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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

曹胜高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标识，其在长期历史进程中

形成的价值认同，是情感、道德、秩序、民族、文化与社会认同的

集合。其中所体现的核心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

的历史积淀，也是当代乃至未来中国最大程度凝聚群体共识的基

石。在当代要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形成合力，才能

行之有效地维护价值认同，作为中华民族持久发展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逻辑；学理阐释；实现方式

作者：曹胜高，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华文化与

文学。邮箱：caoshenggao@sina.com

Title: The Value Recognition of Traditional ‘Exquisite’ Chinese Culture

Abstract: Traditional ‘exquisite’ Chinese culture is the symbol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ormed through a long-term historical process, 
its value recognition is shaped by combination of emotional, moral, 
legal, ethnic, cultural and social forces. The core concepts, traditional 
virtues and humanistic spirit embodied in them represent the sum of 
Chinese history, as well as the cornerstone upon which contemporary 
and even future China would rely on to build collective consensus. At 
the present moment, family, school and social education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effectively maintain these values as the spiritual power 
that will continue to propel China’s continuing progress. 

Keywords: traditional ‘exquisite’ Chinese culture; form logic;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implementation method; contemporary 
China 

Author: Cao Shenggao,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Sha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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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E-mail: caoshenggao@sina.com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通过独特的历史命运所形成的

独特的文化形态，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与最独特

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精神支撑。其中所

蕴含的价值共识，是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并在社会所有领域

得以体认的基本认同，是中华文明的标识，也是中华民族内生性的

凝聚力，更是中华民族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一、价值认同的形成逻辑

价值认同，是立足于个体认同而形成的群体认同。个体认同是

作为有着基本生存需求和生活要求的个体，为实现基本生存生活愿

望而形成的现实期待。在这些期待得到满足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个人

情感、伦理、道德、行为等方面的要求，其作为个人愿意遵守并努

力坚守的准则，成为无数个体最为基本的核心认同。个体认同既包

括个体自发形成的情感体验，又包括来自外部约束而不断强化的、

逐渐自觉的伦理道德与行为方式。个体自发形成的情感、道德、伦

理和行为，有些是出于动物本能，如对长辈的依恋和部分生存生活

经验的获得；更多则是出于人类社会发展所形成的伦理观念、道德

认知和行为约束。

观察个体认同的形成可以看到，个体认同能够较为清晰地描述

生活在特定环境中的人、或者有着独特生活阅历的人为何会形成与

众不同的自我意识。其所认同的某些伦理观念、道德意识、行为方

式会使其成为特定的“他”，具备着个体独特性，使得每一个人都

能成为与众不同的“自我”，这是群体认同的基础。有了无数独特

的个体，我们才能够以“人以群分”的原则，对社会成员之间的普

遍共识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兼顾所有个体要求和个体特征的群体，才能形成普遍意义的社

会。以群体共识为视角观察社会认同，能够抽取出有限或无限个体

之间存在的相似或相同性，使得从不同范围描述群体共识的形成及

其特征具有可能性。譬如两个个体之间出于伦理认同或道德认同，

可以形成最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如夫妻、父子、兄弟、朋友、主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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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君臣关系等。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行为底线，决定彼此关系能否存

续；二者之间的共同理想或共同期待，决定了彼此关系能走多远，

也决定了其社会意义何在。诸多个体之间相互认同或共同认同某些

道德伦理要求、相互坚守或共同坚守某些行为准则，就可以形成更

大范围的群体认同。

群体认同最初存在于特定群体之内，如家庭、家族等以血缘关

系凝固起来的稳定组织结构。进而拓展到有着相似或相同共识的家

庭、家族之间，以婚姻、亲戚、联盟等约定稳定下来，形成了更大

范围的社会认同。随着家庭的扩大和家族的壮大，不同家庭、家族

之间所形成的网状关系，共同强化了彼此之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共

识，落实到交互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之中，确立了人类自发的群体

认同。

家庭、家族及其社会关系被组织起来，担负起生产、救助、服

务、贸易、军事等职能时，彼此之间的责任和义务就被强化，所形

成的诸多约定因此具有了某些强制性，约定为共同准则。群体之间

所认同的道德伦理、行为方式作为基本约束，成为每一个个体必须

遵守的法则，这就使得道德认同成为社会认同，作为行为规范，维

持共同秩序。如皋陶曾对禹言及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

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1 将

之作为早期中国所推崇的道德认同进行强化。夏启在伐有扈氏之前

言：“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

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

汝。”2 就是利用群体认同所赋予的权力来约束征伐行动中的所有

成员。

早期中国的道德伦理，是在漫长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凝聚起

来的最为基础的社会共识。从早期经典的记述来看，尧、舜、禹、

商汤、文王坚守并巩固了这些共识，才得到诸多部族的拥戴，方

能开辟一个时代。如尧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3 舜的“濬哲

1 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四《皋陶谟第四》，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104页。

2 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七《甘誓第二》，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173页。

3 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二《尧典第一》，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27页。



4 Cao Shenggao The Value Recognition of Traditional  
‘Exquisite’ Chinese Culture

文明，温恭允塞”、4 大禹的“政乃乂，黎民敏德”、5 商汤的“懋

昭大德，建中于民”、6 周文王的“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

庸，祇祇，威威，显民”等，7 不断强化道德认同，整合家族与部

族势力，赢得百姓支持，从而促成彼此协作，形成更大范围的群体

认同，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

早期中国的道德认同，以仁、义、礼、智、信为基础，体现着

人之为人、人之能群、人之能分、人之能断、人之能行的内在要

求。其作为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行、责任义务、内在自觉、是非观念

和行为规范的依据，在早期经典中不断被强化，衍生出了诸多的道

德观念，应用于特定的生活领域。如见诸家庭关系的“孝”、见诸

家国关系的“忠”、见诸行政行为的“廉”等，皆是以仁、义、

礼、智、信为学理依据而形成的道德认同。

早期中国的伦理认同，用于约束特定社会关系之间的责任和义

务。孟子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

友有信”，8 将之作为基本社会关系中的行为准则。其中的父子指

代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关系，以亲情原则相处；君臣则指代上级与下

级的关系，以责任原则相处；夫妇指代夫妻关系，以尊重原则相

处；长幼指代同辈之间的关系，以兄友弟恭的原则相处；朋友指代

一般的社会关系，以诚信的原则相处，由此形成了中国核心的伦理

认知，约定了在这些关系中交往的内在要求。

制礼作乐，是将道德共识和伦理共识进行仪式化的设计，作为

社会运行的外在规范。以礼别异，制定规则来约束人的行为；以乐

合同，借助情感认同来促成道德认同。中华文化借助礼乐的规则、

形式、程序和制度，在士大夫及其以上阶层中形成了深厚的情感共

4 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三《舜典第二》，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51页。

5 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四《大禹谟第三》，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86页。

6 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八《仲虺之诰第二》，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198页。

7 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十四《康诰第十一》，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359页。

8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卷五下《滕文公章句上》，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9年，第 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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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这就将早期中国所形成的道德伦理和行为准则仪式化、规范

化、普及化，使得礼乐担负起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功能，成为

评判人事行为的尺度，成为古代中国形成秩序认同和价值认同的 
基石。

以道德认同和伦理认同为基石的价值认同，在早期经典中得到

充分阐释。其作为历史经验在汉代得到全面的继承，不仅通过经术

缘饰吏事的方式成为国家治理的准则，作为判断政治决策和行政行

为的参考；而且作为察举、科考以选拔官吏的学说依据，支配了官

吏的道德认知和行为方式。汉代官吏在社会基层推行礼乐教化，以

求形成更为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些做法常常得到朝廷的褒奖和史官

的肯定，成为古代社会推行社会认同的主要方式。

唐代通过《五经正义》的编撰，弥合了汉魏以来在经典阐释中

的分歧，使承载早期中国价值共识的经典文本，作为历史经验和学

理阐释的文本，成为凝聚文化共识的学术体系。通过修订晋、梁、

陈、北齐、周、隋史，编订北史、南史，对五胡十六国、北朝历史

进行了系统整理，凝聚了更为深厚的历史共识，为唐朝国家大一统

做了历史性的铺垫。宋儒重新阐释了早期经典中的道德认同，进行

了身体力行的道德体认和躬行践履，通过学规教育弟子，通过家礼

约束子弟，通过乡约影响社会，将价值认同落实到家庭、学校和社

会之中，持续改良社会风尚，形成了古代中国最有影响、最为普及

的道德宣讲体系和行为规范系统，促成了全社会最为深刻的价值 
认同。

古代中国日渐清晰的道德认同、伦理认同、秩序认同，构成了

中华文明核心的价值认同。在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以农耕传统为

主流的中华文明要面对游牧文明的南下，在固守传统文化的基础

上，对不同的文明形态兼容并蓄，通过民族认同来吸纳游牧文明的

优秀成果，通过历史认同来凝固更广范围、更大区域的民族认同。

少数民族政权对其炎黄血缘关系的强调、对华夏正统地位的强化、

对华夏传统的延续，以及南朝政权对北朝风尚的理解、尊重和效法

等，有意或无意之间弥合了民族差异，使得中华文明焕发出了新的

活力，促成了隋唐时期“华夷一体”观念的形成，并在元朝、清朝

的国家治理中得到强化，形成了更大范围的国家认同。

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和王朝意识，构建了以中央王朝为核心的

天下秩序图式。中央王朝内部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在周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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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构建着相对稳固的朝贡体系，其以强烈的道德认同、伦理认同、

秩序认同、社会认同，对周边政权起着价值导向的作用。但超稳定

的社会结构，迟滞了社会的自我更新；相对稳定的朝贡体系，也阻

碍了与国际秩序的同步，使得近代中国不得不同时面对社会结构的

更新和国际秩序的调整。二者同步剧烈变动，引发了近代中国激烈

的思想变动和秩序调整。维持旧秩序的传统观念，被视为阻滞中国

发展的内部力量；影响中国事务的外部列强，被视为干预中国独立

自主的外部力量。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既需要以反封建为

要求的赓新传统，又需要以反帝国主义为要求的民族自立。在近现

代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不断被强化的国家观念，汇聚成了以爱国主义

为要求的国家认同，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的价值导向。

可以说，价值认同是群体认同的最大公约数，是一个群体、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最为深厚的社会共识。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个

体，都受其浸润、得其泽被、为其约束，只有身体力行地遵守并维

护着这些认同，群体才得以协作、得以认同，才能够最大程度地维

护共同利益、共同原则和共同理想。由此来看，价值认同的形成，

既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明成果，也是中华文明发展壮大的文化

基因，更是中华文化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思想结晶。

二、价值认同的学理阐释

对价值认同的学理阐释，要充分按照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

的原则来进行，对中华文化中蕴含的道德观念、伦理认知、社会共

识、价值原则进行阐释。尤其要着重阐发有益于当代社会发展的概

念、观念和学说，对中华文明所形成的经验、智慧和理念进行解

读，使之能契合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能够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

现代社会相协调，成为具有文化底蕴、历史传承、时代特色的理论

体系。这样的系统研究，才能够直面当前中国的实际问题，能够回

应时代的理论需求和观念挑战，将之转化为有益于民族复兴、国家

富强、人民幸福的精神财富，为当代的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因此，研究价值认同，要着力阐述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

德、中华人文精神在中华文明发展壮大中的基础性作用；要着力阐

发其作为群体共识，在中华民族精神生活中所发挥的持久而稳固的

影响力；要观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对思想理念的日渐凝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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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美德的高度推崇，对人文精神的充分弘扬，从而清楚地阐释

中华文化中价值认同的学理体系及其作用方式。

核心思想理念，是中华民族在文明进程中所形成的最为基本的

社会共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为清晰明确的价值认同。其中

既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道德要

求，也有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观念，又有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

行为习惯，还有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认知，更有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的思考方式等。对这些核心思想理念的内涵进行明确地

界定，其外延才可能无限地延展，深入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

域，成为最为广泛的价值认同。如仁爱的观念，便是在人类的生活

中不断凝聚为观念认知，方才汇聚为社会共识。孔子以“爱人”

释“仁”，9 明确了“仁”的内涵是出于人际间的相互尊重、相互

关爱的情感体验，并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0 的解读，强调了

“仁”作为道德认知，可以转化为个人心性修为。他以“微子去

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的行为合称为“殷之三仁”，11 则

是以“仁”作为尺度来判断人物、事件，使其担负起价值判断的功

能。《左传·文公二年》又载孔子评价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

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

祀爰居，三不知也。”12 表明春秋史家已经将仁、智作为价值共

识，来衡量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德行。

在此基础上，后世学者继续阐释“仁”的内涵与外延，使之成

为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共识。如孟子“仁者无敌”的推论，13 将仁爱

之心从情感体验推广到道德认同。荀子“仁者必敬人”的说法，14

9 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二《颜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9年，第 168页。

10 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五《卫灵公》，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1999年，第 214页。

11 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八《微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9年，第 246页。

12 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八《文公二
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496-497页。

13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卷一上《梁惠王章句上》，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9年，第 15页。

14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九《臣道篇》，北京：
中华书局，1988年，第 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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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将仁爱从道德认同转化为行为准则。董仲舒进一步言：“仁者憯

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

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

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

如此者，谓之仁。”15 将仁爱从道德认同转化个人修为，使之内足

以自适，外足以应事，成为士大夫阶层的共同理想。在这样的认知

中，仁爱成为价值判断的依据，成为衡量社会行为的尺度。《礼

记·礼运》言：“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16 将

“仁”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用于衡量礼乐制度、国家治理、道德

行为，使之成为核心的价值认同。

经过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学者的充分阐释，早期中国

所凝聚起来的道德认知，逐步转化为群体认同，被用于价值判断，

成为衡量个人道德认知、行为方式的依据，被视为中华文化的核心

思想理念。这些核心思想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

也是价值认同的内在学理，更是支撑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

的思想基础。

中华传统美德是核心思想理念在社会道德行为方面的延展，其

落实于人的德性涵养、行为自觉，是以德性体认和行为自觉的方式

呈现出来的价值判断、文明习惯和社会秩序。其中体现着中华民族

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共识，也凝聚着中华文明的发展智慧，更寄寓

着中华文化的内在要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例

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要求我们能够做到克己

奉公，勇于负责，辛苦工作，尽个人所能，让社会变得更美好。精

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提倡我们能够担负起国家责任，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职尽责。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

鼓励我们涵养淳朴善良的德性，不断改良心性，推动社会风气的改

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引导我们体认道德要求，能

感恩、有秩序、会敬重、守诚信，以高度的道德自觉，约束日常行

为，能够严以律己，辨明是非，养成健全的人格。

人文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追求和精神气质，体现于

15 董仲舒著，苏舆撰，锺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八《必仁且智》，北
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 258页。

16 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二十二《礼运》，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9年，第 7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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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艺术创造、科学追求之中。其既是核心思想理念的表现

形式，也是传统美德的呈现状态。其中，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

世方法，体现着中华文化处理不同意见的理性精神，那就是在差异

中寻求相似性或相同性，消弭分歧，尊重差异，方能尽可能地交

流、沟通和共存。而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则强化了人

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遵守基本准则，才能够从必然王国走向

自由王国；也明确了发展文学、艺术甚至科学技术的目的，是为了

有助于人本身获得更好的生活、进行更为全面的发展，其中必然承

载着对人的引导教化的使命，借助这些艺术的、科学的方式来提升

人自身的能力。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既强调了内在的

属性和外在的形式的统一，又强调了内在直觉和外在客观的统一，

成为中华文化观照客观事物和自我感知的主要方式。此外，俭约自

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既概括了中华民族对外在客观世界的谨

敬态度，不求索取与占有，更愿意与自然、他人和谐相处；又描述

了其对内在生活的要求，在于获得心性自足，而不求外在的承认，

体现了中华民族自足自在的生活态度。这些人文精神，作为中国人

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

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成为中华文化独到的

精神标识，也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人文气质。

核心思想理念是价值认同的学理基础，中华传统美德是价值认

同的行为方式，中华人文精神是价值认同的呈现方式，是我们理解

价值认同的思想路径。三者相辅相成，形成了价值认同最为核心的

学理阐释，其概括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凝聚历史共

识、形成时代共识的思想基础。

三、价值认同的实现方式

价值认同作为最为深厚的社会认同，是维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

史共识，也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思想保障。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

明史中促成价值认同、实现价值认同、保持价值认同的历史经验和

学理建构，有助于在当前乃至未来形成社会共识，提高民族凝聚

力、提升文化自信心，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提供经验借鉴和现实 
参照。

从历史经验来看，价值认同的形成，既依赖于个体能够自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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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道德伦理要求，涵养德性，改良行为；还凭借于社会舆论的恰当

而准确的评骘，确立明确的价值导向；更依靠于礼乐刑政等综合力

量的作用，三者共同形成价值认同的教化机制、引导机制和维护机

制。《孝经》中言及社会风尚的形成，需要道德教化、行为养成和

秩序约束三方面的合力：“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

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17 首先要引导百姓养成道德

认知，形成广泛的道德认同；然后借助礼乐将道德认知固定为行为

方式，借助公德形成秩序认同；最后借助于外部约束力量，惩恶扬

善，来实现社会认同。

在这其中，以教育、教化的方式对社会成员进行道德、伦理、

行为、秩序的引导，是最基本的价值认同实现方式。孔子曾以

“文、行、忠、信”18 教育弟子，让学生熟悉礼乐、涵养德行。其

所形成的孔门四科，则以“德行”为首。孔子因材施教，循循善

诱，着力引导学生形成道德人格，养成最为基础的道德认同。曾子

称自己“吾日三省吾身”，19 概括了教师引导、学生自省来体悟道

德、健全心志、向善成德的德性涵养模式。在此基础上，还通过经

典传授形成道德认同，借助日常行为规范形成社会秩序。班固言早

期中国的教育：“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

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20 其对

学生的教育，既注重基本生活知识的传授，更要强化室家长幼之节

为要求的家庭伦理教育、朝廷君臣之礼为内容的道德行为方式。中

华文化注重教育过程中的养志、趋善、成德，21 便是注重以道德引

导来形成健全人格，促成最为深刻的道德认同。

在家庭教育中，通过家训、家书来进行言教，通过家礼、家规

17 李隆基注，邢昺疏：《孝经注疏》卷三《三才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9年，第 20页。

18 何晏等、李隆基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述而》，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9年，第 93页。

19 何晏等、李隆基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一《学而》，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9年，第 4页。

20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北京：中华书
局，1962年，第 1122页。

21 叶采集解，程水龙校注：《近思录集解》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第 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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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身教，以促成良好的家风。中华文化认为，一个人在家里的待

人接物、言谈举止、行为方式决定着其社会行为的底线，也决定着

其判断是非曲直的基准。通过家庭教育来明确道德、伦理要求，形

成秩序观念和社会认同，成为古代中国进行价值认同的主要方式。

明代霍韬所作《家训》，其中列孝亲、悌长、尊师、敬友为家教的

准则，其解释说：“孝亲仁之始也，弟长礼之恒也，尊师义之则

也，敬友智之文也。仁义礼智，心之畜也，童子习之，所以正心

也。”22 是将传统的道德伦理落实到日常行为中，并为之订立基本

的准则，将道德认知和行为约束融合为一，形成了独特的德行养成

模式。

家庭教育是对价值认同的感知阶段和确定阶段，是中华文化形

成价值认同的初阶。所谓的感知，主要是指孩童通过情感体验来形

成道德认同和伦理认知，在长辈的呵护下形成对外部秩序的基本理

解。长辈的言谈举止、行为方式直接影响着孩子的道德观念和行为

习惯，这就要求其意识到自身对孩子情感体验、心性成长的关键作

用，用恰当的情感表达、得当的行为方式引导孩子形成正确的道德

伦理认知。所谓的确定，主要是指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诸多

道德伦理、社会交往、秩序运行等方面的困惑，不可避免地会与外

部世界发生冲突、形成歧见，长辈要更加理性而温和地对其思想困

解、交往困境和秩序困惑进行解答，引导孩子正确地看待现实冲

突、人际纠纷和社会矛盾，坚守道德底线，坚定价值认同。这既需

要家长或长辈要明晰价值认同的形成方式，更要确立稳定而坚强的

价值观，才能将价值理念中的诸多原则、学说与家庭生活结合起

来，对孩子进行耳濡目染的教导。

在学校教育中，道德认同更注重通过涵养、内省、引导、躬行

的方式形成，并引导学生形成初步的价值认同。宋明的书院教育，

在知识传授之外，更注重德行的涵养，如王阳明所订《教约》中

言：“凡习礼，须要澄心肃虑，审其仪节，度其容止；毋忽而惰，

毋沮而怍，毋径而野；从容而不失之迂缓，修而不失之拘局。久则

体貌习熟，德性坚定矣。”23 将礼仪活动作为涵养道德的过程，引

22 霍韬著：《霍渭厓家训·蒙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第 76页。

23 王守仁著，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二《语录二·传
习录中·教约》，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 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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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体会礼仪中所蕴含的道德认知，实现德行合一，以此强化最

为基本的价值共识。

在学校形成价值认同，首先要充分阐释一个时代最为核心的价

值认同，使学生耳熟能详，能对其概念、定义进行准确地表述，并

根据学生自身的认知特点对其进行解读，或讲述历史故事，或见诸

日常行为，通过形象鲜明、通俗易懂的方式引导学生理解道德、伦

理、社会、历史、民族、国家等共识，形成理性的价值观念。其次

要将价值观念落实到日常的见闻之中，让学生意识到遵守了这些价

值认同，不仅能够让自己心安理得，而且能够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

和褒奖，更能够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和秩序的改善，激发其自觉维

持价值认同的动力。然后是使学生能够辨明是非，使其随着年龄的

增长和知识的累积，能够利用专业知识去思考、研究价值认同的学

理、方式和策略，自觉承担起维护价值共识的责任。最后，还可以

借助日常行为、事务来观察、评判一个人的德行，对其进行褒奖与

批评，使之能够见诸行动，进行自我省思、自我调整，引导并深化

其判断是非的准确性。

在社会教化中，中华文化既强调通过礼乐教化来引导百姓形成

道德认同，更注重借鉴生产生活的制度、习俗规定来促成社会认

同，此外，还需要借助利益关系来维持秩序认同。《礼记·王制》

言及社会教化：“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

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

崇德，简不肖以绌恶。”24 设立专门的教化之官引导百姓熟知冠、

昏、丧、祭、乡饮酒、相见之礼，借助礼仪制度，熟悉父子、兄

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主宾的相处之道，深化道德认同，

改良公共秩序。然后将这些道德认同推广于饮食、服饰、事为、异

别、度、量、数、制等生产、生活实践之中，让百姓在日常生活中

理解制度、规定和约束，形成最大范围的社会认同。在此基础上，

还要建立社会救助机制，使普通百姓不因为生活所迫而违背社会秩

序，放弃良俗，保证社会基本道德伦理不因百姓为生存所迫被紊乱

被损坏。在此基础上，对崇尚道德、遵守秩序、维持共识者进行提

拔、奖掖，对违背社会共识的行为进行惩处，使得人人崇尚价值认

24 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十三《王制》，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9年，第 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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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遵守价值认同，弘扬价值认同，形成最为稳定的社会秩序。

社会领域中要形成价值认同，关键在于教育机制、宣传机制、

约束机制和惩戒机制要形成合力，共同维护正确的价值导向，维持

社会正义。在利益多元化的现实中，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多元化，

虽然主流价值观能得到充分提倡，但不劳而获、唯利是图、好逸恶

劳、见利忘义、违法乱纪、骄奢淫逸等不良风气依然存在，而且与

正向的价值认同此消彼长，甚至在某些领域还会不断滋生泛滥。这

就需要教育、文化、宣传、艺术、经济、司法等领域能够长期稳定

地形成合力，倡导核心价值观，维持社会最为基本的价值共识，将

之作为制定法律法规的依据、主导文化艺术产品的旋律、衡量社会

经济活动的准则、进行是非曲直判断的标准。综合运用文化传承、

历史经验、现实要求、利益诉求等手段，守护核心价值观，维护核

心价值认同。以此引导社会按照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要求，

自觉维护国家认同；遵守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要求，主动维

护社会认同；遵照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要求，共同维护道德

认同，这样就能继承文化传统，形成文化自信；凝聚时代共识，形

成价值观自信，使之成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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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汉单音节重叠词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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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越语与汉语都属于孤立语，都有着丰富的重叠形式，其中单

音节重叠词是两种语言重叠词当中最典型的重叠方式之一。本文

通过对越汉 AA 有基式单音节重叠词（如 nho nhỏ < 小小 >、trăng 
trắng < 白白的 >）进行深入对比研究后发现两种语言的单音节重叠

词在程度变化、形象化意义等方面上有许多不同之处，特别是在

语法意义上的不同。希望本项研究可以弥补越语学界这一方面的 

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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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Monosyllabic Reduplicative Words in 
The Vietnamese and Chinese Language 

Abstract: Both Vietnamese and Chinese are analytic languages. 
They are rich in reduplicative words, among which monosyllabic 
reduplic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forms. This article will examine 
the AA pattern based on the monosyllabic word, such as nho nhỏ (小
小 ) and trăng trắng (白白的 ). The study will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ir grammatic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nsity variations and figurative meanings, especially the 
grammatical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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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越语与汉语都属于孤立语，都有着丰富的重叠形式，其中单音

节重叠词是两种语言重叠词当中最典型的重叠方式之一。重叠不仅

是构成新词的方法，也是构形法中很重要的语法手段。重叠是在形

态运作机制的作用下产生的，是完全重复或部分重复原来的形式，

从而产生出一个新的词汇意义或语法意义。越语与汉语单音节重叠

都存在两种有基式与零基式重叠词：有基式（有原型词）如：越语

的 xanh xanh, trăng trắng，汉语的“小小的、白白的”。零基式的

（没有原型词）如越语的 thăm thẳm, hun hút，汉语的“茫茫、绵

绵”等。前者是词根的重叠，通过重叠机制的运作，通过重复原型

词来表达一定的语法意义，词汇意义基本没有改变，属于构形重

叠；后者是音节的重叠，通过重叠机制的运作（重复音节）来产生

新的词汇意义，没有附加语法意义，属于构词重叠。本文针对越汉

AA 有基式单音节重叠词（前者，构形重叠）进行对比分析（下面

将 AA 有基式单音节重叠词简称为 AA 式重叠词）。

汉语形容词重叠很早已受到语言学家的关注，朱德熙 1、赵元

任 2、吕叔湘 3、王启龙 4、石锓 5 等在讨论汉语形容词重叠中都对AA
有基式重叠词有所涉及。越语学界对重叠词研究的代表学者，如

1 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 3-41页。

2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68年，第 105-131页。

3 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716-736页。

4 王启龙：《现代汉语形容词计量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3年，第 136-156页。

5 石锓：《汉语形容词重叠形式的历史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53-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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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uyễn Tài Cẩn6、Hoàng Văn Hành7、Hồ Lê8 等在研究越语重叠词

时都已提到 AA 有基式重叠词的构造问题。针对汉越形容词重叠对

比方面有杨氏秋贤 9、黎晋方 10、吴氏惠 Ngô Thị Huệ11，其中吴氏惠

Ngô Thị Huệ12 还从认知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去观察与探讨汉越语中

的重叠词现象。汉语学界与越语学界以往的研究比较关注这类重叠

词的构造、语音问题，但比较忽略这类重叠词的语法意义。因此本

文试图深入探讨越汉 AA 有基式重叠词的语法意义，找出两者之间

的相同与差异。迄今为止，越语学界尚未对越语单音节形容词重叠

做过详细的语法意义分析研究。Hoàng Văn Hành 主编的《Từ điển 
từ láy Tiếng Việt（越语重叠词词典）》也尚未对越语单音节完全重

叠 AA 式进行统计。13 本文的研究希望弥补越语这一领域的空缺。

二、越汉 AA式形容词重叠语法意义的异同

笔者通过考查越语 AA 式，初步收集了 185 个常用词。汉语方

6 Nguyễn Tài Cẩn: Ngữ Pháp Tiếng Việt. Hà nội: NXB Đại học và trung học, 
1975, 第 109-113页。

7 Hoàng Văn Hành: Từ láy trong tiếng Việt.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1985, 
第 27-68页。

8 Hồ Lê: Vấn đề cấu tạo của từ của tiếng Việt hiện đại.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1976, 第 217-232页。

9 杨氏秋贤：《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汉越对比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
学硕士论文，2008年。

10 黎晋方：《汉语、越语重叠式形容词比较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2008年。

11 吴氏惠：《语言类型学视野下的越南语、汉语形容词重叠对比研究》，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 98-218页。

12 Ngô Thị Huệ: Tính phổ biến của phương thức lặp trong loại hình học ngôn ngữ 
dưới góc độ ngôn ngữ học tri nhận. Tạp chí Ngôn ngữ, Số 8, 2014, 第 35-44
页 ; Ngô Thị Huệ: Phương thức láy - góc nhìn từ hình thái học và loại hình học 
ngôn ngữ, Tạp chí Từ điển học và Bách Khoa thư, Số 3, 2018, 第 32-37 页 ; 
Ngô Thị Huệ: Đối chiếu tính từ láy hoàn toàn dạng AA (kiểu "hun hút, cuồn 
cuộn", “翩翩、绵绵 ”) giữa tiếng Việt và tiếng Hán từ góc độ tri nhận. Tạp chí 
Từ điển học và Bách khoa thư, Số 6, 2017, 第 103-109页。 

13 Hoàng Văn Hành chủ biên: Từ điển từ láy Tiếng Việt.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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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笔者从吕叔湘 14 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AA 式词表中收集

到了 133 个词。可见，越语这类重叠词数量比汉语的多。越语单音

节形容词可以重叠成 AA 式比汉语更加广泛，所涉及的意义比汉语

更加丰富。朱德熙称，“现代汉语的形容词不是全都有重叠式的。

拿单音形容词来说，有两类是不能重叠或很少重叠的。第一类是性

质形容词，例如‘错’‘假’‘横’‘竖’‘粉’‘紫’等。第二

类是所谓‘坏字眼’，例如：‘坏’‘丑’‘臭’‘旧’等。这两

类形容词之所以不能重叠，显然跟重叠式有表示加重、强调和爱

抚、亲热两种感情色彩这个事实相关联的。”15 而越语里，除了以

上所提的“横、竖”不能重叠，其他表颜色的或“坏字眼”，如

“坏、臭、丑、旧”等在越语里都可以重叠成 AA 式。

（一）表示程度变化

越语与汉语 AA 有基式重叠在意义的程度上都含有某种变化。

朱德熙在《语法讲义》中认为，“重叠式状态形容词的语法意义都

包含着一种量的观念。”16 越语 AA 式（逆向重叠）（基式在后，

重叠式在前）在意义上主要表轻微的程度。例如：

1. 表示人的视觉感受：

（1）人或物体的外表、形状、尺寸，例如：

 A'A（重叠词）     程度减弱 A（基式）
 đèm đẹp 美美的（有点美） ﹤ đẹp 美
 nho nhỏ 小小的（有点小） ﹤ nhỏ 小
 mong mỏng 薄薄的（有点薄） ﹤ mỏng 薄
 mơi mới 新新的（有点新） ﹤ mới 新

14 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720页。

15 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003年，第
40页。

16 朱德熙：《朱德熙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
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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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颜色：

đo đỏ 红红的（浅红）  ﹤ đỏ 红

tim tím 浅紫   ﹤ tím 紫

xanh xanh 绿绿的（浅绿）  ﹤ xanh 绿

trăng trắng 白白的（浅白） ﹤ trắng 白

（3）光线：

sang sáng 亮亮的（有点亮） ﹤ sáng 亮

tôi tối 暗暗的（有点暗）  ﹤ tối 暗
mờ mờ 模模糊糊（有点模糊） ﹤ mờ 模糊

choi chói 有点刺眼   ﹤ chói 刺眼

（4）数量：

nhiều nhiều 有点多    ﹤ nhiều 多

thiêu thiếu 有点缺   ﹤ thiếu 缺少

thừa thừa 多余的   ﹤ thừa 多余

in ít 有点少    ﹤ ít 少

2. 表示人的嗅觉感受：

khen khét 有点焦味   ﹤ khét 焦
tanh tanh 腥腥的   ﹤ tanh 腥

thơm thơm 香香的   ﹤ thơm 香

hăng hắc 味道有点刺鼻  ﹤ hắc 味道刺鼻

3. 表示人的味觉感受：

mằn mặn 咸咸的（有点咸） ﹤ mặn 咸

đăng đắng 苦苦的（有点苦） ﹤ đắng 苦

chan chát 涩涩的（有点涩） ﹤ chát 涩
ngòn ngọt 甜甜的（微甜）  ﹤ ngọt 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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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表示人的触觉感受：

nằng nặng 重重的（有点重） ﹤ nặng 重 
nhè nhẹ 轻轻的（有点轻）  ﹤ nhẹ 轻

chăng chắc 结实 / 紧紧的  ﹤ chắc 紧

long lỏng 松松的   ﹤ lỏng 松

5. 表示人的听觉感受：

ầm ầm 喧嚣   ﹤ ầm 吵闹

khe khẽ 静静的   ﹤ khẽ 静

nhè nhẹ 轻轻的   ﹤ nhẹ 轻

6. 表示人对速度、距离、时间、空间、气温等的感受：

nhanh nhanh 快快的  ﹤ nhanh 快

chầm chậm 慢慢的   ﹤ chậm 慢

lâu lâu 久久的   ﹤ lâu 久

gần gần 有点近   ﹤ gần 近

xa xa 有点远   ﹤ xa 远

muồn muộn 有点晚   ﹤ muộn 晚

sơm sớm 有点早   ﹤ sớm 早

văng vắng 有点缺少  ﹤ vắng 缺少

man mát 凉凉的   ﹤ mát 凉
lành lạnh 冷冷的   ﹤ lạnh 冷

nong nóng 有点热   ﹤ nóng 热

越语这类单音节形容词可重叠成 AA 式数量多，语义丰富。重

叠带来的语义程度变化体现很明显，即重叠后表示程度减弱。以

1a 组为例，越语的单音节形容词 đẹp（美）、mới（新）都可以重

叠成 AA 式而汉语却没有那么灵活。汉语的“新、旧”在越语里可

以这样表达：Chọn một tấm hình đèm đẹp làm ảnh nền（选择一张好

看一点儿的照片做背景）。在这个语境中，汉语不能说“* 好好的

照片”，也不能说“* 美美的照片”，汉语这类重叠词可以这样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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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用得好好的，干嘛要换？”、“他心里美美的。”

越语表颜色的单音节形容词都可以重叠成 AA 式。汉语不是所

有的表颜色的单音节形容词都可重叠。例如，汉语可以说，“黑黑

的、红红的、白白的、绿绿的”，但“紫、棕、灰”却不能重叠

成 AA 式，而越语这类词都可以重叠。越语在表示浅色、淡味等某

种性状程度轻微的意义上可以通过 AA 有基式来表达。而汉语却相

反，汉语想表达浅色，要说：“浅红”、“浅绿”，想表达淡味，

要说：“微甜”、“微苦”等。可见，越语单音节形容词可重叠成

AA 式的比汉语的多，范围比汉语的更加广泛。

越语的 lành lạnh（有点冷）、nghiêm nghiêm（有点严肃）的

基式都是第二个 A（往前重叠）。与基式相比，重叠式在语法意义

上明显体现出“量小”（轻微的程度）。这些重叠词的使用都体现

说话人对现实细微变化的感受，翻译成汉语可以使用“稍微 / 略微

/ 有点 + 形容词”等，如果汉语有对应的 AA 式也可以用这一重叠

方式来表达。不过，即使是这样的翻译，也只能满足韵律上的需要

而失去了越语原文里 AA 式本身具有“轻微程度”的意义。

越语 AA 式（逆向重叠）（基式在后，重叠式在前）本身具有

的轻微程度的意义。无论它属于句子的哪个位置，意义都是不变

的。相反，汉语 AA 式所表达的轻重程度有时不明确，朱德熙在

《语法讲义》中认为，AA 式“所表示的程度的深浅跟它们在句子

里的位置有关系。大致说来，在定语和谓语两种位置上表示轻微程

度，在状语和补语两种位置上则带着加重或强调的意味。”17 张寿

康却认为，“形容词重叠的变化是形容词的强调态，‘大大儿、

高高儿’是‘很大、很高’的意思。”18 陈光磊 19、李宇明 20、朱景

松 21 等学者也倾向于汉语 AA 式表示程度的加强。显然，汉语 AA
式在很多情况下是表示程度的加强。例如：

17 朱德熙：《朱德熙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18 张寿康：《构词法和构形法》，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 67页。

19 陈光磊：《汉语词法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 52页。

20 李宇明：《汉语量范畴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21 朱景松：《形容词能动意义的确定和提取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教
学》，2002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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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短短的数日之内，我失去了你，又失去了母亲，做人还有

什么意思呢？（琼瑶：《烟雨蒙蒙》）

8. 山川、河流、树木、房屋全都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雪。（峻

青：《第一场雪》）

9. 他敢于把我的双手握得紧紧的。（丁玲：《莎菲女士的日

记》）

以上例子里，“短短”、“厚厚”、“紧紧”都是在基式意义

的基础上强调与深化。“短短的数日内”、“厚厚的雪”都是 AA
式做定语，但也明显体现出程度的加重而不像朱德熙所认为那样表

程度轻微。

可见，从程度变化的视角而言，越语 AA 式在语法意义上很明

显体现出轻微的“量”。而汉语 AA 式通常表示程度的加重。这是

两种语言这类重叠词在语法意义上的差异。

（二）形象化意义

考查越、汉 AA 式形容词重叠，我们发现，有时候这类重叠词

表程度的轻重变化是外显的，而通过重叠机制突出所描写对象的形

象化意义及附加说话人的感情色彩才是 AA 式更为内在的含义。

我们再看朱德熙的例子 22：

朱德熙的例子

定语 谓语 状语 补语

大大的眼睛 个子高高的 细细地看了一遍 写得大大的
短短的头发 眼睛大大的，像

一个洋娃娃
高高的挂了起来 挂得高高的

朱德熙认为，作谓语和定语的 AA 式表示“程度轻微”23，

“眼睛大大的，像一个洋娃娃”是说眼睛稍微大一点的，但是，难

道重叠的用意只是表明洋娃娃的眼睛稍微大一点的吗？至于描写人

22 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 37页。

23 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 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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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貌的形容词重叠，如“大大的眼睛、短短的头发、眉毛细细的

等”该理解为都是强调的意味，强调眼睛是大的，头发是短的，眉

毛是细的。如果理解为，眼睛是大的但不算大，眉毛是细的但不算

细……这样并不合理。我们认为，这些重叠词虽然有一定量的变

化，但是，它们的语法意义重点在于展示所描述对象的形象化意

义，并附加说话人的感情色彩。

刘月华等在《实用现代汉语语法》表示，“‘弯弯的眉毛’

的意思并不是‘眉毛很弯’‘大大的眼睛’的意思也不是‘眼睛

很大’‘红红的嘴唇’的意思也不是‘嘴唇很红’，而是‘眉

毛’‘眼睛’‘嘴唇’等‘弯’得、‘大’得、‘红’得很可爱、

好看。”24 刘月华观点的可取之处在于他的研究更多的是从说话人

主体角度进行的。

可见，在很多情况下，汉越 AA 式的语法意义重心不在于表程

度轻重的变化，而在于表形象化意义及感情色彩。在此，如含有程

度变化但其不是 AA 式的语法核心意义，或有时也难以判断程度是

加强还是减弱，因为，它的意义走向抽象化，并具有内在的意义。

以下，本文将从形象化意义视角进行越、汉 AA 式的语义对比

分析。

越语的例子：

10.    Chú bé loắt choắt. Cái sắc xinh xinh
直译 小男孩 小巧。 包  娇小玲珑

    Cái chân thoăn thoắt, cái đầu nghênh nghênh. (Tố Hữu)
直译  脚 麻利，   头  歪歪的

意译 小巧的男孩。娇小的包麻利的脚步。歪歪的头。

11.    Hình như có một thời hắn đã ao ước có một gia đình nho 
	 	 nhỏ. (Nam Cao, Chí Phèo)
直译 好像 有 一 时 他已 梦想  有一 家庭 小小

意译 好像有时候他曾经梦想过有一个小小的家。

24 刘月华等：《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 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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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ết ngạc nhiên thì hắn thấy mắt mình ươn	ướt. Bởi vì lần đầu 
直译  完 惊讶   他 感觉 眼睛他 有点湿。因为 第一次 
    tiên hắn được một người đàn bà cho. (Nam Cao, Chí Phèo)
    他 得到 一 人   女  给

意译 惊讶过后他感觉眼睛湿湿的。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得到女

   人给予他的温暖。

第 10 例描绘小联络员在战争中帮助战士送紧急信件的形

象，两句诗使用了四个重叠词“xinh xinh（娇小玲珑）、nghênh 
nghênh（歪歪）、loắt choắt（小巧）thoăn thoắt（麻利）”，其

中前两个属于 AA 有基式（都处在诗句的尾声）。重叠词在这里

构成韵律的协调、对称，富有音乐节奏感。第一句 AA 有基式

“xinh xinh”（娇小玲珑）的“xinh”本来指可爱的意思，重叠成

“xinh xinh”就表娇小玲珑，也增加了可爱的意味。第二句，本

来基式“nghênh”表“歪 / 斜”的意思。重叠成 AA 式“nghênh 
nghênh”（歪歪）给予它动态的描写，其有声有色地描述小英雄

走路时头歪歪的姿势。重叠词在这里很恰当地描绘小巧可爱、机灵

活泼的小英雄，含有诗人对他爱护、赞赏的情怀。第 11 例重叠词

“một gia đình nho nhỏ”（小小的家），我们试比较，如采用不重

叠形式“một gia đình nhỏ”（小的家）：后者只单纯表小的形状，

指小的性质，重叠成“nho nhỏ”（小小的），虽然“小”的词汇

意义还存在，但增加了娇小玲珑、可爱温暖的家，体现了人物对它

的憧憬与向往。第 12 例 “ươn ướt”描绘人物激动而流泪，但只是

“mắt ươn ướt”（眼睛 < 有点 > 湿湿的），很微妙的变化，同时

也含有作者对男主角的怜悯之情。

汉语的例子：

13. 海水，轻轻地抚摸着细软的沙滩，发出温柔的刷刷声。（峻

青：《海滨仲夏夜》）

14. 我崇敬那只小小的、英勇的鸟儿，我崇敬它那种爱的冲动

和力量。（[俄 ] 屠格涅夫，巴金译：《麻雀》）

15.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

的小桥，小桥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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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童年的阿娇。（李海鹰，歌曲）

以上的 AA 式重叠词都是在基式的意义上进行强调的描述。

“轻轻、小小、弯弯”刻画出柔美、浪漫、诗意的意境。在此，不

是强调有多轻，有多小，有多弯，而是通过重叠机制使得这些重叠

词更加形象、生动，同时附加了作者充满爱意的情怀。重叠机制给

予这类词的意义形象化的特征。但可以细分为两种：一种是重叠以

后柔化音节，柔化基式意义的，在此很难判断是程度加深还是减

弱。另一种是在重叠词的形象化意义还可以找到程度加深的存在。

总之，从形象化意义的视角而言，越、汉 AA 式的基式只是单

纯表某种性质，通过重叠机制的运作，基式的静态已被激活，重叠

式变为动态的描写，让人联想到某种状态正在展开、延续。重叠机

制赋予它协调、悦耳的声音，形象生动的意义。虽然在这类词里，

形象化意义才是它的语法核心意义。但仔细比较，汉语 AA 式在语

义形象化的基础上还可以感受到程度加深的存在。相反，越语 AA
式不仅让语义形象化，还可附含“程度轻微”之意。例如，以越语

“nho nhỏ”与汉语的“小小”做比较：两者基式都是“小”表性

质，只单纯表形状，没有附加情感色彩。重叠成“nho nhỏ”（小

小）就具有形象化意义，表小而可爱，小巧玲珑，含有说话人珍

惜、喜爱的意味。不过，在这一形象化意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

到某种程度变化的存在，越语是轻微的程度，而汉语是加重的程

度。越语 AA 式表轻微程度在语音上有明显的标志，语音变化使得

音节柔化，程度淡化，这一特征是越、汉这类意义存在的差异。

三、越语AA式所特有的特征

（一）表空间扩散

与汉语不同，越语 AA 式可表空间的扩散。重叠机制将聚点拉

开，扩散，因此这类重叠词在文学作品中常用来描述辽阔的空间。

例如：

16.    Ở cái buồng Mị nằm, kín mít, có một chiếc cửa sổ một lỗ 
  vuông bằng bàn tay. 
直译 在个 屋  媚 躺，封闭， 有 一 窗口 一孔 方  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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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úc nào trông ra cũng chỉ thấy trăng	trắng, không biết là 
  sương hay là nắng. (Tô Hoài, Vợ chồng A Phủ)
   何时 看 出 也 只 见 略白（白茫茫）不知 是霜 还是 太阳

意译 在媚的小屋里，黑洞洞的，有个如手掌那么大的方形窗

   口。何时往外看也只见白茫茫，不知是霜还是太阳。

17.    Hàng cây, mà lúc còn ở ngoài bãi chúng tôi trông thấy mờ	mờ 
直译 排 树，时 在外 野 我们 看到 模糊 青 是 
    xanh là cánh rừng cỏ may. (Tô Hoài,Dế Mèn phiêu lưu ký)
        林 苍耳

意译 那排树，当我们在田野外看到朦朦的一片是苍耳树林。

基式为“trắng”（白），音调属于仄声，重叠变成“trăng 
trắng”，声调变平仄，不是表基式的“纯白”，而描写朦胧的灰

白色，这一朦胧的灰白色笼罩着广阔的土地，可用汉语的“白茫

茫”来表达。例 17 基式为“mờ”表模糊，重叠成“mờ mờ”拉开

了“mờ”的范围，描写开阔、朦胧的空间，可用汉语的“朦朦”

来表达。越语这类重叠词意义很形象，常描述某种辽阔的空间，模

糊、不确定的状态，并带有轻微的程度以及淡淡忧伤的意境。

（二）带有委婉、婉转的语气

与汉语不同，越语这类 AA 式还表委婉的语气。这一特点很明

显的体现在口语当中。例如：

18.    Có lẽ bây giờ họ vẫn còn bàn chuyện tôi mà cười. Tôi thèn	
	 	 thẹn.(Nam Cao, Cái mặt không chơi được)
直译 也许现在 他们还 谈 故事 我而 笑。我 有点尴尬

意译 也许现在他们还在拿我的事当笑话。我有些尴尬。

19.    Cụ đang muốn có một bàn tay man	mát xoa cái đầu…
直译 老爷正 想 有 一 手  有点凉 摸  头

  (Bà Tư) đi lâu thế không biết là đi đâu? (Nam Cao, Chí Phèo)
   （四夫人）去久那么不知道 是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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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译 老爷正想有一双凉凉的手来摸自己的头……( 四夫人 )
   去那么久，不知是去哪里？

例 18、19“thèn thẹn”、“man mát”形容说话人内心深处的

感受，这些感受说出来有些尴尬的，因此，越语重叠 AA 式是婉转

的说法。AA 式具有委婉的语气是因为它本身具有程度轻微，而不

是程度加深，如是程度高，带有激烈的含义就不能带有那样委婉的

语气了。

（三）可加上表“程度轻微”的副词

越语这类重叠词可以加上表“程度轻微”的副词。例如：

20.    Da mặt Từ xanh nhợt, môi nhợt nhạt, mi mắt hơi tim tím và 
  chung quanh mắt 
直译 皮 面 慈 青 ， 嘴唇苍白，眼皮 有点 淡紫 和 周围 眼
  có quầng…(Nam Cao, Đời thừa)
   有圈

意译 慈脸憔悴，嘴唇苍白，眼皮泛着淡淡的紫色，眼周围有

   黑眼圈。

21.    Chúng tôi đi từ trong nhà ra. Dì tôi trông chúng tôi mỉm 
  cười. Mặt tôi 
直译 我们 去从里 房 去。姨我看 我们 微笑。 面 我
  hớn hở! Nhưng thú thật cũng có hơi	ngường	ngượng (Nam 
  Cao, Cái mặt không chơi được) 
   开心！ 但 真的 也 有点 害羞

意译 我们从屋里走出来。我小姨看着我们微笑。我很开心！

   但说真的也有点害羞。

越语这类 AA 式很明显地体现出了轻微程度，在它前可以再加

上表示程度轻微的副词“hơi”（有点 / 稍微）。这一特点汉语基

本上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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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种相反意义

越语有一部分 AA 式同时存在两种情况。一个基式产生两种

重叠方式，一种是逆向重叠，基式在后，重叠词在前（A'A）（韵

尾、声调有变化，韵尾由 t 变成 n 最多）表示程度轻微，另一种是

顺向重叠，基式在前，重叠词在后（AA'）表示程度加强（韵尾不

变，只有声调变化，声调一般由高音 ' 变成低音 · ）。这一特点在

汉语 AA 式里是没有的。例如：

AA'（意义加强）  A（基式）  A'A（意义减弱） 
buốt buột 刺骨 〉buốt 刺骨 〉buôn buốt 有点刺骨

cỏn con 小小的 〉con 小 〉con con 有点小

cuống cuồng 急匆匆 〉cuống 急 〉cuông cuống 有点急

im ỉm 静悄悄 〉im 静  〉im im 有点安静

khét khẹt 焦臭味 〉khét 焦味 〉khen khét（略有）焦味

khít khịt 紧紧的  〉khít 紧 〉khin khít（略）紧

nhớt nhợt 油腻腻 〉nhớt 油 〉nhơn nhớt（稍微）油腻

sát sạt 紧贴着 〉sát 贴着 〉san sát（略轻微地）贴着

sít sịt 紧密 〉sít 紧  〉sin sít（稍微）紧密

四、结语

通过越汉 AA 有基式的对比，我们找出以下的异同：

相同 :

第一，越语与汉语 AA 式都属于完全重叠方式，都按照 AA 格

式重叠。越、汉 AA 有基式重叠词是词的重叠，重叠后基本上不改

变原来词根的词汇意义，而附加了一定的语法意义，重叠在这里是

一种语法手段，属于构形重叠机制。

第二，越、汉这类 AA 有基式重叠词的构造起源都来自单音节

性质形容词，其变化趋势是由单音节性质形容词走向双音节状态形

容词。这里的变化动因何在？现实的世界是不断运动的状态，单音

节性质形容词仅限于静态的描写，对于现实世界的动态它无法栩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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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生地描绘。重叠机制正是针对这一趋势而产生的。重叠不像附加

法那样需要从原素之外采取新的因素进行组合。重叠机制采用词内

部的形态变化，即重复基式的全部或部分形式，并赋予它某种语法

意义而复现。

第三，有时候这类重叠词表程度的轻重变化是外显的，而通过

重叠机制突出所描写对象的形象化意义及附加说话人的感情色彩才

是 AA 式更为内在的含义。这也体现出重叠法与其他构形法的区别

所在。

差异 :

第一，与汉语相比，越语 AA 式重叠词的数量更多。越语单音

节形容词可以重叠成 AA 式比汉语更加广泛，所涉及的意义比汉语

更加丰富。

第二，越语 AA 式（基式在后，重叠式在前）本身明显体现轻

微程度的意义。无论它属于句子的哪个位置，它的意义是不变的。

相反，汉语 AA 式所表达的轻重程度有时不明确，因此还在讨论当

中。

第三，从形象化意义的视角而言，越、汉 AA 式的基式只是单

纯表某种性质，通过重叠机制的运作，基式的静态已被激活，重叠

式变为动态的描写，让人联想到某种状态正在展开、延续。重叠机

制赋予它协调悦耳的声音，形象生动的意义。不过，在这一形象化

意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程度变化的存在，越语是轻微的

程度，而汉语是加重的程度。越语 AA 式变轻微程度在语音上有明

显的标志，语音变化使音节柔化，程度淡化。

第四，越语 AA 式可表空间的扩散。重叠机制将聚点拉开，扩

散。因此这类重叠词常用来描述某种辽阔的空间，模糊、不确定的

状态，并带有轻微的程度以及淡淡忧伤的意境。

第五，越语这类 AA 式带有委婉的语气。当要求对方或希望对

方按照自己的意见去做、让对方易于接受或者那些“不雅”“难接

受”的词、表内心深处尴尬，难说出的想法等，运用重叠 AA 式，

使得语气上更为缓和、婉转。形成这样的表达特征是由于越语 AA
式通常用来表轻微的程度。

第六，越语这类 AA 式很明显地体现轻微程度，在它前面可以

加上表程度轻微的副词“hơi”（有点 /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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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越语有一部分 AA 式同时存在两种情况。一个基式产生

两种意义相反的重叠方式，一种是基式在后，重叠词在前（A'A）

（韵尾、声调有变化，韵尾由 t 变成 n 最多）表示程度轻微，一种

是基式在前，重叠词在后（AA'）表示程度加强（韵尾未变，只有

声调变化，声调一般由高音 ' 变成低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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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为不同时期新旧文化层层叠加的“沉积地带”，该地域的佛／

苯／道教／民间信仰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很难将其相互剥

离。本研究试图以中国甘肃省陇南市五县一区宗教发展情况为例，

厘清当前中国西北地区农村的宗教发展状况及其发展趋势，并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宗教所具有的某种社会保障功能（或者说，保护

壳的功能）、宗教场所内的各方博弈场景及其背后匿伏的原因、宗

教的个体主义走向等问题，从而为中国农村宗教研究提供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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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frequent interactions, multi-cultural and 
coexistence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Gansu Province in China is 
now a "sedimental zone" where old and new cultures from different 
period have become superimposed upon each other. For example, 
Buddhism, Bon Religion, Taoism, and folk beliefs in this region are 
now so integrated that is it difficult to separate them from each 
other.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is phenomenon in five counties and 
one district in Longnan City, Gansu Province as a way to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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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religious development in rural Northwest China. We will 
look at its development trend, explore the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 of 
religion (namely, the protective shell), the direct and the background 
forces shaping the various religious space. And will examine question 
relating to each individual religion specific development as a way to 
advance the study of rural relig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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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当今世界随着现代化、全球化而出现的社会变迁与转型现象，

使得人类社会的自我意识、自觉调控、自我完善等问题成为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首要课题。如今，对于宗教信仰与当代社会之间依存逻

辑的探讨，已经成为重要的学术课题之一。在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

中，中国农村宗教面临着生活物质异化和科学理性教育的双重挤

压，面临着信息技术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等侵袭，其结构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因而，对中国农村地区的宗教信仰现状、发展趋势等问题

进行分析是必要的，能够为促进中国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宗教协调发

展提供启示与参考。 
近十年来，中国农村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和结构性转

换，空心化、老龄化等问题层出不穷。有学者认为，当宗教信仰的

外在表征消散消解时，其所赖以存在的信仰纽带就会趋于弱化甚至

断裂，从而使原本坚不可摧的信仰基础发生动摇，并最终导致该宗

教的流变甚至消亡。1 根据这样的观点，笔者曾以为，在全球化和

现代化的宏观场域下，中国农村社会的一系列转型与调适对策，会

1 张脉飞：《宗教消亡的特点及规律初探》，《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
1995年第 4期，第 2-7页。辛世俊：《宗教永恒论质疑——与王中田同
志商榷》，《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 1期，第
6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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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其宗教信仰发生流变，甚至逐步式微。但是，经过田野调查，

发现在依存场景发生变动的情况下，中国农村宗教信仰整体而言并

没有因为工具性的考量而衰落，反而呈现出更加活跃、更加广泛的

趋势。田野访谈中，不少人表示，现实的“失序”让他们一度焦

虑，但生活还得继续，总要想办法与生活和解，让一切重归“和”

的状态。对于生活处在不断变迁中的农村居民而言，宗教信仰已不

仅仅是一种文化惯习，而是其生活和传统被肢解得支离破碎时，能

够将这些“碎片”包裹起来不被尘土掩埋的“地衣”；是他们面对

突如其来的事件手足无措、面对未知的将来恐慌无助时，能够有效

对抗“变数”的力量。尽管随着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承载农村居民

宗教信仰的很多仪式及“显圣物”纷纷缺席，但缱绻于农村居民内

心深处的信仰非但没有式微，反而有日益增强的趋势——宗教活动

的大规模复兴，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出人意料”

的现象之一。2 其中，中国农村地区的宗教活动更为活跃和广泛。

据丁荷生估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重新建起了约 200 万个村

庙。五大宗教以各种形式在农村扩大影响，传统的地域性宗教和社

区性宗教全面回归，拜神、祭祖、占卜、看风水、跳大神等现象日

益增多。3

甘肃省作为中原通向中亚“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地带，是中

国最具民族与宗教文化多样性的文化区之一。而位于甘肃省东南部

的陇南市，东接陕西省，南通四川省，扼陕甘川三省要冲，不仅是

连接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交通要道，也是秦陇文化和巴蜀文化的

交汇枢纽，素有“秦陇锁钥，巴蜀咽喉”之誉。该“中间地带”作

为不同文化碰撞相交的场域，处于其中的汉、藏、回等民族之间并

不存在清晰坚固的边界，而是一种出于各种因素考量随时会被跨越

的“软边界”。因而该地域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频繁，宗教文化也

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此地堪称观察中国宗教多元性的典型

“标本”。而本文所选的陇南市五县一区（即陇南市礼县、西和

县、成县、徽县、宕昌县、武都区）为该市典型的“文化沉积地

带”，以这五县一区中最具代表性的宗教场所为研究对象，不失为

2 梁永佳：《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社会》，2015
年第 1期，第 161-183页。

3 丁荷生：《中国东南地方宗教仪式传统：对宗教定义和仪式理论的挑
战》，《学海》，2009年第 3期，第 3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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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该地域多元宗教文化和合共生模式的视窗。

在为期三个多月的田野调查中，笔者走访了甘肃省陇南市礼

县、西和县、成县、徽县、宕昌县、武都区这“五县一区”具有代

表性的佛道苯教及民间信仰场所共计几十处，采访神职人员、出租

司机、信徒、门卫、宗教场所清洁人员、餐饮店老板、水果摊小

贩、中学生等近百人，年龄分层在十三岁到八十岁之间。访谈内

容包括：（1）针对神职人员——宗教场所建设情况、个人培训情

况、对神职人员传承发展情况的认识、信教人口增减情况、信徒性

别差异、宗教节日的组织参与情况、信众在数量及性别等方面的变

化情况、信众捐献情况等；（2）针对信众——个人基本情况、信

教时间及缘由、对参与宗教活动的感想与认同、为宗教捐资情况、

是否向周边亲友传教等；（3）针对不信教群体或个人——个人基

本情况、是否参与宗教节日活动、遇及突发事件是否会求助于宗教

等。另外，本研究调查过程中采用了非结构式访谈与结构式访谈并

用、但以非结构式访谈为主的访谈方式，收集了第一手资料，最后

对所得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形成本文的案例依据，旨在以甘肃省陇

南市五县一区的宗教发展情况为例，厘清当前中国西北地区农村宗

教信仰的发展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并对其背后匿伏的原因做进一步

地阐释与分析。

图 1：甘肃省陇南市行政分布图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4

4 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7%E5%8D%97/356013?fro
mtitle=%E7%94%98%E8%82%83%E7%9C%81%E9%99%87%E5%8D%97%E5%
B8%82&fromid=10039094&fr=aladdin



37徐燕、艾沙江·艾买提 中国西北地区农村宗教信仰发展现状研究

具体而言，本次调查在陇南市五县一区中所选择的主要佛、道

教场所包括礼县赤土山长生观、礼县盐官镇官寺、西和石堡的法镜

寺、西和县白雀寺、成县泰山庙和南禅寺、徽县泰山庙，以及武都

坞金寺、祥云寺等；所选的民间信仰场所为各村的方神庙、城隍

庙、龙王庙、关帝庙等。此外，笔者还对宕昌县城关镇鹿仁村的苯

教信仰情况进行了考察。调研发现，陇南市五县一区的苯教／民间

信仰多多少少与佛／道教有关——没有宗教场所的民间信仰，相关

仪式往往在佛道教宗教场所附近进行。例如西和县每年七月十五，

民众都会为亡故未满三年的亲人做祉，地点就选在法镜寺沿途；而

有宗教场所的民间信仰（如：关帝信仰、方神信仰等），在攒神、

过会时，仪式中往往蕴涵着佛 / 道教的一些文化因子，甚至一些苯

／佛／道教宗教场所本身就同时供奉着苯／佛／道／民间信仰的

神，可谓“四家汇流”；又如，新坪村苯教的一幅唐卡文字转译图

中，融合了苯教、藏传佛教、道教文化的思想，既有苯教“天上、

地上、地下”三界的思想体系，也有道教的“五方五帝”与“十大

阎君”，还有藏传佛教的“三大古佛”。可以说，这种“多元一

体”的复合型宗教信仰体系，体现出当地藏民在宗教信仰上多元化

的趋向。

图 2：新坪村苯教的唐卡文字转译图

资料来源：《宕昌民族研究》5 一书

上述复合型宗教信仰体系，在中国西北地区属于较为普遍的现

象。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西北地区宗教文化历史悠久、各民

族互动交往频繁、多元文化和合共生，因而这里成为不同时期新旧

5 杨海帆：《宕昌民族研究》，宕昌：宕昌县志办公室，2006年，第 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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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层层叠加的“沉积地带”6，佛／道／苯教／民间信仰之间彼

此嫁接，互相融合，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信仰体系。

二、佛／道／苯教／民间信仰场所的浓厚本土特色

调研中的佛／道／苯教／民间信仰场所各有特点，但就其发展

现状而言，呈现出以下共同点，表现出了浓厚的本土特色：

（一）场所建制方面

1.历史沿革
宗教场所往往是特定历史与社会的产物，在这个空间内，充满

着灵性与秩序、信仰与仪式等多种文化形貌，也渗透着自上而下的

治理术和权力关系。在不同主体间的互动与共谋中，在各利益主体

建构自身合理性的过程中，宗教场所被制造为拥有着多重文化政治

议题的复杂空间形态。

本次调研的陇南市五县一区均有泰山庙，多建于明代。自上古

时期起，就有先民对山岳的崇拜。先秦时期，泰山文化更是与礼法

相结合，象征着帝国王权。到了秦汉大一统时期，“五岳祭祀”成

为固定制度，并伴随有泰山庙等宗教建筑的出现。由此，名山大川

成为象征王朝正统性的文化符号。泰山俨然成为有着王朝标识的特

殊地理坐标，成为护佑帝国王朝国泰民安的保护神。明清时期，泰

山庙作为“小祀”，在泰山大帝圣诞日、祈祷雨雪或告灾中，朝廷

都需遣官致祭，并有着严格的程序、陈设等方面的规定。其时，泰

山庙成为拥有国家正统地位的祭祀性场所，神职人员履行祈福禳灾

的宗教性责任，可按时领取俸禄。

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中国吸收了西方“制度宗教”的运作模

式，以“宗教场所”为特定活动空间，对固化的“宗教团体”进行

有效管理。建国初期，对宗教活动多有抑制。20 世纪 50 年代，为

配合国家对宗教事物的管理，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各大宗教协会

组织。文化运动期间，泰山庙内所供神像被毁坏，宗教建筑物因当

时被机关单位占用而免遭破坏。自帝国王朝时期就建构起来的信仰

6 李星星：《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中华文化论
坛》，2005年第 3期，第 124-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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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以“迷信”之名被全盘否定。20 世纪 80 年代落实宗教政策，

开始在有限定的条件下恢复重建，此时泰山庙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话语中逐步脱敏，宗教活动场所开始进行法人管理，由各级宗教协

会担任法人。由此，宗教组织实现了部分自治，宗教活动在行政机

构与宗教组织的协调管理下有效开展。同时，一些宗教组织通过开

展慈善活动，实现了社会参与。

2.地理位置
从宗教场所的地理位置来看，民间信仰若有庙宇，常建于村落

的制高点或人口较为密集的地方。佛／道教由于其很强的出世性，

一般远离闹市，隐藏于青山绿水之间（当然，也有部分寺庙宫观在

恢复重建时，被政府批址于公众活动区域，但为数不多）。这部分

寺庙宫观因其素雅恬静的氛围、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特色的

建筑风格等，大多被当地政府开发为旅游景区。远离闹市的寺庙宫

观倘若未被开发成旅游景区，则其地理位置会影响到信众多寡与香

火情况——调研发现，信众多寡不仅与寺庙佛神的“灵验”程度有

关，也受到季节、交通等条件的影响。这与人们随着生活条件的改

善，对“舒适”程度的要求日益增加不无关系。

（成县灵官庙小道长）“我师傅一直在八仙洞修行，

他以前跟着他的师傅，到处云游，到处学习文化知识。他

在的那个八仙洞山很高，路不好走，基本上没什么人上

去。交通好的地方还可以。”

（成县出租司机）“我们这地方山大沟深的，一到冬

天很多路就结冰没法通了。寺院道观那些的，多半建在高

山上，不好上去，所以不是初一十五、不过会，秋冬季节

很少有人去。”

相比之下，处于旅游景区或公共活动场所的寺庙，香火更旺。

一方面，一旦被开发成旅游景区或公共活动场所，交通条件是有保

障的；另一方面，游客／活动者的本意虽是游山玩水等与拜佛无关

的项目，但是碰到寺庙还是会进去拜拜，“不管信不信，既然到

了，进去拜拜总是好的。”抱着这种想法的人还是很多的。这种对

神不虔信也不仰望，但依旧希望在未知的事情上神灵能够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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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持一把的人在“香客”中是占很大比重的。比如，被称为东岳

庙的徽县泰山庙，因为处在古柏苍松之间——据《徽县泰山庙简

介》载，该庙占地面积 6,000 多平方米，建筑面积 1,500 平方米，

全庙现有百年古松一棵，松树二百余棵，大柏树四百余棵，小柏树

一千二百余棵，银杏和沙树一百余棵。所以，每到夏季，这里便是

避暑胜地，附近地区的游客纷纷踏至，香火也会更旺一些。

（西和县宗教局局长）“一个地区的宗教兴盛程度是

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有很大关系的，经济发达的地方、

流动人口多的地方、宗教场所设置为景点的地方兴盛。”

据统计，中国一般比较著名旅游景区中，宗教名胜占了 55%
以上。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世界遗产名录》中，宗教名胜

甚至占了 90%，宗教场所蕴含的旅游资源可见一斑。将宗教场所开

发为旅游景区，这一方面降低了宗教场所的“神圣性”，另一方面

其实也是顺应“宗教世俗化”发展趋势的一种尝试——面对开放、

自由的“宗教市场”，各大宗教需靠自身“看家本领”( 主要是思

想、信仰资源，也不乏“品牌效应”因素）公平竞争。而这种将传

统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即，把传统信仰“嫁接”、“移植”

到现代化的土壤上，发展旅游业的方式，既不失其根本宗旨，又能

适应当代人的心理需要，或许更符合如今的宗教信仰状况。

旅游景区可以为寺庙提供更便利的交通、更多的外地香客，而

寺庙也可能为旅游景区吸引更多的游客，二者之间，相得益彰。例

如，位于成县的灵官庙，原址在二栈道湾的石窟内，1974 年因为

凿隧道原址损毁，由李春荣主持迁移至如今的地方，当时只建一小

寮供神栖身，孙世禄等信徒费心说服沿河两岸的善士筹措资金，历

时十年，兴建了老君殿、双圣宫等，并修筑了上山的台阶。由于灵

官庙与杜甫祠堂相隔很近，所以灵官庙吸引来的香客，确给杜公祠

景上添彩。

3.建设资金来源
在中共中央 [1982]19 号文件、国务院 [1981]178 号文件、中央

办公厅 [1985]59 号文件、中共中央 [1991]16 号文件及国务院 1994
年 1 月 31 日发布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中，都有关于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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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产由宗教团体或宗教组织管理使用的相关规定，同中国《民法

通则》第 77 条关于“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

护”的规定相配套、相衔接，表明国家在法律上对“寺庙为社会公

有”的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承认了宗教团体和组织对寺院

财产拥有使用权或所有权，从而确立了寺庙宫观产权的法律地位。

调研中了解到，除遭遇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会得到国家的补助

外，几乎所有的宗教场所扩建重修所需资金均来自寺产，主要靠信

徒布施。“以寺养寺”成为当前寺庙宫观的主要维持方式。

（徽县南禅寺住持）“南禅寺修建资金主要来源于民

间布施，寺院除了香火收入，别无其他，修殿的花费基本

都靠香火钱。”

（成县泰山庙庙管）“这里 3月 28庙会时人特别
多，平常也有人来这里问事，求财的、求学的、求平安

的……求什么的都有，修缮庙宇的钱基本靠香火钱。”

（宕昌县祥云寺住持）“现在都是要求以寺养寺，地

方政府一个月会给我们几百元的补助。我们这些人一般花

不了多少钱，一套衣服能穿好几年。”

调研中对当地宗教局的一些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他们对以寺

养寺的大致解释为：80 年代宗教场所恢复重建以后，出现了很多

“大兴土木”的现象，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现象，也为了人们能把

辛苦赚到的钱“物尽其用”，所以对宗教实行“独立、自主、自

办”的原则。

4.殿堂布局
依据调查设计，笔者拟按建制规模大、香火收入多、信众多为

标准，在陇南市五县一区就每种宗教至少选择 1 个活动场所。结果

发现，很难将佛、道、方神的宗教场所区分开，除徽县南禅寺是纯

粹的佛教场所外，其他寺（庙）几乎都是佛／道一体或佛／道／方

神一体的场所。例如，成县灵官庙既供奉山神、土地神、鲁班和比

干财神，也供奉王灵官、药王孙思邈和太上老君，兼有道／方神汇

流的特点。又如，石堡法镜寺，整座山自上而下共有三处寺庙：山

顶建有一处，共三间，西面供奉三巧娘娘，东面供奉黑虎张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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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供奉无量祖师爷；山腰建有一处，共两间，西侧为地师庙，东侧

为无量祖师度化之地；山底建有一处，当地人称方神庙，供奉地方

神，亦兼有道／方神汇流的特点；再如，西和白雀寺，共四院，第

一院正殿为真武祖师殿，东侧为文昌殿，西侧为财神爷殿。第二院

正殿为香山菩萨殿，东西两侧分别供奉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第三

院正殿为三清殿，东西两侧分别为娘娘殿和灵宫殿。第四院正殿为

大雄宝殿，东侧分别为达摩祖师殿和火神殿，西侧分别为三宫殿和

地藏殿，兼有释 / 道汇流的特点。

图 3：西和白雀寺手绘布局图

资料来源：西和白雀寺内拍摄

图 4：白雀寺神灵供奉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实地调研情况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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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一些寺庙的功德碑上亦有体现。比如白雀寺三清殿

处“万民功德”牌匾显示，功德主包括香山寺道协会（西和县西南

约 40 公里）、金龙山寺佛协会（天水市）、圆通寺（甘谷县）、

长道圣泉寺（西和长道镇）、天水云雾山、西峪护国寺、陕西省兴

平县佛协会（咸阳）等约 17 个佛、道协会或单位。捐功德者，佛

道皆有，从中也可以窥探到释／道汇流的特点。

另外，在《成县县志》中也发现了有关宗教场所释／道汇流的

相关记载：“1981 年后，破坏之佛寺渐获修葺，礼佛之信徒乃还

其本心。凡修葺之寺院，释、老共居一室，佛寺而有道，道观亦供

佛，寺观混为一体。”7 从中可以窥探到，陇南地区各种文化之间

交往、交流、交融的局势。

对于这一现象，官方也有同样的认识：

（徽县宗教局局长）“佛道一体、道教和民间信仰互

相混合的现象在这边是非常普遍的，彼此交融，比如佛教

的观音菩萨在道教中称作慈航道人，关羽在道教中被视为

关圣帝君，在民间也被视为武财神，在一些佛教寺院中，

关羽也被视为佛教护法神。”

至于苯教的宗教信仰场所，由于陇南市信奉苯教的地区主要为

宕昌县的新城子藏族乡新坪村、城关镇鹿仁村和阴平村，而其中

深居官鹅沟沟底的城关镇鹿仁村因打造官鹅沟国家 AAAA 级风景

区，其村民经历着较新坪村、阴平村更大的社会变革和结构性转

换，更具典型性。因此，笔者将考察苯教的田野点定在了城关镇鹿

仁村。鹿仁村藏族信仰的苯教是司巴苯教，在当地被称为“苯苯

教”，其所供奉的主要神灵为“凤凰山神”，这与大多信仰苯教之

地主奉神祇为“大鹏鸟”不同。那么苯教神灵“大鹏鸟”在宕昌苯

教信仰中何以被异名化为“凤凰山神”？笔者认为，这与当地的

“移民历史”有关——宕昌自周以来为羌地，羌人有“杀牛羊以祭

天”的风俗，8 这种风俗体现的是古羌人对“天”的崇拜与信仰。

7 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成县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835-836页。

8 [北齐 ]魏收：《魏书》，长春∶吉林出版社，1995年，第 1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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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吐蕃的逐渐强大和东迁，唐肃宗至德元年宕昌陷于吐蕃，当地

羌族一部分向四川等地迁徙，一部分被吐蕃融合形成藏族。9 有学

者指出：“宕昌羌与藏族先民十八种姓之‘董氏族’有着密切的联

系。宕昌羌自并入吐蕃之后，当地羌民文化特征迅速与吐蕃人文

化合而为一，形成今天宕昌藏族丰富的文化内涵。”10 宕昌羌人藏

化以后，文化上逐渐融入藏族，由“天神”崇拜进一步发展为苯教

信仰。元明时期，为减少民族摩擦，朝廷从四川等地迁大批汉族样

民（顺民）至此，11 对当地民众进行“文化教化”。随着汉族“样

民”的不断增多，汉族人的一些信仰观念也逐步渗透到宕昌藏人

中。由此，汉族的祥瑞“凤凰”很可能被宕昌藏人借用，嫁接到其

苯教信仰中，进而产生了“凤凰山神”崇拜。

除苯教外，鹿仁的藏族家家户户神案上还供奉着龙王神，每年

从农历七月十三至十六的“七月会”便是祭祀龙王神的盛会。七月

十三为“正会”，所有龙王神汇集宕昌县城的民生广场。期间，请

来外地戏班子，为龙王神唱三天大戏，既娱神又娱人。十里八乡的

人都来看会，届时还有服装展销会、物资交流会等集市，这是民间

秋收后的热闹集会，汉藏群众都会参与其中。在鹿仁，家家户户供

奉的龙王神是“常爷”，即常遇春。对于鹿仁村民而言，作为藏族

原生宗教的苯教是其最重要的信仰，凤凰山神在当地人的信仰体系

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天、地、日、月、星辰、雷电、冰雹、山

川、土石、禽兽等万物均视为凤凰山神的将官。当地苯教巫师苯苯

子所做的仪轨、唱诵和舞蹈亦都与凤凰山神相关；而龙王神信仰则

明显受到当地汉族民间信仰的影响，是文化传播、嫁接的产物，体

现着当地藏汉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鹿仁村村民）“我们村的人基本上都供‘常爷’，

‘常爷’就是常遇春，个别几个人家里供的是赤沙龙王和

张爷等其他龙王神。”

9 宕昌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宕昌县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16页。

10 杨士宏：《安木多东部藏族历史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 29页。

11 宕昌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宕昌县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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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职人员

1.个人培训情况
所调研之处，神职人员与信众的素质普遍偏低，但与香火旺盛

与否无关。调研所及的民间信仰场所，几乎没有一个拥有神职人

员，往往只有 1-2 个当地民众公选出的庙管。佛教缺乏年轻的、高

素质的人才，现有的佛教学院教学水平还有待提高。正如访谈时南

禅寺住持所言：“现在的标准还不够高，一些学僧信仰淡薄，不重

视宗教课的学习和宗教修持，毕业后不愿意从事宗教职业。”道教

方面缺乏合格、适用的人才，道观出现“十之八九无道士”的现

象。阴阳盛行，参与民间丧葬等活动频繁，但收入不高，需要搞副

业来糊口。比如，徽县泰山庙的庙管，自诩为道长，但其实是个阴

阳。而他自己又认为道长和阴阳之间有很大差异——道长要出家，

阴阳不用出家，所以他对于道教神职人员的认识是没法自圆其说

的。他没有拜过师，宗教知识全凭自学，主要是看《道德经》，所

以他的宗教知识储备很有限。但据当地人说，泰山庙的泰山爷很灵

验，所以泰山庙的香火一直很好。

（徽县泰山庙庙管）“道长只有一个，就是我。我是

本地人，姓韩。我没上过什么学，就是按照宗教信仰走

的，也没有拜师学过。这里没有出家人，也不做法事，我

就是个阴阳，阴阳就是有什么事禳解一下。道士念经这

个，我们这里没有，徽县人对念经不太信，信的是阴阳，

我就是阴阳。阴阳和道士不是一回事，道士是出家的，跟

和尚一个道理，是守山看庙的，阴阳是没出家的。我不会

念经文，主要看《道德经》，《易经》我不看，八卦在

《道德经》里面都有，道德经包罗万象。泰山庙在徽县很

有名，很灵的，所以香火很旺。”

（徽县南禅寺住持）“我是从小在广东出家的，因为

信仰。但是现在出家人里面有信仰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多

人可能是奔着寺院的物质而来的。因为信仰佛教的人多，

每年过会什么的香火都挺好的。近几年宗教上也比较乱，

国家的制度以及我们自己的戒律方面把控的还不够严格，

比如说出家人的门坎有点太低。我们 20年前出家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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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就比较低，现在虽然有标准，但标准仍旧不够高。标准

越高，出家人就会越少，但不至于断层，必须得精，不能

一味地求多。佛教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神职人员太多，但 
不精。”

（礼县赤土山长生观道长）“观里负责的人就我和一

个在家居士，我是出家人。平时做仪式就我们两个人弄，

他帮我。礼县附近有道教协会的地方，一个是大香山，一

个是这儿，还有一个是翠峰寺。我们接受培训，培训合格

后，协会根据观里人多人少调配我们。” 
（成县灵官庙小道长）“我在青城山上的神学院，我

们那会的上学标准是：有年龄限制，40岁以下都可以。
要认个师傅，由师傅向道协进行推荐，道协同意后，再推

荐给宗教部门，然后参加考试，考一些道教的文化知识。

人数不多的话，考的都能上，但是北京和武当山道教学院

就比较严格。如果不是报考北京那些地方的，基本上考了

的都能上。考试通过后进入神学院，以前三年，现在改成

四年制了。像徽县这边，道观里面基本没有道士，他们信

奉阴阳先生，佛道经文一起念。”

（武都坞金寺住持）“有些寺院里面，建一座大佛，

花几十亿，劳民伤财，几十亿能干多少事情呐？！也包

括佛教的商业化，太严重了，有些寺院一炷香有 688、
6800、68000，这不就是瞎搞吗？这样搞下去，众生平等
从什么地方体现呢？”

（徽县宗教局局长）“现在很多宗教神职人员素质是

比较低的，上过神学院的没多少，就是上过，对于国家的

政策法规了解的也不够透彻。……徽县香火最旺的是火焰

山，但是跟火焰山的出家人没关系，传说火焰山的王灵官

有求必应，特别灵验，所以去求的人很多。”

2.收入情况
调研发现，佛／道教神职人员及民间信仰庙管的日常开销主要

由寺庙宫观的香火收入等供应，部分登记在册的神职人员每月会

有 150 元的国家补助，但也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由于各个寺庙

的香火收入差距很大，所以神职人员的收入水平差距也很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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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情况下，佛／道教宗教场所会有外地香客敬香布施，香火会相对

旺一些。比如，据徽县《泰山庙二〇一八年会期各殿香钱收入公布

表》所示，仅会期农历三月二十六至三月二十九日四天期间，泰山

庙 17 个殿共计布施收入 289,015 元，加其他管理费、援薄款、恭

贺款等共计 298,525 元之多。

图 5：徽县泰山庙祖师殿香钱收入公布表一隅

资料来源：笔者在徽县泰山庙内拍摄

又如，从成县泰山庙的两大殿前布施记录薄中所记载的数据

分析可推测其布施收入一年至少在 15,000-20,000 以上，其中农历 3
月 28 日泰山庙庙会前后几天的布施收入几乎占到全年布施收入的

一半。

图 6：成县泰山庙布施记录簿一隅

资料来源：笔者在成县泰山庙内拍摄

但是，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又无通真达灵之人的寺庙宫观，

香客相对而言会少很多，神职人员往往也未登记注册，无法获得国

家的补助，收入非常有限。鉴于各大寺庙宫观的香火收入差距之

大，神职人员／庙管的生活开支也会根据香火情况而有所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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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土山长生观道长）“我的收入主要靠香火钱，国

家每月还补助给我们几百元，够用了。我是出家人，不可

能出去给人打工，也不贪钱。平时就买日用品花些钱，再

也没地方花钱。我一天吃两顿饭，早晨烫点豆奶粉，晚上

煮点面吃，都是我自己做，我 18岁就会做饭了。我的钱
只是我用，我用就无罪，给家里人用就有罪，因为出家人

不该管家。”

（坞金寺寺住持）“我们没有工资，但地方政府一个

月会给几百元补助。我们出家人一般花不了多少钱，像我

这一套衣服能穿好几年，只要不破、干净就可以。”

（南禅寺住持）“社会上对我们不了解，说有些出家

人开车、拿苹果手机……但凭什么你们能拥有的，我们就

不能拥有？他们认为出家人就应该一天吃最差的、穿最差

的，但是社会在进步，我们也应该进步，整个社会在思想

上都要进步。”

而民间信仰／苯教场所因其“一方神灵养一方人”的专一性，

通常前往的信众都是当地民众，因而香火相对较少。苯教巫师苯苯

子的收入主要靠做法会、到乡民家中做禳解仪式等，这些收入很难

养家糊口，因此很多苯苯子都有副业，比如养殖、种植或者做小本

生意等。

格尔茨言：“在宗教信仰和实际中，一个群体的气质被认为是

合理的，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其在观念上适应了世界观所

描述的事物的实际情况，而世界观具有情感上的说服力，因为它被

看成是事情的实际情况的意象，它特别安排为适合这样一种生活方

式。”12 神职人员是连结神界与人间的中介，可以被视为神性与人

性的统一体。因其所秉持的信仰观念、哲学伦理及行动逻辑等特殊

文化因子，他们成为特殊类型的人。但无论他们秉持着何等坚贞的

信仰，他们毕竟来自尘世，尘世间的缤纷色彩可能会让他们内心对

自我的选择及认同产生某种危机——当其所处的传统社区被更大的

中国现代化发展语境所席卷，从而不得不面对物质生活日益丰富、

12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
年，第 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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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活日益充盈、宗教信仰方式日益个性化与多元化的“社会事

实”时，有不少在传统社会充满优越感的宗教职业者会陷入自我怀

疑，内心充满不确定性。这或许是当下部分宗教信仰的神职人员传

承几乎出现断层的原因之一。

3.功德修为
调研中了解到，宗教神职人员／庙管在当地所做的慈善事业，

能够增强其自身的克里斯玛（Charisma）光环，从而直接影响到民

众对该宗教的信仰情况。比如，在武都坞金寺做调研时，当地民众

谈及，2015 年之前当地没有硬化的公路，是一条很窄的土路，逢

雨雪天气泥泞不堪。后来，坞金寺住持向当地政府申请了项目，为

当地民众硬化了道路。这件事情使得当地民众对坞金寺住持非常敬

重，也对佛教非常虔信。后来寺院扩建时，交通还没有现在这么便

利，大家都自发将建材从山下背到山顶来建寺，美其名曰“修功

德”；再如，徽县南禅寺住持，因为文化程度比较高，逢年过节常

为当地民众写赠对联，平时义务性地为当地留守儿童辅导作业，深

得当地民众的敬仰。所以，住持虽然年轻，只有 30 来岁，但在当

地很有威信。这也进一步促使村民逢会逢节到寺院敬香拜佛，“哪

怕是不信，也要来给住持撑撑面子”
13；又如，宕昌县祥云寺观音

殿院门前的捐资铺路纪念碑有载：

（正面）开山和尚率众弟子捐资铺路纪念二○一一年

新春立

绕山古道私人侵盗几经变卖人冤神嚎灾难降临石飞山

摇‘记九四年秋曾发生山崩落石，伤人毁房的恶性灾害’

悲愿筑路利民护庙

（背面）义工及捐资者芳名，共 52名

发生山崩地质灾害后，寺院僧人带部分善士筑路护民，这种慈

善事业能够激发民众对寺院僧人的敬仰，信众人数也会因此有所 
增加。

13 访谈对象：徽县南禅寺附近居民张 XX，女，61岁；访谈时间：2019年 
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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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神职人员的传承问题
佛道教神职人员与其原生家庭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有社会关系的

结构性互动。一方面，佛道教对于神圣与世俗有着二元区隔，“出

家”意味着脱离世俗家庭成为神圣的佛僧，其神圣性凌驾于世俗家

庭之上；另一方面，神职人员与其原生家庭之间依旧因为血缘保持

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寺庙与神职人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最基本的

社会关系，那么神职人员与其原生家庭之间的关系则是一种家庭结

构关系的另类投射。调研发现，佛道教神职人员出家的动因，要么

出自个人兴趣及某种神启，要么从小受到家人的影响和启蒙。在与

家人的互动方面，宗教职业者若是固定待在某个宗教场所，则一般

不会主动回家联络亲人，其家人会前往寺庙道观看望；若是处在云

游状态，则一般会抽时间回家探望亲人。至于民间信仰，调研所及

民间信仰场所均无神职人员，而庙管就是当地民众公选的一个负责

人而已，并未脱离世俗家庭及生活，故与本论点无关，暂不论及。

（赤土山长生观道长）“我是宕昌县人，来这儿 20
多年了，因为上辈子的原因，我这辈子必须出家。我的前

世在四川峨眉山，前世专注修炼，不与人打交道，这辈子

到这儿来，为国为民祈福来的……我平时不回家，家里人

会过来看我。”

（成县灵官庙小道长）“我 24岁，兰州人，我是从
小受到堂哥的影响，所以对道教知识比较感兴趣。……我

现在还不想驻在哪个观里，我想趁年轻多看看、多走走，

我们管这叫‘云游’……我每次经过兰州的时候，就回家

看看我爸妈。”

汉传佛教／道教的神职人员与藏传佛教的喇嘛相比，对其所在

社区、原生家庭、晚辈的影响力都要小很多——喇嘛在藏区社会结

构中享有重要的声望和地位，其在原生家庭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

色，往往充当意见领袖，家中大小事皆会询问其意见。同时，其原

生家庭会因为家中出了个喇嘛而在村庄中享有比普通家庭更多的荣

耀和尊重。“当喇嘛”这条路被藏区人看作是一个较好的生活选

择，因而喇嘛会真切地希望自己至亲的晚辈中有人能够承继于此。

恰如朱文惠在自己的研究中所观察到的：“喇嘛的原生家庭对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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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支持是持久不变的，从决定送男孩出家的那一刻开始，家庭成

员即已下定决心投入一辈子无怨无悔的付出。入寺剃度的关键多半

由父母亲做主，目的为培养叔、舅亲戚老僧的接班人，或是从小健

康欠佳、算命打卦的结果。”14 而调研发现，汉传佛教／道教的神

职人员几乎不会因其“出家人”的身份，为其原生家庭赢得更多

的荣耀和尊重。坞金寺住持为当地修路、南禅寺住持为留守儿童

辅导作业……这些个人作为，只能增强神职人员本人的克里斯玛

（Charisma）光环，但不会延伸至其原生家庭。而且，汉传佛教／

道教的神职人员在其社会结构中享有的声望地位与喇嘛在藏区享有

的敬仰尊重，几乎不可同日而语。或许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汉

传佛教／道教的神职人员并未被当地人们视为一种比较好的生活选

择——甚至包括信徒在内，也只是因神职人员是连接神与人的中介

而对其尊重，但并未将此职业视为一种好的生活选择。因此，所调

研的五县一区中，几乎没有哪个汉传佛教／道教的神职人员真切地

希望自己至亲的晚辈中有人能够承继于此——这或许与汉传佛教／

道教的神职人员日益走向边缘化有一定的关系。

（徽县泰山庙的庙管）“这里的香火在徽县来说是最

旺的，传承人以后就少了。因为对这感兴趣的人不多，慢

慢的，有本事的人就少了。我的儿子就没有跟我，学的厨

子，干我的老本行现在赚不了几个钱。不过阴阳事业传承

这个事情我倒不担心，到什么时候都断不了，我儿子不

学，自然有感兴趣的人学哩！这就跟念书的一样，有些人

爱念，有些人不爱念，失传不了，这个不学，那个学。我

现在就有两三个徒弟，传承断不了的。”

（徽县宗教局局长）“神职人员短缺明显，培育传承

上已经出现了断层，原因在于：一，年轻人的信仰淡薄；

二，神职人员收入低微；三，神职人员要求高，往往需要

苦修，少有人能愿意承受。”

经过调研，笔者也发现，很多寺院道观都没有神职人员，一般

14 朱文惠：《佛教寺院与农牧村落共生关系中国西南藏族社区研究》，台
北：唐山出版社，2002年，第 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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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家居士、信徒、庙管等负责。总之，在现代化与少子化的境遇

下，宗教神职人员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能否拥有婚姻生活等都

会影响到其职业传承。

相较于汉传佛教／道教的神职人员，苯教神职人员的传承显

得更加艰难。以宕昌县城关镇鹿仁村为例，该村有 4 个村民小组，

170 多户，800 多人，其中藏族占 80% 以上，日常交流使用藏语，

但绝大部分人会说不会写藏语——对于这件事情，笔者在访谈中了

解到，当地有所藏族小学，但是老师都是汉族老师，不会说藏语，

更不会写。所以，孩子们是在与家人的互动中学会说藏语的，但由

于家人不会写，孩子们也就不会书写藏语了。调研期间，笔者有幸

见到了鹿仁村的苯苯子赵四爷，据赵四爷讲，鹿仁村至今还保留着

五部苯教经文，均属十四世纪的经文，在全国都比较少见。15 这些

苯教经文，都是老苯苯自己裱经文纸页纸，然后一代代传下来的。

苯教经文的文字形同藏文，但用现代藏文相对照又有许多的不同

处，可能是古藏文文字。关于宕昌苯教经文文字的来源，《岷州

志》有记载：“西番人的字得之乌斯藏经卷中，八思巴遗式也，得

其形也。番字谓之依克，有草书者，谓之依克查奇。国书直行右

上；各回部皆横行右向，惟回部的恒都司坦横行向左，番书横行

右向，与众回部同。”16 但是，吸纳了八思巴经文文字而形成的番

字，在番人区推行并不广泛，只在极少数苯教传人手中使用，而且

也只记住了与经文有关的文字书写法和一字几音的读法，并不理解

意思是什么，也无法用汉语进行对译，所以番字无法广泛推行，成

为苯苯子之间的“职业隐语”。

（官鹅沟鹿仁村苯苯子赵四爷）“鹿仁和阴坪以前都

有苯苯子，但现在鹿仁只有我一个苯苯子，阴坪已经没有

苯苯子了。”

据了解，退耕还林之前，鹿仁村村民基本上靠种地、养牲畜为

生。但是退耕还林以后，生计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乎没有人

15 访谈对象：宕昌县城关镇鹿仁村居民赵 XX，男，72岁；访谈时间：2019
年 1月 20日。

16 杨海帆：《宕昌民族研究》，宕昌：宕昌县志办公室，2006年，第 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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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事耕种养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外出半径不远的城镇打工，

留在村子里的几乎都是自嘲为“老弱病残”的人。而苯教信仰其实

与当地生计方式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过去人们主要以耕种养殖

为生时，苯教祭山神、祭水神仪式频繁，参与者众多：村民为祈求

风调雨顺、保五谷丰登，在每年农历三月祭祀求青苗出土，四月祭

祀求雨水充足，五月祭祀求防雹减灾，六月祭祀求颗粒入仓，九月

祭祀答谢凤凰山神护佑。祭祀当日，由苯苯子带领群众到供奉有凤

凰山神的祭祀台进行祭祀。苯苯子念诵经文，村民上香跪拜，宰杀

鸡羊等供品，祈求一年全家老小平安、五谷丰登。仪式能持续整整

一天。但是，随着生计方式的转变，苯教信仰也发生了流变——曾

经伴随着生产节奏一年举办好几次的山神、水神祭拜仪式，如今因

为耕种养殖方式的不再而日渐衰落。

近几年当地政府大力发展旅游业，开发打造官鹅沟国家 AAAA
级风景区，不少外地老板在此开起了农家乐，留在村里的人有一部

分在农家乐里打起了工。也有一部分租了政府的铺面，做着小生

意，赵四爷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开了一间烟酒副食的小店，但据说

生意并不好，因为冬天没人到这里来，夏天游客又都被观光车直接

接到风景区了，不会在他们这里停留。有时候忙碌一年，只够付铺

面一年 4,000 元的租金。

调研期间，地处风景区内的鹿仁村正在兴建碉楼等羌族风格的

景观。据施工人员说，这里正在被着力打造成“羌藏风情园”，预

计占地 4.5 万平方米。简介牌上写道：“羌藏风情园内主要景观和

设施有：300多年历史的苯教寺院 1座；占地 7,200平方米的苯教
传习所一座，内设讲经堂、陈列室、民俗舞台、五方图腾；另有文

化广场、休闲广场各一处，建有碉楼、大型浮雕、水景观、生态植

物园、廊亭等。”但是，这个藏族占 80% 的村子里，人们对于正

在打造的“羌藏风情园”并不认同。据赵四爷和另一位当地村民

讲，2018 年村上还有人直接把立的“羌”字推翻了，有不少人都

要求政府把“羌藏风情园”改为“藏族风情园”。“我们这是个藏

族乡，羌族的东西我们当然不认。”
17 但是，涉及到宗教信仰时，

附近村落的汉族、藏族都是可以前往敬奉苯教寺院的。由此观之，

17 访谈对象：宕昌县城关镇鹿仁村居民王 XX，男，65岁；访谈时间：2019
年 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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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民族认同上的“排他性”，宗教更具有包容性。

但是，即使具有“包容性”的宗教，在解释力日益下降、与人

们生活相关性日益减少时，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笔者调研之

时，由于天气渐冷，临近年关，不少年轻人回了村。但由于受到外

面“花花世界”的影响较大，“年轻人现在都喜欢喝酒、打牌，对

信仰的事情上心的很少了。”
18 访谈中，赵四爷提及，鹿仁只有他

这一个苯苯子，阴坪已经没有苯苯子了。政府给他申报了“非物质

文化遗产”，让他收些徒弟传承这一文化，但赵四爷说，现在信苯

教的人越来越少了，愿意学苯苯子的年轻人已经没有了，他收不到

徒弟。可以说，在调研涉及的所有宗教信仰中，信奉苯教的人数最

少，神职人员断层最为明显，后继乏人，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三）宗教活动方面

1.主要宗教节日及参与情况
佛道教寺院过会期间，庙会盛行，圣俗结合。调研发现，陇南

市五县一区的佛道教寺院常常会举办大型的宗教活动，这些宗教活

动或多或少伴随有民间庙会。期间，会请当地或外地的戏班子来唱

戏。届时，男女老少都会前往参加，人最多时，达上万人，需要交

警、消防等进行管控。例如，徽县泰山庙的大型宗教活动是每年农

历三月二十八的东岳圣诞日和三月二十的圣母娘娘圣诞日。在这两

次重大宗教节日期间，会伴随有盛大的庙会，期间会有唱秦腔、诵

经礼忏等活动，并张贴各类宣传标语，宣传党的各项惠民政策和宗

教法规，引导广大信教群众遵纪守法，爱国爱教，服务社会；又

如，春节或四月八佛诞日期间，西和县城乡都唱神戏（有些地方农

历九月也给方神唱愿戏），祈求神灵保佑一方安宁，人民安居乐

业。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县城里一般唱大戏，农村里一般唱皮

影戏或木偶戏，以祭谢神灵，娱乐百姓。县城唱戏地点多选在神庙

旁边，比如西和法镜寺附近每年都会有当地或陕西的戏班子来唱

戏。前去看戏的多为老人，年轻人喜欢逛街市。一般前往参加庙会

的人，也都会去庙里进香拜神、布施钱财。相传西和是早期秦人的

发祥地，所以剧目均为秦腔。通常较受大家欢迎的剧目包括《狸猫

18 访谈对象：宕昌县城关镇鹿仁村居民赵 XX，男，72岁；访谈时间：2019
年 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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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太子》《包公案》《竹林会》等。

（西和县木偶戏 /皮影戏传承人牛艺人）“我祖上没
有人唱戏的，我是从小感兴趣，所以跟着当地老艺人学

习，把他的那一套传下来了。但是我主业不是唱戏，我是

个木匠，唱戏纯属爱好。唱一本戏 400-500块钱，还得一
个戏班子分，靠这个能养活一家子吗？我没有固定的戏班

子，组织一台演出，需要什么角色，我就联系什么人，一

般都是联系我的徒弟或者附近会器物的人。我们都是现唱

现组的。一台戏工钱多能多得、多才多得。比如说，你既

会皮影或者木偶，也会拉个二胡，那你得的就多；你要是

就会个二胡，你得的就少。戏班子一般 7、8个人，主角
是我，旦、小生、丑都扮演，另外还有负责敲鼓、敲锣、

板胡、二胡等器物的人。我们主要就是给周边地区——像

礼县啊、西和啊这些地方‘唱庙会’（指庙会期间唱神

戏）。被邀请唱戏的时间主要分秋台会和春台会，春台会

在每年农历正月到二月份，秋台会是每年的七月份到十月

份。至于曲目，邀请方会提前与村民商量，决定曲目和剧

种。会首再和剧班沟通，决定工费和时间（唱几天）。春

台会和秋台会期间，我们都是‘随走随唱随休息’，谁来

邀请就连着唱，不请就就地休息。不管啥戏，全部都是秦

腔。一次唱完一本，一般 2-3小时。去年我参加过中央拍
摄的西和皮影戏节目，3天 1500的工钱，一天 500劳务
费，是顶替西和另一个老人的班。当时，中央给西和剧

团 2万块钱，让购买家当。我的家当以前都是现用现买，
两年前我在西安花两万多块钱买了唱木偶戏的一套完整家

当。我有两个女儿，都受我影响从小学了戏，现在都是皮

影和木偶的主要传承人。我现在领进门的徒弟有 8位，他
们也是爱好者，年龄有比我大的，也有比我小的。我一般

都是先教他们大戏，然后教他们皮影戏和木偶戏。现在西

和县苏合乡庞沟村、付家庄的扫米乡还有人演木偶戏，但

是皮影戏没人会了。这两个地方现在在筹划申请‘非物质

文化遗产’，我们这儿没人管，暂时看来还没有申报的打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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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西和县木偶戏传承人与他的木偶

 

资料来源：笔者在传承人家中拍摄

（徽县宗教局局长）“火焰山和泰山庙过会的时候就

有社戏，主持者一般是会长（或称社首），社戏演唱的戏

班有本地戏班，也有陕西戏班，唱得主要是秦腔。”

（西和县白雀寺守寺阿婆）“西和白雀寺初一、十五

开山门，香客一般有 200-300人。3月 28、4月 22过会
的时候香火很旺，平时很少有人给香钱，女人居多；7月
15的中元节，要一连做 3天法事，男女都来，求啥的都
有。” 
（礼县出租车司机）“3月 28接灶爷，过年耍社火

唱戏，别的信不信无所谓，这些是传统，得信。过年请戏

班子一般都是轮流选的队长给操办，每家每户按人头摊

钱，一般就是 8、9块钱。去的人挺多的，信不信神先不
说，热热闹闹地过节还是大部分人都想的吧！”

敬香拜神、逛街看戏……是很多人对庙会的美好印象。庙会在

陇南五县一区很盛行，是一场波及男女老少各个人群的节日狂欢。

由最初纯粹意义上的宗教活动，转变为融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为

一体的民俗活动，神圣与世俗的结合，亦是宗教日益具有社会性的

体现。而且，刻意遮蔽庙会的宗教属性，强调其民俗文化的层面，

有利于未全然脱敏的宗教组织在开展活动时免受政策与观念的干

扰。在定期举行的庙会上，除上香祈福外，逛街游玩、欣赏戏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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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也能使长期忙碌而疲惫的人们得到放松。由此，宗教意义上的精

神慰藉与世俗意义上的生命欢愉，成为庙会长盛不衰的奥秘所在。

“民俗”自新文化运动被建构以来，自身就具有着政治合法

性——无论是其产生伊始所蕴涵的民众智慧及知识分子关怀，抑或

是抗战时期透过民间文学、民间工艺形式所展现的劳动人民在文

化层面的创造性，无不凸显着其对民众文化生活中正能量的挖掘

和对民众智慧的重视肯定。尽管 20 世纪 50、60 年代，很多“民俗

活动”所涉及的思想、观念、情感、仪式等被官方意识形态划定为

“迷信”，但其根基性的信仰体系并未全然崩塌。待 20 世纪 80 年

代，“民俗”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合法性得到

承认，并逐渐在社会上达成共识。在此大背景下，涵盖于民俗文化

辐射范围内的寺庙宫观，作为民间信仰的物质载体，意义得到彰

显。调研地的寺庙宫观所举办的庙会、社戏等活动，内含民间信仰

的成分，但被定位为“民俗文化活动”，这体现了以文化建构信仰

的途径。可以说，一度失落的庙会借助“民俗”、“传统文化”等

官方致力打造的话语得以重生，形成一种国家治理、民众参与的酬

神娱人活动。通过将制度性的宗教信仰体系与木偶戏、皮影戏等民

间娱乐活动相结合，庙会已然渗透进地方社会文化再生产的过程

中，不仅突出了其社会文化层面的合理性，也为政府的管理和民众

的参与提供了便利渠道。

从“封建迷信活动”，到“民俗文化活动”，庙会经历了话语

表述上的价值转向。这条价值演进的脉络，亦是宗教活动在现实语

境中自我脱敏与正名的途径。通过强调自身所具有的传统文化因

素，强调自身在社会参与上的意义与价值，庙会借助话语体系规定

下的“合理”名义，为自身赢得了“正名化”的身份——这是一个

价值被建构、文化被制造且传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庙宇宫观

作为宗教活动与民俗活动的共同载体，逐渐被打造成糅合性的多元

文化空间。由此亦可看到，民间信仰具有“灵”的属性，是一种弥

散于生活气息中的“文化”，只有凭借佛道教中的某些仪式、场所

方可外显、表达出来。

2.主要传教方式
（1）传播途径中的“代际锁定效应”
孩子的社会化最早产生于家庭，因此，其宗教信仰的选择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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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受到父母的影响。换言之，佛／道／苯教／民间信仰的弹性相对

比较小，目前而言，仍具有“代际锁定效应”——一家人中只要开

始出现信徒，就会大大增加其他人信教的可能性。

（徽县南禅寺住持）“小孩来寺院的比较少，信徒现

在面临老龄化的趋势，即使这样也不会断层。如果要你们

常进寺院，你们也做不到，有些人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他

们没有那个时间。”

（徽县路遇的初一学生 A）“我过年回爷爷家的时
候，会跟着他们去寺院，但是平时不去，学习太忙了，而

且爸爸妈妈不去，我也就不去了。”

（徽县路遇的初一学生 B）“徽县有啥寺庙道观（重
复了一遍笔者的访谈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家里没人信

这个，我也不会去，有点害怕不敢进去。”

逢会过节期间，男女老少，无论是否信仰，都会随家人前往寺

院庙宇烧香拜佛，祈祷一年平安顺遂。这与其说是一种信仰，不如

说是一种对传统的家族式传承，是一种弥补世俗生活所缺失的仪式

感和敬畏感的行为。

（徽县宗教局局长）“徽县最大型的集会在火焰山

（嘉陵镇），集会期间约有上万人，火焰山信众除徽县当

地人与周边县域，以及陕西省临近县域的信众外，还有四

川、新疆的信众，这些信众多是来自于修建宝成铁路时的

职工及其后代。因为宝成铁路在火焰山附近修建，新疆、

四川等外地工人来这里务工的时候离家乡遥远，火焰山的

神灵成为他们寄托心绪之所在，也成为他们遇病遇灾时需

要禳解的首选。完工回乡后，这些职工及其后代仍然有不

少前来敬拜的，所以说，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家

族的延续性或代际的传承性。宗教就是这样的，往往父辈

信教，子辈会随从信仰，一定程度上是家庭环境的影响，

也存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于孝道的重视，这里面的因素

很繁杂，我也不可能一言概之。……火焰山也有社戏，主

持者一般是会长（或称社首），社戏演唱的戏班有本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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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也有陕西戏班，唱的主要是秦腔。”

（2）新兴电子设备逐渐用于佛道教知识的传播
进入新世纪，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宗教的传播速度和传

播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信教群众，尤其是年轻信教群众

利用互联网讨论宗教教义、分享宗教体验、参与宗教活动，而不信

教的群众也能通过互联网接触宗教信息，看到宗教关于人的道德教

化与心理调适的内容。由于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平等性、互动性与

随意性的特点，使得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宗教活动，打破了传统宗教

活动的局限性，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

（徽县南禅寺住持）“现在手机越来越普及，基本上

人手一个，微信的使用率也高，所以我们也会通过电子

设备传播佛教知识，但这会有严格的要求——不能谈论

政治，只能谈佛法，而且要杜绝邪教，这都是我们的职

责。”

（武都坞金寺住持）“除了电子设备的推广，还有就

是定期开办讲经活动，我们这里也有，但是比较少。我可

能更愿意推送一些公众号什么的，因为定期讲经很多人听

不懂，比较累，现在网络那么发达，他们需要的知识完全

可以从网络获取。”

（四）信教群众方面

对于某种宗教传统的信仰与人口学因素存在着相关关系，本次

调研发现，性别、年龄、阶层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宗教社会化、宗教

信仰和实践。

1.性别特征
调研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在信徒中占绝对数量，大部分信

徒为 35-60 岁的女性，这与农村社会经历着的巨大社会变革及结构

性转换不无关系——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陇

南市五县一区的不少农村男性涌入城市，为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

他们怀揣着外出打工多赚钱以缓解家中经济压力、提高家庭生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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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愿望，以子女的身心教育、自己的健康与安全、舒适的生活环

境等为代价，背井离乡，在大城市漂泊。不少人甚至面临着劳动强

度大、福利待遇差、工资拖欠久等问题的困扰。与此同时，农村地

区“386199”19 式的留守家庭越来越多，“空壳化”引发的留守妇

女身心健康问题、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留守老人养老问题等日益突

出。由于所调研地区大部分中青年男性外出打工，而老年男性信众

的数量远远少于女性信众（至于原因，还需进一步调研探究），因

而在为期三个多月的田野调查中，笔者所收集的男性信众相关资料

甚少。故本研究将主要对女性信众的年龄、阶层、信教原因等展开

分析。对于男性信众的分析不足是本研究的一大缺憾，笔者将在

之后更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中重点关注这一问题，对其进行补充性 
研究。

（1）中青年女性信教原因分析
在所调研的陇南市五县一区，每年有大量的中青年男性外出务

工，农村劳动的主力变成了中青年妇女，她们承担着赡养老人和抚

育孩子的主要义务。与以经济角色为主的男性相比，把家庭角色放

在中心位置的女性似乎具有更加强烈的宗教取向，或许是因为在宗

教生活和家庭之间历来就存在着一条紧密相连的纽带。中国传统社

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在当下的农村地区依旧盛

行。近年来，尽管随着现代化、工业化浪潮的席卷，有不少女性也

走出家门，外出打工，但与男性相比，女性依旧承担着更多的家庭

责任和义务。这与宗教信仰一直以来趋于女性化的走向是一致的。

（2）老年女性信教原因分析
对于老年妇女而言，年轻人外出打工，有的带着孩子一起进城

接受更好的教育，有的把孩子留下来交由其照看。每日拾掇完基本

的家务之后，这些老年妇女有孙子的还可以带带孙子（当然，如果

孙子开始上学，没怎么受过教育的奶奶就很难通过辅导作业等方式

与孙子建立良好的沟通了）。如果没有孙子，老年妇女的生活就有

19 “386199”，是指农村留守的妇女、儿童、老人特殊群体，“38”指
“三八”节，代指妇女；“61”指“六一”节，代指儿童；“99”指农历
九月九，既是重阳节，也是老人节，代指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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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索然无味了——年轻人外出打工，村上组织集体娱乐活动的机会

就少了，农村极其有限的文化娱乐活动并不能满足这些女性的休闲

需求，所以她们通过参与宗教活动，消磨时间，寻找精神寄托和现

实的解脱。

（徽县南禅寺住持）“佛教和道教的香客其实比较难

统计，香客的流动性比较大。长期来的香客基本上都是

五六十岁左右的女性。”

（成县居民，女，65岁）“我儿子、儿媳妇都在兰
州打工呢，我老头子以前在公安局工作呢，现在退了，我

们老两口就帮着儿子们照看娃娃。我主要就是接送娃娃、

给娃娃做饭，作业的事情我不懂，主要是他爷爷管。初

一十五的时候、过会的时候我都去庙里拜拜，给全家人求

个平安，香钱随心就行。我不去，家里再就没人去了，总

得有个给全家求平安的。”

2.年龄分布
从调研情况来看，参与宗教活动的成年信徒人数与其年龄之间

存在着一定的变化规律：18-29 岁左右的年轻人最少，这或许跟他

们担负着诸多的工作、学习责任，因而无法分身于宗教有关；之后

逐渐增加，在 60 岁左右达到顶点，这或许与他们的孩子离家外出

独立生活有关。又或者，反映了这部分信徒事业上的一种变化——

工作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再往后，人数有所下降，这可能是由于

老年人体力不支、无法参加教会活动而造成的。总之，参加宗教活

动的积极程度会随着一个人工作、学习、家庭等方面投入时间及精

力的变化而变化，也与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相关。

（1）老年
调研发现，参加宗教活动最频繁的是 50-60 岁的人。宗教对于

这部分人而言，或许是某种对社会边缘化的补偿——与传统社会的

情况截然相反，那个时候，年纪越大越有权威，家庭社会地位越

高。如今，对于农村社会的许多老年人来说，年龄大了就不再是家

里的主要劳动力了，除帮子女带孩子之外，力所能及去做的事情越

来越少，其“有用性”在下降，随之而来的是权威性地位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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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有工作的老人可能面临双重危机：一方面，遭遇家庭地位的下

降；另一方面，退休意味着从公共舞台退出，构成其过去生活的

“板块”少了一块，很容易产生孤独感和精神空虚。面对自身能

力、影响力在生活领域的全面收缩，这些老人需要通过从家庭、工

作以外的领域寻找替代物，来补上因自身逐渐被家庭社会“边缘

化”而造成的心理缺口。宗教便是这样一种有益尝试——通过信仰

宗教，这些老人能够排忧解闷，寻求社会交往，得到关心和理解，

获致新的身份认同，重构自我价值。或许，信仰宗教就代表了老年

人试图把以前对工作、家庭的关注转向一种全新的、建立在灵性成

长基础上的自我评估。当然，必须注意到的一点是：弹性退休制，

以及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会弱化和模糊宗教信仰与老年群体之间

的联系。

亲友去世和生活磨难是促使人们在各个生命阶段寻找信仰最为

普遍的原因，而衰老过程和亲友逝世在老年阶段发生得最为频繁，

这或许也是老年群体在信徒中占绝大部分的原因。老年信众往往更

多地表现出对彼岸世界的关注、对来世生活的信仰，这或许跟他

们更贴近死亡，在生命历程即将走向终点前需要做好心理建设有

关——随着身体的逐渐衰老，他们清醒认识到死亡的存在与不可回

避性。随着身边亲友的一个个逝世，他们会主动陷入对来世彼岸生

活的思考。同时，常见于晚年的慢性疾病毫无疑问会构成所谓的

“死亡标识”。调研中也了解到，在信徒中，有一半以上的都存在

或多或少的疾患，长年受病痛的折磨，当疾病得不到医院有效的医

治时，就只能寄托于宗教信仰来缓解，所以疾病折磨是这部分人信

教的原因之一。另外，个别老人在信教之后，还会对年轻时所作

的错事加以忏悔，按教义认真检点自己的言行，表现出对死后的 
祈盼。

（礼县长生观居士）“真正的修行就是规范自己的行

为，教你怎么做人，因为佛是由人修成的。我以前是开商

店的，自己攒了些钱，现在不跟家里要钱，就是想静心念

佛。我修的是净土宗，希望往生了能去西方极乐世界。”

（宕昌县祥云寺僧人）“以前我们这儿有两个尼姑，

现在一个去了四川，一个到处云游去了。我们这儿居士最

多的时候能有上千人，大部分都是女的，而且有好多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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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老师。”

（徽县宗教局局长）“宗教信众群体以 40-60岁的人
居多，有‘老龄化’的现象，因为：一，老人经历的事情

多，对人生和生活的体悟多，所碰见的常理无法解释的事

情也多，因而面对无法解释或解决的问题时会逐渐倾向于

从宗教中获得解释和解决（比如民间对于疾病、难事的禳

解活动）；二，宗教解决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人所经历

越多，对世界的理解越深则更容易思索此类问题，从而与

宗教达成共识。因而宗教信徒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越来

越多。”

（宕昌县祥云寺香客）“我这辈子有太多的不如意，

遇上过特别多不好的人、不好的事，但是信佛是我生命里

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2）中年
人们往往把中年阶段看作是一个不同于青少年的“认同危机”

时期，这些危机的导火线是生理上的改变和社会角色的转变。尽管

我们可以从医学角度部分地缓解这个“危机”，但信仰和宗教归属

也能够帮助中年人重新建构身份认同和角色地位。对于中年人，尤

其是这个年纪的女性而言，宗教归属具有如此强烈吸引力的原因，

很可能与其失去了以前一直伴随着她们的社会性别角色及生育能力

的自然下降有某种关系。

1965 年，美国心理学家埃利奥特·贾克斯在《国际心理学杂

志》上提出了“中年危机”一词。中年是生命从蓬勃到萎缩的过渡

时期，这个时期，人会面对很多“努力亦无果”的生命之无奈，也

会面对死亡终究不可逆转的悲凉。这种身不由己，可能会让一部分

中年人的自我认同感及生活信条趋于崩塌，从而引发其内心的恐慌

与焦灼——这便是通常意义上的“中年危机”。如此看来，中年危

机实际上源自于信仰危机——年轻时不羁放纵爱自由，相信努力一

定会有结果，亦或者因为“试错几率多”而只重过程，不重结果。

中年时，家庭和事业的双重压力使其不得不重视“结果”，但可能

现实总是差强人意；年轻时，认为死亡遥不可及，而中年开始随着

身体机能的下降不得不正视“死亡”这件事情……总之，中年需要

更大的情怀和信念来容纳生活中的种种无奈，并继续人生。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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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可能是解决中年危机的一条有益途径——通过信仰超自然的力

量来补给内心因无意义感造成的动力缺失，通过宗教所倡导的情怀

来找到生活的理由，通过“彼岸世界”的想象获致“向死而生”的

勇气。

（宕昌县祥云寺香客）“我老公跑长途运输的，经常

大半夜跑高速，我一晚上提心吊胆的。后来我朋友跟我

说，让我闲了到庙里拜拜，给我老公求个平安符。他戴上

之后，我再没有那么担心过，最起码晚上能睡着。”

（徽县某水果店老板）“等你们结婚了你们就知道，

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有多大。我两个娃娃，公公婆婆都

在世呢，我和我老公两个人开铺子挣钱，一家子也就是个

过得去。我们也再没别的盼头，就希望生意能好些，两个

娃娃能争气，以后有出息。过年过会我就到庙里上香，求

菩萨给我们给些财，让两个娃娃有出息。”

调研了解到，生活挫折是中年人走向宗教的强大动力。他们在

年轻时很少遭受太大挫折，有着“仗剑走天涯”的锐气和“依风飘

四海”的不羁。随着年龄增加，在生活中会不断积累挫折，遭遇失

业、失恋、重病、亲人逝世、家庭重担等等。有些挫折，自身无能

为力，却又不得不面对，就会引发内心的痛苦和失衡，因而容易寻

求宗教的慰藉。

（3）青年
在当下这个物质生活更为丰富的社会，对自我健康幸福的强

调、对意义的追随、对选择多样性的寻求成为独生子女一代在消

费、浏览媒体、挑选生活方式时的一个重要指标。对于这一代年轻

人而言，他们更多以自我为中心，对权威人物和制度充满怀疑与不

信任。这意味着，等级森严、到处充满条条框框的制度性宗教对他

们不再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对他们来说，体验比信仰更为重要。

很多年轻人沉浸于工作、学习或家庭责任当中无法分身，不过

这些责任和义务是流动性的、暂时性的，所以等到不需要再承担这

些责任义务时，已年近中年的这部分“年轻人”有可能会走向宗教

生活。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人的宗教信仰程度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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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但就目前年轻人在“责任义务”和“宗教生活”二者之间的权

衡考量中所作出的决断，已经可以看到宗教在这一代年轻人心中的

分量——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有宗教性的，但他们似乎并不

希望将参与宗教生活纳入自己已经塞满了各种选择和责任的生活方

式之中。

也就是说，在这一代人身上，对“宗教性”的强调，超越了宗

教本身——这代年轻人，他们身处在一个社会和地理流动性比之前

强很多的社会，在这样一个越来越渴望独立、鲜明个体性的现代社

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取用“宗教性”来作为“宗教”的替代

品。因此，与先前的社会相比，这一代人身上呈现出宗教社会化衰

弱的明显迹象——他们受同期年龄组的影响，拒绝接受胶柱鼓瑟、

一成不变的宗教信仰方式，而是更多地把选择权交给灵性市场。由

此，他们摒弃了基于亲属纽带的宗教归属模式，带着自由选择的主

张，选择佛／苯／道教／民间信仰的某些方面作为自己的精神支

撑，或者干脆什么都不信。当然，这也与佛／苯／道教／民间信仰

这类宗教本身的包容性、汇流性有关。

（徽县南禅寺住持）“佛教道教的香客其实比较难统

计，香客的流动性比较大。香客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岁以上

的，年轻人不多，这边经济条件毕竟不好，年轻人还要挣

钱，也就是会期香客比较多，平时来的人很少。但我觉得

信众不会变少，存在必有价值，佛教已经存在两千多年，

在明末清初以及清末民初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佛教都没有

断层，所以我不觉得信众会越来越少，甚至断层。”

（徽县泰山庙庙管）“长期的香客，50-60岁的人
多，20-30岁的人少，老年人就求一个自己身体健康、平
安。信仰一时半会断不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没有老

人那会虔诚了。”

（成县灵官庙小道长）“信仰是要自己追随的，其实

现在很多人都不懂什么叫信仰，上香、点灯、磕头、放香

钱……这些都是很外在的东西，是形式，信仰是精神层面

的东西。”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全球化力量削弱了一些人口学差异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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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地理迁徙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信息技术的传播和普

及、无处不在的大众媒体、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文化多样化的

加强……这些都会导致信教团体中人口学特征的淡化。如今“青

年”、“中年”、“老年”的意义是越来越开放的，在越来越多变

的生命历程中，每个人在建构自己身份时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阐

释。而且，年龄分类的不断变化和预期寿命的增加都意味着泾渭分

明、具有各自行为规范的生命“阶段”已经消失了。相反，在挑选

生活方式这个意义上，以及在商品化影响社会各个方面的背景下，

这些阶段更多的是一种选择和协商的结果。提到这些，是因为在过

去不同生命阶段通常意味着一个人要遵循迥然各异的宗教价值和信

仰。现在，我们其实很难在年龄分类和宗教取向之间的关系上作出

精准的概括——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两者之间就全然没有关系。

以上特点的归纳，是调研中的一些发现，这些发现说明，在宗教信

仰和年龄之间仍旧存在着相关关系，只是联系不再那么紧密。另

外，佛／苯／道教／民间信仰的宗教社会化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一种崇尚自由选择的信仰方式正在抹平代际差异，在各个年龄阶段

都试图赢得信徒，这或许是中国佛／苯／道教／民间信仰的未来走

向。

3.阶层
作为一种文化表达形式，而不仅仅是当今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组

成部分，消费主义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且培育了

人们特定的生活方式。由于佛／苯／道教／民间信仰均处于这样的

文化氛围之内，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消费主义和商品化文化底色的

浸润。因此，出现了宗教的市场化现象。在商品化影响社会各个方

面的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偏好与收入、财富、地位等存

在着高度的相关性，这一点在“宗教市场”中也不例外。

调研中了解到，一些向上流动的信徒可能会选择更加自由、宽

容、强调自我意义发掘的信仰类型。对于这部分信众而言，选择宗

教信仰、参与宗教活动的重点在于个人“灵性”上的体验。比如，

很多接受过良好教育、在“表达性”行业里工作过的人（比如老

师），退休之后选择做在家居士，认为“这可以让我走上一段自我

发现的旅程”；而一些相对保守的宗教类型可能得到那些希望维持

现状的既得利益者的支持。对于这部分人而言，宗教信仰更多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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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辈人那里“承袭”而来的，不是自我选择的结果。比如，农村

地区的很多空巢老人，对村上的方神有着近乎偏执的信仰。对于这

些社会地位较低、处境艰难的老人而言，子女常年在外，“一旦有

个头痛脑热，指望他们是指望不上的”，20 而方神作为当地的保护

神，“管着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和每户人家，保佑了我们

祖上多少辈，只要诚心诚意求人家，一定也会管我们的健康和平

安的。”21 通过秉持这份信仰、参与相关宗教活动，不仅能够为自

己寻求一份心安，同时也是一份自己作为当地人“合理”身份的 
凭据。

由此可见，“阶层”与宗教信仰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不同社

会阶层的信徒在信仰动机、信仰方式、信仰内容等方面均有差异。

但是，在对财神的信仰方面则是个例外——各个阶层的信徒都会倾

向于敬拜财神，这或许与当下整个社会将财富追求神圣化的心态有

关。调研期间，无论规模大小、香火多少，所及寺庙宫观几乎都设

有财神，对财神的崇拜已经成为民众的一种惯习。这种现象背后匿

伏的是人们对金钱膜拜的日益合理化态度，更是弥散在社会各个阶

层中对衣食无忧、安富尊荣生活的向往和追随。至于为什么不同阶

层的人都如此敬拜财神，可能与处在上层的人想要维持现状，处在

底层的人要想改变现状的心态有关吧。

图 8：礼县盐官镇关帝庙

资料来源：笔者在礼县盐官镇拍摄
（按：调研中，此类关帝庙随处可见）

20 访谈对象：武都区居民林 XX，女，57岁；访谈时间：2019年 1月 15日。

21 访谈对象：徽县居民赵 XX，女，76岁；访谈时间：2019年 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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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认为，当前农村民众信仰宗教是因为社会生产力不够

发达，导致民众普遍贫穷且教育水平偏低，并由此推断，当生产力

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宗教会走向衰亡。但实际上，贫富在更大

程度上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是人为的文化造就了贫富差距，所以即

使生产力发展到相当高度，社会上仍会有贫穷群体存在，阶层差距

依旧存在。而只要这种贫富差距存在，只要有“富人”阶层和“穷

人”阶层，就必然会有富人想要继续富有、穷人想要变得富有而共

同供奉的“财神”存在的理由和空间。更何况，当前中国的生产力

状况远远没有达到“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地步，这种生产力

的发展水平下，农村民众对于宗教的需要还将是长期的、必要的。

4.对“香火布施”的差异化解读
调查发现，收入与宗教参与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但对宗教贡献

有积极的影响。而且，不同职业的人，对于布施多少有自己的讲究

与解释。

（宕昌县祥云寺住持）“捐多捐少是人家的心意，虔

不虔诚不是捐多捐少来看的。只不过，有些特别有钱的，

一次如果能捐很多，那寺院翻修就不需要等好几年。”

（礼县赤土山居士）“有钱的人多捐点，没钱的人少

捐点，多少是个自己的心意。”

（徽县出租车司机）“我们司机，每年都是过年过会

的时候去，再就是有时候送客人到寺庙，我们顺便也进去

拜拜。一般都是捐 12元香钱，因为一年 12个月嘛，每个
月都求佛菩萨保平安。”

（武都坞金寺住持）“我们这个寺院是汉传、藏传兼

有的，这个村子上藏族比较多，但是都不会说藏语了。不

了解藏族的人，都说藏民比较凶，其实你了解了就觉得挺

好的。有些老人也没什么钱，但是来就要拿些水果敬奉神

灵，很虔诚。而且对我们僧人也很尊重，你就觉得心理很

温暖。尊重和微笑也是一种布施啊。”

5.“信而不仰”“有事就信”
除神职人员素质偏低外，农村地区佛道教寺庙（观）还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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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众素质偏低，很多人“迷”而不信、“信”而不仰的现象，也存

在着对宗教、神职人员不够理解，甚至产生误解的现象。

（西和县宗教局局长）“‘信教群众’这个概念其实

无法界定，所以没法统计，因为很多人什么都信，也有很

多人有事就信，无事不信。这种情况，你到底应不应该算

到信教里面去？”

（宕昌县祥云寺住持）“现在很多人其实没有信仰，

他认为的信仰就是身体有疾病了，就过来求神拜佛。他们

的信仰和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说的信仰是奉献

的，他们所说的信仰是索求。信仰是要明理的，明理就要

有文化，信仰是精神寄托。通过佛法的教义可以提高人们

对佛教的认知，但这儿的人普遍文化程度比较低，你讲了

他们也听不懂。我只能规范行为，讲讲什么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

（武都坞金寺住持）“所谓的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错

误，很多人认为修行可以成佛，怎么怎么样，那只是后面

的事情，你必须得先学会做人，因为佛是由人求成的，佛

是觉悟者，只有你觉悟了，你才能成佛，不能觉悟就不能

成佛，佛是觉者，佛不是像电视上演的那样有各种神通，

有各种本事，那是神化，不是佛法，那是迷信。信仰就是

信而不迷，不是执迷不悟。现在很多人就迷到里面了，归

根结底是不相信。一定要信，信就是明理，你要知道这是

什么意思，这个很重要。”

“有事就信，无事不信”，或者“什么都信”的现象在调研中

也是随处可见。比如位于成县的杜甫草堂，相传乃北宋秀才赵惟恭

捐地、县令郭慥主事创建，为纪念杜甫曾经秦陇流寓同谷避安史之

乱，在此逗留月余，创作出《凤凰台》、《同谷七歌》等诗篇一

事。调研中笔者发现，在塑有杜甫雕像的堂内，设有行跪拜礼的蒲

团，整个蒲团表面已塌陷，跪拜之印清晰可见，由此可知跪拜人数

之多。当问及原因，草堂管理人员及当地百姓给出的答案几乎都

是：杜甫是个大诗人，祭拜他既是一种敬仰之情的表达，也希望能

够攀沾一些“诗圣”的文采。可见，这种“见神就拜”的行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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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内化为一种民众的惯习，成为其日常行为的一部分。正如民间一

顺口溜所言：

“不少人见庙 (寺 )就叩头见神 (佛 )就烧香，过去
是家家供灶神，发财靠财神。城里塑城隍，村村降龙王。

这里建寺院，那里修佛殿。各行有祖师，喂马敬马神，养

牛敬牛王。秋季各村要攒神，冬季腊月还愿心。大小神会

月月办，祛病消灾靠扶乩。无处不有处处有，时时处处事

事都信神。”

三、结语：基于田野调查的一些分析与思考

（一）宗教应对“存在性焦虑”的慰藉功能

吉登斯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在《现代性的后果》《失控的世

界》等著作中对“风险”社会问题进行关注，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系

统地研究。他指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系列

巨变，随之而来的是各种闻所未闻的危机与风险。这样一个随时可

能爆发危机与风险的失控世界，造成了人们的“存在性焦虑”。也

正因如此，形成于传统社会的自我认同被社会的变迁及现代性风险

所消解，每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个体，都需要重新建构对自我的认

同、对社会的认同，确定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

吉登斯指出，在传统社会中，我们对生活也不是可以全盘掌握

的，其时亦充满着对未知的恐惧和对现实的困惑。但在传统社会，

社会发展的有限性使我们能够与日常生活达成某种妥协，我们可以

把那些暂时无法解决的难题视为理所当然，并用“善意的谎言”进

行自我安慰。而在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随着生活的变

革转型，昔日被我们认定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失去了理所当然被搁置

的合理性，这就注定了现代人的“本体性安全”是变动不居的，具

有着极度不确定的脆弱性本质。

尽管现代社会所带来的时空转型与抽离化机制，打破了传统社

会生活固有的规范和准则，导致人们在充满危机与风险的社会中无

所适从，丧失了自主性。但吉登斯始终相信，现代性得以对抗现代

性，它为现代人提供的自由选择机会，能够使其重新发现自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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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自我认同。他认为，现代性带来的时空转型与抽离化机制，消解

了社会生活固有的规范和准则，使人们无所适从，并丧失了自主

性，这是现代人焦虑的根源。而培养主动参与风险的能力，能够非

常有效地建立个体的本体性安全，从而对现代生活习惯化，并建立

基本信任——这种富有命运特征的意义情境，与宗教之间毫无违和

地发生了连结。

全球化与现代化语境下，传统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得以

维持本体性安全的保护壳 22 也失去了有效性。当原有保护壳失效，

生活还需继续时，为了维持正常生活，人们需要建立起新的保护

壳，以便通过其缓冲作用，增强人们对现代性风险冲击的抵御能

力，而宗教显然是一种有益尝试。调研发现，陇南市五县一区的信

众以中老年女性居多，其宗教选择与宗教参与受到风险因素的影

响——个体面临风险越大，越有可能信仰宗教。换言之，在调研地

宗教常被中老年女性作为应对“存在性焦虑”的策略与手段。究其

原因，是因为宗教具有某种社会保障功能（或者说“保护壳”的功

能），能够给人们带来一定的精神慰藉和心理安慰。如前所述，各

大宗教中“老年”信徒的比重较大，可能与老年人面临死亡的风险

更大，需要更多保障机制有关。从“风险”的视角来看，越是“高

风险”的人群，对于宗教信仰的依赖性越大，比如老年信徒、长期

无法摆脱疾病折磨的病患等，都因生命中所遭遇的“风险”而倾向

于寻求宗教的慰藉。

（二）“拼盘式信仰”与个体主义走向

作为一种文化表达形式，而不仅仅是当今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组

成部分，消费主义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且培育了

人们特定的生活方式。由于宗教处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之内，因而不

可避免地受到消费主义和商品化文化底色的浸润。就调研中的情况

而言，对“品牌形象”的强调和重视已经渗透到了宗教信仰的某些

22 保护壳，指能使一种习惯性的生存情境得以延续的信任外罩，主要从三个
方面产生保护作用：第一，当人们在思考风险时，保护壳因其规避性可以
把潜在危险拒之门外；第二，当人们在面对风险时，保护壳因其时间的久
远性与空间的遥远性可以减少风险带来的威胁感和焦虑感；第三，当人们
在遭遇风险的侵袭时，保护壳因其命运与宿命论的麻痹作用可以减少风险
带来的痛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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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比如，通过讲述一些神迹、灵验之事来吸引信众。再比如，

根据信众“消费需求”，提供更多的“宗教产品”。可以说，消费

主义的影响下，宗教信仰越来越以一种“大杂烩”的形式出现，甚

至会有对消费者伦理道德规范的反映。这一点，在所调研的武都瑶

寨沟坞金寺能够深有体会。

邬金寺从定名选址到殿堂建成，只有二十年的时间。寺院整体

建筑接近藏传佛教风格，在去往寺院途中也会看到很多风马旗。但

是寺内所供佛像，既有宗喀巴等藏传佛教所供养的佛（神），也有

伽蓝菩萨等汉传佛教所供奉的神。另外，还有地藏菩萨等藏汉传佛

教共同供养的神。而且，访谈中住持谈及，寺内两位僧人修习的是

藏传佛教的密宗，而居士多修汉传佛教的净土宗。这一方面可能与

住持的修习经历有关——他既自学过汉传佛教的《金刚经》《大悲

咒》《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等经典，去过广东南华寺、福建南普陀

寺等地研习汉传佛教经典，也去过甘南、尼泊尔等地修习藏传佛

教；另一方面，也与当地藏汉居民杂居的状况有关。姚寨沟内居民

从户籍来看，都为藏族。但据当地民众所言，村中除一部分世居藏

族外，其他为后来政府认定的藏族。比如，当地马姓据说是外迁而

来的回族，但受藏文化影响颇深，如今信奉佛教，无饮食方面的禁

忌。当地居民曾以放牧种植为主要生计方式，如今多外出打工，以

佛教为信仰，同时供奉山神和地方神。当地世居藏族，受汉文化影

响颇深，虽然已不会使用藏语，但他们对佛的虔诚信仰丝毫未减；

而迁入至此的汉族、回族受藏文化影响，也虔信佛教，坞金寺的修

建很好地满足了其信仰需求。像邬金寺这样，根据不同消费者的需

求，提供不同的产品服务，可能是未来宗教的一种走向。

当然，“拼盘式信仰”多多少少带有一种信之不坚的意味。但

这或许就是这个日益走向后现代社会的特质。相对于传统宗教制度

来说，“拼盘式信仰”消解了文化差异，造成一种没有深度的肤

浅，唤起人们的怀旧情绪，并且带来一种对现实玩世不恭的游戏态

度。这种信仰方式一方面造成了一种对历史，包括宗教历史的无

知。于是，人们就经常通过新的叙事和讲述方式对宗教典籍进行重

新改造，认为这是在重新发现、纠正或恢复“真实的”信仰；另一

方面，随着传统认知结构的崩塌，人们冒着即使貌合神离和折中主

义的危险与代价，也倾向于把各种迥然各异的规范或意义框架组合

成一个文化象征体系。与此同时，话语的多样性和对普遍、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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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体系的抛弃，使得宗教里那些具有包容性的因素得以兴盛。由

此，文化和宗教的边界成为“软边界”，可以根据现实需要不断变

动，各个宗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会随之减少。以往被严格限制在各

种制度化了的文化界限之内的信仰和宗教实践现在可以在不同的解

释流派、组织和国家之间自由流动。这种进展可能还发生在宗教身

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中，尤其是人们在日常层面用宗教语言来解释生

活、为他们的存在寻找一个终极意义时，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出现。

当代市场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强调消费者选择的文化，与之相伴

随的，是职业分化和生活经验的多样化带来的碎片化。作为对文化

变迁的反映，宗教开始呈现出市场化交易的特征。简单地说，灵性

市场鼓励人们进行挑拣和选择、直到找到最适合他们个人、而非集

体需要的宗教身份认同为止——也就是寻找能够反映、符合并能用

符号来表达人们社会交往的日常信仰之自由。这样，当代宗教环境

就赋予个体根据与他们生活的相关程度，去发掘其自身灵性信仰

“真相”、“现实”和“经验”的自由，从而为个体建构一个新的

自我提供手段和工具。因此，宗教促进了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偏好

的建构，这两者都是个体追求理想生活的一种主观行为。通过提供

一种身份认同感，意义危机和建构一个与后现代性和谐相处的完整

自我概念问题或许都在自由选择敬虔的过程中得到了解决。通过把

自我身份认同与某种道德体系、某种至高无上的宇宙秩序联系起

来，新兴的宗教表达形式也许能够帮助信徒重新找回一种自我意识

和身份认同感，但其本质上是一种个体化表达，不再具有一般意义

上的集体形式，因此，倾向于否定寺庙的传统权威。信徒可以从各

种不同的信仰资源里提取有用的东西来建构他们的身份认同，至于

具体采纳哪些要素，这取决于象征符号的可获得性，以及将那些

曾被认为格格不入的信仰和思想体系以某种全新方式加以组合的 
能力。

由此，宗教越来越走向无形和个体化，越来越成为一个选择偏

好的问题。人们在各种宗教边界间反复徘徊，许多人从不同的传统

中选取一些要素组合起来形成他们自己的私人意义体系。他们不承

认自己是传统意义的信徒，但他们认为自己有“灵性”，这类信徒

每个人都表现出一种迥然不同的信仰模式，并对自己的信仰模式进

行不同的解释和合理化。笔者发现，所调研地区的信徒喜欢从不同

的宗教传统中选取不同的方面，然后加以组合，经过自由选择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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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组合的拼盘式灵性信仰具有特殊的魅力。这一代的父母在子女

宗教社会化的问题上没有固定的态度，个体自由选择原则在家庭内

部也很流行。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家庭成员更多趋于自主选择，没

有必要非得全家一起信仰某一个宗教。子孙后代，尤其是当他们也

年近中年时会表现出什么样的宗教寻求模式，只能拭目以待。

当然，需要认识到，尽管这些宗教表达形式对个体来说似乎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它们的社会影响力却可能极为有限。选择何

种类型的宗教，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以此告诉他人自已希望过一种

什么样的生活。但是，在一个世俗社会里，宗教偏好不太可能成为

重要的社会型塑力量。

（三）宗教场所内的各方博弈

高丙中教授曾通过“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政治

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这四个概念来论述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合

法性问题。23 宗教场域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会在有限的条件下，通

过在文化、行政、政治、法律等多个方面争取合法性，来拓展自己

的空间。这种多方利益主体间的互动博弈，展现出中国当前宗教场

域的动态性发展趋势。

“社会合法性”是指符合当地社会惯习、文化传承而能够在当

地获得认可，甚至有当地民众参与，主要包含三个指标：地方传

统、当地的共同利益和共识的规则。这一点，在调研中所及的各大

宗教均有体现——无论是世代传承、代表着当地民众利益、影响着

当地人行动逻辑的民间信仰，还是根植于本土文化并随文化流变而

不断更新自身的道教信仰，抑或是来自于异域文化，却努力在中国

语境下实现“本土化”，从而打上本土思想和文化轨迹的烙印，并

扎根存续成百上千年的佛教，都是在强调传统、利益、规则的基础

上获得局部的合法性，并谋求充分的合法性以利发展。

行政合法性是一种形式合法性，一般通过按照官方制定的程序

和惯例来获得。如：机构文书、领导人的同意、机构的符号（如名

称、标志）、授予锦旗的仪式等。调研中，有一些宗教场所被评

为县 / 市文物保护单位，这赋予这些宗教场所一种行政合法性。另

23 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 2
期，第 100-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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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绝大部分宗教场所由宗教协会和民族宗教部门授权，被赋予宗

教活动场所的名称。部分神职人员也在宗教协会和政协等机构任

职，具有一定的行政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是一种实质合法性，它表明某一社团及其活动符合

某种政治规范，即具有“政治上的正确性”。从 20 世纪 80 年代宗

教政策恢复伊始，各大宗教就开始在表述和实践上不断地塑造政治

合法性——如强调“传统文化”的价值，将未完全脱敏的宗教行为

解读为“民俗文化”，甚至突出阐述其“文化惠民”的理念，实质

就是在为其行为寻求政治“正当性”。访谈中，几乎所有的宗教神

职人员都强调国家开明的宗教政策，强调宗教文化在弘扬社会道

德、创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法律合法性是合法性问题的核心，一般以是否在政府部门登记

注册为刚性标准。从调研情况来看，大部分寺庙、宫观及教堂都在

地方民族宗教部门登记在册，受到《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

办法》等国家、地方有关宗教条例的保护及制约。有些宗教场所甚

至同时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等一系列国家法律、地方文物法规条例的保护。但一部分民间

信仰的宗教场所、基督教在乡村的私人聚会点等未登记注册，不具

有法律上的合法性。

但需要认识到，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并不是获得了合法性，

宗教场所就可以有条不紊地发展下去。在当下“宗教”话语略微敏

感的情况下，许多宗教场所是通过强调自身的“文化性”来凸显其

合法地位的。甚至有不少寺庙宫观通过其“宗教文化资源”吸引投

资者，致力于打造旅游景区，从而为自身的合法性再添加一注筹

码。但“宗教场所”与“旅游景区”在中国归属不同的部门管辖，

这就造成了一种博弈结构。

倘若寺庙宫观被致力于打造成旅游景区，则往往会凸显其“文

化”“文物”等价值，其管理便更多地归口于宣传部、统辖于文化

文物部门；倘若寺庙宫观主要被视为制度性宗教的活动场所，那其

管理应该归口于统战部、民族宗教部门。对于文化文物部门来说，

做好文物遗产的保护工作，落实“文化惠民”政策是其题中之义；

而对于民族宗教部门来说，积极落实宗教政策，引导宗教团体与社

会和谐发展相适应才是其重要的工作目标。不同的管理部门，基于

自身的不同利益，会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对政策进行情境性和权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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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化运用，从而为巩固自身权力地位服务。

由此可见，在如今的宗教场所中，“国家”并不是一个高度抽

象化的权力统一体。而是通过不同层级或同一层级不同职能部门的

组织机构、相关法律政策、甚至不同机构运用的治理策略等，实现

其“象征性在场”。由于权力机构的分割性与专业性，不同的机构

会充分发挥国家在其管辖领域内赋予的权限，从而形成多方权力、

利益博弈的局面。需要看到的是，尽管组织机构不同、利益诉求不

同，运用的博弈手段会有差异，但对“公共性”的强调，是几乎所

有组织机构都会尝试的途径——尽管不同的权力机构出于各自不同

的目的而操作使用“民俗文化”、“宗教慈善”等话语，但却都共

同指向“公共性”的建构。无论是“民俗文化”所指向的文化惠

民，还是“宗教慈善”指向的宗教参与社会公共生活，都强调丰富

公民社会生活的基本功能，强调与社会、民众连结的有效性。需要

认识到的是，当下预警中，“公共性”本身似乎被视为一种表达合

法性的有效资源，被不断地生产和利用。也就是说，尽管各个组织

机构都在努力通过建构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符的道德秩序等手段强调

其在社会层面的公共性，但其实恰恰是这些组织机构相互间的博

弈，分割、弱化了宗教场所在社会层面的整合作用。就目前的情况

而言，宗教场所有一种可能会发展成信仰型公益组织的倾向，但其

行动逻辑依然主要依据国家自上而下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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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

法律风险及对策

王诺、潘碧丝

摘要：治富先修路，通商防风险。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对外投

资过程中，受沿线国家政局不稳、经济状况、文化差异等因素影

响，面临诸如东道国国家安全利益、生态环境、外资准入、协议履

行、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权利保障等纠纷引起的法律风险。化解法

律风险，必须坚持合作共赢的投资理念走和平绿色发展之路、深化

“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法律体

系，中国企业才能行稳致远，助益“一带一路”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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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outward investment throug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ve face serious challenges, and these include, political in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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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irm the win-win principle, focus on sustainable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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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en regional cooperation, strengthen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and improve legal systems. Though these effort, China's 
enterprise are more likely to achieve steady and robust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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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即在追求

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2013 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举措，得

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机构的广泛认

可。历经十年持续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关系更

加紧密，尤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及多边贸易额显著增长。中国

企业投资逐年加大，是一支难以替代的生力军。然，世界正处于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地区局势受复杂因素驱动，东道国及周边国家

受政局波动、政策不稳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中国企业面临的法律

风险愈加严峻。如何规避对外投资法律风险，是中国企业务必考虑

的重要问题，这将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利于中国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启好步开好局，为世界经济注

入新动能。

一、“一带一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情况

作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外汇储备多年超过 3 万亿美

元，资金实力雄厚，海陆空交通网络建设高效完备，有互联网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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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技术和充足的人力资源支持，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能够支

撑“一带一路”不断扩展，更好地平衡区域经济发展。

截止 2022 年 3 月 23 日，中国已与 149 个国家、32 个国际组织

签署了 200 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2021 年中国企业在

“一带一路”沿线对 57 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309.7 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 6.7%（折合 20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1%），占同期

总额的 17.9%，较上年同期上升 1.7 个百分点。2

作为世界经济増长最快的东南亚，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

点，人口众多，区位优明显，投资合作蓬勃发展。仅中国与东

盟 10 国建立对话关系 30 年以来，双向累计投资总额约 3000 亿美

元，中国自 2009 年起连续 13 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3 2021
年，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额达 878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1%，东

盟连续第二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4；中国对东盟全行业直接

投资 143.5 亿美元；东盟对华实际投资金额 105.8 亿美元；中国企

业在东盟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 606.4 亿美元。5 即便是疫情期间，这

些数据均保持增长态势。

“一带一路”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

的发展平台。但，“走出去”面临的法律风险亟需重视和关注。

仅中国最高法院发布涉及“一带一路”三批次典型案件就有 28 起

（2015 年 7 月 7 日发布第一批 8 起 6，2017 年 5 月 15 日发布第二批

1 光明日报：《“一带一路”建设结硕果：惠及世界的中国方案》。网站：
https://share.gmw.cn/news/2022-03/29/content_35618772.htm。取用时间：
2022年 3月 30日。

2 中国商务部：《2021年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情况》。网
站：fec.mofcom.gov.cn/article/fwydyl/tjsj/202201/20220103239004.shtml。 取
用时间：2022年 3月 29日。

3 央视网：《中国—东盟贸易投资合作成效显著 累计双向投资总额约 3000
亿美元》。网站：http://news.cctv.com/2021/11/24/ARTIaUnGQjSPGFTLmJh 
2kLL4211124.shtml。取用时间 ;2022年 5月 15日。

4 澎湃新闻：《美国“印太经济框架”之于东盟国家：机遇与风险并存》。
网站：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7660396。取用时间：2022年 5月
15日。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1年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简况》。网站：
http://bn.mofcom.gov.cn/article/ztdy/202201/20220103265625.shtml。取用时
间：2022年 5月 15日。

6 中国审判：《通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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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起 7，2022 年 2 月 28 日发布第三批 10 起 8）。地方法院，如上海

法院于 2013 年 10 月至 2018 年 9 月间共受理刑事、民商事、行政

等各类涉“一带一路”一审案件 2636 件；9 广州仲裁委员会 2019
年 9 月到 2020 年 8 月受理涉外案件 276 件，与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8 月相比增长 48.3%，涉“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案件占八

成，案件内容涉及跨境金融、买卖、服务、运输和股权等。10

二、“一带一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法律风险

（一）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法律风险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最大法律风险莫过于东道国担忧国家

安全利益受损，导致投资合作建设项目暂停或终止。近十年来，中

国等新兴国家快速发展，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守成大国美国国

际地位面临新挑战，与新兴大国中国竞争愈加激烈。美国以国家安

全为由，不断强化对中国航空、通讯技术、半导体、人工智能、

光伏等产业限制，先后将 611 家企业机构列入贸易黑名单。11 针对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G 通讯技术的限制最为严厉，禁止华为在美业

务，还将其高管孟晚舟女士拘押加拿大达 3 年之久。同时美国政府

还游说他国，如英国、德国，包括“一带一路”协议签署国家，

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的有关情况。》。网站：http://www.chinatrial.
net.cn/chat/102.html。取用时间：2022年 5月 12日。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发布第二批涉“一带一路”建设
典型案例》。网站：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4712.htm。
取用时间：2022年 5月 12日。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发布第三批涉“一带一路”建
设典型案例》。网站：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347731.
html。取用时间：2022年 5月 12日。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上海发布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
全市法院五年共审结涉“一带一路”案件 2464件》。网站：https://www.
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21861.html。取用时间：2022年 5月 12日。

10 中新网：《广州涉外仲裁案增长近五成 八成涉“一带一路”》。网站：
https://www.chinanews.com.cn/sh/2020/09-16/9292836.shtml。 取 用 时 间：
2022年 5月 12日。

11 中国大数据产业观察：《被美国拉黑的 611家中国公司完整清单》。网
站：http://www.cbdio.com/BigData/2021-12/20/content_6167387.htm。 取 用
时间：2022年 5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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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澳大利亚、意大利终止与华为 5G 商业通讯技术合作，给华为公

司造成重大损失。又如，2021 年缅甸发生政变，军队再次执政；

2022 年 5 月 5 日，缅甸媒体《伊洛瓦底》报道，前民盟政府签订

的 29 个光电项目，被缅甸军政府以“违反招标规定”为由，宣布

取消了 26 个与中国光伏企业相关的招标，并将中国知名企业阳光

电源、西安隆基、国家电投、中国机械工程总公司、葛洲坝集团

等拉入了“黑名单”。12 再如，2015 年中方企业天骄航空公司已完

成收购乌克兰马达西奇航空发动机公司 50％股份，收购计划预计

2018 年完成，但 2022 年 1 月乌克兰总统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宣

布将马达西奇航空公司收归国有，并对天骄公司实施制裁，致使中

方入股方案长期搁置并最终终止，侵害了中方企业和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此案被诉至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索赔金额达 45 亿美元。13

（二）生态环境方面的法律风险 

曾任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萨姆·努恩认为：“国家安

全正面临着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威胁——环境的破坏。”绿色发

展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共建“绿色丝绸之路”是

对联合国《巴黎协定》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和推

进。2017 年 12 月，近 7 万新西兰人联名叫停中资企业云海湾饮用

天然矿泉水（Cloud Ocean Water）在新西兰坎特伯雷地区基督城取

水。14 民众认为过度抽取地下水会造成蓄水层难以恢复和地下水水

质质量降低，还指出该企业取水的许可和监管程序不当，取水是违

规行为。该地的民间组织 Aotearoa Water Action（AWA）已向云海

湾饮用天然矿泉水（Cloud Ocean Water）提出法律诉讼。15

12 腾讯网：《突发！中国 26个太阳能项目被缅甸取消，涉及阳光电源、协
鑫、隆基》。网站：https://xw.qq.com/amphtml/20220511A027HO00。取用
时间：2022年 5月 15日。

13 腾讯网：《中国投资人提起仲裁索赔 45亿美元 马达西奇并购案前途未
卜》。网站：https://new.qq.com/omn/20211130/20211130A03Y7Q00.html。
取用时间：2022年 5月 15日。

14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68000新西兰人请愿叫停中企
取水：“一带一路”生态冲突案例分析》。网站：http://www.cbcgdf.org/
NewsShow/4854/3971.html。取用时间：2022年 5月 22日。

15 新西兰天维网：《中资瓶装水公司被坎特伯雷议会叫停采水：违规生
产》。网站：http://money.skykiwi.com/na/2018-08-24/401354.shtml。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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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一些中国企业在投资建设过程中，是环境保护的践行

者。如中国铁建于 2016 年 10 月实施建设安哥拉卡宾达供水工程，

项目伊始便依照安哥拉环境法（第 5/98 号法）、环境影响评估

（AIA）2004 年 7 月 23 日第 51/04 号法令制定了工程环境计划，

并按照 GB/T24001:2016 和 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进行

施工 16，施工全过程注重环境保护，在环境法律法规较为完善的安

哥拉广受好评。又如，亚洲中老昆万铁路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正式

通车，铁路采取架桥梁、打隧道等方式，最大限度绕避环境敏感

区，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干扰和植物生存环境的破坏，仅老挝乌多姆

塞省 126 公里施工标段就共建 60 座桥梁共计 16.9 公里长、32 座隧

道共计 86.6 公里深，17 是中老两国相连的“绿色之路”。

（三）限制外资准入方面的法律风险

东道国为维护本国利益，往往以“负面清单”或“正面清单”

的方式，对外资进入其国内市场的条件进行限定，如规定持股比

例、准入领域等。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负面清单形式规定外资不

得准入的范围，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则以正面清单形式规定外资可

进入的主体、领域，其外资准入制度采用“国民待遇原则”，即东

道国给予他国投资者与本国投资者相同的待遇。因中国企业未尽职

调查东道国外资准入制度，缺乏或投资法律风险评估不完整，对获

准后所进入领域的开发条件，后续可能增加的配套项目，以及上下

游产业链企业状况未提前研判，以致于评估不充分而盲目申报项

目，导致项目被拒绝，或后期经营难以延续产生纠纷。中国企业对

外投资主要集中于能源矿产和基础设施等涉及国计民生等领域 , 所
以东道国会对国外企业的投资准入权利、范围、履行等方面做出严

格规定。18 例如，2016 年，澳大利亚投资审查委员会 (FIRB) 以涉及

时间：2022年 5月 22日。

16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案例报告
（2020）》。网站：http://www.brigc.net/zcyj/yjkt/202011/P020201129755133 
725193.pdf。取用时间：2022年 5月 15日。

17 人民网：《携手铺就绿色发展之路》。网站：http://hb.people.com.cn/
n2/2022/0217/c194063-35137269.html。取用时间：2022年 5月 15日。

18 张敏，朱雪燕：《“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法律风险的防
范》，《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7年第 1期，第 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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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收购澳洲 Ausgrid 电力公司；

2006 年，中兴通讯投资印度市场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印度外国投

资促进会（FIPB）拒绝，这都提醒中国投资者在进入他国投资前尤

其需要提前了解与该国国家安全利益相关的投资准入规定。虽然澳

大利亚撕毁了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印度尚未参与“一

带一路”合作，但此类法律风险仍具警示作用。

（四）协议履行方面的法律风险 

受多种因素影响，协议履行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陆路、海路地理位置优越，易受地缘纷争影响，政局

不稳定，加之政治模式、经济状况、宗教习俗多有不同，影响“一

带一路”合作协议履行。比如，希腊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地理节

点国家，身处欧洲，东邻亚洲，南接苏伊士运河，其海岸港口区位

优势明显，却又容易成为选举文化的牺牲品。2015 年 1 月 27 日，

希腊新总理为兑现选举承诺，宣布暂停国内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

的私有化进程，而 2008 年中国与希腊两国签署的《比雷埃夫斯港

集装箱码头特许经营权转让协议》明确中远集团获得 2、3 号码头

35 年特许经营权；19 数月后，由于希腊近年深陷债务危机，国家处

于破产边缘，德国等欧盟国家均表示不接受希腊减免债务的主张，

希腊新政府又转而宣布将履行中希两国协议，该项目才得到持续建

设和经营，避免了合同无法履行法律风险的发生。

战争对协议履行的破坏性更大，易造成协议无法履行。比如中

国的重庆公路公司在也门承接阿姆兰—亚丁高速公路项目建设项目

后，上海捷喜货代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12 日与该公司签订运输协

议，将 161 台车辆设备运抵也门荷台达港（HODEIDAH），但重

庆公路公司以目的港所在国也门发生战乱为由，未按运输协议约定

支付运输费用，主张援引不可抗力免责，引起法律诉讼，重庆公路

公司被判抗辩无效。20 近期俄乌战争爆发后，不少外贸企业在订单

19 百度百科：《比雷埃夫斯港》。网站：https://baike.baidu.com/item/%E
6%AF%94%E9%9B%B7%E5%9F%83%E5%A4%AB%E6%96%AF%E6%B8%
AF/5766659。取用时间：2022年 5月 22日。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发布第三批涉“一带一路”建
设典型案例》。网站：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347711.
html。取用时间：2022年 5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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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货物退运、货款收汇、信保理赔等方面出现风险，出现取消

订货，弃货失联，美元无法结算等风险。许多欧洲客户叫停途经俄

罗斯和乌克兰的中欧班列运输计划，达飞海运（CMA CGM）、瑞

士地中海航运（MSC）等众多国际物流公司也停止过境俄罗斯。

（五）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涉及知识产权的法律风险主要集中于侵权和

维权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侵权方，中国企业对东道国法律法规和其

参与的国际公约不甚了解，容易侵害该国自然人或法人的知识产

权，损害企业声誉的同时还会受到巨额惩罚性赔款，对“一带一

路”合作开展造成负面影响。二是作为维权方，中国企业维权意识

淡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量较弱，众多知名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商

标被频频抢注，侵权追索难以奏效，潜在损失难以估量。 
自 2019 年后，中国专利申请数量连续位居世界第一，高科技

专利申请数量增长明显，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材料等新技术、新

产业将拥有更宽泛的市场前景。但部分中国企业不重视知识产权注

册与保护，企业发展战略模糊不清，没有前瞻性，当需要“走出

去”拓展海外市场空间时，就会遇到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风险，

特别是一些老字号企业已多次出现被抢注的尴尬问题，如五粮液

集团因错过商标异议期限而花费高额资金赎回在韩国被抢注的

“WULIANGYE”商标 21，又如“中华老字号”王致和集团与德国

欧凯公司的跨国维权案 22，等等。侵犯他国知识产权会使企业利益

受损，也会影响国家的国际声誉，懈怠维护自身知识产权引起的法

律纠纷同样会削弱企业后续发展优势。 
 

（六）劳工权利保障方面的法律风险 

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对中国“走出去”企业的 120 个“失败样

本”分析，有近 35% 的企业遭遇了劳工问题，有 12% 的企业因劳

21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网：《海外维权要迅速 驰名商标需保护——“五
粮液”商标韩国异议案启示》。网站：http://www.nipso.cn/onews.asp? 
id=525。取用时间：2022年 5月 22日。

22 中国台湾网：《中华老字号“王致和”海外维权》。网站：http://www.
taiwan.cn/zt/jlzt/lzhjpz/zhetaiwanglai/ztjl/200904/t20090410_866859.htm。 取
用时间：2022年 5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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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问题导致损失 23。中国企业投资承包项目众多，劳工权利保障方

面的问题不容忽视。

一方面中国企业因不充分了解国际劳工标准、东道国劳动法律

法规，导致与该国劳工签定劳动或劳务合同缺乏完整性、规范性和

有效性。比如不了解东道国最低劳动工资薪酬、工作时间、休息休

假、罢工权，包括宗教、种族、性别就业习惯等特别规定 24；不仔

细研究劳动合同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终止等环节，易发生劳

工权利纠纷。

另一方面，中企员工在海外务工的安全保障问题忽视。2021
年 3 月 14 日，缅甸仰光莱达雅工业区多家中资工厂及员工遭不法

分子暴力伤害，打砸事件共造成 32 家中资工厂受损、两名中国员

工受伤，企业财产损失达 2.4 亿元人民币。252021 年 7 月 14 日，由

中方企业承建的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达苏水电站项目，出勤

车在赴施工现场途中遭遇爆炸，造成 13 人死亡，其中包括 9 名中

国公民，另有 28 名中国公民受伤。26 恐怖袭击在“一带一路“中

巴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频繁发生，自 2017 年以来，针对中国劳工

的恐怖袭击已发生 6 次。

三、"一带一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法律风险的对策

（一）走合作共赢的和平绿色发展之路

各国人民交往，普遍提倡以德为先，以诚相待，与自然和谐相

生，中国亦然。古代丝绸之路带去的是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等商

品工艺，进口的是玻璃、玉石、葡萄等奇石果蔬，是一条和平之

路，一条友好通商之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对古代丝绸之路

23 王耀辉：《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5年，第 208页。

24 赵霖，夏芸芸：《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劳工法律风险防范研究》，《贵州社
会科学》，2012年第 7期，第 118页。

25 光明网：《缅甸打砸事件致 32家中资工厂受损，财产损失约 2.4亿元》。
网站：https://m.gmw.cn/2021-03/15/content_1302166166.htm。取用时间：
2022年 5月 22日。

26 新京报：《出勤班车爆炸致中国公民 9死 28伤，巴基斯坦这个最小省怎
么了？》网站：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62631959714399.html。
取用时间：2022年 5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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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和平发展的主基

调，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作为负责任大

国的诚意。各国要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SCO）、东盟 - 中日韩

“10+3”、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国 - 东盟“10+1”等多边

合作机制，共商共建和谐友好的营商环境。一是共同维护世界安

全，坚决排除域外国家干涉，巩固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成果，

让“一带一路”成为放心路和致富路。二是中国企业要率先落实

“共建”精神，比如在水电开发、矿产油气开发等重大项目上，充

分照顾经济基础薄弱，地理条件相对不利国家的核心利益与合理关

切，避免违约毁约法律风险的发生。三是中国企业在与东道国合作

时，必须以德为先，用新技术驱动低碳发展，与环境和谐共生，走

可持续绿色发展之路，防止因企业环境不符合环保要求而引发巨额

罚款。特别是在生态环境脆弱的非洲国家，如喀麦隆、乌干达、科

特迪瓦等，中方企业应多担当，多让利，深耕细作，从长计议，在

工程建设和经营中应注意保护环境，避免承担修复责任，甚至因触

犯他国刑法而入罪。四是各国应建立和完善适应本国情况的《反垄

断法》，规避“赢者通吃”“巧取豪夺”资本巨鳄对本国国家利益

造成重大伤害。

（二）深入发展“一带一路”区域合作 

截止 2022 年 1 月，中国已与 147 个国家、32 个国际组织签

署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27；2020 年 11 月中国与

15 个亚太国家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也 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2022 年 4 月 7 日《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升级议定

书》生效，新西兰已经实现对中国全部产品进口零关税，中国在原

有 97% 零关税基础上再次承诺降低关税。28 在此基础之上，沿线国

家应持续加强高层次、宽领域协同合作，就政策稳定、审批精简、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我国已与 147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
签署 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网站：http://www.gov.cn/
xinwen/2022-01/19/content_5669215.htm。取用时间：2022年 5月 15日。

28 央视网：《中国 -新西兰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正式生效》。网站：https://
news.cctv.com/2022/04/07/ARTInIlU4FSeEykXvLrHJec0220407.shtml。 取 用
时间：2022年 4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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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安全等问题进行磋商，不断升级“一带一路”经贸关系。中国

应加快在他国建立有东道国法律人才参与的法律服务中心，及时为

中方企业提供法律援助。关于投资争端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应充分

利用以《华盛顿公约》建立的 ICSID 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另一方

面作为“一带一路”合作的倡议者，中方应积极树立中国国际仲裁

机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提高中国国际仲裁机构的国际化水平，探

索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保护“一带一路”沿

线发展中国家，以及无法适用于 WTO 争端解决机制或未签署双边

投资条约（BIT）国家的利益。

（三）着力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发起

国，理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建立健全各种风险防控体

系，全方位为外资企业服务：一是组织建立“一带一路”信用评级

机构，实时公布、及时调整行业风险指数，促使“一带一路”国家

提高本国信用等级，助力外资引入；二是建议政府成立风险担保机

构，完善保险业务，为外资经营活动提供信用保证；三是中国政府

应有计划、分阶段培养复合型涉外法律人才，为投资项目保驾护

航；四是完善并逐步统一“一带一路”信息平台，反馈“一带一

路”国家政治、经济、环境、交通等方面信息，包括企业注册信息

（企业成立时间、性质、规模、经营状态、纳税情况、法人、股

东组成情况等），及时准确发布《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

南》，便于中国企业实时了解可能引起的经营风险；五是对于中国

企业可能遭遇的突发风险，如战争、动乱、疫情等，政府应予以应

急疏散、集中或撤离帮助，化解或减少风险损失；另外，有实力的

企业应建立和完善内部合规风险防控体系，对经营进行全过程监

管。

（四）建立健全对外投资法律体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

参与国际事务，必须善于运用法治。”根据《2020 年度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对外投资流量规模首次达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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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存量位居世界第三。29 但中国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却并不完

善，没有一部完整的对外投资法。关于对外投资的政策法规主要有

中国商务部 2014 年发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中国国家外汇

管理局 2009 年发布的《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4 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

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和 2017 年发布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

办法》等。可见，对外投资的相关法律法规由中国商务部、外汇管

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个不同部门发布，相比《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商投资法》对于境内外资的法律规定，对外投资的法律体系并

不健全。因此，中国政府应加快对外投资立法，健全对外投资法律

体系，指导中国企业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主动保护东道国生态环

境，尊重他国公民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率先维护国内外劳工权

利，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树立良好企业形象，

指引更多企业“走出去”并“扎下根”。此外，对于中方人员在海

外务工权利的保障也不应忽视，如中国于 2011 年 4 月 1 日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2012 年 8 月 1 日

施行的《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都为解决纠纷提供了

相应法律依据。

四、结语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推进近十年，已成为国家间合作共赢的典范。“走出去”是亮

点，“扎下根”是难点。不论是为了中国企业的长远发展，还是为

了“一带一路”能行稳致远，发现、规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法律

风险具有深远意义。未来，随着量子技术、绿色新能源技术、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出现，中国及其他国家对外投资还

会面临新的挑战，中国企业要与时俱进，不断提高抗风险能力。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
布《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网站：https://www.gov.cn/
xinwen/2021-09/29/5639984/files/a3015be4dc1f45458513ab39691d37dd.pdf。
取用时间：2022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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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国历史与文化视角评价美中关系

——论彼得沃克《大国竞合》

Powerful, Different, Equal: Overcoming the 
Misconcep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

林德顺、郭帅帅 1

Ling Tek Soon, Guo ShuaiShuai

美中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分别代表着东方与西

方的主要声音。近年来，美中关系持续恶化让人担忧，如何把握美

中关系的未来走势、挑战与机遇成为当下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为此，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彼得·沃克（Peter B. Walker）的《大国

竞合》（Powerful, Different, Equal: Overcoming the Misconcep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一书所提供的角度和观点，

深具参考价值。2

本书作者从美国学者的视角出发，系统分析了美中两国世界观

和价值观的差异，及其对两国关系的巨大影响。书中第一章主要分

析了历史对国家治理体制的影响。彼得沃克认为美中的历史和文化

根基对美中两国的国家治理和思维模式具有直接影响。中国古代频

发的自然灾害、北方少数民族的袭击以及儒家文化的传播，使得历

届中国政府都强调集体主义和相互依存，鼓励传统、合作和顺从的

行为。而美国的建立则是由于部分欧洲人不满足经济机会只对上层

人士开放和欧洲对人权和自由的限制，因此美国创立之初便将政治

自由、个人自由、私营企业驱动的经济和追求“美国梦”的理想看

的高于一切，因此他们更重视独立、自力更生、竞争、自信和自身

1 林德顺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高级讲师，邮箱：lingteksoon@um.edu.my;
郭帅帅 ,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电子邮箱：
s2000797@siswa.um.edu.my

2 本书英文书名直译为：“强大、不同、平等：克服美中的差异与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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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在彼得沃克看来，美国的创立者所设计的三权分立、两党

制、总统任期制等制度虽然并不总是实用、有效和合理，但其主要

设计和功能一直延续了下来，并帮助美国建立和维持了地球上最大

的国家和经济实体。而中国通过考试制度选拔人才所打造的贤能政

府治理模式也十分成熟。因此文化和历史所塑造出了美中两国的治

理模式都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改变。

作者在第二章探讨了文化特性对个人的影响。彼得沃克认为

文化塑造个人的心态、行为、价值观和动机。美国文化源于早期

的拓荒者的职业道德、远大抱负和乐观主义，以及工业革命所特

有的独创性，这些特质使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是近

年来，美国的极化愈加严重，导致美国成为一个二元化社会，

“赢家”和“输家”概念分明，政党两极化，不同社会阶层的

期待和愿望不同。尤其是”联合公民案“的裁决将政治捐款纳

入言论自由的范围后，大量富有的个人和企业通过政治献金来

支持某些极端的政治观点，而这些观点又通过政治家而推入立

法机构，造成美国政府中温和派减少和极端派增加。中国的文

化特性与美国具有根本的区别。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和儒家思

想不仅认为家庭和社会应当优先于个人，而且认为世界是多元

的而不是二元的，因此强调集体和妥协。在彼得沃克看来美国

的职业道德、抱负和创造力弥补了各政党之间的分歧，能够使

政府内部在两极分化的严重分析下，仍然保持美国全球经济的

领导地位，而中国的儒家文化价值观仍然影响中国人的日常生

活，因此无论政权如何更迭，美中双方的价值观不会发生大的 
改变。

第三章彼得·沃克讨论了文化对美中经济的影响。彼得·沃克

美中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塑造了美中截然不同的经济模式。在其看

来，美国经济的驱动力主要有五点：一是创新与科技，二是移民带

来的充足劳动力；三是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生存环境，四是强劲的

消费市场，五是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支持。而中国的经济模式则极

具中国特色，他认为中国经济模式的基础是社会的尊卑秩序，它吸

引最优秀、最聪明的人进入仕途，而非从事商业，这种模式下政府

官员能够调节经济，确保关键的经济杠杆。通过比较美中两国经济

发展模式，彼得·沃克认为美中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在历史上都十分

成功并极具韧性。近 150 年来，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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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0 年来，中国的经济表现同样出色。在美国和中国经济经历的

历次危机中，两国经济模式都延续了下来，但特朗普上台后所采取

的与历史增长动力相反的立场，从长远来看，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伤

害。美中之间的零和博弈注定是有害无益的。

第四章彼得·沃克探讨了历史和文化对美中两国教育的塑造及

其差异。美国的教育主要委托各州和地方政府管理，联邦政府在缺

乏教育体系能够培养美国经济竞争力所需人才方面的作用不断减

弱。地方财政压力导致个地方政府削减教育开支，造成各地教师频

繁罢工。而中国教育则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在彼得·沃克看来，美

中教育模式的主要区别主要五点：美国强调批判性思维和个人发

展，而中国教育则强调聆听和记忆。美国课程涵盖广泛的选修科

目，而中国课程更加标准化，重视历史、文化、语文、英语和数学

等科目。美国仅将标准考试作为大学录取程序的一部分，而中国的

大学录取近乎完全依赖于考试。中国公立学校对教师的尊重程度和

教师素质明显比美国更高。与美国父母相比，中国父母在教育过程

中的参与度更高。而美国的大学体系比中国成熟。

第五章彼得·沃克探讨了历史和文化对美中两国对人权问题的

影响。彼得·沃克认为美中对人权问题的分歧主要有三点原因：一

是个人主义国家与集体主义国家的区别；二是美国的绝对人权观和

中国的相对人权观的区别；三是个别国家及其现任政府的历史长

度。美中两国核心价值、对人权具有重要影响的差异在于两国处理

问题的态度，美国的意识形态是二元价值观，而中国则关注和谐与

平衡。在美国看来，人权是绝对的和不可侵犯的，而中国在人权问

题上采取了不同的，不那么绝对的方式，鉴于中国古代经常发生的

自然灾害和动乱，中国政府总是将生存的基本需求置顶。中国虽然

在人权方面存在争论，但也面临着相同难题，即如何对待少数群

体，其中不仅包括少数族裔，也包括性少数群体、宗教群体以及女

性权利等。在以上诸多方面彼得·沃克认为由于中央政府力量和作

用不同，中国政府在保护少数族裔方面比美国做的更好，而性少数

群体在美中均存在者较大争议，而宗教自由和女性权利方面，美中

两国情况基本相似。

第六章彼得·沃克探讨了历史和文化对美中两国民主的形式。

彼得·沃克认为美国式民主重视个体，强调个人主义，而中国的民

主重视全体“人民“，强调集体主义。美国选举制度强调通过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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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投票，建立民治、民享政府。中国则运用民意调查或其他工具

来了解人民的需求和事务的轻重缓急，并将其反映在政府的决策和

行动中。在彼得·沃克看来当下美国的民主制度表现不甚理想，其

具体表现为：选举投票率低迷、党派偏见日益严重、国会和行政部

门忽视了民意。但其认为当下美国的民主制度虽然显得混乱不堪且

缺乏条理，但也展现了惊人的成效和韧性。彼得沃克认为中国民主

制度开始于 1954 年成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美国民主制

度相比，中国民主制度重视问题和措施，在民主协商过程中，讨论

的是某个人担任某种职位。对于社会中遇到的问题，中国习惯采用

渐进的方式来解决大部分问题：风险越大、实验规模就越大，试验

后再做出相关重大决策。彼得沃克认为，这样的民主形式，虽然耗

时更长，但是风险也低得多。在其看来，中国民主协商制度比美国

民主制度表现更为出色，因此他认为相比中国，美国政府面临着更

多严峻的挑战。

第七章彼得·沃克探讨了历史和文化对美中两国战争观的影

响。彼得沃克认为门罗主义的推行让美国在西半球处于强势地位，

但美国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实力不足以支撑起美国的强势，多年来

美国发起的海外军事参与，如伊拉克战争、反恐战争为美国带来了

严重的经济负担。无论是处于战争成本还是道德原因，美国国内已

经逐渐达成共识，不能再继续充当“世界警察”。中国深受儒家思

想和东方价值观影响，重文轻武。中国对利用稀缺资源进行对外战

争持怀疑态度，因此在过去的 40 年，中国政府制定的战略表现出

了高度的务实主义。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是否改变“韬光养晦”

战略，仍难以做出定论，但彼得沃克看来，军事侵略有悖于儒家思

想和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因此彼得沃克看来，美中之间爆发直接

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两国必将展开竞争，但主要是经济和社会

领域。

第八章彼得·沃克探讨了历史和文化对美中两国的未来之路。

在彼得沃克看来，当下美中关系对话虽然多集中在分歧上，但事实

上两国有许多共同点，美国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国家，一个

领导西方，一个领导东方，要成功解决全球重大问题，两国必须携

手。美中之间合作的最大障碍是美国对中国的不了解，而造成这种

问题根源在于美中两国都有独一无二的文化，都非常成功，但又截

然不同，因此美中之间应加强接触，消除误解，在全球问题上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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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将惠及全球。

整体来看，彼得·沃克在著作《大国竞合》中，以通俗易懂的

语言和丰富多元的案例揭示了美中历史与文化对两国的影响。就研

究视角而言，彼得沃克作为一个熟读中国历史、政治、文学等中国

问题学者，长期活跃在美中两国之间，兼具中西方国家文化的特

质，其对美中两国的评价突破了西方中心论，更具兼容性。就研究

主题而言，此书有意识地扩大了研究视角，尝试从历史文化的角度

探讨了美中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所提出的“文化塑造论”为美中

关系现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众所周知，当下美中关系正陷入紧

张之中，对于其所提出的“文化塑造论”也仅是做了一个初步的尝

试，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国际关系学人通力合作，加强对话，借鉴和

吸纳更多优秀地国际关系学著作，加强理论构建，解释文化对两国

政治、民主、人权等方面的异同，推动中美关系研究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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