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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文革史研究的 

当前学术气象与未来展望

王海光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国大陆文革史的研究由于网络学术的发展、

民间研究的兴起，以及文革史研究的史源条件的变化、史观方法的

更新和实证研究的开展，开始了研究的学术化转型，产生了许多新

的知识增长点，出现了一些意味深长的新气象。展望未来，文革史

研究的发展和对文革的彻底反思和清理需要宽松的外部学术环境

也需要学者自身的刻苦自律，并利用新的新理论、新史料、新方

法，努力构建一门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系统性的学科——“文革

学”，并使之成为对中国现代精神的反映与对现代文化的超越。

关键词：文革史研究；文革学；史学史

作者介绍：王海光，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共中央党

校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当代史和中国“文

化大革命”历史。他的主要著作有：《旋转的历史》（1995 年出

版）；《从革命到改革》（2000 年出版）；《林彪事件》（2012
年出版）。

Title: The Current Academic Phenomenon and Prospects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bstract: The growth of the internet, increasing interests among 
the people, changes in historical assumptions and viewpoints, 
and advancement in research methodologies, have in recent years 
brought about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in how we researc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se have contributed many new perspectives,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s to the field. Looking ahead, to 
develop further our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 need 
a more open academic environment, individual scholars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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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e and courage to apply new theories,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systematic, comprehensive, 
and interdisciplinary branch of learning, namel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udies". One that can be used to critically reflect on 
China's contemporary ethos and as a means to transcend the culture 
of modernity.

Keywords: Studie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History; Revolution Studies; 
History of History Studies

Author: Wang Haiguang, is a retired history Professor at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He currently holds a Visiting 
Professorship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Wang'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hinese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His main publications include: the Rotation 
of the History (published in 1995),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 
(published in 2000) and The Lin Biao Event (published in 2012). Email: 
<wanghaiguang@sina.com>.

经过文革史学者 40 年筚路蓝缕的艰辛研究过程，开始于平反

冤假错案、起步于拨乱反正、发展于改革开放、开拓于二十一世纪

的文革史研究进入了当下的新时代。这段“行走的历史”由于近几

年来，网络学术的发展、民间研究的兴起，以及文革史研究的史源

条件的变化、史观方法的更新和实证研究的开展，开始了研究的学

术化转型，产生了许多新的知识增长点，出现了一些意味深长的新

气象。

当前中国大陆文革史研究具有了一些新气象：1

一、从追求历史“正义”转向追求历史真相

历史研究所关注的首先是事实真相，价值判断是退居其次的。

传统的文革研究，出于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正义”，

甚至为了历史“正义”而不惜曲解史实。现在的文革研究，主要是

1 笔者在此借鉴了韩钢教授的归纳框架。见韩钢：《38年来“文革”史研
究的五点变化》，上海：《上海思想界》，2015年第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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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历史事实构建的准确，对正面人物和负面人物都一视同仁。对

严肃的学者而言，他所从事的只是史实重建工作，并不涉及价值判

断的立场问题。

学术研究是客观性的求真研究，没有政治评价的义务。无论研

究对象是林彪、叶群，还是江青、张春桥，都与政治“翻案”无

关。如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的回忆录出版后，就有“文革史料

学进入吴李邱时代”的说法，还引发了某些小众群体为林彪翻案的

诉求。《张春桥狱中家书》2 出版后，一些人也有“可与葛兰西狱

中书简相媲美”的厚誉。但文革史学者还是持有比较冷静审慎的学

术态度。如王海光写《关于林彪事件研究的几个问题》3，反对把

学术研究与政治翻案搅和在一起。金大陆、金光耀两人关于《张

春桥狱中家书》的通信，对其史料价值做了非常精到的评论和定

位。4 学界对于《戚本禹回忆录》5 出版的史料价值，态度更为审慎

和客观。

二、从意识形态的价值立场转向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

历史研究不能有先入为主的价值立场，不能是结论在先的按图

索骥。传统的官方文革叙事，固然都是在《历史决议》框架之下的

叙事，有价值先行的立场。民间的文革叙事也存在价值先行的问

题，不仅也会有意识形态因素，更会有其情感好恶因素和现实利益

立场。而严格意义上的纯学术研究，是为真求实的研究，没有预设

价值立场的。

近年来，严肃的学者已有了不因人废史的学术意识，恪守事实

真相的学术中道，不会刻意去搞道德评判的事情。如阎长贵的江青

研究，并不以自己曾遭到江青的迫害而有意丑化她，而是实事求是

地讲述了江青的工作、生活和性格特点，改变了过去人们对江青

2 《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

3 王海光：《关于林彪事件研究的几个问题》，《炎黄春秋》2015年 7月。

4 金大陆、金光耀：《关于〈张春桥狱中家书的通信〉》，《炎黄春秋》
2015年第 9期。

5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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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脸谱化印象。6 这种“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的史家风

范，在文革史研究中尤其难得。

三、从单一的政治史研究转向多领域的研究

传统的文革研究，基本都是政治史、事件史，不仅质地单薄，

还容易被误导。一些著述把文革历史搞成了一副“谴责史学”、

“控诉史学”、“阴谋史学”的面孔。当前的文革研究不再局限于

政治史领域，而深入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的领域。在经济、生活、

文艺、诗歌、戏剧、婚姻、家庭等方面，都有新的成绩。如首都师

范大学就举办过几次以文革中婚姻家庭为主题的研讨会。

文革社会史、生活史的研究，不仅有政治敏感度较低的方便，

在学理上也很有必要性。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 2011 年

出版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7 一书，

是从社会史角度写的地域文革史，内容丰富，学术质量很高。这

是当局正式允许出版的第三部文革史专著。青年学者李秉奎研究

文革婚姻的专著《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

1976）》8，也是由国内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这些社会生活史的研

究工作的开展，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而且也为政治史的深化研

究提供了更坚实的平台。

四、由单一研究主体转向多元研究主体

新传媒时代带来了文革史研究的开放性，谁都可以参加到文革

史研究队伍中来。当前的文革史研究，不再是官方研究机构“一家

独鸣”的局面，而是社会广泛参与的多重身份多种观点的齐唱。

现在文革研究者的身份非常复杂。在文革过来人中，有当年的

政治风云人物，有被迫害被斗争的运动对象；有文革权贵人物，有

普通工农兵群众；有群众组织的头头，有一般组织成员；有当年的

6 阎长贵对江青的研究，见《问史求信集》相关文章。

7 金大陆：《正常与非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
版社，2011年。

8 李秉奎：《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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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五类”，有当年的“黑七类”；有造反派组织成员，有保守派

组织成员等等。在研究者中，有高级干部，有普通百姓；有专业工

作者，有业余爱好者；有退休老干部老专家，有文革后的新人新

手……。其研究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个人回忆，有研究报告，

有分析评议，有具体考证，有空泛议论……。尽管人们的经历背景

不同，能力高低不一，认识差异很大，但都有参与历史叙述的平等

权利。其实，文革是一场号称亿万民众参加的宏大运动，本身就是

复杂的，只有在多元研究主体的状况下，才能呈现出立体的完整的

历史相貌。

在多元研究主体的情况下，自印本成为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

许多老人自己写的人生自传和回忆录，少量印刷留给家人和赠送朋

友，这是自印本的由来。自印本因为没有审查一说，有些本子披露

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情况，很有史料价值。也有自印本因为史料价值

高，而变身为正式出版物的。如王光宇的《青史难隐》9，原本就

是赠送友人的自印本。

从学科建设上说，文革史本来是中国当代史一个不成熟的幼稚

分支，需要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参与建设。如周良霄、顾菊英夫

妇本是治元史的著名学者，两人以 70 多岁的高龄，编著了一部名

为《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的大书，分为之一《十年文革前期

（1965.11-1969.4）系年录》、之二《十年文革中央首长讲话传信

录》、之三《十年文革大事记》10。他们所做的，都是专业化程度

很高的史学基础工作，为学界又提供了一套详实的文革史料集。

五、从当事人的回忆史学转向反思者的研究史学

现在，经历文革的一代人，最年轻的也开始步入了退休阶段。

人生的黄昏期，有着回忆往事的情愫和感怀，是回忆史学的阶段。

近年来的文革回忆史学，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参与者越来越多地

进入研究领域，由讲清楚过去的事情，进而发展到反思自己和研究

文革。其中，以文革时期中学红卫兵和大学红卫兵的反思活动最为

9 王光宇：《青史难隐》，北京：红旗出版社，2015年。

10 周良霄、顾菊英编：《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香港：新大陆出版社
有限公司，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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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北京是红卫兵的发源地。2013 年 10 月 7 日陈小鲁在母校北

京八中，以当年学生领袖身份，向文革受伤害的老师道歉。3 个月

后，给毛泽东戴袖章的红卫兵标杆人物宋彬彬等人到母校师大女附

中（现为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也为文革初期学生打死副校长卞

仲耘的事情道歉。老红卫兵道歉的事情在社会上迅速发酵，许多当

年的老红卫兵都表示了对过去的忏悔。11 同时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很

大争议。

社会上关于红卫兵、“老三届”的话题很多。最早采访和研究

北京中学老红卫兵的米鹤都，近年来又主编了《回忆与反思》的口

述历史丛书，从 2011 年至今已出版了 6 本，口述者已有红卫兵、

“老三届”的 30 多人。12

“老五届”大学生进入口述回忆和反思的时间比较晚，但质量

较高。做得最好的是清华大学，参与者数量多，反思有深度。当年

“团派”和“四一四”两派组织的人物，都有回忆清华文革的文

本。许多人对文革的反思已经超越了过去的派性。如“四一四”派

的第二号领导人孙怒涛与炮制异端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

的周泉缨，今天对文革的认识则是大不同了。孙怒涛的《良心的

拷问》一书 13，是在否定文革的基础上反思文革；而周泉缨的《文

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 14，则是基本肯定文革的解释。原

“四一四”派的杨继绳近年来对文革史的研究认为：“文化大革命

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

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

反派。被毛当作‘砸乱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工具、用来敲打官僚集

团的石头——造反派，最终被这架不可停止转动的官僚机器压得粉

碎。”“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

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

11 王克明、宋小明主编：《我们忏悔》，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12 米鹤都主编的这 6部口述史都是在香港出版，分别是：《红卫兵时代风云
人物之一》，《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之二》，《难得本色任天然》，《光
环与阴影》，《往事与尘埃》，《当时少年曾轻狂》。

13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香港：中国
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

14 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批判我的
回应》，香港：银河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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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15 这是近年来学界关于文革史研究很有影响的论点。

地质学院“老五届”学生对文革的反思，也颇有进展。已有了

不同版本，可以对比校正。北京大学的“老五届”学生，也有回忆

录出版。如樊立勤的《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16，有很好的史料

价值。他们这些对过去文革岁月的反思，无论现在观点如何，都可

以看作是他们心路历程的跋涉记录。这个思想变化本身，也是历史

的一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文革的过来人，都有自己特殊的文革情

结，会不由自主地带入文革反思中来。如在群众组织头头的文革反

思，基本都是原“造反派”组织的人。就可以看到这种情结。

六、从聚焦中央决策层和领袖转向 

关注地方贯彻层和社会普通人群

现在的文革史研究已呈现出多层次、多侧面的拓展，开始从传

统的高层文革史的研究，扩大到地方文革史和基层文革史的研究；

从过去的聚焦高层转向关心底层、社会和普通人的命运。这是一个

问题意识的转型。而文革本身是复杂的，决策了的东西未必能贯

彻下去，各地文革的情况大不相同，各个单位的情况又不一样。

所以，中央精神贯彻到了基层，不能不走形。只有打通了高层文

革、中层文革与基层文革的相互联系，才能立体地呈现这段复杂的 
历史。

在文革通史研究方面，代表作有：麦克法夸尔、沈迈克的《毛

泽东最后的革命》17、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18、史云、李丹慧

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19，都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在文革地方史方面，民间研究者更为活跃，已从事件史开始进

15 杨继绳：《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导论，五柳村网站，2015年 7月 7日。

16 樊立勤：《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香港：繁荣出版社，2007年。

17 麦克法夸尔、沈迈克著，关心译，唐少杰校：《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
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18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
版社，2008年。

19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香港中
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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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整体史，与官方地方史志形成了不同的历史叙述。如：石名岗执

笔撰写的《文革中的山西》20，邓振新编著的《贵州风云》21，李

逊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22 等，都具有对地方文革

史的全景性视角。这些地方文革著作，披露了大量官史遮蔽的历史

细节，有的是作者个人观点，有的是作者所代表的一群人的观点。

现在还有一些地方文革研究者，也在私人撰写当地的文革史。

中央国家部委的文革史，现在也有一些民间私撰本，以外事口

的成绩最大。已出版的有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23、杨荣甲

的《共和国外交部秘辛》24 等。中央调查部文革史也已有人撰写成

书，自印出版。

从关注高层人物到关心普通人的文革命运，是把历史研究回归

到人本身。只关注高层政治的历史是与世隔绝的历史，是远离民众

的“达官贵人的历史”。只有关心普通人的命运，历史叙述才能成

为“我们的历史”。在这方面，一些文革史学者已有了学术自觉。

如金大陆关于上海一个普通高中女红卫兵红鸥命运的思考文章，就

是一例。25

在文革回忆录中，有些回忆家人文革遭遇的作品，感情真挚，

细致入微，有很高的社会史和民众史价值。如周舵回忆母亲文 26，

老鬼（马波）回忆父亲文 27。在历史匆匆过往的云烟中，最难留下

的是情景和感受，时过境迁，后人很难体会到。而这类作品是可

以弥补这个缺憾的。但这类作品是在白描中见思考，平淡中见功

力，对作者的要求很高。在这方面，周舵的忆母文应是具有范本意 
义的。

20 石名岗：《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香港：天
马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

21 邓振新编著：《贵州风云》，香港：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2014年。

22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5年。

23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

24 杨荣甲：《共和国外交部秘辛——一个外交官在文革的亲身经历》，香
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1年。

25 金大陆：《关于〈红鸥自传〉的思考》，《炎黄春秋》，2015年第 7期。

26 周舵：《自杀——一个案例研究》，作者赠文。

27 老鬼：《我的父亲马建民》，《炎黄春秋》，2016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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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从以领袖人物中心的道德评判 

转向对制度和文化的深层探究

研究文革与评价毛泽东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决议》把

毛一生与毛晚年做了一个切割，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关于晚年毛

泽东的研究，王若水的遗作《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

人》28，直接批评了毛泽东的政治品质，对当时社会上的毛泽东热

进行了有力地解构。该书是自由派老干部评毛的最具学理性的著

作，也可以说是 1980 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最后绝唱。可以说，以

后的批毛者，虽有言论更激烈的，但在学理上鲜有超过者。

近年来，学界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研究，已经走出权力斗争的

分析框架。许多研究者把文革发生投射到更广阔的时空范围来认

识。王海光在《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29 一文中，提出要从三个

时段来考察文革发生原因。一是从中国现代化的长时段，考察中国

一百年来革命激进主义恶性发展到极致的文化原因；二是从中共执

政后的中时段，考察中国移植苏式斯大林体制中的内在矛盾冲突到

极致的体制原因；三是从大跃进败局后的短时段，考察中共党内矛

盾从分歧到分裂发展到极致的政争原因。唐少杰认为，文革的发生

和出现，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起因：文革是中国古代千年历史的转

型结果、近代百年危机的高度映现、现代中国数十年革命的总体折

射、中共党内数十年斗争的凝聚体现。30

在文革发生的制度原因方面，唐少杰具体指出了中共在 1949
年后建立的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七大制度”，即单位制度、户籍制

度、城乡街居制度、人事档案制度、农业集体化制度、党管干部制

度、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他认为：毛泽东直接驾驭群众运动，

改变了“党权 - 政权 - 军权”关系，使军权独大。林彪事件造成文

28 王若水遗作，冯媛编：《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纽约：
明镜出版社，2002年。

29 王海光：《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香港：《领导者》，2013年第 1
期，总第 45期。

30 唐少杰：《文革研究本身是中国政治的某种资源》，上海：《上海思想
界》，2015年第 10期，第 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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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最大的政治危机。31

李逊在其著作《上海文革运动史》中，阐述了体制身份与政治

身份的区别与联系。认为体制身份是经济利益的分配，制度的固化

程度较高；政治身份是政治资源的分配，具有一定的制度弹性空

间，进而提出了“政治名分”的概念，即个人可以通过政治表现的

努力，获得某种政治名分，如入党入团或成为积极分子，来改变自

己的政治身份，从而有可能改变体制身份。政治名分和所有体制身

份之间的这种转换，成为政治运动的一种有效的激励和惩罚机制。

这个观点对理解文革发生的社会体制原因是很有启发性的。

大跃进失败与文革发生的关系，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

这些年来，许多研究者把人事与制度、思想与行为、内政与外交联

系起来加以考察，在实证研究上理清了许多重要的史实细节。1980
年代流行的“毛泽东帝王说”、“家天下说”、“权力斗争说”等

偏重个人因素的文革起因诸说，现在学界已经很少有人再这样讲

了。严肃的和理性的研究，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

八、从空泛的宏大叙事转向具体的微观研究

近年来，文革史研究开始由宏大叙事转向了微观研究，由高层

研究转向基层研究。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客观原因。因为国家档

案的不开放，民间研究者无法利用，而口述史料又错误较多，缺乏

对证性研究，会有成为历史演义之虞。所以许多文革研究者采取了

眼睛向下的研究策略，从大量的民间史料中找寻研究课题，进行实

证研究。二是主观原因。近年来，史学研究逐渐摆脱了宏大叙事的

窠臼，转向了微观研究的天地。研究对象都非常具体，强调实证研

究。这是历史研究的知识体系的变化。在这方面，国外学者的文革

研究选题和研究方法，都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对国内文革研究

者是非常有启示的。现在，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同仁们，收集了大量

的上海文革史史料，做了大量口述采访工作，编辑出版了《上海文

革史研究资料丛刊》，在学界已走到了前列。

31 同上，第 29页；唐少杰：《应追溯历次转向的历史渊源和制度基础》，
载萧冬连：《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社会科学出
版社，2013年，第 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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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批评微观研究是“碎片”、“局部”。其实微观个案都

是与宏观背景有关系的，是要透过个案去反映这个时代。美国马里

兰大学华裔学者高峥教授在介绍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时，曾针对性地

讲过这个道理：“实际上，所有的认识和研究，都如同‘瞎子摸

象’一般从局部开始，并受限于人类自身的或科学的工具。即便是

用宏观的方法，截取大象的整体轮廓，也只是认识了大象的一个外

观局部。只有积累大量细小的微观知识，才能达成较深入较全面的

认识。在史学研究上，诸多局部研究的汇合，才是信史良史的长

河。”32 高教授所言极是。实际上，坊间所谓的宏观史，其实不过

是一种历史解释系统而已。许多东西只是意识形态的教科书。

另外，从效果上看，高层研究因为史料的封闭性，出现错讹的

可能会更多。史云在《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一书中，曾批评

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在描写周恩来去世后的毛泽东，错用了不

可信的网络传言。33 在高层政治人物中，由于作者占有史料与叙述

逻辑间的缺环，这种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而微观研究一般不存在

这个问题。大众性民间史料的使用，需要研究者更敏锐的学术眼力

和点石成金的学术能力，成果有着更高的学术稳定性。实际上，高

层政治的历史叙述，因为史料的封闭性很强，是最容易搞成“历史

演义”的，经常有人编造假史料，愚弄世人。当前在林彪事件研究

的问题上，就是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出于某些个人目的，不断地制

造和散布一些莫须有的“爆料”，试图欺骗公众，混淆视听。

这些年来，文革史在风雨交加中蹒跚前行，每一步都走得非常

艰难，但进步也是明显的。毋庸讳言，文革史研究的外部学术环境

是相当严苛的，禁忌众多，困难极大，研究者不仅劳而无功，还要

冒政治上的风险，没有一点精神是做不来的。所以，多数学人都奔

着有课题、有项目、有资金、出成果、出业绩的研究领域去了。这

就决定了从事文革史研究者，只能是小众群体。虽然体制环境对文

革史研究的限制极大，文革史学科建设举步维艰，但总还是有一批

不肯遗忘历史的人，愿意来做这件事，不离不弃，乐此不疲。最可

喜的是，第三代文革史学者和第四代学者已经渐渐成长起来了，让

32 （美）高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读〈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
采薇〉兼谈美国的中国学范式》，《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 9期。

33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第 604页，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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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了薪火传承的希望。虽然文革史研究现在还是涓涓细流，

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将来一定会成为百川归海的学术增长

点。中国要想站立在现代文明高地上，就必须清理文革的历史遗

产。在这里，只有华山一条道，是没有岔路口的。

而这种清理和反思的需求已经非常迫切。中国的改革开放，是

建立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政治基础上，已有了 30 年经济高速增

长，也积累了 30 年的政治社会问题。当前的中国社会已发生了严

重的撕裂，需要重建改革的共识。而重建改革共识的最重要的政治

文化资源，就是对文革的“彻底反思”，重新认识中国改革的起

点，确立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发展路径。

展望未来，对文革的“彻底反思”，不是那种简单和肤浅的政

治定性，而是从历史的长时段、社会的深层次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认

真的检讨。不仅要反思文革的理论、文革的制度、文革的文化，还

要反思造成文革的社会历史根源，更要反思当前文革左倾思潮回潮

的背景原因。这实际上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救赎和现代文明精神的再

建构。

在这个意义上讲，文革史的研究，不仅是一项学术工作，还有

着以学术影响社会，以学术支持国家民主政治社会转型的现实价

值。而这种价值的体现，只能来自文革研究的学术本位。过于政治

化的学术，是没有生命力的。在这方面，政治化的“彻底否定”和

“宜粗不宜细”的政治功利主义，正是历史的前车之鉴。在 1980
年代，我们谁也不会想到，以后还会有权贵资本主义的坐大，还会

有文革左倾思潮的卷土重来。这些实际上都是文革的负资产没有认

真清理的结果。

文革遗留下来的负资产，最大的是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和专制

主义的政治文化。邓小平在 1980 年 8 月 18 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中，所严厉批判的“封建主义残余”，实际上

讲的就是专制主义的制度和文化。34 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按兵

不动，不仅没有切割掉这个体制性的专制主义肿瘤，而且在改革开

放中又以国家主义的面貌出现了，对以后中国的发展影响极大。文

革中的“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权就失去一切”的权力意志论，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以权谋私论，正是国内众多官员贪污腐

34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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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的思想渊源。

文革研究对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如果说学术

是建立社会理性的最好工具，文革史则是学术工具中的最好利器。

“学术是社会公器”。文革史研究的发展目标，就是要求成为学术

的“社会公器”。

但是，在可预期的时间里，文革研究的外部条件不会有所宽

松，只会是越来越紧。2016 年 7 月 13 日，国内能够发表文革文

章的著名刊物《炎黄春秋》，被主管部门强行夺权。35 这一事件表

明，文革研究也进入了“新常态”，现有的意识形态管制格局不会

改变，体制不会给文革研究有任何开放空间，研究者还是要过“紧

日子”的。

更重要的是，在严格的意识形态管制下，是培养不出宽容精神

来的。社会的极端情绪会继续发酵，过去撕裂的伤口会继续扩大，

左右两端的分歧会进一步发展……，这些极端化的社会戾气，必然

会反映到人们对文革的认识上来，给文革研究带来非理性的色彩。

这是当前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2014 年老红卫兵宋彬彬的公开道歉事件，在社会上激起了强

烈的反响。支持的，赞誉的，质疑的，谴责的，叱骂的，各种声音

都有。宋彬彬再度成为公众人物，过去是老红卫兵杀人施暴的标

签，现在是“红二代”虚伪逃罪的标签。不但左右两边都在骂，还

把一些文革史学者也给捎带进去了。这里可以看到，文革给我们民

族造成的伤痕是很深的，至今社会的戾气仍然还很重，缺乏必要的

宽容态度。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文革史的研究是很有压力的。但正

因为如此，文革史研究也可以成为理性的和解的学术中介。

真相是反思的前提，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文革史研究的还原

历史真相，受到的外部压力要比其他历史研究更大，所以对学术道

德的要求也更严格。

学术研究工作是以恪守学术本位的中道为职守，要有“不激不

随”的态度和价值中立的立场。对文革史研究而言，这不仅是一种

35 2016年 7月 13日，《炎黄春秋》杂志的主管部门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奉
令单方面撕毁与《炎黄春秋》32年前签订的协议，强行下令改组《炎黄
春秋》编辑部，并派出一干人马到《炎黄春秋》编辑部接收印章、财务
等。《炎黄春秋》编辑部成员据理拒绝。现在双方正在僵持阶段。此夺权
事件有最高层背景，是近 20年来最重大的文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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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策略，更是一个治史原则。文革十年，国无宁日，反复折

腾，伤人无数，害人无数。人们不为施害者，即为受害者，往往还

兼有两者角色。文革的是非恩怨纠缠纷乱，利害关系千差万别，派

性观点莫衷一是……，这是给我们民族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同样

会反映到文革研究中来。

特别是，在文革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没有彻底清理的情况

下，文革历史的沉淀又加上现实的社会矛盾，在文革研究中继续发

酵，成为社会群体分裂的一个文化窗口。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许

多关于文革的极端言论，仍然还停留在文革的阶级斗争年代。其思

维方式的偏执，话语方式的粗鄙，意识形态的戾气，党同伐异的霸

道，拉帮结派的狭隘，望文生义的无知，自信满满的粗浅，都可以

看到文革反智主义的遗毒影响。所以，文革研究不仅仅是历史研究

的学术工作，还具有建立社会理性的道德责任。

文革史研究在建立社会理性上的作用，表现为“去意识形态

化”的学术“公器”原则。即恪守真实性的科学原则，超越过去的

是非恩怨，摆脱现实的政治屏障，建立专业化的学术规则和去政治

化的学术自律机制，通过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以学术智慧引领社

会舆论，逐渐弥合社会撕裂的创口。这就是文革史研究需要秉承学

术中道的现实意义。

走出文革，最难的是走出文革思维。文革思维具有绝对化、简

单化、暴力化、道德化、标签化的非理性特点，以制造圣人与魔鬼

为能事，各种“替罪羊”层出不穷。文革中盛行一时的党同伐异的

斗争哲学，政治挂帅的绝对正确，不容置疑的革命大批判，打棍子

扣帽子的恶劣文风等等，对现在的文革研究也有重大影响。

在当前的文革研究中，非学术化现象相当严重。如“翻案风”

现象，为文革标志性人物翻案，寄予当下的某种政治诉求；“标题

党”现象，题目空大无当，内容文不对题，语言夸张，逻辑混乱，

误导和欺骗读者；“虚构党”现象，以商业化写作冒充历史研究，

以文学创作冒充历史叙述，编造史料，虚构史实；“帮派史学”现

象，以历史研究为名，搞党同伐异的小帮派，对不同意见群起攻

之；“谴责史学”现象，以非此即彼的道德评价代替认真细致的学

术研究，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化为黑白两道，罔顾史料的真伪，不

分史实的有无，就以恢复历史的道德真君的面孔肆意评说。

这些非学术现象的背后，是一种文革学风，不讲史实，不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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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观点为取舍，拉帮结伙，党同伐异。这种恶劣学风与文革有

直接的承继关系。一些人为了维护自家的观点，甚至编造假史料，

捏造史实，故意制造混乱，有明显个人利益的企图。当前以林彪事

件的研究最为集中。所以，在文革研究中，也有一个走出文革的 
问题。

清理文革文风，需要从史观开始。如“工具论”史观，是把文

革史研究当做表达某种政治诉求，谋取经济利益的学术工具。这是

过去“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当代版。其滥觞就是文革中甚嚣尘上的

“影射史学”36。

“阴谋论”史观，是把文革归因于为一个人或几个人搞的政治

阴谋，说成是毛泽东要搞“家天下”的权力斗争，为了让江青接班

而打倒刘少奇、逼走林彪。这实际上还是文革的“两条路线斗争史

观”的历史模式，没有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中脱胎出来。

“替罪羊”史观，把文革的罪错责任，归咎于某个或几个人物

的道德品质问题，似乎把他们骂倒骂臭，就能给我们民族的众業赎

罪了，也就能把我们自己给解脱出来了。官方史学是将文革诿罪于

林彪、“四人帮”，而一些民间言论则是诿罪于毛泽东。其实都是

同一个逻辑。该史观过分夸大了个人的作用，忽视了对制度、文

化、社会根源的深层次追问。以为文革寻找“替罪羊”的做法，而

为自己寻求某种政治的或心理的解脱。

需要提示的是，在现有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环境下，文革史的

学科环境不会有大的改观，健康的学术发展平台一时难以建立，在

文革史上的认知分歧会继续扩大，社会大众情绪会继续发酵，小众

的学者群体必然势单力薄。这是文革史研究者的无奈和宿命，也是

他们的责任与坚守。

今日的文革研究，处在危机与希望、艰难与出路、抑制与转

化、矛盾与契机共生并存的局面。37 这是多年来文革史学者共同努

力的结果，也是今后发展的台阶。笔者认为，目前文革研究的学术

化转型，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但在存史、理路、交流方面还有很

大不足，需要有海纳百川的存史工作、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理路、积

36 有关文革“影射史学”的分析问题，可见于余英时 1981年写的《十字
路口的中国史学》一文，载于余英时著、李彤译：《十字路口的中国史
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37 唐少杰：《研究文革的意义非同寻常》，《上海思想界》，2015年第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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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学术交流和健康的学术批评。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文革研究

者对学术公器原则的坚守，能够创造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有规则的研

讨环境。

第一，存史工作的问题。文革史以存史为第一要务。史料工作

历来为学者重视，口述史料尤其为文革史家青睐。现在，一些学者

已把主要精力放到收集整理文革史料方面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学术

理念。一部完备的资料集可以整体提升学界的研究水准，要比学者

个人写一两本书更重要。

现在的存史工作，除了史料的发掘、收集外，整理和利用的

问题比较突出。1、目前坊间大量的口述史料，虚虚实实，出入很

大。所以，一是需要加强口述采访的规范性，提高口述史料的学术

质量。二是需要对现有的口述史料进行学术梳理，通过去伪存真的

校勘和鉴别工作，确定其史料价值。2、海外学界现在收集了大量

的文革史料，这是海外研究者得天独厚的条件，但这些材料大部分

还是“原生态”，缺乏系统化的鉴别和整理，使用起来困难较大。

3、国外史料系统方面，虽然已翻译了不少资料，但更大量的资料

还没有翻译。如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方国家有大量的档案资

料，对从外部世界研究中国文革，是非常重要的。

在存史的理念上，应有海纳百川的包容，存而不论的态度，尊

重不同观点的历史叙述。历史的真相不是唯一性的，而是多种解

释，多种史料，多种记忆，多种版本的共存。每个人都有讲述历史

的平等权利。对存史工作而言，追寻的是事实的有无，而非是事情

的对错。

第二，研究理路的问题。文革史是中国百年革命的顶峰，农业

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交汇点，其复杂性是无以伦比的，所以就文革本

身讲文革是难以深入下去的，必须要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认识，运

用更广博的多学科知识去分析。过去的文革史研究，无论是阶级斗

争史观，还是现代化史观，其基本点都是评判历史，历史叙述是单

线条平面化的政治史框架，视野狭隘，观点刻板。现在的文革史研

究的任务，则是要呈现出历史多面相的复杂性，展现各种错综复杂

的历史因果关系，全方位的立体的构建历史的叙述系统。这是需要

更多的学科工具来实现的。

文革史的客体庞大、内容复杂，需要结合其他学科的分析工

具，才能有全面的展现和认知。但学界在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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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差距很大。有些学者生搬硬套地使用一些学科概念的做法，这

实际是一种取巧的做法，表面看起来花里胡哨，实际的知识含量不

多。国外学者的文革史研究，小切口，大纵深，题目具体，分析深

刻，背景知识广博，重视社会文化，是从微观的视角来透视整个时

代，给国内研究者很有方法论启示。一些大学举行的小型工作坊会

议，对促进国内外多学科的交流很有帮助。

在其他学科的文革史研究中，笔者比较推崇中国法制史学者徐

立志对文革法制状况的研究 38。他的研究认为：文革时期不是“民

主和法制荡然无存”、破坏也没有严重到“无法无天”的程度。在

出现破坏的同时，还存在着原有法制在“文革”环境下延续和强化

的现象。不仅所有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都在严

厉禁止之列，反革命受到严刑镇压；同时还按运动需要进一步强化

了政治身份制度。这些看法，是文革史学者提不出来的，是很有启

发性的。

第三，学术环境的问题。一个健全的学术环境需要有良好的学

术交流机制和学术批评机制，为学术的发展起着激浊扬清的作用。

但在文革史研究中，这是过于奢望的要求了。在学界小众与社会大

众，国内研究与海外研究，网络媒体与平面媒体，都存在着巨大制

度性的阻隔，影响正常的学术交流，致使一些错误的史实、造假的

史料、虚构的伪作，野史类假书长期在坊间流传，影响了人们的历

史知识。如报告文学作家师东兵，自称采访了许多文革政要人物，

编写了文革系列的作品 18 本之多，号称“高层内幕作家”。2010
年，数名前领导人后代集体质疑师东兵的采访，斥之纯属造假，涉

嫌诽谤。39 2010 年 9 月，师东兵另因诈骗他人财物被判刑。此事可

见坊间任意编造历史的乱象。

严肃的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不二法门。但在文革史研究

中，健康的学术批评的开展是最为困难的。其一是缺乏一个理性讨

论问题的公共平台。由于意识形态管理的原因，国内学术媒体一般

都不敢讨论文革，更不敢讨论文革的境外出版物。而个别敢刊登文

38 徐立志：《“文革”时期原有法制的延续与强化——对文革法制及相关研
究体系的重新探讨》，2015年 2月，德国弗莱堡大学“数字人文与毛时代
遗产”国际研讨会论文。

39 《九位前领导人后代集体质疑师东兵伪造高层党史》，《南方周末》，
2010年 9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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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文章的网刊，又缺乏必要的学术识力。所以，文革的境外出版物

成为了学术批评的盲点。有许多弄虚作假的伪作、错误百出的劣

作。“标题党”现象也就这么来的。这些东西的错误其实很浅显，

专业工作者通常不屑一顾，但对非专业人士就可能产生误导，所以

评论它们也有必要。如 2016 年 6 月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小型文革史

会议上，参会的军史研究者就对丁凯文《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一

书，从史料和史实的专业角度进行了批评，认为该书“历史事实

不清且错误百出”。40 在历史研究中，学术评论起的是过滤网的作

用。没有过滤的东西，质量是有疑问的。

其二是缺乏正常讨论问题的学术规范和程序。讨论程序这套东

西，对中国人是很陌生的。人们熟悉的是文革中声势夺人的革命大

批判，而不是讲求证据的学术批评。我们在网上到处可见，在讨论

某个问题时，讨论者往往会越界发言，偏离讨论主题，不去就事论

事，进行证据和理路的辨析，而是搞人身攻击，贴标签戴帽子，把

学术批评搞成了革命大批判。批评者很难全身而退，经常还会搞出

一场官司来。文革研究已经进入了“无义战”的战国时代。

笔者对此是有亲身体会的。2013 年 12 月，笔者在《中华读书

报》上发文批评报告文学作家贾舒云的《“九·一三事件”十大

疑团》一文，涉嫌篡改史料、编造史料、虚构史实等学术不端行

为。41 随后，贾舒云和丁凯文联袂在海外媒体发文抨击笔者。42 贾

舒云还把笔者与另一位批评者，在《炎黄春秋》发表批评文章的刘

家驹老人，一并以名誉侵权为由告到了法庭。实际上，无论《中华

读书报》，还是《炎黄春秋》都告诉过贾舒云，同样可以发表她的

反批评文章。她完全是可以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对话的。

其实，在学术的平台上，这些无端之乱是很容易解决的。高层

政治活动都是围绕着时代的中心问题进行的，并不是天马行空的事

40 徐金洲：《关于〈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一书的若干史实错误》，2016年
6月 11日，复旦大学《历史，政治与社会：当代中国研究高端工作坊》，
2016年 6月。

41 王海光：《“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评舒云〈“九·一三事件”十
大谜团〉》，北京：《中华读书报》，2013年 12月 4日、11日。

42 舒云：《岂止不懂装懂，更是恶意诽谤——驳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丁
凯文：《中央党校里的“帮派史学家”》，《新史记》2014年，总第 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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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都有确定的选择域界，是可以寻踪的。43 许多所谓“疑团”的

问题，只需要按照学术规范的要求，做一篇学术史梳理，搞一个大

事记，事情大体也就清楚了。正如一句老话所说：“真理越辩越

明”。文革史的深化研究，需要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才能真正开

展起来。但这不是无所作为的理由，无论外部条件如何，我们学者

也都要有这种学术自律。

当前的文革史研究，已从评价性历史转到描述性历史。历史叙

述的重点，不是去评论历史的功过是非，而是复原历史的现场原

貌。评价性的历史是黑白照片、单色调的历史；描述性的历史是彩

色照片、多层次的历史。描述性的历史旨在揭示更多的历史复杂

性。过去一些脸谱化的、鬼神化的人物形象，在描述性历史中都要

重新得到梳理。

文革的历史是 20 世纪最为复杂的中国历史。其发生的远因，

可以追溯到中国革命的起源；近因又直接关联到大跃进的失败。外

因有世界冷战格局和国际共运的共同影响，内因有领袖极权体制和

左倾思潮的双重作用。而文革的发生，又把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

盾，都释放出来了，使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充满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

数，运动的部署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出现节外生枝的事情。同时，

在文革的动乱中，高层与底层，城市与农村，精英与群众，领袖与

人民……，又以一种畸形的方式在不断地互动，相互影响，相互作

用。这是一个多主体、多重奏、多声部的宏大历史场景，研究起来

是十分复杂的。所以，我们在研究文革历史时，就不能用黑白照片

的单色调，也不能仅是正面人物的单一主体。在文革这部宏大的历

史剧中，正角、反角、配角，领袖、干部、群众，走资派、造反

派、保守派，都要在现场，各有各的戏码，他们一起演出了文革这

部大剧。笔者所说的构建文革史的多复线叙事结构，就是说要对文

革有全方位的反映，构建出历史场景的全景图、揭示出复杂联系的

因果链条。

文革对我们民族的伤害实在太深了，有些伤口现在还在滴血。

可能在文革这代人身上，文革的创伤很难弥合得了。但如果我们能

留下一部内容完整的、角色齐备、色彩斑斓的历史记录，相信后人

43 王海光：《谈谈文革高层政治人物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中华读书
报，2015年 7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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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更有智慧去破解文革难题的。

当前的文革史研究，已显露了一些学术发展的新趋势：开始从

宏大叙事走向实证研究，从高层研究转到底层研究，中观研究的开

展，微观研究的兴起；论者遍及各地，不但说北京话、还说上海

话、湖南话、东北话、山西话、贵州话、四川话……，形成了阵容

强大的民间队伍。但是，当前的文革研究还有一些短板，许多方面

轻重失衡，要做到历史的多复线叙事，立体地呈现文革的复杂历

史，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简单说来就是：1、在高层与底层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传统

的帝王将相史历史叙述的影响，更多地关注底层社会和民众的命

运；2、在宫廷和百姓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宫廷政治的狭隘性，

大历史是没有阴谋论的，历史叙述最有分量的还是普罗大众的历

史；3、在国家与社会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国家决策主导、社会

被动顺应的简单叙述逻辑，转为国家与社会在双向互动中不断调整

的复合叙述逻辑；4、在精英和大众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精英阶

层落难史的单一历史叙述，在文革中真正受苦遭难的还是底层民

众，特别是政治贱民的“黑五类”们。多数精英也是从大众中产生

出来的；5、在城市和农村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城市中心论的文

革叙事，农村是文革史的重要内容，有许多特点。特别是城乡关系

的内容非常丰富；6、在政治与生活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政治史

的文革叙述，尽管文革搞的都是“政治挂帅”，实际上最终起决定

作用的还是生活逻辑，政治史要与生活史结合；7、在特殊和普遍

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过分强调文革特殊性的历史叙述，文革的特

殊性与文革前的普遍性有密切的联系，两者不能割断；8、在非常

和正常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偏重非常态化的文革叙述方式。史学

家不是猎奇的新闻记者，大量处理的主要是常态的日常材料。这些

常态的材料，具有社会结构性的意义。44

从学理上说，文革历史的多复线叙事，就是以时代问题为中心

的多主体、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多元化的历史叙述。笔者认

为，今后的文革史研究，应是走专业主义的实证研究路线。通过史

实研究来复原历史现场，揭示历史的复杂性，给社会提供接近真相

44 王海光：《从“彻底否定”到“彻底反思”》，北京：《炎黄春秋》，
2016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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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摹本。从文革学科发展的状况看：高层政治史的研究，各种叙述

相互矛盾，缺乏足够根据，需要扩大史源，解决的是史料问题。底

层社会史的研究，民间史料丰富，可以说是史料横溢，驾驭史料的

问题突出，解决的是方法问题。宏观研究，是多学科介入的长时段

历史考察，解决的是理论问题。中观研究，是对社会制度框架和组

织系统进行的历史考察，解决的是结构问题。微观研究，是对具体

问题进行的历史考察，以小见大地反映整个社会，解决的是个案 
问题。

现在文革史研究最大的瓶颈，自然还是政治对学术的管控。中

国是一个重史的民族，著史传统悠久，各朝史籍汗牛充栋。以史为

鉴，是历代政治家的典训。中国现政府也不断地在讲“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的道理。但都是告诫他人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并不包

括自己在内。这是把历史当成政治外交上的一个技术工具了。审视

过去的政治得失，作为今天的资政镜鉴，这是历史最重要的政治功

能。也就是说，历史最大的利益是提供自省和反思。但其前提是，

这个历史必须是真历史。而这，正是政治家和史学家当前最大的矛

盾和冲突所在。政治家的历史是从意识形态模型浇铸出来的历史，

不符合这个模型的历史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史学家的历史，是准确

反映历史真相的历史，不能反映历史真相的历史就是历史虚构主

义。所以，前者搞的是价值判断，是不容置疑的，否则就是否定历

史；后者搞的是事实判断，是欢迎质疑的，越质疑就越能搞清楚历

史真相。这些问题，在文革史研究中最为突出。但是，历史是绕不

过去的。遗忘历史，虚构历史，会给国家民族带来极其严重的后

果。现在，中国社会发生的问题，对文革教训的反思不够，无疑是

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文革研究的最主要危机，还是在后继乏人的问题。文革研

究的第一代人已经进入暮年，青年一代的研究者还在成长中。研究

文革，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寂寞的，都会有一个学术志

向与生活现实的矛盾问题。这就决定了，新一代的文革研究者，注

定要比同龄人担负更多的压力。但只要能够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

学术前途一定会是大放光明的。正如老历史学家周良霄、顾菊英所

言：“研究文革，虽然在今天仍处文网厉禁，但在不远的将来，肯

定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最后，本文以唐少杰教授的话来表达学界同仁对文革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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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期许：45“文革学”应该是一门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系统

性的学科，既立于文革历史，又高于文革历史，更是对于文革历史

运动及其本质的理性审视和思辨把握。这种“文革学”交叉性地包

括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哲学等

等学科的因素和方法。这种“文革学”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成为中国

现代精神的一面自我之镜，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文

化的一种自我超越。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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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声情”一词广泛应用在文学、戏剧、音乐领域。在传统文学

批评中，“声情”一词通常指诗文韵律与作品情感之间的联系，如

王易《词曲史》所言：“东董宽洪，江讲爽朗，支纸缜密，鱼语幽

咽”，用以描述不同的诗文用韵所引发的情感联想。刘方喜认为

“声情”是诗歌声韵形式功能的表现性或情感性（音可显情），

也是情感表现的形式性（情以音生）。2 本文把“声情”的内涵

界定为：“以不同语音手法（拟声、谐音、音译）表达情貌的方

2 刘方喜：〈“声情”辨－对一个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的研究〉，《文学
研究》，2006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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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并以台湾地区华语为研究范围，透过新闻语料和两岸语料库

（COPENS 和 BCC）搜集语例，分析这类以声音表达情貌的词语

进入句子之后，在语法功能与词类、语义上如何分布，及其随语境

变化而产生何种变异。

“拟声词”（onomatopoeia）也叫“象声词”、“拟音词”，

作用是模仿人和事物的声音。3 拟声只是借用其“声”使语言具

“情”，增添生动、活泼效果，但不如名词、动词具体，传统上将

拟声词归入虚词中。但有学者注意到，拟声固然是一种模拟，但入

句后能承担语法功能。邵敬敏摘举拟声词入句的例子：4

(1) 他噗嗤笑了—他噗嗤地笑了。

(2) 叽叽喳喳的姑娘们跑过来。

(3) 他在咕咕哝哝。

(1)-(2) 带“地”和“的”标记，形成状语或定语。(3) 是拟声

当作谓语使用，搭配进行貌体标记“在 -”。从上诸例可知拟声入

句，必然建立在语句环境的基础上，不能只是个别单词。邢福义同

样认为“拟音词”可以“句首独用”，如“碰碰碰！街口上传来枪

声”，亦可“入句”当作定语，如：“他不禁发出唉呦唉呦的叫唤

声”。5 这类词语音表现不一，且受语用环境影响，并指出拟音词

不应与名词、动词、副词等并立。

除了拟声入句，“谐音”（homophonic）与“音译”同样也

可置入语句传情达义。刘大为认为“谐音”是利用语音相同或相近

来表情达意的修辞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谐音背后的心理机制（联

想、创造和模糊）及语言机制（语误、构式和编码）。6 而“音

译”顾名思义只是译原词的读音，而非其义。卢丹怀认为西方语言

使用字母 , 故彼此间可用语音转写（transcription）。7 像是英、法

语言中彼此拥有对方的词语，体现了字母文字的便利。然而汉字是

3 邢福义（2004）：称为拟音词，其中包括叹词以及象声词两种。本文所称
的拟声词，即包括此两类。

4 邵敬敏：〈拟声词初探〉，《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 4期。

5 邢福义：〈拟音词内部的一致性〉，《中国语文》，2004年第 5期。

6 刘大为：〈谐音现象的心理机制与语言机制〉，《当代修辞学》，2012年
第 5期。

7 卢丹怀：〈汉语中的字母词、音译词和混合语码〉，《外国语》，2010年
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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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义特征，所以产生了汉字表音的做法（例如：圣代 sundae，抬

头 title，派对 party）。显然卢丹怀的说法不是基于汉字的形声作

用而论，而是意指用汉字注写相近的读音。

本文随后将讨论方言谐音“543”、“2266”等和音译词“麻

吉”、“嗨”入句后的语法表现和语体分布。

而所谓“入句”活用，邢福义、汪国胜认为：因为临时借用，

将某类词改用为另一类词。8 黄伯荣、廖序东的看法亦同，他们认

为在特定的语境下为了表达需要而将词类转用。9 其后各节将以台

湾地区华语分析，揭示“声情入句”的语言学理论意义。

二、委婉拟声入句

除了上述“显而易见”的拟声词，有些拟声词却“隐而不

先”，原因是委婉代用。像是“嘿咻”、“啾咪”、“虚”。从字

形来看“嘿咻”是形声字，一般用以表达动作进行时所发出的呼喊

声。但某些动作不便说出，只好以“拟声替代”，底下逐例说明：

(4) 嘿咻真的能够瘦身吗？ (GQ 潇洒男人网 )
(5) “寂寞星图”狂嘿咻，罗伯派汀森揭阴暗面。( 联合新

闻网 -2014-12-18)
(6) 天天嘿咻女求分手 ( 苹果日报 -2014-9-18)
(7) 张三性欲强一天要嘿咻三次。(NOW NES-2012-7-13)
(8) 如果另一半不喜欢嘿咻怎么办？ (FHM)
(4) 是“嘿咻”句首独用当作主语；(5)-(7) 都是当作谓语，

(5) 受副词“狂”修饰表达狂热地“嘿咻”；(6) 频率副词“天天”

修饰动词“嘿咻”，表示经常性的动作；(7) 则是谓语后带次数补

语，显示动量；(8) 作为动词“喜欢”的宾语。拟声“嘿咻”入句

后展现“活用”的任意性，语义不再只是呼喊声，而是产生转移。

除了在句中承担语法功能外，“嘿咻”也符合动词的部分特性。例

如能带体标记、也能放入正反问句中，如下：

(9) 中部大学生 50％已嘿咻过 ( 苹果日报 -2013-8-9)

8 邢福义、汪国胜主编：《现代汉语》，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

9 黄伯荣、廖东序主编：《现代汉语》（增订五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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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别想那么多了，今天你嘿咻了没有？ ( 东方财富网 -2014-
10-9)

(11) 实时亮点：5 岁脱光躲厕所在嘿咻。( 苹果日报 -2014-2-
25)

(12) 对年轻的男人而言嘿不嘿咻是蛮重要的指标喔！

(9)(10) 分别带经验体标记“- 过”及完成体标记“- 了”。(11)
是搭配进行体标记“在 -”表示说话的当时正在进行“嘿咻”的

动作。“嘿咻”作为入句活用的动词，其语义呈现出动态性和持

续性。(12) 涉及了词法问题，徐杰、田源称这类“A 不 AB”的句

型称为反复问句，其特点是可以违反“词语完整律”（principle of 
lexical integrity）类型主要分布在中部和南方方言。10, 11 此例将“嘿

咻”分解为“嘿不嘿咻”，也就是语言用户自然地把“嘿咻”当

词组看待，如同”幽不幽默”。再从词汇结构核心而论 Packard
（2001）提出“核心原则”（headedness principle）即：双音节的

动词一定有个动词性成分在左；名词一定有个名词性成分在右 12，

且可以透过“A- 不 -A”找出词汇中心语（head）。可见说话者显

然已经把“嘿不嘿咻”的第一个“嘿”当作动词成分，同于“幽

不幽默”成了离合用法。接续透过 BCC 和 COPENS 语料库 13 观察

“嘿咻”的语体和语义分布。

表 1：“嘿咻”在两岸语料库的语体和比率对比

BCC语料库 ( 词次 token)
语　体 嘿咻拟声 嘿咻委婉 小　计

报刊 0 2 2
微博 487 513 1000
文学 128 149 277
比率 48% 51.9% 1279

10 该文主要论述“A不 AB”和“AB不 A”其句法生成来源一致。除了内文
所提及“A不 AB”的两项特点，还有一项是可以违反介词悬空原则，如
“你把不把功课做完”。但本文并不讨论此特性，故未列入正文中。

11 徐杰、田源：〈“A不 AB”与“AB不 A”两种反复问句的统一处理及相
关的句法问题〉，《当代语言学》，2013年第 4期。

12 中文译文来自石定栩写于该书中的导读。

13 BCC语料库（北语汉语语料库）；COPNES是 Corpora Open and Search
（开放语料库与搜寻工具）由台湾大学语言所谢舒凯教授团队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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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ENS语料库 ( 词次 token)
语　体 嘿咻拟声 嘿咻委婉 小　计

儿童语料 2 0 2
BBS (PTT) 0 1320 1320
比率 0.16% 99.84% 1322

上表显示 BCC 中“微博”和“文学”将近 48% 保有“嘿咻”

的原义，而委婉拟声的动词“嘿咻”出现在“微博”、“文学”、

“报刊”三类语体共占 51.9%，能见到两种用法共存比率相近；对

比 COPENS，委婉“嘿咻”动词高达 99.84%，完全倾向单一语义

用法。

为此我们采用的解释是：Briton & Traugott14 论及“词汇化”特

质时，其中“渐变性”和“非组合性”可说明“嘿咻”成词的过

程，即 BBC 是“渐变”的共存阶段，COPENS 则是完全成词的结

果；而“非组合性”即语义和语用的习语化（idiomaticization），

也就是词汇失去个别的语义成份，如“black market”既不是指市

场也不是指字面上的黑色。据此，“嘿咻”不单纯只是字面上“呼

喊声”的形声字，而有言外之意。其次 , 两个语料库中 , 尤其是

“微博”和“BBS (PTT)”低变体语域均有相高的比例，相对来说

高变体语域（报刊、文学）显得较少。由此足见两岸网民对委婉

“嘿咻”动词具有一致性。刁晏斌 15 认为台湾“国语”的生动形式

就是通过修辞性的词语借由比喻手法，用于动作行为及发展变化，

对已有的词语做修辞使用，来追求并达到生动效果的。委婉拟声的

动词“嘿咻”便是透过“声情”的比拟达到隐而不显的效果。

除了“嘿咻”还有一个词汇也是避免露骨的委婉表达——“啾

咪”。“啾咪”是在他人或自身发文后，用以表达可爱、亲嘴的情

貌。而且越来越多人将“啾咪”当作起始或结束的“话语标记语”

（discourse markers）底下说明：

(13) 阿花 16 偷袭，啾咪李四 3 次。( 奇摩新闻 -2014-12-19)

14 Laurel J. Brinton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5 刁晏斌：〈台湾‘国语’词汇与大陆普通话趋同现象调查〉，《中国语
文》，2015年第 3期。

16 为了维护当事人隐私，本文涉及人名者，男性一律使用张三、李四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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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阿花对李四想啾咪就啾咪。( 中时电子报 -2014-11-10)
(15) 啾咪！阿花候机楼主动啾张三。( 壹周刊 -2014-12-15)
(16) 今天的我，没有极限唷 ~ 啾咪。

(17) 5 年级的女生，在男子的脸书上留下 100 个啾咪，却引

起对方女友不满。

“啾”属于形声字用以表达鸟叫声，而人接吻的动作及声音与

此相似因而借用。“亲嘴”、“接吻”的词汇色彩较直接透明，相

较之下“啾咪”、“打啵”就显得生动活泼及文雅委婉，同样也是

声情具备的词汇。例 (13)“啾咪”作为动词谓语并带次数补语，其

受事宾语是“李四”。(14)“想啾咪就啾咪”，一般只有动作动词

能放入“想 V 就 V”，反之情状动词则否。例 (15)(16) 分别出现在

“句首”和“句末”作为“话语标记语”衔接前后话语，引发起始

或结束谈话内容，藉以达到语篇的连贯和谐。“啾”表示亲吻的声

音，日常口语可用以委婉称代亲吻的动作；“啾咪”则是源自网民

的用语，通常置于语句之开头或结尾，作为话语标记语。分析“啾

咪”二字的发音状态与听觉感受，可体验到唇形由噘嘴到平展的变

化，且二字之声调均为可延长之高平调（高频能引发亲昵可爱的

联觉），故能用以表达亲昵可爱之情貌。其次“啾咪”离析后把

第一个成分“啾”当及物动词看待后接受事宾语“张三”（啾＋

张三）。(17) 是动词“啾咪”的名词化，前面有数量值修饰可数名

词。“嘿咻”与“啾咪”对照下，谓语“啾咪”的动词特征不太显

著，因为在所寻的语料中极少见到与体标记（在 -、- 了、- 着、-
过）搭配，只能就入句后呈现的语法功能作表述。

BCC 中“啾咪”共出现 40 笔且集中在“微博”，其他的语

体“文学”、“报刊”皆为零笔；COPENS“啾咪”共 621 笔也

是集中在 BBS，其他语体均未见。可见该词已经成为特定言语社

群（speech community）的言语互动基础 , 享有共同的语言符号系

统 17。透过语料库分析“啾咪”作为“话语标记语”的比例很高，

其次是动词、名词如表 2 所示：

女性用阿花。以下各例亦同。

17 徐大明：《社会语言学实验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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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啾咪”在两岸语料库的语体和比率对比

( 词次 token)	
语料库 / 语体

揪咪话语标记语
揪咪动词 揪咪名词 小计

起始 结束

BCC / 微博 31 6 3 0 40
CONPES / BBS 196 183 144 97 621
比率 34.34% 28.59% 22.2% 14.67% 661

何自然，冉永平 18、冉永平 19 指出“话语标记语”是话语信息

组织的一部份 , 对话语的建构与理解产生影响 , 具有动态的语用特

征。其功能是为话语理解提供信息标记，从而对话语理解起引导

作用的程序性意义（procedural process）。前例 (15) 起始语的“啾

咪”触发听话者的注意 , 引介后续陈述的内容“阿花候机楼主动啾

张三”；例 (16) 结束语的“啾咪”则是说话者对自述内容的肯定

与确认。除此，BCC 显示微博还有起始语重迭式如：“啾咪～啾

咪～夜宵完刚到家！好开心啊”，“啾咪～啾咪怎么闹木 Q ！”

主要功能是引起大家注意抢得话语权。而结束语则是避免话语突然

中断填补缓和效果如：“终于可以去睡觉了，现在外面只有 13 度

呢～啾咪～大家晚安啰”。微博和 BBS 高比率地出现“啾咪”，

足见两岸网民求新求奇的特点，在网络传播中形成独特的次文化。

前前述都是双音拟声，接下来讨论单音节的“嘘”。感叹词

“嘘”可用于表示制止如“嘘！别出声”，但入句后活用为动词 
谓语。

(18) 忏情录后张三被嘘爆。( 联合新闻网 -2014-11-2)
(19) 栽在自己的场子张三站台被嘘。( 中时电子报 -2014-11-4)
(20) 嘘 killerag：纯嘘下班不能准时走还要留下折纸袋。

(2014-9-17)
(21) 看新闻学法律——网络嘘文当心被告。( 法律热网 -2010-

12-23)
上述诸例“嘘”表达反对、不赞同之意。例 (18)(19) 均出现在

被字句，其中动词为及物动词，还带补语“爆”，而被“嘘”的受

18 何自然、冉永平：〈话语联系语的语用制约性〉，《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9年第 3期。

19 冉永平：〈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学研究综述〉，《外语研究》，2000年 
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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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者是句中的主语“张三”。(20) 是网络上的对话，第一个“嘘”

是当及物动词后接受事者“killerag”形成动宾式；第二个“嘘”也

是动词，前面出现副词“纯”表示单纯地、纯粹地排斥无法准时下

班、还得继续工作。(21) 的“嘘文”与“推文”相对，“推文”是

网络上对某篇文章表示认可、赞同的说法，让该文置顶于最前，属

动宾结构。同类可推“嘘文”是不认可、不赞同该文。该例意指，

在网络上发表攻击性的文章会被告。大抵能说“嘘”是动词带宾语

“文”和“推文”是类推。

相较上述两个词汇，“嘘”在两个语料库的语体和语义分布则

较不平均。BCC 里“嘘”在三类语体中总数为 :“文学”（12998
次）、“微博”（1457 次）、“报刊”（17721 次）。进一步检

索“被嘘（含体标记）”分别出现的次数和比率为：“文学”

（21 次 0.16%）、“ 微 博 ”（153 次 10.5%）、“ 报 刊 ”（5 次

0.02%）。而“（被）嘘爆”微博仅出现 4 次 , 其他文体均未见。

相较下 COPENS 里“嘘”当拟声词在“儿童语料”（8 次）、“口

语语料”（1 次）、“平衡语料”（1 次）。而 BBS 则超过 5000 笔

“嘘”，其中“被嘘”（1040 次）、“（被）嘘爆”（1809 次）

两者都在被字句中当及物动词。除此 , 随机抽样 1000 笔“嘘”的

动宾结构有 514 次；单独动词含带体标记 407 次（在嘘什么、尽管

嘘、不能嘘）；动补结构（嘘得 C- 嘘得半死、见一次嘘一次）43
次；名词（每 5 嘘 100P、一百人次的嘘、讨嘘）36 次。透过两个

语料库的对比，我们发现“嘘”的及物用法（至少在被字句里）在

内地还未完全传播开来（如例 18-20），只有特定的传媒（微博）

偶尔可见。而台湾地区 BBS 里“嘘”的词类涵盖动词、名词、拟

声、可置入被字句呈现弹性灵活样貌。

近期还有一个新生词“哔”同样也可当动词，例如“阿花狂轰

张三飙脏话惨被哔音”，“到么是讲什么被哔掉呀？”，“哔”其

实是动词“消”。“哔”本为哨音，多为警察或裁判用以禁止某种

不当行为。因此，“哔”除了“消”的意义外，同时带有“禁止”

的附加义。因此当电视上出现不当言论 , 媒体就会替代为“哔”

声。但与“嘘”不同的是未见“哔”的动宾结构用法，或许假以时

日语言用户为了创新，可能以“哔”替换“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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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言谐音入句

语言接触可经由邻界或移民产生，亦可由经济、文化交流而

成。前者称为直接接触；后者为间接接触。20 据黄宣范和曹逢甫所

做的社会语言调查 21，闽南族群占台湾地区总人口将近 70％以上，

而具备双语（南岛语）、双言（闽、客语）的人占 82.5%。如此造

就台湾地区华语丰富的样貌，包括外来语借词（英语、日语），以

及方言词（闽、客语）、南岛语等。随着时间推移各族群语走进了

传媒，形成常态的语码混合（code-mixing）现象。底下分别讨论

两组闽南方言谐音“2266”、“543”和“A”、“Q”的入句活用。

“2266”在闽南语带有负面的语义表示“无规划”、“挂一漏

万”、“良莠不齐”可作“零零落落”或作“离离落落”借其谐音

“li-li-lak-lak”。用例如下 :
(22) 金门办铁人三项标示不清挨批 2266。( 苹果日报 -2015-

10-4)
(23) 英文口说还是很 2266。(Yahoo 奇摩知识 )
(24) 胖达人强调天然被抓包后搞得 2266。
(25) 连涨价也学人家也学得 2266。
(26) 学校要冲国际排名加赚钱收一堆 2266 的老外。

前两例分别作为“铁人三项”和“英文口说”的谓语形容词并

受程度副词“很”修饰；后两例置入“V 得 C”结构当动词的结果

补语。最后一例是当定语修饰名词中心语“老外”。由 COPENS
语料库所寻“2266”共计 261 笔，均出现在网民 BBS 的留言中，扣

除数词 28 笔后其句式结构分布如下 :

表 3：方言谐音词“2266”的结构比率

COPENS语料库 ( 词次 token)
语体 - 结构 结果补语 (V得 C) 谓语形容词 定语 总数

BBS (PTT) 129 64 43 233
比率 55% 27.5% 18.45% 98.68%

20 徐大明：《社会语言学实验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1 黄宣范所调查的时间是 1987-1990年，曹逢甫则是在 1994-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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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显示“2266”当作结果补语的比例最高 , 其搭配的动词有 
“打”、“玩”、“扫”、“念”、“弄”、“讲”、“做”等动

作动词；谓语形容词次之。再其次当定语修饰中心语“人”、“希

望”、“烟火”、“司机”、“成绩”、“模样”等名词。对比

BCC 里仅在“微博”出现一例以“2266”作定语如：“这个 2266
的孩纸不去鼓浪屿文艺也枉然”其余都是当作数词。由此可见 , 方
言谐音“2266”并未大规模的流传。另一组方言谐音“543”也是

带有负面色彩，用以表示说话者“言不及义”谈话内容空泛信息量

低，如下：

(27) 我想休息好好的休息不要再用 543 的东西烦我。

(28) 最好讲电话的时候不要讲一些 543 的话。

(29) 不承认自己鲁还扯些 543 就很可耻。

(30) 同学读完书一起去 pub 打屁聊聊 543。
(31) 他讲话很 543。
前两例是“543”当定语修饰名词，出现在否定祈使的对话情

境。可想而知，负面色彩的词汇并不符合一般人的预期，所以当

然不期望发生；后两例则是当名词，量词“些”修饰不定数量的

“543”，最后一例是形容词，描述说话的内容无趣无义。因受到

区域限制“543”在 BCC 未见使用，仅在台湾地区通行。宽泛地来

说上述诸例可属“社区词”一类。按田小琳 22 的社区词内涵：反映

本社区的社会制度，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词语，多半只在本

社区流通。虽然她主张“社区词不是方言词，方言是汉语的地方变

体”。然而，透过上面的数据显示这些词汇仅出现在特定的语料库

里并不广泛通行，而且这些社区词也并未在同一方言区内流通（意

指虽然福建闽南也是使用闽南方言，但这类方言数字谐音并不在该

地流通）。接续谈以英语字母为方言谐音用例。

“A”是英语的第一个字母并未单独入句承担语法功能。但方

言谐音借用其字形入句后当动词，表示以不正当的手段取得财务，

相当于普通话“污”钱之意，如下：

(32) 资策会员工勾结厂商 A 钱 2 人声押交保。( 苹果日报 
-2014-12-15)

22 田小琳：〈由社词词谈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语言建设》，1998年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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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差点就被菜市场阿桑给 A 了钱。( 痞客邦 -2008-4-10)
(34) 张三：若 A 过钱愿意坐牢。( 中国时报 -2000-2-3)
(35) A 不 A 钱没关系，能办事就好。

(36) 攸关人命的道路风灾抢修工程也 A。

上例“A”可作谓语动词带宾语 , 或带体标记，亦可出现在

“V 不 V”里表示事件的陈述 23。最后一例副词“也”语带“甚

至”起加强语气的作用修饰动词“A”。除了“A-O”动宾式 , 
“A”也可组成动补结构。如下：

(37) 到底是投资还是放着生利息 , 还是 A 走了。

(38) Hello Kitty 枕巾快被 A 光损失 1.6 万。

(39) 我觉得真的从全民 A 太多。

(40) 政府实在 A 很大。

动词“A”所带的补语可以是达到了某种目的的结果补语

(37)(38)；或是程度补语，表示动词所达到的状态 (39)(40)。据

COPENS 所寻，“A”在“新闻通讯社”、“儿童语料”语体均做

英语字母使用。可想而知，此类语体要求规范性较高，因此语义

也相对受限。反之 BBS (PTT) 就能看到“A”各种用法（字母、序

数、外来语）。在总数 374 笔“A”当动词中其结构分布如下：

表 4：方言谐音词“A”的结构比率

COPENS语料库 ( 词次 token)

语体 - 结构
动宾式	

( 含带体标记 )
动补式 总　数

BBS (PTT) 228 146 374
比率 60.9% 39.03% 99.93%

从上表可见，动词“A”形成动宾结构最多，特别是宾语属性

都是有价物品“钱”、“房地产”、“餐券”、“补助”、“车

资”、“健保”。前述“A”的动作带有贬意，因此当与有价名词

搭配时，更能凸显其不法手段。至于“A”如何而来？又如何产

生。目前尚未定论 24，但已有相关文献提出与闽南方言有关。王国

23 “V不 V”被称为正反问句，但邵敬敏（1990）和徐盛桓（1999）认为受
到语用及交际语境影响，还可以表示探询功能、陈述功能及指令功能。

24 百度百科上一种说法认为 A (buse)钱 "= Abuse (misuse) the money = “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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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25 做了简单考证指出“挨”字在闽南语读作“e”共有五个意项，

其中表示从旁边碰到，当作动词 ( 如：予竹篙挨着 e--tioh.（被竹

竿拂到））。他认为从“旁边碰到”的语义引伸为财物被别人碰

到，以旁门左道的方式获取财物。但因媒体未考证用字采用谐音字

“A”，所以就形成一种习惯。我们进一步查证闽南方言，确实这

个“A”与“挨”有谐音，即表达“靠近”、“接触”26 语义上具

有引伸关系。然而因媒体语言讲求快速、生动、易于大众理解，所

以就采用最简便的谐音方式。相较之下，另一个方言谐音“Q”的

来历就显得不明。“Q”主要用于形容食物软嫩、弹牙。如下：

(41) 我们都觉得他的干面很 Q 弹好吃。( 桃园市特制汕头面 
-2014-10-8)

(42) 那锅黑黑的超 Q 粉圆。

(43) 自己动手做又香又 Q 的好吃黑糖糕。( 妈咪部落格 -2014-
5-6)

(44) 现在的面包越来越 Q，却也越来越不会发霉。

可以看到上述“Q”都是当作形容词使用，修饰食物类的名

词。也可以置入并列复句 (43) 表示“香”和“Q”的情况同时具

备；也可以放入递进复句 (44) 表示随时间增加而推进变化。同样

的“Q”也涉及方言谐音及用字问题，而且说法也不一致。底下的

观点可备一说，本文不做详细讨论。刘建仁 27 认为表软嫩义的闽南

语读音“k‘iu”与“糗”( 去久切 ) 有关。《周礼》“羞笾之实，

糗饵、粉餈”，古代“饵”、“餈”都是饼类食物，类似现代的糍

粑而“糗”作为形容“饵”、“餈”之软而韧之口感。而王国良

参考了《全字库》却认为闽南语的“k‘iu”应与“食丘”或“食

邱”有关 28。

公款”，“A”应该是指“abuse”。详细的语源尚待考证 ,但可备一说。

25 王国良：〈“Q嗲嗲”的“Q”只能用英文写？〉，联合新闻网，2013年。

26 林宝卿：《普通话闽南方言常用辞典》，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

27 刘建仁：《台湾话的语源与理据》，联合新闻网，2011年。

28 部分学者指出这样的说法可能存在问题 :《周礼》“糗”可作名词亦作动
词。名词表示“熬米麦所成的食物”，动词表示“熬米麦”。“糗”并非
古代形容口感之词。《周礼天官笾人》曰“羞笾之实，糗饵、粉餈”郑玄
《注》“饵”“餈”皆粉稻米、黍米所为也。“合蒸曰饵，饼之曰餈”。
“糗者，捣粉熬大豆，为饵餈之黏着，以粉之耳。饵言糗，餈言粉，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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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说法如何，可以确认的是这个软嫩义的“Q”确实与闽南

语谐音有关，都是语言用户直接音读而成。此外，此类声情词发音

时的肉体经验及其引发的心理联觉也有相关性。从身体联觉来看

“k‘iu”的发音状态，舌体由前向后延伸、嘴唇则由开展转为聚

拢，如此的发音动作（肉体经验）引发说话者的形象联觉，引发

“弹性义”的联想。

近期这种软嫩义也逐步泛化修饰人体名词，表示体态“柔软”

其语法功能不变，但语义从形容食物扩大到人体。如下：

(45) 好“曲折”的女人身体软 Q 到不可思议。( 自由时报电

子报 -2014-12-27)
(46) 腰骨真软 Q ！张三春训练凌波舞。( 奇摩新闻 -2014-2-5)
此两例“Q”的修饰对象不再是食物，而是“身体”和“腰

骨”。方言文字借用了同音或音近的文字形式表达最贴切的读音，

但其语义未必有直接关联。

四、音译词入句

音译是一种手段，它是用某语言的字母或注音转写到另一种语

言中词语的读音，重新赋予新的书写形式以及语法功能。如早先的

“humor”音译为“幽默”进一步离合为“幽不幽默”、“幽他一

足”。古代将磨碎的稻米、黍米蒸煮而成为饵，若捣成饼状则称为餈。这
样的食物，黏性很高，要用磨碎煮熟的豆类粉末裹在外表，以避免沾黏
（和今天麻糬的做法相似）。所谓“糗饵、粉餈”，郑玄说“饵言糗，餈
言粉，互相足”，意思是“饵”“餈”都经过“熬米麦”的“糗”的过
程，也都经过用粉末裹在外表的“粉”的过程。“互相足”表示省减不
重复说同样的话。（“糗”，汉书王褒传“羹藜唅糗者”，颜师古注曰
“即今之熬米麦所为者”。“糗”一般也指称干饭、干粮，是可以携带出
门以备充饥的食物。）第二个是语音的问题。“糗”的“去久切”反映
到闽南语并不读阳去 khiu7的声音。按反切读的话，应该读 khiu2，是个
上声调。音义两方面的材料都不能证明闽南语表示软韧口感的 khiu7来自
“糗”。除了上述两种“软嫩”和“柔软”义，COPENS语料库查出还能
借用“Q”的字形表达情貌（Emotional）符号或音近的英语词，如下：

 a.当时的六国鲁蛇崩溃哭哭 Q_Q。
 b.最近喜欢吃 G腿饭，吃完去看了 Q版电影。
 第一例“Q”作为哭泣表情，第二例则是英语“Cute”（可爱）的谐音。
因和本文论述的方言谐音不同，所以不列入正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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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的动词用法。或是形容词“happy”进入正反问句形成“教师

节黑不黑皮？”或是受否定副词修饰“快乐购信用卡不黑皮？”除

此之外，还有“麻吉”和“嗨”接续说明如下：

“麻吉”是“match”的音译词，英语可当名词及动词，但进

入华语后名词的语义转移为 “知己朋友”。如下：

(47) 男烂醉同床女友被麻吉性侵。( 苹果日报 -2014-12-6)
(48) 我的麻吉们已经登上联合新闻网首页。( 联合新闻网 

-2012-9-21)
(49) 我找一个好麻吉一起去捐助物资。

(50) SUM 尚麻吉的好邻居，秋季爱车健检大方送。

(51) 我们最麻吉俄国北韩发展全面关系。( 苹果日报 -2014-
11-21)

前三例是把“麻吉”当作名词，分别充当被字句的施事宾语

以及带复数标记“- 们”的集体名词。可见“朋友”被“麻吉”取

代了。例 (50)(51)“麻吉”都是在句中充当谓语，均受带程度副词

修饰。从词汇组合来看“尚麻吉”的“尚”是闽南语的程度副词

即华语的“最”、“非常”，形成方言加音译词语码混合（code-
mixing）的样貌。不仅如此 , 再从语言接触来看邹嘉彦、冯良珍 29

认为，许多的外来词通过吸收、淘汰、调整，在华语中逐渐定形，

有的词呈现新的定向趋势。或者在演变中不断地改变词形、词义

衍生新词，这种过程可以称为“词汇重整”（relexi�cation）。

“尚麻吉”采用华语的语法结构，而其词汇是不同的方言、语言

合成，词汇重整后入句成为核心成分。表 5 COPENS 语料库显示，

“麻吉”共 3265 笔均出现在 BBS 里，词类分布集中在名词和形容

词。当名词用的“麻吉”除了可后带“- 们”，亦可前接计数计

量的“个”、“位”、“群”；形容词则可受程度副词“多”、

“好”、“那么”、“蛮”、“真”、“超”、“更”修饰。

29 邹嘉彦、冯良珍：〈汉语（五地）与日语新概念词语对比研究──从新 
闻窗口看词汇衍生与重整〉，《语言研究》，2000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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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音译词“麻吉”的词类分布

COPENS语料库 ( 词次 token)
语体 - 词类 麻吉名词 麻吉形容词 小　计

BBS (PTT) 1742 1523 3265
比率 53.4% 46.6% 100%

然而，BCC 语料库中微博共出现 2280 笔“麻吉”但其语义和

来源均不同。少部分是从英语音译词“match”引伸而来，略见几

例是当形容词如：“心情有点不是很麻吉……惨了睡不着 !”。为

数较多的是受日语“マジで”音译的“麻吉”（mazi），用以表示

意料之外的回应语“真的（吗）？”或是当作副词。摘举数例：

(52) 快捷支付很方便都关两张卡了麻吉？

(53) 某人明年会上剧吧，会吧会吧麻吉？红豆？

(54) 真心爱诺基亚麻吉？真的假的！要我怎么接受这个事实

啊？

(55) 那个臭 PV 虽然说只有那么一句但是死抠不下来麻吉好

闹心。

(56) 每天能聊天也很开心了，话说这样下去麻吉会被人砍。

(57) B 型白羊哦！我火气麻吉很大的。

前面三例是说话者对自身的反诘问题 , 表达不确定性 , 于话语

结束时出现。后面三例都是当程度副词用以加强形容词效果。日

语常用的反诘语“本当に？”（hontou ni?）是对上司或长辈的礼

貌用语 ; 而“マジで？！”（mazi de?!）比较直接，主要对平辈朋

友。例 (53) 便是话语求新而雅俗混用。除此 ,“マジで”亦可当副

词表示“真的”修饰形容詞，如：“マジで 感謝 !（マジでかん

しゃ !）は”表示“真（的）感谢”；“マジで 恐怖”表示“真

（的）恐怖”。随着网络技术发展和网络用户迅速增加出现的了

许多“网络语言”。我们询问了熟悉日本漫画的年轻群体，“マ

ジ”“麻吉”（mazi）的出现 , 和日本的动画漫画引入有关。也就

是语言用户的娱乐心态和仿效心理以表示情感上的交融和“趋同”

（convergence）。

除了“最麻吉”、“好麻吉”另一个词也同样具备词汇重整

的特性，即“嗨”是英语“high”的音译，常见的“自嗨”、“好

嗨”等入句后当谓语使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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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主人选对玩具给狗玩，牠们就能自嗨啦！ (ettoday-2014- 
12-5)

(59) 张老师未婚，无不良嗜好，特色是常自嗨，笑声很有感

染力。

(60) 甄子丹新片伦敦首映粉丝超嗨。( 联合新闻网 -2014-10-
14)

(61) 大家一起来看世足 ! 今天好嗨 !
(62) 交换礼物大概是全场最嗨的时候。

(63) 让人可以马上在派对上嗨起来的还是那几首经典乐曲。

“自嗨”是主谓结构也是华语和音译词的结合，表示自得其

乐。除了搭配反身词“自”其他的代词都不能与“嗨”构成主谓

式。按英语构词方式能用“self-”当作前缀并用“-”(hyphen) 连

接构成复合词如“self-denial”( 自我牺牲 )“self-conscious”( 自我

意识 )。而“自嗨”结构上结合了华语型态的复合法，以两个语素

构和而成并具词汇完整性 (lexical integrity)，无法破坏或是替换内

部成分成为固定用法，俨然“自嗨”已经成为一个复合词。(60)-
(62) 是“嗨”作谓语形容词且受程度副词“超”、“好”、“最”

修饰，也是来源“high”的初始用法；“嗨”也能和补语“起来”

组合表达状态起始貌如 (63)。其他的例子像是“解嗨”表示扫兴、

无趣如 :“在欢乐的气氛下每个人都很嗨，你却容易把场面搞冷，

这种解嗨王根本就是派对的天敌”。动词“解”表示免除、消除

如：“解围”、“解闷”、“解渴”，但“解嗨”采用华语的词汇

结构，置入英语音译词“嗨”而成“中西”融合。音译词进入华语

后，不仅创造新的文字样貌，其语法功能也体现了“入境随俗”的

现象。

以 BCC 所寻“嗨”出现的总数共 106120 次，在微博语料中可

组合音译词“嗨皮”、“嗨森”、“嗨爆”等。我们以上述六组词

统计比率如下：

表 6：音译词“嗨”的组合比率

BCC语料库 ( 词次 token)
语体 解嗨 自嗨 超嗨 好嗨 最嗨 嗨起来 小计

微博 34 1256 576 10413 1075 1502 14856
比率 0.23% 8.45% 3.88% 70.1% 7.24% 10.1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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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好嗨”的频率最高，其次是“嗨起来”、“自嗨”。若

以“嗨”出现的总数和“好嗨”相比其比率为 9.8%（10413/1061 
20），也就是每出现十次“嗨”中会有一笔是“好嗨”，可见该词

在网络上具有高度的使用程度。“嗨起来”虽然远不如“好嗨”，

但这两个词均体现人类情绪认知“happy is up”、“兴高采烈”、

“情绪高昂”的概念隐喻原则（Lako� & Johnson 1980）。

五、结语

本文从新闻及两岸语料库着手，讨论台湾地区华语词汇声情入

句的现象，关注语言内部变异：词汇结构、组合关系及词汇“入句

活用”后的语法表现；并论及外部变异：语域（高低变体）、语言

接触、语言传播。归结底下三项理论意义：

1. 声情入句或代句：刘丹青 30 以叹词（interjection）为例，认

为叹词的本质是替代形式（pro-form），其功能是代替相应的特

定话语功能的实义句子 , 包含陈述、疑问、称呼等可称为“代句

词”，即具备“单词完整成句的信号”（holophrastic signal）31。

周国光 32 考察了叹词在句中的语法和语义功能后，直接称叹词是动

词中的一类，可以叫做声音动词。而本文以“声情”（拟声、谐

音、音译）为讨论对象，藉此呼应了此种入句替代现象，简洁直观

地反映了声情的根本属性。

2. 言语社区与语言接触：有些词汇只出现在特定语体，为特定

使用者所用如“嘿咻”、“啾咪”均广泛出现在两岸网民的微博

和 BBS 里。另外，有些词汇是经由方言接触致使在语言使用时产

生语码混合现象，如前述方言谐音类，而且对这些词汇的理解也有

所限限定。其次，与外来词接触后，透过音译手段引入本族语，而

语言用户不自觉地将一些源语言（闽南语／华语）的词汇语义或句

法特点附加在目标语（外语）词汇上，此过程称为“词汇重整”

30 刘丹青：〈叹词的本质 -代句词〉，《世界汉语教学》，2011年第 2期。

31 Poggi, Isabella. The language of Interjections. In A. Esposita et al. (eds.), 
Multimodal Signals: Cognitive and Algorithmic Issues.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2009.

32 周国光：〈叹词的语法功能、语义功能及其定位〉，《语言科学》，2016
年第 15卷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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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xi�cation）33。如“自嗨”、“尚麻吉”、“最麻吉”、“麻

吉们”等。

3. 所谓的“入句活用”其实与 Hopper34、陶红印 35、张伯江 36

所主张“现出语法”（emergent grammar）是相同的概念。由此观

之，语法的起源是来自于理解以及交际沟通，语法应从具体的语言

运用来观察结构特性，解释成因以及了解结构的动态变化。本文不

仅关注语言的词汇结构和组合关系，同时也论述词汇“入句活用”

后的词法及语法表现已经跳脱词书、教科书所记载的固定范围，显

示语言和交际的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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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借鉴。在所谓“文化外交”的战略布局下，韩流、韩国语、韩国

学互相借力，体现出韩国政府在语言文化推广事业上的由浅入深、

相互促进的战略思维。在具体的事业促进过程中，多部门、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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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在全球化时代，谁拥有了具备竞争力的文化，谁就拥有了影响

世界的主动权。文化竞争力已经成为检验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

标。文化同源性、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临近性等因素，使中韩两国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战略上存在着较大的相互可借鉴

性。中韩两国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经济发展取得成

功的基础上，两国都重视通过语言文化的海外传播提升国际认知

度，强化文化软实力建设，为本国发展争取更多的机会和空间。

韩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注重文化软实力建设，在振兴本民族文

化、开展语言文化推广事业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2011
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亚洲竞争力报告》显示，在亚洲各国

和地区综合竞争力排名中，韩国位居第一。韩国在行政服务效率、

教育、信息技术产品出口能力、宏观经济环境、创新能力等方面

均表现出优势。英国《Monocle》杂志于 2012 年发布的全球“软实

力”调查结果也显示：韩国软实力居全球第 11 位，亚洲国家中居

第二位，仅次于日本。

中国学者对韩国文化软实力的研究繁荣于两国建交之后，尤其

是 2006 之后呈现明显的集中趋势。2 在对韩国文化软实力的外在考

2 李策，魏珊：〈中国学界对韩国文化软实力的研究述评〉，《青岛科技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31卷第 2期，第 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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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方面，中国学者对韩流和世宗学堂的发展情况，以及二者对韩国

软实力和硬实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等情况，进行了较集中的考察。在

对韩国文化软实力的内在分析方面，中国学者对相关政策的动机进

行了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心理学等层面的分析，并对韩国文化软

实力的建构模式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其成功经验和问题教训，为中

国的软实力建设总结了借鉴性经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

选取文化软实力建设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文化推广事业作

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韩国政府相关政策文本的分析，考察韩国在相

关方面的“战略布局”和“战术特点”。并以此为基础，秉承“立

足本土”、“为我所用”的理念，总结规律性认识，以期为中国的

文化传播事业提供参考。

语言文化推广事业与文化产业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两者分属文

化政策和文化产业政策范畴，在对象、目的、作用、影响等方面均

有所区别：文化政策具有公益性，它通过政策手段来鼓励个人和团

体进行自发的、自主的文化活动，为个人和团体排除客观不利条

件，从而为其学习、创造、传达、享受、积累、交流等活动创造良

好条件。文化产业的核心要义在于经济价值，将通过实现文化的产

业化来追求商业利益作为其主要目标，其对象是文化产业的机构、

经营及效益。本文虽涉及文化产业，但考察主体为文化政策。此

外，作为公共政策研究，本文不将民间团体在语言推广事业上的努

力作为考察对象。值得一提的是，韩国的民间团体在语言文化的推

广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如“韩文学会”等韩国民间学术团体就

通过政府扶持和自身筹资等多种途径，与海外高校、培训机构等合

作，举行演讲、作文比赛等活动，积极地促进韩国语言文化的海外

传播。

20 世纪 90 年代末，韩国文化观光部 3 制定了“韩国语世界化促

进计划”，2000 年成立“韩国语世界化财团”4。这可以被看作是

韩国语言文化推广事业获得国家全面政策支持的起点。2005 年，

韩国文化观光部出台《国语基本法》，从立法的角度明确了韩国语

言文化推广事业的地位。此后的 2011 年，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和

3 2008年，文化观光部更名为“文化体育观光部”。

4 2012年，经合并后改称“世宗学堂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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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通商部 5 又分别通过了《国际文化交流法》和《关于促进文化

外交的特别法》。这一时期的政府相关部门网站的资料也显示出对

语言文化推广事业的集中关注，以及政策思维的日益成熟。在事

业预算方面，韩国政府也表现出对相关事业的高度重视。以韩国

文化体育观光部为例，2010 年，该部用于韩国语言文化推广事业

的经费预算为 52 亿韩元，比 2005 年增加了 2.45 倍；2012 年增至

150 亿韩元，2013 年进一步增至 275.94 亿韩元 ( 约合人民币 1.5 亿

元 )。法律的逐步健全和政府预算的逐年增加都标志着韩国语言文

化推广事业从 20 世纪末到目前的发展过程中，已在国家政策层面

逐步走向成熟，进入了稳定发展期。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的时间维

度定为 20 世纪末至今。

二、战略布局与战术特点

（一）战略布局—文化外交

1“文化外交”6的概念内涵

在韩国政府有关语言文化推广的政策体系中，“文化外交”与

“国际文化交流”两种表述方式并存。2011 年，韩国外交通商部

和文化体育观光部分别通过了《关于促进文化外交的特别法》和

《国际文化交流法》。自此，“文化外交”和“国际文化交流”正

式进入官方话语体系，外交部所主导的文化交流与推广工作被冠以

“文化外交”的名称，而文化体育观光部则以“国际文化交流”作

为相关政策名称。韩国学者以“文化外交”和“国际文化交流”的

政策目标、政策内容等作为依据，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

了解读。李东尹（音译）指出，外交部以本国利益为中心，强调相

关文化政策目标、内容等的“本国利益中心性”，而文化体育观光

5 2008年，更名为“外交通商部”；2013年，更名为“外交部”。文中统
称“外交部”。

6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外交”一词由美国历史学家拉尔夫 .特纳在其起草的
战后美国对外文化关系备忘录中提出，但他并未对这个概念给出确切的定
义。卡明斯（Cummings）认为，文化外交是指国家及其人民之间通过信
念、信息、艺术，以及文化的其他方面的交流，加强相互间理解。米切尔
（Mitchell）从国际文化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一个国家政府所进行的对
外文化关系就是文化外交。李智认为，文化外交就是主权国家利用文化手
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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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则强调国际间文化交流和互动，强调对“世界文化的贡献”。7

金辉廷（音译）则认为，“文化外交”和“国际文化交流”这两个

概念虽在表述上有所差异，但实际内涵相似。他指出，文化体育观

光部和外交部的语言文化推广工作有所重叠，内容相近，基本都是

以本国利益为中心对外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此外，教育部也担负

了一部分文化外交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工作，并与上述两部的工作有

所重合。8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的调查也显示，政策专家和一般民

众对“文化外交”和“国际文化交流”的认识趋同，都认为两者无

本质区别，其政策目的都是为了提升韩国的国际认知度，强化韩国

的文化竞争力，进而提高韩国的国际影响力，在此目标基础上，其

政策内容也颇有重复。9 中国学者刘炳香对“文化外交”进行定义

时指出，“文化外交”的概念与“外交”的内涵相联系，有狭义和

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外交指政府所从事的对外文化交流，与经济

外交、军事外交等构成国家外交体系；广义的文化外交是信息时代

政府、社会组织、个人以文化为载体的对外交流活动，其目的在于

促进于国外公众之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从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

象。同时还指出，韩国的文化外交是其软实力的重要来源和体现，

其路径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个方面。10

结合国内外学界对相关概念的解读，我们可以形成较统一的认

识：在韩国政府语境下，“文化外交”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基本

内涵，即政策目标和政策内容是同质的，是文化体育观光部、外交

部、教育部 11 通过发展对外文化关系，增进韩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

理解、提升本国国际形象、强化本国文化软实力的政府行为。为了

叙述的统一性，本研究选择“文化外交”作为韩国政府发展对外文

7 ［韩］李东尹（音译）：〈韩国的东亚文化外交现况和问题〉，《国际政
治研究》，2009年，第 12集第 2号，第 208-209页。

8 ［韩］金辉廷（音译）：〈确保文化外交与国际文化交流部门协调功能的
争论焦点和课题〉，《文化政策论丛》，2012年，第 26集 1号，第 229-

231页。

9 ［韩］韩国文化观光研究院：《旨在振兴国际文化交流的制度树立方案研
究》，2007年，韩国文化观光研究院，第 17-18页。

10 刘炳香：〈韩国文化外交：路径与启示〉，《当代韩国》，2013年第一
期，第 43-45页。

11 2008年，更名为“教育科学技术部”；2013年，更名为“教育部”。文
中统称“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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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关系战略的统一名称，其内容涵盖外交部、文化体育观光部，以

及教育部的相关政策内容。

2“文化外交”组成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对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外交部、教育部的相关法律、政策

和具体行政举措等进行梳理和分析后发现 12，韩国政府的“文化外

交”主要内容是：促进“韩流”（大众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海外传

播，促进韩国语（文化的主要载体 - 语言）的海外推广，促进韩国

学 13（深层次文化研究）的海外发展。但这三个主要内容并不是一

个层面上的三个并列主题，它们具有一定的层次性，是三个层次的

文化事业之间的相互借力、共同发展，体现了韩国政府在语言文化

推广事业上的由浅入深、相互促进的宏观文化传播战略思维。

（1）“尖兵”—韩流 
韩国于上世纪末逐步形成了文化产业政策体系，并在经历了一

系列的调整和稳定后，发展为今天的集中发展核心文化内容、具有

韩国特色的文化产业政策格局。韩国在文化产业政策上的努力，促

使其文化产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韩国一跃成为世界文化产业五大

强国之一。坚实的产业基础和国家在政策和资金层面的大力投入，

令韩国的文化产业在海外获得了成功，韩国大众文化被世界各国不

同年龄层的受众追捧，形成了“韩流”文化现象。14 具体言之，所

谓韩流是指韩国的大众文化商品在世界各国（中国、日本等东亚地

区是韩流的主要流行区）被部分阶层所接受并成为流行的现象，它

的形式包括电视剧、图书、动漫、音乐、游戏、电影、广告等文化

12 相关文献资料包括：［韩］文化体育观光部，《文化政策白书》，文化体
育观光部，2008年；［韩］外交通商部，《文化外交指南》，外交通商部，
2010年。此外，还有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网站（http://www.mcst.go.kr）、
韩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mofa.go.kr）、韩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
moe.go.kr）等的相关内容。

13 广义的韩国学不仅包括了韩国的语言和历史，还涵盖社会科学的一切领
域，并结合历史和现实进行研究。在韩国的文化外交语境下，由于韩国语
世界化事业的突出重要性，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往往将其与广义的韩国
学加以区别，形成了狭义韩国学的概念，即除韩国语和韩国语教育之外的
其他有关韩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14 李春虎，李钟洙：《韩国文化产业政策探析》，首尔：NPPLUS，2014
年，第 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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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15

韩流是以大众文化为主的韩国文化产业海外发展形态，是“浅

层文化”的代表。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这种大众文化具有接触性

强、受众面广的优势，易于打开文化传播的通路，是韩国文化外交

的“尖兵”。韩流的成功，不仅为韩国带来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经

济效益，更令世界各国对韩国的印象得以改观。随着韩流的风行，

世界各国渐渐对韩国生活方式、韩国精神、韩国风俗有了更多了

解，对韩国的印象和认识更加具体，人们开始关注韩流、关注韩

国，许多人成为“哈韩族”。

韩流的这种文化开拓者的作用，也同样体现在韩国语的海外传

播上。仅以中国为例，据对北京和青岛部分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调

查结果显示，韩流对学生的专业选择确实产生了影响。在对“考

大学之前选择专业时，多大程度受韩流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

回答时，34.3% 的学生回答“完全没受到影响”，42.7% 的学生回

答“受到一点儿影响”，13.5% 的学生回答“受到了很大影响”。

另外 9.3% 的学生则选择了“如果没有韩流，就不会选择韩国语专

业”。综合这一数据，可知有大约占总数 22% 的学生因为受到了

韩流的影响，才选择了韩国语专业。而且，据统计，当时韩国语系

第一志愿者的比例已达到 45.8%，这一数字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

之前的 0% 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其中韩流的影响不可忽视。此

外，随着韩流盛行，大学中想学习韩国语的学生越来越多，随之许

多大学都增设韩国语为第二外语课程。不仅如此，一些职业高中也

开设韩国语作为第二外语课程，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山东省境内的

沿海城市中，还出现了专门教授韩国语的私立学院。16

（2）“桥梁”—韩国语和“基底”—韩国学

韩流作为大众文化，是浅层次文化的代表。韩流生命力的维系

仅仅依靠大众文化自身的发展是力不从心的。保持韩流的持续发展

势头，离不开庞大的受众群体基础和深层次文化的厚重积累。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手段，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在韩国的文化外

15 金信同：〈东亚各国的文化受容：对于媒体评论“韩流”现象的批判研
究〉，《韩国研究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 10辑，第
298页。

16 金秉运：〈韩流热潮与中国大学生的韩国语教育〉，《黑龙江民族丛
刊》，2008年，第 4期（总第 105期），第 171-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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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战略中，韩国语处于中坚层级，是连接浅层文化－韩流与深层文

化－韩国学的重要桥梁。这种桥梁作用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如上

述调查研究显示，韩流带动了韩国语的海外传播，作为回报，韩国

语的海外传播扩大了韩流的受众基础，强化了世界了解韩国文化的

工具基础，为韩流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与此同时，韩国语的

海外传播也为韩国学扩大海外影响奠定了学科基础。有研究显示，

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和中韩之间的建交，中国的韩国学开始兴起。

80 年代末，中国境内几乎没有综合研究朝鲜和韩国的研究所。虽

然有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延边大学朝鲜问题研究所和吉林社

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等为数不多的几个研究所，但是它们都只同平

壤进行交流，与韩国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在中韩建交前后，中国

沿海地区掀起了一股学习韩国语的热潮，韩国学热潮也随后兴起。

自那时起，各级高校先后成立了韩国语系，数所高校的韩国学研究

机构也随之建立。此后，中国的韩国学发展迅猛，韩国学研究机构

有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而且韩国学的研究范畴也随着语言研

究的深入得到了扩展。延边大学于 1989 年成立了“朝鲜学研究中

心”，北京大学于 1991 年成立了“韩国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

和山东大学于 1992 年 10 月相继成立了“韩国研究中心”，浙江大

学和辽宁大学也于 1993 年创立了“韩国研究中心”。此外，吉林

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朝鲜 - 韩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

了“韩国研究中心”，延边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对外经贸大

学、洛阳外国语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山东师范大学、青岛大学、

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民族大学等

高校也成立或者是组建了韩国学相关研究所。韩国学研究机构为增

进中韩两国的学术交流，为阐明东亚文明的整体性，为促进两国的

交流和友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7 中国的情况表明，韩国学的发展

与韩国语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这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韩国语的发展带动和促进了韩国学研究的进行。与此同时，作

为深层次文化研究，韩国学则发挥了其基础研究的强大力量。韩国

学的发展，进一步加深了世界对韩国的理解，也为韩流增强了厚重

的文化基础和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同时，韩国学研究的对象包括

17 李德春：〈韩国学和中国的韩国学〉，《东疆学刊》，2006年，第 23卷
第 3期，第 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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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语，韩国学所使用的基本工具也正是韩国语，这也为韩国语的

推广创造了科学依据和需求条件。韩流、韩国语、韩国学，作为不

同层面的文化主体，在韩国文化外交的战略视野下，形成了相辅相

成的关系，互相借力，取得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发展。

（二）战术特点

在对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外交部、教育部的政策文献和具体

行政举措进行梳理后发现 18，韩国政府的“文化外交”事业呈现出

四个主要战术特点：1、多部门、多机构协同促进；2、立体交叉式

促进；3、侨民与侨胞全覆盖；4、法律保障机制健全。

1 多部门、多机构协同促进

韩国政府在语言文化推广事业上采取了多部门分工协作的促进

方式，以确保相关工作的全面性。在韩国政府内部，有三个部级单

位是语言文化传播事业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者，分别是文化体育观光

部、外交部、教育部。在具体的政策实施过程中，三个部级单位下

属的 8 个机构担负具体主管和政策实施工作，它们分别是：文化体

育观光部的国立国语院、世宗学堂财团、韩国文化海外宣传院；

外交部的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在外同胞财团、韩国国际协力团；

教育部的国立国际教育院和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此外，在 8 个机构

之下，还有 5 个具体的政策执行机构，它们分别是：文化体育观光

部—世宗学堂财团的世宗学堂、韩国文化海外宣传院的韩国文化

院；外交部—在外同胞财团的韩文学校；教育部—国立国际教育院

的韩国学校和韩国教育院。这种多元化机制是文化外交事业的多元

化和多层次性的体现。19

2 立体、交叉式促进

尽管语言文化传播事业的核心要义是将本国的语言文化传播至

海外，增加它在海外的影响力，其“主战场”和“主要目标”都在

海外。但韩国在具体事业促进过程中，没有简单地将其定格为单向

18 相关资料包括：［韩］文化体育观光部，《文化政策白书》，文化体育观
光部，2008年；［韩］外交通商部，《文化外交指南》，外交通商部，
2010年。此外，还有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网站（http://www.mcst.go.kr）、
韩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mofa.go.kr）、韩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
moe.go.kr）等的相关内容。

19 具体情况参考附录（1）：韩国语言文化推广事业相关机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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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走出去”，而是采取了“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策

略。所谓“走去出”和“引进来”相结合，是指既走出国门，到对

象国去开展语言文化推广，同时也将对象国的人员邀请到本国来，

让他们在韩国感受韩流，接受韩国语教育，为他们提供参与韩国学

研究的机会。此外，韩国在开展语言文化推广的过程中，还采取了

“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策略。所谓“直接”，是指韩国政府

直接开办诸如“世宗学堂”、“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等直属性教学

和研究机构，对教学和科研进行直接的管理和运营。这种“直接”

的做法能够保证推广效果的最佳化，但也存在文化传播意图过于明

显，引发文化抵触等逆反效果等问题。此外，凡事“亲历亲为”、

“事必躬亲”也不符合利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的

效率原则，不利于文化推广的高效发展。因此，韩国在“直接”推

广的基础上，还配合进行“间接”推广，即不直接参与教学与科

研，而是通过出资或派遣专家学者，支援对象国的韩国语和韩国学

的教学与研究，为他们提供各种奖学金、研究经费等资金支持，提

供教学和学术研究所需的教师、专家等人员支持，以及必要的学术

后援等工作。仅以韩国外交部下属的政府财政支援机构—国际交流

财团为例，其服务对象主要是海外大学的韩国语教师、韩国学专

家、韩国语学习者 ( 本科生及研究生 )，工作内容主要是通过出资

援助的方式，在海外大学和学术机构设立韩国学教授职位，开办讲

座，举办学术研讨会，援助出版韩国学研究资料，举办国际会议，

邀请海外韩国语教师和学者赴韩研修，以及援建海外博物馆开设

韩国馆等。2014 年，该机构在相关事业上的资金投入逾 1000 亿韩

元 20，约合 6 亿元人民币。

3 侨民与侨胞全覆盖

韩国的侨胞被称为“在外同胞”，根据韩国《在外同胞法》的

有关规定，“在外同胞”包括两类人：1，拥有韩国国籍，短期或

长期居住在国外的韩国人，又称“在外国民”；2，曾经拥有韩国

国籍（包括 1948 年韩国政府建立之前旅居国外者）现已取得他国

国籍者，以及他们的已取得他国国籍的子孙，又称“外国国籍同

胞”或“海外韩人”。可见，韩国“在外同胞”的概念是宽泛的，

既包括侨民，也包括侨胞。模糊侨民和侨胞的区别，将二者置于

20 参见：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官网公开数据 http://www.kf.or.kr/?menuno=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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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同胞”这一宽泛的范畴内，使其与“国内同胞”相对应、相

联系，是韩国政府民族政策的一大特色。这种政策理念源于加强所

有形态的韩民族成员与祖国的联系，保持和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和

民族向心力的政策意志。

在这种政策理念的影响下，韩国的语言文化传播事业并没有把

受众简单地定位为“外国人”，而是考虑到团结世界范围内的韩民

族成员，将侨胞也纳入文化外交事业的受众范围。因此，不仅有韩

文学校、韩国教育院等专门机构负责侨胞的语言文化教育，世宗学

堂等主要面向外国人的教育机构也向侨胞开放，为他们提供语言

文化教育服务。截至 2014 年 12 月，世宗学堂财团在世界 54 个国

家，设立了 130 所世宗学堂，统计当时的听课人数逾 4 万 21，据不

完全统计，其中超过十分之一的学习者是侨胞。22

4 法律保障机制健全

法律法规一方面规范着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一方面为政策的制

定与执行提供保障和支持。韩国政府重视语言文化推广事业的法律

法规建设，文化体育观光部和外交部分别出台有《国际文化交流振

兴法》（2011）、《国语基本法》（2005）和《关于促进文化外交

的特别法》（2011）、《在外同胞财团法》（1997）等专门法，以

保障文化外交战略的顺利实施。教育科学技术部虽尚没有专门法，

但其组织制定的在外国民教育等法律中也对语言推广等事业的相关

内容作出了规定。这些法律法规的完善，确立了韩国语言文化推广

事业作为独立的政府促进事业的地位，使它真正成为韩国文化政策

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为韩国文化外交战略的目的性、任务性和可

操作性提供了保障。

三、启示与建议

（一）发挥大众文化产业的“尖兵”效应

韩国认识和发挥了大众文化产业为语言文化推广事业“开疆拓

土”的作用，充分利用浅层文化代表—“韩流”的接触性强、受众

21 参见：［韩］世宗学堂财团：《国外韩国语教育机关现况调查》，世宗学
堂财团，2015年，第 30页。

22 暂未获得韩国官方的具体统计数据。本数据是在世宗学堂财团有关人士的
估算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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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广的传播优势，为语言文化的深层次传播奠定了民众基础，促进

了韩国语和韩国学的发展。

中国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语言文化推广事业也应着力利用大众

文化的“尖兵”效应，为汉语的国际传播更高效地开拓发展空间。

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国

文化推广事业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基石。我们应在继承传统的同时，

开发大众文化元素，并将这些文化元素体现在中国影视、娱乐等大

众媒体活动中。我们要与国际接轨，适度考虑国外民众的文化倾

向，创造容易为外国大众所接受的中华文化作品，从而吸引更多的

人学习汉语，关注中国文化。

（二）认识政府多元管理体系的利与弊

韩国语言文化推广机构涵盖了 3 个部级主管单位和 8 个下属机

构以及 5 个直接政策执行机构，这种多元化的促进机制是韩国语言

文化推广事业的多元性、多层次性的体现和需要。各机构在明确各

自主要职能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工作的高效性和政策实施与支援项

目执行的准确到位。但是这种多元体制在具体施政过程中的确存在

着弊端。据相关研究显示，负责语言文化传播事业的政府各部门之

间的业务分工不甚明确，且缺乏专门负责或统领全局的权威机构，

各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不甚理想，以“各自为政”为主，致使各

部门之间权责模糊、分散，不利于集中力量把事情做大、做精。而

且各机构业务之间存在的重复现象，对政府资源也造成了一定的浪

费。23 因此，建立健全相关各部门、机构之间的协调统一机制显得

尤为重要。

中国的语言文化推广事业也是多部委、多部门协同促进的战略

性事业，这种事业结构要求我们清晰认识它所存在的利弊因素，加

强分工合作机制，加强协调统一管理，保障相关部门在精准定位自

身工作重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高效完成任务。

（三）扩充语言文化推广的形式和途径

韩国在语言文化推广事业中采取了“立体交叉式”的推广形

23 ［韩］赵恒禄：《韩国语教育政策论》，首尔：韩国文化社，2010年，第
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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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即“走出去”与“引进来”、“直接推广”与“间接推广”相

结合的策略。这种立体交叉方式一方面能够从某种程度上消除国家

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文化传播意图过于明显而引发的文化抵触等逆

反效果，一方面也符合效率原则，保证了在有限的人力物力条件下

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中国的语言文化推广事业的代表性机构－孔子学院在迅速发展

的同时，也遭遇到了一些困境，其中就包括对孔子学院办学目的的

误解和语言文化推广方式的误解。文化传播互动机制匮乏、设立机

制与运行方式呆板、对语言文化推广政策的研究不足是导致这种阻

力的主要原因，而其中的“官方化”和“官腔浓厚”是主要症结所

在。24 结合韩国的经验来看，中国的相关事业也应积极扩充语言文

化推广的途径和方式，通过官方的、非官方的、直接的、间接的等

多种途径，让世界接触、认识、接受我们的语言文化。如在进入对

象国开展语言文化传播的同时，也将对象国的人员邀请到中国来，

让他们在中国接受汉语教育，为他们提供参与中国文化研究的机

会。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出资或派遣专家学者，支援对象国汉语

和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为他们提供奖学金、研究经费等的资金

支持，提供教学和学术研究所需的教师、专家等人员支持，以及必

要的学术后援等，从而间接地促进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传播。

（四）重视侨胞在语言文化推广事业中的意义 

韩国语言文化推广事业的对象不仅包括外国人，也涵盖侨胞，

并且力争做到只要有侨胞的地方就有韩国语教育 , 这是韩国语言文

化推广的一大特色，也取得了既有效传播文化又紧密团结民族的

“一石二鸟”效果。

中国在全球拥有约 3400 多万的海外华人，汉语是联系他们感

情的纽带与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华侨重视子女的汉语

教育，希望其子女学习汉语，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也希望藉此搭乘

“中国机会”的列车，在将来的发展中赢得更多机会。尽管近年来

我们已经越来越重视海外华文教育，国务院侨办等涉侨机构也为此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海外华人子女的汉语水平仍然相当薄弱，海

24 刘扬：〈境外孔子学院语言文化传播的困境及对策〉，《新闻世界》，
2013年，第 4期，第 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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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华文教育仍然任重道远。

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汉语国际推广与海外华文教育历来有着平

行交错的关系，但两者之间的协同发展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孔子学院的汉语言国际推广事业主要面向母语为非汉语的外国人群

体，并未将海外华侨纳入教育推广体系之中。如何借助孔子学院的

发展推动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是在世界汉语热背景下华文教育应

关注的课题，而充分利用海外华文教育资源的优势也是孔子学院汉

语国际推广课题中的重点之一。25

（五）建立、健全法律保障体系

韩国语言文化推广事业拥有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相关各部均

出台有专门法或相关法，这些法律对韩国语言文化推广事业的对

象、工作内容、实施办法、奖励制度等有明确的规定，使得韩国的

语言文化推广有法可依，这是韩国语言文化推广事业得以顺利、稳

定、持续开展的根本保障。

当前中国的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发展迅速，但在汉语国际推广方

面尚未出台任何专门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法》对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对外汉语教学应当教授普

通话和规范汉字等事业做出了规定，但基本上未涉及汉语国际推广

方面的内容。政府应制定加强语言文化推广的相关法律法规，这是

将语言文化推广事业提升为国家战略的重要保障，是确保中国语言

文化推广工作的持续、高效发展的重要途径。

25 周聿峨，罗向阳：〈论海外华文教育与中国汉语推广〉，《贵州社会科
学》，2008年，总第 222期第 6期，第 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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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研究前景 1

王宇波，谭昭

内容摘要：近年来，西方关于新媒体意见领袖的专业化、科学化的

研究越来越成熟，中国学者也在不断开拓新的研究路径。经分析发

现：世界范围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交媒体话语传播体系、新媒体

意见领袖话语传播模式、新媒体意见领袖的识别及特征、传统意见

领袖和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对比、新媒体意见领袖在政治活动中的

表现，以及新媒体意见领袖引发的危机等六个方面，在主题、重

点、手段、目标上各有异同。为在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的研究

上取得更有价值的成果，为中国政策提供有效参考，应借鉴其他国

家的优势方法，促进中国研究、推动现实性发展、兼顾草根精英、

组建跨学科团队并发挥优势，提升技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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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been increasingly mature. Chinese scholars are developing 
new research paths continually at the same time. Basing on relativ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related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ing on 
6 topics, including the discourse diffusion system of social media, 
the discourse diffusion mode of NM-OLs, the recognition of NM-
OLs and their features, the comparison of traditional opinion leaders 
and NM-OLs, the performance of NM-OLs in political events, and 
the crises triggered by NM-OLs. There are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overseas research in terms of 
topic, focus, method and aim. For purpose of making more valuable 
achievements in discourse diffusion of NM-OLs and providing useful 
references for Chinese policy, 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from overseas 
superior methods in order to promote Chinese research and realistic 
development, take both grassroots and elites into consideration, 
build interdisciplinary team and take full advantage in order to 
upgrade techniqu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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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起源于西方，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1997 年在

Newsbytes News Network 期 刊 上 的 文 章“Internet World-Social 
Network To Webcast LA Mayoral Debate”。2 在网络社交媒体出现

的最初阶段，相关文章只是偏向于事实性描述。2000 年以后，

西方针对网络社交媒体的学术性研究正式兴起，比如“A Social 
Network Study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among Elementary Students 
and Teachers with Home Internet Access”(2001)3、“The Internet, 

2 报纸 Newsbytes. March 13, 1997.

3 Faith McCreary; Roger Ehrich; Melissa Lisanti: A Social Network Stud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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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Networks and Loneliness”(2002)4 等文章，将社交媒体和具体

的社会现象进行联系，提出了一些对社会有推动作用、正面影响的

建议。近 10 年，随着 Facebook（2004 年创立）、Twitter（2006 年

创立）的风行、Web2.0 时代的到来，西方学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

上对新兴的新媒体意见领袖进行了更有针对性的研究。而 2010 年

之后，西方关于新媒体意见领袖的专业化、科学化的研究越来越 
成熟。

中国的新浪微博于 2009 年正式上线，较国外的 Facebook、
Twitter 起步晚了 5 年左右，可说是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开发的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交媒体软件。由于技术手段等原因，中国学者在对

社交媒体和新媒体意见领袖的研究方面也相对滞后。早年间的研

究论文多为初步探析，比如：王翠荣的〈微博客写作特点探析〉

（2010）5、张曼的〈微博新词新语探析〉（2011）6 等。而近 5 年

来，中国学者也在不断开拓新的研究路径，而这必须建立在对中西

研究有相当了解的基础上，找出双方研究的异同点、优劣势，对此

领域现存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才能找到中国新媒体意见领袖话

语传播研究的前路。

本文主要综合来源于 SSCI 和中国重要学术期刊、中西方近 10
年来关于社交媒体、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的 100 余篇研究成

果，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Q1. 近年来，中西方都从哪些方面取得了什么研究成果？

Q2. 中西研究的异同有哪些？

Q3. 中国进行研究的优劣势分别是什么？

Q4. 今后，中国该如何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优势，

在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的研究上取得更有价值的成果？

以下，本文就从这四个方面一一进行探讨：

Online Communication among Elementary Students and Teachers with Home 
Internet Access. Proceedings of the Human Factors and Ergonomics Society 
Annual Meeting. 2001, Vol. 45, P. 575-579.

4 Jean-Francois Coget; Yutaka Yamaguchi; Michael Suman: The Internet, Social 
Networks and Loneliness. IT&Society. 2002, Vol. 1, P. 180-201.

5 王翠荣：〈微博客写作特点探析〉，《写作》，2010年第 7期，第 44-46页。

6 张曼：〈微博新词新语探析〉，《学理论》，2011年第 23期，第 163-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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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方研究现状及成果

（一）社交媒体话语传播体系

近 10 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社交媒体平台的流行，中西方学

者对于社交媒体的话语传播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在西

方，Josiane Jöuet（2009）研究认为，网络技术使得平民化的空间

不断拓展，并逐渐成为了常态，取代了大众文化，其中新媒体意见

领袖的话语为平民阶层的大胆探讨起到了示范和促进作用。7 类似

地，中国学者罗永雄（2015）的研究也表明，网络舆情建构的深层

动因是舆论主体的态度指向和情绪表达，这种建构过程对现存传播

权力造成了巨大的冲击。8

近 5 年，西方学者构建了只存在“意见领袖”和“普通成员”

两种角色的“核心 - 边缘”微博社区结构，很好地描述了微博平台

中的小世界和自由规模特征。同时，在社交媒体话语传播体系方面

的研究中，文本分析、网络调查、深度采访、组间对比实验、心理

授权量表等方式得到了广泛应用，其研究的科学化和跨学科性特征

非常明显。

在中国，相关研究则更着重于发生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具体事

件，早期有夏学英、刘永谋（2006）研究的 BBS 话语权力结构特

征，表明了传统科层制的话语权力中心在虚拟社区中被取消，话

语权力呈现离散状态。9 近两年，中国学者的着重点转移到微博平

台，研究指出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已成为揭露社会问题的重

要渠道，而不断间接地监控此类问题对改善民生有着重要作用。

（二）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模式

在西方，对于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模式研究的实验性和科

7 Josiane Jöuet: �e Internet as a New Civic Form: �e Hybridisation of Popular 
and Civic Web Uses in France. Javnost - The Public: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2009, Vol. 16 Issue 1, P.59-72.

8 罗永雄：〈网络环境下的舆论建构及其影响〉，《编辑之友》，2015年第
5期，第 11-15页。

9 夏学英、刘永谋：〈层级与离散：BBS话语权力结构特征〉，《兰州学
刊》，2006年第 10期，第 173-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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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较强，例如，Ko, N. Y. 等人（2013）通过调查和训练新媒体意

见领袖，搭建了一个网络 HIV 预防咨询平台，表明新媒体意见领

袖话语能使人们趋向于选择安全套等保护方式，但不能有效地减少

同性恋性伴侣的数量。10 其他西方学者或建立算法框架并进行统计

学的分析验证，或通过网上调查验证了一些意见领袖的行为和信息

效用发生关联的假设，辨识出意见领袖介入信息效用从而影响信息

分享的渠道。

中国学者近年也从理论角度对新媒体意见领袖传播模式进行了

一些研究，但多借鉴自西方理论，自身的理论建构和发展比较薄

弱。不少学者阐述了意见领袖作为二级传播的核心概念，指出了意

见领袖的三种话语策略组合类型。另外，中国学者也致力于对中国

和西方的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模式进行对比研究。例如闫岩等

人（2015）从跨文化层面对比分析 Twitter 和微博意见领袖的组成

特征和活动特点，结果显示双方的共性大于差异性，两个平台的意

见领袖都扮演了积极地信息中介者的角色；而在议程设置方面，议

程话题也体现出媒体议程和人机互动相结合的双重特征。11

此外，大多数中国学者更擅于从具体的社会事件出发，以分析

梳理的方式来研究新媒体意见领袖的话语传播模式。比如借“汶川

地震”、“温州动车事故”、“南京梧桐让路”、“李天一案”等

事件，分析事件在网上掀起舆论风波的整个过程，或将事件发展分

期，或分析新媒体意见领袖的构成，或研究意见领袖们的话语表达

策略，在一定意义上对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模式的部分特征进

行了揭示。但由于缺乏全面的科学假设与验证，因此对传播模式的

整体把握明显不足。

（三）新媒体意见领袖的识别及特征

西方学者在新媒体意见领袖的技术识别上做得较好。有的学者

根据一些针对某些专门活动的社交网站（如在线旅行者互动网站、

教育类论坛）进行调查，研究得出这类平台上新媒体意见领袖的

10 Ko, N.Y. et.al.: Effects of Internet Popular Opinion Leaders (iPOL) Among 
Internet-Usi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13, Vol. 15: e40. http://www.jmir.org/2013/2/e40/

11 闫岩、詹妮弗·格雷尔：〈中美微博时代的意见领袖和两级传播〉，《新
闻与传播评论》，2014年第 1期，第 2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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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并以此构建了意见领袖识别框架。也有学者力图设计识别

意见领袖的步骤和方案，比如 Deng, X. L. 等人（2013）利用在新浪

微博上抓取的数据，形成了节点中心性的可视图，依据中介中心

度、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等衡量标准识别意见领袖。12 除此之

外，西方学者对于识别算法和相关软件的探讨也很多，例如 AHP
和 Page Rank 算法、动态观念等级算法（Dynamic Opinion Rank 
Algorithm）都曾得到深入的研究并被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进；一

些学者分析评述了统计分析新媒体意见领袖的数据及影响力的工具

（比如 Klout——用以衡量上线影响、Peer Index——可通过追踪网

络活动来计算用户影响力和创造社交资本的能力）。值得一提的

是，在部分计算中，感情色彩被纳入考虑范围，并且被赋予了适当

的权重。

相比较而言，中国虽然也有一些算法上的研究，但更多地还是

倾向于从文本分析出发，总结新媒体意见领袖的特征。比如刘志明

等（2011）从用户活跃度和影响力两个角度考虑，构建了微博意见

领袖指标体系，使用了层次分析法和粗糙集决策分析理论，实验

还表明意见领袖是主题依赖的，只有很少用户可以在不同主题同

时成为意见领袖 13，这与 Li, Y. Y. （2013）在国外研究的成果不谋而

合。14 还有一些中国学者或采用 SPSS 等软件录入文字、超链接、

图片、颜文字等指标挖掘出名人型微博意见领袖的话语使用特点，

或指出新媒体意见领袖的话语角色身份并阐述其伦理责任。可以

说，在特征分析上中国研究做得较好，但涉及到整体的识别方法，

就明显落后于西方。

12 Xiaolong Deng et.al.: Parallel Micro Blog Crawler Construction for Effective 
Opinion Leader Approxim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2013 AASRI Conference on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Computing and Systems (DCS 2013 V5).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2013, P.170-176.

13 刘志明、刘鲁：〈微博网络舆情中的意见领袖识别及分析〉，《系统工
程》，2011年第 6期，第 8-16页。

14 Li, Yanyan et.al. :  An Improved Mix Framework for Opinion Leader 
Identi�cation in Online Learning Communities. Knowledge-Based Systems. 2013, 
Vol. 43, P.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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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传统意见领袖和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

新媒体是近 10 年来的新生事物，因此中西方学者对传统意见

领袖和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的异同性皆有所关注。在西方，不少学

者对传统的“三级传播理论”与新媒体进行了结合，并提出了相应

的修改和补充意见。比如，Hung, ES. 等人（2011）认为新媒体网

络巩固了 Klaus Jensen 在 2009 年提出的“三级传播理论”。15 但在

2013 年，Hung, ES. 等人又修改了他们的理论，认为“三级传播理

论”只是部分有效，网络时代只是给一些曾经的传统意见领袖提供

了更多展示他们个性化信息的机会，而非在社会层面上促进了新的

新媒体意见领袖阶层的兴起。16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研究表明，使

用报纸和网络对传统意见领袖的自我效能有相对的促进作用，而电

视并无明显正面影响。也有学者指出，在传统意义上掌握了权力的

人同时也拥有更大的网络权力。

对比之下不难发现，中国学者对于传统意见领袖和新媒体意见

领袖的对比研究大多建立在中国国情上。有学者认为虽然微博使草

根的声音得到了放大，但得到成倍放大的还是精英话语，也有人认

为微博对传统修辞权威进行了解构，以单一的言语行为激起无数言

后行为，因此读者对于作者的话语权力实现了逆转。基于中国深厚

的“士文化”，庄永亮（2014）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入手，着重分

析了从传统中国的士人阶层到近代中国的报人阶层，再到当下中国

传媒意见领袖之间的精神延续，表明了家国意识和公共责任感是传

统和新媒体意见领袖共同的内在精神支撑。17 由此可以看出，由于

中国在传统上就缺乏关于意见领袖的理论，因此比起西方对其传播

理论的结合与发展，中国研究相对缺乏相关的传播学与语言学的理

15 Hung, ES; Calderon, CA: Online Opinion Leaders in Colombia, Venezuela and 
Iran. Case Top20 Most View Users in Twitter. Comunicacióny Sociedad. 2011, 
Vol. 24, P.75-100.

 Jensen, Klaus Bruhn: �ree-step Flow. Theory Practice and Criticism. 2009, 10(3), 
P.335-337.

16 Hung, ES: Online Opinion Leader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e 
Case of the Top 20 Most-viewed Twitter Users. Informacao & Sociedade-estudos. 
2013, Vol. 23 Issue 2, P. 139-155.

17 庄永亮：〈士志于道：中国传媒意见领袖的传统血脉与现实影响研究〉，
《传媒与教育》，2014年第 1期，第 2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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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础和意识。

（五）新媒体意见领袖在政治活动中的表现

鉴于政体、国情差别，西方学者对政治活动中的新媒体意见

领袖研究较多，中国则几乎没有。在西方，Park, C. S.（2013）依

据使用与满足理论，结合意见领袖使用 Twitter 的频率，通过普遍

的回归分析法得出，使用频率高的新媒体意见领袖，其信息搜寻

动机和公众表达度将成为政治谈话和政治活动的重要预测因素。18

再比如，Gökçea, O. Z. 等人（20140 在一个关于土耳其政治意见的

项目中收集了一些 Twitter 数据，绘制了 1000 多万用户的社交网络

图，并确定了其中的意见领袖，探究了土耳其的政治言论是如何形

成的，新媒体意见领袖们又是如何利用各式策略来扩散他们观点

的。19 此外，也有西方学者通过他们特有的大选事件研究意见领袖

的职业、地区、用户中心性的关联，或者通过问卷调查表明，在

Web 2.0 时代，政治行动者们的受众集中于新媒体意见领袖的大军

中。虽然由于政体和国情差异，中国的研究不可能涉及到大选这类

内容，但西方的很多研究方法（比如数据可视化、学科交叉方法）

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六）新媒体意见领袖引发的危机

由于新媒体意见领袖的兴起利弊并存，所以无论是西方学者还

是中国学者，对于这类现象已经或者可能引发的危机都有深刻的思

考。但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西方学者在此方面担心的是线上和线下

的关系，即担心新媒体意见领袖的繁盛引发的是一种泡沫式虚华，

对于现实意义寥寥；而中国学者们主要担忧的是新媒体意见领袖话

语传播的违法、不负责而造成的人心紊乱和社会动荡，同时他们也

考虑到除意见领袖外其余的“大多数”所面临的困惑。

比如西方学者 Nisbet, M. C. 等人（2009）就指出，如果不

18 Chang Sup Park: Does Twitter Motivate Involvement in Politics? Tweeting, 
Opinion Leadership,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3, Vol. 29, P. 1641-1648.

19 Osman Zeki Gökçea et.al.: Twitter and Politics: Identifying Turkish Opinion 
Leaders in New Social Media. Turkish Studies. 2014, Vol. 15, P. 671-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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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现实效应，那么新媒体意见领袖也是无力的。20 Campus, D. 
（2012）也认为线下的交流远远重于线上的交流，因此，网络世界

中的意见领袖的有效度仍需考量。很多博客的博主都坦白，他们使

用博客，更多地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表达诉求，而非与他人沟通。21

但是我们认为，部分类似结论与当时智能手机还未全面覆盖公众生

活有关。一旦“互联网 +”的时代来临，这样的问题一定会得到缓

解。总之，相较于更多中国学者对“人心动荡”的忧虑，西方学者

考虑更多的则是现实利益削减的危机，这与中西方国家权力的实现

区别和经济社会的运作差异息息相关。

在中国，很多学者指出了新媒体意见领袖已经引发的一系列问

题，如假消息泛滥、滋生混乱、人文精神派学者的归隐状态、微博

的自我封闭和集群性等。王平等（2012）从张鸣等人被迫退出新浪

微博等事件来看，认为与传统媒体时代一样，新媒体意见领袖仍只

能以签约化的方式，遵从权力的意愿，在媒体中讨生活。22 晋国群

（2015）则指出了中国现存的网络话语权失范现象：其一，责任意

识淡薄，容易形成畸形舆论；其二，表达中自主性的迷失容易导致

舆论危机。23 对于未来的隐患，不少学者也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在

新媒体环境下，个体很容易受到“沉默螺旋”机制的共同支配，被

意见领袖裹挟；而新媒体意见领袖也极有可能为了迎合公众而发表

意见，并未为大众提供真实的和有价值的信息。

二、中西方研究异同

（一）研究主题异同

从研究的主题来看，中西方学者在社交媒体话语传播体系、新

20 Nisbet, Matthew C; John E.Kotcher: A Two-Step Flow of In�uence?: Opinion-
Leader Campaigns o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09, Vol. 30, P. 
328-354.

21 Campus, Donatella: Political discussion, opinion leadership and trus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2, Vol. 27, P. 46-55.

22 王平、谢耘耕：〈突发公共事件中微博意见领袖的实证研究：以“温州动
车事故”为例〉，《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年第 3期， 
第 82-88页。

23 晋国群：〈网络话语权与舆情引导研究〉，《边疆经济与文化》，2015年
第 6期，第 126-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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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模式、新媒体意见领袖的识别及特征、传统

意见领袖和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新媒体意见领袖引发的危机这 5
个方面都有相当丰富的研究。但是，关于新媒体意见领袖在政治活

动中的表现，中国的研究几乎为零，而国外学者的案例分析、理论

构建众多。这源于中西政体、国情的差别。虽然西方学者偏重于关

于政治案例的研究，比如选举投票、党派之争，但中国学者对一些

社会现象的案例分析也层出不穷，比如食品安全、邓玉娇案。

（二）研究重点异同

中西方研究主题的共同落脚点是新媒体话语权力和决定新媒体

意见领袖影响力大小的因素。但是，西方研究偏重于将硬性指标

作为证据，中国学者却更擅于从深层原因来解构话语影响力，分

析得出一系列决定因素。比如 Oeldorf-Hirsch, A. 等人（2015）通过

3×2×2 的组间对比实验，利用心理授权量表等一系列测定方法得

出，Facebook 中一些社交心理吸引力比起个人功能的心理吸引力

更重要，而涂鸦墙、点赞、@、评论四个要素对提升参与度至关重

要。24 而中国学者丁汉青等（2010）通过跟踪不同话题发现了新媒

体意见领袖话语的传播特点：其意见的扩散呈现“长尾”状，吸引

注意力的高潮明显提前。25

（三）研究手段异同

在新媒体意见领袖的识别及特征的方面，西方显然在技术层面

上优于中国，这与他们学科间很好的融合密不可分。要识别新媒体

意见领袖，不但要从语言学、传播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方法构

建，更离不开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的帮助。西方学者使用 Klou、
Peer Index、AHP 和 Page Rank 算法、节点中心性的可视图、动态

观念等级算法等等技术手段，对意见领袖的识别和特征进行了相当

周密的研究。受传统学术文化和文理分科的影响，中国学者更擅

长的是剖析、阐释、梳理、总结，比如，刘锐（2011）探究了积聚

24 Anne Oeldorf-Hirscha; S.Shyam Sundarbc: Posting, Commenting, and Tagging: 
Effects of Sharing News Stories on Facebook.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5, Vol. 44, P. 240-249.

25 丁汉青、王亚萍：〈SNS网络空间中“意见领袖”特征之分析：以豆瓣网
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 3期，第 82-91、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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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集权性、圈群化、跨界化、亲和力等微博意见领袖特征。26 当

然，近年来中国学者也逐步有了跨学科研究的思维，将计算机科学

和数学等学科知识应用到新媒体意见领袖的识别和特征研究中，比

如樊兴华等（2013）指出了影响力扩散模型 IDM 存在的缺陷，创

造了 IDPM 模型以筛选新媒体意见领袖，在相同兴趣空间上定义单

个关键词语传播概率影响力，在用户影响力计算时给每个帖子一个

影响因子，使模型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27 李富健（2015）
依据区间直觉模糊理论对意见领袖话语影响力指标进行定量分析，

创造了一套实用的意见领袖话语影响力度量方法。28

此外，观察 SSCI 刊物成果和中国重要期刊成果的行文，不难

发现，西方的研究多从研究问题或者假设出发，具有非常强的针对

性和直接性，但中国研究一般是条分缕析，说理阐释，自圆其说，

问题意识尚有缺乏，研究的可信度不够，即使是运用到一些其他学

科知识来设计算法的文章，也缺乏西方研究的严谨性和全面性。西

方的相关成果通常都非常详细地展示了整个研究的过程，从假设、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数据处理、结果分析、结论各个方面进行描

述，全面细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中国的研究还较为落后，通

常只将思路、算法或者公式展示出来，却在投入使用方面做得不

够，多为纸上谈兵。

最后，从理论方面来说，中西学者都有引经据典的意识。不

过，西方学者在研究时涉及到的理论来自各个学科，较为丰富，通

常也是某学科领域中公认的理论，比如信息效用理论、ICT 效应、

使用与满足理论等。他们在使用已有理论、创造新兴理论方面较为

突出。中国学者对于各个学科理论的掌握还不足，使用也不够自

如，使用的理论模型也多来源于西方，没有自己的创新，比如“沉

默的螺旋”机制、语言策略理论，虽提及不少，但深刻不足。

26 刘锐：〈微博意见领袖初探〉，《新闻记者》，2011年第 3期，第 57-60页。

27 樊兴华等：〈影响力扩散概率模型及其用于意见领袖发现研究〉，《计算
机学报》，2013年第 2期，第 360-367页。

28 李富健：〈微博意见领袖话语影响力计算方法研究〉，《现代经济信
息》，2015年第 8期，第 69-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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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目标异同

在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的研究中，中西方学者都试图厘清

社交媒体中意见领袖的话语传播，也试图解决现实性问题，将虚拟

世界在现实世界中的投射看清，这是所有学者研究的共性。但是，

由于客观条件的区别和学术传统差别，双方学者对于最直接的研究

目标还是有所不同。

在传统意见领袖和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对比中，中国学

者更多地从精神上剖析意见领袖的变迁，从构成人员到影响力的

研究，都离不开对于权力背景和民众心理的变化考察，比如朱波

等人（2011）就一再指出传统媒体平等对话的受众观塑造着社会认

同。29 但西方学者更多地是从传播学技术进步的层面来分析新媒体

意见领袖的状况，比如 Park, C. S. （2013）指出，Twitter 上的意见

领袖与传统的意见领袖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不再那么重要，他们的

作用不再符合传统上 Lazarsfeld 的“两级传播理论”模式，更多地

是进行着“多重渠道传播”。30

在新媒体意见领袖引发的危机研究上，西方学者显然重视的是

领袖们在网络上的独领风骚对现实的进步到底有没有真正强烈的促

进作用。比如 Nisbet, M. C. 等人（2009）就大为赞赏美国在此方面

做得较好的 My.BarackObama.com 平台，它不仅为气候环保活动寻

找到支持者，募集到资金，更为支持者个体间的沟通创造了渠道，

有助于他们在当地社区组织活动。31 类似的还有 We Campaign。中

国学者探究的多为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是否会引发民众的混乱，并

为政府机构、媒体部门、意见领袖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比如沈晴

（2015）呼吁各界大力建设有序的网络公共空间和良性的社会发声

机制。她表示意见领袖务必在明晰自由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

29 朱波、杨加方：〈论 web2.0条件下虚拟社群之外的“意见领袖”话语作
用〉，《中国地市报人》，2011年第 C1期，第 33-35页。

30 Chang Sup Park: Does Twitter Motivate Involvement in Politics? Tweeting, 
Opinion Leadership,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3, Vol. 29, P. 1641-1648.  

31 Nisbet, Matthew C; John E.Kotcher: A Two-Step Flow of In�uence?: Opinion-
Leader Campaigns o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09, Vol. 30, P. 
328-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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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个体权利与社会伦理、法律边界的问题，对发声原则、

角色意义等形成深入认知，才能不断提升话语价值。32

三、中国研究的优劣势分析

（一）优势

关于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的研究，中西各有其特点。中国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国家，有天然的优势。一项研究的

结论可信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样本容量的大小，欧洲许多国家的人

口只有数百万人，所以在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样本容量较小。而

中国 14 亿人口给调查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的样本源，只要用恰当的

条件进行合理的筛选，就能够让研究结果非常有说服力。同时，中

国的历史资源丰富，无论是文献典籍还是历史现实的丰富度在世界

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这给意见领袖话语传播的历时研究提供了难得

的材料。

从学术传统优势来说，中国学者非常擅长进行描述、阐释、梳

理、分析和总结，这对于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的研究是很重要

的。一方面，新媒体意见领袖的话语是依附于具体的舆论事件的，

如果没有了话题，也就没有了意见领袖。而对于一个舆论事件的理

解很大程度上需要详尽的观察和梳理、描述和阐释。另一方面，在

进行整个话语传播模式的深层抽象和概括时，也离不开抽丝剥茧的

分析一针见血的总结。

此外，中国学者非常擅于学习他人的长处，近两年就有不少学

者引进国外实证主义的方法，不断运用计算机科学技术、社会学理

论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可以看到的是，现今，西方在新媒体意见

领袖话语传播方面的优秀研究，相当一部分也是华人的成果，其中

不乏用到 AHP、Page Rank、动态观念等级算法（Dynamic Opinion 
Rank Algorithm）的，也有自主绘制节点中心性的可视图的，等

等。这证明，只要愿意并且擅于学习他人的长处，与自己的优势相

结合，就可以在研究的道路上获得更多有价值的成果。

32 沈晴：〈网络意见领袖的话语自由与言说理性〉，《新闻爱好者》，2015
年第 3期，第 5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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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劣势

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和现实生活联结非常紧密，这样就意

味着这方面的研究一定要和实验、调查、统计等实证性方法联系在

一起，但是，中国研究在此方面又恰恰有着很多劣势。

其一，中国虽然人口众多，可调查的对象数量很多，但是限于

科研财力、历史传统等问题，愿意配合研究的人还是很少的。因为

一项完整、深入的调查研究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于被调

查者来说也一样。例如 Oeldorf-Hirsch, A. 等人（2015）的研究就首

先需要通过一些测试选取符合条件的志愿者，然后还要对这些志愿

者进行培训，在分享信息后，参与人员还要填写关于兴趣度的李克

特式量表、关于参与度感觉的佩尔斯认知参与规模量表、关于影响

力感觉的心理授权量表等，并且要在一周后继续合作以探究评论价

值。33 这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程序都相当复杂，如果还想寻找到一

定数量的新媒体意见领袖作为被调查对象，配合研究项目，是极其

困难的。

其二，中国文理分科的学科传统也是一个劣势。新媒体意见领

袖话语传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题目，要识别新媒体意见领袖，并研

究其产生、话语、影响，涉及到多个学科的方法论和技术手段。但

中国存在一种尴尬的情况，即：语言学的学者通常只从字里行间来

研究意见领袖话语策略、话语特点，传播学的学者通常只从社交网

络关系来看信息散播的模式，计算机科学专家通常只从概念上提出

一种识别算法，等等。但是，真正的跨学科团队并未普及，或者说

没有发挥到切实的作用，无论是自然科学专家还是人文社科学者，

都有跨界意识，却未在行动上进行优秀的合作而创造更大价值。

四、中国研究前景

（一）对比中西方新媒体意见领袖，促进中国研究

在中国，现今既有的大多数研究都建立在国家的新媒体平台基

33 Anne Oeldorf-Hirscha; S.Shyam Sundarbc: Posting, Commenting, and Tagging: 
Effects of Sharing News Stories on Facebook.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5, Vol. 44, P. 24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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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如微博、微信、博客等，但对于国外情况了解不够深入。学

者们虽然知道西方的 Facebook 和 Twitter，但是无论是从对国外文

献的研究上，还是从一手资料的掌握上来说，大多数学者并未对其

有深入的探索。但事实上，学者们不应忘记，新媒体最早起源于西

方，要研究和新媒体相关的意见领袖话语及其传播，必然离不开对

其根源的考察。Facebook、Twitter 和中国的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特

性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在具体案例上，国外学者更多地探讨党派之

争和选举进程中意见领袖的作用，但中国更多地是分析一些舆论危

机事件，为政府监管部门提出一系列建议。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

看，对于意见领袖话语关注的此类差别，归根结底是与经济、政

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别有关。因此，对比中西方新媒体意见

领袖的情形，也可以推动与中国其他学科的共同发展。认真研究后

可以发现，西方学者在进行政治事件的剖析时，运用到很多重要的

研究方法。比如 Manolache, M. 等人（2013）在研究欧盟 27 国之间

是怎样通过一些网络团体在社交网站上进行交流时，就运用了一些

人种学的方法，探究了这样的传播特性是向心性的还是离心性的，

以及其中的意见领袖的影响模式。34 这样的方法一旦被中国学者借

鉴过来，就能够研究很多中国本土各民族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

问题。

（二）以务实精神推动现实性发展，兼顾草根精英

通过前面的研究不难发现，西方研究非常关注虚拟世界在现实

世界的映射、线上到线下的实际效果，同时也格外注重草根意见领

袖的话语权。比如 Zhu, J. 等（2013）选取草根意见领袖“作业本”

的微博进行案例研究，从文本、微博相互作用、节点关联构建三方

面着手，研究了知名草根意见领袖微博的特性及其创造力，为草

根用户扩大自己微博影响力提供了一些参考。35 外国学者 Nisbet, M. 
C. 早在 2009 年就介绍了 My.BarackObama.Com、We Campaign 等

34 Manolache, M.; Epuran, Gh: Online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on Twitter: A Netnographic Approac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Media in Academia - Research and Teaching (SMART). 2013, P. 93-98.

35 Zhu Jing; Zhan Xun: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Micro-blogs of Grassroots 
Opinion Leaders.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3, 
83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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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线上到线下的平台 36，Ko, N. Y. 等人（2013）也通过调查和训练

新媒体意见领袖，尝试性地搭建了一个网络 HIV 预防咨询平台。37

在中国，也有相关的意见领袖在做这类公益性工作，比如新浪微博

的“免费午餐”等，但是还是非常少，并且关注来源较为零散，没

有形成规模性效应。近年，中国学者也在不断发声，指出本土新媒

体意见领袖研究的过度精英化，对草根领袖关注的缺失，比如洪婧

茹（2014）通过对“学习粉丝团”新浪微博话语传播策略的实证研

究，就折射出微博平台中草根意见领袖的普遍尴尬：民众对意见

领袖现实中身份的认知与期待影响了其在微博场域中的话语权威

性。38 这样的重精英、缺乏务实精神的研究特性与中西文化差异不

无关联。在这个价值多元、提倡个性的时代，对于草根新媒体意见

领袖话语的关注和相关建议也亟待研究。现实世界的发展无法脱离

群众，由虚拟世界回归到现实大众世界是所有研究的终点，因此，

中国未来研究的趋势应当是更加务实、更加平民。

（三）组建跨学科团队并发挥优势，提升技术质量

从前文大量的中西研究对比材料可发现，西方学者在新媒体意

见领袖话语传播研究时，用到了很多学科手段以进行支持，或是论

文本身就系统性地用到了某些方法，或是在研究前景中提及到相应

方法。比如：Choi, M. 等（2014）在研究中提到了可用于检验分组

并实现其可视化的 Gephi 软件，以及用来计算和比较不同群簇之间

网络密度的 UCINET6。39Xu, W. W. 等（2014）表示，在大型网络

中寻找“丛”需要标准化网络分析软件进行矩阵操作，这些软件包

36 Nisbet, Matthew C; John E.Kotcher: A Two-Step Flow of In�uence?: Opinion-
Leader Campaigns o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09, Vol. 30, P. 
328-354.

37 Ko, N.Y. et.al.: Effects of Internet Popular Opinion Leaders (iPOL) Among 
Internet-Usi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13, Vol. 15: e40. http://www.jmir.org/2013/2/e40/

38 洪婧茹：〈社会资本与草根意见领袖传播策略：对“学习粉丝团”新浪微
博的实证研究〉，《新媒体与社会》，2014年第 1期，第 157-175页。

39 Myunggoon Choi; Yoonmo Sang; Han Woo Park: Exploring Political 
Discussions by Korean Twitter Users: a Look at Opinion Leadership and 
Homophily Phenomenon. Aslib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4, Vol. 
66, P. 58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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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UCINET、Pajak 和 NODEXL 等。40 相比之下，中国的跨学科团

队优势还未发挥得很好。西方关于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分析的文章

多为多学科合作成果，但中国更多地是从自身学科角度出发，难以

站在更高的角度纵观全局，也就无法得出完备的、令人信服的结

论。Xu, W. W. 等（2014）也表示，调查和分析必须很好地进行结

合，以建立一种经验主义的联结。41 在此方面，中国学者有自己得

天独厚的优势，即擅于经验总结、阐释分析。但是，如果能够组建

并发挥跨学科团队的真正优势，具体来说就是让算法能投入有效使

用，让分析能纳入具体算法，从而可以系统化、高效率地解决本土

现实问题，就堪称最有质量的成果。

五、结语

通过本文的综述和评析发现，中国的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

研究更倾向于从具体社会事件着手，从文本分析出发，对于传播学

和语言学的理论构建和发展比较缺乏。同时，在研究的过程中与其

他学科的融合不佳，科学化、量化的研究方法应用不足，从而导致

了研究内容碎片化、研究方法单一化、研究结果空洞化的问题。但

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学者享有丰富的研究材料数据，拥有深

厚的分析阐释功底，具有敏锐的问题发现眼光。并且，近几年在新

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方面，部分西方刊物的优秀研究成果来自华

人，其研究的内容也涉及到中国社会事件的新媒体传播，这也意味

着中国人循序渐进地在理论、方法等方面借鉴西方优势成果以推动

相关研究。在未来，在中西对比中寻找到创新研究方法、以新媒体

意见领袖研究推动现实性发展、组建跨学科团队并充分发挥各学科

的优势是重中之重。只有通过以上途径，才能充分利用好中国海量

的新媒体数据资源，促进传播学和语言学学术理论的进步，同时将

理论投入应用，切实地解决当下由新媒体意见领袖引发的一系列问

题，并充分发挥新媒体意见领袖的作用以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

40 Weiai Wayne Xu et.al.: Predicting Opinion Leaders in Twitter Activism 
Networks: The Case of the Wisconsin Recall Elec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14, Vol. 58, P. 1278-1293.

4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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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尽管近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经济发展面

临越来越突出的资源环境制约，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越

来越迫切。在开发自然、利用自然中，人类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

人类的行为方式应该符合自然规律，在生产力布局、城镇化发展、

重大项目建设中都要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一、生态文明面临的危机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

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

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

建设放在突出的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哈尼族

作为山地农耕民族，千百年来世代依山势凭借短柄锄头和砍刀奋力

开垦梯田，其生产劳动属“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是人类开始对自

然进行探索、初步开发的阶段，历时几千年，对自然造成了一些伤

害，但多数情况下，自然资源生态系统没有受到毁灭性伤害，大自

然可以自行修复。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

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

行报复”。工业文明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丰富的物质产品，

但是，人类在创造和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也饱尝了高增长带来的

苦果：能源紧张、资源短缺、生态退化、环境恶劣、气候变化、灾

害频发等等。针对这些工业文明带来的诸多自毁恶果，促使人们重

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重新思考人类行为的准则。

尽管近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经济发展面

临越来越突出的资源环境制约，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越

来越迫切。近几年，包括云南在内的连年干旱导致水资源锐减，许

多江河断流，湖泊枯竭，人畜饮水困难已经屡见不鲜；全国多年来

平均缺水量 536 亿立方米，有 2/3 的城市缺水，110 坐城市严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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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耕地逼近 18 亿亩红线，一些重点流域水污染严重，部分城市

灰霾天气增多，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导致生态系统退化，全国水田

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 37%、沙化土地面积占 18%，90% 的草原不同

程度退化，地面沉陷面积扩大，生态系统破坏带来的自然灾害频频

发生，环境状况总体恶化趋势没有根本遏制。究其种种原因，都是

人为因素所致，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生态脆弱，另一

方面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生态文明的理念没有牢固

树立，生态不文明的做法还普遍存在。

对国土空间的盲目开发、过度开发、无序开发、分散开发，带

来和造成了森林破坏、湿地萎缩、河湖干涸、水土流失、地面沉

降、沙漠化、石漠化和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各种灾害频发

等自然生态系统严重受损的问题，只有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

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

人类的需求既包括物质需求，如对农产品、工业产品和服务产

品的需求，也包括对清新空气、清洁水源、舒适环境、宜人气候等

生态产品的需求。

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这是推

进生态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体现了新的价值取向。在经济发展

中，不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肆意开发，对自然造成的伤害，削弱

了可持续发展能力。要认识到，人类与自然是平等的，人类不是自

然的奴隶，人类也不是自然的上帝。在开发自然、利用自然中，人

类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行为方式应该符合自然规律，在生产

力布局、城镇化发展、重大项目建设中都要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和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

二、哈尼族竜林的文化要义

哈尼族以农耕为主，因此，宗教信仰主要是对自然界的崇拜，

村寨后面葱郁的山林就是哈尼族图腾祭祀、保寨平安、祈五谷丰登

六畜兴旺的神圣之地——竜林。多年来，笔者参与过墨江境内许多

哈尼族村寨的祭竜活动，也寻访过哈尼族摩批。通过调查和研究，

对哈尼族的竜林有朴素的基本文化认识。



A Discussion On Ecology Civilization And  
The Hani Ethnic “Long Lin” Culture

90 Zhao Dewen

（一）哈尼族竜林

哈尼族流传千百年传统的要建寨、先立神的说法，即树立“甫

玛阿波”（竜神）。为了民族的安危、村寨的平安和诸事顺利，建

寨时先要立的神就是竜神（即寨神），而寨神往往立在新建寨背后

一片葱郁的森林中，选择一棵粗壮且枝叶茂盛的树作为竜树（即寨

神树）。

墨江县碧溪乡那雷 1 哈尼族豪尼人祭竜已有 450 年左右历史。 
据健在的寨子摩批 2 讲：“凡哈尼族居住的地方，户数达到几十户

的寨子都要树立竜神，一片山林为竜林（呼玛），设一棵竜树（呼

玛阿自）。”竜树是一种吉祥的现象，竜和水是分不开的，人们的

生活、生产也时刻离不开水，因此竜就是通过对竜神的祭拜，来保

护竜林（其实是水源林），让水源不枯，有潺潺长流水能灌溉梯

田。由此，那雷哈尼人的祭竜是很隆重的，对竜神的敬仰到了顶礼

膜拜的程度。

自建立起竜神，那雷哈尼人把寨子周围的山林都保护起来，规

定谁也不许在竜林乱砍乱伐。泉水潺潺不绝，就连缤纷小草也流出

甘美泉水来，层层梯田汪洋荡漾，构成和谐共存的自然生态圈。

哈尼族地方竜神的建立，竜林的保护，都大同小异，那雷的竜

神建立较为传统和典型。那雷哈尼人有 450 多年的祭竜历史，在周

围村寨里，以那雷竜神为长，分接出去的小竜有南科、小竹溪、章

差、者替等。避寨子举行祭竜活动，往往都在那雷寨子之后，以表

尊长之礼。 

（二）哈尼族竜林祭祀

哈尼族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传统观念认为天地间存在着

强有力的天神（木玛阿匹）、地神（米擦阿玛）和竜神（甫玛阿

布）等神灵。在哈尼族社会里，认为竜神（甫玛阿布）是保人畜平

安、粮食丰收的最大保护神，所以在名目繁多的祭祀活动中 , 以祭

竜最为庄严而隆重。

1 那雷：村寨名，地处中国云南省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联珠镇碧溪村碧溪古镇
旁，距离墨江县城 9公里，为哈尼族豪尼人聚集的村寨。

2 摩批：哈尼语，哈尼族民间通晓传统文化和主持祭祀礼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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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族的祭竜活动都在各自村寨的竜林里进行，一般为期三至

五日，具体时间各不相同，有的在农历二、三月间，有的在农历十

月间，但不论定在哪个月，祭竜日子都必须在属龙或属牛、马、

猪、狗日进行。

由于哈尼族的祭竜是庄严隆重的祭祀活动，由此产生了与此相

关的许多事项。

竜神树：一般是选择生命力旺盛，生长茂盛的株栗树、万年青

树、灯塔树或柏枝树等。往往哈尼人在安村立寨的同时，在寨子上

方（背后山）选好“神树林”，并且在林中选定一棵最粗壮的长青

树做“神树”，“神树”前用石板搭祭台，周围砌土坯墙卫护。哈

尼人最崇敬“神树”，认为“神树”是哈尼人的保护神。“神树

林”是保护神居住的地方，自然就是最神圣、最圣洁的地方。平时

严防牲畜进入“神树林”，严禁伤害林中的树木。“神树”或“神

树林”，哈尼话叫“夫玛”，祭祀“神树”叫“夫玛突”。“夫”

义“村寨”，“玛”义女性、雌性、母亲、大，“夫玛”义为“村

寨的母亲”。“夫玛突”义为“祭祀村寨的女神、寨神”。一般，

哈尼族忌讳村人任意进入竜林 , 更是严禁砍伐竜林，即便是自然掉

下的枯枝败叶，也不能随意拣回家里去烧。至今，仍有很多哈尼村

寨的竜林一片葱郁，林中枯枝败叶任其化作腐质土，滋养竜林中的

草木生长。

竜头：哈尼族的祭竜活动由竜头主持（不一定是寨中摩批）。

哈尼族白宏人称竜头为“执莫朱巴”，哈尼族豪尼人称竜头为“夫

疋”，一般任期一届为三年。

竜头是根据寨子里姓氏最多的人家，按照寨子户数多少，挑选

出三家或五家至七家（单户而已）的鸡卦来看卦确定竜头候选人。

能否当任竜头，需具备的条件是：第一，夫妻正常配偶，不讨小纳

妾，并且双双健在。不吹赌嫖娼，不吃不过刀的肉，不吃没有胡子

的肉，不钻风倒下。不满五十岁不得当选。全家各代表正常发育生

长，有儿有女，不残废，勤劳致富，不做过罗别（贼），历代没有

非正常死亡，最好为四代同堂；第二，在寨子群众中要有一定威

望，能说会道，主持公道正义，有大公无私精神；第三，要会传唱

哈尼族的民间传统古歌（哈叭卡、收致卡），如创世歌、祭祀歌、

叫魂歌、讨福歌等。

推选竜头时看的代表各姓氏的鸡卦，是平常杀鸡时留下来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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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卜过的，统一由值班坐批（摩批）集中主持，放入大缸中掺水搅

乱混淆在一起。过一个时辰后，把水倒干净，再撒上若干米粒，由

坐批背诵口诀，背毕，即行占卦。占卦中，谁家鸡卦出了怪箴就落

选，谁家鸡卦得了“四平头”3 就由谁家男户主担任本届竜头。

竜笆：是哈尼族祭竜时所使用的神圣物品。在开天辟地的史前

时代，洪水淹没了整个世界，水位退落后，哈尼族忠实的动物伙伴

“阿克”——狗，为人们衔来了谷种。谷种受潮了，怎么办呢？是

神灵授意用竜笆——炕笆把谷种烘干。在哈尼族安家盖好房屋后的

一件大事是立火塘，同时火塘上挂炕笆，火塘和竜笆安好后不能移

动。除火塘、竜笆，哈尼族的竜笆还有门罩。门罩是用几厘米宽、

一厘米厚、长两米左右的竹片编成，一般高两米、宽一米半左右，

安插在家门前五米开外的地方。门罩多用于家住寨边、门开朝西方

路口的人家，其功能是避鬼。而哈尼族举行全寨性祭竜（甫玛突）

时，往往多要用尖刀草编织成粗大的草绳，在寨子进口处两边栽上

竹杆，把尖刀草拴在竹杆上，两边再挂上用小竹片编成光芒四射的

太阳形状，它是鬼怪害怕的避邪物。哈尼族寨边拴了尖刀草绳和挂

出竜笆，即告诉外人寨子里正举行祭竜活动，外寨人不得擅自闯

入，否则视为侵犯。

在祭竜这一天，竜笆除在寨门口统一设置外，在进竜林的路口

和竜树下都要拴尖刀草编织的绳索和挂上用竹片编成的器物设置竜

笆。作用是把不干净的东西阻挡在寨外、竜林外等，起到驱邪避鬼

的目的。

竜笆门：哈尼族居住的村寨一般都有竜笆门。千百年来，哈尼

族祖先说下，大地是鬼神共同的家园，而不同之处是神灵住在竜林

和天上，鬼怪住在荒郊野坝箐沟里，人是住在寨子里，人和鬼的分

局界限就是竜笆门。有了竜笆门，鬼神就不会也不敢闯进寨子里，

寨子里的人畜才能平安地过日子。所以，哈尼族很重视竜笆门这个

人与鬼分界线的建筑。特别是在哈尼族举行祭竜祭祀时，鬼怪容易

作祟，阻挠人与神灵之间的和睦关系。为了防止鬼怪的挑拨离间，

给寨子人畜带来灾难，于是哈尼人在每年农历二、三月间举行祭竜

时，都用尖刀草编粗大的绳索，拴在寨门口，并插上竜笆，在进竜

3 四平头：用鸡卦看相的一种卦象名称，一般一对鸡卦分左边为人边，右边
为神边，每对鸡卦有上下左右对称的四签卦象即为四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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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路上同样要设竜笆门，以此来阻止鬼怪作祟，驱邪避鬼，保佑

全寨人安康。因此，各地哈尼族都要在祭竜之时插（挂）竜笆，以

及置竜笆门，形成了哈尼族祭祀活动中附着丰富哈尼文化意义的 
事项。

祭竜活动：哈尼族的祭竜活动，一般为期三天。在祭竜前三

天，竜头召集本届当东的各户主开会，商讨祭竜事宜 , 做好物资准

备。祭竜当日（一般选择农历二月、三月或十月属龙、牛、狗、猪

等），一大早家家都准备祭祀竜神用的糯米粑粑、黄饭花染过的糯

米饭、鸡蛋、石榴花、香、纸钱等祀品，当东的各家男主人在摩批

的带领下，早晨就到竜林里，在竜林四周砍来“香芝麻稞”和竹叶

扎成扫帚打扫卫生，平整地基道路，在道路口用草绳高高拴起来。

在草绳正中，插上用竹篾编成八角形，滴上鸡血、沾上鸡毛的“小

竜笆”，拴了草绳、插了竜笆的道路口意为“竜笆门”。寨子里各

家各户，也在祭竜日上午用竹篾做个小“竜笆”，插在自家大门

上，以求驱邪避灾。

照片 1

给竜树栓挂竜笆

进入竜林，要开“竜笆门”，入林的人群跟随着身穿白长衫

子，裹着白布包头，身挂长刀的竜头，一手提着白公鸡，一手提着

四方小篾凳，走到竜笆门，念咒语 :“这里是圣洁之地，不干净的

不要进门，好吃懒做的不要进门，违法乱纪的不要进门”。于是，

人们结队在“竜笆门”旁边用桶和盆放置的花椒水漱口、洗一把

手，祈求吉祥如意。之后，人群便跟随竜头鱼贯入林。竜头走到

竜树脚下， 将四方小篾凳敬重地放在竜树脚下，请竜神就坐。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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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抽出长刀，人们七手八脚地按分工动起手来，烧火的、担水

的、杀鸡的，协助竜头杀猪的等等，各行其职。

	 照片 2	 照片 3

	 祭竜活动中进献水井	 向竜神树祭献

人们把猪、鸡等祭祀牲口弄干净后，加一个血碗，在竜神树

( 寨神 ) 前铺干净枝叶，把猪摆成卧爬状，并在猪头前摆放一碗净

水、三酒、一碗菜、插有株栗树花的一碗糯米饭和一碗白米饭，竜

头向竜树神行礼，进行生祭，祈求吉祥。

此同时，各家各户把杀好的鸡，用筛子抬到竜树下，交给竜

头，统一进行生食祭祀。祭祀时，点燃香火，烧纸钱，竜头口中念

念有词，参加祭祀人，全体在竜树下叩拜磕头，竜头把身边准备好

的白株栗树花一一插一束在各家献祭的糯米饭里。生食祭毕，各家

抬来的鸡抬回家祭祖宗，以示竜神赐给各家祖宗食用，祖宗才得享

用快乐。

	 照片 4	 照片 5

	 摩批为祭品插上野花	 竜树前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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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寨人集体凑钱买的猪、鸡、蔬菜等，经宰杀，洗净切好后，

由本届当东的人在竜树前的草坪里垒灶支锅，按本民族喜食的口

味，烹出八碗以上的美味佳肴 , 摆在松毛、绿叶铺就的“桌席”

上。下午四、五点钟，竜头敲响铓锣、牛皮鼓，当东的燃放鞭炮、

火枪 , 请竜神吃饭。铓鼓声、鞭炮声、火枪声也是召集全寨各户男

主人到竜林吃祭竜饭的信号。

开始吃祭竜饭前，寨子人在竜树前的松毛绿叶“桌席”前八人

一桌团团围坐下来，每桌最先端上一盆肥中夹瘦的切片猪肉，把这

些猪肉平均分配到各人携带的大碗里带回家，叫做包福禄。这是竜

神赐福给各家各户的福气，带回家后，光敬献祖先，然后重新做熟

后，全家人个个都要吃到一点，这样，在这一年里全家人人有福有

禄、平安大吉、诸事顺利。

当东的人把各种菜肴摆上桌席，大家倒上自烤的包谷酒，盛宴

就开始了。竜头所在的那桌饭菜摆在竜神树下，意为竜神座位。还

需邀请一些年长者与竜头同席作伴，但上座的人都必须一夫一妻

者，还要在群众中有些威信，能传唱一些哈尼族的传统古歌。

在竜林里，大家喝酒、吃肉，竜头、摩批和本寨德高望众的长

兴们围坐在一起，传唱哈尼古歌，谈寨中的生产、生活，神采飞

扬，红光满而，所有参加祭竜吃饭的人，个个神情愉悦，说着唱

着，整个竜林沉浸在一派喜气洋洋之中。

哈尼族的“昂玛突”( 即“普玛突”义“祭寨神”)，从原始意

义上讲，属于村寨祭祀活动。但随着哈尼族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

其宗教意义逐渐淡化，被赋予了许多新内容，逐渐演化成具有很强

的文化整合功能的节日庆典活动。的确如此，现今在墨江哈尼族村

寨举行祭竜活动，不再是神秘封闭的宗教祭祀活动，甚至还邀请外

寨人员结伴参加，妇女可以到竜林参加祭祀，并在竜林进行民族传

统歌舞表演，如联珠镇的癸能大寨和勐簸寨子的祭竜，都已向外人

开放，也解除了对妇女的禁忌，可以说是移风易俗的新风尚体现。 
如果在“昂玛突”节到哈尼山寨，很远处就能够听到古朴雄

浑，催人奋进的锣鼓声。那具有生命力的强烈的节奏，穿透云雾，

震撼山谷，荡人心魄。令人情不自禁加快脚步，想去看个究竟。进

入哈尼山寨会看到身着节日盛装的青年男女，神采飞扬地引吭高歌

和翩翩起舞。还可以看到许多神情庄重的男女老少围坐在一起，聆

听哈尼歌手吟唱哈尼族的传世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风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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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生产和生活经验……内容丰富多彩，无所不包。演唱如运诸

掌，抑扬顿挫。听者如痴如醉，心旷神怡。整个哈尼山寨是歌的海

洋，舞的世界，一派节日气氛。哈尼族世世代代崇拜竜神，祭祀竜

神以祈求竜神的保佑和庇护。祭竜这一传统宗教祭祀活动，时至今

日，它在保护森林、保护水源、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田园和家

园以及传承哈尼族文化等方面已经具有了新的内涵。至今，我们用

科学和辩证发展的观点对其进行审视，并加以继承和弘扬，不断丰

富其科学内涵，必将为促进发展哈尼文化起到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哈尼族竜林文化彰显的生态文明

（一）哈尼族竜林生态保护的现实意义

哈尼族主要分布在哀牢山、无量山和三江流域的半山区。这一

广袤的地域，海拔高差为 800-2000 米，气候温和而湿润，雨量充

沛，土地肥沃，适宜于多种植物生长。由于哈尼族居于半山区，尤

其村寨严格选择在山峦环合、古木怀抱的山凹坡地上，所以村寨里

终年有丁冬的清泉供给人畜用水。摩天连云的梯田里，四季灌溉着

喧哗的溪水，正是哀牢、无量两大山系“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

优越自然环境条件。

森林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基础，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

它不仅能提供木材以及药材、水果、食品、纤维、化工原料、兽皮

毛等各种非木材产品，还为人类提供生命活动所必需的氧气，同时

具有净化环境、调节水分等的功能；森林在农业生态系统中还具有

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减轻旱涝灾害和改善农田小气候的作用。

哈尼山乡素有绿色宝库之称，雄伟矗立的哀牢山和无量山两大

山系，遍布着国家森林木材的生产基地和自然保护区。这里原始森

林和次生林遮天蔽日，随处可见，其中优势树种有云南松、思茅

松、油杉、桅木等数十种。深邃幽静的大森林里，成群的老虎、云

豹、岩羊、鹿子等数十种异兽在出没；林间枝头上，孔雀、锦鸡、

白鹇等上百种珍禽在飞翔；奔腾的红河、把边江、澜沧江中潺潺的

溪流和宁静的龙潭里，豚、鲤、鲫、龟、虾等大量繁殖。这些丰富

的动植物资源 , 为生活在高山纵谷间的哈尼族提供了大量的生产和

生活资源。

哈尼族遵循“要种田在山下，要生娃在山腰”的祖训，在亚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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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海拔 800-2000 米的气候温和的半山地带，选择向阳、开阔的山

梁上建立新寨。一般标准是：村寨四周必须有山包、寨头的山包上

必须有茂密的森林，以此作为寨神林（即竜林），供祭祀村寨守护

神用。哈尼族大多划定寨子背后一片郁郁葱葱的山林作为竜神栖居

之所，这片林子即是竜林，竜林内的一切动植物、土地、水源都是

神圣不可侵犯的，严禁砍伐、采集、狩猎、开垦，即使风吹下来的

枯树枝、干树叶，也不能动。为祈求竜神保寨平安、人畜安康、五

谷丰登，哈尼族年年要到竜林里对竜神定期举行祭祀。

竜林是哈尼族传统的自然保护区，在两山三江的哈尼族村寨

里，每个寨子都有各自保护的竜林。面积从十亩、数十亩到百千亩

不等，林木苍翠挺拔，山林郁郁葱葱，竜神树掩映摇曳。可以说，

竜林是用之不竭的天然绿水库，是哈尼族耕作梯田灌溉的直接水源

来源。

在哈尼族山乡，首先映人眼帘的就是古老村落前沿那些鳞次栉

比的梯田 , 顺着山势的蜿蜒，层层叠叠。从远远山脚箐低直挂到山

颠云天，加之远近山色，田边村旁棕榈树、凤尾竹的衬托，犹如一

幅幅构思奇巧而壮丽的图画，构成哈尼山乡特有的风光；整座山的

梯田，从山却最低处一直向最高处搏击、波卷、涌荡了上来，那数

不清的层层叠叠、重重迭迭、满山荡漾、流光溢彩，每一层都是一

道细碎精致的涟漪，每一迭都是一片清净如鳞的波纹。此刻，天光

飘荡在层层水波之上，金色的碎片缀满山林——一种令人震撼的东

西，拽住了人的心房。

哈尼族梯田农业，就是充分利用亚热带山区垂直立体分布和与

之相适应的植被立体性分布特点，构建而成的良性农业生态系统。

哈尼族对高山森林的保护是十分重视的，因为这是梯田农业的命

根。哈尼族人畜饮水和梯田用水都来自于高山森林。哈尼族将森林

分为水源林、村寨林和竜林。哀牢山哈尼族一年数次的大规模奠祭

山和一年一度的“甫玛突”都有借助神灵保护森林的意义。

很多哈尼族村寨的周围，都有成片成片郁郁葱葱的山林，先民

们迁徙到三江五河的高山纵谷间，凭借森林环境“楼木而巢”、

“橡粟为食”，利用森林植被的屏障得以生存繁衍。森林使人们拥

有了栖身之所、生活之源，因此哈尼人热爱、尊敬森林，与其结下

不解之缘。他们把森林看成是全寨人的保护神，是美好、幸福和希

望的象征。并以“甫玛突”( 祭竜神 ) 的原始祭祀活动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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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来保护森林，保证水源不枯，梯田得到灌溉。

云南社科院王清华研究员在其著作《梯田文化论》中，这样记

述哈尼族竜林对生态事项的积极影响。哈尼族认为：有山就有水，

有水就聚人；水来自于山，山靠林养良。很显然，这是哈尼族对人

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亦是对哀牢山自然环境中森林与水的关系

的正确认识。哀牢山“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梯田之水源于森林

的事实，使从事梯田农业的哈尼族对森林永远怀着浑浑的敬意和无

限的崇拜之情。哈尼族每个村寨的旁边都有一片丛林，视为神树

林，哈尼语称为“普麻俄波”，“普麻”即寨子，“俄波”即“一

片树林”、“萌发之根”。“普麻俄波”全意为建寨的神林，象征

护寨神灵，喻意生活于此的哈尼人能像“普麻俄波”一样生命强

壮、兴盛勃发。同时，“普麻俄波”亦有“丛林即村寨”、“丛林

大寨子”之意，隐含着丛林就是家的意思。这实际上表明着神树林

与哈尼族远古的丛林生活及迁徙定居哀牢山的丛林曾是哈尼先民的

“家”和巨大的自然庇护所。大森林给哈尼族先民提供了遮雨避

风、动植物食物等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物质需求 , 同时大森林的生

动活泼、变幻莫测和阴森恐怖的气氛又造成先民们对其怀有巨大的

神秘感和畏惧感。大森林施以恩惠，又投以威吓，在先民们的原始

思维中，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大的神灵。奇迹般地生存下来和发展起

来，使哈尼族对大森林这个庇护所和保护神既感激不尽，又崇敬不

已。正因为对大森林庇护所和保护神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崇拜，

哈尼族“无论搬到哪里 , 最要紧的事就是在立寨附近的山林中认定

一棵标直锥栗‘树’，如果没有，便要从别处挖迁过来。‘林’中

不许放牧，更不许砍伐，甚至女人都严禁进入。”这表明大森林庇

护所血脉不断，神灵仍然保佑哈尼族。尽管多样具体的植物崇拜

已经淡化，但整体的森林崇拜，仍以神树林 ( 竜林 ) 的方式延续了 
下来。

王清华研究员认为：“哈尼族的神树林一般有四处：一是在能

够同时眺望几个村寨的山头上，选一片茂密树林，作为这一地区的

总管树林（各地神林不同）；二是上述的村寨旁的神林‘普麻俄

波’，为一村一寨神树林；三是村寨下方的神林‘即主主波’，是

镇压恶兽，严禁其危害禽畜的丛林；四是位于距村寨的半公里路程

的山道旁的‘咪刹刹波’，它是人与野鬼分界的丛林。哈尼族村寨

的这四种神树林，囊括了所在区域的水源林和村寨林；哈尼族村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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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神树林实际上就是哀牢山森林的主要部分。哈尼族对神树林

的崇拜、祭祀、严加保护和对人们的种种限制，一方面使人心安

定，生产生活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则有效地保护了森林和水资源，

使梯田农业得以顺利地发展 4。”

墨江哈尼族百治县位于哀牢山中下段，北回归线穿县城而过。

三江五河（即把边江、阿墨江、 泅南江、他郎河、布竜河、坝干

河、那卡河、杩木河）纵横交织着这片土地，使其山势陡峻、山高

谷深，重岩叠嶂、峰峦起伏。又因地处低纬度山地，北回归线以南

占三分之二，为亚热带气候类型。太阳高度角大，辐射较强。在特

定的自然环境影响下，给森林的起源、生长、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条

件。江河两岸亚热带季风雨林覆盖。山中部为思茅松占领，林中有

虎、豹、鹿、猴等珍稀动物也经常出现，这些丰富的森林资源，为

生活在“太阳转身的地方——墨江”的哈尼族提供了无比丰饶的生

活生产资源，这里是哈尼族用勤劳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在群山间退

出来的美丽富饶且崭新的诺玛阿美。

总而言之，哈尼族的竜林是哈尼人民用神性倾注生命力量保护

下来的良好自然生态圈。几百年来，哈尼族以原始崇拜、顶礼膜

拜，对自然无限敬仰的人性意识，保护与平衡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关系。我们从哈尼族祭竜的虔诚祭祀礼仪中，解读出来的不是荒

诞和愚昧，而是哈尼族在保护森林、保护自然、保护生态方面所表

现出来的文化礼仪。在哈尼族山区，往往形成“江河——森林——

村寨——梯田四度同构的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

展的生态系统。”在这四度同构的生态系统中，森林（很多哈尼族

村寨的竜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既是江河之水的来源，也是

梯田灌溉之水的根本保证，还是保寨平安、人畜兴旺、五谷丰登的

寨神（竜神）的栖居之所。因此，哈尼族的建寨先立神（竜神），

年年不断地对竜神进行祭祀，对竜林倍加保护，就是哈尼族保护自

己，使得自己能够在天地间潇洒生活的最朴素的真实思想反映。对

竜林的崇敬和倍加保护，形成了“自然本位”和“天人合一”的哈

尼族古朴的哲学观念。由此可见，哈尼族敬奉天地，善待大自然，

实际上是古朴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朴素反映。世代对竜林进行保

护具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并由此而生发的传统民族文化事项也是

4 王清华：《梯田文化论》（第 1版），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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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彩的。

四、结语

墨江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立体地貌、立体气候和与之相适应

的立体分布植物群落，构成了植物种类繁多，资源丰富的优良自然

生态系统。这样的自然生态系统不仅给神奇浪漫的墨江自然生命系

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繁衍条件，使墨江成为“植物王国”，而

且给世代生活在这里的 10 多种民族提供了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的生存空间，特别是生活在这里的哈尼族，大自然为他们提供了

无比丰富的物质资源。在以山地农耕为主的辛勤劳作过程中，哈尼

人又演绎了丰富多彩和蕴含深厚而神奇浪漫的哈尼文化。

森林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基础，也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

统。森林生态系统的功能为哈尼族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

保障。保护环境、维持系统的稳定成为哈尼族世代的与自然和谐相

存的美好传统。其森林生态系统的两大功能对哈尼族的影响最为 
突显：

1. 涵养水源的功能。森林通过对天然降水和地表径流的截流和

吸收，能调节地表水的时空分布，涵养水源，被称为天然的“绿色

水库”。这在哈尼梯田文化生态系统中尤为重要，墨江三江五河流

域的不透水岩石层，使森林涵养的水源在山区随处出露，形成众多

的泉眼，有效地调节了地表水的时空分布，保证了系统对水源的 
需求。

2. 减少地表径流侵蚀，保护土壤的功能。森林通过对地表水的

截流，增加了地表水的土壤渗入时间，减少了地表径流，使地表径

流对土壤的冲刷作用减弱，通过减少地表径流和截留径流所带的泥

沙，保护了土壤，减少了水土流失，从而维持和保护了生态环境，

使哈尼梯田文化生态系统保持稳定。

竜林是哈尼族传统的自然保护区，在墨江三江五河流域的哈尼

族村寨里，每个寨子都有各自保护的竜林。面积从十亩、数十亩到

百千亩不等，林木苍翠挺拔，山林郁郁葱葱，竜神树掩映摇曳。可

以说，竜林是用之不竭的天然绿色水库，是哈尼族所耕作的梯田灌

溉的直接水源来源。可以这样自豪地说：哈尼族祭祀竜神、保护

竜林是绿色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传承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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