象的，它有自己特定的

权力和责任范围，而且在很多方面都能显示出具体

的存在。作为所有主体的最大共同体形式，人类主

体突出的是人类属性的共同性。无论个人之间的

差别有多大，阶级、阶层、民族、种族等之间有多大

差异，他们都还毕竟属于人这个最大的类属，差别

体现的是人的不同存在方式。人在基本需要、实践

活动结构、对事物的感知、思维等方面都会有共同

的内容和规律，这也是不同的人能够相互沟通和理

解的基本前提。当人类面临生态危机、资源危机、

核威胁等各种威胁和挑战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展

示出强大力量，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可以进行探讨

协商，商量如何去解决这些共同面对的难题。另

外，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要面临具体

问题、处理具体事务，它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指

向，各国相互借鉴、平等交流、互利共赢。

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主体需要建立在一种基本

的共同价值基础上，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共同

主体尚未真正形成，主要体现为没有形成一个有相

对独立意义的、权力与责任统一的现实主体———

“类主体”或共同主体。这个共同主体必须具备最

高形态，必须是多样化主体形态中的最高综合，而

不是各种主体形态的机械总和。共同主体所依据

的共同价值要立足于一定的共同利益。各个不同

主体的利益不同，必然造成社会主体价值观的多元

化，表现为现在的人类主体还不是有机的共同主

体，共同主体是一个大的团体，同时也是个现实的、

具体的主体，这个人类主体是因为共同利益而走到

一起来的。共同利益成就共同主体，共同主体具有

共同价值。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同利

益和共同价值，如解决全球性问题、实现和平发展

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追求之

所在。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可能性

人类之所以需要并能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因为人类有共同的利益追求，即人类为了长远的

生存与发展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可能性。

１．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

所在。”［１］６２生态危机、核威胁、资源危机等，这不是

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单独应对的，需要“人类”之

间的协商与合作。各国政府为了共同发展，同时也

为了自己的发展，政府间或者国际组织间达成某种

共识，从而形成共同价值。“命运”之“命”对于人

类来说，是生存，“命运”之“运”是发展，当涉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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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命运”问题时，人类就可

能组建起命运共同体。

２．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的现实必然性：世界秩
序的变化。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多极化、文化发展多

元化是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一种客观存在。长期以

来，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阻碍着发展中国家

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世

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都是以发达国家为核心来

制定规则的，因此会最大限度维护发达国家的利

益。发达国家掌握着话语权，经常肆意突破和践踏

为维护世界秩序确立起来的《联合国宪章》的一些

原则。人类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共同难题时，现实利

益的需求使大家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共同走出

人类面临的困境。目前切实可行的就是，各个民族

国家探索成立各种跨国组织，在这些组织内部，通

过相互合作来解决全球问题。虽然各个民族国家

在价值观、利益追求方面都有差异，但是面对全球

问题不能搞对抗、冲突，而交往、对话和合作才是解

决之道。我们不能只看到同中有异，更应该看到异

中有同，通过成立国际性协调组织，求同存异或求

大同存小异。当今时代，文化多元化、文明多样性

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在为人

类的生存与发展贡献力量。人类已经生活在地球

村，文明多样发展、文化多元共存是今天的基本现

实。所以，中国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

明和谐共处。

３．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全球分工的进一步
深化、细化，让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有了物质基础。

过去的时代，只有各种各样的特殊利益如部落利

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等，这些利益都属于局部利

益，都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不是为了人类整

体的利益。今天，由于全球化深入发展，形成了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这为共同利益的形成奠

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４．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５］１３５，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５］５５，这

是不同的人有共同价值观的学理依据。从文化发

展角度来看，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化及其共同

体内部孕育着朝向普遍性方向发展的文化突破趋

势，这为价值共同体奠定了文化因子。中国儒家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论述、大同世界构想、西

方现代文明等都具有某种突破自身文化范围而趋

向普遍性的因素。也就是说，不同的民族、国家、地

区之间的文化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共通性或普遍性。

从学理上说，这是因为我们同属于“人”这个类属，

是会思维有理性的动物，不管一个人属于哪个地

域、种族、民族，具备什么信仰、文化等各种差异，但

只要是“人”，就必然受“人类”这个类属关系的决

定，受人类这个共同物种的“共同尺度”所决定。

人不是离群索居的动物，而是生活在共同体之中

的。马克思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

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

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５］１９９既然人类只有在社会

共同体中才能获得自由，那么在这个共同体中由于

长期的社会交往而形成的共同的价值标准，个人就

有义务来接受它。在今天这个地球村时代，人类交

往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各种“国际惯例”“国

际法则”反映的就是这种共同的价值标准或价值

秩序。

三、共同价值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

价值不仅具有现实性、具体性，还具有共同性

和普遍性，是一种共识价值。“所有的共识价值包

括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都是以承认彼此的特殊价值

为前提条件的，因而都是相对的、发展的、变化的，

都会随着条件、范围、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不是绝对

的、永恒的、凝固不变的。”［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基于一定的共同价值来进行，作为人类命运共同

体哲学基础的共同价值具有开放包容、共建共赢、

真实有效等独特性质。

第一，共同价值是一种开放包容的价值。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

念，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７］３。“一带一路”倡

议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地域而

不断扩大影响，不断得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响应和

参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坚持开放包

容，尊重多样文明，注重平等对话。

第二，共同价值是一种共建共赢的价值。人类

在现实性上的生存样式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整

体而存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站在人类整体

立场上，以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为纽带，倡导共建

共赢共享，切中世界人民发展的基本诉求。在第二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指出，

“我们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多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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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７］３。

第三，共同价值是一种真实有效的价值。共同

价值以多元主体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需求为基础，是

多元主体价值的汇合点，因此是一种真实的价值，

而不是虚幻的价值。共同价值在真实性基础上，必

须能够有效应对和解决国际社会过去难以解决的

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更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才能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同体的一种特殊形态。

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要经历人的依赖阶段、以物的

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阶段以及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阶段。人类发展历程不是直线进行的，而是经

历从群体为本位到以个体为本位，再到以自觉的类

为本位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马克思从

唯物史观出发，将共同体区分为原始的“自然共同

体”、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虚假的共同体”以及未

来自由人“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认为，人类社

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基于社会共同体而达到的共

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是“自由人

的联合体”。“联合体”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为了实

现和维护人类更广泛的自由即人类解放。人类社

会发展的动力就实践主体来说来自从自觉个体走

向有组织的联合，这种联合在人类实践中得以完

成，彰显人的社会本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世界发展形势的规律性把握，

必将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提供理论支撑。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展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是应对各种全球

性挑战，是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

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人类不断凝聚共同

的价值目标，需要遵循“和而不同”的价值原则，需

要各国共同承担责任，需要中国人民积极担当。

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不断凝聚共同

的价值目标。人们之所以追求价值共识的原因就

是因为存在着价值差异，没有价值差异也就无所谓

价值共识。在当今世界，每个国家、地区都有自己

的特殊利益，这样就会产生价值冲突。人类命运共

同体就是要尽量消解这种价值冲突，通过主体间的

有效协商来解决这些价值冲突，从而达成价值共

识。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

互依存关系一旦确立，便不可能退回到个别主体全

面主宰的阶段，而需要强调主体间的合作共赢意

识、理解宽容精神，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

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文明

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

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挑战。”［１］６３

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了人类

历史发展的潮流。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遵循“和而不

同”的价值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尊重差

异，求同存异，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基

本道德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化上要以和谐

理念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性，要善于吸收其他优秀

文明中的精华，在相互交流中实现兼收并蓄，共同

进步。解决涉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需要集中

全人类的智慧，需要各个国家、地区的广泛深入合

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世

界格局。

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共同承担

责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每个主体都要承担起

责任。无论大国还是中小国家都要在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原则下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

说：“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开放为导向，坚持理念、

政策、机制开放，适应形势变化，广纳良言，充分听

取社会各界建议和诉求，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和融

入，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

碎片化。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合作为动力，全球性

挑战需要全球性应对，合作是必然选择，各国要加

强沟通和协调，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共商规则，共建

机制，共迎挑战。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共享为目

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

者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

目标。”［８］

第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中国人民积极

担当。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中国人

民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担当精神，中国

人民愿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共同解决人类社会面

临的问题、共同创造美好生活。“中国对外开放，

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

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

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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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园。”［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过程中将会作出更大贡献。

五、结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展示了中国智

慧，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对整个人类作出的重大理

论贡献。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所处的是一

个充满挑战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中

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

来。”［１］６３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许多国家的接

受和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被越来越多

的国家所接受，我们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致

力于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断开创人类社会

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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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显著优势

户英杰
（平顶山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平顶山 ４６７０３６）

摘　　　要：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民主的生动概括。作为不同于西方自由
主义民主的政治新样态，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价值、理论、制度和实践等方面表现出多重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是

大多数人的民主，是人民意志的真正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

理论活力和实践创新的生动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了国家各项制度之间的协同性和一致性，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致力于全链条和全过程的民主实践，是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公

共事务的集中体现。

关　键　词：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主权；民主参与；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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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
国政治实践相结合的最新发展成果。２０１９年 １１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视

察时首次提出“全过程民主”概念。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提出：“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１］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全过程人民民主”

再次成为反复提及的重要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２］３７民主

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世界上并不存在定于一尊

的民主模式。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主，具有唯物史观基础、中华文化渊源、丰富理

论内涵和现实政治意蕴。和西方民主相比，全过程

人民民主在价值、理论、制度和实践等方面具有显

著优势。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推动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不断迈向新台阶的必由之路。

一、价值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正体现人民意志

民主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

德的《历史》中，用来描述雅典城邦的政治体制。

民主在古希腊语中意味着公民统治。雅典执政官

伯里克利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

是因为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

管理的。我们看到，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所有

的人依法都是平等的；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

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

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

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的。”［３］１９５伯利克

里表达了民主的两条基本涵义：第一，民主是大多

数人的统治而不是少数人的统治；第二，雅典城邦

所有公民政治平等，所有管理职位都对公民开放。

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大多数人”是指拥有财产

的成年男性，与今天我们所说的人民群众具有重大

区别，我们的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

民主，其本质是人民群众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实现

当家作主的权利。

古希腊人对民主褒贬不一，大力推崇者以伯利

克里为代表，严厉批评者也不在少数如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柏拉图大力推崇贤人政治，把民主政治

批判为“堕落的政体”，亚里士多德提倡混合政体，

把民主制视为“变态政体”。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

建立和发展，人们对民主政治的态度发生重大改

变，民主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制度追求的重要目标。

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地位不断被抬高，但并没有实

现“大多数人的统治”，而成为少数有钱人对大多

数普通公民的政治统治。现代民主由参与式民主

转变为代议制民主。熊彼特认为民主是“某些人

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４］３９６，民主

成了精英获取选民选票，进而获得统治合法性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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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亨廷顿提出“选举是民主的本质”［５］６。古希腊

雅典民主关于大多数人享有统治权力的假定被相

反的假设所替代，统治权被少数精英所掌控，民主

异化为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统治，大多数人只在名

义上保留对国家的管理权。

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关键在于国家权力是否真

正掌握在大多数人的手中，即人民是否享有当家作

主的权利。马克思说：“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

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６］恩格斯

说民主是“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７］。列

宁说：“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

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

利。”［８］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和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内

在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成

为国家的主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逐步构建起一

整套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并不断丰富民

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

的奋斗史，就是一部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探索、形

成、发展人民民主的奋斗史。全过程人民民主之

“人民”不是有名无实的选民，而是不分职业、年

龄、地域、性别、民族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他们共同

掌握国家权力。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生命，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

“保护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２］３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和归宿。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可以更好激发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发

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更好体现人民的意志，更

好保障人民的权利。全体人民都能参与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实践，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享

国家权力、共建伟大事业、共享发展成果。

二、理论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

民主理论的创新发展

　　理论要想保持生命力和创造力，就要随着时代
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和丰富自己，否则就会因为

封闭而成为僵化的教条。习近平强调：“要萃取历

史精华，推动理论创新，更好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

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９］好的理论就是不断守正创新、与时

俱进，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

代之问的理论。人民所需要的民主理论，不是高高

在上评判他人的标准，而是能够更好为人民解疑释

惑、回应群众诉求、指引未来实践的“善治”理论。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不断推陈出新，在社会主义伟

大实践中不断实现飞跃，历经坎坷而依然保持活力

和创新力。

从古希腊民主制诞生到１６世纪，民主从来都
不是各国政治学家讨论的理论热点。１７、１８世纪，
随着英国、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相继完成，

创建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体系，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

的革命行为进行合法性辩护，按照资本主义经济逻

辑追逐自由、平等的要求设计新的政治制度，成为

这一时期欧美政治思想的主题。洛克提出限制政

府权力、保证人民自由的理念，为自由主义式民主

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贡献。美国联邦党人汉密尔

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出建立“代议制政体”，

这与古希腊纯粹的民主政体有了重要区别，代议制

连同分权制衡成为美国建国的主要政治理念，美国

建国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一次重大尝试。１９世
纪６０年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约翰·密尔
发表《代议制政府》，构建出一套代议制民主理论，

民主实现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美国前总统林

肯赞美民主，把美国体制视为民主政体，把南北战

争中北方的胜利视为自由民主的胜利。民主理论

的创新，资本主义实践的发展，加上欧美等国在对

广大亚非拉国家进行商品输出的同时也输出了自

由、民主等政治理念，资本主义自由式民主开始在

世界范围内成为具有支配性的主流意识形态。２０
世纪，西方现代民主的理论创新出现停滞，理论上

的“多数原则”与现实中“精英统治”形成强烈反

差。二战之后，达尔提出多元民主理论，试图修补

少数精英和多数大众之间的鸿沟，可是民主实践却

面临重重困境，西方现代民主开始成为过去式民

主，其虚伪性逐渐显露。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真实的民主，并不断在实践

中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

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保持生机活力的重要因素，实

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民

主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在实践中创新，在创

新中实践，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不断

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历史，就是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在中国波澜壮阔政治舞台上

发展和实践的历史。习近平指出：“理论的生命力

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神圣职责。”［１０］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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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中把民主视为“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的自

由产物”，在《共产党宣言》《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
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

兰西内战》等著作中都有对民主的精彩论述。十

月革命前，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民主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俄国具体国情，提出民主集中制思想。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

文中全面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这是马克思主

义民主理论的一次重要创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

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１１］１４４，明确提

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

现代化”［１１］１６８的重要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信自

强、守正创新，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上，创造

性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再次

迎来重大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

位、全覆盖的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了肥沃

土壤，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为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

与时俱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化养料，发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生机活力的

生动体现。

三、制度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

　　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指
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

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１２］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

政治既是一种思想观念，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制度

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是社会主义和资

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竞争的重要内容。世

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之治”成为当

今世界政治领域中的一道风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制度在建立国家秩序、调节社会关系、

保障人民权益等诸多方面，都展现出强大的优越性

和有效性，中国社会保持长期稳定，经济实现快速

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可以说，“中国之制”成

就了“中国之治”。

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属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

这一制度源于欧美，最早在英国、美国和法国等国

建立。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随着世界市场的形
成，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开始走出欧美，向全世

界扩散。１９７１年，塞缪尔·亨廷顿把 ２０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很多国家资本主义政权的建立视为民主

化的第三波浪潮。可是有学者研究发现：从

１９７４—２０１３年这４０年的数据来看，在第三波民主
化的国家中，民主巩固国家、转型国家和民主受挫

国家的比重分别大约占到三成、四成和三成［１３］。

这一数据表明：在很多国家拥抱西方民主制的同

时，也有同样多的国家正在遭遇民主困境。从主要

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民主情况来看，制度运转机制正

不断被自由主义民主的对抗式特性所阻滞，民主质

量显著下降，民主效能日渐式微。不同政党之间激

烈竞争，从政府到议会、从联邦到各州，各个领域均

在成败之间进行着二选一的角逐，其关系是“执

政—在野”的“对抗性”模式，政党之间围绕选举展

开激烈竞争。通过竞争，国家试图提升政府和社会

运转效率，可事实上党争民主往往演变为零和博弈

的“囚徒困境”，不断上演一届对着一届干的闹剧。

理想中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议会掌管立法

权，行政机关掌管行政权，法院掌管司法权，三者各

司其职、相互协作、相互制衡，理论所构建的权力制

衡目标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往往难以实现，导致政府

运行成本高、效率低。

国之兴衰系于制，民之安乐皆由治。民主应该

成为表达各方观点和展现不同诉求的平台，应该成

为融入群体智慧、协调人民利益的机制，应该是人

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主体地位的展现。全过程

人民民主不是对抗式民主，而是协作式民主。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饱含“和”的智慧，中国历来重视“以

和为贵”，全过程人民民主就体现了“和”的思想。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中国共产党自诞生

之日起，就把民主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党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提出者、倡导者、践行者，党对相关制度安排进行顶

层设计和总体谋划，民主集中制和全过程人民民主

在实践中相得益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保证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充分的

合作和协商，通过汇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形成

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避免政党之间无序竞争带来

的恶性争斗和无谓消耗。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等途径，让人民群众充分行使当家

作主的权利。全过程人民民主秉持“一届接着一

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执政理念，从战略全局

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制定出一系列发展目标

和规划，并确保这些目标和规划“不因领导人的改

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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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１４］。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

各项制度、各个部门之间相互支撑、相互配合，人民

群众的真实意志统一于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各项政治制度运行的协同性、一致性

和高效性。

四、实践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民主实践的

全链条和全过程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一种冷冰冰的政治制度，
而是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和公共事务的真实实

践过程。古希腊民主中民众不仅参加选举，还参与

城邦公共事务管理。伯利克里说：“我们的普通公

民，虽长年累月地忙于劳作，但是仍可以对邦国大

事作出公平的裁断。”［３］１９７罗伯特·达尔说，雅典公

民能够召开公民大会并直接决定法律以及政策，而

公民参与并不仅限于公民大会，也包括对城邦管理

的积极参与［１５］。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已经有数

百年历史，但普选权在发达国家中的落实则是最近

的事情。１９世纪初的英国大约仅有４．４％的成年
公民拥有投票权，到了１９２８年才最终落实２１岁以
上成年男女公民的普选权［１６］９０。美国１９７１年才通
过第２６条宪法修正案，规定１８岁美国公民可获得
投票权，各州起点不一的选举资格终于实现了统

一［１６］１１８。唯物史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观

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始终坚持大多数人普遍参与

的民主实践。

人民代表是人民群众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利

益，表达人民意愿，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

权利。人民代表以自己所代表的人民群体的意愿

为依归，而不是单纯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使职权。在

熊彼特看来，西方民主政体仅仅意味着选民选择政

治家的过程和权利，对于提案、立法等相对专业性

政治活动则属于议会和政府，已经和选民无太大关

系［４］４２４。亨廷顿在《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的民主化
浪潮》一书序言中，借熊彼特之口说：“一个现代民

族国家，如果其强有力的决策者多数是通过公平、

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而且这样的选择中候选

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并且实际上每个公民都有

投票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５］５６西方

政治学家将选举等同于民主，投票成为民主评价的

事实标准，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只是选举的工具，

并没有广泛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建设的精彩概括，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继承发展。我国第一部宪

法不仅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１８周岁的
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

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而且明确规定了包含知情权和监督权

在内的广泛民主参与权。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人民参与

民主实践的广度和深度也得到发展。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和政府不断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推进全面

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通过制度建设、法律保

障和党员带动示范等多项举措进一步完善民主参

与链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人民只有在投

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

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

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

的民主。”［１７］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保障人民群众选举

权的同时，通过各种制度和机制实现人民对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的参与，确保人

民民主的过程完整性和时间持续性，体现社会主义

民主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

主。民主决策就是要把公众参与纳入重大决策的

法定程序，确保决策的科学化和正当化；民主管理

就是要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行使民主权

利，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促进经济文化各项事

业的健康发展；民主监督就是要保障人民群众监督

党和国家的权利，确保在决策、执行、落实等各个环

节都能听到人民的声音。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要

“让民主日常化、生活化，时时刻刻存在于我们身

边，实现了民主持续性与全天候运行”［１８］，不仅要

保障人民的选举权，而且要保障人民在政治过程中

的参与权、管理权。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

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１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构建的全

过程人民民主正在缔造社会主义政治新文明。全

过程人民民主不是对西方民主的照搬照抄，而是价

值理念、理论创新、制度保障、实践程序等多方面的

全面超越。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

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能够有效保障

我国各项政治制度之间的协调一致，能够有效保障

人民群众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的实现，

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认识全过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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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主的显著优势，对于增强中国式民主的理论自

信和制度自信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当

然，作为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

发展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仍处于起步阶段，其理

论构建需要不断完善，其显著优势有待于在民主建

设中进一步发掘，有待于不断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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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研究述评

赵佳源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６）

摘　　　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有利于应对新时代文化建设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学界
主要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关系、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等视角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规律，总结出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等

体现规律性的结论，并从唯物史观、社会实践、时间维度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价值意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体现为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党性与人民性、物质与精神、继承与创新、民族与世

界等关系问题，学界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热度和深度，加强研究的系统性和创新性。

关　键　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６７０（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２２０５

　　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１］４２４３中

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极其重视文化建设，在不同

历史阶段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形成了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开辟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揭示了我国文化发展规律，是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唯一正确道路。”［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进一步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规律进行广泛研究，从不同视角探索归

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梳理这些规律

对于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意义，有

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研究视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遵循马克思主

义文化建设规律，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

神、党性与人民性、继承与创新、民族与世界等关系

问题。学界从不同视角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规律的研究。

第一，从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的视角总结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学者们关注中国

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建设的理论、方针和政

策，认为这些是对文化发展规律正确认识的结果，

是对文化发展规律的反映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代表

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要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并

吸收各国先进文化成果进行创新，坚持“双百”方

针和“二为”方向，要重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

调发展，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重视发展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３］。依据这些内容，学者们总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如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主导，

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要坚持兼收并蓄和创新发展

相结合、“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相统一、文化产

品创作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协调。这些规律性

结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紧密相关。

有学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

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总结出１０条规律：坚持
马克思主义指导、以人为本、“三个面向”和“三个

内在属性”有机统一、重在建设与多管齐下相结

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二为”方向、“双

百”方针、科学方法、不断创新、党的领导［４］。有学

者总结出５条规律：坚持党的领导、把推进文化建
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建设反映世界性

第３８卷第４期
２０２３年８月

　　　　　　　　　　　　　 平顶山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ｓ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８Ｎｏ．４

Ａｕｇ．２０２３



和时代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充分发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现代化社会中的作用、积极推

进文化创新和文化繁荣［５］。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

不尽相同，但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等内容上是一致的。

第二，以历时性与共时性为坐标研究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要解决好历时中的“新”“老”问题、共时中的

“中”“外”问题。这种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立足于现实与未来的关系

问题展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对

西方现代文化进行批判性吸收。这是“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精神的具体应用，符合唯物辩证法否定

之否定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吸收借鉴国际先进文化成果。随着时代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新的问题，需要新

的解决办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把

握鲜明的时代性、深厚的民族性、渐进的积累性、广

泛的群众性这四条规律［６］。同时，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要学习西方国家文化建设先进经验、

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和网络文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

新型文化、建立评价体系［７］。

第三，在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中研究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这一研究视角重

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提出

文化建设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遵循自身发展规

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反

作用，先进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

中国选择了“一手抓文化事业，一手抓文化产业”

的发展道路，既符合文化建设规律，又适合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８］。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研究，

学界还存在其他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式如从普遍性

与特殊性相统一等视角进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规律不是单层次的，而是多层次、立

体性的结构，具有机制化、制度化、常态化特征，学

界对此提出有机统一规律、变迁规律、两翼结构规

律和三维功能规律［９］。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反映人的本质，要注重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建设的路线方

针政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关系密

切，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就要密切

联系这些路线方针政策，从中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内涵。

第一，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１］４３。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规律同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

律。由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体现对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基本规律的深刻把握，需要长期坚持。随

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在坚持这一方针的基础上，要不断探索如何适应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应时代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反对“一切向钱看”和精神产品商品化

倾向，要以社会效益为准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的一条内在规律［１０］。

第二，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的目标体现规律性内容，阐明了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

基本方针和基本原则［１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

步走，其中第一步目标中就包括“建成教育强国、

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

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１］２４。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就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

学人才队伍”［１］４３４４。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要

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伟大建党

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

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１］４４。

第三，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３２·第４期 赵佳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研究述评



新性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守中华文化

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形象。”［１］４５４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

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要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是深化

对当前文化建设规律和文化发展内在规律认识的

必然结果［１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的道德思

想、深广的天下情怀等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

高度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坚持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具体规律，

学界还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例如，中国共产党对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成熟把握，根本的一条就是

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１３］；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理论是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其

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重要体现。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当代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当代价值

主要在于，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

供启示和方向，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理论

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理论丰富

和发展了唯物史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原则，不断

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实践推动理论创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规律的研究和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

唯物史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经济

建设与文化建设的辩证关系等原理得到进一步充

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批判性思维，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有助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实践

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是

提高人民群众精神生活水平。社会和谐稳定是人

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重要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

谐文化建设立足现实，从社会意识层面创造社会的

和谐稳定，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改革

创新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文化建设提供了

引导动力，文化体制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提供了保障动力，三种动力共同构成社会历史

发展的动力系统［１４］。社会历史动力系统理论反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能动性，构成社

会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邹广文从思想意识、价值

诉求、文化实践、文化发展四个层面对党的文化建

设规律进行分析［１５］。四个层面的规律主要体现为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反作

用，这些规律发挥作用必然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历史

价值。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沉积下

来的精神表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熔铸于

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实践，具有深刻的历史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奠基、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中初步形成，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正式形成并不断完善发展。党

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规律的重要文献，有学者对改革开放进

程中党的文化建设思想进行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

的分析，总结出党的文化建设思想经历从抽象到具

体、从被动到主动、从自觉到自信的过程［１６］。这些

过程凝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

性内容，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历

史价值。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研究展望

学界持续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

律，产生丰硕研究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方法启示。总体来看，学界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研究采取不

同的研究视角，总结出多种规律，提出一系列价值。

学界从不同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

律展开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建设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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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表达，

认为研究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可

以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重要启示，有利于提高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能力、推进文化体制改

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尽管取得丰硕研

究成果，立足当下放眼未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研究仍存在需要加强的地方。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研究

热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当前研究成果相对较为分

散，许多研究论文和专著的影响仍然主要局限于学

界内部，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没有形成社会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普遍关注。

对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研究热度

需要进一步提高，需要更加精炼细致、深入准确地

进行研究，需要进一步区分“文化建设经验”与“文

化建设规律”，使人们清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规律，积极参与文化建设，促进文化发展

和文化繁荣。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深度

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对党的重要文献进行宣传

是一个重要领域，需要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进行文化建设的重要观点和重要政策。宣传型

论文和著作数量较多。在此基础上，关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研究需要对党的重要文

献进行深层次解读，需要进行具有学理性、深刻性

和创新性的思考和总结，这种研究目前还较为欠

缺。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

应该开阔视野、着眼长久，更加深入地观察和思考。

许多学者自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参与者和见证者，可以结合自身感受进行深度研

究，对文化建设的脉络和走向进行学理分析，总结

规律提出建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

业向前发展。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系统

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目前研究仍然具有单一性

特征，相对缺乏系统性的逻辑分析。许多学者从社

会实践、党的方针政策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规律，对与其他领域关联性、系统性的研究

仍较为薄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是孤

立进行的，而是与政府管理、市场运行紧密联系的，

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

建设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系

统研究，需要关注政府、市场、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位置和作用，如何让不同主体形

成良性互动、凝聚强大合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的系统性还在于一元指导思想和多元文化

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和社会主义方向，又具有丰富多彩的形式和内容，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加以解决的课

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还需要在世界民

族文化交流借鉴的背景下进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必须充分关注这一背景，总结出

系统性规律，以利于从其他民族和国家中借鉴发展

经验和文化要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新时代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

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

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１］４３“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二为”“双百”“双创”以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的规律性内容。学界研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服务，加强系统性、创新性的研究。学界

研究需要与时俱进，根据国际文化交流、交融、交锋

的新形势，科学认识文化的结构和功能，尊重文化

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

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实践中

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领导

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格局。

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１］２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呼唤对文化建设规律

性的探索，这是中国学界肩负的历史使命。学界需

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这一主题，

·５２·第４期 赵佳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研究述评



提升研究的深度、广度、系统性和创新性，促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

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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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内涵、价值与路径

赵志勋
（平顶山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平顶山４６７０３６）

摘　　　要：党的二十大强调，党的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具有深刻的科学内涵和时代
价值，需要不断探索其实现路径。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是一种哲学上的自我扬弃，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党理

论的创新发展，是一种刀刃向内、刮骨疗伤的革命精神和实践行为。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风华正茂

的基因密码，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内生动力，为推进社会革命提供了伟大引领。

新时代党推进自我革命的路径主要有：以深入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为载体，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政治建

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制度建设，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为推进自我革

命提供根本保障。

关　键　词：内涵；价值；路径；自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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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觉醒年代”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自我革命始终贯穿党的历史。书写“百年恰

是风华正茂”大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密码在于党始

终推进自我革命，从而能够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实现从私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

变，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伟大跨

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两个大

局”的各种风险挑战，党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责任担当进行自我革命，重拳反腐，“打虎”“拍

蝇”“扫黑”“除恶”，进行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

践，书写世界发展史上的人间奇迹。随着时代变

迁、环境变化，习近平从“外在条件”和“内在因素”

的辩证统一出发，鲜明提出“两个革命”思想。在

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从严治党

的成功实践，有效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执政基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党的自

我革命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

案［１］，党的二十大进一步阐明并强调了党的自我

革命。党的自我革命不仅是党理论创新、理论自觉

的鲜明体现，具有深刻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而且

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需要不断探索其

实现路径。

一、新时代党推动自我革命的深刻内涵

依据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革命主要有三层涵

义：第一层是狭义革命，狭义革命是指社会形态的

根本性改变，武装夺取政权是其主要形式；第二层

是广义革命，泛指一切主动变革世界的重大集体性

行为，是涵盖人类社会诸领域的社会革命；第三层

是指作为革命领导阶级的自我革新，党的自我革命

主要属于这种革命。因此，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革

命是一个正向、积极的概念，一般指的是政治的、社

会的剧烈而彻底的变革。中国共产党借用革命意

涵，在自我建设中形成具有独特内涵的自我革命理

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自我革命的内涵意蕴得

到进一步充实和提高，党的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最鲜明的品

格，是激发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本真状态的内在

动力，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全面从严

治党的思想支撑和动力支持，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

第二个答案。新时代党推进自我革命具有深刻内

涵，党推进自我革命是哲学上的自我扬弃，是刀刃

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创

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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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的自我革命是哲学上的自我扬弃

马克思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

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２］唯物辩证法为党

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哲学根据。第一，唯物辩证法是

一种革命性的思维方式，客观事物内在包含肯定因

素和否定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因素逐渐丧

失，否定因素逐渐增加，事物最终走向灭亡，新事物

代替旧事物。于是，世界不断变化、事物永恒发展。

因此，党必须与时俱进，不断进行自我革命，以永葆

生机活力。第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一种革命性

的运动。事物内部矛盾的运动推动事物不断向前

发展，是事物对自身的否定，是一种自我扬弃。辩

证否定性内在决定了“两个必然”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必然趋势。辩证否定造就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革命批判精神，革命批判精神不仅对社会革命有

效，对于自我革命同样有效。第三，人类解放事业

作为一个辩证否定和革命扬弃的过程，为党的自我

革命提供了价值目标和基本模式。人类解放事业

要求革命者只有进行自我革命，才能实现彻底的社

会革命，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实现共产主义目

标，就需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马克思说，“共产

主义是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３］。人类

历史发展是一个辩证否定过程，党的自我革命是一

种辩证否定，是内部发起的自我扬弃。党的自我革

命通过“否定———肯定———否定”三个阶段达到一

个新阶段，需要积极清除不正确思潮的影响、铲除

影响肌体健康的不良倾向，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在

思想、组织、作风和肌体上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中

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勇于承认错

误，在自我扬弃中不断前进。

（二）党的自我革命是一种刀刃向内、刮骨疗

伤的自我革命精神

党的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的建设

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是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伤、壮

士断腕的精神状态和政治勇气。习近平多次把党

的自我革命解读为一种自我革命精神，党的自我革

命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和长期执政语境

中，主动进行自我审视、主动解决自身问题的自我

革命精神。“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４］５３１

党的自我革命作为一种永不懈怠的自我革命精神，

是一种主动进行自我革新的政治勇气。党的自我

革命精神意味着党勇于进行自我变革，意味着

“革”自己的“命”，体现刀刃向内的大无畏精神。

党的自我革命精神至少包含三层意思：第一，从提

高党的执政能力上看，自我净化就是通过过滤杂

质、排除毒素，保证党的肌体健康；自我完善就是坚

定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自

我革新就是直面各种问题和矛盾，彻底消除损害党

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的因素；自我提高是指不断加强

党性修养和理论学习，以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第二，从党的形象上看，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

党独特的理论品质和实践本性，彰显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不仅是一个长期执政的世界第一政党形象，同

时也是具有伟大斗争精神的执政党形象。第三，从

政治角度看，党的自我革命是要保持警惕性、增强

主动性、探寻规律性。保持警惕性是说作为一个百

年大党，长期处于执政地位容易自我松懈和自我膨

胀，导致党的革命性特征被侵蚀，需要进行自我批

判和自我纠错；增强主动性强调党亟须通过主动作

为打破利益藩篱、革除体制之弊、消除腐败毒瘤；探

寻规律性是说党在自我革命进程中不断探寻自我

净化的规律，习近平多次谈到著名的毛泽东与黄炎

培“窑洞对”问题，意在强调探寻跳出历史周期率

的路径所在。

（三）党的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

创新发展

自１９２１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

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发挥先进意识形态的政治引领功能、

思想引领功能和文化引领功能。党的自我革命是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始

终掌握社会发展基本趋势的先进政党理论。党的

自我革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上不断反思

和纠偏，从而实现从不成熟不完善到逐步成熟和完

善的过程。作为一种先进政党理念，党的自我革命

蕴含丰富内涵：在全面深化改革语境中党的自我革

命深刻反映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紧迫性；在

全面从严治党语境中党的自我革命是指以“自我

革命”的革命性和实践性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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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永葆党的组织、党的肌体

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党的自我革命要求发扬自我

革命精神，引领伟大社会变革，并在社会变革实践

中促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５］。

党的自我革命具有故鼎新、守正创新的科学内

涵：第一层是守正，要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政治方

向和实践方向，继承党的优良革命传统；第二层是

革故，要破字当头、先破后立，不断反思发现并修正

错误，针对党内出现的自身功能失调、政治生态污

染等问题，通过刀刃向内、刮骨疗伤的自我革命精

神进行整治；第三层是鼎新，要与时俱进，不断进行

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要求党必须不断进行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实现更高层

次的自我革命。在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中，自我革

命在党的建设布局中地位不断呈现出上升性的演

进态势［６］。党的自我革命能够有效激活革命精神

元素，通过思想上不断反思和纠偏，实现自我革命

和社会革命的良性互动，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顺利发展。

二、新时代党推进自我革命的时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作为拥有党员人数最多的世界第

一大党，肩负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新时代推进党的

自我革命具有重要时代价值。

（一）自我革命是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基因

密码

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体现追求

科学性和追求人类解放的人民性的内在统一，对此

党必须不断进行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实事求是的

科学性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面对矛盾和解决矛

盾时，必须进行自我革命并推进社会革命以改造主

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追求人类解放的人民性要求马

克思主义政党在领导人民推翻社会旧制度的过程

中必须进行自我革命，以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政治

勇气进行自我建设，进而才能领导人民清除旧社

会、建设新社会。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

明的精神品格、最大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

大之处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

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

能力。“以问题为导向修正错误，是党自我革命精

神的首要体现，是从严管党治党自觉性的充分彰

显，也是党足够自信的标志。”［７］中国共产党作为

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进

行自我革命以解决各种问题、推进各项事业，只有

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不断与时俱

进，才能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勇于提升自己

和超越自己，才能在不断否定自己中进一步发展自

己，从而永葆生机活力。《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党的自我革

命作为党百年奋斗的主要历史经验予以坚持，把党

的自我革命上升到关乎政党兴衰存亡的高度，深刻

揭示了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基因密码。

（二）党的自我革命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内生

动力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

重大布局。全面从严治党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性质和宗旨，服务于“锻造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这个伟大目标，是新时代党要管党从严

治党基本方针的全面落实。党的自我革命为全面

从严治党提供内生动力，党的自我革命侧重于从改

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性出发，引领党不断

开辟实现自我超越和崇高使命的广阔前景。全面

从严治党与党的自我革命具有内在相通性：党的自

我革命主要是通过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解决

自身问题，永葆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为全面从严

治党创造根本条件；全面从严治党内含锤炼自身、

降解杂质、从严管党治党的根本要求，凸显自我要

求之严格，凸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担当。全面

从严治党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等方面贯

彻落实党的建设各项举措，对于一个有着庞大组织

体系和众多党员的大党来说，需要高度的历史自觉

和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需要一种有内在驱动力的

自我革命精神。

（三）党的自我革命为推进社会革命提供伟大

引领

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离不开领导核心集体的自

我革命，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引领社会革命向前发

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科学把握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辩证关系，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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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社会革命过程中大力倡导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勇

于进行自我革命，基于新的历史方位，从国家长治

久安和党长期执政的战略高度提出以党的自我革

命引领社会革命，是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

关键所在。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将

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并列提出：“中国共产党能够

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

自我革命。”［４］６７２０１８年１月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贯彻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讲话中指出，“我

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

的伟大社会革命”［４］７１。为顺利推动伟大社会革

命，党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这是党的自我革命

必要性之所在。党和人民事业的新发展向党提出

了更高要求，要求党在时代变革中适应新的要求，

领导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前进道路上，社会革命必然

会出现更多挑战，必然向党提出更高要求，许多理

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需要党以自我

革命精神建设好自身，从容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

自我革命作为党的独特优势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

为社会革命提供了必要条件，提供了精神支撑。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百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中

国共产党不仅能够进行自我革命，而且能够在自我

革命引领下不断推进社会革命。

三、新时代党推进自我革命的现实路径

党的自我革命既有理论性也有实践性，马克思

主义认为实践决定认识，因此实践性更为重要更为

关键。从实践层面看，党推进自我革命就是在辩证

否定中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以适应时代要求、人民意愿，不断完成党的历史

使命。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一项系统性工

程，其现实路径主要有：以深入开展党内集中教育

活动为载体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加强思想建

设、加强组织建设、加强政治建设、优化干部队伍，

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

力，通过制度体系建设，为推进自我革命提供制度

保障。

（一）深入开展集中教育活动

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是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形

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深

入开展了一系列党内集中教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

学习教育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内集中教育突出政治性、思

想性、常态化，从思想、政治、组织、纪律、作风、制度

建设等方面进行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自我学习、自我

革命。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

导向，解决各种问题和矛盾，建立常态化机制。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以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

项规定为切入点，以密切联系群众为目标，出出汗、

红红脸、排排毒，不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重点解决县处级以上“关键少数”

干部存在的突出问题，突出“严”的精神和“实”的

作风，树立廉政、务实、为民的执政理念。“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聚焦问题，实现解决自身问题的常态

化和制度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

求广大党员干部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

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党

史学习教育要求增强历史主动性，永葆艰苦奋斗的

历史主体意识。党的二十大后，党中央决定以县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进

一步增强全党开展自我革命的历史自觉性和历史

主动性。

（二）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

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党的自我革命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多

方面努力、全面推进，需要不断加强政治建设、思想

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优化干部队

伍，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

提高能力。

第一，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政治建设、思想建

设是人心工程、灵魂工程、信仰工程，是中国共产党

自身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思想建设主要解决共产

党员的思想和作风问题，是党自我革命的有效途

径。加强思想政治建设，需要彻底解决党员干部队

伍中信仰缺失、理想淡薄、生活腐化、作风浮漂等问

题，牢固树立宗旨意识。一是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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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信仰本色，要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

识”、做到“两个维护”、捍卫“两个确立”，自觉在思

想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增强马克

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和时代性，要赋予政治信仰以

新的时代内涵。三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新境界，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信仰建设，直面

“四个考验”，对时代之问做出被人民公认、被历史

检验的真实回答。四是增强政治信仰的现实性和

有效性，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在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面前，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观，坚持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切实解决实际问题，提

高思想政治素养。

第二，增强自我完善能力。党的自我革命是广

大党员干部不断增强自我完善能力的过程。广大

党员干部不断自我完善，党的组织也相应得到了自

我完善。加强组织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整体功

能，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可以为推进新时代党

的自我革命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坚持民主集中制

原则，正确处理党内关系，净化政治生态，健全并严

格执行“三会一课”等各项组织制度，着力解决部

分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夯实党的组织力

和领导力。

第三，增强自我革新能力。严格遵守党章和相

关规章制度，改革不合时宜的规章制度，不断随时

代发展而革新党内体制、制度和机制，形成科学有

效、完备成熟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引领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自我革命需要从政治

立场、政治方向、政治领导等方面加强建设，实现党

的自我革新，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与

活力。

第四，增强自我提高能力。广大党员干部是执

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决定性因素，实现新时代党自我

革命的关键环节是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

质干部队伍，要不断推进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

领导干部管理制度建设、领导干部淘汰制度建设

和领导干部作风制度建设。党的自我革命要通

过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优化党的队伍结构，增强

党的执政本领，实现党的自我提高［８］。对此，要

适应新时代要求，提高党员干部思想素养、优化

党员干部知识结构、拓宽党员干部政治视野、增

强党员干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斗争本领；要重

视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年龄结构；

要在基层一线、在重大困难考验中甄别干部、提

拔干部，大力提拔任用年轻有为、作风优良的好

干部，增强各级党组织的自我提高能力。

（三）推进制度体系建设，为推进党的自我革

命提供制度保障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既要有自我觉悟、自我约

束的内生压力，又要有制度约束的外部规范，要构

建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党中央对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体系进行了顶

层设计，为推进自我革命制度建设提供了根本遵

循。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下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２０２１

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宣布中国共产党“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

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９］，有力推进了党的自我革

命制度落地生根。党的二十大提出完善党的自我

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

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

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

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健

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

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

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进政治

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增强对‘一把手’和

领导班子监督实效。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加强

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

任，用好问责利器。”［１０］

四、结语

党的自我革命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

常态化推进、可持续发展，要用“平常之法”吸纳

“非常之法”，要经得住“阵痛”、忍得住“剧痛”，

要注重集中治理与常态治理相结合、组织推动与

个人主动相结合，尽可能减少祛病疗伤剧痛之成

本和代价。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

人民立场，胸怀崇高理想信念，领导中国人民取

得了历史性成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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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党的坚强领

导，需要党以永远在路上的“赶考”精神持续深入

推进自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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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曙辉（１９８３—　），男，河南省洛阳市人，文学博士，宿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清人别集总目》与《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补考十六则
———以作家生卒年为中心

朱曙辉
（宿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 宿州 ２３４０００）

摘　　　要：《清人别集总目》与《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是迄今为止收录清代作家、作品最为齐备的两部清
代文学文献目录专著，然而书中对王陶、晏善澄、徐澍、何琳、许鲤跃、罗秉政、苏廷煜、孙煦、陈从潮、吴昭融、姚

颐、瞿绍坚、黄模、周鹤立、胡枚、俞国鉴等１６位作家的生卒年记载存在阙漏，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考证。
关　键　词：《清人别集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作家
中图分类号：Ｉ２２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６７０（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３３０５

　　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１］（下文
简称“《总目》”）和柯愈春主编的《清人诗文集总

目提要》［２］（下文简称“《提要》”）两书均著录清代

别集４万余种，随书附录版本信息及作家生平，是
迄今为止收录清代作家、作品最为齐备的两部清代

文学文献目录专著，也是清代文史研究必备的重要

工具书，嘉惠学林，功莫大焉。然而由于清代文学

体量之庞大远超前代，而且前期研究基础较为薄

弱，导致这两部学术巨著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有待

后来者不断递修增补之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是

作家生平信息的考证。众所周知，作家研究是作品

研究的基础，作家的生平行迹是对作品主题思想解

读、艺术成因探析的研究根基，而作家的生卒年更

是研究作家生平行迹的一个关键性的时间坐标。

《提要》与《总目》两书中作家生卒年信息目前尚有

较多空缺之处，笔者仅就近年在研究中发现的１６
位作家的生卒年问题加以考证，以期有助于这两部

重要的文史研究工具书进一步趋于完善，也为推进

清代作家研究的深入添砖加瓦。

一、生卒年补考

（一）王陶

王陶，字孟公，号黄雪居士，江苏华亭人，有

《王孟公诗稿》传世。《提要》８３２页与《总目》６６页

均收录王陶著作，未记其生卒年。

今案：王陶著《王孟公诗稿》卷首王陶自序云：

“今年五十有九矣。”［３］４３５４３６此文落款时间为嘉庆

二年（１７９７）。本年王陶“五十有九”，逆推其生年
应为乾隆四年（１７３９）。《王孟公诗稿》卷首附姚培
咏《王孟公先生传》记云：“嘉庆癸亥中秋，（王陶）

将蜡屐矣。未几，患痢，阅三月，疾大渐。谓其弟子

子祁曰：‘……’语毕而逝，得年六十有五。”［３］４３６４３７

嘉庆癸亥为嘉庆八年（１８０３），王陶卒于此年。卒
年６５岁，亦可逆推其生年为乾隆四年（１７３９），与
前文考证相符。由此可知，王陶生卒年为１７３９—
１８０３。

（二）晏善澄

晏善澄，字准五，号薇东、述园，江西上高人，有

《述园遗稿》传世。《提要》８６１页与《总目》１８０３页
均收录晏善澄著作，未记其生卒年。

今案：晏善澄所著《述园遗稿》书后附录其曾

孙晏履中所作《显考薇东府君行状》，文中记云：

“先府君姓晏氏，讳□□，字准吾，一字秋渠，号薇
东……府君生于乾隆五年庚申十一月初三日戌时，

卒于嘉庆十七年壬申七月二十五日亥时，享年七十

有三。”［４］４７５４７８据此可知晏善澄生于乾隆五年

（１７４０），卒于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另，晏善澄《述
园遗稿》卷三《己巳暮春有感》诗中有句云：“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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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七十春。”［４］４４６“己巳”为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

本年晏善澄 ７０岁，逆推其生年亦应为乾隆五年
（１７４０），与前文推断相符。由此可知晏善澄生卒
年为１７４０—１８１２。

（三）徐澍

徐澍，字瀛洲，号溪南老农，浙江嘉兴人，有

《溪南老农诗钞》传世。《提要》８１３页与《总目》
１８６３页均收录徐澍著作，未记其生卒年。《清代人

物生卒年表》［５］（下文简称《生卒年表》）６４２页记

载徐澍生卒年为“乾二二———道一一（１７５７—
１８３１）”。

今案：张廷济《竹里耆旧诗》组诗中有《徐瀛

洲》一首，诗题下自注云：“名澍，号溪南老农，年七

十五。”诗后附录张廷济所撰徐澍《墓志》云：“君讳

澍，字瀛洲，姓徐氏。国学生，嘉兴县里仁乡新行里

人……生于乾隆廿二年丁丑十二月廿五日……卒

于道光十一年辛卯十一月十三日，年七十有

五。”［６］据此可知，《生卒年表》中记载的“乾二

二———道一一”无误。然而查《二十史朔闰表》可

知，农历的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十二月二十五日

已经是公元１７５８年２月２日［７］，所以徐澍生卒年

应为１７５８—１８３１。

二、生年补考

（一）何琳

何琳，字友珉，号韵仙，浙江宁波人，有《雪石

居诗稿》《官梅阁诗稿》传世。《提要》１４９８页与
《总目》９３０页均收录何琳著作，未记其生卒年。

今案：徐时栋《烟屿楼诗集》卷六有《咸丰癸

丑，余年四十。明年正月朔，忽从子舟得韵仙除夜

见贻诗，灯下走笔奉酬，抚时感慨，情见乎词》诗，

中云：“始觉初论交，
!

经年十四。君已五十一，我

亦四十岁。”［８］１３４本诗后附录何琳作《癸丑十一月

二十五日徐十三柳泉四十生日，后十余日大会亲

朋，立兄子为后，诗以话旧，并志其事，凡六十韵》，

其中也提道：“忆昔岁庚子，与君交始结。我年卅

有八，君年二十七。”［８］１３５“庚子”为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０），是年何琳３８岁，据此则其生年为嘉庆八
年（１８０３）。据上引徐时栋与何琳两人诗可知，何
琳比徐时栋年长１１岁。据陈励《皇清内阁中书柳
泉徐君墓志铭》，徐时栋“卒于同治十二年十一月

八日，年六十”［８］５２８。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徐时栋

６０，由此可知其生年为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何琳
较之年长１１岁，则何氏生年为嘉庆八年（１８０３），
这也与前文中的推断相符。其卒年待考。

（二）许鲤跃

许鲤跃，字春池，安徽桐城人，有《春池文钞》

传世。《提要》１０１１页与《总目》６１４页均收录许鲤
跃著作，未记其生卒年。

今案：许鲤跃《春池文钞》卷十《先室杨孺人权

厝志》文中提道：“孺人与余生同年……孺人生于

戊辰年三月初八日亥时。”［９］８４０８４１“戊辰”为乾隆十

三年（１７４８），据此则许鲤跃生年为乾隆十三年
（１７４８）。《春池文钞》卷十有《殷石琴先生六十寿
序》，文中标明写作时间为“嘉庆十年十一月之十

有一日”，文中提及：“后二岁，余亦行年六十

矣。”［９］７９０嘉庆十年为１８０５年，此年许鲤跃５８岁，

由此逆推，亦可证其生年为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
其卒年待考。

（三）罗秉政

罗秉政，字春卿，江苏清河人，有《三壶山吏诗

钞》传世。《提要》１０１３页收录罗秉政著作，未记其
生卒年。

今案：罗秉政《三壶山吏诗钞》书后附录有其

友人潘庭筠所作跋文，文中记云：“癸亥岁，余讲学

于淮，访其小三山房。适春卿归自楚，年二十八，以

余一日之长，执弟子礼焉。”［１０］“春卿”为罗秉政之

字，“癸亥”为嘉庆八年（１８０３），此年罗秉政２８岁，
则其生年为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其卒年待考。

（四）苏廷煜

苏廷煜，号虚谷，安徽蒙城人，著有《鸠居诗

集》。《提要》９４０页收录苏廷煜著作，未记其生
卒年。

今案：周鹤立《匏叶庵诗存》卷八有《甲戌七月

二十有四日，予以忧去蒙。诸同官暨绅士饯予于北

郊外，深情款款，予方呜咽不能言，怅然而别，榜人

既发，即景言怀，得诗四章，寄苏虚谷教授、赵地山

孝廉崇谦、张瀛士明经登鳌与邦人之赠行者，自题

于秋水放舟图后》诗四首，其三有句云：“鸠杖从容

汉三老。”句后自注云：“苏虚谷教授解组还乡，八

十有六……先后来送，扶杖潸然。”［１１］“虚谷”为苏

廷煜之号，苏为蒙城人，而周鹤立正是从蒙城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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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其诗题中的“苏虚谷教授”正是苏廷煜。“甲

戌”为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本年苏廷煜“八十有
六”，逆推其生年为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其卒年
待考。

（五）孙煦

孙煦，字育万，号石楼，湖北汉阳人，有《石楼

诗钞》传世。《提要》１１７５页与《总目》６３０页均收
录孙煦著作，未记其生卒年。

今案：孙煦号石楼，汉阳人。范锴晚年寓居汉

阳，与孙煦交往颇密。范锴《苕溪渔隐诗稿》卷六

有《八月廿二日，孙石楼七十初度，赋诗自述，二律

皆用杜句冠首，同人咸和祝之》诗［１２］，本诗编年为

“己亥”，即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此年孙煦７０岁，逆
推其生年为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其卒年待考。

（六）陈从潮

陈从潮，字瀛士，号韩川，福建福安人，有《韩

川文集》传世。《提要》９６６页与《总目》１２６４页均
收录陈从潮著作，未记其生卒年。

今案：陈从潮《韩川文集》卷七有《与朱梅崖先

生书》，文中云：“今年三十有七矣。”文后自注：“此

书作于乾隆乙未岁。”［１３］５９５乾隆乙未为乾隆四十年

（１７７５），本年陈从潮“三十有七”，则逆推其生年为
乾隆四年（１７３９）。《韩川文集》卷八有《先妣附圹
志》，文中记载其母“其生以康熙甲午年四月二十

六日酉时……年二十六而生从潮”［１３］６０４。康熙甲

午为康熙五十三年（１７１４），陈从潮之母生于此年，
“年二十六”正是乾隆四年（１７３９），亦可佐证前文
的推断。由此可知陈从潮生年为乾隆四年

（１７３９）。其卒年待考。
（七）吴昭融

吴昭融，字朗叔，浙江归安人，有《璧堂诗集》

传世。《提要》７６５页与《总目》９０２页均收录吴昭
融著作，未记其生卒年。

今案：吴昭融《璧堂诗集》卷四有《丙午七月五

十初度》诗［１４］６９３，“丙午”为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

本年吴昭融 ５０岁，逆推其生年为乾隆二年
（１７３７）。吴昭融《璧堂诗集》卷八有《丁卯除夕枕

上口占》六首，其四云：“七旬有二明朝是。”［１４］７２０

“丁卯”为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诗中所谓的“明朝”
自然指本年除夕过后的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彼时
吴昭融 ７２岁，则逆推其生年亦可知为乾隆二年

（１７３７），与前文所推相符。由此可知吴昭融生年
为乾隆二年（１７３７）。其卒年待考。

（八）姚颐

姚颐，字震初，号雪门，江西泰和人，有《雨春

轩诗草》传世。《提要》７７９页、《总目》１６９２页与
《生卒年表》５９１页均记姚颐卒年为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生年空缺。

今案：姚颐《雨春轩诗草》卷五有《送少宗伯程

海苍师归养四首》，其四有句云：“公登黄甲我生

年。”句后自注：“公己未登第，颐以是岁生。”［１５］

“程海苍”为清代铅山人程岩（号海苍），“己未”为

乾隆四年（１７３９），由此可知姚颐生年为乾隆四年
（１７３９）。

三、卒年补考

（一）瞿绍坚

瞿绍坚，字梦香，江苏常熟人，有《吹月填词馆

剩稿》传世。《提要》１１１１页与《总目》２４６０页均收
录瞿绍坚著作，未记其生卒年。

今案：清代吴县曹?坚为瞿绍坚友人，曹氏

《昙云阁诗集》中有多首与瞿绍坚往还的相关诗

作。查《昙云阁诗集》卷二有《哭瞿三梦香绍坚十

一首》，最后一首诗后自注云：“送君殓后即有钱唐

之行。”［１６］４３２据此则只要查明曹?坚离开常熟赶赴

杭州的时间即可确定瞿绍坚的去世时间。今查

《昙云阁诗集》卷二有《醉司命辞在常熟瞿三梦香

家作》，诗句云：“岁惟戊辰月嘉平，细腰腊鼓村村

鸣……神归好语太瘦生（自注：梦香自号），勿学曹

生狂态天所惩。”［１６］４２８“戊辰”为嘉庆十三年

（１８０８），“嘉平月”为腊月之别称，可见本年腊月曹
?坚在常熟瞿绍坚家与其诗酒唱酬。同卷中本诗

之后编排有《亡妇百日》诗，题下自注云：“己巳正

月初三日，余在常熟。”［１６］４２９“己巳”为嘉庆十四年

（１８０９），由此可知次年正月初曹?坚尚在常熟。
《亡妇百日》诗后间隔一首为《雨中游西湖即事放

歌》诗，诗云：“我到钱塘之二日，欣然放棹金牛湖。

轻阴弄春曳丝雨，两峰秀色青模糊。”［１６］４３０可知嘉

庆十四年（１８０９）春曹?坚已至杭州。《雨中游西
湖即事放歌》诗后一首为《慧云寺看残梅》诗，诗中

有句云：“吾山绝顶探香雪，天井十里红霞妍。”句

后自注云：“正月同梦香、若溪观梅，邓尉、天井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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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最盛。”［１６］４３０邓尉、天井均在苏州城南，为观梅胜

地。由此可知，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正月，曹?坚还
曾同瞿绍坚一道在苏州观赏梅花，之后才离苏赴

杭。综合上列几首诗歌所提供的信息，曹?坚在这

一时段的行迹已颇为清晰：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腊
月在常熟瞿绍坚家与其诗酒相会，嘉庆十四年

（１８０９）年初尚在常熟，正月同瞿绍坚一道在苏州
观赏梅花，本年春赶赴杭州。结合前文中曹?坚所

提到“送君（瞿绍坚）殓后即有钱唐之行”，可知瞿

绍坚卒于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春。另外孙原湘《天

真阁集》卷十九有《哭瞿梦香》诗［１７］，编年为“屠维

大荒落”，也即“己巳”，也可从另一侧面佐证瞿绍

坚卒年为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其生年待考。
（二）黄模

黄模，字相圃，号书崖，浙江钱塘人，有《寿花

堂诗集》传世。《提要》８９５页与《总目》１９９９页均
收录黄模著作，未记其生卒年。

今案：张云趝《简松草堂文集》卷五《寿华堂诗

序》云：“戊寅冬，书?黄先生捐馆之逾月，予适引

疾自湘南归里。嗣君俊人梓遗诗方竟，因以示予，

并属以弁简之言。”［１８］“戊寅”为嘉庆二十三年

（１８１８），“书?”为黄模之号，《寿华堂诗》为黄模之
诗集。张云趝为黄模门生，且受其家人嘱托为其诗

集作序，他的记载理应可信。黄模之子黄士繤所作

的《北隅掌录》卷下“秋江采鱼图题跋”中亦记载道：

“嘉庆季年，先君子见背。”［１９］这里的“嘉庆季年”与

张云趝所记的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相符，故可确定
黄模卒于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其生年待考。

（三）周鹤立

周鹤立，字仲和，号石甫，江苏吴江人，有《匏叶

庵诗存》传世。《提要》１００２页收录周鹤立著作，未
记其生卒年。《总目》１４８０页与《生卒年表》５１８页
均记载周鹤立生年为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卒年空阙。

今案：陈文述为周鹤立旧交，《颐道堂集》卷二

十五有《汉阳题周石甫匏叶龛》《孤山梅花石刻歌

为周石甫作》等诗。陈文述《颐道堂集》卷二十九

中有《将至汉皋连夕家人置酒相饯赋此留别》《汉

口水灾纪事》《武昌夜雨赠刘默园观察》等诗，本卷

诗编年为“辛卯”，即道光十一年（１８３１），由此可知
本年陈文述身在汉口，而周鹤立晚年正居于汉阳。

同卷中有《古迹诗二首和石甫》［２０］３４２，可知本年陈

文述曾在汉阳与周鹤立诗歌唱和。《颐道堂集》卷

二十九另有《挽周石甫大令即题匏叶庵诗集》

诗［２０］３４８，由此推断周鹤立卒于本年。由此可知周

鹤立卒年为道光十一年（１８３１）。
（四）胡枚

胡枚，字梁园，浙江石门人，有《石友山房诗

集》传世。《提要》９８３页与《总目》１５６９页均收录
胡枚著作，未记其生卒年。

今案：梁章钜《枢垣记略》卷十八记载：“胡枚，

字梁园，浙江石门人。乾隆乙卯进士，嘉庆四年二

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户部郎中。”［２１］姚文田《邃

雅堂文集续编》有《胡梁园诗序》一文，开篇云：“老

友胡梁园农部以嘉庆丙子冬没于京师。”［２２］胡枚官

至户部郎中，与姚文中的“农部”称号相应。“嘉庆

丙子”为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据此可知胡枚卒于
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冬。其生年待考。

（五）俞国鉴

俞国鉴，字玉衡，号澄夫，江苏泰州人，有《樵

月山房诗文集》传世。《提要》１１４３页与《总目》
１６４４页均记载俞国鉴年五十二卒，未记其生年。

今案：曹?坚《昙云阁诗集》卷三有《哭俞三广

文国鉴五首》，其二中自注曰：“去岁四月，澹怀之

金陵，五月余北上，八月于廷奉讳奔山左。”［１６］４５３

“于廷”为宋翔凤之字。宋翔凤《朴学斋文录》卷四

《先府君行述》中记述其父“没于道光元年八月七

日”［２３］，与曹?坚诗中“八月于廷奉讳奔山左”的

说法一致。由此可知，曹?坚《哭俞三广文国鉴五

首》自注中所用的“去岁”一词指的是道光元年

（１８２１），本诗应写于道光二年（１８２２）。曹?坚《哭
俞三广文国鉴五首》其三云：“见我涕泗垂，沈屙料

难遣。别君至维扬，旦暮可相见。谁知五日中，与

君不复面。”句后自注曰：“予因君事以三月晦日赴

扬，迨初五日归，而君即于是日寅刻损馆。”可知曹

?坚挽诗写于俞国鉴去世的当年，所以推定俞国鉴

卒于道光二年（１８２２）四月初五。此诗中还自注
道：“令兄可楼于二月二日辰刻过予剧谈，病发而

归，即以是日殇。”今查曹?坚《昙云阁诗集》卷四

有《哭宫春岩锡龄》诗，其中有句云“前年哭俞三，

兄先弟其次”，句后自注道：“可楼之逝，先澄夫两

月。”［１６］４６１“澄夫”即俞国鉴之字。而《昙云阁诗

集》卷四《甲申十月将自泰州归里录别八首》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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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到“春岩新逝”［１６］４６２，可知《哭宫春岩锡龄》诗

正写于“甲申”，即道光四年（１８２４），而其中提到的
“前年”，也与前文据俞国鉴《哭俞三广文国鉴五

首》中推测出的俞国鉴卒于道光二年（１８２２）相吻
合，故此可以断定俞国鉴确实卒于道光二年

（１８２２）。其生年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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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俗语词考释六则

杨小平，蒋玲玲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９）

摘　　　要：以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为材料，选取档案中意思费解的“奔叩”“车煎”“串底”“地脉”“嚼”“引
张”六则俗语词，根据语境及相关文献，对上述六则俗语词进行考释，分析造词理据，以冀消除南部县衙门档案阅

读障碍，并对《汉语大词典》《近代汉语词典》《辞源》（第三版）《汉语方言大词典》等大型辞书的编纂和修订有所

裨益，补充未收录词条及义项。

关　键　词：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俗语词；考释
中图分类号：Ｈ１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６７０（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３８０７

　　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以下简称《南部档案》）
自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至宣统三年（１９１１），时间跨
度２５６年，涉及政治、军事、司法、宗教、文化、教育
等方面，按照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盐

房、承发房八房分列。《南部档案》是南部县和其

他各县衙门共同形成的活动记录，主要文体形式有

朝廷诏旨（抄件）、上级官府札令、同级官署咨函、

本县衙署官文、民间状结契约等，不仅对历史学、法

学、档案学有重要意义，对文献学、语言学、文字学

等学科领域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南部档案》现保存于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

档案数量众多，有１８１８６卷，计８４０１０件，其中俗
语词数量巨大。《南部档案》中出现的“奔叩”“车

煎”“串底”“地脉”“嚼”“引张”六则俗语词意思费

解，易造成阅读障碍。现对上述六则俗语词进行考

释，以冀对《南部档案》的解读、研究以及对大型辞

书的编纂修订有所帮助，补充未收录词条及义项。

所引《南部档案》标明题名并括注目录、卷次、件

次，以便核对。

一、奔叩

（１）《为具禀张华仕等贿通盐吏把持隘口不许
民盐贩卖事》：“蚁等禀明前任于主，移催四次，不

至南厂买盐，蚁等奔叩大宪奉批札行南部，移催各

州县饬商赴厂配盐，先行具覆，商等藐批违抗，蚁等

于道光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禀明。”（《南部档案》４
３７４１，道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２）《为具禀张华仕等私乱盐法不赴厂配盐
事》：“因奸商不赴厂配盐，道光四年十月二十日，

蚁灶民等奔叩大宪札行南部，移催各州县饬商赴厂

配盐，先行具覆，道光五年蒙大宪将案据报奏部。”

（《南部档案》４３７４２，道光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３）《为再禀张华仕等私乱盐法贿通盐吏事》：

“因商等违例不遵，道光四年十月二十日，蚁灶民

等奔叩大宪札行南部，移催各州县饬商赴厂配盐，

先行具覆。”（《南部档案》４３７４３，道光十一年六月
初九日）

（４）《为具告张绍朴等欺藐不遵私乱盐法事》：
“谁知伊等逞刁，目无王章、欺藐不遵，于四年，蚁

等奔叩制宪札行南部县，移催各州县，饬商赴厂配

盐，先行具文覆。”（《南部档案》４３７６１，道光十六
年二月二十八日）

按：“奔叩”一词令人费解，《汉语大词典》《近

代汉语词典》《辞源》（第三版）《汉语方言大词典》

均未收录。

《说文·夭部》：“奔，走也。”［１］２１４段玉裁《说文

解字注·夭部》：“奔，走也。走者，趋也。”［２］古人

对走路的动作区分得很细，地点不同则行路动作不

同。《尔雅·释宫》：“室中谓之时，堂上谓之行，堂

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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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３］“奔”，《汉语大词典》共收录七义，第一义为

“急走，跑”［４］３２６０。《辞源》（第三版）：“奔，急

走。”［５］９８３进而引申为“急切、迫切”。

《正字通·口部》：“叩，苦候切，音寇，问也。

又稽颡曰叩首。”［６］《辞源》（第三版）：“古时行礼

俯首到地叫叩头，简称叩。”［５］６４９《汉语大词典》中，

“叩”有“叩头”之义，由此引申为“请求、乞求”。

“奔叩”似为“迫切求助”。在《汉语大词典》中检

索有关“叩”的词条时发现，有一词条为“叩阍”，即

“吏民因冤屈等直接向朝廷申诉”［４］３４８０。“阍”即

“守门人”，代指朝廷官员。

例（１）中，“蚁”即“小民”，百姓在官吏面前的
卑称。“蚁”作主语，“奔叩”为谓语，后跟宾语“大

宪”。“宪”，官名，清时指朝廷委驻各行省的高级

官吏。清代称巡抚、藩司、臬司为三大宪。三大宪

的职责分别是：巡抚主管一省军政、民政、吏治、刑

狱、关税、漕政等；藩司主管一省民政与财务；臬司

主管一省司法。结合辞书及文献语境，“奔叩”应

为“平民急切乞求官方做主”。

例（２）、例（３）中，“灶民”指以煮盐为业的人。
“蚁”与“灶民”连用，同位短语作主语，表明自己的

职业。灶民请求大宪做主，让南部县饬令盐商赴厂

配盐，行销盐斤。例（４）中，“逞刁”即“耍无赖”，
因张绍朴等人无赖放刁、目无法纪，特乞求大宪做

主，使其赴厂配盐。

“奔叩”在清代及以后文献中也有用例，多与

官名搭配使用。

（５）（清）常明修、杨芳灿纂《四川通志》：“值
采太使者横恣，时行冒死力争，为所中伤。羁泸五

年，泸老稚奔叩关下，事得白。”［７］

（６）李峰《苏州通史》：“二十八年春，康熙帝南
巡至苏州，杨宾偕弟杨宝泣血奔叩行在，愿身率妻

子代父戍。上驻攀问之，以其罪名重，非祖制，

不允。”［８］

（７）龙泽江、傅安辉、陈洪波《九寨侗族保甲团
练档案》：“虽有七旬严父，受惊卧榻难起，仅存继

母吴氏不得抛头露面。负罪奔叩大人台前做主，电

察情节。倘蒙笔下超生，德延宗桃，阴阳感戴

无穷。”［９］

（８）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
会、《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编辑委员会

编《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第５辑·中
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蚁等壮愚

无知，即奔叩臬、府两宪，蒙批回府。乞叩青天大老

爷台前做主，正其夫额，惩其役索，蚁顶公侯

万代。”［１０］

例（５）中，泸州老少请求“关下”做主，“关下”
即“守关的官吏”。例（６）中，“奔叩”也可与地点
搭配使用。“行在”即“天子巡行所到之地”，此处

代指天子。例（７）中，供状人因父亲卧病在床、母
亲不能出面，遂主动伏法，特此恳求“大人”做主。

例（８）中，“乞叩青天大老爷台前做主”可佐证“奔
叩”即“平民急切乞求官方做主”。例（７）、例（８）
均为现代人整理的明清档案，具体时间不详。

二、车煎

（１）《为具诉胡守礼私造假约诬控陈文魁霸煎
募卖事》：“如果实有其事，伊叔兆麟何不控要盐

井，兼之道光三年何中明将伊每年半载井期出卖董

廷才故父董文道车煎，伊叔癙每年仍煎地脉一月无

异。”（《南部档案》４３７５１，道光十四年二月十
八日）

（２）《为具诉胡守礼私造假约诬控陈文魁霸煎
募卖事》：“蚁故父周仕明与何白祥故父何中明伙

佃胡守礼胞叔胡兆麟地土，开凿盐井六眼，现已漏

毙两眼，目下只得活井四眼车煎。”（《南部档案》４
３７５１，道光十四年二月十八日）

（３）《为具禀陈大川等毁坏厂廊私造假约事》：
“蚁等应遵

"

断，易敢禀复取戾，缘嘉庆二十一年，

蚁国寿等故绝胞叔罗仕明以伊四百余串钱盐井，作

钱二百串，出当与陈大川父陈良明车煎，凭中系蚁

四胞叔罗仕安眼同仕明亲笔书立当约付据，约内注

明限随井完。”（《南部档案》４３７８１道光十八年八
月二十三日）

按：“车煎”一词，意思令人费解。《汉语大词

典》《辞源》（第三版）《汉语方言大词典》《近代汉

语词典》均未收录。

例（１）中，今人整理撰写的档案题名中的“募”
为讹写，由档案整理者混淆了部件“力”和部件

“夕”所致。“募”有“招募、募集”之义，“募卖”一

词与文献语境不符，“募”应作“ ”。“ ”也作

“ ”，二者皆为“寞”的异体字，有“寂静、无声响”

之义，这里引申为“悄悄、偷偷”。“ 卖”即“悄悄

变卖”，在没有知会相关利益者的情况下变卖东

西。例（１）何中明的盐井，每年有一半日期应归董
文道“车煎”。例（２）中，“伙”即“打伙”，在西南官
话中表示“合伙”。“伙佃”即“共同租佃”。周仕

明与何中明伙佃胡兆麟之地，开凿盐井，进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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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以上例证，“车煎”均为动词，且与盐相关。

《汉语大词典》：“车，泛指用轮轴旋转的工

具。”［４］１３７０３《后汉书·宦者传·张让》：“又作翻车

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

费。”［１１］王先谦《后汉书集解》：“翻车，设机车以引

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１２］《中华字海》：

“车，用轮轴来转动的器械或机器。”［１３］１３５３“煎”，

《汉语大词典》释义为“熬煮”。

根据清代盐业背景可知，早期盐井提取卤水方

法与普通吃水井的提水并无不同，由于时代进步，

冲击式凿井法广泛应用，人们发明了便于提取井下

卤水的工具———汲卤筒，将卤水提出井底的动力就

是天车。天车，为盐场中用于提涝法采卤的杉木捆

扎井架的称呼。天车上下各安装定滑轮，通过汲卤

绳连接，以牛力拉动提取卤水［１４］。“卤水”即“含

盐量大的井水”。结合辞书释义及文献语境，“车”

为“天车”，此处活用为状语，“车煎”即“用天车取

卤水熬煮”。

《南部档案》中，“车煎”与“煎烧”用法十分

相似。

（４）《为胡守礼具告陈文魁等霸煎募卖事》：
“不料陈文魁将井眼卖与董洪道之子董廷才煎烧，

小的才来案具告的。”（《南部档案》４３７５２，道光十
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５）《为陈大川具告罗国寿等糟辱凶殴陈大川
母使之自缢事》：“嘉庆二十一年，小的外公罗秀之

子罗仕明将盐井十眼当与小的故父陈良明煎烧，当

价钱二百千，外有廊厂器具在内，现有当约，约内注

明竹漏帮限，有罗仕明承认。”（《南部档案》４３７８
３，道光十八年九月初十日）

“煎烧”是制盐的一个重要环节，将卤水倒入

锅中，大火熬煮，水分蒸发之后，从而得到盐晶。例

（３）与例（５）出自《南部档案》同一卷不同件号的
文献，皆关于罗仕明与陈良明的盐井纠纷。例（３）
中，罗仕明将盐井出当与陈大川父陈良明“车煎”，

当价二百串；例（５）中，罗秀之子罗仕明将盐井十
眼当与陈大川父陈良明“煎烧”，当价钱二百千。

以上材料，可以表明“车煎”与“煎烧”用法相同，词

义近乎相同。

“煎烧”也见于明清其他文献中。

（６）（明）朱廷立《盐政志》：“盖因各处兴贩满
道，煎烧蔽野，所谓私盐真而官盐杂，私价轻而官价

重，利之所在，人必趋之。”［１５］

（７）（清）丁宝桢《四川盐法志》：“户部议略：

煎盐灶户按井煎烧，其井或在山中，或在平地，或在

水边，大约各井相隔，非比居民稠密，可以编作保甲

也。”［１６］１０２３

（８）（清）王定安《两淮盐法志》：“而煎烧盐
斤，以一昼夜为火伏，灶户临煎，向本商领取旗号，

火举则扬，火息则偃，垂为定例，又有往来巡查之

人，用防息火之后私煎。”［１７］

“车煎”一词，目前只在《南部档案》中发现，在

其他明清文献中暂未发现使用。

三、串底

（１）《为审详马洪仁等上控吴思荣等私造大秤
大斗私盐店害民事》：“至蚁等背米一斗，亦勒入伊

店 量，每斗定打行米三合，卖将伊等钱文一百只

有九十八文，每千又扣串底钱文。”（《南部档案》４
３７０１，道光五年七月十八日）

（２）《为审详马洪仁等上控吴思荣等私造大秤
大斗私盐店害民事》：“王政安等常至吴思荣店内

卖米买盐，因市规每钱一千均用九八，又扣串底钱

八文，向来买米照依市规，买盐独用足钱，以致王政

安与吴思荣等口角控。”（《南部档案》４３７０１，道光
五年七月十八日）

（３）《为审详马洪仁等上控吴思荣等私造大秤
大斗私盐店害民事》：“经卑职讯明，断令嗣后无论

买米买盐，凡用钱文，一概每千均用九八到底，不许

再扣串底，亦不许卖盐独取足钱，取具各遵结在

案。”（《南部档案》４３７０１，道光五年七月十八日）
（４）《为审详马洪仁等上控吴思荣等私造大秤

大斗私盐店害民事》：“马洪仁不依，与吴思荣们争

角，就告在县。蒙案下断令无再扣串底也，不许盐

店独要足钱，取结究案。”（《南部档案》４３７０１，道
光五年七月十八日）

按：“串底”一词，意思令人费解。《汉语大词

典》《辞源》（第三版）《汉语方言大词典》《近代汉

语词典》均未收录。

《汉语大词典》：“串，量词。旧时制钱一千文

之称。”［４］６２３《近代汉语词典》：“串，量词，制钱一千

文。”［１８］２５４孔尚任《桃花扇传奇》二十出：“亏了一

个赵吏目，纠合义民，捐钱三百串。［１９］１３８清代的官

制铜钱，每串钱有一千文整，皆用麻绳穿起，称为

钱串。

《中华字海》收录 “底”义为 “根 基，基

础”［１３］５１６。《汉语大词典》：“底，底子；基础。”［４］４６２４

《辞源》（第三版）：“底，最下的部分。”［５］１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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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１）中，“ ”在西南官方中为“量，测量物体

的多少”。“ ”与“量”在此为同义连用，表示测量

米的多少。买家以米换盐，一百文只得九十八文，

少两文钱，于是控诉卖盐商家私扣“串底”钱文，

“串底”为与钱有关的名词。例（２）中，“足钱”即
“十足钱，足额的铜制钱”，“九八”即“九八钱”。

清代货币以银为本位，制钱（铜钱）为辅币。制钱

单位为“串”“贯”或“吊”，一千文（个）为一串，以

麻绳穿之，两百一束，五束一串。一串规定有一千

文，实则不然，市面流通制钱实际每百只穿九十八

文，此为“九八钱”。还有制钱每百只穿九十六文

或九十九文，称九六钱或九九钱。档案中旧规买盐

用足钱，足钱不扣串底，非足钱需扣串底。例（３）
中，买卖大米使用九八钱，需扣除“串底”再行交

易。例（４）中，官府下令，交易盐、米时一概使用市
规九八钱文，不许单独索要足额钱，也不许私扣九

八钱的不足部分，即“串底”。

因此，结合传世文献及文献语境，“串底”即

“一串钱中不足一千文的部分”。

“串底”一词，并非《南部档案》独用，也见于清

代及其他时期文献。

（５）（清）程德炯《陵川县志》：“又西夹道夫二
名，每夜量加煤炭钱二文，岁支钱八十一千文，尚有

余钱一千文，除串底钱三百二十四文，下剩钱六百

七十六文，以为岁修窝铺贴换更锣之费。”［２０］

（６）（民国）黄佩兰修、王佩箴等纂《涡阳县
志》：“查丁漕科征，原以银为本位，自折钱便民之

说行，始以每钱二千作银一两，核收正耗平余一两

三钱五分，须交钱两千七百文，以市通用九七四制

钱，每千补串底钱二十六文。”［２１］

（７）（民国）龙云、周钟岳修纂《新纂云南通
志》：“嗣后各属采买积谷，应一律用钱出入，不准

再行折银。所扣串底，一并算明，归入正款造

报。”［２２］

（８）（民国）李佩恩修、张相文纂《泗阳县志》：
“以上各项收入，除洋河厘金外，凡在城市经行买

卖者，无论何种，均照九九串底。”［２３］

例（６）中，市用钱为九七四制钱，九七四即一
千文只有九百七十四文，每千要补“串底”二十六

文，这部分钱文数量正是一千文中不足的部分，可

佐证上文对“串底”的释义。

四、地脉

（１）《为具诉胡守礼私造假约诬控陈文魁霸煎

募卖事》：“况南部复兴厂，凡佃地凿井，地主止煎

地脉，日期或一月、或二十四天，成规久定，人所咸

知。”（《南部档案》４３７５１，道光十四年二月十
八日）

（２）《为具诉胡守礼私造假约诬控陈文魁霸煎
募卖事》：“嘉庆年间，蚁故父周仕明与何白祥故父

何中明伙佃胡守礼胞叔胡兆麟地土开凿盐井六眼，

现已漏毙两眼，目下只得活井四眼车煎，每年地主

止烧地脉，日期一月。”（《南部档案》４３７５１，道光
十四年二月十八日）

（３）《为具诉胡守礼私造假约诬控陈文魁霸煎
募卖事》：“如果实有其事，伊叔兆麟何不控要盐

井，兼之道光三年何中明将伊每年半载井期出卖董

廷才故父董文道车煎，伊叔癙每年仍煎地脉一月无

异。”（《南部档案》４３７５１，道光十四年二月十
八日）

（４）《为胡守礼具告陈文魁等霸煎募卖事》：
“小的父亲周仕明与何白祥父亲何中明伙在胡守

礼地内开凿盐井三眼，胡守礼每年煎烧地脉一月，

历年系小的与何白祥各煎五月半日期。”（《南部档

案》４３７５３，道光十四年三月三十日）
按：“地脉”一词容易误解。《汉语大词典》将

“地脉”释义为“地下水”。《西游记》第二八回：

“烟波荡荡接天河，巨浪悠悠通地脉。”［４］２７７０《辞

源》（第三版）：“地脉，指地下水。水流像人身血

脉，故称地脉。”［５］８１１《近代汉语词典》：“地脉，指泉

水。”所引例证唐孟云卿《放歌行》：“地脉日夜流，

天衣有时扫。”［１８］３７３以上辞书将“地脉”释义为“地

下水”“泉水”，但上述释义无法合理解释《南部档

案》中“地脉”的词义。

上述用例均出自《南部档案》八房中的盐房，

“地脉”与“煎”“烧”“煎烧”等词搭配。由例（１）只
能“煎”地脉一个月或二十四天、例（２）止“烧”地
脉一月可知，“煎”即“烧”。例（４）中，“煎”与“烧”
同义连用，构成“煎烧”一词。“煎烧”在《南部档

案》中义为“熬煮”，是制盐的步骤之一，故“地脉”

应该与“盐”相关。周仕明与何中明伙佃胡守礼的

土地，开凿出盐井三眼，约定地主胡守礼煎烧一个

月地脉，剩下十一个月由陈文魁和何白祥均分煎

烧，这里的“地脉”似为“盐井”。辞书将“地脉”释

义为地下水，盐井亦是地下的盐水，与地下水相关，

因此《南部档案》用“地脉”代指“盐井”。

“地脉”也作“地脉井”，在由当代人整理的清

代文献中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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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吴斌、宋平、邱岳、秦双星《盐业纠纷解决
研究·以四川近现代盐业史料为中心》：“立杜卖

地脉井日份基址契约人王好泉，情因负债无偿，愿

将地名周家冲公共业内派分盐井基址二眼，弟兄串

名王三福，出佃与颇永庆捣锉海源井、海流井二眼，

每眼基址横宽十二丈，顺宽十六丈为界。”［２４］８１

（６）吴斌、宋平、邱岳、秦双星《盐业纠纷解决
研究·以四川近现代盐业史料为中心》：“兹将下

剩地脉日份一天，并基址股份在内，自央中证，一并

扫卖与颜永庆名下承买锉办推煎管业。”［２４］８４

例（５）中，“杜卖”即“出卖、出售”，“日份”即
“日期”，王好泉出售盐井及煎烧日期。

五、嚼

（１）《为审详马洪仁等上控吴思荣等私造大秤
大斗私盐店害民事》：“历年以来，伊等嚼索贫民均

家，伊等私设情真，伊场店每日有千余银买之利，有

四十余千钱之肥利。”（《南部档案》４３７０１，道光五
年七月十八日）

（２）《为审详马洪仁等上控吴思荣等私造大秤
大斗私盐店害民事》：“迫蚁以私店嚼民等情，具控

南部县案奉批，既打行盐，又取行钱，重复得利，难

免把持。”（《南部档案》４３７０１，道光五年七月十
八日）

（３）《为审详马洪仁等上控吴思荣等私造大秤
大斗私盐店害民事》：“实非县主之不仁，委遭蠹书

之朦弊，伊等并无引税，私设行规。国有明条，例有

悠规，下则苛嚼贫民，上则显干王章。”（《南部档

案》４３７０１，道光五年七月十八日）
（４）《为武生肖联皗等具告书役宋仕杰等浮收

盐课案饬南部县唤齐人证查究事》：“县主偏执，伊

旧欺上嚼下，藐违府祖断案，不准公举井首派催，自

封投柜，且比从前更甚。”（《南部档案》４３８３５，道
光二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按：“嚼”字，字面普通而义别，容易误解。《康

熙字典》：“本作噍，砫也。疾略切，噬嚼也。”［２５］

《汉语大词典》：“嚼，剥蚀。”引例证宋真山民《朱溪

涧》诗：“雪融山脊岚生翠，水嚼沙洲树出根。”［４］３９６１

《辞源》（第三版）：“嚼，喻剥蚀。”［５］７７０按照辞书的

释义，“嚼”也指“受风力、水力、冰川、害虫等自然

因素的影响，山川草木由此遭到的侵蚀和剥蚀”。

此释义无法合理解释《南部档案》中“嚼”的意义。

例（１）中，马洪仁控告吴思荣私开盐店，趁机
“嚼索民众”，“嚼索”作谓语，“嚼索”的对象为贫

民。“索”为索要、索取义，“嚼”在此处应与“索”

词义相近。例（２）中，“行钱”即“行费”，从事某一
行业需缴纳的费用，金额与盈利数额有关。吴思荣

等人“嚼民”的具体行为包括：买卖运销食盐、专揽

盐店、垄断当地盐业市场、抽取行费。“嚼”在此处

有“剥削”义。例（４）萧联皗、敬心德等人指控宋仕
杰、严会川受县令保护“欺上嚼下”。“欺”有欺骗、

欺负义，有贬义色彩。“欺上”与“嚼下”并列，可见

“嚼”词义相近。结合辞书及文献语境，“嚼”应为

“剥削、欺压”义，“嚼”的对象多为百姓。

“嚼”即“欺压、剥削”，清代及以后文献中

可见。

（５）（清）曾王孙《清风堂文集》：“比奉钧差至
县，始知本役不自悔祸，反控经承胡名佐并黄捷等

在台，其盘踞侵粮、
#

国嚼民之情状，有不待照而自

露者。”［２６］

（６）（清）许瑶光修、吴仰贤纂《嘉兴府志》：
“盖厂夫之设，原系蠹役巧立名色，科派乡民，设立

以后，相仍十余年，每年安享三十六两之工食，又皆

无赖棍徒，倚恃蠹役为腹心，作恶嚼民，诚有如按臣

示内所称者。”［２７］

（７）（清）余缙《大观堂文集》：“其初入也，任
其饱餐，既而果腹不能去，卒复为群蜂所食，颇似婪

吏嚼民，终为怨家仇恨所毙者。”［２８］

（８）王卡、汪桂平《三洞拾遗》：“凡蒙君纵恶、
欺上嚼下之罪，概不准赦；凡受贿陷民之罪，概不准

赦；不能以道事君之罪，照例坐究不赦。”［２９］

例（５）中，“
#

国嚼民”即损害国家，剥削民众。

例（６）中，“厂夫”由“蠹吏”成员组成，其摊派力
役，索取钱财，无恶不作。“作恶嚼民”即作恶多

端、欺压百姓。

六、引张

（１）《为具禀将酌改县丞巡检分驻地方一资稽
查盐务事》：“前因卑县城内设有同知衙门癩司盘

验引盐，稽查私贩，该大使于查核井灶之外，别无所

事。且卑县先年盐井较少，盐不敷配，各州县引张

纷纷改配，更无所用其清查。”（《南部档案》４３６８
１，道光二年五月十九日）

（２）《为具禀将酌改县丞巡检分驻地方一资稽
查盐务事》：“此时即将引张全行撤回，亦不能居奇

长价，况一经定价，凡遇米炭昂贵，灶户必藉。工本

不敷，停不煎烧。”（《南部档案》４３６８１，道光二年
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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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为奉令各盐商持引赴南部县厂采配盐以
疏积滞而杜漏私事饬各州县》：“历年照办在案，兹

该灶户雷光熊等以盐多积贮，请饬将改代引张撤

回，赴厂采配呈奉。宪台批，经盐茶道行据各县查

明各商均以改配年久，民不喜食，南盐若令撤回改

配，恐误税食。”（《南部档案》４３７７２，道光十六年
七月初一日）

（４）《为奉令各盐商持引赴南部县厂采配盐以
疏积滞而杜漏私事饬各州县》：“应将达县、大竹、

渠县、昭化、广元、营山等县引张准其改代，系为疏

引裕课起见，应请俯如所请办理。”（《南部档案》４
３７７２，道光十六年七月初一日）

按：“引张”一词，意思令人费解。《汉语大词

典》《辞源》（第三版）《汉语方言大词典》《近代汉

语词典》均未收录。

《汉语大词典》：“引，重量单位。宋以后盐或

茶运销时以‘引’为计量单位，每引规定的斤数，不

同时期和地区各不相同。”［４］５１５７《辞源》（第三版）：

“引，重量单位。元代有茶引，明清有盐引，每引规

定斤数，历代不同。”［５］１３８４

《汉语大词典》：“张，量词。”［４］５１９０“张”，《辞

源》（第三版）将其释义为“量词”［５］１３９４。

我国古代制盐过程复杂，制盐和销盐的方式多

种多样，有民办官办、民制民销、民制官销、民制官

卖商运、国家专卖等［３０］１０１。中国古代，根据盐法政

策生产、运输、行销并按时纳税的盐称为官盐；如若

未经官府允许，私自生产、运输、贩卖的盐，则被称

为私盐。《南部档案》中的“引张”，即盐商取盐贩

卖的合法凭证。盐商缴纳购盐费用且按照当时盐

税制度纳税之后，即可得到凭证，凭引张取盐贩卖。

清代盐业制度中，盐引是国家财政的极为重要的来

源之一，属于有价证券，可在市场流通。

引张的盐斤配额不是一成不变的，据当地产盐

情况而定。若出现盐不敷配的情况，官府会改配别

厂，以疏引课。例（３）中，据文献前文可知，先年因
该厂柴薪价贵，产盐不敷采配，经大竹、达县、渠县、

昭化、广元、营山各县盐商改配别厂。现南部县产

盐积贮，满足采配额度，遂请求将“改代引张”

撤回。

按照运盐通道的差异，“引”分为“水引”和“陆

引”。官方核对井灶产盐数量之后，估算销地食盐

人数，按情况分配食盐数量。根据运送距离的远

近，计划水路、陆路行运盐斤，配定行销水引、陆引

的张数，发交岸商运卖。从清代文献记载可知，因

水、陆引张额定盐斤数量不同，需缴纳的盐税也有

所差异。《四川通史·清卷》：“水引每张配盐五十

包，每包重二百斤，共重一万斤；陆引每张配盐四

包，每包重二百斤，共重八百斤。其征税标准：水引

每张课银三两四钱五分，陆引每张课银二钱七分二

厘四毫。”［３１］

（５）《为奉令各盐商持引赴南部县厂采配盐以
疏积滞而杜漏私事饬各州县》：“本司覆查南部县

盐厂额配保宁府属之阆中、苍溪、通江、南江、巴州、

广元、昭化、剑州，并顺庆府属之南充、仪陇、蓬州、

营山，绥定府属之达县、大竹、渠县、太平，龙安府属

之平武等十七州县，共水引一百六十八张，陆引七

千二百八十一张。”（《南部档案》４３７７２，道光十六
年七月初一日）

（６）《为具禀张华仕等贿通盐吏把持隘口不许
民盐贩卖事》：“且奸商等把持各隘口，反指南厂为

私盐，不许贩卖，水陆引张尽配犍为切，从前原系暂

拨，今日久假不归，害灶民等四百三十六眼煎盐无

行，待毙课税。”（《南部档案》４３７４１，道光十一年
二月二十三日）

除《南部档案》外，“引张”也多见于其他的清

代文献中。

（７）（清）崔澄寰修、王嘉会纂《续修隰州志》：
“今该州县一旦改食土盐，应将何处土盐，何人领

缴，引张如何发卖纳税，亦必声叙明白，均应饬令该

州并属另查确切妥议叙详通报。”［３２］１１３

（８）（清）崔澄寰修、王嘉会纂《续修隰州志》：
“查原食土盐之汾州府应销河东引张，例系每年春

季由该管厅州赴运库总领分给各属，按季配销土

盐，将引截角缴销。”［３２］１１９

（９）（清）丁宝桢《四川盐法志》：“应配水陆引
张，分行不产盐之成都、华阳等县，与产盐之简州等

厅、州、县、卫、所共一百三十八处，应分水引四千三

百四十九张，陆引五万九千八百七十三张。”［１６］３０４

（１０）（清）丁宝桢《四川盐法志》：“至粤省盐
癬，系由黔省之丙妹地方运至古州埠内，听黔贩接

买营销，其引张亦由粤商在粤省缴销。”［１６］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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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黑水城元代汉文法律文书校读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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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收载了数百件元代汉文法律文书。目前已有三家整理本对此批元代
法律文书进行了释录，但皆存在一些可资商榷的地方。今从中择取十四则，通过覆核图版、参照异文、细绎文意、

训释词义等方法，校勘和补正其中的不足之处，以期展现此批文书的原貌，为相关研究提供些许参考。

关　键　词：黑水城；元代；汉文法律文书；校读
中图分类号：Ｈ２１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６７０（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４５０４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收载了数百件元代
汉文法律文书，由于此批文书多为出土的写本文

献，且数量丰富，时代明确，用语通俗，所以此批文

书在研究元代的历史、法律、语言文字等方面均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极为难得的珍贵语料。

目前，计有三家整理本对中国藏黑水城元代汉

文法律文书进行了释录：一是张重艳、杨淑红的

《中国藏黑水城所出元代律令与词讼文书整理与

研究》（以下简称“《文书整理与研究》”）；二是孙

继民、宋坤、陈瑞青、杜立晖等的《中国藏黑水城汉

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以下简称“《文献的整理与

研究》”）；三是杜建录主编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

文献释录》（以下简称“《汉文文献释录》”）。虽然

此三家整理本皆对此批文书进行了精确释录，但是

难免百密一疏。今在校读此批文书的过程中，通过

覆核图版、参照异文、细绎文意、训释词义等方法，

发现整理本在释录方面存在一些可商之处，故从中

择取十四则，以为拾遗。如有不当，敬请指正①。

１．起□（意）底、雕板底、抄&

［底、填料号］

□（底）、家里窝藏着印造底、收买颜色物［料底，俱
是同情伪］造，皆合处死。□（外），知是伪钞分使
底、〈□（不）〉［用钱买使伪钞底，断］一百七下。
（Ｍ１·０５４２［Ｆ１１４：Ｗ１］《律令条文》）［１］６７２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２］１２和《文献的整理与研

究》［３］４８３皆在上举例中第七处“底”后直录作“工”，

《汉文文献释录》［４］３７则直录作“不”，皆欠妥。

核对图版，第七处“底”后之字写作“ ”。该

字残缺，仅保留上部形体，无法辨识，可暂时阙录作

“□”。《元典章·户部》卷六《造伪钞不分首从处
死》载有与上举例内容相同的条文，其作“外，知是

伪钞分使底、不用钱买使伪钞底，断一百七

下”［５］７３５，据此异文可知，“底”后当为“不”字，而非

“工”字。“不”与“ ”的残留形体正相合。因此，

“底”后之字可校作“□（不）”。又仔细分析文意，
若依照图版及异文校作“□（不）”，则“不用钱买使
伪钞底”句明显文义不通，疑“不”为衍字。“知是

伪钞分使底、用钱买使伪钞底，断一百七下”，意指

知道是分别使用伪钞的、用钱购买使用伪钞的，断

决一百七下。故“□（不）”字当用衍文符号标示，
作“〈□（不）〉”。《元典章》同一条文中的“不”字
也当用衍文符号标示，校作“〈不〉”。

２．□（南）□□（至）他人房□……□北系官
地……□至东□（西）□……（Ｍ１·０６２８［８４Ｈ·大
院内ａ６：Ｗ６４／２８５３］《官地案残件》）［１］７７０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２］９０和《文献的整理与

研究》［３］５６６皆在“他人房”前录作“□至”，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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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标缺字符号，《汉文文献释录》［４］２８７在“他人
房”前标作缺字符号，均可商。

核对图版，“他人房”前残存三字，皆仅保留左

部形体，分别作“ ”“ ”“ ”。仔细分析文意，

知此处应是方位词。又分析后文分别有方位词

“北”“东”“西”，那么“他人房”前应该有一个与

“北”“东”“西”相对的方位词“南”字。又验之以

残存三字的形体，知“ ”与“南”字左部形体相合；

再结合后文“□至东西□”的“至”字，图版草写作
“ ”。因“ ”与“ ”的左部形体相合，故知“ ”

当是“至”字的草写形体；“ ”字难以辨识，可阙

录作“□”。因此，上举例中“他人房”前残存三字，
可校作“□（南）□□（至）”。

同时，《汉文文献释录》［４］２８７在“至”后标缺字

符号，亦可商。

核对图版，“至”后残存三字。其中，第一字作

“ ”，明是“东”字；第二字作“ ”，该字残存右部

形体，结合文意，知其当是方位词“西”字，二者形

体正相合；第三字作“ ”，该字难以辨识，可阙录

作“□”。因此，上举例中“至”后残存三字，可校录
作“东□（西）□”。
３．至廿六日晚，失林于本家□（立）□（地）……

闫从亮隔墙望见失林，有本人将失林□□（唤叫）……
于闫从亮根前。（Ｍ１·０６６８［Ｆ１１６·Ｗ７１Ｂ］《失林
婚书案卷（４３）》）［１］８８１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２］１６５《文献的整理与研

究》［３］６４６《汉文文献释录》［６］１５８皆在上举例中第三

处“失林”后录作三字，分别是“呼□□”，欠妥。
核对原件，“失林”后仅残存二字。“失林”后

的第一个字作“ ”。该字右部残缺，左部残留

“口”旁；“失林”后的第二个字残损严重，无法辨

识。但与此件文书内容相关的文书是 Ｍ１·０６８９
［Ｆ１１６·Ｗ２０５］《失林婚书案卷（４３）》，其作：“失
林于本家院内立□（地）……墙望见失林，有本人
将失林唤叫。”［１］９１７据此异文可证，“ ”当是“唤”

字，而非“呼”字，且“呼”后之字当为“叫”字。“唤

叫”犹“叫唤”，谓叫，呼唤，呼喊。《封神演义》第六

十一回：“马元离了高山，往前才走，只听的山凹里

有人声唤叫：‘疼杀我了！’其声甚是?楚。”［７］因

此，“失林”后当校补作“□□（唤叫）”二字。
４．若将断出来，□□（我）做□（筵）［会娶你，

咱］每两个永远
$

做
%

夫妻。（Ｍ１·０６６９［Ｆ１１６·
Ｗ３７］《失林婚书案卷》）［１］８８３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２］１６７《文献的整理与研

究》［３］６４８《汉文文献释录》［６］１６７皆据图版直录作“永

远夫妻”，疑脱字。若录作“永远夫妻”，则文意不

顺，且语法不通。疑“永远”和“夫妻”之间脱写

“做”字。因为与此件文书内容相关的两件文书分

别是Ｍ１·０６６８［Ｆ１１６·Ｗ７１Ｂ］《失林婚书案卷（４
２）》和Ｍ１·０６６７《失林婚书案卷》，其中 Ｍ１·０６６８
［Ｆ１１６·Ｗ７１Ｂ］《失林婚书案卷（４２）》作“若……
做筵会娶你，咱每两个永远做夫妻不好”［１］８８０，Ｍ１·
０６６７《失林婚书案卷》作“妇人……良为躯……咱
每两个永远做夫妻……罢”［１］８７８，此二件文书皆作

“永远做夫妻”。据此可证，上举例当校补“做”字。

“咱每两个永远
$

做
%

夫妻”，意言咱们两个永远

做夫妻。

５．文字系阿兀元娶你□（为）［妾］□（妻），
□□（婚书）烧了者，等候一二日，我每赴官司告阿
兀将你……（Ｍ１·０６６９［Ｆ１１６·Ｗ３７］《失林婚书案
卷》）［１］８８３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２］１６７和《文献的整理与

研究》［３］６４８皆在“□（为）”后标作后缺字符号，并在
后缺字符号之后直录作“妾”，《汉文文献释

录》［６］１６７则在“□（为）”后录作“□妾”，皆不妥。
核对图版，“□（为）”后第一个字残缺，第二个

字仅残留下部形体，写作“ ”，此当是“女”旁的左

部形体。如果单从这个残存的形体来分析，“ ”

为“妾”字是有可能的。但是与此件文书内容相关的

是Ｍ１·０６７０［Ｆ１１６·Ｗ７９］《失林婚书案卷（２２）》，其
载有与上举例内容相关的句子，作“□（这）……［文
字系阿兀元］娶你为妾妻，婚□……者”［１］８８５，据此
可知“ ”亦有可能为“妻”字。因为“妻”与“ ”

的形体相合，且因为“□（为）”后残存二字，据此可
以推知，“□（为）”后残缺的第一个字当是“妾”
字，“□（为）”后第二个字“ ”当为“妻”字无疑。

“妾妻”犹“妾”，指男子在正妻以外娶的女子，如

Ｍ１·０６６６［Ｆ１１６：Ｗ７１Ａ］《失林婚书案卷》：“见行
阿兀状告妾妻失林□。”［１］８７７《元典章·吏部》卷三
《军官依例保举》：“近年以来，军官每并奥鲁官亦

将嫡长子、长孙不肯依例保举，觑面皮，将妾妻儿男

并不应的弟兄每根底偏向着乱行保举上头。”［５］２９０

此例言军官们并奥鲁官们不保举他们的正妻所生

的嫡长子、长孙，却保举他们的妾所生的儿子和不

相关的弟兄们。因此，上举例当在“□（为）”后校
补作“［妾］□（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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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失林只身前去到小闫□（家）……小闫于房
内取出汉儿文字一

&

，□（向）［失林］言说：这文书
系你的婚书。（Ｍ１·０６７２［Ｆ１１６·Ｗ１４４］《失林婚
书案卷（２１）》）［１］８８７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２］１７２《文献的整理与研

究》［３］６５３《汉文文献释录》［６］１８０皆在“
&

”后标作后

缺字符号，欠妥。

核对图版，“
&

”后还有一字残存，写作“ ”，

该字残缺，难以辨识。但与此件文书内容相关的文

书是Ｍ１·０６６８［Ｆ１１６·Ｗ７１Ｂ］《失林婚书案卷（４
２）》和Ｍ１·０６７０［Ｆ１１６·Ｗ７９］《失林婚书案卷（２
２）》，此二件文书载有与上举例内容相关的语句，
Ｍ１·０６６８［Ｆ１１６·Ｗ７１Ｂ］《失林婚书案卷（４２）》
作“……于房内取到汉儿文字一□（&），向失林言
说……婚书”［１］８８０，Ｍ１·０６７０［Ｆ１１６·Ｗ７９］《失林
婚书案卷（２２）》作“有失林只身□（前）［去］……
于房内取出元藏□（放）……一&

，向失林言：

□（这）”［１］８８５，据此可以推知，“ ”当是“向”字，

二者形体正相合。且“向”后可据补作人名“失

林”。因此，上举例当校补作“□（向）［失林］”。
“□（向）［失林］言说：这文书系你的婚书”，意谓
小闫向失林说：“这张契约是你的婚书。”

７．等候一二日，我每赴官司告［阿兀］将你为
妾妻，却行□（压）良为躯，……出来时，我做筵会
娶你。（Ｍ１·０６７２［Ｆ１１６·Ｗ１４４］《失林婚书案卷
（２１）》）［１］８８７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２］１７２《文献的整理与研

究》［３］６５４《汉文文献释录》［６］１８０皆将“□（压）”后之
字校作“□（良）”，不当校而校。

核对图版，写作“ ”，该字形体完整，并无残

缺，是为“良”字。“良”指平民，“□（压）良为躯”
指逼迫平民子女为躯口，如 Ｍ１·０６６８［Ｆ１１６·
Ｗ７１Ｂ］《失林婚书案卷（４２）》：“如今我每烧了者，
等候一二日，赴官……兀将你娶为妾妻，却行压良

为躯。”［１］８８０Ｍ１·０６６９［Ｆ１１６·Ｗ３７］《失林婚书案
卷》：“今等候一二日，我每赴官司告阿兀将你……

却行压良为躯。”［１］８８３因此，上举例当直接录作

“良”。

８．买卖客人脱黑□□（木）……失林过房
□（与）……木将失林并物货回还到□（岭）
□□□□□□□□（北地面，要往回回地）面去。
（Ｍ１·０６７３［Ｆ１１６·Ｗ３２］《失林婚书案卷（３
１）》）［１］８８９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２］１７４《文献的整理与研

究》［３］６５６《汉文文献释录》［６］１８５皆在“到”后直录作

“亦”，并在“亦”后标后缺字符号，不确。

核对图版，作“ ”。该字残缺，且其残存的左

部形体模糊不清，仅有一撇略微可辨。又因 Ｍ１·
０６８６［Ｆ１１６·Ｗ３７］《失林婚书案卷》与此件文书内
容相关，其作“□后有脱黑木……并物货回还到
岭北地面，要往回回地面□（去）”［１］９１２，故据此异
文可知“到”后之字当非“亦”字，其应为“岭”字。

“岭”字（繁体作“岭”）左部有一撇，二者形体正相

合。且“岭”后所阙数字，亦可据异文补充完整。

因此，上举例当在 “到”后校补作 “□（岭）
□□□□□□□□（北地面，要往回回地）”。如
此，使得前后两句意义连贯，意指脱黑木将失林

并货物带回到岭北地面，要前往到回回所居住的地

方去。

９．买卖客人脱黑□□（木）……失林过房
□（与）……□将失林并物货回还到□（岭）
□（北）……面去。（Ｍ１·０６７３［Ｆ１１６·Ｗ３２］《失
林婚书案卷（３１）》）［１］８８９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２］１７４《文献的整理与研

究》［３］６５６《汉文文献释录》［６］１８５皆在“过房”后阙录

作“□”，失校。
核对图版，写作“ ”。该字残缺，仅保留左半

部分形体，难以判定。又 Ｍ１·０６８６［Ｆ１１６·Ｗ３７］
《失林婚书案卷》与此件文书内容相关，其作“将失

林过房与脱黑木作义女”［１］９１２，据此异文可知，

“过房”后之字当是“与”字。再验之以“ ”，二者

形体正合。因此，上举例当校补作“□（与）”。
１０．右谨具

$

呈
%

。至正廿二年十二月，吏：

□（贾）……，□（侯）……（Ｍ１·０６８０［Ｆ１１６·
Ｗ１７６］《失林婚书案卷（２２）》）［１］９０１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２］１８４《文献的整理与研

究》［３］６６８《汉文文献释录》［６］２１５皆据图版直录作“右

谨具”，疑脱字。Ｍ１·０６８２［Ｆ１１６·Ｗ６０２］《失林婚
书案卷（３２）》与此件文书内容相关，其作“右谨具
呈。至 正 廿 二 年 十 二 月，吏：贾 ……，

□（侯）”［１］９０６，此二件文书的语句基本相同。由此
可证，上举例中“右谨具”后当脱写一“呈”字。“右

谨具呈”，谓在文书的右面恭谨详备地呈上所写的

内容。因此，上举例当校补作“
$

呈
%

”。

１１．令人看读□……人文契二&

，却……外有

失林合同妾妻（妾妻失林合同）□□（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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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１·０６８３［Ｆ１１６·Ｗ４８］《失林婚书案
卷》）［１］９０８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２］１８９《文献的整理与研

究》［３］６７４《汉文文献释录》［６］２２９皆在“外有”后依照

图版直录作“失林合同妾妻”，欠妥。

如果录作“失林合同妾妻”，那么此句的意义

明显不通顺，所以疑“失林合同妾妻”系“妾妻失林

合同”的误倒。“妾妻”修饰“失林”，用来说明“失

林”的身份是阿兀的“妾妻”，如 Ｍ１·０６６６［Ｆ１１６：
Ｗ７１Ａ］《失林婚书案卷》：“见行阿兀状告妾妻失林
□……书等偷递与闫从亮烧□（毁）。”［１］８７７Ｍ１·
０６７７［Ｆ１１６·Ｗ１８５］《失林婚书案卷（２１）》：“为阿
兀状告妾妻失林将本□……书等偷递与闫从亮一
同烧□（毁）。”［１］８９５此二例皆写作“妾妻失林”，可
为佐证。因此，上举例当乙正为“妾妻失林合同”，

其后残缺的二字可校补作“婚书”。“妾妻失林合

同婚书”，意指妾妻失林的合同婚书。

１２．失林与闫从亮一□（同）……夜$

于
%

从

亮家灶窠内□……毁了当。（Ｍ１·０６８３［Ｆ１１６·
Ｗ４８］《失林婚书案卷》）［１］９０８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２］１８９《文献的整理与研

究》［３］６７４《汉文文献释录》［６］２２９皆依照图版录作“夜

从亮家灶窠内”，欠妥。

虽然此件文书残缺不全，但是依照图版所残留

的文字来看，若录作“夜从亮家灶窠内”，则文意明

显不通，疑脱字。再结合与此件文书内容相关的一

件文书Ｍ１·０６７４［Ｆ１１６·Ｗ４５］《失林婚书案卷》，
其作“夜于从亮家灶 □（内）”［１］８９２，据此可知，图
版于“夜”后当脱写一个介词“于”。上举例当在

“夜”后校补“
$

于
%

”字。

１３．招伏：是我将文字三
&

取□……来，有本人
止回付与我文字二

&

外，有……从亮用火烧毁了

也。将契书一
&

……到官，招伏是实。（Ｍ１·０６８５
［Ｆ１１６·Ｗ２４６］《失林婚书案卷（２２）》）［１］９１１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２］１９１《文献的整理与研

究》［３］６７７《汉文文献释录》［６］２３５皆在“契书”后阙录

作“□”，并在“□”后标后缺字符号，欠妥。
覆核图版，“契书”后写有二字，作“ ”，此二

字形体混合，以致整理本无法识读，且误释为一个

字。仔细审视，“ ”当是“一
&

”二字形体的混合，

“
&

”上的“一”字较短。故上举例当在“契书”后录

作“一
&

”二字。“契书一
&

”，意指一张契约文书。

１４．［至十一月廿三］□（日），失林……红匣儿

内汉儿文字三
&□（付）□□□……藏放。至当日

晌午后，失林于井□……有今到官□□□□□（Ｍ１·
０６８９［Ｆ１１６·Ｗ２０５］《失林婚书案卷（４３）》）［１］９１７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２］１９６《文献的整理与研

究》［３］６８２《汉文文献释录》［６］２４９皆在“失林”前录作

“同”，可商。

核对图版，写作“ ”。该字的上部形体残缺，

仅保留有下部形体。从形体分析来看，“ ”与

“同”字的形体不相合。且上举例在 Ｍ１·０６６８
［Ｆ１１６·Ｗ７１Ｂ］《失林婚书案卷（４３）》亦有相同的
记载，其作“至十一月廿三日，失林……放诸杂文

字红匣儿内汉儿文字叁□（&）……至当日晌午
后，失林于井上拽水间，有今到”［１］８８１，由此异文可

知，“ ”当是“至十一月廿三日”之“日”字，二者

形体相合。且“□（日）”前所缺之字，可据异文校
补完成。因此，上举例当校补作“［至十一月廿三］

□（日）”。

综上，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法律文献虽然具有很

高的研究价值，但是由于此批文献残损严重，以致

整理者在释录的时候难免会有所疏漏。又由于此

批文献的内容大多具有相关性，因此可以将此批文

献放在一起，进行相互比勘，以便对此批文献的释

录不当之处进行补正，还原此批文献的本来面貌，

促进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１］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Ｍ］．北

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张重艳，杨淑红．中国藏黑水城所出元代律令与词讼文

书整理与研究［Ｍ］．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５．

［３］孙继民，宋坤，陈瑞青，等．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的整

理与研究［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４］杜建录．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第５册［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

［５］陈高华．元典章［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

［６］杜建录．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第６册［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

［７］许仲琳．封神演义［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５６８．

（责任编辑：雷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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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吉开金（１９７９—　），女，安徽省凤阳县人，文学博士，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论《茶馆》的经典化

吉开金１，２

（１．合肥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００；２．淮南师范学院 文传学院，安徽 淮南 ２３２０００）

摘　　　要：《茶馆》作为中国当代戏剧的经典之作，其经典地位是在历史化过程中由政治、文化、文学批
评、报刊媒介、舞台表演、大众、文学史、学校教育等因素合力建构起来的。它经历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从文艺界推
崇到大众广泛接受，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国内外《茶馆》热，以及自由多元语境下开放包容的《茶馆》这几
个阶段，共同呈现出《茶馆》经典化全貌。

关　键　词：《茶馆》；经典化；合力建构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６７０（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４９０６

　　一部文学作品要想成为经典必须经过时间的

淘洗也就是历史化的过程，艾略特在《什么是经典

作品》中说：“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试图做什么，他

们唯独不能指望自己写一部经典作品，或者知道自

己正在做的就是一部经典作品。经典作品只是在

事后从历史的视角下被看作是经典。”［１］任何一位

作家在世时都难以预言自己的作品能否步入经典

行列，任何一部作品都要经过岁月长河的冲刷才能

成为经典。在历史化的过程中，不同的文学经典通

过不同的机制去获得自己的权威地位。就《茶馆》

的经典化而言，它是在一个历史时期通过政治、文

化、文学批评、舞台表演、报刊媒介、大众、文学史、

学校教育等多元因素共同建构，从而进入经典殿堂

实现自己的权威地位。关于《茶馆》的经典化进

程，研究界尚未有过系统论述，本文将对《茶馆》的

经典化进程进行具体爬梳，试图呈现其全貌。

一、从文艺界推崇到大众广泛接受

在文学经典建构的外部因素中，有一因素是文

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力量，童庆炳在《文学经典建构

诸要素及其关系》中将其称为“发现人”，对此他阐

述道：“发现人就是最早发现某个文学经典的人。

发现人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不同时代的好几个

人。发现人要具备的品质是，第一要有发现的能

力，提出对于作品的新体会和新理解，第二要有较

大的权威性，他的这种权威性使他的发现能够推广

开来。”［２］在《茶馆》经典化的过程中也存在宽泛意

义上的“发现人”，它是另类的由国家权威刊物所

化身。１９５７年９月初为纪念十月革命４０周年，苏

联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外国文学》推出了“中国

文学专号”，刊载了周恩来的亲笔题词和苏联作家

协会第一书记苏尔科夫的《我们的友谊》、茅盾的

《一幅简图———中国文学的过去、现在和远景》，接

着是中国文艺作品的介绍，有郭沫若的诗歌、老舍

的《茶馆》、瞿秋白的杂文和陶渊明、白居易、孟浩

然的诗歌等［３］。１９５７年９月５日《人民日报》对苏

联《外国文学》的刊载进行报道，１１月３日《文艺

报》从第３０号开辟“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

十周年纪念专号”，刊登了戈东的《苏联“外国文

学”出版中国文学专号》一文，翔实叙述了文学专

号中苏联对中国文学的介绍情况，其中说到老舍的

《茶馆》是苏联《外国文学》专刊中唯一的剧本［４］。

毋庸置疑，《外国文学》和《人民日报》《文艺报》这

些国家权威刊物对《茶馆》的连续刊载、报道形成

了一股重要的推介力量，使得《茶馆》从被“发现”

而得到文艺界的重视。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２日《文艺

报》第 ３７期刊载了金受申的《读“茶馆”话“茶

馆”》，作者以随感追忆的方式表达了对剧本的喜

第３８卷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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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高度肯定《茶馆》的场景描写、人物刻画、生活

状态与历史的一致。不久，李健吾在《人民日报》

１９５８年１月号发表《读〈茶馆〉话〈茶馆〉》，对剧作

的宏大规模到人物的刻画手法以及结构设置都表

达了精深看法，肯定《茶馆》是老舍的“力作”“高度

造诣”和“重大收获”。李健吾的洞见和权威性在

文学场内揭示出《茶馆》的重要价值和地位，对其

经典化起到积极建构作用。１９５８年初《茶馆》在文

艺界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文艺报》１９５８年第１

期刊登了《座谈老舍的〈茶馆〉》。座谈会由中国作

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文艺报》总主编张光年主持，

与会者有焦菊隐、陈白尘、张恨水、李健吾、王瑶、林

默涵、赵少侯等人。这是《茶馆》经典化历程中具

有重要分量的一次会议，文艺界重要人士对《茶

馆》纷纷发表看法，进行了高度认可。这次会议发

言发表在《文艺报》第一版，篇幅较长，无疑这是文

艺界的一件大事。诸多权威文艺家对《茶馆》主题

意蕴、结构艺术、人物语言、民族风格等方面深刻而

独到的评论都具权威性、经典性，句句如星珠串天，

处处耀眼。后来者对《茶馆》的阐释很大一部分都

被其提出的概念所覆盖包容，许多人都沿此足迹走

下去。毫无疑问，这次座谈会为《茶馆》经典身份

的认知和经典地位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茶

馆》经典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会议。

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方式各有不同，有的是自下

而上，由市井百姓的推崇而渐进文学主流被册封为

经典；有的是自上而下，由文学上层的推行而逐渐

在平民大众中产生影响，步入经典行列。相应来

说，《茶馆》属于后一种方式。１９５８年 ３月 ２９日

《茶馆》在北京面向大众首演，这意味着《茶馆》由

文学上层的认可、推崇而融入世俗大众的认同，将

和一般的读者、观众之间广泛建立联系、形成对话，

推动《茶馆》广泛传播。从３月２９日至４月３０日

《茶馆》在首都剧场表演了 ３０场，５月份演出 １１

场，表演取得巨大成功。据张光年记述：座谈《茶

馆》时对剧作的估计还是不足的，“看了演出，才把

人吃惊地镇住了，这是真正的艺术魅力”［５］。舞台

上的《茶馆》是如此灿烂，充满了迷人的光彩，在大

众中产生热烈反响。张庚在５月份的文章中谈道：

“老舍先生的《茶馆》最近在北京人艺剧院上演了，

很受观众注意，也成了文艺界私人谈话和集会中间

的话题，总之，是新近北京文艺方面比较惹人注目

的事件之一。”［６］同时，各大报刊络绎不绝地进行

报道评论，如《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大公报》

《北京日报》《戏剧报》《北京晚报》等报刊集中涌

现《茶馆》的评论文章。这是《茶馆》问世之后引起

社会关注较“火”的一个阶段，充分展现了北京人

艺舞台表演二度创作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媒介的重

要推广力。此时《茶馆》由文艺界的赏识、推广进

入另一个层面———一般读者、观众的响应、认同，融

入经典建构的大众力量。

由上文可见，《茶馆》在问世之后经过被权威

刊物“发现”和推广，进而得到文艺界的重视。金

受申、李健吾的评论和《文艺报》举行的座谈会皆

表明了《茶馆》在文艺界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而

北京人艺卓越的舞台表演又使《茶馆》从文学主流

的推崇融入世俗大众，获得一般读者和观众的认

同，产生广泛影响。很显然，《茶馆》在此阶段经过

报刊媒介、文学批评、舞台表演和社会大众这些因

素的合力建构，其经典地位已初步得到确立，尽管

它后来遭受严厉批评经历了一段压抑时期，但已深

入大众心底，这是《茶馆》为何在新时期一归来就获

得立竿见影、潮水般巨大轰动效应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茶馆》热从国内到国外

“文革”结束以后，随着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

潮流的推进，《茶馆》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１９７９

年２月３日北京人艺在纪念老舍诞辰８０周年活动

中上演了《茶馆》第一幕，时隔一个多月后，３月１３

日新华社用英文对外播发关于重新上演《茶馆》的

报道。《茶馆》从３月份开始公演，这一年一共演

了１３４场，场场爆满。经历了漫长的坎坷岁月之

后，原班人马《茶馆》的到来犹如浪潮激荡着人们

的情感和灵魂，这不仅缘于北京人艺艺术家精湛的

演技，更缘于《茶馆》的包容和历史寓言性。《茶

馆》演出在观众中的巨大反响引发评论文章的井

喷，这些文章从《茶馆》的导表演艺术、主题思想、

结构艺术、人物刻画、剧作风格等方面给予高度评

价。其中引人注意的是 １９７９年《文艺研究》第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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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特别推出了一组有关《茶馆》的评述性文章，共

１３篇。同时这期《文艺研究》还安排了叶浅予作

画、老舍题词的《〈茶馆〉速写》（十幅），封页的第

二、第三面是《茶馆》的剧照八幅。《文艺研究》创

刊于１９７９年，是文化部主管、最初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的重要文艺刊物。通过这些可见《茶馆》在

国内产生的热度和巨大影响。

《茶馆》的舞台表演不仅引起国内观众的关

注，也引起国外戏剧家、影评家、制片人、演出承包

商、驻华大使、外国友人不绝如缕的赞誉。他们完

全被《茶馆》的舞台导表演、剧作水平震惊，想不到

中国竟有如此精妙的话剧艺术，热切地希望《茶

馆》能够走出国门，到自己国家、到世界去演出。

１９８０年《茶馆》在外国人士的积极推荐、邀请和人

艺剧院的筹备下，经文化部和中央批准，于９月２８

日至１１月１１日开始了西德、法国、瑞士的演出之

旅。首演是在西德的曼海姆剧院，演出前几天两场

剧票就售完，第二场卖站票。演出很成功，现场反

响十分强烈，每幕的开场、闭场均有热烈掌声。１０

月１日曼海姆剧院举行了《茶馆》访德的记者招待

会，出席的记者有：曼海姆图片社玛丽亚、莱茵普法

尔茨报马克斯、曼海姆晨报汉茨、海德堡南德意志

广播电视台尼克拉、南德意志电台比勒尔等［７］。

从这两次演出成功的实况来看，就可预想《茶馆》

此后会受到多么热烈的欢迎。总而言之，《茶馆》

在西欧１４座城市演出的２５场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产生轰动效果。

《茶馆》从西欧出访归来，国内旋即又形成一

股热潮。自１９８０年底《光明日报》《人民戏剧》《人

民日报》《文艺研究》《文艺报》等权威刊物接连发

表有关《茶馆》西欧之行的报道评论文章，特别是

《文艺研究》１９８１年第 １期又集中推出有关《茶

馆》的８篇文章，好似集束手榴弹，威力很大，再次

以先前方式营造出一种声势。１９８１年 １月 ８日

《人民日报》开始连载乌苇·克劳特编辑的《东方

舞台上的奇迹———〈茶馆〉在西欧》。在这些重要

刊物的带动下蔚然兴起《茶馆》的评论大潮，从权

威刊物扩展到一般刊物，从以北京人艺艺术家为主

体的评述者扩展到更广阔的文艺学术界，涵盖《茶

馆》的各个方面，形成一个壮观的景象，一起夯实

了《茶馆》的经典地位。

《茶馆》在国内外产生的热潮和报刊、电视等

媒介的大力宣扬，使得《茶馆》在世界范围内更广

泛地传播，直接推动了北京人艺１９８３年赴日演出。

应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及话剧界的邀请，北京人

艺进行了为期２５天的《茶馆》演出活动。毫无疑

问，在日本的２３场演出也是大获全胜，产生轰动效

果。观众反响十分强烈，形成日本的《茶馆》热潮，

日本的电视台、报纸杂志等都纷纷对《茶馆》的演

出进行报道和高度认可，《茶馆》成为日本家喻户

晓的话剧。综上所述，《茶馆》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初期已经确立了经典地位，除了来自《茶馆》剧作

本身的魅力外，还来自北京人艺卓越的舞台表演、

文艺界的阐释和报刊媒介的推波助澜，这些因素共

同建构起《茶馆》的经典地位，虽然《茶馆》在此时

期的传播、接受还没有呈现出一个较为开放、自由、

多元的局面，但它在经历多种复杂因素的检验后已

呈现出文学经典所具有的品质、力量，能够承载历

史之重，面向未来！

三、开放包容中的《茶馆》

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个开放、动态的过程。如

果说一部文学作品完成其经典化，这只是一种宽泛

意义上的说法，严格地来说，任何一部文学经典都

永远处在经典化之中，经典化是进行时，不是封闭

的，它需要接受当下和未来的检验。《茶馆》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建构起经典地位，但其时思想的

解放、文学观念的蜕变、批评标准和方法的衍变以

及审美趣味的变化等都进行得缓慢。鉴于１９８５年

之后社会、时代和文学都发生重要变迁，影响文学

经典建构的因素都在发生变化，因此《茶馆》在进

入一个自由、多元、开放的语境中需要经得住新的

历史阶段的考验，得到多方认可与推崇，其经典地

位才能实现永恒。《茶馆》在新的历史阶段承受了

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依然保持活力，散发出璀璨

的光芒和不朽的魅力，保持经典的权威地位，表现

如下：

（一）《茶馆》阐释的开放性、对话性

文学经典是在同各时代对话中生成的，其丰富

的潜能被不断地激发出来，其丰富的价值和意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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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呈现，它拒绝定论性阐释。在《茶馆》６０多年的

存在史中，人们总能随着政治文化流变解读出不同

的《茶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茶馆》评论者大多从

政治立场出发，解读出《茶馆》的主题是埋葬旧时

代和表达对新社会的爱，这是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

形态的。新时期《茶馆》在经历一段历史浩劫之后

重新归来，人们开始为其“正名”，这时期《茶馆》的

主题解读仍是埋葬旧时代和歌颂新社会。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渐兴起一场“寻根”文化热，寻根作家

们纷纷发表了一批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文学作品，

例如“商州系列”“葛川江系列”“津门系列”和“京

味文学”，当人们对这些文学进行热情关注时，“京

味文学”的开山鼻祖老舍及其作品也随之进入人

们的视野，与其文化意蕴相关的内容都被挖掘出来

和重新解读，比如老舍创作与北京市民世界、老舍

创作与北京方言、老舍创作与民情风俗等。当然，

作为“京味文学”精品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

《茶馆》是研究者们特别关注的对象。这时，《茶

馆》文本中所潜藏的文化意蕴浮现出来，得到重

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不断有研究者沿此路径

阐释下去，“五十多年来《茶馆》的演出之所以能够

经久不衰，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这种文

化”［８］。进入２１世纪，有学者借助西方社会学等

理论来阐释《茶馆》，于是发现了“市民公共空间”，

如李相银、陈树萍在《市民社会的重新发现———

〈茶馆〉新论》中指出：“当老舍试图‘叙述三个时代

的茶馆生活’时，茶馆便被赋予了‘市民公共空间’

的气质。”［９］由这些我们看到从“埋葬旧时代”，到

“文化意蕴”，再到“意在呈现旧时代的‘市民公共

空间’”等，人们在一次次“误读”中发现《茶馆》的

“新颜”，这呈现了《茶馆》的多义性、开放性和适应

时代的活力。

（二）“茶馆派”形成

《茶馆》以原创性力量建立起新的传统———话

剧“茶馆派”形成，显示出文学经典的辐射力量和

历史传承。２０世纪西方学者布鲁姆认为后辈作家

普遍存在一种“影响的焦虑”，那就是先驱的光芒

完全笼罩住自己以致自己被光环奴役无法创新，但

这种“影响的焦虑”却有利于经典的传承和扩容。

换个角度看就是前辈的作家作品能给后世的作家

作品带来多少馈赠和影响，这正是对一部文学经典

的检验及其地位的体现。《茶馆》对后世产生的影

响之一，并且较好地体现了其地位的就是话剧“茶

馆派”的形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北京人艺剧院的苏

叔阳、李龙云与何冀平自觉师承老舍，接受《茶馆》

的艺术熏陶和滋养，使得作品在艺术风貌上呈现出

一些共同的特点，例如写北京人、记北京事、说北京

话、展现北京的风俗民情，具有浓郁的北京地域色

彩。这些剧作以蓬勃的生命力和不凡的创作实绩

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反响，声名远扬，至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中后期已形成一个成熟的风格流派。在话剧

领域对此风格较早进行命名的是１９８９年罗章生的

《论茶馆派及其民族特色》，他认为当代话剧领域

存在一个“茶馆派”：“其成员是一师三徒，即以老

舍为师，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苏叔阳、李龙云和

何冀平为徒。”［１０］他们的代表作品都受到了以《茶

馆》为代表的老舍剧作的影响。对于这一风格流

派中的作家作品，吴祖光等人曾经表示过这样的看

法：“苏叔阳同志是已做出成就的不愧为老舍的后

继者之中的一位。”［１１］此外，董健、陈白尘、陈辽在

谈到李龙云的《小井胡同》时认为其可以视为《茶

馆》的续篇。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和新世纪，话剧

“茶馆派”纳入新的活力，《茶馆》的继承者们得到

更多关注，如《旮旯胡同》（１９９３）、《北京大爷》

（１９９５）、《古玩》（１９９７）、《万家灯火》（２００２）等话

剧一直活跃在舞台上，即使面对当今追捧时尚文化

的市场仍然一枝独秀。这些与《茶馆》有着非常相

似的审美追求和艺术风格的剧作———《茶馆》的继

承者们，它们蔚为壮观的存在和散发的魅力都诠释

了《茶馆》强大的影响力与穿透力，无可取代。

（三）《茶馆》在文学史中保持权威地位

文学史书写是经典建构的重要途径之一，每个

时代都会随着文化变迁和审美趣味的变化对经典

进行重估，因此那些多次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作品就

代表着一种权威和地位，体现一种规范和价值。

《茶馆》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访欧归来后，它在文学

史中的地位不断高扬。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文学史对

《茶馆》的评价、定位，经历了一个从侧重政治性到

审美综合性的过程，然而无论怎样，文学史对《茶

馆》都充满了肯定。进入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和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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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撰热情没有消减，洪子诚

的《中国当代文学史》（１９９９），陈思和的《中国当代

文学史教程》（１９９９），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

文学发展史》（２００４），以及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

学史（下册）》（２０１２）等一大批文学史相继亮相，它

们在文化多元、价值多元、自由开放的语境中，以新

的文学史观和艺术标准重新评价文学作品。这时

期文学史在评判文学对象时呈现一种自由、多元、

冷峻客观的态度，更加切中肯綮。如董健等人在高

度评价《茶馆》“以驾驭语言、刻画人物的深湛功力

扩大了话剧作为一种艺术样式的‘边界’”时，也指

出其不足之处：“三大段落之间，并不存在推动情

节发展的具体的戏剧的逻辑联系。”［１２］虽如此，《茶

馆》在众多文学史中的经典地位从未发生变化。

《茶馆》在文学史上持续、明确的价值评估中生产

出自己的经典地位，又一次表明历史的尘埃无法将

其淹没。

（四）《茶馆》进入教材

文学经典往往是通过纳入国民教育序列和编

入教科书而实现其话语权力和权威地位的，例如历

史上儒家经典的确立便是通过这种方式得以实现，

从孔子定《五经》教授学子到汉武帝时倡导“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即是明证。《茶馆》从１９９０年开

始被编入中学语文教材，迄今为止语文教材已改版

多次，但《茶馆》一直稳居其中，从未落选。甚至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发生有关中学语文教材减少鲁迅的

争鸣时，《茶馆》并没有像鲁迅的经典之作那样由

于晦涩难懂而遭受质疑。这从侧面有力证明《茶

馆》是一部艰深和浅显、雅俗共赏的伟大作品。当

然，《茶馆》也一直被编入大学的文学教材和各种

选本中，它们都在教育体制中强化了《茶馆》的经

典地位，将其经典价值进行凝固。

（五）《茶馆》“热”持续

１９８５年２月，当上一次《茶馆》热的余温还未

散去，北京人艺又接到三方面的盛情邀请：香港邀

请《茶馆》１９８６年赴港演出，加拿大邀请《茶馆》作

为首演节目参加“８６’温哥华世界博览会”艺术节，

新加坡邀请《茶馆》作为压轴戏参加１９８６年的艺

术节。新时期以来，《茶馆》的每一次演出都光彩

夺目，每一次演出都倾倒无数观众，每一次演出都

像一颗重磅炸弹带来轰动效应。近年来出现《茶

馆》演出的几个新版本，其舞台演出也获得成功。

２０１７年李六乙导演的“川味”《茶馆》在北京、四

川、包头、上海等多地上演，受到人们欢迎；２０１８年

孟京辉别开生面导演的《茶馆》在乌镇首演后，又

开启了法国、德国等地的巡回演出，获得成功。总

之，《茶馆》是中国戏剧舞台、世界戏剧舞台的一颗

璀璨明珠，它奇迹般地创造了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之

热、９０年代之热、新世纪之热，流传后世，经久不

衰！此外，《茶馆》还被搬上电视、电影荧幕，被商

业运作———《茶馆》异质出现“老舍茶馆”，以及被

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泰语、俄语等多

国语言，成为世界“文化熟知”，这些都扩张了《茶

馆》的经典地位，实现经典增值。

综上所述，《茶馆》一路繁花盛开，其多义、多

层面的东西被打开，与社会各方面之间形成一个开

放对话，价值得到多方面认可，已全面确立了文学

经典地位。尽管《茶馆》在未来还要面对新的检

验，但一部真正的文学经典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和

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轻易消亡。

四、结语

文学经典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化过程，在《茶

馆》的经典化过程中政治、文化、文学批评、报刊媒

介、舞台表演、大众、文学史、教育等众多因素都参

与其中，一起形成合力，共同推动《茶馆》入座经

典。对于这些因素，究竟孰强孰弱，哪一个重要哪

一个不重要，不好做出定论。有的因素可能在这个

时期表现得较强些，在下个时期就相对弱些，有的

是显性的存在，有的是隐性的存在，但把它们放入

历史长河中来看各种因素发挥的力量可能又是平

衡的。但目前研究者在论及《茶馆》的经典化时鲜

有注意到政治和报刊媒介的重要而积极的建构力

量，大多将目光集中于《茶馆》自身的思想艺术魅

力和北京人艺卓越的表演艺术。此外，文学经典化

过程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言明和照样复制的历史

化过程，它不能用一个模式来概括，“我们不妨将

经典化过程理解为这样一个相互缠绕穿插的三重

机制的协同作用过程：文化生产场生产出对于文学

经典的认知，新闻场或大众媒介场通过时间或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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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的炒作强化了某些文学经典的地位，教育体制则

通过教材或教学实践将某些文学经典永久化”［１３］。

诚然，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存在这样的机制协同作

用，但每一部文学经典都是在独特的历史语境下生

成的，其经典化机制的复杂性难以说得一清二楚，

正如人们永远难以给经典下一个标准定义一样。

我们在《茶馆》的经典化过程中看到的不止三重机

制的协同作用，而是远比其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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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冯尔康将唐代军户分类至“半贱民等级”，详参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４２页。宁欣亦将唐

代军人归类为“下级阶层之社会边缘群体”，详参宁欣：《唐五代宋初都市社会中下阶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８页。

②本文以唐代军人女性配偶为主要对象，部分内容涉及其他家属如军人子女等，故统称“军人家属配偶”。相关研究曾论及唐后期兵士家属

随军及其衣粮问题，详参方积六：《关于唐代募兵制度的探讨》，见《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３期，第１１０—１２０页。另有研究主张，魏博牙

兵家属随军居魏州城内，家属日常生活供给主要为牙兵所受“给赐”，详参葛焕礼、王育济：《魏博牙兵与唐末五代政局的变动》，见《河北

学刊》，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第１５７—１６１页。还有学者指出，藩镇军队中随军家属的生活来源是藩镇给予的“家口粮”、赏赐及官方拨给土地耕

种的收益，同时提到健儿家口享有税收优待，详参朱德军：《试论地方性军人集团与唐代中后期的“地方独立化”》，见《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７７—８３页。

③李斌城等谈道，从事家务劳动与农业生产是历代以来农家妇女的共同特征。例如隋唐时，除了主持或操持家务，家庭纺织业也由农家妇

女承担，因此她们必须在采桑、养蚕、缫丝、纺织等整个工序中投入大量时间。详参李斌城、李锦绣、张泽咸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０１页。

唐代军人家属配偶问题初探

刘啸虎，焦　烨
（湘潭大学 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唐代前期府兵制时代，原则上军人家属配偶留在原籍，不随军迁移。玄宗之后，依诏军人家属
配偶亦可随军，但会面临某些问题。无论是否随军，军人犯法家属配偶连坐，军人战死则朝廷抚恤其家属配偶。

以军人身份为纽带，唐代军人家属配偶的生活境况与军人的生活境况紧紧联系在一起。军人离世后，其妻子受

周边社会影响，或寡居或选择再嫁。以上情况皆与唐代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　键　词：唐代；军人；家属；配偶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６７０（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５５０５

　　军人作为一个群体，在唐代社会中殊为独特。
唐代前期承袭府兵制，军人平时务农、轮番服役，尚

未脱离原有社会而形成独立的集团。唐代中后期

府兵制溃败、改行募兵制之后，职业军人群体逐渐

出现，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对此《资治通

鉴》有言曰：“兵农之分，从此始矣。”［１］６７５３毛汉光则

明确指出，自从大士族在唐代渐渐走向官僚化和中

央化，“以军镇为单位的职业军人成为强有力的社

会势力”［２］。唐代军人的生活状况受关注较少①，

而唐代军人家属尤其是其配偶同时拥有女性和军

人家属两重身份，更有较大研究空间②。本文试图

对唐代军人家属配偶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努力揭示

其背后所反映出的唐代社会状况，并分析唐代社会

变化给军人家属配偶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一、守家与随军

谷霁光指出，唐代前期各地折冲府的兵源和军

人家室居处皆有一定范围，即“地团”。也就是说，

除番上、校阅，卫士基本上不脱离其家乡以及农业

生产和本人原来的生活［３］。府兵卫士番上服役

时，家属仍留原籍，不得随军，加之兵户需举室捐业

以供卫士所需，故而家中农业生产由军人家属

承担。

所谓“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馁者；一妇不蚕，

天下有受其寒者”［４］，唐立国行租庸调制，“庸”

“调”所征的布帛原本即由女子产出③。府兵外出

服役，耕种也多经家中妇人之手。有唐一代，妇女

参与农业耕种的现象十分普遍。《旧唐书·列女

传》载唐太宗时雍州泾阳人杨三安妻李氏，在丈夫

公婆皆过世后，带着两个孩子“昼则力田，夜则纺

缉”［５］５１４０，勉强维持生计。中晚唐元稹《酬乐天东

南行诗一百韵》更有吟：“防戍兄兼弟，收田妇与

姑。”［６］４５３２家中男丁离乡从军，农业生产便由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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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这些军人家属承担。除了耕作纺织，女子还要

承担各种生产劳作。如有研究指出，巴峡女性极具

特色且普遍的劳动是负水；峡江西部夔州女子多上

山背柴薪；江南多莲藕，故江南女子多采莲、采菱

等［７］。更有研究总结道，唐代农家妇女平日除了

蚕桑、纺织，还要采拾野菜野果、打柴和舂米，不少

山区女子则以砍柴和卖柴为生［８］４９。不难想象，唐

代前期府兵制下军人外出服役之后，其家属配偶除

了日常劳作，还要承担原先男子负担的耕种等重体

力活计，劳作繁忙。

在唐代前期，除了最著名的府兵，还有兵募等

兵员。其主体为定期差遣，于长期战争不利，且至

战争后期，征发之人多不能按时回乡，以致民怨沸

腾。开元十年（７２２），玄宗从兵部尚书兼朔方军节
度使张说之言，“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

之制”［１］６７５３。至开元二十五年（７３７），又在边镇置
“长征健儿”［１］６８２９，正式实行募兵制。为稳定军心，

保持军队战斗力，使军人在戍守地长期稳定生活，

唐廷遂允许军人家属配偶随军，并给田宅。《唐六

典》卷五《兵部郎中》“天下诸军有健儿”条注曰：

“开元二十五年敕，以为天下无虞，宜与人休息，自

今已后，诸军镇量闲剧、利害，置兵防健儿，于诸色

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住边

军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兼给永年优复；其家口情愿

同去者，听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９］士兵及随

军居住的家属遇到生活问题，则由当地镇守军的兵

马使参与处理［１０］。由此，随着募兵制逐渐替代府

兵制，军人与家属分离也变为家属随军。

其实及至唐中后期，军队为保障供给、避免粮

食转运之劳，仍常在驻地屯田。比如，为防御吐蕃，

京城长安西北地区军队以戍卒家庭为单位进行屯

田［１１］，随军家属需与军人共同耕作以助军需。此

即前揭敕书“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至军州，各给

田地、屋宅”的实际反映。从“其家口情愿同去者”

亦可知，家属随军并非强制性的。终唐一朝，军人

家属随军应未成定制①。安史之乱后各镇由节度

使实际掌控，家属是否随军因各镇情况而异。如上

文所述河朔名镇魏博牙兵的家属便随军居魏州城

内，且日常生活主要依赖牙兵所受之“给赐”，故魏

博牙兵组建后逐渐“父子相袭，亲党胶固”［５］４６９２。

又有唐末五代时，后唐孟知祥上奏：“遂阆黔夔等

州自此差来所屯军都将士等，当府已厚给衣粮，尽

令优足。其指挥都头，各随职次，悉以安排。虽因

事以在川，固系籍而为国，但念各有家口骨肉在本

管军 营，居 此 者 已 有 生 涯，在 彼 者 宁 无 离

恋？”［１２］１１０２他请求准许将士家口入西川，后唐明宗

却以“（两川）曾经战斗，必有杀伤”“去不相见，住

无所依”［１２］１１０２为由拒绝。显然，孟知祥欲把军人

家属一并迁入西川，从而更好地控制军队，割据一

方。后唐明宗则洞悉孟知祥意图，不放将士家口入

川，意在以军人家属为质，警告其勿有反心。反之，

禁军家属却随明宗本人一同迁移：“明宗幸汴州，

六军家属自洛迁汴，而明宗又欲幸邺都，军士愁怨，

大臣颇以为言。”［１３］

军人家属配偶随军，一定程度上可安抚军心，

但军营之中诸事多有不便，难免引起一些问题。如

据《新唐书·崔宁传》：“宁在蜀久，兵浸强，而肆侈

穷欲，将吏妻妾多为污逼，朝廷隐忍，不能

诘。”［１４］４７０６崔宁本因代宗大历三年（７６８）平蜀乱知
名，后以久镇蜀地而行事愈发嚣张，甚至常有逼奸

部下军人家属配偶之事。此类情况并不罕见，又如

《新唐书·卢从史传》载：“（卢从史）既得志，浸恣

不道，至夺部将妻，而能辩给粉泽其非。”［１４］４６６０卢

从史为德宗朝昭义节度副大使，跋扈于本镇，部下

军人与家属配偶只能忍气吞声。遇有战事，无战斗

力的家属配偶如落入敌手，下场将更为悲惨。天宝

十四年（７５５）安禄山起兵叛唐，颜杲卿与袁履谦举
兵相抗，以身殉国。直到至德二年（７５７）唐军收复
两京，史思明以河朔上唐廷，颜杲卿子颜泉明在河

北一带访求两人的亲眷，才得以将“转徙贼中，穷

窘无告”者数百人送到蒲州，颜真卿“赡给久之，随

其所诣而资送之”［５］４８９８。又有《新唐书·冯河清

传》载：兴元元年（７８４），“浑蠨以吐蕃兵败贼韩
等，泾人妄传吐蕃有功，将以叛卒孥与资归

之”［１４］４７５５。此举虽最终并未得行，但兵败后军人

家属配偶的命运之悲惨可想而知。

由上可见，家属随军固然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

作用，成为激励将士奋勇作战的后盾，但也会被用

以控制和要挟军人，成为其软肋。宪宗元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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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研究指出，直至宋代家属随军才成为定制，随军家属被称为军属，军属与士兵一起居住于军营，衣粮仰给于官府，生活费用一并纳入国

家财政之中。详参张换换：《宋代军属研究》，开封：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８年，第６页。另，宋代禁军在部队换防或“就粮”期间一
并将家属带去，但军队被调往前线作战或番戍等临时性调动时，家属则留在营地不随军而动。详参王云裳：《宋代军队经营问题研究》，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１２页。



（８１７）李光颜在郾城击破淮西军，郾城守将邓怀金
十分恐惧。董昌龄劝邓怀金投降，并联络李光颜：

“城中兵父母妻子皆质贼，有如不战而屈，且赤族。

请公攻城，我举火求援，援至，公迎破之，我以城

下。”［１４］５１８５李光颜依计而行，邓怀金顺势归降。此

役中，郾城将士的配偶家属皆被扣为人质，故不敢

轻举妄动，只能迂回请降，以求保护家人①。这不

禁引人思考：唐代后期藩镇节度使在允许军人家属

配偶随军时，是否已渊图远算，准备战时以家属为

质，从而更好地控制军队，以达到战事预期目的。

二、连坐与褒赏

不论是随军还是守家，若军人违反军令，依据

情状不同，军人家属也要受到牵连。唐前期府兵制

下，律令中严禁代人应征：“诸征人冒名相代者，徒

二年。同居亲属代者，减二等。”［１５］２５５至高宗、武后

时期，府兵制溃败，富人以钱代役者比比皆是，此条

律令的推行效果自然不尽相同。更严重者，若军人

在征战过程中有叛逃之实，家属或有连坐罪责，甚

至有性命之忧。《旧唐书·孝敬皇帝弘传》即载有

高宗总章（６６８—６７０）年间诏令：“征边辽军人逃亡
限内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并处斩，家口没

官。”［５］２８２９另，军人如“密有征讨而告贼消息”，斩

之，“妻、子，流二千里”［１５］２５９。由此可见，唐代为加

强对军人的管控，对其家属也予以严格的法律

约束。

在唐代，政府对军人家属配偶自然也有褒赏。

《太平广记》引《抒情诗》“张睽妻”②条：“会昌中，

边将张睽防戍十有余年。其妻侯氏，绣回文作龟形

诗，诣阙进上。诗曰：‘睽离已是十秋强，对镜那堪

重理妆。闻雁几回修尺素，见霜先为制衣裳。开箱

叠练先垂泪，拂杵调砧更断肠。绣作龟形献天子，

愿教征客早还乡。’敕赐绢三百匹，以彰才

美。”［１６］２１３３边将张睽之妻侯氏因思念丈夫，写诗呈

天子，希望早日放丈夫归乡。《全唐诗》亦记曰，武

宗阅其诗，特敕张睽还乡，并赐侯氏绢三百

匹［６］８９９２。

除了上述特例，在唐代，更常见的是对阵亡军

人家属的褒赏。即使在正史中，亦可见对节妇孝女

迎尸骨的肯定、褒奖。卢惟清妻徐氏知晓丈夫战死

之后，“倍道行至播川，足茧流血，得惟清尸，以丧

还，阅岁至洛阳”［１４］５８２３。又有孝女王和子者，徐州

人，父兄以防秋卒而戍泾州。元和（８０６—８２０）年
间，吐蕃寇边，父兄皆战死。王和子听闻噩耗后，

“被发徙跣裳，独往泾州，行丐取父兄之丧，归徐

营葬，手植松柏，剪发坏形，庐于墓所”［５］５１５１５１５２。

再有大中五年（８５１），兖州瑕丘县人郑神佐戍防庆
州时战死，其女“乃剪发坏形，自往庆州护父丧还，

至瑕丘县进贤乡马青村，与母和葬”［５］５１５２。按照唐

代的规定，阵亡军人的尸骨一般要归葬原籍③，实

际情况显然并非完全如此。玄宗时刘湾吟征南诏

事，就有“妻行求死夫，父行求死子”［６］２０１２之句。当

然，军人家属配偶真正能远赴异地迎回军人尸骨者

为数很少，军人尸骨仍多遗留于异乡，或由朝廷统

一掩埋。如贞观二年（６２８）四月太宗即“诏骸骨暴
露者，令所在埋瘗”［５］３４，贞观三年（６２９）十二月又
“诏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勇夫殒身戎阵者各

立一寺，命虞世南、李伯乐、褚亮、颜师古、岑文本、

许敬宗、朱子奢等为之碑铭，以纪功业”［５］３７。尤其

是在战场上，唐代通常采取就地殡葬的方式掩埋军

人尸体［１７］。大多时候阵亡军人的家属只能收到死

讯，而永远无法等到其遗体归乡安葬。

同时，朝廷间或对阵亡军人家属进行优赏抚

恤。高宗显庆（６５６—６６１）年间，契絆何力镇压铁
勒九姓反叛后，“士卒道死者，令所在收瘗”，并“蠲

护其家”［１４］４１２０，即免除死亡军人家属赋税并给予

救济。有学者指出，唐代对于战死者家属会免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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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唐代普通军人家属配偶会遇到如此祸事，将领家属也难以逃脱。如德宗建中（（７８０—７８３）年间，泗州刺史张?被魏博节度使田悦围
困于临?，守城日久，城中缺粮，张?“知事不济，无以激士心，乃悉召将卒于军门，命其女出拜之，谓曰：‘将士辛苦守战，?之家无尺寸物

与公等，独有此女，幸未嫁人，愿出卖之，为将士一日之费’”。详参刘籧：《旧唐书·张?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４９０８页。再
有安史之乱时张巡苦守雍丘一年，城中粮绝，“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诸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经年乏食，忠义

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人，坐视危迫’”。将士不忍食，张巡“强令食之”。详参刘籧：《旧唐书·张巡传》，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４９００—４９０１页。
又作“张揆妻”。详参彭定求：《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版，第８９９２页。
关于唐代军人死后归葬问题，学界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盛会莲指出，唐代法律对死亡将士安葬做了专门规定，实际执行中政府也做了

很多具体工作，但仍与相关规定存在一定出入。详参盛会莲：《唐五代时期政府对死亡将士的抚恤》，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９９—１０４页。李蓉的研究更为详细，其指出：唐代前期，军人尸体由同乡或军队运回；唐代后期，死亡将士尸体由
军队或附近州县负责运回家乡；若遇战事紧急，则由军队统一于战地附近以礼掩埋。详参李蓉：《隋唐军事征伐礼仪》，北京：国防工业出

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７１—１８３页。



定时间的差科，而因在位皇帝不同，优恤赈给亦有

不同［１８］。如德宗建中二年（７８１）九月“壬戌，赐立
功士卒帛，禀死事家三岁”［１４］１８７。宪宗元和十二年

（８１７）十月平吴元济后，“葬战士，禀其家五
年”［１４］２１７。对军人家口的赏赐同样见于诏令。如

上元元年（７６０）肃宗改元赦文曰：“其六军及飞龙
闲厩，加赐物。其成都灵武、元从扈从，递加有差。

在外诸军，各录赏物。阵亡将士，优加褒赠。行人

家口，所在赈给。”［１９］武则天光宅元年（６８４）唐军
讨徐敬业之乱，军将成三郎为叛军生俘，宁死不屈，

临就义之时向叛军大呼曰：“我死，妻子受荣；尔

死，家口配没，终不及我！”［５］４８７６所谓“妻子受荣”，

更可见战死军人家属优赏抚恤之力度。宪宗元和

（８０６—８２０）年间进讨王承宗前颁诏：“其有城镇将
士百姓，守节拒贼，身死王事者，各委长吏，优给其

家，仍具事迹闻奏，当加褒赠。”［１２］６２６唐后期各方节

度使更多以私财赏军，并恩及军人家属。如宪宗

时，鄂岳观察使柳公绰书生治军，“士卒在行营者，

其家疾病死丧，厚给之”，士卒归心，纷纷效力，故

柳公绰“每战皆捷”［１］７７０８。

三、改嫁与守节

如前文所述，唐代军人家属随军并未成制度，

多有家属配偶没有随军同去，留守等待便成为常

态。对于留守家属尤其是军人配偶而言，不仅经济

负担加重，而且饱受相思之苦，在感情生活中也要

经受考验。

感情方面，如上述张睽之妻侯氏境况者，在唐

代后期颇为常见。宣宗时，裴度子裴识初任泾原节

度使，发现此地戍守军人常逾期不得归家，即“与

立戍限，满者代；亲七十，近戍”［１４］５２１９。遑论战时

状态下，甚至多有新婚未过丈夫即从军离乡者。如

杜甫《新婚别》即吟道：“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

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

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

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６］２２８４安史之

乱爆发后的乾元二年（７５９），唐军在相州之战中失
利，损失惨重。撤退过程中，郭子仪以朔方军断河

阳桥而保东京，并于河阳周围大举募兵，填补军队

缺额。杜甫就是在相州战败、兵荒马乱之际作此

诗，以征人妇的口吻诉说战争之下民众疾苦以及对

官军作战胜利的希冀。诗中妇人新婚之际送别征

人，正是战时环境下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经济方面的考验也很现实，尤其是军人死于服

役征战后，家中失去男丁，家属配偶难免陷入困顿。

唐末杜荀鹤有诗曰《山中寡妇》，诗中妇人或许并

非军人家属，只是“夫因兵死”，但其困境已令人动

容：“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

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

应无计避征徭。”［６］７９５８丈夫故去后，妇人的境遇由

此可见一斑。

唐代军人死后，在以上双重考验下，其家属配

偶还有一种选择，即再嫁。高世瑜指出，唐代妇女

守寡后再嫁是当时普遍风气，政府为增加人口，还

提倡寡妇再嫁［８］１５４。张国刚认为，孩子年幼、本人

年轻是唐代寡妇选择再嫁的一个重要原因［２０］。唐

代军人家属配偶再嫁的原因其实更为复杂。《广

异记》中记有一则关于唐代军人妻子再嫁的故事：

“漳浦人勤自励者，以天宝末充健儿，随军安南及

击吐蕃，十年不还。自励妻林氏为父母夺志，将改

嫁同县陈氏。”［２１］丈夫还未战死，只是长期未归，妇

人便被父母逼迫改嫁，由此不难推测军人战死后家

属配偶之境况。当然，唐代军人配偶也不乏主动再

嫁者。如《太平广记》引《乾 子》“孟妪”条载，德

宗贞元（７８５—８０５）末三原县有孟妪者，丈夫张察
为郭子仪手下的兵士。张察死后，孟妪寡居十五

年，“忽思茕独，遂嫁此店潘老为妇”［１６］２９２４。

可见，在唐代社会中，不论是被迫还是主动，军

人配偶再嫁都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但受彼时礼教

影响，妇女选择再嫁者仍是少数，绝大部分失去丈

夫的女子仍会继续留在婆家侍奉公婆舅姑、抚育幼

子。正如前文提到的杨三安妻李氏，在丈夫去世后

仍“数年间葬舅姑及夫之叔侄兄弟者七丧”，为太

宗所嘉许［５］５１４０。

四、结语

综上文可知，唐前期府兵制时代，原则上军人

家属配偶留在原籍，耕种纺织，经营日常。至高宗、

武后时期，府兵制逐渐溃败，其后募兵制渐趋成型，

当兵成为职业，军人家属配偶有愿同去驻地者，可

随军而行。军人家属配偶随军一定程度上可安抚

军心，成为激励将士奋勇作战的后盾，但也随之带

来一些问题，且可以用来要挟军人，成为其软肋。

若军人违反军令，依据情状不同，军人家属所受牵

连也不尽相同。而军人阵亡后，尽管朝廷间或对其

家属进行优赏抚恤，但是缺少家庭劳动力以及感情

慰藉，家属配偶仍可能陷入困顿之中。从守家到随

军，唐代军人家属配偶命运的变化实际反映出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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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制度乃至唐代国家与社会的变化，具有鲜明的

时代特点。

唐代府兵制时期，军人家属配偶要在家中担负

起农事耕种，募兵制推广后随军家属亦往往从事屯

田。她们不仅要与军人一同开垦屯田，有时还需面

对严峻残酷的战事。随军家属也常被作为人质，用

于挟制军人，极端情况下军人家属配偶甚至往往被

抛弃。不难看出，唐代军人家属配偶处于弱势地

位，她们只是作为军人的“附庸”而难以掌控自己

的命运，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女性地位在唐代社会中

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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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帝王略论》撰写于李世民即位之前，当时虞世南是李世民的“参军”，书中二人分别称“先生”“公子”。详参虞世南：《帝王略论》，陈虎译

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前言第１—２页。

《帝王略论》中的先秦及秦朝帝王论

刘治立
（陇东学院 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庆阳 ７４５０９９）

摘　　　要：中国古代史论著作《帝王略论》卷一记录了李世民与虞世南对先秦至秦朝夏禹、秦始皇等帝王
得失荣辱的讨论，在后四卷中也多次论及这些帝王的功过是非。这些论断对于贞观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玄

武门之变被比作周公诛管放蔡的义举，贞观盛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先秦治世的悠长回响。

关　键　词：《帝王略论》；先秦；秦朝；虞世南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６７０（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６００６

　　《帝王略论》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史论著
作，书中虞世南与秦王李世民①按照历史发展顺序

探讨历代帝王的政治得失。卷一集中讨论了先秦

及秦朝统治者的事迹，涉及夏朝三位君王（夏禹、

太康、桀），商朝四王（成汤、太戊、武丁、纣），周朝

七王（文王、武王、成王、厉王、宣王、幽王、平王），

以及秦朝二皇（秦始皇、秦二世）。卷二至卷五在

讨论汉朝至隋朝人物时，也多次论及先秦和秦朝帝

王，并在人物品评范围上有所延伸，连带讨论了夏

少康、周康王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齐桓公、晋文公、

鲁庄公、吴王夫差、楚怀王、赵武灵王等。本文结合

相关材料，对《帝王略论》中关于先秦及秦朝君王

的论断作一些探讨。

一、评断帝王的个人功过

先秦乃至秦朝是中华制度文明的肇始时期，从

部落联盟到天下一统，从公天下到家天下，从禅让

制到宗法世袭制，众多历史人物在关键时期发挥了

重要作用。探寻他们的政治轨迹、分析他们的成败

得失是《帝王略论》卷一的主题，也是后四卷中频

频出现的话题。

（一）肯定圣君的功业

随着历史的发展，被后世推崇和膜拜的理想明

君贤主辈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更是在层叠演绎

和美化下，成为被仰视和仿效的对象。在《帝王略

论》中，李世民发问时屡次提及先秦和秦朝帝王的

历史贡献，如称商汤“以武平乱，功施天下”［１］１２，周

武王“率八百之师称兵而灭纣”［１］２９，秦始皇“并吞

天下，平一宇内，其规摹功业亦已大矣”［１］４８。

针对李世民的这些评断，虞世南一一做了回

复。例如，他认为少康能在“夏氏之灭已二代”的

绝境下“成配天之业”［１］７８，光复夏朝，“中兴之君，

斯为称首”［１］７８，其功业在历代中兴之君中十分突

出。结合商汤“解三面之网则翔飞被其泽，剪发为

牺牲则黔首蒙其惠”［１］１１的行为，虞世南认为商汤

是个“仁人”，不强调他开创商朝基业的武功，而赞

赏他的仁德：“汤救焚拯溺以安天下，是故东征西

怨，此非仁人之效欤？”［１］１２对于周成王和周康王时

期的社会政治，虞世南以为“成、康承文、武遗迹，

以周、召为相，化笃厚之氓，因积仁之德，疾风偃草，

未足为逾”［１］５５，从而予以肯定。另，卷五在分析北

魏孝文帝的历史贡献时，认为其改制“衣冠号令，

华夏同风”，较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

“不亦优乎”［１］１８０；若论其“威仪技艺”，则为“鲁庄

公之匹也”［１］１８０。此处虽然主要讨论孝文帝的功

绩，但也捎带品评了赵武灵王和鲁庄公。

（二）指摘君王的瑕疵

对于先秦和秦朝君王特别是历来受到赞颂的

君王，虞世南以独特的眼光重新审视之，并予以客

观的分析，不虚张其政治智慧，也不掩饰其理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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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例如，虞世南以为，周成王“有累世圣人之资，

其聪睿不足怪也”［１］６２，即其在前辈的基础上创造

功业，要相对容易一些，但成王“疑周公以流

言”［１］６２，说明他还做不到用人不疑。再有，李世民

询问周宣王能否称作“令主”，虞世南回答说，周宣

王“为诗人所咏，其词甚美”［１］３７，而“观夫人之事

迹，殆不充乎雅、颂”［１］３７，实际上其美名很不副实。

随后虞世南还“详而论之”，分析周宣王即位时的

社会状况、即位之初的各项举措，以及所谓“至治”

背后的隐患、宣王晚年丧师千亩和料民太原之弊

等，并引用《诗经》“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之语，认

为他有始无终，犯了成为“令主”的大忌［１］３７。

（三）批评暴君的恶政

先秦和秦朝的暴君昏主也不绝于书，夏桀、商

纣、周厉王、周幽王都是众矢之的，秦始皇与秦二世

更以其暴虐之君的形象长期受到口诛笔伐。如

《帝王略论》批评桀、纣“恶被生民，害加百姓”［１］６５，

夏桀“狂暴，失道之君也”［１］１２，纣王“刚猛暴虐，饰

非拒谏”［１］２５，周厉王“暴虐，毒流境内”［１］３７，周幽、

厉二王“暴虐无道”［１］４１，秦始皇“贪暴”［１］４８成性，

秦二世才不如秦始皇却遵其“贪暴之迹”［１］４８。

虞世南认为，帝王“无礼则乱，无道则虐，乱虐

之主，害及生民”［１］１２，对诸暴君昏主的败绩予以不

同程度的批评。他还以桀、纣为代表，探究君主暴

虐的根源：“彼二人者，非布衣草创之君，拨乱匡时

之主，皆以承平继业，渐渍膏腴，外无师傅之严，内

阙自然之质；不知稼穑之艰难，罔识前代之成败。

及身居南面，血气方刚，富有区中，制御万物，威若

雷霆，势逾风火。”［１］２０

二、比较帝王的治国得失

陈虎说：“在历史研究方法上，《帝王略论》在

对人物的评价中，广泛采用历史比较的方

法。”［１］前言５卷一开篇伊始，《帝王略论》就借李世民

“夏禹之德，何以不逮于尧、舜”［１］２的疑问，从比较

的角度将问题摆出来，而虞世南的回答也围绕着纵

横比较展开。

（一）比较仁德之优劣

如上所述，《帝王略论》所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帝王德业的比较。虞世南分别列举了尧、舜和

夏禹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施政方针、仁德体现方

式、社会评价等，认为尧、舜“为而不宰”，采取无为

而治的方针，而夏禹则亲力亲为，“敷九土，乘四

载，达万国，定九州，刊木导川，其勤至矣”［１］２。尧、

舜无为而治，百姓感觉不到生产和生活的干扰；夏

禹身体力行，治理水患，确立社会秩序。尧、舜至圣

之德“无迹可寻”，以致百姓说：“帝何力于我

哉？”［１］２夏禹不辞艰辛，东奔西走，人们切身感受到

他的功绩，因此《左传》说：“微禹之功，吾其鱼

乎！”［１］２虞世南没有简单地将二者分出高下，他既赞

扬尧、舜“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政治品

德和境界，也肯定了三代德衰的大背景下夏禹勤政

为民的政治品德，认为“帝王之功，莫此为盛”［１］２。

另，舜之弟象曾经多次谋害他，舜即位后不仅

没有打击迫害象，还将其封于庳地；而周初管叔、蔡

叔勾连武庚作乱，周公将这两个兄弟或诛杀或流

放。李世民据此发问道，周公“不赦管、蔡之罪而

诛放之”，是否有惭德之嫌。虞世南分析说，表面

上看两者都是兄弟之争，但性质是不一样的。象谋

害舜的时候，舜还只是普通百姓，这种争斗属于一

般的家庭矛盾，危害范围有限，仅是“一身之

祸”［１］３３，并不关涉国家大局。管叔、蔡叔等人的叛

乱“则谋危社稷”［１］３３，破坏周朝社会政治的稳定。

周公诛放兄弟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盖以救率

主之命而存宗周之祀。大义灭亲，斯此之谓”［１］３３。

如果说舜宽宥弟弟象是“圣人之教”［１］３３，那么周公

诛放兄弟则是“爱王室”［１］３３的行为。

再有，班固曾言“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

矣”［２］，李世民询问此言是否恰当，虞世南一一点

评四位帝王的德业，并予以高下之分：周成王和周

康王“承文、武遗迹”，受周公和召公的辅佐，“化笃

厚之氓，因积仁之德”［１］５５；汉文帝“体兹仁恕，式尊

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昊之淳风”，其行“几

近于王道”；“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１］５５，汉

景帝等而下之。

（二）比较功业之高下

在《帝王略论》中，李世民和虞世南多次比较

先秦和秦朝帝王的功业，以更加准确地把握他们的

历史地位。例如，由于受到外族的威胁，周平王捐

弃丰镐旧地而毅然迁都洛邑，受到一些人的讥刺。

李世民也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布纲治纪”的准则，

虞世南则说，迁都洛邑使周祚得以传延二十余世，

“子孙勿替将三百年，此与大王居岐山其义一

也”［１］４５。将周平王迁都与先周时期古公父因被

外族侵扰而从豳地迁居岐山相比，会发现二者都是

针对外部势力的避让行为，但《诗经》赞颂古公

父“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

商”［３］５３７，孟子以古公父为“仁人”［４］，周平王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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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却多受讥评。“度德量力，何所讥焉”［１］４５，虞世

南不赞成这种厚此薄彼的评断，认为两者对于周王

朝的创基和延祚分别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此外，虞

世南还将他与东晋晋元帝作比较：周平王时周室衰

微，政由方伯，而晋元帝“仁恕为怀，刚毅情少”，故

“蹙国舒祸，其周平之匹乎”［１］１１１。

虞世南比较少康中兴与光武中兴，认为此二帝

“皆兴复先绪，光启王业”，但由于各自所具备的条

件不同，“其名则同，其实则异”［１］７８。相比而言，少

康“生于他国，不及过庭之训，曾无强近之亲，遭离

乱之难，庇身非所”［１］７８，通往中兴之路更加艰难曲

折。虞世南还运用比较法，将多位帝王的政治得失

更好地呈现出来。周成王家庭背景良好，“有累世

圣人之资，其聪睿不足怪也”［１］６２，汉昭帝则“父非

武王，祖非文王，叔非周公；而卓然不群，风智如

此”，这样看来，其优劣“相去远矣”［１］６２，汉昭帝要

高于周成王。秦始皇与汉武帝都在开疆拓土方面

作出过重大贡献，其“骄奢暴虐”亦“可以相亚，并

功有余而德不足”，这是他们的相同之处；不同之

处是在“开学校，盛文词，制度宪章，焕焉可述”等

方面，汉武帝“方于始皇，则为优矣”［１］５９。

虞世南进行历史比较论证，是以历史人物在功

业、品格乃至作恶方面具有可比性为前提的。例如

他认为，在魏晋时期，只有诸葛亮这样的旷世奇才

可以与伊尹、吕尚相媲美：“彼孔明者，命世之奇

才，伊、吕之俦匹。”［１］９０他反对不符合实际的强拉

乱比。司马昭在杀害高贵乡公之后上书太后说：

“欲遵伊、周之权，以安社稷之难。”［５］曹奂诏封司

马昭为相国，违心地称赞其功绩：“虽尚父之左右

文、武，周公之勤劳王家，罔以加焉。”［６］４０“昔在周、

召，并以公侯，入作保傅。其在近代，
'

侯萧何，实

以相国，光尹汉朝。随时之制，礼亦宜之。今进公

位为相国，加绿 绶。”［６］４１司马昭假意辞让，司空

郑冲率群官以伊尹、吕尚的事迹为例劝进，“昔伊

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汤，遂荷阿衡之号。周

公借已成之势，据既安之业，光宅曲阜，奄有龟蒙。

吕尚，銵溪之渔者也，一朝指麾，乃封营丘”，奉劝

司马昭何必勤勤于小让，“宜承奉圣旨，受兹介福，

允当天人”［６］４２。虞世南对于这样的历史比附很不

以为然，他认为司马昭的篡弑行为与周文王、周武

王、伊尹、周公不可同日而语：“方之文、武，不能竭

忠叶赞；拟迹伊、周，遂乃伪杀彦士（高贵乡公字）；

委罪成济，自贻逆节，终享恶名。”［１］９９他进而指出，

“斯言之玷，不可为也”［１］９９，严厉抨击司马昭的自

拟和谀臣们的谄媚之词。

（三）比较用人之得失

伊尹、傅说、吕尚均“擢自草莱”，虞世南在肯

定他们是“命世大贤”的同时，也强调商汤、武丁、

周文王慧眼识人。在讨论中，虞世南多次以春秋战

国时期诸侯发现和使用人才的事实，来分析君王们

的政治得失。例如，他将齐桓公和晋文公成就霸业

归因为善于用人：“昔小白有鲍叔、隰朋，重耳有赵

衰、子范，然克清宗国，遂伯诸侯。”［１］１８７李世民问

道，北齐文宣帝高洋狂妄悖逆至极，为什么却“国富

人丰，不至于乱亡”？虞世南较之以齐桓公，来解答

这个问题：齐桓公“奢淫无礼，人伦所弃”，将重大国

事交付给管仲，因此能够称霸诸侯；文宣帝“鄙秽忍

虐，古今无匹”，将政事委托给杨?，因此得以“保全

宗国”［１］１９４。虞世南还总结道，即便自身有严重过

失，但他们用人得当，“所以社稷犹存者也”［１］１９４。

“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人，必须产

生于君主的贤明，而不是君主的贤明产生于良好的

忠言。”［７］１１４这里强调的是选取贤才与贤明政治的

关系问题。李世民问道，太康的五个兄弟“竭忠尽

智”，以辅其君，“上可以追尧、舜之迹，下可以安民

尊位”，为什么却不能使夏朝免予危亡的厄运？虞

世南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列举春秋战国时期屈原和

伍子胥的遭遇来说明鄙弃贤才的严重后果：“屈原

非不智也，见放于楚。子胥非不忠也。流尸于

吴。”［１］７虞世南还做出历史假设，“使二主能用两

贤，则楚为七国之雄，吴作九州之伯矣”［１］７，两国的

历史可能会被改写。通过这样的历史类比，虞世南

揭示了太康失国的原因，进而总结出任用贤才、接

受箴规的重要性。

（四）比较昏暴之危害

先秦暴君数量较多，不仅经常被后人数落，而

且如贤君尧、舜和文、武一样往往被后人频频并提，

如桀、纣和幽、厉等。李世民问曰：“视桀、纣二主，

亦同禀五常之性，并有过人之处，何为昏乱以致于

此？”虞世南答曰：作为帝王，他们“不知稼穑之艰

难，罔识前代之成败”，对尧、舜、禹、汤的事迹嗤之

以鼻，不关心百姓死活，凭个人好恶施政，“怒则伏

尸百万，喜则赏逾千室”，如此“安得不绝亡者

哉”［１］２０。虞世南还提供了一个可资比较的对象：

“彼始皇者，弃仁义而用威力，此可以吞并而不可

以守成，贻训子孙，贪暴而已。胡亥，才不如秦政；

赵高，智不及李斯，以暗主而御奸臣，遵始皇贪暴之

迹，三载而亡，已为晚矣。”［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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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略论》在讨论后代暴君昏主时，也多次

将其与先秦暴君作比较，如西汉昌邑王刘贺与桀、

纣［１］６５以及北齐文宣帝与桀、纣［１］１９４，对不同时代的

暴君一起进行挞伐。

三、概括帝王的理政启示

在评断先秦和秦朝帝王功过是非以及比较其

治国得失的同时，《帝王略论》还注重分析总结其

理政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一）弃仁用威，无以守成

虞世南以历史箴言来说明仁在治国安邦中的

重要作用：“《易》云：‘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

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１］１１“仲尼云：‘骥不称

其力而称其德。’”［１］１２李世民询问商汤最突出的道

德品格，虞世南答以“仁人也”［１］１１。史书有载：“汤

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

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

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

德至矣，及禽兽。’”［８］９５虞世南以该故事作为例证，

来说明“仁人之利不亦远乎”［１］１１。

虞世南认为，与商汤相反，秦始皇“起秦陇之

地，蚕食列国，遂灭二周而迁九鼎”，其成就可谓显

赫，势力可谓威猛，但是他“弃仁义而用威力”，一

味地推行高压政策，“贻训子孙，贪暴而已”［１］４８。

秦始皇的治国方法“可以吞并而不可以守成”［１］４８，

而刘邦“信诚好谋，达于礼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

由己，从谏如顺流，趋时如响赴”［１］５１，不仅夺取秦

朝政权，而且奠定汉朝四百年基业。

（二）何代无贤，用与不用

历史证明，君主的明智是贤才得以展示才华的

前提：“遴选大臣，对于君主说来实在是一件重大

的事情；他们是否良臣，取决于君主的明智。”［７］１１０

虞世南认为，各个时期都会有贤才，关键是看能否

被发现和起用。他以“文王卜而遇太公，武丁梦而

求傅说”［１］１６的故事，来说明贤臣对于君王成就事

业的巨大作用；又以屈原和伍子胥的遭遇为例，来

论证“何代无贤，用与不用”的问题，提出“人主若

能观五子之诵以为鉴戒，欲求危哉，其可得乎？箴

规要切，极于此矣”［１］７。

一个君王的成长需要有贤人的诱导，只有德才

兼备的人才能培养品格良好的帝位继承者，造就明

智的君主。周成王在襁褓之中时，召公为太保，周

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故太子初生而见正事，闻

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９］，后来出现成

康之治也就不足为奇了。同理，虞世南亦从秦二世

的生活环境及幼年所受影响探索其昏暴的根源。

“秦使赵高傅胡亥，教之讼狱，所习者无非斩、劓、肘

足、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

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谣言，视杀人如刈草

菅。”［１］１４５不能将胡亥的昏暴简单地归咎于其个性，

“彼其所以导之者非其理故也”［１］１４５，而与他所处环

境、所受熏陶关系密切。“故选左右弼教之最急”，且

具体人选不能仅“以位升”，更要“由德进”［１］１４５。

（三）见机而作，圣知时也

虞世南认为，“夫机者动之征也，非圣人弗能

见也”［１］２５。他还举例说，周文王屈身事纣与周武

王武力伐纣，都是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而定。周文

王时期，纣王的恶迹还没有完全显露，国力亦强，比

干、箕子和太师疵三位大臣尚在，周文王还没有力量

撼动殷商，只能“屈道事之，盖时宜也，龙蛇之蛰是其

义乎”［１］２５。虞世南还援引《左传》“文王率殷之叛国

以事纣，圣知时也”［１］２５之语，来说明周文王的抉择

是正确的。到了周武王时期，形势有所变化，主要是

其自身力量的强大，“周公佐之，太公为将”，但周武

王仍“曰纣未可伐”［１］２５。直至数年之后，纣王“昏乱

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

其乐器而奔周”，周武王于是以“殷有重罪，不可以不

毕伐”遍告诸侯［８］１２１，然后于牧野之战中一举击败纣

王，完成翦商大业。虞世南由此强调指出，“圣人见

机而动，动必万全，不疑滞于物以失机也”［１］２５。

当代学者许倬云认为，“周以蕞尔小国而能克

商，既不能由经济力强弱作理由，又不能由军事力

量的优劣来分高低，周之胜利只能由战略的运用以

寻求解释了”［１０］。这种推论也是在强调抓住战机

是武王克商的关键，与虞世南的认识是一致的。

（四）修文允武，期于至公

周人灭商不仅有时机的问题，还有是非（正义

与非正义）的问题。如上所论，周文王和周武王在

对待纣王的态度上大相径庭，前者“屈道以事殷”，

后者“称兵而灭纣”［１］２９。李世民就此质疑道，如果

周文王屈居里含垢忍辱为是，那么周武王牧野伐

纣就不恰当了；反之，如果周武王兴兵翦商为是，那

么周文王屈服于暴君就不对了［１］２９。对于这样的

质疑，虞世南以一年四季的更替和五行的运演作比

喻，来揭示事物的是非不可一概而论：周文王很睿

智，“晦迹藏用，所以显仁”，而周武王果敢勇毅，

“发扬龚行，所以静乱”；周文王“修文”即修治文

教，周武王则“允武”即修治武备［１］２９。两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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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曲同工，不存在德业的优劣和运数的穷通。虽然

他们的行为方式不相同，但是在济世庇民的目标上

则是一致的，即“期于至公而已矣”［１］２９，都是以苍

生为怀，以公义公利为出发点。

四、帝王伟业在初唐政治中的回响

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以史为鉴的思想，《尚书》

“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１１］２０５以及“我不可不监

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１１］２２４的鉴戒主张影响

深远，《诗经·大雅·荡》也强调“殷鉴不远，在夏

后之世”［３］４５３。唐朝以史为鉴的治国思想与先秦时

期的鉴戒主张有很大联系。虞世南与李世民在秦

王府共观经史，商榷古今，“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

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１２］８２，解决了李世民的

许多疑惑。这些笃论深深影响了稍后的贞观政治。

贞观七年（６３３），唐太宗与魏征等“从容论自古理
政得失”，魏征以商周易代为例，说明大乱之后可

致太平：“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

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

平。”［１２］３９４０贞观十一年（６３７），魏征给唐太宗上书
说，要吸取“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１２］１２的

教训。先秦及秦朝君主的政治智慧被唐太宗所汲

取，成为开创盛世的重要参照，而贞观盛世则是对

先秦美好治世的悠长回响。

在讨论梁武帝的得失时，李世民问道，“人君

修道，与匹庶殊乎？”虞世南答曰：人君者“君尊高

之地，知生杀之权。势挟风云，力摧山岳，其威德大

矣，其运行远矣”，其道德修养“以宏济为怀，仁恕

为体”，且要“推此一心，以及万类”，而“区区一介

之善，亦何取焉”［１］１５３。以上述周公诛杀管叔、流放

蔡叔为例，虞世南对周公做法的肯定就是在强调政

治道德要高于一般的家庭伦理道德。而“诛管放

蔡”行为在唐朝得以重演，也是以这一道德准则为行

动依据。玄武门之变的前夕，房玄龄曾对长孙无忌

说：“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

之礼。古人有云，‘为国者不顾小节’，此之谓

欤。”［１３］２４６０李世民因“同气之情，终所未忍”而犹豫

不决［１３］２４９８，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

君集等苦谏曰：“事急矣！若不行权道，社稷必危。

周公圣人，岂无情于骨肉？为存社稷，大义灭亲。今

大王临机不断，坐受屠戮，于义何成？若不见听，无

忌等将窜身草泽，不得居王左右。”［１３］２４１８李世民终于

放下了骨肉相残乃古今大恶的思想包袱，以周公为

榜样，大义灭亲，将其兄弟李建成、李元吉诛杀。

《旧唐书》赞曰：“管、蔡既诛，成、康道正。贞

观之风，到今歌咏。”［１３］６３“建成、元吉，实为二凶。

中外交构，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忧启圣。运属

文皇，功成守正。善恶既分，社稷乃定。”［１３］２４３８诛

除管、蔡成就了成康之治，而玄武门之变也确立了

贞观之治的基础。《新唐书》对贞观社会的赞扬亦

广泛征引先秦时代的圣君政治，将贞观之治与少康

中兴、成康之治、宣王中兴相提并论。“禹有天下，

传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兴之业。汤有天下，传二

十八王，而其甚盛者，号称三宗。武王有天下，传三

十六王，而成、康之治与宣之功，其余无所称焉……

呜呼，可谓难得也！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其可称者

三君，玄宗、宪宗皆不克其终，盛哉，太宗之烈也！其

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

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１４］欧阳修等认为，

唐太宗李世民在翦除隋末群雄、恢复社会稳定方面

的功劳堪比商汤、周武王，而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则

可以与三代盛世相媲美；李世民“功德兼隆”，只能在

先秦时期找到先例，汉朝以降再没有帝王可与其比

肩。苏辙认为唐太宗是汉代以来最突出的贤君，“唐

太宗之贤，自西汉以来，一人而已……自三代已下，

未见其比也”［１５］。王夫之对李世民的品德颇有微

词，但是对于其功业还是持肯定的态度：“读太宗论

治之言，我不敢知曰尧、舜之止此也，以视成汤、武

王，其相去无几矣。”［１６］王夫之的观点与《新唐书》很

相近，认为唐太宗与商汤、周武王不相上下。

玄武门之变在历史上不仅很少受到指摘，还被

称作“义举”，对此范祖禹持不同意见。他从究明

义理的角度出发，对“论者或以太宗杀建成、元吉

比周公诛管、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昔者象日以

杀舜为事，舜为天子也，则封之；管、蔡启商以叛周，

周公为相也，则诛之。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

知象之将杀己也，故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尽其诚以

亲爱之而已矣。象得罪于舜，故封之。管、蔡流言

于国，将危周公，以间王室，得罪于天下，故诛之。

非周公诛之，天下之所当诛也，周公岂得而私之哉？

后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则当如舜封

之是也；不幸而有乱天下之兄如管、蔡，则当如周公

诛杀之是也。舜处其常，周公处其变，此圣人所以

同归于道也。”［１７］２１２２简言之，范氏以为李建成、李

元吉“得罪于”李世民而非“天下”，不应当被诛杀，

故“太宗之罪著矣”［１７］２２。

事实上，封建时代的政治斗争是无情的，骨肉

之情“在残酷的政争中不免显得苍白无力，世民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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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势在必行，未可厚非”［１８］７７。虽然范祖禹以道德

本位的理学准则对唐太宗李世民予以严厉抨击，但

还是没有改变肯定玄武门之变的声音。当代学者

认为，“是不是李世民就要因残害骨肉、夺嫡篡位

而被视为历史罪人呢？不是的。在分析历史上这

类武力夺权斗争时，人们不免囿于礼法或杀戮是

非。正是这一点，使李世民似乎也洗不清不孝不悌

之名。但是若从政权转移的合理性而言，违礼与杀

戮并不是评判的惟（唯）一标准，商汤放桀、武王伐

纣之类，也是以武力夺权，所谓以有道诛无道者也。

所以李世民在被动情势下，主动发动玄武门之变，

亦有其历史选择的合理性，‘遵周公之事’者，即

（就）是此种合理性之历史根据也。”［１９］抛开具有

或不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胡

如雷亦直言“对这次事件持肯定的态度”［１８］７７。

五、结语

正如陈虎所言，《帝王略论》“完全适应了当时

的社会需要和统治集团的要求。所以，‘览前王之

得失’‘以古为镜’，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治理国家

的经验教训和治国方略，就构成了《帝王略论》撰

写的指导思想”［１］前言５。贞观之治以及诸史家乃至

当今学界对李世民玄武门之变的评价就是明证。

总之，虽然不乏一些微词，但虞世南与李世民在

《帝王略论》中的探讨是符合传统社会主流价值观

的，他们的某些主张在现代社会也有一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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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中晚唐五代都虞候城市治安权
———基于空间视角的分析

肖雷鸣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１０２４８８）

摘　　　要：安史之乱后，都虞候巡警军营及军城的职责扩大至整个城市空间。对城市治安的接管是都虞
候对军营散于城中的现实适应，也是保卫城市的必然要求。中唐以来，地方城市普遍修筑城墙，形成多重城或分

城的结构，城市空间的分割导致新的都虞候职任的出现，都虞候职责的空间特征再次凸显。五代十国时期，某些

地方城市升级为皇城，虞候转化为金吾，继续管理城市治安，这是唐宋之际权力之空间变化在虞候制度上的

反映。

关　键　词：都虞候；城市治安权；子城；权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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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都虞候①的职责，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

僚佐考》最早开始研究，其以张自勉授官敕中所记

“职在刺奸，威属整旅，齐军令之进退，明师律之否

臧”作为都虞候之职的“扼要”描述［１］２２１，搜集了不

少史料并总结道：“虞候职在整军纪、刺奸滑”“其

职即在督察兵马故也”［１］２３６。张国刚继承严文观

点，同时指出藩镇职官的行军体制渊源②，颇有启

发性。其他涉及都虞候职责的文章主要在史料上

多有补充③，整体上超越严、张两文者不多。

安史之乱后，藩镇逐步扩展至整个唐王朝境

内，虞候也由于整军刺奸的职责及其在藩镇节度使

下的地位，开始插手刑狱。至晚唐五代，掌握马步

院的马步都虞候（或称马步使）以置马步狱的形式

逐步侵夺了州县的司法权。马步院是北宋司理

（司寇）参军的前身，因此很早就受到法制史学者

的关注。相关研究以室永芳三《五代时代の军巡

院と马步院の裁判》④一文为代表，其后国内学者

陆续有成果面世，并集中于五代马步院刑狱形态、

功能等方面⑤。近年来，有学者梳理相关史料，将

马步院的源头追溯至前代军候狱⑥，丰富了认识。

总体来看，关于唐五代虞候的讨论大致从上文

所述的两个方面展开，即维持军队纲纪的职责、侵

夺地方司法权的马步院（狱）⑦。从历史发展来看，

这两种职责是前后相继的（前者并未随着后者的

出现而消失），本质上它们都是以“人”作为说明虞

候职责的落脚点（对象），前者为管理军人，后者为

管理平民，那么关于虞候的权责是如何由管理军人

纲纪发展到管理地方司法，相关研究或语焉不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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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无意地忽略，截至目前并没有形成清晰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虞候在宋代城市管理中的

作用，梁克敏将虞候放入唐宋时期城市治安的范畴

中讨论其职能的变革①。立足空间审视虞候职责

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是个有益的尝试；但仅仅指

出虞候在城市管理中的重要性是不够的，梁氏的这

条路并未走得很远，其相关结论有再商讨的必要。

强调都虞候职责的空间特征，对于理解都虞候的治

安权与中晚唐五代以来的城市管理变迁很有必要。

二、“谁何”“警巡”：虞候职责的空间视角

学界在描述虞候的职责时，常以某个虞候的具

体任务为例，抑或借助文本中的概括性论述。

（一）文献记载

关于虞候，《卫公李靖兵法》（《通典》引）、《太

白阴经》的记载最为详备。虞候的职责大致可分

为行军与下营两部分。据《通典》引《卫公李靖兵

法》，行军时虞候的主要任务如下：“右虞候既先发

安营，踏行道路，修理泥溺、桥津，检行水草；左虞候

排窄路、桥津，捍后，收拾阑遗，排比队仗，整齐军

次，使不交杂。”［２］４０２８下营时，虞候的任务则随之转

变，其中有夜巡军营一项：“诸军营队伍，每夜分

更，令人巡探。人不得高声唱号，行者敲弓一下，坐

者扣槊三下，方掷军号，以相应会。当营界探，周而

复始。掷号错失，便即决罚。当军折冲、果毅，并押

铺宿，尽更巡探，递相分付；虞候及中军官人，通探

都巡。”［２］４０３１４０３２《卫公李靖兵法》记载的是唐前期

的制度，府兵制还属健全，折冲、果毅之官仍行使着

职权（“并押铺宿”），不过，虞候与中军官人“通探

都巡”，掌握着整个军营的通盘巡视。

关于虞候巡视制度，约成书于唐代宗年间的

《太白阴经》［３］记载得更为详细且有条理。据《太

白阴经》预备卷，“每日戌时，严警鼓角初动，虞候

领甲士十二队，建旗帜，立号头，巡军营及城上”，

巡夜过程中按规定“坐喝”“行答”［４］２６４，亦即《卫公

李靖兵法》所记“方掷军号，以相应会”一事，不过

此时已由虞候独掌。另外，在巡夜之前虞候判官持

簿于大将军幕前取号，以供“坐喝”“行答”之

用［４］２６６２６７，至次日五更左右虞候向大将军“报平

安”［４］２６０。每晚取号、巡视喝答，次日早报告平安，

虞候“巡军营及城上”的整个流程显而易见，关键

是其中的“城”应该作何理解。笔者以为，其狭义

上指军城，广义上则蕴含着地方城市这种普遍意

义。虞候巡视军城并无疑问，那么虞候巡视地方城

市呢？安史之乱后，战争硝烟远未散去，安史余党

拥兵擅地，藩镇由边疆逐步遍于内地，并逐渐形成

“大都通邑，无不有兵”［５］４１５７的局面。随着内地城

市的军事化，虞候的巡视范围从军营及军城扩大至

整个城市空间，拥有管理城市治安的权力。中晚唐

虞候参与城市管理是节度使权势扩张的反映，也是

地方城市军事化的结果之一。

两书中记录的差异反映了唐前期与中期军制

的变化，而相形之下，后者更加详细地专门介绍了

虞候的工作任务，且多为他书所无，极有价值。仔

细考察李筌的文本，虞候管理城市治安职能的核心

可概括为“巡营及城”“坐喝行答”，这在其他史料

中则被省略为另外两个词语。据阎好问墓志，咸通

（８６０—８７４）年间，幽州卢龙节度张允伸②“试其巡
警，授节度都虞候，有谁何之誉”［６］１１２３９。“谁何”，

问之也，指稽查盘问，如此则幽州节度都虞候的职

责可以称作“谁何”“警巡”。这两个词也见于他

处，如右金吾卫大将军武懿宗“谁何、儆巡”之

任［６］２４４８、左金吾卫大将军兼左街使刘础“官奉谁

何，力勤巡檄”［６］７５０１，与上述都虞候的职责基本一

致。日本学者田头贤太朗的观点隋唐金吾卫的具

体职责直接继承自北魏的虞候制③也印证了这一

点。虽然名称有所改换，但是都虞候城内治安之权

责与长安城的金吾京城治安之任一脉相承，以军人

管理城市治安可谓早有先例。

（二）具体事例

从现有事例来看，早在代宗时，安史之乱方告

终了，虞候便已开始掌握城市的治安权。郑玉自大

历（７６６—７７９）以来，先任莫州唐兴军左虞候，“以
屏盗贼”，在任时“擒奸摘伏，抚弱遏强，井邑肃

然”［６］１０２９４，德宗贞元十七年（８０１）升任该军都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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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参梁克敏：《变革与出路：唐宋之际虞候与城市治安管理制度的演变》，见《史林》，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７７—８３页。
阎好问墓志仅称燕国公，查咸通（８６０—８７４）年间在位的节度使，封燕国公者为张允伸。详参刘籧：《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
第４６７９页。
详参田头贤太朗：《金吾卫の职掌とその特质：行军制度との关系を中心に》，见《东洋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８８卷第３号，第１—３１页；《唐皇帝
の军事指挥权と金吾卫》，见《东洋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１０１卷第４号，第６１—９１页。



候［７］，“闾里怀其仁，乡党服其义，犬不夜吠，衣锦

昼行”［６］１０２９４。加之他出身文职［６］１０２９４，转任武职后

也是一副亲民面孔，不似军人作风。

至宪宗元和（８０６—８２０）时期重塑朝廷权威，
分藩帅兵权给管下刺史①，虞候管理城市之制在州

郡层面普及开来。正因为如此，虞候巡警城市职能

在中晚唐史料中大量出现。如在扬州地区，文宗大

和（８２７—８３５）年间，杜牧入淮南牛僧孺幕府，“夜
即游妓舍”，被厢虞候②所察，“常以榜子申僧

孺”［８］；懿宗咸通（８６０—８７４）年间，温庭筠“醉而犯
夜，为虞候所击”［５］５０７９。两位著名诗人都曾在扬州

与管理治安的虞候有过交集。《景德传灯录》则记

载了名僧镇州普化和尚的故事：“师见马步使出喝

道，师亦喝道，及作相扑势。马步使令人打五

棒。”［９］马步使（马步都虞候）“出喝道”是其职责，

普化和尚冲撞之被棒打则是其警巡城市权的体现。

这一记载生动再现了马步使（马步都虞候）维持城

市治安的场景。

总之，以往的研究多注重虞候对人（军人）的

纲纪刑杀，而忽略了虞候对地（城）的谁何警巡职

能。当虞候对平民执法时，若从军民身份讨论无疑

会得出军权侵夺民政的结论，然而从空间角度来

讲，无论当事人身份如何，只要其犯禁，虞候就有权

进行捉拿处理，这则是虞候的本职，并非越权之举。

另，梁克敏认为“骄横跋扈的兵卒成为城市治安的

主要破坏者”，导致“原来负责维护军纪的虞候逐

渐参与到城市治安管理中”［１０］，而根据前文的考

论，这一观点还有待商榷。在藩镇逐渐摆脱唐中央

管制的背景下，自军队入驻城市起，城市就被打上

军事的烙印，虞候自然获得对城市的管理权，即管

理驻军城市是虞候原有职责的扩展，并不需要以士

兵作乱为前提。

三、多重城市空间与都虞候一职的分化

虞候的警巡对象由单纯的军营扩大为军队所

驻的城市，这时由城墙围合为一个巡视单位，完全

贴合其“巡军营及城上”之规定。然而当城市内部

出现多城现象，虞候的警巡空间被分割，那么其职

责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种分隔是会被无视，虞候仍

以整个城市为职责对象，又或是在虞候制度框架之下

衍生出具体对应的职任？“某城都虞候”职任为我们

讨论虞候与多重城市空间的互动提供了线索。

（一）子城都虞候

晚唐五代时期，子城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开始大规模营建，这为子城都虞候的出现奠

定了基础。子城位于外郭城内，又称衙城、牙城、内

城，以子城城墙可将大城分割开来，并为统治者提

供了区别于控制外郭城权力的空间。中唐以来，藩

镇遍布内地，骄兵问题突出，军人变乱频繁，且绝大

多数发生在藩镇内部。为了防范这种内部威胁，修

筑子城成为藩帅的当务之急。子城本已是城中之

城，其内部甚至存在牙城③，如此则形成了拥有两

重至三重城墙的城市格局。

子城都虞候依附于子城，由于子城建设在时间

上的滞后性④，该职也出现得较晚。依目前笔者所

见，唐宣宗大中（８４７—８６０）年间忠武军设有子城
都虞候［１１］，五代后晋时期魏州亦设之［１２］。史书中

所见实例不多，记载并不清晰，但北宋初年的一则

诏书为我们了解子城都虞候的职能提供了窗口。

开宝五年（９７２），宋太祖诏曰：“颇闻诸州州司马步
院置狱，外置子城司狱，诸司亦辄禁系人，甚无谓

也。自今并严禁之，违者重议其罪，募告者赏钱十

万。”⑤马步院长官为马步都虞候，子城司长官则为

子城都虞候，子城都虞候与马步都虞候一样掌管刑

狱治安事务（权限应在子城内）。

子城中多为官方建筑，以衙署为主体，包括仓

库、军营等⑥，军政属性突出。子城以虞候管理子

城治安与稍早期的虞候管理军城性质几乎一致，由

其派生出子城都虞候并不令人意外。与其他管理

治安的虞候相比，子城都虞候管理子城治安更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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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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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达志认为，归还刺史兵权是宪宗“元和中兴”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另其文引述了多位学者关于唐后期刺史军权之讨论。详参张达志：《唐

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第二章《藩镇与州之军力强弱》，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９年，第７７—１０４页。
唐代军队在安史之乱前已分左右厢，都虞候下当有分管各厢的虞候，或由于该职地位太低，早期未被史书记录；或由于原无“厢虞候”三字

连称一职，其后在唐晚期方出现。总之，应在军队中的虞候之制产生之初，便存在执掌此任的角色。

如唐宪宗时郓州有子城，内更有一牙城。详参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版，第７７６４页。
经过大量分析，成一农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古代地方城市中的子城萌芽于汉，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普及于唐，在宋代开始衰落，最终在元

末消失。”详参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２５页。
详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８６—２８７页。另，点校本断句有误，此处已改。
成一农对子城所下的定义为：“中国古代地方城市中围绕以衙署为主体，包括仓库、军营等在内的官方建筑修筑的城墙。”他还指出，百姓

一般不在子城内居住。详参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００页。



副其实，这表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虞候一职出现

了随空间命名的具化（或称分化）现象。

（二）其他“某城都虞候”

上文以子城作为典型说明城市空间格局对虞

候治安管理职责产生着关键性的影响，我们还可通

过其他城市格局验证这一点。唐宋时期，夏州在城

市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东、西两城并立并环以外郭城

的布局［１３］，深受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重用的夏州

军将康成此曾“补充东城都虞候，昼警夜巡”［１４］，负

责维持夏州东城治安。同时，夏州亦应设有西城都

虞候及管辖整个夏州治安的都虞候等职司。

中晚唐五代还出现了府城都虞候与军城都虞

候。依笔者所见，府城都虞候最早出现于元和

（８０６—８２０）年间的昭义军［１５］，时孟元阳为节度

使［１６］７６７６。河东地区所见较多：乾符（８７４—８７９）年
间，河东发生一系列军乱，相继有郭籥［１６］８２１４８２１５、张

彦球［５］４１７０任府城都虞候；李存勖灭梁前，又有王某

任北京（即太原）府城都虞候［１７］；唐末，孟迁［１６］８３９８、

孟知祥［１８］叔侄皆曾任河东军城都虞候。另外，河

东府城都虞候郭籥（及马步都虞候张锴）辖下有捕

盗司［１６］８２１５，则直接证明这类都虞候是由都虞候制

度发展而来的。目前来看，府城与军城的性质并不

明朗，是否代指由城墙构成的空间还有待商榷，但

都虞候前特地加上府城（军城）一词，既是对其权

责的进一步确认，也规范了特定虞候所管理的特定

区域，并不失为子城以外虞候治安职责与城市空间

复杂化的另一互动产物。

再有，唐僖宗广明二年（８８１），由满城县令王
悚所撰的《开元寺陇西公经幢赞》保留了易州高阳

军的武职体系。刻文共载七人姓名，由高阳军使起

列，前三人官兼军事、民政，后四人全为高阳军的武

职。武职四人中，有三人任都虞候一职，自上而下

分别是：马步都虞候石彦昭（都押衙兼）、军城都虞

候张审言（讨击副使充）、衙城都虞候王景芳（兼右

厢兵马使）［１９］。三者按地位及管辖范围排列，既依

次包含，又互有分工，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易州高阳

军虞候城防与治安管理体系。易州高阳军的实例

为都虞候之职随空间变化而变化做了最贴切的

说明。

综上所述，随着城市空间的分割与城市格局的

复杂化，虞候“巡军营及城上”职责依附于空间的

特性清晰展现出来，并导致虞候一职的分化，出现

如上文所述的形形色色的虞候职任。无独有偶，原

有作为军队编制的“厢”在唐宋时期也产生了地域

上的词义，且分区警巡治安亦是核心的推动

因素［２０］。

四、余论：从地方到皇城———虞候向金吾的转化

前文已介绍了田头贤太朗关于虞候与金吾之

间关系的研究，但其论述集中于北朝隋唐时期，且

未对空间问题进行讨论，唐末五代时期从虞候到金

吾的转化还有待进一步分析。五代十国各政权皆

以方镇立国，更改诸司名号是地方藩帅称帝建号的

首要任务之一，故此由方镇虞候到王朝金吾的演化

轨迹得以留存下来。兹以两例简论之。

（一）前蜀

在西南地区，前蜀建国前后的史实反映了虞候

到金吾的发展。据前蜀开国功臣、魏王王宗侃墓

志，其乾宁四年（８９７）正月至光化元年（８９８）五月
任左厢马步使，撰志者段融描述此职曰，“昔时都

候，今实执金，式遏奸邪，颇著威令”；天复元年

（９０１）五月至当年九月任右厢马步使，段融又称王
氏“累陟金吾之任，频司缇骑之荣”［２１］。“昔时都

候，今实执金”之语将虞候与金吾等量齐观，段融

立足于前蜀政权的这一追述或许存在疑问，幸而史

籍中同时保留了虞候向金吾转换的直接材料。天

四年（９０７）九月，王建于成都称帝，国号大
蜀［１６］８６８５，随之“颁分”台省府寺诸职司名号，“以正

观瞻”［２２］８４。其中，两马步使（马步都虞候）为“左

右街使”，辖下厢虞候为“街巡使”［２２］８５。街使自唐

玄宗以来由金吾大将军兼领①，马步使（马步都虞

候）则自都虞候发展而来，即虞候与金吾名称虽

异，而实际执掌为一。随着王建称帝，成都升为蜀

国都城，虞候作为管理城市的长官也需要提高层

级，故转以街使之名，以与皇城地位相匹配。

藩镇制下的虞候（马步使）制与皇权下的金吾

（街使）制分别是地方与中央的象征，二者管理的

地理空间本身或许没有大的区别，但府城与皇城之

间、虞候与金吾之间，不同名号所代表的含义迥然

不同。无论是就地理空间而言，还是就管理这个空

间的职司而言，这种名号的变化都是具有重大意义

的质变。

·９６·第４期 肖雷鸣：再论中晚唐五代都虞候城市治安权———基于空间视角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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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２０１３年，第４６—６２页。



（二）后唐

至稍晚一些的后唐明宗时期，天成三年（９２８）
六月的一则敕书再次揭示了虞候与金吾的关联：

“金吾卫每奏‘左右厢内外并平安’，有类藩方，宜

改云‘军国内外并平安’。”［２３］“奏平安”是虞候与

金吾卫的共通职能①，五代十国各政权立国后更改

诸职司名号，细节之处仍不免带有藩镇的痕迹。后

唐时期金吾卫所奏左右厢代表着整个国都洛阳城，

那么地方（即“藩方”）奏平安制度可以推测为“虞

候每奏左右厢内外并平安”。尽管金吾卫的实际

权限不会超出国都，但后唐君主改国都“左右厢”

为“军国”的用意昭然，即彰显其一国之君的身份。

后唐明宗区别中央与地方“奏平安”的用词，

以示尊卑之别，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权力与空间之

互动。这种空间地域概念被定义为领地（或领土、

地域），以表征不同的社会群体及其机构试图控制

及主导竞争、冲突、合作等过程的空间产物［２４］。五

代十国时期，从地方城市转变为帝都皇城者并不鲜

见，虽然城市仍是那个城市，地理空间并未发生多

大改变，但二者的政治意义悬殊。具体而微之，都

虞候向具有相同管理空间职能的金吾的转化，充分

诠释了十世纪前后藩帅领地到皇帝领地之蜕变。

总之，五代十国时期，从虞候到金吾的嬗变是

各割据政权并立之局势在城市治安管理上的反映，

是藩帅称帝后对其权力空间予以改造的产物。这

为唐宋之际城市发生的深刻变化写下了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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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源深，字叔眉，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后

移居河南祥符（今开封），咸丰十年（１８６０）恩科进

士，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十二月任福建学政，光绪十

九年（１８９３）卒于福建，年五十一［１］２８９２９０。他在京

任职时就“一意讲求”程朱理学［１］２９０，担任福建学

政期间严守考试规矩，既不为达官子弟谋进取，也

不以地方官的标准而徇情，更不因朱子后裔被黜而

予以宽免［１］２９１。他深得士心，“疾时上疏请开缺，诸

生闻之，麇集使署，求勿去”［１］２９２。其逝世后，“舆

榇发，白衣冠送者数百人，咸太息曰：‘百年来无此

好学使’”［１］２９２。

任福建学政期间，沈源深曾编辑《士林模范》

一书，颁行福建各学，同时又撰写《劝学浅语》一书

以教导士子，惜该书在其任职期间未及刊行。俞廉

三在序中称，该书“大指议论”一以朱子为依归，能

够“持汉、宋学之平”，融贯古今，明体达用，可与曾

国藩及张之洞的劝学言论相印证［２］俞序１。陈宝琛在

该书序言中指出，当时训勉士子的书籍以《教谕

语》最为精粹、《 轩语》最为通博，而《劝学浅语》

则“内外交勖、体用兼赅”，可与二书并立，如果福

建士人在学习过程中能够遵循该书的要求，发挥书

中所讲的道理，就不会有 “人亡政息”的遗

憾［２］陈序１。胡廷干则称该书为“士林之圭臬，诸生

之楷模”［３］胡序２。本文拟依据沈源深所撰《劝学浅

语》①，考察其关于士子为学和为人的观点，以了解

传统教育资源在近代思想史上的价值与意义。

一、士子的做人准则

为学需先做人。在《劝学浅语》一书中，沈源

深教导士子从立志、居心、敦品、尽伦等四个方面学

习做人。

（一）立志

“人之有志，犹水之有源，木之有根。”［２］１沈源

深指出，为学必先立志，志向不同，成就不同。他将

当时的士人分为三等，志向较高的致力于考据或治

辞章，以纂述为其志向；其次则习帖括、工小楷，以

获取科名为其志向；最下者则孜孜为利而已。孜孜

货利与专事科举者不必论，即使是考据或治辞章

时，如果不以义理为本，返诸身心，也不免会成为装

点门面、不关身心修养的“务外之学”［２］２。

沈源深不仅鼓励士人立志，而且教导士人“见

得真、信得定”［２］２，立志做圣贤。“我之学圣贤，即

我之所以为人，能如此，方尽人之道，不如此，即于

人道有亏。”［２］２立志以后，还要采取措施，以辅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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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实现。例如多读经史及先儒格言，多交益友，

“开卷与古人比较，出门与正人亲接”［２］３，这样就会

胸襟开阔，见识不凡，志向更加坚定。

沈源深引述朱熹的话，勉励士子立定志向后，

埋头去做，不可半途而废。“圣贤千言万语，无非

说此事，须是策励此心，勇猛奋发，拔出心肝，与他

去做，如两边擂起战鼓，莫问前头如何，只认卷将

去，如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落下，半沈半浮，济得

甚事！”［２］３

（二）居心

沈源深指出，“人第一须将心地洗涤，洁净如

青天白日，无不可见人处，然后可言学问”［２］４，强调

心地洁净、光明磊落在为学过程中的重要性。具体

来说，“人居心须厚”，即“作一事，出一言，常恐有

伤于人，严于责己，宽于责人”［２］５。“居心又须

平”，即“作事则恕以量人，为政则推己及人，论古

则设身处地”［２］５，以及“论今则舍短取长”［２］５。

“居心又须虚”，即做虚心之人，“非第学养粹”，亦

要“志量广”［２］５。反之，如果“俯视一切，目中无

人”，则“虽颇有志于学，而所学必至无成”［２］６。

（三）敦品

沈源深指出，“士如良金美玉，其品最贵”，宜

知自爱［２］６。具体来说，自爱之道为重气节、严操

守、养廉耻。

士农工商四民中，士最贵、商最贱，而自从科举

取士以来，士子“挟孔孟之业，以博青紫之荣，口

《诗》《书》而心富贵”，名义上虽为士，“实则皆市

道也”［２］６。商贩明白交易，取财无愧，但是不肖之

士却“恃刀笔为长技，借衣顶为护符”，行“顶替、枪

冒、包揽词讼”等不端之事，“有玷儒冠”，连商贾也

不如［２］６。

士人失去操守，做出如此劣行，大半是由于贫

穷所致，因此，“欲立品，宜先安贫”［２］６。安贫之道，

“莫善于随遇而安，勿循俗见”［２］７。如果遭遇困苦

之境，不善排遣，便会很容易失去操守，但如果善于

处理，也容易使道德精进。为学必先治生，“读而

能耕，固为至善”，然而“近世士人，自幼不解稼穑，

遽责以耕，亦人所难”，因此，他建议“学者治生，终

以教授为本务”［２］７。如若“游幕佣书，依人作活，终

非自立之道”［２］７８。至于“萦情货利，别事经营，则

孜孜为利，不足谓之士矣”［２］８。即如“闽省士人或

托食盐商，此乃市井之事，非学者所当为”［２］８。

沈源深告诫士子说，“处士犹处女”［２］８，不可轻

易与人相见。“身不可轻见，文尤不可轻投。”［２］８座

主、门生之名自唐代以来已经存在，“主司之于士

子，虽无道德之钧陶，犹为文章之知己”，而“最无

谓者莫如世俗投拜之师”，不问道德，不论文章，

“以势位为重，声气为事，货利为媒”，导致士习的

颓靡、师道的败坏［２］８９。凡“稍知羞耻”的士子，

“断不可轻拜人为师，亦不可轻受人之拜”［２］９。另

外，士子平日举动当以厚重为本，以轻浮为戒，尤戒

“冶游”［２］１０。

（四）尽伦

沈源深倡导士子要行孝悌：“学者舍孝悌何学

乎？讲学不本于孝悌，其学不足言矣。”［２］１１他批评

世人“专以文辞为重，而置孝悌不讲”，导致“天下

无佳子弟，而人才坏矣”［２］１１。五伦之中，父子之

外，兄弟最亲，但当时人“视夫妇重于兄弟，以出妻

为家室之变，而以兄弟分居为常事”［２］１１。如能体

会父母之心，以之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则各种难

题均会迎刃而解。“处家庭之道，惟自尽其职，最

不可责报。”［２］１２因为“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见报则

辍，故恩不能终”［２］１２。“戚党往来、宾朋交际”亦是

如此，“施人不求报，受施慎勿忘，则四海之内皆兄

弟也”，自然更不必担心家庭关系难以处理了［２］１２。

沈源深认为，与“世人之待兄弟，患在于寡恩”

不同，“父之于子，夫之于妻”本应“以严为主”，实

际“则又病溺爱”［２］１２。他以“近世之恶俗”争嗣为

例说明之：“窃谓出后于人，人子所不忍言。盖为

他人子而轻弃其父母，是不忍诸父之无子，而忍己

之无父母。诸父之无子，是天绝之，己之无父母，是

己弃之，于心安乎？”［２］１３如果“艳羡资财，群起纷

争，是以资财而弃其父母也”，如此为人后者“是不

孝且不廉也”［２］１３。

在沈源深看来，另一更为恶劣的陋俗是火葬，

且“闽中此风最甚”［２］１３。“俗谓火葬为热葬，热葬

之家，其兴必骤。夫停柩以图风水，使父母不得安

于窀穸，其罪已不胜诛，今乃焚棺以求利益，且使父

母不得保其尸骸，其人直同化外。”［２］１３１４据沈源深

讲，其听闻“新死之尸，火烈筋缩，手足动摇，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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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起坐火中”，这种情形令“闻者心惊，谈者色

变”，但“为之子者乃悍然不顾”［２］１４。“夫父母之于

子也，抱之抚之，唯恐其不存”，而“其子之于父母

也，烧之剔之，唯恐其不灭”，实不啻以“焚如之惨”

报“罔极之恩”［２］１４。“如此得福，是无天道

矣。”［２］１４沈源深还讲到这样的传闻：“山僻之人，虽

不火葬，而既葬十数年，其家或不吉利，则归咎于坟

墓，于是开坟检骨，藏之瓦器，名曰‘金瓮’，择地更

葬。葬后或数月，或年余，辄复开验其骨色，以为红

白则吉，黝黑则凶。假令黝黑，则又移葬他处。如

是数四，至于财尽力疲，遂乃置之不问，狗啮狐蝵，

不几时，而瓮无余骨矣。”［２］１４针对这样的陋习，沈

源深感慨曰：“欲求福田，须培心地，本心已亡，福

于何有？”［２］１４最后，他还特别指出，士子读书明理，

非“无知小民”可比，应不会做出如此“丧心昧良”

之事［２］１４。

二、士子的读书法则

从性理部分开始，沈源深教导士子如何读书，

其他三个方面分别是经学、史学、经济。

（一）性理

沈源深以“朱子精微”，主张“学者必当以朱子

为宗”［２］１５１６。具体而言，“当以朱子《小学》为《近

思录》之阶梯”［２］１６，先读小学，次读《近思录》，但

“近世《小学》不讲，自幼即以文辞为教，根基未立，

遽令其读《近思录》”［２］１６，则难以深入了解。读完

《小学》《近思录》后，应读朱熹所注诸经。明儒语

录方面，宜读薛蠧《读书录》、胡居仁《居业录》、罗

钦顺《困知录》，以及吕坤《呻吟语》。清儒以二陆

（陆世仪、陆陇其）、二张（张履祥、张伯行）为“正

宗”，《思辨录》《杨园集》《三鱼堂集》“皆不可不

读”，而《思辨录》“尤切实用”，《正谊堂全书》亦搜

罗颇富，“皆宜究心也”［２］１７。如“欲知源流派别”，

则必须读《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国朝学案小

识》三书［２］１７。

沈源深告诫学者不可须臾脱离持敬之法，要

“外正容貌，内整思虑”［２］１７，且朱熹教人持敬之法

“甚是简易，学者可无虑其太拘太苦也”［２］１８。沈源

深强调，“提醒此心”是为了做事，而不是空谈论

道，无所作为。他指出，朱熹早已论及儒家和佛家

在唤醒此心问题上的区别，即“其唤醒此心同，而

其道则异”［２］１８。简言之，“吾儒唤醒此心，欲他照

管许多道理，佛氏则空唤醒此心，无所作为”［２］１８。

至于静坐之说，“攻宋儒者亦以为禅学”，而不

知“静坐是求放心之一法”［２］１８。人如果思虑纷挠、

憧憧扰扰，怎能读书穷理！“必须静坐，以收其放

心，始可为学。”［２］１８另，静坐即持敬，“并非虚寂之

谓”［２］１８。沈源深还讲道，朱熹论静坐的方法“最为

无弊”，学者“可以知所从事矣”［２］１９。

至于讲学，沈源深认为，不可“为过高之

论”［２］１９，而应“教人平实”［２］２０。讲学贵在“讲明性

理，实见之于行事也”，最不可“空谈心性，冒居讲

学之名”［２］２０。

（二）经学

沈源深指出，“欲为学必宜穷经”［２］２０。穷经之

道，宜“先读古注、明家法、正音读、通训诂，而后义

理可得而明”［２］２１。他强调，清朝诸儒治经方法之

源“实开于朱子”，故不可数典忘祖、鄙薄朱熹［２］２１。

１．治经顺序

沈源深主张，学者治经要循序渐进，先《毛

诗》，次三礼，次《尚书》，次《春秋》，次《周易》。

第一，《毛诗》。沈源深认为，“毛传训诂最古，

郑笺善言礼制，孔疏亦详核可据”［２］２２，清儒胡承珙

《毛诗后笺》、陈奂《毛诗传疏》也可参考。学者“宜

先读传注，以求名物训诂，然后用程子读诗法，优游

玩味，吟哦上下，以求诗人之意”［２］２２２３。

第二，三礼。沈源深指出，学者宜先治《仪

礼》，且以注疏为主，而以《钦定义疏》辅之。他强

调，清儒胡培所撰正义①采辑略备，“远出贾疏之

上，尤为最要”［２］２３。另，读《仪礼》不可无图，图以

张惠言所撰“为胜”［２］２３。

读《仪礼》时，可兼读《礼记》，如读《冠礼》可

接读《冠义》。依朱熹《经传通解例》求之，读《礼

记》亦当以注疏为主，而以义疏辅之。卫《礼记

集说》、杭世骏《续集说》网罗众家，孙希旦《集解》

采择最精，贯串三礼，均为读《仪礼》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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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书。

《大戴礼》虽然“未立学官，然足与小戴并

行”［２］２３，宋时曾列为十四经，其注解唯有卢辩一家

传世，清人孔广森、汪照俱有补注，学者对此二书以

及王聘珍解诂均“宜究心也”［２］２３。

读《周官》亦应以注疏为主、以义疏为辅，“兼

及近儒诸说”［２］２３。沈源深还特别指出，“此经晚

出，中多可疑”，比其他经难读［２］２３。

分读上述各经后，学者还要“贯串三礼”，读陈

氏《礼书》、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江永《礼书纲

目》、秦蕙田《五礼通考》诸书。沈源深极其重视秦

氏之书，言其“尤足包括诸家，急宜致力也”［２］２４。

第三，《尚书》。沈源深指出，对于晚出的《古

文尚书》，虽然宋人吴蒶、朱熹已经怀疑其伪，清人

阎若璩又“尽发其覆”，但“圣贤之微言大义多在其

中”，实不可废，且“其书无一字无来历，是魏晋儒

者采辑而成，并非向壁虚造者可比”［２］２４。他还进

一步言道，“欲识晚书源流”，需读阎若璩《古文尚

书疏证》、惠栋《古文尚书考》；“欲识今、古文之

别”，需读段玉裁《尚书撰异》；“欲识古注”，需读王

鸣盛《尚书后案》、孙星衍《今古文注疏》、刘逢禄

《今古文集解》［２］２４。不过沈源深也提及这些书的

不足，即其“皆偏于考据，而义理尚少发明”［２］２４。

第四，《春秋》。沈源深认为，《春秋》“三传之

中，互有短长”［２］２４。除古注外，清儒顾栋高《春秋

大事表》、李贻德《左传贾服注辑述》、孔广森《公羊

通义》、庄存与《春秋正辞》、陈立《公羊义疏》、柳兴

恩《谷梁大义述》、钟文《谷梁补注》，“皆专门名

家之书，不可不读”［２］２４２５。

第五，易学。沈源深主张，“学者读《易》，宜以

程传为主”［２］２５。他对程传评价很高：此书“发挥人

事，最切身心”，与“夫子学《易》寡过之旨相当”，且

“自来《易》注，无过于此矣”［２］２５。同时，沈源深反

驳清儒推崇汉易虞氏，认为虞氏之说“最为破碎，

汉魏易家，今尚有遗说可考者，当以荀氏为胜，郑氏

次之”［２］２５。

第六，其他。沈源深认为，学者欲读他经，“宜

先致力四书”［２］２６。四书为“群经之总会”，理应先

读，但不读他经的话，亦“无以尽四书之理”，故“四

书者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２］２６。阅读四书应以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本、以《四书或问》为辅，“兼

及宋元诸家说古注”［２］２６。清儒“于四书中名物训

诂”虽有所补正，但“大义则不能易朱注”［２］２６。例

如，沈源深批评毛奇龄《四书改错》中，“实多以不

错为错，未足为训”［２］２６。他也指出，“近儒之说”并

非全不可取，“刘宝楠《论语正义》、焦循《孟子正

义》二书，采辑略备”［２］２６。关于四书，沈源深还强

调，读四书前要打下一定的基础：“幼学读朱子《小

学》毕后，当读《孝经》，然后可读《四书》。”［２］２６

沈源深以《尔雅》为“训诂之总会，群经之钤

键”［２］２６，主张读《毛诗》时先读此书，则容易了解诗

中的名物训诂。他还提及清儒邵晋涵《尔雅正

义》、郝懿行《尔雅义疏》二书，认为其“最为精详”，

读《尔雅》宜以它们为主［２］２６。

沈源深指出，“读书宜先识字”［２］２６。他还主

张，“识字宜治《说文》”，清人段玉裁、严可均、桂

馥、钱大昕、王筠均精于此，学者宜先读段玉裁《说

文解字注》及王筠《说文句读》《说文释例》三书，

“然后及诸家说”［２］２６２７。

此外，沈源深认为，“欲通《小学》，宜及音

韵”［２］２７。具体而言，宜先读顾炎武《音学五书》、江

永《古韵标准》、龙启瑞《古韵通说》三书，“然后及

诸家说”［２］２７。

２．治经方法

治经不仅讲求顺序，而且讲求方法。沈源深认

为，“治经宜守家法，最不可轻驳传注”［２］２７。治经

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即使成说未必全

部正确，“亦当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后可以反求

诸心，而正其缪”［２］２７。他批评当时的治经者“好自

立新说，而于先儒之说每加轻驳”，认为这不仅有

悖于传统，而且实际危害颇大：“好立新说，而轻驳

传注，非第有害于经术，亦且有害于心术，学者所宜

戒也。”［２］２７２８

在治经问题上，沈源深并非一味墨守成规：

“先儒传注固不可轻驳，然其说有误，不妨订

正。”［２］２８他还提出，解经自当以经为主，“经有未

明，始求诸注，注不合经，固未可从”［２］２８。同时，针

对“今之言汉学者，则攻宋学，言宋学者，则攻汉

学，言郑学者，于郑说不论是非，无不信从，而于王

肃说，不论是非，一概驳斥”，沈源深特别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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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最不可有门户之见”，而宜“平心论断”［２］２８２９。

综上所述，沈源深明确了士子通经的目的，即

“讲明圣贤之训，以为终身践履之资”［２］２９。他还一

再指出，“分章析句不足为通经”，治经者“其知

之”，进而“践言以实之”［２］２９。

（三）史学

沈源深认为，读史需先读经，经是体，史是用，读

史不先读经则“无以为根柢”，读经而不读史则“无

以扩识见”［２］３０。他以读志为读史的关键：“一代之

制度、典礼、政刑、疆域，俱存于志。若不读志，而遽

读纪、传，凡遇职官迁转、地理形势等，俱觉茫

然。”［２］３０史表“视志为轻”，但“可补纪传之阙，而兼

编年之长，便于寻检”［２］３１。他主张读史还需“识地

理”，否则便“无以知战守之形势，识郡国之利病”［２］３１。

具体来讲，沈源深指出，学者欲知历朝大势，需

“读《通鉴》，而以朱子《纲目》辅之”，至于“《通鉴》

以前，则读刘恕《外纪》、金履祥《前编》，后则读李

焘《续长编》、毕沅《续编》”［２］３１３２。他又以司马光

《稽古录》一书“于治乱兴衰之故，言之了然”，向学

者推荐之［２］３２。他还讲道，《通鉴》编年而不分类，

“欲究一事之始终”，需读《通鉴纪事本末》及宋元

明纪事本末［２］３２。此外，沈源深指出，学者欲识史

法，需“读刘知几《史通》”［２］３２。

至于如何读史，沈源深着重阐述了以下两点：

“读史贵有识，最不可以成败论人。”［２］３３“读史宜设

身处地，遇到时事艰难处，当掩卷细思，若使我当此

任，如何设施，如此方于身心有益，足以增长学

力。”［２］３３而在他看来，时人在读史问题上的毛病正

是“毫不动心，只作文字看过也”［２］３４。

接下来，沈源深还将“自来为史学者”分为数

家：议论家“辨古今之成败，别人物之贤愚”，但或

“未明时势，妄事苛求，其失也妄”；考订家“详年月

之异同，证制度之沿革”，但或“徒矜记诵，无当闳

深，其失也琐”；辞章家“摹龙门之鸿文，撷兰台之

古藻”，但或“浮华是猎，大义无关，其失也泛”［２］３４。

他指出，“大抵宋以来之为史学，多偏于议论，近之

学者，又专为考订而已”，二者“实相资为用，不能

偏废”［２］３４。

（四）经济

经济，即经国济世。沈源深指出，读书需“求

有用”，故“通经之士，必以致用为贵”［２］３５。他还援

引朱熹的观点，主张“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军旅刑

法，皆是着实有用之事业”［２］３４。

沈源深不惜笔墨，分门别类地向士子推荐学习

书目，乃至如何选书：

在阐述“体用之学”的书籍中，真德秀《大学衍

义》、丘?《大学衍义补》最为完备，学者不可不

读［２］３５。

对于“当代之礼”，如《大清会典》《通礼》《礼

器图式》诸书，学者均不可不读［２］３５。

学者欲识历代之典礼，需“读三通”；欲识清代

之典礼，需“读皇朝三通”［２］３５。实录不易见，可读

《东华录》以代替［２］３５。清代历朝所撰方略或亦不

易得见，则可先读赵翼《皇朝武功纪盛》、魏源《圣

武记》［２］３６。

学者讲求“治体”，需“多读诏令奏议”［２］３６。

《雍正朱批谕旨》一书“最为切要”，前代奏议中明

人黄淮等所编《历代名臣奏议》及乾隆敕编《明臣

奏议》“采辑略备”，清代名臣奏议则可读名臣文集

以及《切问斋文钞》《皇朝经世文编》《续经世文

编》等所收奏议［２］３６。沈源深还特别指出，林则徐、

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的奏议“时代尤近，切用尤

多，俱当留意”［２］３６。

对于历代名臣，“不第当读其奏议，兼当考其

事实”［２］３６，故“学者于昭代人物，必当留心”［２］３７。

“城乡学馆中，俱当看邸报”，其“为文策之用

犹小，有益于经世之学实大”，学者不可不览

也［２］３７。

士子还要究心律令。欲识清代律令，需读《大

清律例》；欲考古律源流，需读《唐律疏议》［２］３８。

舆地之学“最切实用”，学者要读顾祖禹《读史

方舆纪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识形

势，知要害，为经世之用”［２］３８。

沈源深认为，洋务是当时“最要之学”，学者自

宜究心，且要重点关注各国疆域、政教、风俗、兵法

等“大端”［２］３８。电学、化学、矿学等虽亦有用，但

“究属工匠之事，非经世之学”［２］３８３９。不过，若只

是留心此类学问，则并非真通洋务，他还指出，“今

日中国之病”在于上下蒙蔽、诸事敷衍、人心浮薄，

而铁路未开、制造不精则在其次［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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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沈源深还提醒士子们在学习经世济用

之道时，要注意方法：经济之学“门类浩繁”，学者

必须“专精一门，而后可及其余”［２］３９；经济“虽由学

问”，但需“加阅历，未可轻言”［２］３９；学者有志经世，

需“从本原上用力”，最不可有“虚賅气”［２］４０。

三、作文应试的方法

在作文应试方面，沈源深着重谈到作文的方

法，并告诫士子作文最不可存得失之心。具体包括

辞章和时艺两个方面。

（一）辞章

沈源深认为，“无论道德、经济，非文则无以阐

发而传后”，故学者“不可自命为文人，然亦不可不

能文”［２］４０４１。作文的关键是“修辞立其诚”，修辞

而不立诚则为“文胜质之史”，立诚而不修辞则为

“质胜文之野”［２］４１。

作文始于学文。沈源深指出，文章“一代有一

代之派别，一家有一家之渊源”，要博观历代文章

之总集，识其派别源流，然后视性之相近、力之能及

者而学之，方为有益［２］４１。他进而谈道，初学为文，

“须读大家中深醇博厚之文”，以增长识力、激发志

气，反之则易使人“气靡骨柔，文未工而志先坏”，

为害匪浅［２］４２。他还提出，学者不可不致力于“诗

古文辞”，如果有余力的话还可学“骈体及词”，才

短者则不必学［２］４３。

至于实际作文时，沈源深指出，“诗、文无论工

拙”，需“有真性情、真议论方佳”［２］４３。真性情即

“直抒一己之怀抱”，真议论即“本诸一己之识

见”［２］４３。如果没有真性情、真议论，则是自欺欺

人，“不第文章不能成家，亦其人决非志士”［２］４４。

沈源深还特别强调，学习诗文“须从根柢上用

力”［２］４４。他认为，道是文之根本，文是道之枝叶，

学者需“先积理而后可作文也”［２］４４。他还主张，

“学者固不可不能文，而要不可苟作”［２］４４，尤宜慎

作“轻薄之文”［２］４５。

（二）时艺

时艺专门针对科举考试而言，也叫时文、制艺、

八股文等。沈源深告诫士子，“学作时文，不可专

读时文、专作时文”，需“读经史以为根柢，学作古

文以长笔力，读《楚辞》《文选》诸书以助才情”，否

则，“其文必不能佳”［２］４６。他还指出，如同治经需

识家法，文章亦需“识宗派”，学为时文者必须将明

清“诸大家集，一一寓目，分其派别”，而《钦定四书

文》一书尤宜究心［２］４６。

沈源深认为，即使是时文，亦需“有性情，有骨

力，有议论，有才情”［２］４６。他指出，“近日一种圆熟

墨卷”，毫无性情、骨力、议论、才情，“貌为清真雅

正，实则恶滥平庸”；另“或矫平庸之弊，因为偏锋

侧调，或创奇格，自矜别解，自负心裁”［２］４６４７。在沈

源深看来，两者皆不可取，“时文必从朱注，功令所

在，尤不可忽”［２］４７。至于时文“体格”，他举例说，

“或学古文，运以散体，亦足擅场，若楚骚诸体，断

不可拟”，即“但不令合掌，不袭滥调，自不生

厌”［２］４７。沈源深进而强调，时文“虽小道，然足觇

人品”，故学文需“从大家入手，不第学其文，兼可

师其人”［２］４７。

作为学政，沈源深还告诫士子，“作文最不可

存得失之见”［２］４８。其意如下：“盖文若工，投无不

利，倘又不利，自有命在”，并非人力所能为，而若

存得失之见，“揣摩风气，迎合时尚”，可能文章未

工、心术先坏［２］４８。

除了着重教导士子学作时文，沈源深专门论及

应试态度。沈源深指出，“士生今日”，不得不学时

文等，但需“读书为主，而分余功学此等足矣”［２］４８。

在他看来，时文等仅“为进身之具，若学问、经济向

未讲求，侥幸进身，何所设施？达则为庸臣，为俗

吏，不达则为陋儒”，而无益于世，为人所轻［２］４８。

为了增强说服力，在该书的结尾，沈源深引用朱熹

的话，不仅告诫士子在读书上多用功、在科举上少

用力，而且详细列举了时文不关身心、消磨士子气

骨之弊病［２］４８５０，兹不赘述。他指出，朱熹所言“皆

极痛切”，恰中当时学者之病，提醒“诸生省

之”［２］５０。

四、沈源深《劝学浅语》的劝学特点及效果

在《劝学浅语》中，沈源深鼓励士人立志，树立

上进的信心。他注意培养士人的廉耻心，让其自

爱，能够安贫乐道、随遇而安，能够体会父母的爱子

之情，处理好兄弟之间的关系，并且要抱着施恩于

人、不求回报的心理处理宗族关系。他抨击了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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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存在的争嗣恶习、火葬陋俗，以及迁葬的迷信。

对于士子应该读哪些书、读书的顺序、读书的方法，

他均进行了详细的教导。他反复强调读书要对身

心有所触动，要增长识见，提高修养，不能光在文字

上讨生活。至于如何做好时文，他和其他学政一

样，均提出了以经史为基础，不可仅仅阅读时文、揣

摩风气、迎合时尚。

沈源深作《劝学浅语》，希望士子能够希圣作

贤，内外兼修，体用兼备，是对士子的全面告诫。相

较而言，其告诫不如张之洞在《 轩语》中所列举

的那么全面，那么详细。在语行篇中，张之洞提出

八要十戒，规范士子的言行［３］１２７。在语学篇中，张

之洞分别讲了阅读经、史、诸子和古人文集的方法，

并通论读书方法［３］２９２２１。在语文篇中，张之洞详细

地讲解了写作时文的方法、时文学习和写作中的注

意事项，以及试律诗、赋、经解、经文、策、古今体诗、

古文、骈体文甚至字体方面应该注意的事

项［３］２２３３０５。他还另外列举了二十四条告诫教授初

学者［３］３０７３１５。

陈宝琛、俞廉三均给予此书很高的评价，认为

其可以与《 轩语》《教谕语》并立，但是在晚清，

《 轩语》风行，《教谕语》也受到多位学政的重视，

《劝学浅语》则隐而不显。究其原因，一是该书在

沈源深逝后刊行，未能产生在其学政任内刊行劝学

书籍的效果；二是他在教导士子如何做人方面循循

善诱，在指导士子读书方面也具体入微，但对于士

人密切关注的内容即如何作文应试方面则着墨不

多，具体的建议偏少。立志希圣作贤的目标显然过

高，非一般士人所能企及，他们更关注能够改变其

出身的具体规条，实践性强、对应试更具有指导意

义的《 轩语》可能更切合其需要。相形之下，沈

源深所倡导的读书、做人、作文方法更加迂缓一些，

因此，该书虽然可称得上是全面指导士子求学的书

籍，被时人称为“士林之圭臬，诸生之楷模”，但在

刊行后却未能引起较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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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废止中医案破产缘由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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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２９年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意图废止中医，但是在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此议案最终破产。从历史脉络来看，中医药赓续悠久，底蕴深厚，形成了一定的社会信仰与

依赖。无论是从患者及整个社会对医药卫生的现实需求出发，还是为广大医者及相关从业人员的生计考虑，当

局不得不权衡废止中医所带来的民生问题。在政治博弈中，中医药界获得党政要人的支持，成功以权制权。西

药大量输入所造成的经济漏卮也引发工商界对国家利权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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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医学的渗透和中医群体形

象的负面化，晚清民初时期中国社会内部产生废医

存药的思潮并影响了当局。１９２９年时，南京国民

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审议余岩等人提出的中医

案，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认同废止中医

的提议。该事件被称为“废止中医案”。尽管该提

案得以通过，但最终却在中医药界的抗争之下被撤

销，并成立了中央国医馆、出台了《中医条例》，使

彻底废止中医的意图破产。从既有的线索来看，废

止中医案起源于中西医学的碰撞，产生于西医对医

学体系改进的要求和对中医药的简单化理解。该

案破产的直接因素是中医药界的积极抗争①，更深

层的缘由在于中医历史赓续中的文化张力、医疗两

大主体的现实需求以及国家层面的利权考量。当

前对于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案的研究多集中于中西

医之间的学术论争和政治角力②，对于废止中医案

的破产缘由尚有探讨的余地，新史料有待发掘、新

角度有待拓展。医疗问题涉及民生、经济、政治、舆

论等范畴以及医学本身，因而进一步探讨废止中医

案破产根源有助于深化医疗社会史研究，亦能为当

下中西医学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一、中医历史赓续中的文化张力

中国传统医学在民国之前一直是正统医学。

它起自原始社会一种既通鬼神又兼医药的职

业———巫医，而后随着巫与医的分离，中国传统医

学的专业化走向开始显现。秦汉时期，医学上形成

了一套完整的阴阳五行理论体系，并出现《黄帝内

经》《神农本草经》等医经。东汉至西晋时期，内外

诸科医学发展起来。医经和经方学在南北朝时期

得到极大的丰富，本草学在这一时期也趋向分类发

展，临床医学分科更加细化———出现妇科医生“带

下医”［１］。隋唐到两宋时期，药典学和医经经方大

量集结纂注，诊法也在原有的基础上丰富起来。金

元之后，医学中出现了河间学派和易水学派的论

争，明清医家的论争则是其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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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始终具有连贯性，尽管其

后出现了学派之间的论争，但都是在学理上的辨

析———理论大多不出《黄帝内经》等书。这种情况

就使得“中医传世，历数千年，其间学术之进退或

殊，而社会之信仰如一”［２］。中医药的影响从古至

今一直没有断绝，民众对于中医药始终是信任、依

赖的。在民国东西文化激荡、欧化思潮与反传统主

义涌动的格局下，医学处于守旧与革新之间，但力

图变古法今的主体多为新知识分子，他们的变动意

图与基层的传统积淀之间存在迟缓的反应期，仅仅

依靠宣传教育和医学的实绩尚无法撼动国人的固

有观念。

废医派往往将日本明治维新废止汉医作为仿

效的对象。日本受西方医学影响，在明治维新时采

取废止汉方医、全盘欧化的政治措施，取缔汉医学

校和汉方医生的执业资格，提用西医掌管医政，最

终历经３０余年基本废弃汉医不用。经过明治维
新，近代日本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社会面貌焕然

一新。诸多留日学生和知识分子受西方医学和日

本废汉医的影响，主张仿效日本，采取政治措施以

革新中国医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西医

界试图模仿日本明治维新，借助政治力量废止中

医。而当时日本之所以能够废止汉医转而移植西

方医学体系，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旧医家不曾懂得

《内经》真髓……他们所长的是训诂考据之学”［３］，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日本的汉医学问是从中国学来，

并无自身的历史传统基础①。中国近代西医界的

本意是通过科学来救国，却忽视了中日两国医药界

的差异性，忽视了中国与日本国情、民情和历史渊

源的不同，事实上落入了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

主义的陷阱。中国沿革千年的中医信仰与依赖不

会因为一纸政令而彻底泯灭，所以，尽管１９２９年国
民政府通过了废止中医的提案，却在历史传统等因

素的左右下难以真正落实和奏效。

二、医者与患者的现实需求

不同于其他方面，医学与民生的关系切实涉及

两个群体———医者与患者。医学是一门职业，它拥

有自身的道德传统和行为准则，作为其主体之一的

医者具备临床知识和技能，构成了全体卫生事业的

中坚力量。他们以此为业，获得经济收入，实现生

存延续。同时，医学也是一种社会建制、一种利于

公众的事业，为患者的健康利益而存在，迎合着患

者以及整个社会的卫生需求。

（一）医者的生存要求

民生的关切自然包括来自中医药从业者的考

量。这一时期中医药与西医药的从业人数相当悬

殊。《科学世界》１９３５年４月期转载《申报》所统
计的获国家行政管理部门颁发证书的全国医师人

数，得出中国西医药师共９７２７人［４］。据《申报年

鉴》，截至１９３５年底，中国登记在册的西医师共计
７８８１人，药师、助产士和药剂师总计４４３１人［５］。

而１９３７年《药报》刊登的数据显示，全国西医登记
人数仅为６５５１，即使加上药师和药剂生，这一数字
也仅为９２９８［６］。中医药从业者则远超此数。１９３６
年《申报》刊文称，据“中央国医馆的印刷物”，“全

国中医数量，约有十余万，其中成立职业团体的，至

少二三万人”［７］。另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数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前，我国有中医８０万人［８］。再以部分地

区的中西医人数为例。１９３９年时，仅在册的江西
省中医数量就有３３０６人，这一数字尚且是来自省
卫生处的统计资料［９］，基层中医的数量估计远超

此数。相形之下，１９４１年江西全省在册西医药卫
生人员一共才１２１９人［１０］。１９４０年时，福建省各
县区登记医师护士及药剂师总计６３５人［１１］，同年

各县区中医师人数为１４７８人，且福州等２５县区
未呈报计入［１２］。

无论是从全国还是从部分地区来看，中医从业

者都远多于西医。这些数字牵扯到的是无数医者

的营生，因此在争论之中，废医派将两方争斗的矛

盾焦点视为“饭碗”之争。一旦废止中医案真正施

行，不仅会出现大量的无业人员，更会引起整个社

会的动荡。中医药界也以此为由向政府陈情：“夫

中医中药，销售至广，托生计于其中者何啻千万人。

此种以中医药为生计之人，其父兄妻子兄弟之借以

·９７·第４期 曾　浩：近代废止中医案破产缘由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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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者，又何啻倍蓰其数。即此一端以论，则中医

中药之存废问题，固一绝大之民生问题也。”［１３］尽

管实际上可能不及千万人，但是整个中医药行业群

体之大也相当可观，政府在决策时不得不考虑废止

中医带来的严重后果。

总之，从广大医药界从业人员的角度考虑，打

破其“饭碗”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是政府不愿意看到

的，也是其无法承受的。民生问题事关重大，短时

间内西医又无法替代中医，废医案的破产就成了必

然走向。

（二）患者的医疗需求

卫生事业维系着社会的正常运转，当国家卫生

体系不够完善时，灾荒的出现往往造成大面积的疫

病流行。在历时数千年的发展中，中医作为官方医

学，发挥着治病救人的巨大功用。近代以来，从城

市到乡镇，其推行区域遍及中国各个地方以及世界

上有华人之处，影响的民众数目累有亿万。在这种

情形下，废止中医势必造成巨大的医疗事业缺口，

如何予以填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当时，中国的西医人数远远达不到能够满足卫

生行政需求的比例，且相关医疗资源配置呈现出区

域分布严重不均的问题。对于这两点情况，西医界

自身也十分明了。１９２９年余岩在中央卫生委员会
议上提出的另一议案认为，当下急需设法增加全国

西医师人数，以推动卫生行政之进展。“大约医师

一人，支配人口二千以上，已觉应接不暇，我国人口

号称四万万，即以三万万人计算，须有医师十五万

人，方可足用。”［１４］７１而据余岩讲，上海实有医师

“只有四百人左右”，以此推之全国，西医“至多不

过五千人”，不足之数“实为十四万五千”［１４］７１。即

使西医教育机构“每年能出产毕业生一千四百五

十人，则须一百年之后，方能满十四万五千人之

数”［１４］７１。另一提案人陈方之也谈道，“吾人欲谋

医药之科学化，非造就十万人新医不可”［１５］。同

时，西医资源的区域分布也存在巨大差异性。在中

国近代社会，西医多分布在大城市，中小城市的相

关资源则显得格外匮乏。时任卫生部长薛笃弼表

示：“现在全国约有二千县，有西医地方尚不能占

十之一二，其他十之八九县分，率皆受中医药之支

配。在盛行西医地方，固应听人民之自由信仰，在

绝无西医处所，亦决不能令人民坐以待毙。”［１６］如

果废止中医，则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尤其是乡镇，

医疗资源就成了空白。

求医的效用和资费也是病家关注的问题。医

生的诊疗是否有效及其效用的强弱影响着基层群

体对于中西医的整体看法。尽管近代中医界常有

庸医害人的消息传出，西医负面消息也多见于报

刊，并被中医引为反驳西医的口实。如梁启超“患

尿血病”，寻协和名医诊疗，割肾、拔牙、绝食，“而

病卒不解”［１７］６。还有，黄克强、蔡松坡、胡景翼、岑

春煊和林修梅等知名人士均曾被西医误诊。中医

对此嘲讽道，协和医院自称世界一流，其诊疗技术

尚且如此，“下此可知矣”［１７］６。这一时期西医的还

原策略思想虽然先进，对致病因素以及治疗方案等

均有独到之处，但是临床医疗技术与之并不完全匹

配，加之很多药物尚未发明，面对经验良方颇多的

中医，西医的诊疗效用无法产生压倒性优势。此

外，西医的部分技术虽然先进，但是其诊疗资费也

相当高。以透视技术为例，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购置
一台Ｘ光机的费用约为５万元［１８］。医疗器械的价

格如此昂贵，医院的诊疗收费亦自不菲。１９３２年
上海东南医院的广告称，透视每次４元，肺部摄影
１２元，四肢８元（另有价目表）［１９］３。这还是“定价
特别从廉”［１９］３下的状况。根据相关研究，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上海某企业科员月收入１６～４８元，助理员
１２～１６元［２０］。当时照射一次 Ｘ线的费用在１０元
上下，并不是普通民众所能够承受的。

中国人口多，医疗资源比较紧张①，得益于中

医的深厚积淀，医患供需关系达到微弱的平衡状

态。在短时期内全面废止中医、由西医承担医疗卫

生事业的社会责任，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所不允许

的。在近代中国，西医不仅人数少、资源分布不均，

医疗的效用和资费也并不比中医更有优势。事实

上，这不仅成为中医界进行抗争的底气，而且是决

策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总之，以西医完全取代中

医这种脱离了现实需求的行为无法真正撼动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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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基。

三、政治与经济的深层考量

废止中医的提案通过之后，中西医药界之间的

论争已经从学理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中医药界

对废医派的驳斥逐渐占据舆论阵地的上风，并借助

政治力量实现反制。同时，鉴于中医药在国家经济

层面的重要地位，中医药界与工商界联合起来，在

利权之争中取得良好成效。

（一）废与不废的政治博弈

废医派认为中国传统医药不合科学原理，不能

承担卫生行政的诸多职责，在防控传染病等公共卫

生方面缺乏有效手段。中医药界则直指废医派

“僭越”先总理孙中山：“总理虽习西医，然生平著

作未尝一言中医不合科学，谆谆以为‘知之为难’，

是以病后尝屡延中医，时服中药。果中医不合科

学，总理曾经研究科学医学，宁肯以身为试，而自冒

不科学之名耶？然今之不革命份子，未暇一读总理

遗书，未究中医药学，竟轻下断语曰，不合科学应即

废止。举总理所不敢言者，贸然言之，此岂近人推

翻总理革命之思想立场，抑总理之遗著，虽积四十

余年之经验，尚不及近人之经验否耶？”［２１］６此言显

然是从政治立场上为废医派扣上“帽子”。中医药

界还揭起三民主义的旗帜，申斥废医派假公济私，

违背三民主义，攻击废医派的行为是卖国阴谋，表

示“中国民族与中国医药，实有共存共荣，不可消

灭的理由在”［２２］。中医药界又进一步言道，“我国

医学，肇自黄农，兴于汉季……至若天产药材之利

于土人也，制炼药品之利于工人也，则又关于人民

之生计，亦当注重者也”［２３］，抨击西医界“诋毁排

斥”中医，并“假政治力量以摧残，纯出私心，何处

尚存公道”，甚至指斥其此行“不解自由平等，间接

剥夺人权”［２４］。１９２９年 ３月，中医药界也在全国

医药团体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明示，要以践行三民

主义为己任，“改进学说，发挥民族之光荣，推广药

材，用解民生之疾苦”，且“端赖运用民权，作正当

之组织”［２５］。

中西医论争中还掺杂着政治势力的互相倾轧。

在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支持废止中医药的背后势

力是汪精卫、褚民谊等人。当时，中医药自然也不

乏支持者，如国民党元老派谭延、焦易堂、于右任

等人，因而中医药界代表进京请愿时，逐一拜访各

党政要人，以求政治上的援助。在１９２９年首次进
京请愿时，行政院院长谭延即称此案“断无实行

之可能”，并请请愿团成员谢利恒诊脉拟方；其他

政要也给出了相当肯定的答复，如张静江、李石曾

和陈果夫都表示会极力援助之［２６］。另，时任卫生

部部长薛笃弼本是冯玉祥的部下，由他执掌卫生部

是国民政府拉拢冯玉祥的政治举措。冯玉祥素来

信奉中医，废止中医的提案通过后，他致电薛笃弼，

就此事表明反对立场［２７］。由上述政要的表态可以

看出，在国民政府内部，支持中医中药者占据了上

风。在此次中西医的论争中，西医界意图借助政治

势力废止中医，中医药界亦借用政治势力进行反

抗，并成功以权制权，迫使废医派让步。

（二）中西医之争与利权之争

除了政治斗争上处于下风，另一个让废医派颇

为头疼的问题是利权外溢。近代以来，中国门户开

放致使列国纷纷向我国出口其商品，全国工商行业

普遍陷入困境。光绪（１８７５—１９０８）初年提倡国货
已有微声，民国政府成立后大势为之一变，内政外

交各项虽有千差万别，但提倡国货之政纲仍相因不

改。中药一向是中国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

论是国内市场还是海外输出，其课税等对政府收入

贡献颇大。与此同时，西药的输入也在逐年增加，

大大冲击了中药的产销，为中医药界提倡国货、反

对废止中医提供了口实。

中国天然药材良多，在行销国内各地的同时，

还常作为原料远销海外。以甘草为例。“奉天向

产甘草”，其原产地分别以“古蒙之白音太拉及开

鲁”“小库伦”“赤峰”为中心，１９２０年前后约有
７５０万斤进入销售市场［２８］３５。因种类不同，奉天甘

草的价格每百斤从４０元到２０元不等［２８］３５。“近年

则交易渐多”，仅１９１９年的成交量就达２００万斤，

且大多向日本出口，小部分“由华商收买”［２８］３５。

麝香因有特殊香气，常被用作香水的重要原料。我

国川滇和西藏等地均有产出，当地所产麝香除了自

用外，还装运出口。１９１１至１９２０年出口麝香量累

计达３４３０公斤，“而以装赴法国为最多”［２９］。麝

香价格自每斤３１０余两至３３０两不等［３０］，尽管其

间受到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年出口量仍为数颇巨，

利益不菲。据中央国医馆统计，１９３３年中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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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茸、虎骨、桂皮、甘草、良姜、大黄等数十种药材，

价值国币共计９００余万元［３１］。另，川渝地区出口

的药材以石斛、当归、党参、白芍、墨冬、黄连等居

多，１９３３至１９３５年仅重庆一地出口药材总价值就

超过１４８０万元［３２］。

除了用作原料，中药材加工后制成的丸散片剂

价格更高，其利益于国家亦可谓相当重要。正如全

国商会联合会致卫生部电中所说，“中医不提倡，

中药无从提倡”［３３］，中医药本为一体，废中医则中

药必受影响，中医不兴则中药难盛，而中药被进口

西药所替代的话，又必然会损害国家利权。中医药

界也正是从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抨击废

医派的主张：“至言中医中药关系国计民生之巨，

或为国人所不及料。统计药业职工达四百六十万

人，药田面积达六十万亩，种药农工达二百万人，每

年中药贸易达九千六百万元之巨。然自西医侵入

以来，虽国内西医不出一千人，而西药销数已达一

万万元以上。果中医不合科学，总理之学说可以推

翻，则今后西药销数，当十、百倍于一万万元之数。

中国虽富，恐不胜此大漏卮也。”［２１］６１９３４年４月，

中央国医馆致湖南省政府公函中也提到，“今西医

不足百分之一之用药入销，已年达数百万元，假令

中医药业一一代以西医药业，不特千数百万直接或

间接从事于中医药业之工人农民陷于失业，巨量之

西药入销，亦且不堪设想”［３４］。西药的大量输入致

使中药的市场份额明显下降，这对中国工商业者来

说是极为不利的情况。有鉴于此，中医药界借助国

货运动，以捍卫民族经济利益为名对抗西医药，且

使废医派无从反驳。

四、结语

在近代革新的大势之下，部分西医界人士提出

全盘废止中医，改植西医体系。这一论调在１９２９
年首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以《规定旧医登记案

原则》提案的形式通过，但是该案废止中医的企图

并未得逞，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之下最终破产。

尽管中西医学的对抗有其必然性，废止中医案

确实给中国医药学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面对外

来事物，中医药界不再故步自封，转而以积极的态

度对内改进，寻找发展方略。西医药界攻讦中医

“非科学”，理应废止，恰恰忽视了中医发展所缺乏

的正是政府的充分关注和有效管理。虽然传统中

医药无法用现有的科学理论来一一解释，但是传统

医学中具有相当丰富的待发掘内容，不能简单地以

科学或不科学来判定一个医学体系的价值。中医

药学中辨证施治的治疗模式、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

防医学思想以及因势利导、祛邪扶正的治疗思想均

有很突出的借鉴意义。总体来说，在废与不废的论

争中，两种医学作为关于“人”的学问都试图以理

论与实践证明自身价值。当前中国正大力发展医

疗事业、弘扬中医药文化，如何恰当地引导发展和

利用中西医价值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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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下引此书，只出篇名。

论庄子生命观的三重维度

陈　健１，２，张宗明２

（１．皖南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２；
２．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文化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对生命的思考和探寻是庄子思想的鹄的，其生命观包含自然、社会和精神三个维度的内容。其
自然生命观倡导保身、全生、养亲、重生而不惧死，社会生命观主张事亲、事君、均调天下、退仁义、宾礼乐，精神生

命观强调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立鲲鹏之志。庄子生命观体系完备、内涵丰富，体现着对自然生命的呵护、社会

生命的关注和精神生命的高扬。

关　键　词：庄子；生命观；自然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６７０（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８４０５

　　人是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集合，三者之
间相互作用、交织影响，并存于个体生命之中。首

先，人是自然性存在，自然生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

基础和前提。再者，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拥有

社会生命，是一个社会性存在。最为核心的是，人

是具有意识、思维的精神性存在。故而，人之生命

存在兼具三重维度，即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

生命。

庄子哲学的本质是生命之学。《庄子》一书蕴

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命智慧，对人之自然生命、社

会生命及精神生命给予翔实且充足的阐释，形成了

见解独特、内涵博大、体系完备的生命观。当前，源

于激烈的社会竞争、膨胀的物欲需求、多元的价值

判断等，自然生命淡化、社会生命弱化、精神生命虚

化等生命乱象与危机日益加重。因此，本文从自然

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三个维度系统剖析庄子

生命观，以期有助于世人认识生命的本质、审视生

命的价值、提升生命的境界。

一、自然生命观

关注与捍卫自然生命是生命存在的第一要旨，

人拥有了自然生命，才可以谈及生命的价值与意

义。自然性是人类生命存在的根本属性，是人作为

社会生命与精神生命存在的先决条件。固然，过于

强调生命的自然性，人便沦为一般存在物。关于人

的自然生命，庄子有着十分深刻且辩证的论述。

（一）保身、全生、养亲、尽年

《庄子·养生主》篇①论述养生的要旨，开篇便

阐明了“保身”“全生”“养亲”“尽年”［１］１０８的观点。

保身就是保护身体，避免自然生命受到损伤。全生

就是“全其生道”［１］１１０，确保自然生命的完备。

“‘亲’或为‘身’的借字”［２］，养亲即养身，也就是

对身体的养护。尽年是说通过上述方式与手段，使

得自然生命最大限度地享尽天年。

那么，如何做到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呢？庄

子提出“常因自然而不益生”［１］２０２的主张。他认为

养护自然生命的要义在于“常因自然”，反之则为

“益生”。在他看来，违背自然刻意养生便是“益

生”，就会出现“养过其极，以养伤生”［１］１０８的情况。

因此，在《养生主》篇，庄子指出真正的养生者应

“依乎天理”［１］１１１、“因其固然”［１］１１１１１２；在《达生》

篇，他提出“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１］５８３

的因循自然之人才是真正的达生者；在《刻意》篇，

他则批判了“道引”之士“吹稴呼吸，吐故纳新，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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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鸟申”［１］４７６的益生行为，认为他们违背自然规律，

在刻意地延寿。

庄子关注自然生命的存在，不仅倡导“常因自

然”的保身、全生、养亲、尽年，而且通过辨明外物

与生命的关系，希冀人们能够辩证地对待名闻利

养，不要因此而伤身害性。在他看来，财富、名望、

权力均为外物，对于生命而言它们只是手段不是目

的。然而，现实情况是从尧舜禹三代开始，小人为

利而殉身，士、大夫、圣人为名与事业而殉身：“自

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１］２９３尽管他

们所追逐的外物名号各不相同，但均是以残生为代

价。可见，庄子清晰地认识到，财富、名望、权力只

是体现生命价值的手段，而不是生命本身。一旦人

们执着于这些外物，舍身忘我地去奋力角逐时，便

会遗忘生命本身，置身体于不顾，伤身害性、沦为外

物奴隶。所以，他有感而发：“今世俗之君子，多危

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１］８５１

（二）重生而不惧死

死亡是人生无法避免的，如何战胜对死亡的恐

惧、勇敢地直面死亡是诸多哲学家思考的核心命

题。作为道家重要代表人物，庄子对于生与死有着

深刻而辩证的见解。他在珍视自然生命存在的同

时，并不回避死亡，而是秉持直面死亡的态度，显现

了哲人的豁达与超脱。为帮助人们摆脱对死亡的

困惑与畏怯，更好地完成生命的历程，他提出生死

一体、死生无惧、向死而生等主张，引导人们树立重

生而不惧死的生死观。

关于生死关系，庄子认为生死一体、同根同源。

“道”是生命的本体与本源，生命由“道”而生，最终

复归于“道”。生与死均在“道”中运行，是“道”在

大化流行中两种不同的表现样态。故而，他提出了

“死生存亡之一体”［１］２３５、“以死生为一条”［１］１８９、

“万物一府，死生同状［１］３６８等主张。这里的“一体”

“一条”“一府”就是“道”。既然无论是生还是死

都寓于“道”中，那么生死便是客观规律。进而，他

提出生死自然：“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

也。”［１］２２０正是因为既有生又有死，整个宇宙才会新

陈代谢、生生不已、畅然不滞。在生死一体、生死自

然的基础上，老子又指出生死循环：“方生方死，方

死方生。”［１］６５“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臭腐

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１］６４７其意即生命由

生入死、由死转生，生是迈向死亡的起点，死亡则孕

育着新的生机，生死在“道”域之中循环往复。

在阐述了生死一体、生死自然、生死循环的观

点后，庄子表达了死生无惧的生命态度。在他看

来，既然生死是在“道”涵摄下的自然流变，那么人

应坦然面对生死，无执于生、不惧于死。在文本中，

他列举了圣贤大德之人面对生死的立场。真人

“不知说生，不知恶死”［１］２１０；至人“死生无变于己，

而况利害之端乎”［１］９１；圣人“死生亦大矣，而不得

与之变”［１］１７５。无论是面对生的喜悦还是面对死的

危机，圣贤大德之人总是淡然若水，绝不得之若惊、

失之若惊。庄子借由真人、至人、圣人面对生死的

态度，开悟世人窥破生死之变，坦然、乐观、豁达地

面对生死，更加关注生命的历程。此外，他还在文

本中通过秦失吊唁老子［１］１１８１２１、丽姬出嫁［１］９８、骷

髅之乐［１］５４８５５０、鼓盆而歌［１］５４５５４６等直面死亡甚至歌

颂死亡的案例或者寓言，来消解人们对死亡的畏

惧，希冀人们由死观生、向死而生，更好地活在

当下。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大都畏惧死亡，然而当生命

无恙之时往往不知珍惜，身为物役而不知返，当死

神逼近之时才幡然醒悟，却悔之莫及。庄子一方面

倡导呵护自然生命存在，另一方面主张生死一体、

死生无惧、向死而生，其重生而不惧死的生死观不

落两端，既不偏执于世俗的生，也不畏惧将来的死，

有助于消解死亡对人们的困扰，引导人们面向生命

本身，聚焦于体验丰富多彩的人生旅程。

二、社会生命观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

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３］人是社

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成长、发展于社会之

中，具有社会属性。庄子生命观不仅关注人的自然

生命，而且关注人的社会生命。他提出爱亲、事亲、

事君、均调天下，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同时对规范社

会关系的仁义礼乐等伦理道德予以深刻反思，彰显

出其社会生命观的独特视角。

（一）爱亲、事亲、事君、均调天下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每个人都有一定社会角

色，要遵守相应的社会规范，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

与义务。庄子倡导保身、全生、养亲、尽年，批判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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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争名逐利而危身弃生的行为，许多人据此片面

地认为其生命观是为我哲学，强调贵身、为己，对社

会缺乏使命感和担当意识。这类认识是失之偏颇

的，庄子对生命的感知与理解并不局限在个体层面

或者是生命的自然属性维度，在自然生命之外，他

深刻地认识到人还拥有社会生命。在他看来，人作

为社会的一分子，不仅要对“我”负责，而且对家、

国、天下也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在《人间世》篇，庄子描写了孔子对即将出使

齐国的叶公子高所说的一段话：“子之爱亲，命也，

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

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

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

之，忠之盛也。”［１］１４４在这段话中，庄子是借孔子之

口，表达“爱亲”“事亲”“事君”的观点。其中，“子

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是指对未成年子女的

抚育与关爱是为人父母不可推卸的责任，“以夫事

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是说子女赡养和

孝敬父母是无条件的。关于事君，文中指出，“义也，

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且“不择事而安

之，忠之盛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作为社会、国

家的一分子，爱国敬业是理所应当、义不容辞的社会

责任。由此可见，庄子清晰地认识到人作为社会存

在应当担负的家庭与社会方面的责任。

在强调爱亲、事亲、事君之外，庄子还提出了

“均调天下”的思想。人既是家庭、社会、国家的一

分子，从更高的维度来看，更是宇宙自然的一分子。

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１］７７，天

地万物与人是在“道”统摄下的统一体，人与人之

间及人与社会、国家、宇宙自然间休戚与共、共生共

荣。可见，庄子认识到天地万物是普遍联系的，人

对他人、社会、国家、自然万物负责其实是对自己负

责。因此，在强调人们对于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

的同时，他希冀世人能够拥有均调天下的生命情

怀。“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

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１］４１２庄子

均调天下的主张意在号召人们具备博大的胸襟，关

注人类社会、宇宙自然的前途命运，在维护天地万

物的平衡、稳定、和谐中促进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退仁义，宾礼乐

人不是独立的存在，具有社会生命，总是处于

各类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之中。人的社会属性决

定了个体需要伦理道德、礼仪法度来规范自身言

行，保障社会运行发展平稳有序。因而，儒家强调

伦理道德、礼仪法度，积极倡导以仁义礼乐法等来

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孟子道德观的核

心是仁义，“仁，人心也；义，人路也”［４］３３３；荀子则

隆礼重法，认为礼以定伦、法能定分，提出“治之

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５］。不同于儒家对

仁义礼乐的高扬，道家对此持否定态度，并予以强

烈批驳。老子提出：“大道废，有仁义。”［６］仁义应

该是发自生命的本真，无需大肆宣扬，刻意地推崇

仁义表明了“道”的堕落。庄子继承这一思想，认

为高扬仁义礼乐显现出人类社会的衰败：“道德不

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１］３０７进而，他

还主张“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１］４３５。

那么，为什么老庄对儒家倡导仁义礼乐等道德

规范持否定与批判的态度呢？庄子就此予以阐释。

在他看来，仁义礼乐是发自人心人性的一部分，儒

家的大肆宣扬却使其逐渐演变为投机者拉拢人心、

谋取利益的手段。正所谓：“夫屈曲折旋，行礼乐

以正形体；高县仁义，令企慕以慰心灵；于是始醻?

自矜，好知而兴矫诈；经营利禄，争归而不知止。

噫！圣迹之过者也。”［１］３１２就是说，圣人们高扬仁义

礼乐，使其成为衡量人们道德高下的标尺，于是，讲

仁义礼乐、行仁义礼乐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同，反之

则会遭受唾弃。长此以往，人们因为贪图讲行仁义

礼乐带来的好处而对其竞相追逐，仁义礼乐也最终

沦为投机者邀名射利的工具。一旦“爱利出乎仁

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１］７５７，“愦愦然为世

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１］２４４，仁义礼乐便开始形

式化、工具化、虚伪化。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庄子对仁义礼乐进行了猛

烈抨击，但其本意并不是否定仁义礼乐等道德规

范。事实上，在文本中他也对仁义礼乐存在的必要

性做出了阐释：“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礼为

翼者，所以行于世也。”［１］２１４就是说，人行走于世间，

就得遵照着礼法做事，要守国法、知荣辱，明辨大是

大非。并且他还指出，仁义礼乐等要由专人去推

行：“法律之士广治，礼教之士敬容，仁义之士贵

际。”［１］７３４由此可见，庄子对仁义礼乐的批判并不是

否定仁义礼乐本身，他评判与否定的是儒家高扬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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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礼乐所带来的副作用和反作用。尊崇与奉行仁

义礼乐可有效地调节和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确保

社会生活井然有序、人际关系和谐融洽，然而，经过

儒家的大肆鼓吹和宣扬，仁义礼乐成为判断是非好

坏的道德准绳，人们对其不再是发自本心地恪守，

投机者甚至将其视为欺世盗名的手段。因此，庄子

提出的“退仁义，宾礼乐”并不是排斥仁义礼乐本

身，而是警醒世人不能将道德伦理、社会规范形式

化、工具化和虚伪化，遮蔽它们存在的本来意义。

三、精神生命观

缺失了情感、意识、思维等精神性，人就等同于

一般存在物。“世界总是精神性的世界。动物没

有世界，也没有周围世界的环境。”［７］作为“万物之

灵”，人是一个精神存在，具有精神生命。庄子肯

定并高扬人的精神属性，提出喜怒哀乐不入于胸

次［１］６３１、立鲲鹏之志［１］２等主张，希望人们保持健康

平和的精神状态，树立远大的生命理想，面对挫折、

困苦时依然昂扬向上、矢志不渝。

（一）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

人作为自然性与社会性存在，总是受到自然或

社会的限制、束缚。庄子将生老病死这些源自自然

规律的约束称为“天刑”，将来自社会层面的吉凶

悔吝所造成的压力称为“外刑”。两者均会导致人

内心发生喜怒哀乐等情绪上的起伏波动，从而对人

的精神生命状态造成影响甚至是伤害。庄子将天

刑与外刑对人精神生命所造成的二次损伤称为

“内刑”：“为内刑者，动与过也。”［１］９２４“离内刑者，

阴阳食之。”［１］９２４在他看来，内刑是由天刑与外刑引

发的情绪激烈变化、内在阴阳失衡的精神刑罚。中

医学认为，保持平和与稳定的情绪有利于气血运行

畅达以及身心健康，反之，当情绪产生剧烈变化、跌

宕起伏时，气血则容易瘀堵凝滞，进而影响身心健

康。《黄帝内经》就指出了失控的情绪对五脏六腑

的伤害：“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

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

劳则气耗，思则气结。”［８］庄子也曾指出情绪过激

的危害：“夫忿蟜之气，散而不反，则为不足；……

不上不下，中身当心，则为病。”［１］５７８

天刑源于自然规律的限制，外刑来自社会法则

的制约，在现实生活中，两者均是人之一生所无法

逃避的。那么，面对自然层面的生老病死与社会层

面的悔吝吉凶，人们就应当坦然豁达，不要因患得

患失而劳心伤神。如果斤斤于悲喜祸福、得失成

败，人之精神生命将遭受天刑与外刑所触发的内刑

之二次伤害。正因为如此，庄子提出了“喜怒哀乐

不入于胸次”［１］６３１的主张。他希望人们面对天刑与

外刑时，能安于时运、顺应变化、宠辱不惊，保持情

绪的平稳与内心的祥和，避免精神生命受到伤害。

诚如《大宗师》篇所说的那样：“且夫得者，时也，失

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

县解也。”［１］２３７通俗一点来说就是，天化生万物，人

之喜怒哀乐等感情就如天之所悬系之物，如果安时

处顺，哀乐不能入，则天之所悬系之物便可解散，人

便脱离了内刑的困扰。

需要阐明的是，庄子所说的“喜怒哀乐不入于

胸次”并不是否认正常的情感表达、情绪宣泄，其

意在提醒人们避免情绪与情感的跌宕起伏，保持平

和稳定的精神状态。在《德充符》篇，庄子通过其

与惠子的一段对话表达了这一观点。惠子质问庄

子，人怎么可能没有喜怒哀乐这些情绪情感呢？庄

子回答说：“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

其身。”［１］２０２就是说，他所指的“无情”并不是否定

真情实感的流露，而是否定过度的好恶憎嫌、嬉笑

怒骂对精神生命所引发的伤害。正如《中庸》所

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

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

也。”［４］１８喜怒哀乐是人人都有的感情，但是这些感

情的迸发要适度，否则就违背了中庸之道，给内心

带来不谐、不宁。

（二）立鲲鹏之志

庄子生活于战国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剧烈变

革、极为动荡的一个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及新经济生产方式的出现与实施，新旧两股力量之

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与冲突，于是战争成为解决矛

盾的终极方式。诸侯之间旷日持久的相互混战给

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和残暴

专制使民众生活更加雪上加霜。普通百姓承受着

繁重的劳役和兵役，过着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生

活，家破人亡、战死疆场的悲剧时有发生。正如

《在宥》篇所描绘的那样，“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

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１］３４４。面对战火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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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局、残酷无道的统治，人的生命如草芥蝼蚁一

般，随时会遭遇死亡、疾病、迫害等无妄之灾。

在如此残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应当如何自处

呢？庄子以为“哀莫大于心死”［１］６２５，尽管世事艰

难，苦难与坎坷无时无处不在，但对于生命而言最

悲哀的莫过于在精神层面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和

与命运抗争的勇气。生命的历程跌宕起伏、荆棘丛

生是必然的，“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

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１］１９５。人之一

生万事难料，但无论生命经历怎样的变故，绝不能

丧失战胜挫折的意志力。只要人的精神生命不被

击垮，未来就有转机，就有希望。基于此，《庄子》

文本中描述了许多身有残疾却依然乐观向上、拥有

强大意志力的人物，如支离疏［１］１６５１６６、王骀［１］１７３１７４、

哀骀它［１］１８９１９２、 ?支离无盇［１］１９８１９９等。庄子详细

描写上述人物身残志坚的事迹，意在向世人传达这

样的信息：相较于他们遭遇的不幸，我们有什么理

由不坚强地活下去呢？

庄子高扬精神生命，不仅指出哀莫大于心死，

鼓舞人们勇敢面对生命逆境，而且提出立鲲鹏之

志［１］２，希望人们树立远大理想，实现生命的飞跃。

他在《庄子》开篇《逍遥游》中，讲述了一个由鲲化

鹏，然后鹏飞南冥的寓言故事。鲲是一种大鱼，

“不知其几千里也”［１］２，但是始终局限在幽暗寒冷

的北海之中；鹏是一种大鸟，“抟扶摇羊角而上者

九万里”［１］１５１６，翱翔于万里长空，活动空间无限广

大，不再局限于北冥。这里由鲲化鹏描绘了一幅生

命冲破有限、趋向无限的画卷。那么，由鲲化鹏之

后，为什么鹏要不辞辛苦地从北冥飞向南冥呢？北

冥是极寒之地，也寓意现实之地，南冥则是极光明

之地，寓意理想之地。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理想

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那么，从北冥飞往南冥实

际上是为了实现理想对现实的超越。因而，庄子借

由这个寓言故事向人们揭示了精神的巨大作用，他

希望人们树立鲲鹏之志，以理想观照现实，不断突

破有限、超越现实，趋向无限、实现理想。

四、结语

自然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共同构筑了具

体而鲜活的人之存在，三者之间互为前提、互为因

果、互相依存，突显或是忽视其中任何一种生命形

态都是失之偏颇的。庄子生命观体系完备、内涵丰

富，对三类不同的生命形态展开深刻且辩证的思

考，体现着对自然生命的呵护、对社会生命的关注、

对精神生命的高扬。当前，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富

足，然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来自社会、家庭

等方面的压力也与日俱增，部分人群表现出的生命

意识淡薄、生命价值模糊、生命理想缺失等状态堪

忧。为此，系统阐释与弘扬庄子生命观将有助于人

们思考生命本质、探寻生命价值、提升生命境界，促

进生命健康、自由、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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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结表状公文的写作特色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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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古文运动的先驱，元结较早在公文写作领域进行了改革探索。他所写作的表、状体公文在
古代公文史上极具典型意义，在内容上切中时弊，真实记录了社会生活；在形式上打破了骈体公文的壁垒，为公

文写作带来新的气象；在论证方法上注重实证，极具说服力。作为一位被后世所称道的官员，元结为官理政中的

民本思想、人才思想、孝德思想等也集中体现在其公文之中。元结公文在当代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启发意义，有

历久弥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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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结，字次山，河南鲁山人，唐代著名文学家、
古文运动先驱。孙昌武先生在《唐代古文运动通

论》中充分肯定了元结为古文运动发展所作出的

贡献，认为“元结在唐代散文发展史上占据着某种

里程碑的地位。在他的创作中，总结了前此散文革

新所取得的成就；他又用自己的收获巨大的实践，

预示着文体改革和散文创作新局面的开始”［１］。

近几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元结在文体革新上的成

就获得赵殷尚、胡燕、吕双伟、肖献军等多位学者的

重视。目前对元结表文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有两

篇，分别为韩国赵殷尚《“表文”的形成与定位———

兼论元结、贾至的革新》［２］和吕双伟《论元结的表

文创新及其文学的政治化》［３］。以上学者对元结

表文进行研究时，大多是从文学角度分析其艺术形

式、表现手法等，对元结表文中的公文程式、行政思

想等公文属性关注不多。至于元结作品中“状”这

一文体，目前还鲜有学者触及。本文从公文史等角

度出发，对元结表状公文的写作背景进行分析，探

究其写作特征，挖掘其思想内涵，进而彰显其当代

价值。

一、元结表状公文写作的时代背景及分类

霍蕴夫教授在论及公文的产生时指出，现今有

物可考的公文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并

认为阶级和国家是公文产生的背景和前提，文字则

是公文产生的条件［４］。可见，公文的创作与作者

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等背景有着密切的

关联。作为地方官员，元结创作的公文以表状体上

行公文为主，根据孙望先生点校的《元次山集》进

行统计，元结现存的上奏类表文有１２篇、状文有８
篇，这些公文既有典型的时代特色也有其创新的

一面。

（一）表状公文的制度化

表和状作为上行公文文体是国家政治制度发

展到相对稳定阶段的产物。从严可均所辑《全上

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来看，秦朝虽已有李斯

《上书谏逐客》、零陵令信《上始皇帝书》等上行文

书传世，但是未见表、状这两种公文文体，直至汉代

才有赵充国《条上屯田便宜十二事状》、刘歆《上山

海经表》等表状文出现［５］。民国时期，徐望之先生

在充分总结前代文献的基础上，在《公牍通论》中

将表、状二者皆归入“公文名称始于汉代者”［６］之

列，这一观点为学界广泛接受和引用。可见，在汉

代政治管理更加精细、官吏制度更加完善的背景之

下，原来臣子向皇上进言奏事的“上书”也出现了

细分，按公务事由分化为章、表、状、奏、议等上行公

文文体。在汉至隋期间，表状文稳步发展，一方面，

表状公文在行政中的使用次数逐渐频繁，据陈曦统

计，仅《文苑英华》中便选录了表类公文 ７４卷
１１４３篇，状类公文１７卷３０５篇［７］；另一方面，随着

表状文写作数量的增加，表状文也逐渐沉淀出以骈

体文为主的创作风格，并涌现出李密《陈情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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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喻户晓的名篇。

表状类公文发展至唐代则开始出现制度化的

特点。杨剑宇在《中国秘书史》中将唐代称为我国

文书档案工作的法律化时期，唐王朝对公文的拟

制、传递、用印、保密各个阶段都有了细致的规定和

严密的奖惩制度［８］。唐代的行政法典《唐六典》亦

记载“表上于天子，其近臣亦为状”［９］，在行文对象

上对表状公文做了明确的规定。元结在担任地方

刺史等职位期间，向上级进言时，依照礼法制度选

择了表和状两类文体。在写作格式上，元结表文都

为三段式格式：起首谦辞（臣某言等）＋事由 ＋结
尾（谨奉表以闻等）；状文则为：状头（简述事由）＋
正文（具体论述）＋状尾（谨录状上等），严格遵循
公文的写作规范。

（二）元结表状公文创作的背景

元结虽然出仕较晚，但由于其卓越的政治才

能，皇帝对他十分赏识并屡次委以重任，公文写作

也贯穿他整个仕宦生涯。在不同的任职背景下，元

结的公文也呈现出不同特点，大致来看，元结的公

文写作背景可分为“初入为官”“荆南幕府”“道州

任上”“容州任上”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初入为官时期。元结年轻时不

为禄仕，隐居于河南商余山，安史之乱后，元结才正

式走入官场。《时论》前表是元结这一时期表文创

作的代表，在该文中，元结开篇便以两个反问句

“陛下岂不以凶逆未除，盗贼屡起，百姓劳苦，力用

不足，将社稷大计与天下图之者乎？荒野贱臣，始

见轩陛，又拘限忌讳，不能悉下情以上闻，则陛下又

安用烦劳车乘，招礼贤异”［１０］９２来劝诫天子要勤于

理政、安定动乱，并且要广开言路，体察下情。这一

时期元结的文章创作指陈时务，表现出其为官初期

积极远大的政治抱负。

第二个阶段为荆南幕府时期。乾元三年

（７６０），元结先后入山南东道节度使来調及荆南节
度使吕 幕府。入幕期间，元结表文创作以代笔公

文为主，其中以《为吕荆南谢病表》为代表。在这

篇文章中，元结以幕主的口吻为吕 道出了重病不

能理政的实情。同时，这一时期元结的状文创作也

较为活跃，元结在幕府期间，所在州县连年遭受战

乱，元结亲睹战士家庭离散，心生悲悯，向幕主来調

上《请给将士父母粮状》《请收养孤弱状》，请求侍

养战士父母，收养烈士遗孤。这一时期，元结的公

文创作开始走向成熟。

第三个阶段为道州任上。广德元年（７６３）九
月，元结被任命为道州刺史。在道州任职期间是元

结政绩最为卓越的时期，其事迹也一直为后人所称

道，宋代王次翁曾评价：“次山尝节度荆南，又经略

容管等八州矣，然世必曰元道州，而独道州祠堂在

焉。”［１１］在道州任内元结多次撰文为辖区内百姓申

请减租减赋，在《谢上表》中，元结向皇上写明了道

州民生疮痍的实况，之后又写作《奏免科率状》申

请为百姓减免赋税。在元结的一系列治理举措下，

原来从道州出走的百姓纷纷回归家乡，安养生息。

这段时间，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元结

表状文创作都达到高峰。

第四个阶段为容州任上。大历三年（７６８）元
结被授容管经略使，这也是元结仕宦生涯的最后一

站。此时元结在经历了社会动乱和朝廷纷争之后，

其思想已经有了寻求退隐的一面，在容州任内的公

文亦是以辞解为主题。这一时期，元结一方面勤于

理政、安抚动乱，另一方面则反复向朝廷请求辞官

退隐。大历三年（７６８），元结刚接到任命时便写作
了《让容州表》，对所授予的职位辞让不受，乞求辞

官归养老母。在老母去世之后，元结又作《再让容

州表》，申请为母守孝，方得以辞官。这期间，元结

所作表文言辞恳切，在抒情上具有较高成就。

（三）元结表状公文的分类

清代方熊在《文章缘起注》中认为，从用途来

看，表文可分为“论谏、请劝、陈乞、进献、推荐、庆

贺、慰安、辞解、陈谢、讼理、弹劾”等类［１２］。元结所

作表状公文亦可按此标准进行区分，如表１。

二、元结表状公文的写作特色

前面已经提到，作为公务文书，表状公文发展

至唐朝已经有了严格的标准和程式。尽管如此，元

结却依旧力求破除前朝文风积弊，在内容与形式上

对表状类公文进行变革，其作品也极具特色。

（一）信笔直书，良史精神

“良史”一词早见于《左传》之中，孔子在评价

董狐时认为其“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１３］，刘勰在

《文心雕龙》中指出“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

笔”［１４］，可见“良史”与“信笔直书”是分不开的。

范成大在评价元结《大唐中兴颂》时称元结“鲁史

笔法婉辞含讥”［１５］，但是在公文写作中，元结更多

信笔直书，几无讳饰，其公文也是其所处时代历史

的真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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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元结表状公文分类

文体 类别 题目 内容主题

表 辞解之表 《为董江夏自陈表》
元结代董江夏作。朝廷将永王瞞定为叛臣，董江夏作为永王瞞的下属，亦受到牵

连。后朝廷再授董江夏官职，元结为之代作此表，辞让不受

《为吕荆南谢病表》
元结代荆南节度使吕 作。吕 以病重，不能起止，庶事不理，请辞荆南节度使

官职

《辞监察御史表》 上元元年（７６０），元结除监察御史，元结以愧无才能、老母多病求退

《乞免官归养表》
元结以自己才不称任，老于儒家却迹在军旅，日预戎事是过其才分，请求辞官，归

养老母

《让容州表》
大历三年（７６８），敕授元结容州刺史等官职，元结以自身多病，且老母气力艰于远
行，辞让不受

《再让容州表》
大历四年（７６９），元结老母去世，元结再次以孝礼为据辞官，请求归葬老母，为母
守孝

陈谢之表 《谢上表》
广德二年（７６４），元结到任道州刺史后作《谢上表》，表明到任时间等，同时也具
陈道州百姓背井离乡之实况

《再谢上表》
永泰二年（７６６），元结又一次被授予道州刺史，元结作谢表，批评了地方政府选人
不当，百姓赋税负担过重的情况

论谏之表 《时议》前表 乾元二年（７５９），皇帝召见元结，元结上《时议》三篇，陈述天下时势，前有此表

《请节度使表》
宝应元年（７６２），荆南节度使吕 病逝，荆南节度使一职空缺，元结上此表，建议

朝廷尽快选用有才德之人补缺

庆贺之表 《广德二年贺赦表》 广德二年（７６４），朝廷大赦，依制，元结上贺表

《永泰元年贺赦表》 永泰元年（７６５），朝廷大赦，依制，元结上贺表

状 请劝之状 《请省官状》
乾元三年（７６０），元结以唐、邓等州，百姓流亡，人口稀少，而官吏人浮于事，上表
劝来調裁撤冗官

《请给将士父母粮状》 上元元年（７６０），元结上书，请求官府供养作战将士父母

《请收养孤弱状》 上元元年（７６０），元结上书，请求官府收养烈士遗孤

《奏免科率状》
广德二年（７６４），元结以道州为贼所屠，无力承担赋税，上书朝廷申请对赋税进行
减免

《奏免科率等状》 广德二年（７６４），元结再次上书，申请减免道州赋税钱物九万余文

《论舜庙状》 永泰二年（７６６），元结以舜庙残破，向朝廷申请对舜庙进行重新修整

推荐之状 《举吕著作状》
宝应元年（７６２），元结以吕 之侄季重为人聪敏仁孝且有理政经验，故向朝廷举

荐其为官

《举处士张季秀状》
永泰二年（７６６），元结以张季秀不贪货贿，以文学为业，但却寒馁切身，故申请朝
廷为其建造草屋，给予田地

　　元结在道州上任之后，按照惯例需要向皇上进
呈谢表以表达感激之情，而其在道州所作《谢上

表》中，除题目和结尾有“谢”字以外，正文中无一

感恩颂德之词。相反，元结还在谢表中直陈道州在

经历了西原蛮掠夺后的民生状况：“城池井邑，但

生荒草，登高极望，不见人烟。岭南数州，与臣接

近，余寇蚁聚，尚未归降。臣见招辑流亡，率劝贫

弱，保守城邑，种山林，冀望秋后少可全

活。”［１０］１２３用词直白，毫无含蓄。在《再谢上表》中，

元结依旧保持自己的写作风格，还更进一步借谢表

指出了底层政治贪腐、基层官吏选用不当的情况：

“今四方兵革未宁，赋敛未息，百姓流亡转甚，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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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鮨日多，实不合使凶庸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类，

以货赂权势而为州县长官。”并自言：“所言狂直，

朝夕待罪。”［１０］１３２

元结的公文真实可信地记录了社会底层疾苦，

并且敢于刺喻君主，即使是前代用于歌功颂德的谢

表，元结也敢于用狂直之言来进行创作。这些都充

分地体现了他切中时弊、信笔直书的良史精神。这

也使得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对元结表文给出了

“观次山表语，但因谢上，而能极论民穷吏恶，劝天

子以精择长吏，有谢表以来，未之见也”［１６］１８８的极

高评价。

（二）骈散相间，融情于理

在中国古代，骈文与散文长期处于一种相互对

立的状态，在古代公文中，章、表、奏、状等公文大多

以骈体文为主，散体甚至受到了排斥。如明代胡松

所编表文选集《唐宋元名表》便以四六为选文标

准，对元结和其他作者的非骈体表文则一篇未选。

但公文发展到魏晋六朝时，却出现了过于注重对

偶、用典等表面形式而忽略实质内容的极端现象，

这就与公文的实用性质有所背离。元结是较早察

觉到这一风气的作家，在《刘侍御月夜宴会序》中，

元结提到了自己对时下文章的看法，认为：“文章

道丧盖久矣，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

喜爱，系之风雅，谁道是耶？”在此背景下元结开始

了“变时俗之淫靡”［１０］３７的文体变革探索，将散体

文引入表状类公文写作中来。

以《让容州表》为例，在叙述自己的到任经过

时，元结采用散体来进行讲述：“臣伏奉今月二十

二日敕，授臣使持节都督容州诸军事、守容州刺史、

御史中丞、充本管经略守捉使。四月十六日敕到，

二十一日发付本道行营。”［１０］１５５这样平白的散句打

破了四六的桎梏，使得叙事更加清楚明了。但是讲

述自己的老母时，元结则又使用了排列工整的四字

骈句：“时方大暑，南逾火山，举家漂泊，寄在湖上，单

车将命，赴于贼庭。臣将就路，老母悲泣，闻者凄怆，

臣心可知。”［１０］１５６这样的文字极富感染力，读来感人

至深，仿佛母子惜别之景就在眼前。这样融情于理

的申请，在做到气势十足的同时又能避免让人产生

被咄咄相逼的不适感，自然也就容易被人所接受。

吕鑫在《唐代公文文风转变的原因》一文中提

出：“安史之乱后，韩愈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给

骈俪文体与浮艳文风带来重创。”［１７］其实在韩愈之

前，元结便已经开始对公文骈俪的文体进行变革，

元结在公文创作中，充分利用散体便于叙事说理、

骈体便于抒情陈情的特点，十分灵活地将这一对看

似相互排斥的文体运用得和谐融洽，真正做到了骈

散相间，情理相融。可见，宋代吴子良在《陈元为

杜韩之先驱》中“唐之古诗，未有杜子美，先有陈子

昂。唐之古文，未有韩退之，先有元次山。陈、元盖

杜、韩之先驱也”［１８］的论断亦绝非溢美之词。

（三）论述有据，注重实证

上元元年（７６０），元结两次上状书申请优抚战
士家属；广德二年（７６４），又两次向朝廷上状文，申
请减免税收。如此频繁的申请，不仅没让上级对元

结感到厌烦，反而其申请还被屡次批准，这与元结

高超的论证技巧是分不开的。在元结的公文中，注

重实证是一大特点。以广德二年（７６４）《奏免科率
等状》为例，元结开篇便在状头中点明了朝廷所下

达赋税任务的具体数额、已征得的税收数额以及申

请减免的数额，并将数字精确到了个位，如此精准

有据的数据自然而然就增加了公文的可信度。紧

接着元结又摆出了申请减免的条条论据，一是举出

了道州百姓在与乱贼抗战中倾尽民力的事实，在战

争中，壮丁皆投身军伍，剩下的妇孺老幼实在无力

承担赋税；二是点明了道州地势的重要性，若不能

以税收减免的方式来保全道州，则整个湖南都将沦

为不守之地；三是直接指出了本年度征税数额较去

年增加一倍的不合理事实。三条论据，环环相扣，

层层推进，极富说服力。

元结在公文创作中，作风扎实，善于将自己在

地方所见的一手材料作为论据。这既有利于朝廷

了解社会状况，也有利于提高公文的说服力，更好

地达到公文写作的目的。

三、元结表状公文的思想

许同莘在《公牍学史》中谈到元结状文时，对

元结的政绩也做出了评价，他认为“唐诗人政绩著

者，无如元次山”［１９］，元结的政治生活真实完整地

体现在其所作的表文和状文当中，表状公文也是其

思想的高度结晶。

（一）为民争利的民本思想

杨承祖先生曾通过数据分析统计得出元结是

《全唐文》中使用“人民”一词最多的作家这一结

论［２０］，无可否认元结是一名心系人民疾苦的良吏，

在我国古代，税收一直是官员考核的重要标准之

一，但是在自己的官位与百姓利益的抉择中，元结

却选择了后者。元结刚到道州还不到五十天，就收

到了二百余封催缴税收的文书，并受到了不能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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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税就要被降职处理的警告，但是对于这些元结却

不以为意，反而还拿起笔写下状文，直接向皇帝上

书道州人民生活困苦的状况，矛头直指不合理的赋

税制度，为道州百姓申请减免赋税。元结敢于为民

争利，自然也受到了百姓的爱戴，《新唐书·元结

传》就曾记载百姓为元结立石颂德一事。时至今

日，元结重视民生、为民谋利的政治理念与现代政

府工作理念仍有较多契合之处，可见其思想在当时

的进步性。

（二）精选谨择的人才思想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认为，元结在谢表中向

皇帝进言“精择长吏”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创

新［１６］１８８。在元结的公文中，精选谨择的人才思想

亦是随处可见的，在《谢上表》中，元结认为刺史是

地方政治治理的关键，同时向皇帝提出了刺史要从

严考核的建议，提议朝廷应该每年度从人口、田垦、

畜养等方面对刺史进行课考，并且要制定严格的奖

惩制度。至于何为理想的人才，元结则在《请节度

史表》中有所述及：“陛下若独任武臣，则州县不

理；若独任文吏，则戎事多阙。”［１０］１１０元结认为选用

地方官员，偏文偏武都不妥当，在动荡的时局中唯

有选任文武兼备，既能守备城池又能绥化百姓的全

才，方能使社会恢复稳定。从公文可以看出，元结

在人才选举、考核等各个方面都表达了自己独到的

见解，其人才思想已成体系。

（三）侍母尊亲的孝道思想

在元结公文作品中，“孝”亦是一个反复出现

的高频率词。在向朝廷请求辞官的表文中，元结以

孝理为依据，请求为母亲侍奉汤药，并劝诫天子要

以孝理万姓，慈育生民；在荐举人才的《举吕著作

状》等状文中，元结将“孝”作为评价人才的主要依

据，举荐吕季重时，元结便着重讲述了他为叔父侍

奉汤药、分忧解难的事迹。同时元结也将这种孝道

精神运用到他的政治实践当中，元结入幕府时期，

在目睹战士家庭离散、父母孤苦无依之后，便上

《请给将士父母粮状》和《请收养孤弱状》，向上级

请求给予战士父母粮食供养，收养烈士遗孤。在道

州任职期间，元结对路边所见的孤寡老人心生怜悯

的同时也对他们十分尊重，在《舂陵行》中“追呼尚

不忍，况乃鞭扑之”［１０］３４的句子便可见他对老弱十

分爱护。元结的孝心、孝行至今都让人为之动容，

值得我们大力弘扬倡导。

四、元结表状公文的当代价值

元结的公文在内容上针砭时弊，在形式上敢于

打破骈俪的枷锁，可谓我国古代公文史上的一面旗

帜。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表状公文在当代已经不

再使用，但是元结公文鲜明的创作特征和丰富的思

想内涵在现代社会仍具有价值。

（一）有利于弘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调查研究是我国历代领导人反复强调的一项

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２１年秋季学期中央
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坚持一切

从实际出发，是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坚持从实际出发，前提是深入实际、

了解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要了解实

际，就要掌握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２１］

对元结公文进行研究学习有利于弘扬这一优

秀传统。元结在任监察御史时，与战士同起同居；

在道州任刺史期间，走入民间，感受百姓疾苦；在容

州任职期间，更是深入蛮侗，亲身抚慰。这些活动

都使得元结对人民的真实生活有更为清楚的认知，

也为其公文写作提供了材料来源。这种做法值得

后人借鉴，在起草公文时，写作者不应该只是坐在

办公室中照搬现成的文字材料，而是应该深入到基

层中去，实地调查民情民意，只有这样写出来的文

章才能真实准确地记录实际情况，避免出现言之无

物的弊病。

（二）有利于纠正过于浮饰的文风

元结的公文是对六朝以来绮靡公文风气的一

次变革，在叙事说理时皆平铺直叙，不追求辞藻装

饰。在现代公文中，依然要避免过于艳丽、浮饰的

写作风格。公文是社会治理的工具，在行政体系中

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但是如果公文变得过于追求

辞藻形式，那么文章反而变得让人不好理解，甚至

会产生歧义，公文的作用也就难以发挥出来。

元结的表状类公文皆主题突出，所陈事项让人

一目了然，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在公文写作时要

考虑到公文大众化的阅读需求，要让读者能在最短

时间内获取到所需要的信息，因此叙事清楚是对公

文最基本的要求。公文写作人员在写作中切忌拖

泥带水，更不应该刻意掉书袋、卖弄文采，否则可能

使受文对象对文意无法理解，反而弄巧成拙。

（三）树立了正直敢言的典范

吕双伟教授认为元结有着“绝不阿谀奉承、奴

颜婢膝”［３］１３６的个性。这样的性格也直接影响到了

元结的谢表、奏状等上行公文创作。谢表作为一种

上行公文文体，是臣子被授予官职后向皇帝谢恩时

使用的，这一类文章有固定的格式，内容上往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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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只是讲明到任时间等琐事之后再加上对天子

歌功颂德的语句。但是元结写作谢表非但不歌功

颂德，还直陈民生疾苦，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上行文是下级向上级反映情况、提出申请时所

用的文体，是一条由下达上的信息纽带，但也正是

如此，上行文中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阿谀奉承

的文章，能像元结一样在上行文写作中不卑不亢、

不趋炎附势的可谓是少数。元结的公文依然可以

为现代公文写作提供一些思考，在公文写作中写作

者要敢于直面社会问题，敢于为基层民众发声进言，

而不是一味只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表面文章。

在公文创作中，元结在遵守公文写作规范的前

提下，敢于革新，破除了六朝以来公文过于追求骈

俪的绮靡之风，将骈体与散体完美融合，创造了说

理与抒情兼备的公文写作模式。在公文写作内容

上，元结关注社会民生，将百姓真实的生活状况写

入公文之中，表现出对弱势民众深深的怜悯，通过

公文为百姓争取了福利，打破了以往上行公文阿谀

粉饰的积弊，其公文中的思想内涵和行政经验为后

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时至今日，元结注重实证、

崇尚平简、不卑不亢的公文写作风格依然能对我们

有所启发，使我们大受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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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中原城市群的早期形成，笔者在博士学位论文《河南省会变迁研究（１９５１—１９５７）———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中

有所涉及，至今还未见其他专门研究中原城市群早期形成的研究成果。

中原城市群的早期形成探究

张　勇
（平顶山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平顶山 ４６７０３６）

摘　　　要：中原城市群发展战略是国家以及河南省坚持的一项重要的长期发展战略。１９５２年９月１９日
郑州被确定为河南新省会，同时国家为了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恢复大省制，决定撤销平原省使豫北回归河

南，这初步决定了中原城市群的框架。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３０日河南省直机关正式迁郑后，省会郑州的核心地位形成，
并带动了中原城市群的进一步形成与发展，如平顶山、鹤壁、焦作、三门峡四市的兴起，基本形成了今天中原城市

群的雏形。探讨中原城市群的早期形成对当今中原城市群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关　键　词：中原城市群；郑州；洛阳；平顶山
中图分类号：Ｋ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６７０（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９５０６

　　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５日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制定
的《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提出了建

设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的发

展思路［１］。自此，中原城市群这一概念正式提出，

河南省开始了中原城市群的发展建设，２０１６年１２
月２８日国务院批准同意国家发改委报送的《中原
城市群》规划，自此中原城市群上升为国家战

略［２］。可见，中原城市群发展战略无论是对于国

家抑或是河南省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前学

界对中原城市群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大多是从经济

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开展研究，侧重于对中原城

市群发展的对策与应用研究。而从历史学角度对

中原城市群的形成进行溯源，探究中原城市群的早

期形成方面的研究成果极为少见①，长期被学界所

忽视。事实上，中原城市群的形成要远早于２００３
年，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即１９５２年９月
郑州被中央批准为河南省新省会、平原省被撤销使

豫北回归河南，中原城市群的框架就已经被确定下

来了。１９５４年河南省直机关正式由汴迁郑后，郑
州的核心城市地位正式形成，此时由于“一五”计

划以及苏联援建项目的落实，使得新省会郑州市的

核心城市地位极大地带动了河南城市整体的发展，

以郑州市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基本形成。本文试

图对这一现象开展研究，以增强人们对这一历史现

象的认知。

一、郑州核心地位形成的历史动因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开封解放成立特别市后，由于历
史惯性的因素，开封仍然是河南省的省会，此时的

郑州是郑县，虽然由于其地理位置处于陇海与京汉

铁路枢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在经济、文化等方

面还远远落后于开封［３］。同时由于１９４９年８月成
立了平原省，豫北地区此时属于平原省，和河南省

处于分离状态。

１９５１年，河南省为了本省经济建设的需要，加
强对全省各项工作的领导，省委有关领导就向中央

政务院请求“决定把省会迁到郑州”，这个请求因

为当时的“三反”运动等因素耽误了一段时间，河

南省委于１９５２年８月５日再次向中南军政委员会
提出省会由汴迁郑建议，认为河南省会“原驻开

封”，但是开封的位置“偏于全省东部”，这在指导

全省的工作上存在着“多方不便”，而郑州市由于

处在“中原交通中枢”的位置，同时经济的发展前

景也非常好，如果省会能够由开封迁往郑州，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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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导河南全省工作以及全省各地的“上下联系”

方面“均甚便利”，对郑州市的长远发展也“大有裨

益”［４］。这次河南省的迁省会建议获批较为顺利，

８月２１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即复函表示“同意”该建

议［５］，９月１９日河南省委又得到了中央政务院的

复函，表示对“河南省会拟于１９５３年迁移郑州”的
建议“经核同意”［６］。但河南省委由于省直工程建

设工期延误等原因，在取得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最

终于１９５４年开始搬迁［７］。郑州被确定为河南新省

会，使河南省有了郑州这样一个核心城市，为中原

城市群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河南省有了核心

城市郑州后，由于此时豫北即黄河以北还属于平原

省管辖范围，此时的河南省还是不完整的。如果豫

北不能回归河南，那么中原城市群的框架仍然是不

能形成的。

平原省的成立是有一段缘故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夕，为了完成彻底肃清敌特、土匪、反动

会道门等反革命势力，完成土改以及治理黄河等任

务，该省于１９４９年 ８月 １日建立，省会设在新乡

市［８］１。平原省北临河北省，南靠黄河与河南省隔

河相望，东临山东省，西及西北与山西省接壤，基本

上是以冀鲁豫边区为基础，加上太行、太岳解放区

原属河南省的部分县市以及冀南解放区的部分县

组成。全省共划为新乡（专署驻焦作）、安阳、濮

阳、聊城、菏泽、湖西（专署驻单县）６个专区，辖５６

个县和２个直辖市，人口为 １７７６万［９］。１９５２年

１１月１４日，该省根据政务院第一五八次政务会议
通过的《关于调整省、区建制的决议》的文件精神

予以撤销，其“所辖区域并入山东、河南”［１０］４２１４２２，

即将原为河南省旧辖之林县、邺县、内黄、浚县、汤

阴、滑县、汲县、淇县、辉县、延津、封丘、获嘉、原阳、

修武、博爱、武陟、温县、孟县、沁阳、济源等２２县，
以及焦作矿区与新乡、安阳两市，全部划回河南省

管辖，同时为治理黄河以及建设工作方便，原为河

北省管辖的南乐、濮阳、清丰、东明、长垣５县亦划
归河南省属［８］１９４。自此，河南省不仅恢复了历史上

的完整建制，面积还稍有扩大，中原城市群的框架

也基本形成。

从现有资料看，豫北的回归和郑州被确定为河

南省会是中共中央为了迎接１９５３年即将到来的大
规模经济建设通盘考虑的结果，其理由如下：

第一，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需要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这是因为１９５３年即将
开始全国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与文化建设工作，

以便使我国尽快地走上工业化的道路［１０］３７６。而此

时的大行政区与部分小省的存在已经不适应经济

建设发展的需要。自１９５２年起中央已经开始对大
行政区的职能和权力进行弱化，开始改变“大行政

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的机构与任务”，并着手

开始裁撤以前建立的小省而恢复大省制。为了适

应这种全国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的

“新形势”，中央人民政府“应该更加统一与集中”

地加强对“各项工作的领导”，不仅应加强中央人

民政府的机构建设，而且地方省、市人民政府的组

织与责任均应加强［１０］３７３。因此当时像平原省这样

分散的小省的存在显然不利于中央加强领导，同时

过于分散的小省的存在也不利于集中力量发展经

济。因而恢复大省制，加强中央的领导，迎接即将

到来的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成为当时的主要

任务。

第二，确定郑州为河南新省会与撤销平原省使

豫北回归河南，进而使郑州成为完整河南的核心城

市，并形成中原城市群的基本框架，显然是中央通

盘考虑的结果。郑州被中央于１９５２年９月１９日
确定为河南新省会，而在中央人民政府决议未公开

前，平原省委已经接到中央和华北局关于撤销平原

省建制的指示。于是从９月上旬开始，平原省委即
开始在“省直各部委主要负责干部中传达中央关

于省区调整的指示，进行动员，着手准备。并以潘

复生为主组成六个领导小组……考虑各种移交方

案”［８］１８９。由此可以推定，中央显然是把确定郑州

为河南新省会与撤销平原省使豫北回归河南放在

一起考虑的。从当时的情况看，小省的存在也确实

不利于经济建设，从平原省方面来说，由于省的规

模较小，在建设上也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困难，１９５２
年１１月２４日《平原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府机关结
束、移交工作方案》指出：“全国即将进入大规模的

经济建设之际……（平原省）缺乏经济中心的城

市，就其经济的联结上说，实有其不可克服的困

难。”［１１］可见，平原省属于典型的小省，由于省的面

积小，人口少，关键是省会新乡经济实力弱，不能担

负起经济中心带动全省发展的任务，在经济建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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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而此时的河南省确

实又需要豫北城市的回归，“河南、山东两省在建

设上有与其原属豫北、鲁西结合的必要”［１１］。河南

缺少豫北是不完整的，对于新省会郑州市来说，缺

少经济发展的腹地，这将极大地限制其核心城市地

位的作用，因而豫北回归河南就成为当时形势发展

的必需了。故使豫北回归河南，郑州成为河南省的

核心城市，成为中央通盘考虑的必然选择。

综上所述，中原城市群的框架是在郑州市被确

定为河南新省会以及平原省被撤销之后形成的，

１９５４年河南省直机关正式由汴迁郑后，此时的豫
北已经回归，郑州市正式成为河南的核心城市，而

郑州这个核心的地位显然也是由于河南省会由汴

迁郑以及平原省撤销而使豫北回归河南促成的。

二、“一五”计划的落实助推中原城市群的形成

在郑州成为河南省的核心城市后，国家自

１９５３年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由于此时河南省
地处中原，并且平原广阔、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同

时矿产资源与农产品资源均较为丰富，具备建设大

型工厂的有利条件，国家从全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需

要出发，把河南省确定为“一五计划”时期全国的

重点建设地区之一。因而在苏联援建中国的１５６
项重点工程项目中，安排在河南的就达１０项。这
些工程项目为“矿山机械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厂、

滚珠轴承厂、柴油机厂、有色金属加工厂、洛阳热电

厂、郑州热电厂、平顶山二号矿井、焦作中马村煤

矿、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同时郑州和洛阳成为

国家确定新建的煤矿基地，并“扩建和新建焦作、

鹤壁、平顶山、宜洛４个煤矿区”［１２］１０。从当时国家

确定的河南的“一五”计划的任务看，河南的重点

建设城市为郑州、洛阳，苏联援建的项目大多落实

到这两市，且它们作为河南历史悠久的传统城市，

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基础，同时这两市又具有丰富的

矿产资源尤其是煤矿资源，这也为两市成为河南省

的中心以及副中心城市奠定了基础。对焦作、平顶

山、鹤壁这三个煤矿基地的新建和扩建，以及落实

苏联援建的三门峡水利工程，为平顶山、焦作、鹤

壁、三门峡四个省辖市的兴起打下了基础。这四个

新兴的省辖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河南省的城市

布局，助推了中原城市群的形成。下面本文将对河

南“一五”期间形成的这四个省辖市进行简单

介绍：

平顶山市位于河南省的中南部，郑州市的西南

部，距离郑州市约１５３公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后新兴的工业城市［１３］１。平顶山地区原位于叶

县、郏县、宝丰、襄县四县交界的边沿山区，解放初

期该地区还是一个地瘠民贫的单纯的以农业为主

的偏僻山村，整个地区仅有的工业也只有两个小煤

窑。１９５３年，原中南地质局４０１队来平顶山地区
进行地质勘探，发现这里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

此后，平顶山煤田的开发被列为国家“一五”重点

项目之一［１３］１。河南省为了完成“一五”计划，落实

苏联援建项目，１９５４年 ６月建立了煤矿筹备处。
１９５５年９月８日平顶山的第一口矿井开始建设，
为了搞好地方支援，随着矿区的发展，１９５６年１月
许昌专署平顶山办事处成立。同年３月，许昌专署
平顶山办事处被撤销，平顶山矿区政府成立。为了

更好地对这个新的煤矿工业基地进行建设，１９５７
年３月，国务院第４３次会议决定建立平顶山市，级
别为河南省直辖市，１９５７年底该市人口达到
７０７４２人，其中城市人口为３６２２９人，同时期该市
的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均发展较快，如该市

１９５６年９月已经有中学１所，到１９５８年６月底已

有大型综合医院２所等［１４］６８７５。可见，平顶山市完

全是一座因煤炭工业而兴起的省辖市。

焦作市位于河南省的西北部，距离郑州市约

９８公里。该市北依太行，南望黄河，东与获嘉、辉

县相临，西同沁阳毗连［１５］。该市在清末还是一个

不知名的小村庄，即西焦作村，在全民族抗战时期

被日寇侵占后改名为焦作镇。焦作的煤炭资源十

分丰富，据当时统计，煤炭的蕴藏量达２０亿吨，且
煤炭质量极好。在“一五”计划时期，为了落实苏

联援建项目，１９５４年燃料工业部邀请苏联专家到
焦作矿区进行调查研究，选定中马村矿井，经由苏

联列宁格勒煤矿设计院设计建设方案，于１９５５年
９月开工建设；再加上其他扩建以及新建的矿井，
整个“一五”计划时期，焦作煤矿基本建设总投资

达到７３９３．５０万元，居全省各矿投资之冠［１６］。随

着煤矿的开采，焦作人口逐年增加，教育、文化、卫

生等事业均发展较快，１９５６年７月９日焦作矿区

改为河南省辖市［１４］７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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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位于河南省北部，郑州市的东北部，距

郑州市约１９５公里。该市东与汤阴县、西与林县、

南与淇县、北与安阳相毗邻［１７］。鹤壁的前身是安

阳专员公署鹤壁办事处，在１９５６年底以前是汤阴
二区政府所在地。为了建设煤炭工业基地，１９５７
年８月２６日，国务院第四十三次会议批准成立鹤
壁市，该市市委、市人民委员会机关设在鹤壁集。

鹤壁有十分丰富的煤炭资源，但在该市建市以前，

只有极少量的煤炭得到了开采，鹤壁市建立后，其

他各项工业以及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均获得了

较快的发展［１４］８５８８。

三门峡市位于河南省的西部，郑州市的西北

部，距离郑州市约２２０公里。三门峡市的前身是陕
县会兴镇，“一五”期间为了开发黄河的水利资源，

使之更好地为当时的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同时也是

为了落实苏联的援建项目，中央决定对三门峡水利

工程进行建设，由于工程量巨大，为了做好对该工

程的各项准备与支援工作，１９５６年３月份在原洛
阳陕县会兴区的基础上成立了工区政府，此时该工

区政府仍归属洛阳专署领导。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３日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始施工，为了进一步支

持该工程的建设，１９５７年６月三门峡市正式成立，
该市是经国务院批准并在原工区政府的基础上建

立的，归属河南省政府直接领导，为省辖市。在三

门峡水利工程的建设过程中，这座城市也逐步兴

起，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这里以前是农民种植各种

庄稼的广阔的“田野”，三门峡工程开建后，大批

“建成或正建设着的楼房”在这片田野上纷纷拔地

而起，同时邮电局、新华书店、旅社、电影院、饮食、

照相、理发、缝纫等服务业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

现［１８］。三门峡市的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也发展

很快，到１９５７年底该市已有各类学校７９所，较大

的医疗机构达２４个［１４］７６７９。

综上所述，平顶山、焦作、鹤壁、三门峡四个省

辖工业城市的兴起，极大地助推了中原城市群的形

成。这四个市是“一五”期间国家为发展煤炭工业

与建设水利工程的需要而兴起的四个工业城市。

这四个省辖市的形成和河南其他省辖市一起奠定

了今天中原城市群的雏形。

同时，除这四个新兴省辖市的崛起外，郑州市

周边其他城市在这一时期发展也较快，如洛阳、新

乡、许昌、漯河等城市。首先是洛阳市，“一五”期

间洛阳市的建设受到国家的重视，苏联首批援建项

目中的４个大型厂矿，即拖拉机厂、轴承厂、热电厂
以及矿山机械厂均落户洛阳市，该市也成为当时全

国八个重点建设城市之一。之后，国家又把铜加工

厂以及高速柴油机厂这两个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

项目的厂址选在洛阳，为这些工业配套服务的玻璃

厂、棉纺织厂、耐火材料厂、水泥厂等大批工厂随之

建立。因而在“一五”期间，洛阳成为河南工业基

本建设中的重点城市［１２］１１。这也为洛阳成为河南

省发展的副中心城市奠定了基础，其次新乡、许昌、

漯河等与郑州市同处京汉铁路线上的城市也发展

较快。如新乡市是原平原省省会，以及许昌、漯河

等城市受郑州经济发展带动影响，在“一五”期间

均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综上所述，河南省在落实“一五”计划的过程

中，促进了省会郑州周边资源型城市的崛起，助推

了中原城市群的形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的

计划投资对城市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成为城市集

聚资源的重要源泉，如前述平顶山、三门峡在之前

没有任何基础，完全是白手起家的城市；而焦作和

鹤壁虽有一定的基础，但基础也很薄弱。这四个城

市的兴起正是河南工业化背景下计划经济推动的

结果。而郑州、洛阳市由于落实了较多的苏联援建

项目，成为河南的重点建设城市，也分别奠定了其

河南省中心与副中心城市的地位。由于郑州核心

城市地位的辐射作用，也带动了处于京汉铁路沿线

的新乡、许昌、漯河等城市的发展。同时由于核心

城市郑州相比以前的省会开封具有较为明显的地

理与交通优势，也使得河南省委、省政府对这些新

兴工业城市的领导与支持更为便利，如平顶山市正

是有了“河南省委、省政府”的及时的大力支持，该

地区的厂矿才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开工兴建并

建成投产”［１２］３１３，这充分体现了核心城市地理与交

通优势对群内城市的巨大带动作用。

三、以郑州为核心推动城市群发展

“一五”期间，以郑州为核心的群内城市在经

济建设方面积极互动，推动了中原城市群的发展。

由于郑州市具有便利的交通优势，且处于交通枢纽

的地位，也就便于其领导与协调各个工业城市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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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从而使这些工业城市在建设中相互支援，发挥

出整体效应。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由于郑州市处于京汉铁路与陇海铁路的

交通枢纽位置，便于河南省的城市以郑州为中心形

成铁路网络。在河南，由于京汉铁路与陇海铁路在

郑州形成了十字交叉，因此十分便于修建支线把河

南的主要工业城市连接起来，如郑州、洛阳、安阳、

平顶山、鹤壁等城市铁路的连接。１９５６年，为加大
运力，京汉铁路与陇海铁路分别动工修建“郑（州）

安（阳）复线”和“郑（州）洛（阳）复线”，这极大地

加强了洛阳、安阳两座工业城市与省会郑州的联

系，同时以京汉铁路为中心，修建了连接平顶山和

鹤壁这两个重要煤矿区的铁路支线，并修筑了“郑

州枢纽站”等［１９］。这些铁路复线和支线的建设，使

河南的主要工业城市和工矿区都汇聚到京汉与陇

海这两条主要铁路线上，并与交通枢纽郑州市紧密

连接。这种交通互联的方式不仅促进了工矿区的

建设，同时也更有利于工矿区的物资调运，进而促

进整个城市群经济的发展，如从平顶山矿区来说，

在连接京汉铁路的支线建成后，各地支援平顶山建

设的物资可以通过铁路直接运到建筑工地，使得这

个新矿区的建设“大大加速”，同时平顶山矿区产

的优质煤炭也可以通过京汉铁路大动脉运送到各

地支援建设［２０］。可见，以郑州为枢纽中心，以京

汉、陇海两条国家主干铁路线为主轴，通过修建支

线把河南省的主要工业城市与工矿区连接起来，进

而形成了一个内部联系紧密的城市群，这极大地便

利了省会郑州市领导和协调职能的发挥，使中原城

市群各城市在建设中互相支援，从而发挥出整体

效应。

其二，主要工业城市在建设方面合理布局，积

极互动。如在电力能源方面，郑州、洛阳、三门峡三

地输电线的建设工程。三地的“电网”于１９５７年
开始建设，线路全长达到２３０公里，建成后，郑州、
洛阳两市已经建成的热电站可以把电力输送到三

门峡工程工地，保证该项目的用电；同时三门峡工

程完工开始发电后，可以通过该电网把大量电力输

送到郑州、洛阳以及中原城市群内其他各城市，进

而满足“这些城市的工矿用电”［２１］。这样的建设工

程使整个城市群在建设上合理规划布局，城市群内

能够积极互动，资源能够互享，进而促进了整个中

原城市群的发展。

其三，以郑州为核心的主要工业城市支援新工

业区和新兴城市的建设。在中原城市群内，河南的

主要工业城市对新兴工业城市的建设进行支援，极

大地加快了它们的发展进程。如郑州市支援平顶

山市建筑用瓦６０万片，而这些瓦将由中南第四建
筑工程公司、河南省建筑材料供应处等五个部门提

供；洛阳市支援三门峡建筑用砖５００万块，除专责
洛阳窑厂提供１３０万块机砖外，并组织市郊区的群
众生产其余部分；新乡市则对三门峡和平顶山两地

都进行了支援，支援平顶山机砖２００万块，支援三
门峡瓦３０万片以及砖４００万块，而这些支援物资

“正从各建筑单位抽调”［２２］。可见，河南省主要工

业城市对新兴工业区和新兴城市的支援不仅使中

原城市群内部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且极大地促进了

新兴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总之，“一五”期间以郑州为核心的群内城市

互动进一步加强了中原城市群的内部联系，也极大

地促进了中原城市群整体的发展。以郑州市为中

心的中原城市群以铁路为纽带，交通便利，矿产资

源丰富，人口稠密，教育文化等事业也较为发达，这

极易形成集聚效应，对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有

利。创建现代工业区位论的德国科学家韦伯认为：

工业的地区分布应遵循“生产费用最小，节约费用

最大”的基本原则［２３］。中原城市群内的这些互动

正体现了这种优势。

四、中原城市群早期形成的意义

通过前述梳理可以看出，中原城市群是在河南

省会由汴迁郑后的历史基础上形成的，中原城市群

的早期形成与发展对河南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

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其一，通过历史的追溯，使中原城市群具有了

一个完整的概念，有利于当前中原城市群的发展。

自从２００３年河南省委提出中原城市群概念后，中
原城市群的形成历史始终缺乏追溯。事实上，中原

城市群的基本框架确定于１９５２年９月份的郑州被
确定为河南新省会，以及平原省被撤销而使豫北回

归河南。当１９５４年河南省会由汴迁郑后，以郑州
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平

顶山、鹤壁、焦作、三门峡等四个新兴城市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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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洛阳、新乡等老工业城市的发展，基本上奠定

了今天中原城市群的雏形。

其二，对今天的中原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一些历

史的经验。今天的中原城市群是由昨天的城市群

发展起来的，因此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可以从历史中

寻找答案。如郑州市作为河南省的核心城市，存在

着首位度过低问题，其首位度在 １９９０年代仅为
１．５，与湖北武汉、陕西西安等相邻的省会城市相比
较，其首位度是比较低的［２４］。当前随着郑州市经

济的快速发展，情况有了一定的好转，但是“郑州

首位度较低，经济实力不强，辐射能力较弱，对全省

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有待加强”［２５］。造成这种现

实情况的原因显然是与郑州市的发展历史极大相

关的，相比武汉、西安等邻省省会城市，郑州市是从

小城市发展的，起步较晚，历史基础较为薄弱，经济

文化发展自然需要时间的积淀。洛阳作为今天的

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也是与“一五”计划时期

国家对洛阳的投资建设分不开的。同时由于省会

由汴迁郑，开封的大量资源迁移郑州市，而当时对

开封的建设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也导致开封

发展滞缓，而当前河南省提出郑开同城化战略，也

正是要使开封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中原城市群中

重放异彩。

总之，通过对历史的追溯与回顾，可以使我们

更好地理解中原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并吸取历史的

经验教训，进而更好地促进当前中原城市群的

发展。

参考文献：

［１］刘跃进．新农村工作手册［Ｍ］．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４６．

［２］国务院关于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ＥＢ／ＯＬ］．

（２０１６１２３０）［２０２２１１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６１２／３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５４７８１．ｈｔｍ．

［３］张勇．迁出与迁入：河南开封由省会到专区的转变：

１９５４年郑州专区由荥阳迁汴经过及其影响［Ｊ］．社科纵

横，２０１９（４）：１２７１３１．

［４］关于河南省迁往郑州市的决议［Ａ］．河南省档案馆：

Ｊ７８７００．

［５］中南军政委员会批复［Ａ］．河南省档案馆：Ｊ７８７００．

［６］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同意河南省省会迁移郑州市致

中南军政委员会函［Ａ］．河南省档案馆：Ｊ７８７００．

［７］关于省会迁郑问题的报告［Ａ］．河南省档案馆：Ｊ７８

７００．

［８］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平原省简史［Ｍ］．郑

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９］河南邮电史志编纂委员会．平原省邮电史料［Ｍ］．北

京：方志出版社，２００２：１．

［１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３

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１］平原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府机关结束、移交工作方案

［Ａ］．河南省档案馆：Ｊ３５１０９．

［１２］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南省“一五”计划和国家

重点工程建设［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３］平顶山市政府办公室．河南省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志

［Ｍ］．广州：海潮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４］河南省统计局．河南省各专市县经济文化情况志要：

上集［Ｍ］．郑州：河南省统计局，１９５８．

［１５］赵尚兴．焦作市建筑工程志［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８：１．

［１６］徐星桥．焦作煤矿志（１８９８—１９８５）［Ｍ］．郑州：河南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９：４．

［１７］《鹤壁市城市建设志》编辑室．鹤壁市城市建设志

［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１．

［１８］三门峡市已具雏形［Ｎ］．河南日报，１９５７１０１８（２）

［１９］机械、煤炭和纺织工业基地日渐形成［Ｎ］．河南日报，

１９５７０１０１（１）．

［２０］平顶山铁路支线全面施工［Ｎ］．河南日报，１９５６０５１０

（１）．

［２１］三门峡变电站建成［Ｎ］．河南日报，１９５７１００４（２）．

［２２］郑州、洛阳、新乡市抽调砖瓦支援三门峡和平顶山的

建设［Ｎ］．河南日报，１９５６１０２５（１）．

［２３］熊义杰．区域经济学［Ｍ］．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１：２．

［２４］朱友文．河南省黄河经济带研究［Ｍ］．北京：中国展望

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３０．

［２５］郭小燕．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模式研究［Ｍ］．郑州：河

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９２．

（责任编辑：雷　鸣）

·００１· 平顶山学院学报　　　　　　　　　　　　　　　　　　　　２０２３年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５１３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２２ＹＪＡＺＨ０２９）

作者简介：高　灿（１９９７—　），女，山东省菏泽市人，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黄爱教

（１９７９—　），男，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人，哲学博士，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兼职研究

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人权理论研究。

空间正义视角下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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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价值诉求。教育公平的关键在
于空间资源分配的公平，而“城”“乡”作为两个不同的空间概念，在教育政策实施、教育资源配置、信息技术使用

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呈现为诸多不公正形态。空间正义理论为推进城乡教育公平发展提供新视角，有助于城

乡教育公平发展政策的制定、推进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及教育信息透明化。

关　键　词：空间正义；城乡；教育公平
中图分类号：Ｇ４０．０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６７０（２０２３）０４０１０１０７

　　教育公平保障每个社会成员平等、公正地享有

受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保证每个社会成员平等地

接受教育的权利。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党的十四大提出

“到本世纪末，基本扫除青壮文盲，基本实现九年

制义务教育”［１］。２０００年，我国已完成了九年义务

教育的发展目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乡义务教

育发展的不均衡状况正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

问题，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实践领域，

为解决这一问题，党和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以保证教育公平目标的实现。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党的

十七大提出“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及“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

等接受义务教育”等［２］。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党的十八

大提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

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

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３］。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党

的二十大又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

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

公平”［４］。

在学术研究中，学者从不同学科维度关注了教

育公平及其问题。在伦理学角度，学者们则将教育

公平视为一种人格的平等。例如，学者认为教育公

平涉及人与人之间与价值相关的公平性问题，反映

教育发展的价值诉求，并重点从人的价值理念出发

探讨教育公平问题［５］。在教育学角度，教育公平

则与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紧密相关。学者认为，我

国教育资源短缺的现状下应从调整收入分配和财

政结构上力求达到教育的公平和效率的动态平

衡［６］。在政治学角度，学者从政治制度的角度阐

述了教育公平的政治价值和影响，并从制度上保障

教育公平［７］。综观当前研究，都是将“城乡”作为

一个整体性概念进行研究，很少将“城”与“乡”作

为两个不同的空间概念进行研究。实际上，“城”

与“乡”属于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分的空间上的

概念，城乡教育发展则应然地涵盖“城”的教育发

展与“乡”的教育发展两个维度。当前，“城”的教

育发展与“乡”的教育发展呈现的显著空间差异

性，实质为城乡教育发展的空间正义性问题。进一

步的问题在于：如何推进“城”的教育与“乡”的教

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为解决这一问题，本

文借助空间正义理论，分析我国城乡教育发展的空

间差异性，提出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

一体化进程，进一步缩小教育空间差距，推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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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

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一、空间正义：推进城乡教育公平的新视角

空间正义，指的是对空间利益的获取不能损害

其他群体的空间利益，并为其提供普遍的发展机

会，实现公正的空间效益。在城乡教育发展中，

“城”与“乡”作为两个空间概念，为用空间正义理

论分析城乡教育空间差异性提供了可能。

（一）城乡教育公平及其意义

城乡教育公平，简单地说就是城与乡之间教育

发展的公平。就概念而言，城乡教育公平由“城

乡”与“教育公平”两个核心概念结合而成。首先，

“城乡”是一个空间概念。当前，很多学者在对“城

乡教育”概念的理解中，往往把“城乡”作为一个整

体性的概念，对“城”与“乡”的划分并没有明确的

界定。在城乡教育公平概念下，实际上蕴含着

“城”与“乡”在教育发展中的比较，必然要求对

“城”与“乡”进行空间上的区分。本文将“城”界

定为“城市”，而“乡”则界定为“乡村”。所以，城

乡教育发展，必然涵盖了“城”的教育发展与“乡”

的教育发展两个维度，而这两个维度的发展，它的

速度、效果及影响则具有明显差异，就形成了均衡

问题、正义问题。其次，“教育公平”是教育领域的

价值追求，是教育领域的“价值”概念。教育公平

是人们的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和受教育机会的均等，

其本质是对公共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教育公平

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基础。基于此，城乡教育

公平是指在城乡空间范围内对教育资源的公平配

置，能够打破原有的城乡二元制结构的壁垒，满足

城乡居民人人享受优质教育的需求。城乡教育发

展，由追求“均衡”转变为对“公平”的追求，党和国

家也制定了诸多政策推进城乡教育公平。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教育公平”概念。

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

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等文

件。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了“教育

公平”。

城乡教育公平是教育公平的重要内容，在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稳定、实

现社会公平方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第一，城乡教

育公平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现代社会的教育

差距往往加大贫富差距甚至出现代际贫困传递现

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

体化发展，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促进教育公平，

切断贫困代际传递”［８］。只有补齐农村教育发展

的短板，让农村学生接受高质量教育，通过教育提

高生活质量，才能有效减少贫困代际的发生。第

二，城乡教育公平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助推器。

社会是由接受不同程度教育的群体组成。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很大程度上要靠人的素质提高，教育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能力素质，城乡教育公平的实

现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第三，城乡教育公平是实

现社会公平的前提。城乡教育的发展代表很大一

部分人的利益，只有将城乡教育的利益关系处理

好，才能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妥善协调。

（二）空间正义与城乡教育发展

在中国，“正义”一词最早见于《荀子》：“不学

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９］但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存在正义独有的范畴和地位。

在西方，正义观念源于古希腊时期。梭伦是最早将

正义概念运用于“给一个人以其应得”这个观念的

人。在伦理学角度，“应得”观念是正义概念的核

心，指能够按照统一标准对待相似的人和物［１０］。

在社会学角度，正义则是指按照平等自由的原则分

配政治和经济中的利益［１１］。正如埃德加·博登海

默所说“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１２］，可以

在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理解与阐释。就空间正义

而言，由空间与正义创造性地构成，其最初源于亨

利·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一体化理论”。亨利·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正义是能让

更多弱势群体获得更大社会权利和更多社会资源，

实现空间生产的公平与公正［１３］。而后，大卫·哈

维和爱德华·苏贾深受亨利·列斐伏尔的影响，也

从不同角度对空间正义进行研究。大卫·哈维在

《社会正义与城市》一书中将社会正义纳入空间理

论的研究范围，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过程———空

间形式”辩证法，深入阐述社会正义与城镇化的复

杂关系［１４］。爱德华·苏贾则提出“第三空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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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强调文化在社会空间中的作用，从宏观的角度

对空间和正义进行考量［１５］。综合学者关于空间正

义的讨论可知，空间正义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

意蕴：一是空间正义是基于空间差异性的正义。差

异性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而差异性的空间正义

能够寻求社会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的交叉共识，

从而达到社会群体的多样化发展。二是空间正义

的本质为社会正义的空间化。空间正义所突出的

空间属性和空间价值凸显了人的生存发展的空间

维度，人的存在及其行为的正义能够规范社会秩

序，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三是空间正义追求的目

标是公正的空间效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

要协调好社会各类主体之间的空间利益关系，提供

普遍的发展机会，提高空间生产的效率，达到公正

的空间效益。

空间正义理论对解释诸多社会问题具有重要

意义，诸如城市建设、乡村旅游等。城乡二元结构

决定了社会空间存在着城市和农村两种空间样态。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空间正义开始向城市化

方面应用，各种城市发展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演

变成对农村部分群体空间权益和农村教育资源的

剥夺，引起人们对城乡空间的重新思考，尤其城乡

教育资源分配及引发的城乡教育公平问题也引起

了广泛关注。一般来说，城市相比于农村，生活环

境好、交通便利、生活品质高、社会保障较为完善、

教育资源丰富且水平较高。而过去更加偏向城市

的城乡义务教育体制，使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公平

性呈现失衡状态，城乡教育不公平问题尤为凸显，

造成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城乡

差距拉大。如何协调与推进“城”与“乡”两个空间

的教育公平，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此情

况下，空间正义理论成为推进城乡教育公平的新视

角和可以利用的新资源。

（三）走向空间正义的城乡教育融合发展

当前，我国人口众多，人口质量和数量参差不

齐；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使教育公平成为

一个难题。因此，走向空间正义的城乡教育融合发

展，是城乡教育的必然价值诉求［１６］。城乡空间融

合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发展过程，是城市与乡村在经

济、文化、教育、城乡建设、政策体制等方面逐渐协

调与融合发展的过程，更是城乡空间关系发展的理

想状态。空间正义是促进城乡教育融合的价值诉

求，强调资源分配效率要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为

城乡居民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兼顾公平与效率。

城乡教育融合发展，需要加强对农村和西部不发达

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形成城乡教育融合

体制。需要在空间正义逻辑下重塑城乡教育关系，

推动城乡教育要素流动和功能整合，形成优势互

补、全面融合的城乡教育发展生态。需要厘清城乡

教育之间的现实差距，着眼于“城”的教育发展的

优势，补齐“乡”的教育发展短板，达到城乡教育融

合发展，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实现。

二、城乡教育发展的空间不公正形态及其成因

近年来我国乡村教育取得了巨大发展，城乡教

育差距逐步缩小；但是，乡村教育仍是教育发展的短

板，在办学条件、教师队伍、经费保证、教育水平等方

面与城市教育相比仍存有一定差距，形成城乡教育

发展的不公正形态，影响了城乡教育的公平发展。

（一）城乡教育政策差异

城乡义务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政策部署，二者之

间的政策差距也是空间非正义的表现之一。目前，

仍有一些教育政策向城市倾斜，不利于乡村学校教

育的发展。第一，城镇学校大班额现象较为严重。

从城乡区域看，大班额问题主要集中在城镇区域。

近年来，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虽然逐步在完善，但仍

较薄弱，主要表现在待遇低，性别、年龄以及专业教

师比例配备不合理，编制名额缺少，“下不去、留不

住、教不好”的问题依然突出［１７］，使得乡村的一部

分教师和学生纷纷“进城”。在此情况下，城市学

校不堪重负，不得不采取大班额制度合并班级，导

致乡村生源缺失，城镇教育资源紧张。第二，城乡

中小学教师职级职称评聘制度差距。职称评聘制

度是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制度影响因素，也

是乡村教师队伍确保积极性的重要屏障。但城乡

教师在职级晋升标准和职称评聘办法方面存在差

异。相对城市而言，乡村教师存在职称评聘数量

少、职级晋升难度大、教师编制名额少等问题，这势

必会影响乡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稳定性，对于补

齐乡村教育的短板和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进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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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不利。第三，城市偏向性政策。教育政策制定和

实行的根本目的是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而在政

策实施的过程中，却常常会将重点放在城市教育方

面，而忽略农村教育发展与教育政策实施的协调

性。以上现象实质上则归结于最初的城乡二元制

结构和农村教育落后的客观条件，使得一开始在发

展目标上就降低了对农村教育的要求，表现出教育

政策对弱势地区不利的一面，将城乡教育差距拉

大，造成城乡教育公平偏差的恶性循环［１８］。

（二）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正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导致了我国不同空

间区域及不同教育层次的教育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尤其城乡区域之间的财政投入不均衡、师资质量方

面及农村学校的发展趋势上的差异。

１．城乡财政投入方面存在差距。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是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全面推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是新时代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目

标。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重要举措，目的就

是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学生群体之间的差距。全

国大部分的县已实现了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

展，但随着城镇化发展、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流动，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增速下降，城乡和地区之间

生均经费有所差异。“十三五”时期，相对于其他

教育阶段，我国义务教育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

费的年均增长率从“十二五”时期的１５．２％和１６．

３％，下降到７．２％和８．３％，生均经费支出水平增

速放缓。而同期城市义务教育生均一般公共预算

教育经费年均增长率为８．８％和１０．５％，已超过农

村［１９］。城乡财政投入方面的差异影响城乡教育的

一体化发展。

２．师资投入方面存在差距。长期以来，教育资

源的城乡配置严重失衡，农村教育在经费投入、办

学条件、师资队伍、教育质量等方面与城市相比存

在着很大差距［２０］，最主要的表现是农村教育经费

投入少，这是城乡教育在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差距。

比如，在年龄结构上，城镇中年轻教师占比较大，相

反在农村只有少部分中青年教师，这对于教学知识

和教育观念的更新产生阻碍作用。在教师学历层

次上，统计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２１年，我国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专科以上学历教师农村占比达４７．４９％，

比城市低３１个百分点［２１］。可以看出，城市教师学

历普遍比农村高，这在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水

平等方面产生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不可否认，城乡

教师待遇的差距严重打击了乡村教师的工作积极

性。大城市更容易吸引优质人才，因此城市对招聘

教师的要求会比较高，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优秀教

师，而乡村有能力的教师尤其是偏远地区的教师为

了自身更好的发展也会想尽办法进城执教。以上

种种原因都将使城乡师资力量处在不平衡的位置。

３．乡村学校萎缩现象。影响城乡教育公平的

一个重要表现是城乡教育质量差异。城乡教育质

量的差距使得乡村学校因生源少出现萎缩。乡村

经济发展相对迟缓，造成整个乡村处于相对劣势的

状态，即使通过乡村教育也很难快速改变当前已有

的局面。一些乡村学校地理位置偏僻和基础设施

条件较差，不能满足师生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需

求。条件稍好的都力求去城市求学，这也造成城市

学校竞争力越来越大，学生生源饱和，而农村地区

生源不足，教育财政投入和经费紧张，学生的正常

上课和教学所需的开支都成为难题。从图１中国

乡村学校数量的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到，截至２０１９

年中国乡村共有 ７４０所高中、１４４７７所初中、

８．９万所小学，乡村小学和初中这种义务教育学校

数量呈现逐年递减的态势，不容乐观。学龄人口从

农村不断向城镇聚集，乡村学校学龄人口越来越

少，出现了“城挤乡空”的城乡教育发展困境。

图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中国乡村学校数量

（三）城乡教育信息技术不对称

城乡教育信息技术的不对称影响城乡信息资

源的双向流动，成为城乡教育公平发展的阻碍。在

乡村，学校互联网的普及率较低，不能熟练运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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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资源，因此城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也成为城

乡教育差距的问题之一。

城乡之间教育信息技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第

一，城乡接入鸿沟。接入鸿沟一方面表现为城乡教

师在教学中使用的新媒体技术设备代际差异。农

村教学设备不完善，在网络速度、网络覆盖率方面

会面临一些问题。网络接入速度不同会使城乡教

育在网络教学方面存在差距。一些新技术、新手段

也会因农村地区网络不发达、信号弱等客观因素无

法及时利用。第二，城乡使用鸿沟。“使用鸿沟”

是指对于信息技术、设备在使用频率和时间上存在

差异。［２２］城市学校会定期对教师在技术方面进行

培训，而乡村因经费不足不能及时提供教师培训，

乡村教师在使用计算机以及电子教学设备方面的

熟练程度不容乐观，使学生在接收新知识方面也要

落后于城市学生。在数据化、信息化时代除了教师

的教学质量以外，教师对新媒体技术的使用也成为

通向教育公平道路的绊脚石。第三，城乡能力鸿

沟。“能力鸿沟”指不同人群由于个人天赋和受教

育程度的不同，在获取、处理和创造数字资源方面

存在的能力差距［２３］。在城乡教育之间主要体现在

教师获取数字资源的能力差别。城乡教师因受教

育程度差异和自身能力的不同，对所开发的信息资

源种类和数量有所差别，从而影响学生接受多元化

信息教育的机会。

三、空间正义视角下推进城乡教育公平的对策

城乡区域的协同发展首先需要从根本上解决

教育的公平问题。这就要求以空间正义视角有针

对性地从教育发展公平政策建构、资源的公平配

置、教育信息的透明化方面实现教育的公平正义，

推动城乡教育公平。

（一）教育发展公平政策建构

促进教育公平最重要的是在教育政策上下功

夫，进行教育政策的公平建构。对城乡之间教育政

策的建构措施必须是保质保量的，在稳定生源、教

师职称评聘、政策倾斜力度方面都不可或缺。第

一，消除“大班额”现象，做到招生规范化。一方面

国家需严格规范城镇学校的招生行为、办学行为，

对班级人数超标的学校采取一定的惩戒措施。通

过把控好城市与乡村生源数量的稳定性，达到招生

人数的平衡，在实现城乡教育公平上才有可能取得

一定突破。另一方面，保证乡村教师的工作稳定性

是确保乡村教学质量的前提。多为乡村教师争取

发展机会，提高工资待遇，加大经费投入改善乡村

学校环境，留住人才，保证乡村生源不会外流。第

二，完善乡村教师职称评聘制度，促进城乡教师协

同发展。城市与乡村学校在客观物质条件上存有

一定差距，要想留住乡村优秀教师，就需要准确把

握乡村教师的内在需求。应突破乡村教师职称评

聘名额限制，将晋升机制向贫困、偏远地区适当倾

斜，适当提高乡村教师中、高级职称岗位比例，提高

乡村教师工作积极性。消除乡村教师存在的工作

落差感，促进城乡教师的协同发展。第三，从城市

偏向转变为重心向下的义务教育政策。教育政策

不仅要惠及城市也要兼顾乡村，适度向下倾斜。针

对家庭条件贫困的学生进行适当的政府教育补贴。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落实好农村薄弱学校

的基本办学条件，注重乡村义务教育的发展，防止

学生出现辍学现象。同时，加大乡村大学生支教力

度，解决乡村教师短缺的燃眉之急。总之，教育公

平发展政策建构是目前在国家层面上推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对城乡教育公平的实现具

有积极意义。

（二）教育资源公平配置

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发展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为提高教育资源配置的合

理水平，需要建立完善的教育资源分配机制［２４］，在

财政投入、提高教师待遇和学校布局方面作出一系

列改善。第一，加大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加大农村

教育经费投入力度，重点向农村薄弱学校倾斜，注

重将资金投入在改善校园设施条件、提高教师待

遇、扩大普惠性资源、配齐教师等方面。完善乡村

中小学教学设备的改造投入机制，保障教学设备的

正常运转；经费投入保障教师的基本福利待遇水平

以及家庭贫困学生上学资助等多方面的需求，缩小

城乡教育经费投入差距。第二，完善农村教师编制

名额。农村教师工资低和待遇差是阻碍乡村教育

发展的关键问题，要想将人才引入乡村、留住人才，

就必须将有利于教师发展的福利政策偏向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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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满足乡村教师编制名额缺少的需求，给予乡

村教师一定的补贴政策。新增教师要优先满足农

村学校的需求，足额配备各学科教师数量。修建教

师公寓，创造安心教育、服务农村的工作环境和生

活条件。第三，引导教育资源整合，优化乡村学校

布局。乡村学校萎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优

秀教师。以扶持农村中小学教育为工作重点，在农

村加大引进优质教师资源，将学生人数少的乡村学

校科学撤并，打造科学合理的学校布局。建立城乡

教师交流合作制度，定期举办教师经验分享交流

会，促进城乡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

（三）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

一根网线连接城乡。在信息化无远弗届的今

天，信息技术正逐步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

动力。信息技术能够打破时空的界限，实现信息资

源的集成化和共享化，进而缓解城乡教育中的不公

平问题。实现城乡教育信息透明化能够减少信息

差，实现城乡教育资源的相互融合，进一步形成加

快城乡教育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第一，推进乡村

教育资源信息化建设。在乡村建立一整套统一的

信息平台，不仅让乡村学校师生满足上网需求，而

且保证师生的上网速度，推进“同步课堂”“专递课

堂”和全国及区域性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共享平台

的普及开放等服务，通过网络平台向乡村薄弱学校

传送优质教学资源，让乡村每一个孩子和城市孩子

一样都能接受最优质的教育，学习到最先进的文化

知识。第二，加强乡村教师信息技术培训。师资力

量薄弱、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是乡村信息化教育发展

存在的突出问题，信息技术匮乏制约乡村学校信息

资源的开发。通过远程网络对城乡教师开展多渠

道信息技能培训，缩小城乡教师在信息技术应用方

面的差异。建立城乡教育信息一体化，提高乡村教

师的专业化素养，形成更大的教育网络资源圈。第

三，开发符合当地学校特色的信息资源。不同教师

对于信息资源的搜集和掌握有所不同，城乡教师可

根据学生自身特点和当地特色开发符合学生课堂

需求的网络资源，加大教育资源开发和整合力度，

促进义务教育优质资源特色化应用。综上，教育信

息透明化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有力抓手，借助信息

技术提高乡村教师教学质量和专业技能，促进城乡

教育均衡发展。

四、结语

教育的公平与否影响着社会公正与国家的发

展，实现城乡教育公平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重点

工程。追求城乡教育公平发展，就需要立足于

“城”与“乡”的社会空间，借助空间正义理论资源，

推进教育发展公平政策建构、教育资源公平配置和

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增强城乡资源有机结合，促

进城乡师生的沟通与互动，推动城乡教育不公平问

题逐步得到解决，使学生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都

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良好的受教育环境，获得全

面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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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能力

现状调查与分析

林　娜，康雅莹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教育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２０２）

摘　　　要：自我关怀是一种能够让个体关爱自己的积极心理品质。研究采用整群取样法，抽取１０２８名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探讨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自我关怀能力中等偏上；大四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最高，大二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最低；自我关怀能力与生活

满意度存在正相关，自我关怀能力越强的学生，其生活满意度也越高。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培养高校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策略。

关　键　词：自我关怀；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心理健康；积极心理品质
中图分类号：Ｇ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６７０（２０２３）０４０１０８０６

　　自我关怀（Ｓｅｌｆ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是美国心理学家
ＫｒｉｓｔｉｎＮｅｆｆ在积极心理学的发展背景下提出的关
于自我的新概念，是指个体在面对痛苦或失败的情

况下，能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善待自己，给自己温暖

和不带偏见的理解，是一种能保护个体远离自我批

评、反刍思维的积极心理品质［１］８６８７。

ＫｒｉｓｔｉｎＮｅｆｆ的研究表明，自我关怀能力越强，
个体的幸福感指数越高［１］９５９６。Ａｄａｍｓ等人研究发
现，自我关怀可以缓解消极事件给个体带来的消极

影响［２］。Ｄｉｅｄｒｉｃｈ等人研究发现，自我关怀能力较

强的个体，能够更好地进行情绪的调节，巧妙地处

理消极情绪［３］。ＣｕｎｈａＭ等人指出，自我关怀能力

的培养是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一种有效技

能［４］。国内近几年的研究同样表明，培养自我关

怀能力，可以有效缓解焦虑症状。姚森研究表明，

自我关怀水平高的个体，更不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症

状［５］。赵波研究发现，自我关怀是一种有效的情

绪调节手段［６］。张志华研究表明，自我关怀能力

较强的来华留学生能够直面挫折，尽可能减少危机

事件带来的负面情绪［７］。梁凯欣通过对疫情期间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抑郁症状的发展轨迹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提高自我关怀水平可预防和缓解抑郁症

状的发生［８］。综上可见，自我关怀可以有效改善

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幼儿教育

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预备阶段。”［９］幼儿

期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期，人格具有较强的可塑

性，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幼儿。幼儿教师不仅

是幼儿身体健康的守护者，更是其心理健康的引导

者。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作为今后幼儿教育实施

的主要负责人，拥有积极的心理品质、保持积极的

精神状态对促进幼儿身心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来了解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能力的总体状况及其

影响因素，为如何制定相关策略提高学前教育专业

学生的自我关怀能力提供切实可靠的依据，以实现

我国学前教育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升。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个体网络施测的方式，随机抽取福建师范

大学、闽南师范大学、集美大学等高校的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作为调查对象。由辅导员或任课教师通知学

生，学生自愿参与，通过网络问卷平台在规定时间内

作答。获得有效问卷１０２８份，问卷有效率８６．６％，见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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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样本的人口学变量分布表（ｎ＝１０２８）

变量 类别人数／人比例／％ 变量 类别人数／人比例／％

性别 男 ２１８ ２０．２ 大一 ３６０ ３５．０

女 ８２０ ７９．８ 年级 大二 ２１４ ２０．８

单亲 是 １１６ １１．３ 大三 ２５４ ２４．７

家庭 否 ９１２ ８８．７ 大四 ２００ １９．５

独生 是 ２８４ ２７．６

子女 否 ７４４ ７２．４

　　（二）研究工具
１．自我关怀量表。采用自我关怀简版量表

（Ｓｅｌｆ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ＳｈｏｒｔＦｏｒｍ，简称 ＳＣＳＳＦ）。
该量表分为六个维度：自我友善、静观当下、普遍人

性、自我批判、自我隔绝、过度沉迷。共１２道题，采
用五点量表计分方法。自我友善、正念与普遍人性

的条目采用正向计分；自我批判、自我隔绝、过度沉

迷的条目采用反向计分。

２．生活满意度量表。采用生活满意感量表
（ＳＷＬＳ）考察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生活满意度。生
活满意感量表（ＳＷＬＳ）包含五个条目，量表的 α系
数为０．７８，折半信度为０．７０，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
度。采用七点量表计分方法。总分“３１～３５”表示非
常满意；“２６～３０”表示满意；“２１～２５”表示基本满
意；“２０”介于满意与不满意之间；“１５～１９”表示基本
不满意；“１０～１４”表示不满意；“５～９”表示极不满意。

（三）数据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进行数据处理。使用平均数
（Ｍ）和标准差（ＳＤ）描述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自我
关怀的基本状况，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ｔＴｅｓｔ）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法（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比较不同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以及单
亲家庭与否的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自我关怀得分的

差异。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法探讨学前教育专业
大学生自我关怀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关系。

二、研究结果

（一）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整体情况

研究结果表明（见表２）：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
自我关怀总平均分为 ３．３４，说明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的自我关怀能力中等偏上。自我友善、静观当

下、普遍人性三个维度的均分位于３．５～４的得分
区间，说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自我友善、静观当

下、普遍人性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表２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各维度情况表（ｎ＝１０２８）

维度
自我

友善

静观

当下

普遍

人性

自我

批判

自我

隔绝

过度

沉迷

自我

关怀

Ｍ ３．５４ ３．７４ ３．５７ ３．２０ ３．００ ２．９９ ３．３４

ＳＤ ０．７６ ０．７４ ０．７６ ０．８８ ０．９５ ０．９５ ０．５２

　　（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的性别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见表３）：男生在静观当下、普

遍人性这两个积极维度上的得分高于女生，在自我

批判这一消极维度上的得分低于女生。说明女生

更容易产生自我批判。

表３　男、女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的
差异比较（Ｍ±ＳＤ）

维度 男生（ｎ＝２１８） 女生（ｎ＝８２０） ｔ

自我友善 ３．５７±０．８５ ３．５３±０．７２ ０．８６　

静观当下 ３．８０±０．８１ ３．７１±０．７０ ２．５３

普遍人性 ３．６５±０．８２ ３．５３±０．７２ ３．２３

自我批判 ３．０５±０．９５ ３．２７±０．８４ －５．３４

自我隔绝 ２．９８±０．９６ ３．０１±０．９３ －０．６０

过度沉迷 ２．９８±１．０２ ２．９９±０．９２ －０．３２

自我关怀 ３．３４±０．５３ ３．３４±０．５１ －０．１３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下同）

（三）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的年级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见表４）：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
自我关怀能力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大四学生的

自我关怀水平最高，大二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最低。

（四）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在是否单亲

家庭上的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见表５）：单亲家庭学生在自我
批判这一消极维度上的得分低于非单亲家庭学生，

说明非单亲家庭的孩子自我批判的更多。

（五）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在是否独生

子女上的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见表 ６）：独生子女在自我友
善、静观当下、普遍人性三个积极维度上的得分高

于非独生子女；在自我批判上这一消极维度上的得

分低于非独生子女。说明非独生子女更容易进行

自我批判。

（六）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与生活满意

度的相关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见表７）：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
自我关怀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正相关，自我关怀得分

越高的学生其生活满意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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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年级学生自我关怀差异比较（Ｍ±ＳＤ）

维度
大一（ｎ＝３６０） 大二（ｎ＝２１４） 大三（ｎ＝２５４） 大四（ｎ＝２００）

Ｆ
事后检验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Ｖ （ＬＳＤ）

自我友善 ３．４９±０．７８ ３．５４±０．７４ ３．６１±０．７３ ３．７１±０．７８ ４．４０ 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Ｖ

静观当下 ３．７１±０．７８ ３．７２±０．７２ ３．７６±０．６９ ４．００±０．６９ ５．１３ Ｉ、ＩＩ、ＩＩＩ＜ＩＶ

普遍人性 ３．５６±０．７７ ３．５６±０．７７ ３．５８±０．７２ ３．７４±０．８０ ２．２２ Ｉ、ＩＩ、ＩＩＩ＜ＩＶ

自我批判 ３．２６±０．８８ ３．０８±０．８７ ３．１７±０．８９ ３．３０±０．８９ ４．８９ ＩＩ＜Ｉ＜ＩＶ

自我隔绝 ３．０７±０．９５ ２．８６±０．９５ ２．９７±０．９５ ３．０４±０．９６ ５．２８ ＩＩ＜Ｉ

过度沉迷 ３．０６±０．９４ ２．８６±０．９８ ２．９５±０．９４ ３．０４±０．９８ ５．１０ ＩＩ＜Ｉ；ＩＩＩ＜Ｉ

自我关怀 ３．３６±０．５２ ３．２７±０．５１ ３．３４±０．５１ ３．４７±０．５７ ５．２４ ＩＩ＜ＩＩＩ＜Ｉ＜ＩＶ

表５　单亲与非单亲家庭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自我关怀差异比较（Ｍ±ＳＤ）

维度 单亲家庭（ｎ＝１１６）非单亲家庭（ｎ＝９１２） ｔ

自我友善 ３．５６±０．８４ ３．５４±０．７５ ０．３２

静观当下 ３．７５±０．７４ ３．７４±０．７４ ０．１７

普遍人性 ３．６１±０．８２ ３．５６±０．７５ ０．７０

自我批判 ３．０８±０．９２ ３．２１±０．８８ －２．０４

自我隔绝 ２．９２±１．０２ ３．０１±０．９４ －１．１５

过度沉迷 ２．９１±０．９８ ３．００±０．９５ －１．２９

自我关怀 ３．３０±０．５６ ３．３４±０．５２ －１．０４

表６　独生与非独生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自我关怀能力差异比较（Ｍ±ＳＤ）

维度 独生子女（ｎ＝２８４）非独生子女（ｎ＝７４４） ｔ

自我友善 ３．６４±０．７９ ３．５１±０．７５ ３．３５

静观当下 ３．８３±０．７２ ３．７１±０．７５ ３．４４

普遍人性 ３．６７±０．７６ ３．５３±０．７５ ３．８２

自我批判 ３．１２±０．８９ ３．２４±０．８８ －３．０１

自我隔绝 ２．９５±０．９６ ３．０２±０．９５ －１．６３

过度沉迷 ２．９６±０．９９ ３．００±０．９４ －０．９４

自我关怀 ３．３６±０．５１ ３．３３±０．５２ ０．９４

表７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各维度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分析表

维度 自我友善 静观当下 普遍人性 自我批判 自我隔绝 过度沉迷 自我关怀 生活满意度

自我友善 １

静观当下 ０．６５ １

普遍人性 ０．４８ ０．５４ １

自我批判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１１ １

自我隔绝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５９ １

过度沉迷 －０．０６ －０．１２ －０．０４ ０．６０ ０．７５ １

自我关怀 ０．５４ ０．６０ ０．４３ ０．６２ ０．７２ ０．７４ １

生活满意度 ０．２１ ０．１９ ０．１４ －０．２２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４３ １

三、讨论

（一）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的整体状况

研究采用整群取样法，探讨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自我关怀能力的现状。结果表明：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自我关怀处于中等偏上水平（Ｍ＝３．３４）。这说

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能够用

一种包容的方式来对待自己、关爱自己。这或许和

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机制有关。学前教育专业的

学生除专业理论课程之外，还需要学习绘画、声乐、

舞蹈、钢琴等艺术课程，这些艺术课程的设置对学

生的心理健康有着疗愈的作用［１０］。另外，在学习

这些技能课的过程中，学生们需要付出很多的努

力，承担更多的压力，这在另外一个方面也提高了

学生的抗压能力，因此在面对困难与挫折的时候，

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有了更强的自我关怀能力。

（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能力在不同

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研究表明：不同年级的学生自我关怀水平存在

显著差异。大四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最高

（Ｍ＝３．４７），大二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最低

（Ｍ＝３．２７）。这或许是由于大四学生随着知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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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及阅历的丰富、思维辩证性的增强，在面对消极

事件发生时，能够给予自己更多的关怀，能够更理

智、更成熟地去面对学习与生活；在感受到自己的

消极情绪和情感时，没有去沉溺其中做出好坏判断，

而是用一种更为平衡的心态去对待［１１］。大二学生

的自我关怀水平最低，这或许是跟“大二低潮”现象

相关。“大二低潮（ｓｏｐｈｏｍｏｒｅｓｌｕｍｐ）”是西方高等

教育系统首先发现的一种发生在大二年级的“持续

性感情的失望或沮丧”的现象。调查表明，大二的学

生相比大一的学生有更多的消极表现，他们更经常

迟到早退、旷课，学业成绩更差、挂科补考比例较高，

人际关系当中的摩擦更为频繁。因此大二学生更少

关怀自我，在遇到困难挫折时更容易沉溺于消极情

绪当中［１２］。对此，教师、辅导员应更多关注大二学

生，结合各个学校实际情况，设计有针对性的举措帮

助大二学生度过低潮期，更好地进行自我关怀，培养

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学前教育专业男生在自我批评维度上的得分

低于女生，这说明女生更容易进行自我批判。分析

原因，或许与固有的性别刻板印象、家庭教养方式、

社会文化传统等都存在相关，无论是家庭、学校还

是整个社会层面，都更多鼓励男生坚强、探索、勇于

展示自我，对女生则更多的是强调安静、乖巧、懂

事，这种性别差异对待潜移默化地影响男女生自我

认知与情感素质，使得女生在遇见消极事件时更容

易将原因归于自身。

单亲家庭的学生较非单亲家庭学生，其自我批

判维度上得分更高，说明单亲家庭的孩子在面对消

极事件时更容易进行自我批判，这或许跟从小的家

庭环境相关。单亲家庭的父母在面对困难时，或许

会将自己的疲惫归因于子女，让子女背负了很深的

愧疚感。如黄丽所述，单亲家庭的孩子更为敏感无

助，他们缺少陪伴，在挫折产生时更多强调独自面

对，在人生态度上存在悲观、颓废倾向［１３］。这种被

迫成熟、被迫独立的背后是对自我关怀的牺牲。因

此，在经历消极事件时，单亲家庭的子女们更多存

在自我批判。

独生子女在自我友善、静观当下、普遍人性３

个积极维度上的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这说明独

生子女在经历困难、挫折，产生痛苦、失望等消极情

绪时，能够用一种开放和友善的态度安抚和关心自

己，这或许是由于独生子女所处家庭环境更为优

越。首先，独生子女在家庭中体验更多的关怀与热

爱，这使得他们具有强烈的安全感；其次，独生子女

能够享受更为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父母总会尽量

满足孩子的需求；再次，更多的陪伴与付出，独生子

女父母会给予孩子更多的精力与陪伴，他们投身于

儿童的认知发展、个性发展、社会性发展等。王会

会调查研究发现，主观努力与家庭环境都会影响奥

运冠军的成长成才，在分析所有的奥运冠军后他们

发现，绝大多数的奥运冠军是来自家庭物质条件和

精神条件都更为优越的家庭，他们多是独生子女且

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１４］。因而相对于非独生子

女，独生子女的环境影响偏正面，成才效率较高。

在面对消极事件消极情绪时，独生子女能够关怀自

我，父母也能够给予其更多的支持与帮助。

（三）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与生活满意

度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了解自我关怀的重要性，以及自我

关怀水平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生活满意度是否产

生影响，研究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自我关怀与生

活满意度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的自我关怀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正相关，自我

关怀得分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说明自我关怀会

影响个体的生活幸福感，自我关怀能力越强的个体

越会采用积极主动和好奇的状态去探索生活享受

生活［１５］。自我关怀可以降低面对日常生活中消极

事件的消极情绪和消极反应，可以缓解压力事件中

人们消极的自我批评和由此引发的痛苦情绪，让人

们不被消极情绪所控制。因此，当个体用一种积极

的认知去对待自己、看待周围的环境时，个体的生

活满意度也会随之提升。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１．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能力中等偏上；

其自我关怀水平在性别、专业、家庭结构（单亲与

否、独生与否）上没有显著性差异，但在个别维度

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年级的大学生自我关怀

存在显著差异，大四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显著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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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一、大二和大三，大二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

最低。

２．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自我关怀与生活满意

度存在正相关，自我关怀得分越高，生活满意度

越高。

（二）建议

１．家校携手，以爱共育。积极心理学强调：积

极的系统支持是个体积极心理品质形成的重要保

障。学校、家庭要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心理健康发

展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形成“学生自知自助、朋

辈互助、校内协同、家校共育”的工作合力。学校

要指导家长树立民主科学的心理健康教育观念，了

解和掌握积极心理品质培养的方法，注重自身良好

心理素质的养成，以自身积极的品格和行为影响孩

子。以上观点为学校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指明了方

向、路径，学校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时不能让心理

教师“单打独斗”，而是要提醒心理教师携手家长，

实行家校共育。另外，学校方面可以根据学生需求

开展相关主题讲座，在学习方法、时间管理、人际交

往、情绪调节、生涯规划等方面给予学生适当的引

导；学校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应该在新生入学时为每

位新生建立一个心理健康档案，关注学生的心理健

康状况；辅导员要善于观察，根据学生的个性特质

因材施教，给予学生更多的积极鼓励与正向引导；

教师可将心理保健知识融入课程中，在课堂教学过

程中对学生的积极表现及时肯定；班级导师们定期

与学生进行谈话，给予相应的生活、学业、人际关系

处理上的帮助，引导学生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上树立

信心，发掘自身的价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

观；家长要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精神港湾，给予

孩子适时的关怀与支持，及时有效地进行心理疏

导。家庭成员之间要注重情感交流，营造一个温馨

的家庭氛围。单亲家庭在教育孩子时，应避免将负

向情绪宣泄在孩子身上；多子女家庭应尽可能公正

公平地关注每个孩子的情绪状态。家校携手将有助

于提升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提高自我关怀能力。

２．学会调适，积极自助。《“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

划纲要》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心理健康第一责任

人”的理念，引导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营造

积极心态，预防不良心态，学会调适情绪困扰与心

理压力，积极自助［１６］。因此，学前教育专业的学

生：一是要积极了解相关的心理知识进行心理保

健，当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可以通过适当的途径释

放消极情绪，如选修舞蹈、音乐、绘画等技能课程，

在艺术教育中达到心理的疗愈；二是善于发现与培

养个人兴趣与爱好，广泛的兴趣爱好以及技能让个

体更有自信的同时，也可增强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

力。总而言之，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们要注重积极

心理品质的培养，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进行积极

的自我暗示，提高自我关怀能力，做自己心理健康

的第一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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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类型及其影响因素探析
———基于个体中心的视角

王童谣，吴　航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已成为我国家庭中普遍的育儿模式。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三孩时代的到来，
了解不同类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对改进祖辈父辈共同养育质量尤为重要。本研究从我国
南、北方６个城市中筛选出３１７名有效的家长样本，并使用潜在剖面、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潜在剖面分析的结果显示，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包括低参与冲突型（５１个，占１６．１％）、高参与和谐型（１１２
个，占３５．３％）、高参与冲突型（２９个，占９．２％）、低参与和谐型（１２５个，占３９．４％）四种类型。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结果表明，部分类型的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受母亲教养效能感、养育压力、家庭收入、幼儿年龄多重因
素的影响。为改善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应提高幼儿母亲的家庭教育胜任力，分担养育任务，祖辈适度参与
共同养育，关注低收入家庭。

关　键　词：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影响因素；幼儿；潜在剖面分析
中图分类号：Ｇ６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６７０（２０２３）０４０１１４０９

　　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

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中指出“鼓励地方采

取积极措施，支持隔代照料”［１］。据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结果，预计在“十四五”期间，我国的老年人

口将超过３亿人，从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阶

段［２］。随着老龄化和“三孩”时代的到来，祖辈父

辈共同养育的现象已成为我国家庭中普遍存在

的育儿模式［３］。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对全

国城乡２００８３位老人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帮助

子女照顾孙子女的祖辈比例达６６．４７％，隔代育

儿的女性老人占比超过７０．００％［４］。其中，由祖

父母参与养育的３～５岁儿童超过 ５０．００％［５］。

在这种模式中，由于生活经验、文化水平等方面

的差异，在共同养育过程中不同家庭养育双方的

关系可能存在矛盾。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祖辈父辈共同养

育关系，以往研究多采用变量中心的方法探究祖

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这些研究对于探究祖辈父

辈共同养育关系固然重要，但该方法假定所有样本

都是同质的，其研究结论忽视了个体间差异。尽管

有部分学者基于个体中心的路径探究祖辈父辈共

同养育关系的类型，如有实证研究基于潜在剖面分

析将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分为高参与和谐型、

高参与冲突型、中间型、低参与型四种类型，但该研

究仅以某市幼儿园幼儿为研究对象［６］，其地域多

样性存在局限性，且该研究未深入探究不同类型共

同养育关系的影响因素。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采

用ＬＰＡ的分析思路识别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类型，以客观地了解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的特

点，并在家庭系统理论指导下，分析各因素对不同

潜在剖面的影响。

一、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设

幼儿母亲是抚养孩子的主要力量，母亲教养效

能感作为母亲对自己育儿能力的感知与评估，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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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母亲教养行为的发起及坚持。尽管一些研究对

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中养育支持、养育亲密度

和矛盾暴露等维度进行探究，如 ＣｈｅｎＹｉｒｏｎｇ等一

项针对自闭症儿童的研究发现育儿能力感强的母

亲常有较高的干预意愿和动机，能促进家庭成员积

极参与育儿［７］；还有研究发现高教养效能感的母

亲会表现出移情、倾听等亲社会行为［８］，这种亲社

会行为有利于减少祖辈父辈之间的矛盾暴露。然

而，少有学者关注母亲教养效能感对不同类型祖

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

出研究假设１：母亲教养效能感影响不同类型的祖

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养育压力是养育者自身的养育能力或可获得

的支持不满足、不匹配养育需求时所产生的压力

感［９］。近年来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

注，如Ｓｉｖａｋ等认为幼儿母亲的养育压力越大，母

亲在祖辈参与共同养育时越焦虑，这种焦虑会体现

在家庭关系中［１０］。我国学者也对此话题展开探

讨，王英杰等认为父母较高的养育压力，会导致不

良的家庭关系［１１］。但以往研究较少关注养育压力

对不同类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的影响，故需

基于我国国情进一步论证。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２：养育压力影响不同类型的祖辈父辈共同养育

关系。

在家庭中，家庭收入是研究者们长期关注的因

素，大多研究仅关注低收入家庭对祖辈父辈共同

养育关系中矛盾暴露这一维度的影响，如 Ｙａｎｃｕｒａ

等通过访谈发现在低收入家庭中会发生更多的代

际冲突［１２］。Ｐｏｂｌｅｔｅ等认为家庭经济压力大时，可

能会导致更高水平的养育压力并会进一步增加祖

辈父辈之间的冲突［１３］。尽管有少量研究关注家

庭收入对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中养育一致性这

一维度的影响，如Ｂｒｏｄｙ等通过访谈发现家庭收入

低的父母为了维持生计会同时做几份与体力劳动

有关的工作，工作与育儿的疲惫会减少父辈之间的

合作与支持，进而导致父辈共同养育理念的不一

致［１４］。但这些研究多基于国外的文化土壤，且少

有研究关注家庭收入对不同类型祖辈父辈共同养

育关系的影响，故需进一步论证。基于此，本研究

提出研究假设３：家庭收入影响不同类型的祖辈

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针对幼儿性别，以往研究仅关注幼儿性别对祖

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中养育支持这一维度的影

响，如Ｃｏａｌｌ等认为祖辈倾向于优先为孙子提供支

持而非孙女［１５］。刘畅等认为相较于女性幼儿母

亲，男性幼儿母亲会更多地沿袭原生家庭的支持性

协同教养行为［１６］。但少有研究关注幼儿性别对不

同类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的影响。结合我国

文化背景来看，中国传统有着男性才能成为传宗接

代的历史偏见［１７］，祖辈更易受传统偏见的影响，注

重自己血脉的延续以传宗接代，男性幼儿的祖辈可

能会在共同养育过程中提供出更多的养育支持，并

有可能表现出更和谐的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４：幼儿性别影响不同类型

的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总之，虽然有研究针对家庭系统中的预测变量

对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展开了探讨，但母亲教

养效能感、养育压力、家庭收入、幼儿年龄及性别对

不同类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的影响到底是怎

么样的？仍然需要结合我国文化背景展开实证研

究进行说明。为此本研究采用 ＬＰＡ的方法探索祖

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剖面类型，并结合家庭系统

理论相关变量，探究这些要素对不同祖辈父辈共

同养育关系类型的预测作用，从而为改进祖辈父

辈共同养育质量、促进家庭关系和谐发展提供实证

的参考。

（二）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本研究以南、北方各三

所幼儿园的幼儿家长为研究对象，由教师向家长说

明本次调查的内容与目的，家长知情后使用网上问

卷平台自愿参与问卷调查，研究者为参与此次研究

的家长提供一对一的育儿反馈报告。本次研究共

收集３２６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３１７份，问卷有效

率为 ９７．２４％。此次研究共有男孩 １６７名，女孩

１５０名。被调查儿童的平均月龄为５９．６４月，其中

小班幼儿占比２６．１８％；中班幼儿占比３８．４９％；大

班幼儿占比３５．３３％。

（三）研究工具

１．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采用Ｆｅｉｎｂｅｒｇ编制，李晓巍等人修订的共同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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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关系量表（ＴｈｅＣｏ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ｃａｌｅ，

ＣＲＳ）测量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１８－１９］。该量表

共３８个项目，经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后，其因子载荷

较低，故保留３６道题目。采用７点计分，从“非常

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记为１～７分。量表中

养育一致性、养育亲密度、养育支持、养育认可和劳

动分工共五个维度为积极维度，矛盾暴露和养育破

坏两个维度为消极维度；本研究中对两个消极维度

进行反向计分后得到整体养育关系总分和均分，消

极维度得分越高表示矛盾暴露和养育破坏越少。

在本研究中，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七个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分别为 ０．７５５、０．７６０、０．８９７、

０．８８８、０．８１４、０．８１７、０．８０１。

２．养育压力量表

采用Ａｂｉｄｉｎ编制的养育压力量表简版（Ｐａｒｅｎ

ｔ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ｓｈｏｒｔｆｏｒｍ，ＰＳＩＳＦ）测量养育压力。

该量表共３６个条目，包括育儿愁苦、亲子互动失调

和困难儿童三个维度。该量表从“非常不同意”到

“非常同意”分别计１～５分，得分越高，养育压力

越大。该量表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有较高的信

效度［２０］。在本研究中该量表三个维度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α系数分别为０．９０１、０．９１４、０．９１３。

３．母亲教养效能感量表

本研究主要采用刘淑玲编制的《幼儿母亲教

养效能感量表》测量母亲的照顾效能、情感沟通效

能和教养信心三个维度［２１］。该量表共１９个题目，

采用里克特５点量表计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

常符合”分别记１～５分，得分越高代表其教养效

能感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三个维度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α系数依次为０．８９４、０．８６８、０．９１２。

（四）分析方法

首先，借助ＳＰＳＳ对数据进行清理，并进行变量

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其次，利用Ｍｐｌｕｓ８．３统计

软件对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进行潜在剖面分

析，判断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类别及其分布情

况，并使用 ＳＰＳＳ２６．０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最

后，采用 ＳＰＳＳ２６．０统计软件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探讨不同影响因素对多种类型祖辈父辈共同

养育关系的预测作用。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潜在剖面分析的结果

本研究借助 Ｍｐｌｕｓ８．３对祖辈父辈共同养育

关系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将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

系的潜在剖面依次设置为１类别、２类别、３类别、４

类别、５类别进行分析，模型拟合指数见表１。结果

显示，４类别和５类别的ＡＩＣ、ＢＩＣ、ＡＢＩＣ和Ｅｎｔｒｏｐｙ

拟合程度显著优于其他类别，但 ４类别的 ＬＭＲ

ＬＰＲ的Ｐ值显著优于５类别模型。此外，个体中

心的研究路径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剖面数量

的确定，根据决定剖面数量的关键因素来看［２２］：

（１）分析出来的每个剖面在分类指标均有差异性。

（２）每个剖面有足够的个体，４类别的潜在剖面符

合Ｎａｇｉｎ（２００５）提出的剖面占总体样本的比重大

于等于５％的标准［２３］。（３）符合以往有关研究剖

面数量的期望与假定。因此本研究选定４类型为

最终潜在剖面模型。

根据４类别的结果，Ⅰ类型的祖辈父辈共同

养育关系５１个，占１６．１％；Ⅱ类型的祖辈父辈共

同养育关系１１２个，占３５．３％；Ⅲ类型的祖辈父辈

共同养育关系２９个，占９．２％；Ⅳ类型的祖辈父辈

共同养育关系１２５个，占３９．４％。四个类别所包

含的家庭占比及各类别在七个维度上的得分如图

１所示。
表１　不同祖辈父辈共同养育类型潜在剖面分析拟合信息

类别 ＡＩＣ ＢＩＣ ＡＢＩＣ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ＬＭＲＬＰＲ（ｐ） 类别概率

１ ７０９３．１６５ ７１４５．７９０ ７１０１．３８５   １．００

２ ６５８３．７５３ ６６６６．４４８ ６５９６．６７０ ０．８２８ ０．０２９１ ０．３４４／０．６５６

３ ６３７６．０６９ ６４８８．８３６ ６３９３．６８３ ０．８４３ ０．０７３１ ０．１７４／０．４３５／０．３９１

４ ６２２６．１８１ ６３６９．０２０ ６２４８．４９３ ０．８６６ ０．０３７６ ０．１６１／０．３５３／０．０９２／０．３９４

５ ６１０５．３８１ ６２７８．２９１ ６１３２．３９０ ０．８７９ ０．３５１０ ０．１７１／０．０４４／０．０８８／０．３２５／０．３７２

　　注：矛盾暴露、养育破坏为反向计分题目，得分越低表示家庭中矛盾暴露、养育破坏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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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４种潜在剖面分析

　　以七个维度的得分为依据，对四类祖辈父辈

共同养育关系进行命名。第Ⅰ类的养育亲密度、矛

盾暴露、养育支持、养育认可、劳动分工在四类家庭

中得分最低（矛盾暴露为反向计分题目，得分最低

表示家庭中矛盾暴露最多），养育一致性和养育破

坏得分较低（养育破坏为反向计分题目，即家庭中

养育破坏较多），故命名为低参与冲突型。第Ⅱ类

的养育一致性、养育亲密度、矛盾暴露、养育认可、

养育破坏在四类家庭中得分最高（矛盾暴露、养育

破坏为反向计分题目，得分最高表示家庭中矛盾暴

露、养育破坏最少），养育支持、劳动分工得分较

高，故命名为高参与和谐型。第Ⅲ类的养育一致

性、养育破坏在四类家庭中得分最低（养育破坏为

反向计分题目，即家庭中养育破坏最多），矛盾暴

露得分较低（矛盾暴露为反向计分题目，得分较低

表示家庭中矛盾暴露较多），养育亲密度、养育认

可得分较高，养育支持、劳动分工得分最高，故命名

为高参与冲突型。第Ⅳ类的养育亲密度、养育支

持、养育认可、劳动分工在四类家庭中得分较低，养

育一致性、矛盾暴露、养育破坏得分较高（矛盾暴

露、养育破坏为反向计分题目，得分较高表示家庭

中矛盾暴露、养育破坏较少），故命名为低参与和

谐型。

为了对潜在剖面分类结果的准确性进行检验，

以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七个维度为指标进行判

别分析。结果表明，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类型

的预测正确率均高于９０％，说明潜在剖面分析结

果较为可靠。方差分析发现，低参与冲突型祖辈

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在七个维度上得分显著低于高

参与和谐型和低参与和谐型家庭，且低参与和谐型

在七个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高参与和谐型家

庭，表明不同类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的潜在

剖面存在异质性（见表２）。

表２　不同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在七个维度上的均值（标准差）差异比较

养育一致性 养育亲密度 矛盾暴露 养育支持 养育认可 养育破坏 劳动分工

低参与冲突型（Ⅰ）２．８４１（１．０５２） ３．５２３（０．８３８） ５．２２３（１．１２６）３．３６９（０．８４１）３．４７２（０．８０４）３．８７５（０．９７８） ３．５７０（１．０６０）

高参与和谐型（Ⅱ）４．２３２（１．４１８） ６．１１６（０．５０８） ６．４８２（０．７２３）６．０８８（０．６１９）６．１２０（０．５３０）５．２４０（０．８４２） ５．６４６（０．９６２）

高参与冲突型（Ⅲ）１．８７３（０．７２１） ５．７７５（０．５８９） ５．３２０（１．８６１）６．３９２（０．５０１）５．４９３（０．６１４）２．３４２（０．８４７） ６．２３３（０．８１１）

低参与和谐型（Ⅳ）３．２３７（０．８６８） ４．９０７（０．５４８） ５．９５９（０．８６１）４．９３３（０．６９５）４．８６２（０．５９７）４．３５６（０．９４３） ４．５７６（１．１２８）

Ｆ ４３．７３０ ２４８．５７３ ２３．１８７ ２２４．１６０ ２３３．１２０ ９２．４６９ ６７．３４７

ＬＳＤ ｃ＜ａ＜ｄ＜ｂ ａ＜ｄ＜ｃ＜ｂ ａ＜ｃ＜ｄ＜ｂ ａ＜ｄ＜ｂ＜ｃ ａ＜ｄ＜ｃ＜ｂ ｃ＜ａ＜ｄ＜ｂ ａ＜ｄ＜ｂ＜ｃ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下同）

　　（二）不同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类型的影响

因素分析

将母亲教养效能感、养育压力、家庭人均月收

入、幼儿的性别和年龄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回归，探讨其对不同类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

系的影响。分别以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为参照

组进行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以包含所有的比较

结果（见表３）。

以低参与冲突型家庭为参照时，母亲教养效能

感显著正向预测其他三类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

系，其中母亲教养效能感越高越可能归入高参与和

谐型家庭，归入高参与冲突型家庭的概率次之，归

入低参与和谐型家庭的概率较低。以低参与冲突

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为参照时，养育压力显

著负向预测高参与和谐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

系，即相较于低参与冲突型家庭，养育压力越大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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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可能归于高参与和谐型家庭。

以低参与冲突型和高参与和谐型祖辈父辈共

同养育关系为参照时，家庭收入负向显著预测高参

与冲突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以高参与冲突

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为参照时，家庭收入显

著正向预测低参与和谐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

系。即相较于低参与冲突型和高参与和谐型家庭，

家庭收入越高，越不太可能归于高参与冲突型祖

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相较于高参与冲突型祖辈

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家庭收入越高越可能归于低参

与和谐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简言之，相较

于其他三类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家庭收入越

高，越不太可能归于高参与冲突型祖辈父辈共同

养育关系。

表３　母亲教养效能感、养育压力等对潜在剖面的多元逻辑回归

Ⅱｖｓ．Ⅰ

β ＯＲ ９５％ＣＩ

Ⅲｖｓ．Ⅰ

β ＯＲ ９５％ＣＩ

教养效能 １．５４１ ４．６７１ ２．３９６，９．１０６ １．４５５ ４．２８４ １．７８４，１０．２８７

养育压力 －１．１０７ ０．３３１ ０．１８２，０．６０１ ０．６３７ １．８９０ ０．９５３，３．７４９

收入 －０．００３ ０．９９７ ０．８２０，１．２１２ －０．３４２ ０．７１０ ０．５４０，０．９３４

性别 －０．１１１ １．１１７ ０．５７６，２．１６６ －０．５３２ １．７０２ ０．６７２，４．３１１

年龄 ０．１７１ １．１８６ ０．９０２，１．５６１ ０．５９３ １．８１０ １．２２４，２．６７７

Ⅳｖｓ．Ⅰ

β ＯＲ ９５％ＣＩ

Ⅲｖｓ．Ⅱ

β ＯＲ ９５％ＣＩ

教养效能 ０．７３２ ２．０８０ １．１１４，３．８８３ －０．０８６ ０．９１７ ０．４３６，１．９３０

养育压力 －０．３３８ ０．７１３ ０．４１３，１．２３１ １．７４３ ５．７１５ ２．８５５，１１．４４４

收入 －０．０９７ ０．９０８ ０．７４９，１．１００ －０．３３９ ０．７１２ ０．５５６，０．９１２

性别 －０．１５１ １．１６３ ０．６０６，２．２３２ －０．４２１ １．５２４ ０．６６０，３．５１７

年龄 ０．１２８ １．１３６ ０．８６９，１．４８７ ０．４２３ １．５２６ １．０７６，２．１６３

Ⅳｖｓ．Ⅱ

β ＯＲ ９５％ＣＩ

Ⅳｖｓ．Ⅲ

β ＯＲ ９５％ＣＩ

教养效能 －０．８０９ ０．４４５ ０．２７５，０．７２２ －０．７２３ ０．４８５ ０．２３０，１．０２５

养育压力 ０．７６８ ２．１５６ １．３４２，３．４６３ －０．９７５ ０．３７７ ０．２０１，０．７０７

收入 －０．０９４ ０．９１０ ０．７８４，１．０５８ ０．２４５ １．２７８ １．００３，１．６２９

性别 －０．０４１ １．０４１ ０．６２５，１．７３５ ０．３８０ ０．６８４ ０．２９９，１．５６５

年龄 －０．０４３ ０．９５８ ０．７７４，１．１８５ －０．４６５ ０．６２８ ０．４４４，０．８８８

　　注：ＯＲ即ＯｄｄＲａｔｉｏｎ系数，ＣＩ（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即ＯＲ的置信区间。性别：女生为参照组。“ｖｓ．后的组”为多元回归
的参照组。

　　以低参与冲突型和高参与和谐型祖辈父辈共

同养育关系为参照时，幼儿年龄显著正向预测高参

与冲突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以高参与冲突

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为参照时，幼儿年龄显

著负向预测低参与和谐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

系。即相较于低参与冲突型和高参与和谐型家庭，

幼儿年龄越大，越有可能归于高参与冲突型家庭；

相较于高参与冲突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幼

儿年龄越大越不太可能归于低参与和谐型祖辈父

辈共同养育关系。简言之，相较于其他三类祖辈

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幼儿年龄越大，越有可能归

于高参与冲突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儿童

性别对不同类型的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无显

著影响。

三、讨论

（一）母亲教养效能感正向预测高参与和谐型

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以低参与冲突型家庭为参照时，幼儿母亲的教

养效能感正向预测其他三类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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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其中母亲教养效能感越高，归入高参与和谐型

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的可能性越大。原因如

下：首先，母亲的自我效能感越高，取得的育儿效果

越好［２４］。这时养育者可能会把养育成果归功于祖

辈参与，从而使这类家庭更有可能形成高参与和谐

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其次，教养效能能够

正向预测父母支持性养育行为［２５］，具有高自我效

能感的幼儿母亲更能够支持祖辈完成繁重的育儿

任务，与祖辈之间的养育支持、养育亲密度、养育分

工及养育认可也更高。反之，母亲的教养效能感越

低，发起与坚持的教养行为就越少，祖辈会抱怨幼

儿母亲的育儿疏忽，从而使得双方的矛盾暴露加

剧，最终导致双方感受到较少的养育支持和养育

认可。

（二）养育压力正向预测高参与冲突型祖辈父

辈共同养育关系

相较于低参与冲突型家庭，养育压力越大越不

太可能归于高参与和谐型家庭。究其原因可能是：

首先，现代社会“内卷”现象突出，社会竞争加剧，

父母在幼儿教养方面存在较大压力。但由于养育

者缺乏“职前”培训，导致养育过程中困难重重，问

题频出。巨大的养育压力与不理想的养育效果形

成鲜明对比，祖辈、父辈可能会把养育效果不理想

归因于彼此，进而导致更多的家庭矛盾。此外，目

前大多数家庭为“双职工家庭”，父辈劳累一天回

到家中还面临繁重的育儿负担，在育儿过程中又出

现“新观念”与“老路子”发生碰撞的问题，祖辈固

执己见，父辈难以领情，这也加剧了矛盾暴露的可

能性。最后，我国逐步放开的人口政策，家庭中子

女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也给父辈带来更大的养育

压力。为了弥补多子女家庭资源不足、养育压力大

的问题，父辈很有可能邀请祖辈参与到幼儿照料

中，但如果祖辈在养育过程中过度干预很可能会导

致更多的代际矛盾。

（三）幼儿年龄、家庭收入影响高参与冲突型

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尽管在高参与冲突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的家庭中祖辈积极参与育儿过程，但祖辈、父辈双

方却有着较高的矛盾，这与 Ｇｒｅｅｎｆｉｅｌｄ的研究结果

一致［２６］。可能是因为隔代教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家庭教育模式，中国隔代教育由来已久，古时候家

中所有事情都由年长的人决定。现代社会沿袭了

这种传统，而祖辈的过度参与会限制父母在家庭中

的活动，进而导致更多的家庭矛盾。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的结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类祖辈父辈

共同养育关系存在的原因。一方面，相较于其他三

类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家庭收入越高越不太

可能归于高参与冲突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可能因为家庭收入的增加能够带来更大的幸福值，

反之，家庭收入的减少也会产生更多的家庭矛盾。

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三类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

系，幼儿年龄越大，越有可能归于高参与冲突型祖

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可能因为随着幼儿年龄增

大支出费用也在不断增加，这也加剧了父辈在经济

方面对祖辈的需求，但祖辈能够提供的资金支持有

限，进而导致祖辈父辈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值得一提的是，性别对四种类型的祖辈父辈

共同养育关系都没有影响。这可能因为随着社会

的发展进步，性别歧视、男性才能传宗接代的历史

偏见在不断淡化。

四、教育建议

（一）多方合力提高母亲家庭教育胜任力

班杜拉指出，个体的教养效能来源于两个方

面：一是源于迄今取得的成就；二是源于对他人活

动效能的观察比较。因此，增加幼儿母亲的成功体

验、转换观察比较对象是提高幼儿母亲教养效能感

的有效措施。鉴于此，一方面幼儿母亲可以通过参

加专家讲座、线上课程等方式，提高自身育儿能力，

为幼儿提供更科学、更专业的指导，从而增加成功

的育儿体验。另一方面，家庭成员要鼓励幼儿母亲

科学的育儿行为，协助幼儿母亲确定符合其最近发

展区的榜样。此外，社区、幼儿园要履行其社会职

责，通过多种形式支持与引导幼儿母亲科学育儿，

帮助养育者形成正确的幼儿观、教育观和发展观。

如幼儿园可以通过家长沙龙、专家讲座等方式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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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提供更科学的育儿指导。还可以家庭为单位，依

托社区建立干预支持平台，形成家、园、社协同育人

新模式，将祖辈父辈共同养育打造为中国特色的

家庭教育模式。

（二）分担养育任务，养育者注重自我调适

养育压力越小，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越和

谐。为了打造更和谐的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完善：首先，在养育过程中，

养育者自身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学会调节自身

养育压力，如可以通过放松训练、压力管理和态度

改变等方式调节自身养育压力；其次，祖辈父辈的

育儿观念越不一致，母亲的养育压力越大［２７］，因此

家庭成员要合理分工、保持养育双方养育观念的一

致性，如可以通过沟通、交流的方式主动了解养育

者需要的支持与帮助。家庭成员也可以通过鼓励、

支持的方式，帮助养育者缓解养育压力；最后，有研

究显示家庭经济因素、幼儿教养是影响父辈养育压

力的重要因素［２８］，政府也可以通过减免税收、开设

社区玩具图书馆、为双职工父母提供托育服务等方

式减轻幼儿家长的养育负担，缓解养育压力。

（三）祖辈适度参与共同养育，避免高强度照料

隔代教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模式，中

国隔代教育由来已久，古时候家中所有事情都由年

长的人决定。现代社会沿袭了这种传统，祖辈参与

共同养育能够帮助父辈缓解养育压力，使父辈有更

多时间与精力投入工作中，但祖辈高强度的照料也

会带来更多的代际矛盾。且亲子教育是家庭教育

的基础，隔代教育是亲子教育的补充。为避免祖

辈高强度照料带来的消极影响，首先，祖辈要明

确自己“协助者”的角色，而父辈才是育儿的“主

教练”。祖辈要意识到不论父辈多忙，都要承担

育儿的主要责任与义务，而自己要尽力辅助，与

父辈取长补短、各司其职。其次，对于祖辈介入

幼儿的成长，父辈要心怀感恩，主动帮助祖辈分

担养育任务，但也要明确自己“主教练”的角色定

位，与祖辈在孩子教养问题上明确分工。最后，

祖辈明确自己“辅助者”角色定位后，不能“越

权”，也要避免“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白脸”，让孩

子觉得有空可钻，要保持教养行为的一致性和持

续性。

（四）关注低收入家庭，增加学前教育经费

投入

相较于其他三种类型，高参与冲突型祖辈父

辈共同养育关系的家庭月收入最低，尽管在这类家

庭中养育支持得分最高，但仍会受家庭收入影响产

生诸多家庭矛盾。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支持不仅能

为幼儿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开端，也能缓解低收入

家庭的育儿压力、改善其生存状况，对促进我国家

庭教育发展极为重要，是促进教育公平、克服贫困

代际循环的有效手段。鉴于此，首先，中国可以吸

取各国优秀经验，并结合我国现状，为低收入家庭

提供多种服务与支持。其次，佩里教育法案显示，

学前教育是一种最省钱的、回报率最高的公共投

入［２９］，而我国学前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完全有必要

秉承公益性原则，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如国家可以

通过单设教育彩票的方式为学前教育提供更多资

金支持。最后，要加强学前教育资金管理的规范、

透明与公正，保证教育资金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从而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多种支持。

五、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有以下几点不足：首先，在研究对象上，

本研究主要选取城市幼儿为研究对象，仅选取了少

量农村地区儿童。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未来的

研究可以按均衡比例选取城市和农村的幼儿家庭

为研究对象，也可对比城市和农村祖辈父辈共同

养育关系类型的差异。其次，本次研究中高参与和

谐型家庭占３５．３％，仅次于低参与和谐型家庭，这

可能会受中国传统“家丑不可外扬”观念的影响，

参与此次研究的幼儿家长会隐瞒部分真实情况。

未来研究可将问卷法与观察法、访谈法相结合，对

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最

后，此次研究仅探究了父辈对祖辈父辈对共同养

育关系的看法。理想状态下，未来研究可分别探究

祖辈和父辈对共同养育关系的看法，并将其进行对

比、分析差异，从而为祖辈父辈共同养育的家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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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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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ｇｉｖ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ｉｎｒｕｒａｌｔｗｏｐａｒ

ｅｎｔ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Ｊ］．Ｃｈｉ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０（６５）：５９０６０５．

［１５］ＣＯＡＬＬＤＡ，ＨＥＲＴＷＩＧＲ．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ａｓ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Ｊ］．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ａｎｄＢｒａｉｎ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０（３３）：１１９．

［１６］刘畅，伍新春，陈玲玲，等．幼儿父母的原生家庭对其

协同教养的影响：人际间变量及性别一致性的调节作

用［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６）：

７４８０，１６２．

［１７］谷文康．以男性为传宗接代的象征是历史产生的一种

偏见［Ｊ］．中州学刊，１９８５（２）：５３５５．

［１８］ＦＥＩＮＢＥＲＧＭ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ｃｏ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ｉｎｔｅｒ

ｖｅｎｔｉｏｎ［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０３（３）：９５１３１．

［１９］李晓巍，魏晓宇．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量表的初

步修订［Ｊ］．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２０１８（５）：８８２８８６．

［２０］ＹＥＨＣＨ，ＣＨＥＮＭＬ，ＬＩＷ，ｅｔａｌ．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ｅｒ

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ａｐｓｙｃｈ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ｕｄｙ

［Ｊ］．ＡｃｔａＰｄｉａｔｒｉｃａ，２００１（９０）：１４７０１４７７．

［２１］刘淑玲．托育机构服务品质、教养效能与亲师沟通之

相关研究［Ｄ］．台北：中国文化大学，２０１４．

［２２］尹奎，彭坚，张君．潜在剖面分析在组织行为领域中

的应用［Ｊ］．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２０（７）：１０５６１０７０．

［２３］ＮＡＧＩＮＤＳ．Ｇｒｏｕｐｂａｓｅ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２４］ＪＯＮＥＳＴＬ，ＰＲＩＮＺＲＪ．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ｒｏｌｅｓｏｆ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ｓｅｌｆ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ａｒｅｖｉｅｗ［Ｊ］．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４（２５）：３４１３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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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李晓巍，刘倩倩．教养效能与父母参与的相互作用关

系：一项追踪研究［Ｊ］．中国特殊教育，２０１９（２）：７４

８３．

［２６］ＧＲＥＥＮＦＩＥＬＤＥＡ．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ａｒｅｎ

ｔ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ａｍｏｎｇｎｏｎｍａｒｒｉｅｄｍｏｔｈｅｒｓｏｆｙｏｕ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１（８５）：１３５１５７．

［２７］ＳＩＶＡＫＥ．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ｌｄ

ｒｅａｒ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Ｊ］．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１８（２３）：８３０８４６．

［２８］刘庆，蔡迎旗．城市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及其影响因

素研究［Ｊ］．青年探索，２０２２（１）：７１８１．

［２９］蔡迎旗．学前教育原理［Ｍ］．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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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４１０

基金项目：湖北省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研究会一般项目（Ｐ１３１４Ｄ０２２）

作者简介：孔令丽（１９８６—　），女，河南省开封市人，心理学硕士，黄冈师范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讲师，主要从事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与咨询研究。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负性生活事件、

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孔令丽
（黄冈师范学院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湖北 黄冈 ４３８０００）

摘　　　要：探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的关系。方法：选取高校５４６名大学生
（男生２８４人，女生２６２人），运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负性生活事件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评估被试的手
机成瘾倾向、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水平。结果：１．在手机成瘾倾向及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会抚慰维度上，
女生显著高于男生；不同年级学生在手机成瘾倾向总分及戒断症状、社会抚慰、心境改变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

异，在突显行为上大二学生显著高于大一学生（Ｐ＝０．００８，Ｐ＜０．０５）。２．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负性生活事件
显著正相关；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社会支持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在手机成瘾倾向与负性生活事件间起部分

中介作用。

关　键　词：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社会支持；负性生活事件
中图分类号：Ｂ８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６７０（２０２３）０４０１２３０６

　　ＣＮＮＩＣ发布的第４７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手机网民规
模达９．８６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比例达９９．７％［１］。

此外，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与应用，其开放性、便捷

性、实用性得到广大群众尤其是大学生的青睐。大

学生随时随地查看手机信息，通过聊天软件交流互

动，浏览社交网站并实时更新属于自己的网页内

容，发布各种动态、手游、观看视频等行为非常普

遍。这种行为已经影响到课堂教学和日常生活，手

机依赖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校园问题。与此

同时，手机成瘾现象也引起了研究者不断深入的研

究和探讨。但迄今为止，研究者对引起手机成瘾的

原因还未达成一致。有研究者认为在大学生中普

及较高的智能手机丰富的功能模块是导致手机成

瘾的主要诱因。智能手机的娱乐功能、上网功能等

模块提供了各种诱惑，使大学生沉湎其中，进而影

响其正常的生理和心理活动，引起学习、生活、人际

交往等的各种问题与困扰。但也有研究认为，在引

起手机成瘾的各种原因中，负性生活事件是主要的

原因。何安明等的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影响越

大，越容易成为手机成瘾者，且心理健康程度也会

越低［２］。

负性生活事件是指个体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

重大变化，对个体产生不良影响，且在心理上产生

不安、消沉、焦虑等消极情绪情感体验的生活事件，

是影响大学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实生活

中的一些心理咨询案例和危机事件多是由生活中

的负性事件所引发。人际关系障碍、学业压力、异

性交往受挫等是大学生普遍经历最多的负性生活

事件。在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下，大学生容易出现

孤独感、成就感缺失、自信心缺乏等不良心理体验。

与此相对应，智能手机的游戏模块、上网功能、社交

模块等以其方便、快捷、隐秘等特点成为大学生寻

求安慰、扩大交往空间、发泄不良情绪的最好选择，

进而最终导致手机成瘾行为的发生。具体来说，手

机成瘾行为的发生原因在于那些经历负性生活事

件的大学生利用手机的各种功能模块来实现其在

现实生活中没有实现的心理诉求。如果大学生能

在现实生活中获得较多的社会支持，手机成瘾行为

会相应地减少。

社会支持指的是个体获得的来自他人或集体

的物质或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不少研究证实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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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社会支持关系有益于身心健康，而恶劣的社会

支持关系则会有损身心健康。强大的社会支持关

系网可以为个体提供物质和心理援助以及信息的

帮助，增加个体应对各种环境挑战的能力与信心，

获得喜悦感、归属感，提高个体的自信心和自尊水

平。当面临应激生活事件时，健全的社会支持系统

可以缓解甚至阻止应激反应，稳定神经内分泌系

统，提高社会适应力，形成健康的行为模式，从而增

加积极情感体验并抑制消极情感体验。

近年来，手机成瘾已高度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但目前有关大学生手机成瘾与负性生活事件和社

会支持关系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将进一

步探讨大学生手机成瘾与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

持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实

证依据。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黄冈

市部分高校理工类、文史类、艺术类、经济类等在校

本科生大一 １９０人，大二 １８９人，大三 １６７人，共
５４６名；其中男生２８４人，女生２６２人。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主要采用三个问卷：

大学生手机成瘾量表（ＭＰＡＴＳ）：采用由华中

师范大学周宗奎、熊婕等人根据ＤＳＭ．ＩＶ和相关资
料中对物质依赖和行为成瘾等的描述而编制的大

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该量表包括心境改变、戒

断症状、社交抚慰和突显行为４个因素共１６个题
目。采用五级自评计分方式，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

为０．８３，总分高于４８可认定为手机依赖。

负性生活事件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ＡＳＬＥＣ），该问卷涉及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
罚、丧失、健康适应及其他等六个方面常见的负性

生活事件。每项事件的刺激强度根据对被试造成

的苦恼程度分为５级。
社会支持量表：采用肖水源、杨德森（１９８７）编

制的《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包括主观支持、客观

支持及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共１０个题目。
量表重测信度为０．９２，内部一致性信度在０．８９～
０．９４之间。根据本次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将量

表中涉及“配偶”和“同事”的题目分别修改为“恋

人”和“同学”，此外还去掉了涉及“儿女”的题目。

（三）统计分析

通过 ＳＰＳＳ２０．０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运用 ｔ
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数据

进行分析处理。

二、研究结果

（一）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在不同性别、年级

上的差异比较

由表１可知，在手机成瘾倾向及戒断症状、突
显行为、社会抚慰维度上，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心境

改变维度差异不显著。不同年级学生在手机成瘾

倾向及戒断症状、社会抚慰、心境改变维度上不存

在显著差异，只有在突显行为维度上存在年级差异，

进一步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在突显行为上大二学生

显著高于大一学生（Ｐ＝０．００８，Ｐ＜０．０５）。大一大
二与大三学生在突显行为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１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在不同性别、
年级上的差异比较

项目
人数／
人

戒断

症状

突显

行为

社会

抚慰

心境

改变

手机

依赖

男 ２８４ １４．１５ ８．５２ ６．６９ ６．８７ ３６．２４

女 ２６２ １５．２５ ９．３１ ７．１２ ７．０６ ３８．７４

ｔ －２．６６４－２．９１４ －１．９９０ －１．０５２ －２．５７４

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７ ０．２９３ ０．０１０

大一 １９０ １４．２０００８．５３６８６．５６３２６．７３６８ ３６．０３６８

大二 １８９ １５．１１６４９．４３９２７．１５８７７．２３８１ ３８．９５２４

大三 １６７ １４．８１４４８．７６６５７．０２９９６．９５８１ ３７．５６８９

Ｆ １．５９８ ３．７９７ ２．５１０ １．９１１ ２．７４８

Ｐ ０．２０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８２ ０．１４９ ０．０６５

　　（二）手机成瘾倾向与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
持之间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及各维度

得分与社会支持均呈显著负相关，与负性生活事件

及各维度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与负性生

活事件及各维度均呈负相关（见表２），仅丧失因子
相关程度未达到统计学意义。

（三）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方杰、张敏强和邱皓政提出的偏差校正的

百分位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探究社会支持在大学生负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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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事件与手机成瘾倾向间的中介效应，抽取５０００
个样本估计中介效应的９５％置信区间，使用Ｈａｙｅｓ

编制的检验中介和调节效应作用的Ｐｒｏｃｅｓｓ分析插
件进行检验。

表２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得分的相关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戒断症状 －

２突显行为 ０．７４３ －

３社会抚慰 ０．７５１ ０．６５７ －

４心境改变 ０．７４６ ０．７１２ ０．６２６ －

５手机依赖 ０．９４３ ０．８７８ ０．８４７ ０．８５３ －

６客观支持 －０．１７４－０．１８２－０．１７０－０．１５８ －０．１９３ －

７主观支持 －０．１２９－０．２１０－０．１０２ －０．１６７ －０．１６９ ０．４８３ －

８支持利用度 －０．０７２ －０．１１０－０．１０５ －０．０８９ －０．１０２ ０．３１０ ０．４０５ －

９社会支持 －０．１６７－０．２２５－０．１６１－０．１８５ －０．２０６ ０．７９４ ０．８６２ ０．６４６ －

１０人际关系 ０．２６２ ０．２３２ ０．２１７ ０．２６５ ０．２７６－０．１４５－０．１３５－０．１７０ －０．１８６ －

１１学习压力 ０．２５０ ０．１９９ ０．２３５ ０．２４６ ０．２６３－０．１５０－０．１０９ －０．１５１ －０．１６９ ０．７４１ －

１２受惩罚因子 ０．２８６ ０．３０９ ０．３１４ ０．３５０ ０．３４７－０．１４３－０．０８９ －０．１６５ －０．１５９ ０．６７６ ０．７５１ －

１３丧失因子 ０．２３４ ０．２６６ ０．１８６ ０．２７８ ０．２７０－０．０１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８３ －０．００８ ０．５１６ ０．５４３ ０．６４８ －

１４健康适应因子 ０．２４７ ０．３０１ ０．２２３ ０．２４５ ０．２８６－０．１１５－０．０６１ －０．１０３ －０．１１４ ０．５１８ ０．５５８ ０．６１５ ０．６５３ －

１５其他因子 ０．３４１ ０．３９９ ０．３２１ ０．３８５ ０．４０３－０．０９３ －０．０７２ －０．１４７ －０．１２３ ０．６５７ ０．６３８ ０．７９４ ０．５９０ ０．６５４ －

１６负性生活事件 ０．３２２ ０．３３７ ０．３０４ ０．３５７ ０．３６８－０．１３６－０．０８８ －０．１６７ －０．１５６ ０．８２１ ０．８５１ ０．９２３ ０．７７５ ０．７６３ ０．８６３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下同）。

　　对社会支持中介效应的回归分析（见表３）表
明负性生活事件显著负向预测社会支持；当社会支

持和负性生活事件同时预测手机成瘾倾向时，社会

支持显著负性预测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负性生活

事件显著正性预测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表４数

据显示负性生活事件影响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间

接效应。社会支持产生的间接效应的 Ｂｏｏｔ
ｓｔｒａｐ９５％置信区间不含０值，说明社会支持在负性
生活事件与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之间存在显著中

介效应。

表３　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Ｒ Ｒ２ Ｆ β ｔ

社会支持 负性生活事件 ０．１６ ０．０２ １５．０３ －０．１６ －３．８８

手机成瘾倾向 负性生活事件 ０．４０ ０．１６ ４６．２７ ０．３４ ８．６０

社会支持 －０．１５ －３．９９

手机成瘾倾向 负性生活事件 ０．３７ ０．１４ ８１．１２ ０．３７ ９．０１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代入回归方程，所有数据通过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表４　社会支持在负性生活事件和手机成瘾倾向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间接效应值 Ｂｏｏｔ标准误 ＢｏｏｔＣＩ下限 ＢｏｏｔＣＩ上限 相对中介效应

Ｒ２ｍｅｄ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４
６．４３％

Ｋ２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三、讨论

（一）手机成瘾倾向在性别和年级上的比较

本研究发现在大学生中女生手机成瘾倾向总

分和突显行为、戒断症状、社会抚慰三个因素上得

分显著高于男生，在心境改变维度尽管没有统计学

上的差异，女生得分依然高于男生。许多研究也得

出类似的结论，谢贝［３］等研究发现女大学生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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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水平显著高于男大学生。原因有两个，一是在

生活中女生比男生情感更加细腻、敏感，当遇到负

性生活事件情绪低落时，女生更渴望通过表达和交

流，寻求他人的支持、安慰和帮助。而在当下手机

已成为我们与他人保持及时联系不可或缺的通信

工具，女性更容易使用手机来建立和维护社会关

系。二是在业余活动上，男生业余活动丰富，各种

球类竞技性活动较多，而女生更热衷于室内活动，

比如购物、刷剧、拍照等。但金莹莹、徐海［４］、黄

凯、陈思凡等［５］研究发现男生的手机依赖比女生

严重。熊婕［６］等采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ＭＰＡＴＳ）

对武汉市大学生进行调查显示：大学生手机成瘾倾

向在性别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目前国内研究

对手机依赖在性别上的差异并无统一的结论，这可

能与手机依赖程度的测量与评定标准缺乏统一性、

计分方式和样本选取存在差异有关。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总分及戒断症状、社会抚

慰、心境改变维度得分在年级上并无显著差异，这

说明了手机成瘾在大学生中的普遍性。在手机成

瘾倾向各维度上，只有突显行为在年级上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大二学生显著高于大一学生，大一

与大三、大二与大三学生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这

可能是由于大一学生刚步入大学，对新环境和新同

学充满了好奇，而大二的学生已经逐渐适应了大学

生活，一部分学生出现无目标，无动力的生活状态，

大三学生开始准备考研或为自己的未来做规划，手

机成瘾程度会有所下降。韩永佳［７］也发现手机依

赖总分在年级上并无显著差异，但大三在戒断性上

得分要高于大二和大一。谢贝的研究正好与本研

究结论相反，他发现大学生的手机依赖总分以及戒

断症状、社会抚慰、心境改变三个分维度在年级上

存在显著性差异，只在突显行为维度上不存在显著

性差异，随着年级增加对手机依赖的程度越低。刘

鹏［８］研究也发现大学生手机依赖总分在年级上存

在显著性差异，且手机依赖总分及各维度均值在年

级上呈倒Ｖ型，手机依赖程度在大三达到顶点。

（二）手机成瘾倾向与社会支持和负性生活事

件的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及各

维度与负性生活事件显著正相关。该结论与高

杉［９］、何安明等研究结论相同。负性生活事件会

导致个体出现较多不良情绪，显著提高个体的焦虑

和抑郁程度［１０１１］。大学生面对人际冲突、学业压

力、恋爱受挫等负性生活事件时，容易通过手机来

逃避现实困难，手机的各种功能模块可以使其获得

暂时的满足和安慰。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及各维度与社会支持显

著负相关。这与谢贝、高杉等研究结论一致。何安

明等［１２］研究发现与低手机依赖的个体相比，社会

支持更容易对高手机依赖的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

积极的影响。社会支持是人们感受到的来自外界

的关心和帮助，有助于个体克服不良心境，促进身

心健康。当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较低时，容

易借助手机来调节焦虑、抑郁、孤独等负面情绪。

社会支持系统不健全的个体，更容易养成手机

依赖。

社会支持及各维度与负性生活事件显著负相

关，这与高杉、杨巧冬［１３］研究结论一致。健全的社

会支持系统可以为个体提供丰富的信息和物质帮

助；在情感上给予支持和安慰；减轻负性生活事件

对个体的影响。还可以提高个体应对负性生活事

件的能力，获得自信和安全感，维护个体心理健康。

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社会支持在负性生活事件

与手机成瘾倾向之间存在中介作用，负性生活事件

既可以直接正向预测手机成瘾倾向，也可以通过社

会支持间接影响手机成瘾倾向。负性生活事件使

人产生焦虑、不安、沮丧、消沉、不自信等不良的心

理体验。与此相对应，手机功能中的娱乐模块、上

网模块、社交模块等以其方便、快捷、隐秘等特点成

为大学生寻求安慰、扩大交往空间、发泄不良情绪

的最好选择，进而最终导致手机成瘾行为的发生。

大学生大多背井离乡在外求学，难以在现实生活中

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联网方便、功能丰富的智能

手机的使用，可以使大学生获得支持和满足。社会

支持作为个体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环境资源，影响

负性生活事件对手机依赖的预测作用。在校大学

生的社会支持主要源于寝室同学、班级同学、不同

专业与学院的同学间人际交往，以及对学校各类团

体活动的参与，比如学生会、自律委员会、各类社团

等有组织的活动。因此可以通过组织和开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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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彩、具有独特价值和有意义的活动，使多数

学生能积极参与到各类活动中去，在活动中体验快

乐、结交朋友、锻炼能力、增强归属感，从而引导大

学生把较少的精力放在手机上，减少手机依赖行为

的发生。

四、建议

根据此次研究结果，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负

性生活事件显著正相关；与社会支持显著负相关；

社会支持在手机成瘾倾向与负性生活事件间起部

分中介作用。针对手机成瘾倾向的干预，从个体和

环境两方面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首先，在个体方面，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引导大学生掌握积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运用灵

活、理性、积极乐观的眼光看待问题，积极寻求解决

方法，从而跳出由负性生活事件引发的情绪旋涡。

可通过开展认知情绪调节的团体辅导、正念认知训

练、手机依赖行为系统脱敏训练等，增强大学生抗

挫折能力，改善情绪失控和逃避现实的行为，进而

减少手机依赖行为。

其次，在学校环境方面，学校可通过时间管理、

生命意义、自我价值等主题教育提高学生在手机使

用上的自我修养，形成正确的娱乐观和社会价值

观，增强对课堂手机使用的严格监管，培养大学生

自我管理能力。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可设计内

容丰富、体验性和参与性强的班级活动，增进学生

间的交流与互动，增强情感联结和归属感，构建健

全的社会支持系统，提高社会适应能力，避免沉迷

于手机游戏或虚拟社交。

最后，在家庭干预环境方面，家庭是孩子生活

最基础和持久的环境，会对个体的身心发展产生漫

长且深刻的影响。个体手机依赖程度与积极的父

母教养方式呈显著负相关，而与消极的父母教养方

式呈显著正相关［１４］。父母可通过温暖的教养和情

感的支持，增强个体主观幸福感。积极的教养方式

有助于个体养成乐观、自信、自尊的良好心理品质，

而这些良好的心理品质有助于个体形成良好的社

会适应能力，能合理安排学习和生活，拥有自控力，

减少手机成瘾倾向。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选取了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两个

变量来验证其与手机成瘾倾向的关系，发现社会支

持在负性生活事件和手机成瘾倾向之间存在部分

中介作用，为深入探讨改善大学生手机依赖提出新

思路，在应对大学生手机依赖行为时，需及时干预

由于负性生活事件所引发的焦虑、恐惧、沮丧等不

良的情绪，避免学生过度使用手机寻求心理安慰、

发泄不良情绪。同时引导大学生积极构建健全的

社会支持系统，增强大学生应对各类风险与挑战的

能力，提高适应力。目前国内关于手机依赖的研究

已经有很多，但在研究设计、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

方面还存在不足，研究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基础和

统一的研究范式，这些不足也为未来手机依赖的研

究指明了方向。首先，在研究内容与设计方面，需

进一步优化，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性。为明确

各变量与手机依赖之间的关系，后续需进一步探索

各变量和层级之间的因果关系、中介或调解机制，

完善手机依赖的因果研究链条。其次，在研究工具

方面，需进一步完善手机依赖的理论结构，编制更

具有信效度的测量工具。最后，在研究对象方面，

目前关于手机依赖的研究多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代表性有限，研究结论推广性不强。随着

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手机依赖趋向低龄化或成人

化，年龄界限不明显，后续可扩大研究对象范围。

此外，对手机依赖的干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今

后的研究可探索通过团体辅导对大学生的认知情

绪调节策略、社会支持进行干预，达到提高大学生

社会支持水平、减少手机依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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