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市民

在街头停放的

智能共享单车

旁走过。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赵征南

敬典阁神秘面纱揭开。

构建内在一致外在多样的对话话语体系
杨雪冬

对话话语体系建设是富
有挑战性的历史任务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中国在

国际社会中拥有与之相匹配的话语权变

得日益重要。 话语权不仅是发出声音的

权利， 更是可信任的解释力、 说服力和

引导力， 是一种话语的力量。 它依赖于

国家的物质力量， 但并不必然由后者完

全决定。 正因为如此， 才有超越实力政

治的思维定式和行为逻辑， 构建国家对

外话语体系的必要性。
对话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

程，分为不同层次，涉及多种主体，只有

协调好各种关系和力量，才能形成合力，
使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提升为话

语权。 中国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特点的

国家。 习近平在欧洲学院的演讲中谈到

观察中国要注意中国的五个特点： 有着

悠久文明的国家； 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

家；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世界

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正在发生深刻变

革的国家。 这些不同特点决定了对外话

语体系建设涉及关系的复杂性。 在国际

舞台上，如何将这些特点融会贯通，用一

套内在一致、 外在多样的话语体系表现

出来，是富有挑战性的历史任务。
在诸多关系中，“内-外” 关系处于

优先考虑和解决的地位。 所谓“内-外”
关系， 指的是对内宣传与对外传播 （沟
通）之间的关系。在冷战为基调的国际环

境中，由于有着明确的阵营划分、敌我界

限， 对内宣传与对外传播很容易统一在

一起，并实现相互间的直接转化，并相互

增强。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国际

舞台上拥有很强的话语权。
改革开放以 来 ， 尤 其 是 冷 战 结 束

后，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

化。 相对于国内与国际之间界限的弱化

乃至模糊化， 强调引导规范的对内宣传

与重视水平沟通的对外传播之间的差别

反而明显化了， 在国内富有影响力号召

力的话语方式并不能直接转移到国际传

播领域之中， 有的照搬使用甚至会产生

负面的影响。 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首要

任务应该是在承认和发现二者差异的基

础上， 积极推进融合转化。

正视“内-外”有别的思维
定式和行为习惯

目 前 ， 融 通 对 话 话 语 体 系 中 的

“内-外”关系主要面临四个问题 ：首先

是将对外话语体系与主流话语体系建设

分开考虑。 对外话语体系并不是只针对

国际社会、 与国内社会无关的一套独立

的话语体系， 而是中国主流话语体系的

有机组成部分， 反映的是主流话语体系

的核心价值、重要理念、基本原则，只不

过采用的是为国际社会更为熟悉习惯、
易于接受理解的表现形式、 传播手段和

方法。不能为了表现形式放弃核心价值，
用手段方法淹没理念原则价值， 不能为

了迎合国际而牺牲内容。
其次是将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与国

际主流话语体系分开考虑。毫无疑问，我
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
打破西方垄断的国际主流话语体系，但

这个特色应该主要体现在建设的主体、
建设的方式以及建设的过程上， 而不能

过度强调话语体系要素， 尤其是使用的

基本概念表述的独特性，所谓的“打破”
是给国际主流话语体系注入新的内容，
给既有的概念表述以富有启发 的 新 解

释，否则就提高了交流的成本，增加了对

话的难度，也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
第三是将对外话语体系与不断更新

变化的社会话语体系分开考虑。 中国的

社会语言变化快， 充满活力， 借助网络吸

收和转化着大量的外部语言成分。 最为重

要的是， 社会公众对于官方语言的认识判

断有着更多的国际参照系。 对外话语体系

建设虽然目标指向国际， 但最终影响在国

内。 不考虑国内公众感受的对外话语体系

建设， 也很难获得国际社会的良好反响和

回应。
第四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碎片化倾

向。我们在积极推进多层次全方位的外交，
每个人、 每个机构都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的参与者。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参

与的扩大。 但并不是每一种参与的声音都

会发挥积极的构建作用。在一些情况下，由
于视野、利益、方法等因素的限制，反而容

易出现众声喧哗、难成和声的局面，甚至出

现边建设、边破坏、破坏比建设快的结果。

优先处理 “内-外 ”关系应
抓住三个着力点

这些问题的存在， 说明了在对外话语

体系建设中还存在着一些不适应时代需要

的“内-外”有别的思维定式和行为习惯 ，
没有切实践行话语体系建设应该遵循的互

联互通、交锋交融的规律。要更为有效地解

决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内-外 ”关系 ，

应该抓住三个着力点：
首先要富有创造性地融入国际主流

话语体系之中。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扩

大深入， 中国已经融入了全球事务的各

个领域、国际体系的主要制度平台，并且

进入了许多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 中国

要善于利用自己的多重身份认同， 参与

到国家主流话语的生产上游， 成为国际

社会核心理念的重要阐释者、 新观念新

概念的积极倡导者以及各种话语体系之

间的交流对话的推动者， 在融入中提升

影响力，在相互理解中增强说服力。
其次要提高主流话语的国际意识。

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决定了中国的主流

话语体系有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观众和听

众。 任何对内言论都有着不可预期的溢

出效应。 这就需要中国的主流话语体系

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完善， 在重视国内

公众的感受和理解的同时， 也要增强国

际受众意识， 从而使内宣同步起到外宣

的作用。这远比将二者分开实施效果好。
第三要重视 中 国 经 验 的 学 理 性 总

结。 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让

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认同中国。固然成

功的实践可以戳破误解和指责， 但是也

要解释沟通。 学理性总结就显得更加重

要。通过对中国经验的学理性总结，可以

阐明中国发展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并将

关于中国的争论从意识形态领域引入到

更为理性的学术领域， 提炼出基于中国

经验的新的概念、表述，乃至形成新的对

全球发展富有启发性的理论， 进而占据

国际话语生产的前端。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

部主任、 研究员）

数百万辆共享单车怎么“停好”
乱停乱放随处见，简单收缴可能导致“三输”———

当前，全国共享单车已有数百万辆。
在一些城市， 共享单车已是不少市民出

行的便利工具。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

现，在共享单车越来越流行的同时，乱停

乱放、 恶意破坏甚至直接骑回家等不文

明现象频发。 但是，治理乱停乱放，简单

收缴可能导致“三输”：管理方浪费人力，
单车公司资产受损， 需要骑车的用户用

不了。近期，深圳、成都、上海等地已开始

对共享单车进行规范管理。

乱停乱放问题凸显，违停
单车多被集中收缴

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 已有数十

家企业进入共享单车领域， 包括摩拜、
ofo、小蓝、优拜、骑呗等。 记者了解到，截
至今年 2 月， 摩拜单车已进入北京、上

海、武汉等 15 座城市，在上海就投放了

10 万辆；ofo 共享单车覆盖全国 33 座主

要城市，单车 80 万辆。业内人士估计，全
国共享单车已有数百万辆。

记者调查发现，扫码骑走、手机付费

的共享单车为不少市民解决了 “出行最

后一公里”问题，但也随之出现乱停乱放

等不文明现象，挤占公共空间，带来安全

隐患。 在上海、深圳、广州、成都、南京等

地，共享单车在人流拥挤地段违停，都被

相关部门集中收缴，有时达数百辆。
年前，铁路上海站联合交通、城管等

部门开展集中整治， 要求共享单车公司

早 8 点至晚 8 点， 派人清理火车站区域

的单车。近日，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

也组织团员青年、 学生持续在辖区人流

较为集中的地方，利用休息及课余时间，
做维护共享单车的参与者、 有序停放的

“宣传者”和“监督者”。
在南京， 新街口地区近日集中清理

整顿停车秩序，几百辆共享单车被运走，
集中保管。

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 目前对于违

规停放的共享单车， 基本按照普通自行

车的违停来管理。 相关部门收缴后将其

统一保管，由运营公司前来联系取回。

各地管理办法将陆续出
台，明确热点问题处理办法

与城市公共 自 行 车 有 固 定 车 桩 不

同，共享单车没有固定的停车点，如何保

证使用者依规停放？
据了解，目前，多家共享单车都出台

了信用惩戒条款， 提醒使用者停放在规

范区域内。单车内有一套积分系统，一旦

停放不符合规范， 下一位使用者可以进

行举报，扣除这位违停者一定的信用分。
当用户分过低时， 会在一段时间内失去

使用权利。
近日， 已在深圳投放互联网自行车

的 4 家企业发表联合声明， 将加强行业

自律， 配备与投放规模相匹配的停放秩

序管理团队，加强与商业、办公等非公共

区域管理主体的沟通，设置停放区域，做
好停放秩序的管理。

对于共享单车的管理， 各地政府也

在探索。近期，成都市在中心城区各级城

市道路人行道等公共区域统一设置非机

动车停车区位， 要求将单车停放在区域

内； 深圳开始规范自行车包括共享单车

停放，试点设置停放区，交警部门也在展

开行动， 对乱停放自行车的驾驶人罚款

20 元；上海相关监管部门在路边画出统

一的白线框，作为单车的合法停放地点。
摩 拜 上 海 总 经 理 姚 呈 武 介 绍 说 ，

2016 年 6 月至今， 上海新增了 8000 余

个白线框，收费停车点中有 71 个免费对

摩拜单车开放。 一些区政府还以购买服

务的形式，聘用相关人员，在区内出行集

中的时间段和地段投放。
据了解， 各地政府部门的监管意见

正加速出台： 成都将鼓励支持共享单车

写入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并出台《成

都市关于鼓励共享单车发展的试行意见

(征求意见稿)》；上海市交通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将出台关于共享单车的指导性

意见，车辆标准、区域分布、违停处理等

热点问题都将有所涉及。
中国互联网协会秘书长卢卫建议，

应该由政府、 企业和用户三方联手促进

共享单车的规范发展， 政府管理部门出

台管理细则、规范单车停放范围、对破坏

单车者加大处罚力度等； 企业建立信用

积分系统、 设置信用制度来激励用户规

范骑行并举报违规行为等； 用户增强文

明使用的意识同时对身边的不文明行为

监督举报。 （据新华社北京 ２ 月 7 日电）

沈阳故宫院落全部对外开放
从未露面的敬典阁揭开面纱，系昔日存放清皇室宗谱之所

记者昨天从沈阳故宫博物院获悉，
经过修缮后， 沈阳故宫唯一从未对外

开放的院落敬典阁于近日正式 开 放 。
自此， 沈阳故宫院落全部开放。

相对北京故宫而言， 人们对沈阳

故宫比较陌生， 他们想知道， 敬典阁

有何神秘之处？ 沈阳故宫和北京故宫

有什么区别？ 目前的建筑和文物保存

情况如何？ 记者连线沈阳故宫博物院

副院长李声能， 依次解开上述谜题。

清朝“玉牒”曾置于敬典阁

敬典阁为沈阳故宫东所最北的一

进院落， 是一座二层黄琉璃瓦顶楼阁，
也是整个宫殿中唯一一个独门独院的

单体建筑， 作为清代皇家专门的档案

馆之一， 专作收藏 “玉牒” 之用。
所谓 “玉牒”， 即皇室宗谱。 清代

“玉牒 ” 从顺治十八年 （1661 年 ） 开

始， 每 10 年修撰一次。 “玉牒” 按与

皇帝的亲疏关系分为 “黄档” 和 “红

档”， 大都是长二尺多、 宽一尺多的大

册， 黄、 红绢封皮， 装帧精美， 纸质精

良， 满、 汉文字书写工整。
每次“玉牒”修成后会被抄写成三

份，分别存放在宗人府、皇史宬和礼部，
以便保存和查阅。 1743 年，乾隆下旨，
将原存于礼部的那一份送往盛京（今沈

阳）。数年后，又建造了这处专用的敬典

阁，并将存放“玉牒”的柜格打造齐备。
1750 年，“玉牒”正式入阁收藏，此后历

次修撰仍按制续送，直至清末。
记者获悉， 清代 “玉牒” 是现存

规模最大的皇族族谱， 是研究清朝皇

史的重要依据， 而敬典阁曾经存放的

“玉牒 ”， 现已由辽宁省档案馆收藏 ，
共 1133 册。

“博物院建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里，敬典阁长期作为沈阳故宫的库房使

用，2004 年，敬典阁存放的大部分物件

移至新库房， 但包括曾存放 ‘玉牒’的
‘金龙大柜’ 在内的部分大型物件暂未

移动。后来，我们终于将大件腾出，并对

敬典阁进行修缮。 ”李声能透露说，“今
年，沈阳故宫将增设敬典阁‘珍宝展’，
每次只展出一件沈阳故宫从未展出过

的一级文物，每季度更换一次，第一件

展品为皇太极的鹿角椅。 ”

沈阳故宫是多元文化融
合的象征

与北京故宫相比， 沈阳故宫在建

筑上和文物上分别有哪些特点？
“沈阳故宫是清定都沈阳至迁都

北京前 （1625 年—1644 年） 的帝王宫

殿， 也是清迁都北京后的陪都宫殿和

皇帝到东北地区巡幸和祭祀祖陵时使

用的行宫。 沈阳故宫由努尔哈赤时期

的宫殿、 皇太极时期的皇宫和乾隆时

期的行宫三部分组成， 与北京故宫相

比， 在建筑文化上少了些中原的礼制

精神、 皇权至上， 体现了浓郁的满族

文化， 同时又受到汉文化、 蒙古文化

和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 是多元文化

融合的重要体现。” 李声能说。
他认为，满族早期建都筑城最显著

的特征在于都城之中不再另建紫禁城，
皇宫与城市融为一体，城市街道的一部

分纳入到宫殿区空间之中。它没有明显

的宫、城之分，体现了“宫城合一”的结

构形式。而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努尔哈赤

建造的大政殿和十王亭这一组建筑，它
们作为八旗共同议政之所，并无围墙围

合，是一组开放式建筑，犹如一个城市

广场，完全与城市融为一体，构成整个

城市空间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 沈阳故宫还具有 “分

期建造， 相互融合”“八旗制度与八旗

方 位 ” “宫 高 殿 低 ， 而 非 北 京 宫 低 殿

高”“高台院落”“合院布局，众妃混居”
“口袋房、万字炕、 跨海烟囱” 等鲜明

特色。
在文物方面， 李声能认为， 沈阳

故宫是与北京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齐

名的清代皇家三大文物宝库之一， 是

清代早期文物最大的收藏单位。 “北

京故宫所藏文物比较全， 但单论清代

早 期 即 1616 年—1644 年 的 文 物 ， 沈

阳故宫所藏最多。”

目前整体建筑无重大险情

沈阳故宫是我国仅存的两大宫殿

建筑群之一， 占地 6 万多平方米。 它

始建于 1625 年 ； 1926 年 ， 盛京皇宫

内以 “东三省博物馆” 为名， 作为东

北首座公立博物馆， 对外开放； 1961
年， 沈阳故宫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 位 ； 1986 年 ， 定 名 沈 阳 故 宫 博 物

院； 2004 年， 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 如今， 历经数百年风霜的沈阳故

宫保存情况如何呢？
“建筑方面， 整体上看相对稳定，

并无重大险情。 根据文物保护的最小

干预原则， 修缮工作只需在局部进行

即可。” 李声能说， “除了建筑、 彩路

画的修缮， 我们还在细节上进行了处

理 。 沈阳故宫 300 多 年 来 从 未 被 淹 ，
这是古今双保险处理的结果。 最初，沈
阳故宫是沈阳最高的地区， 北高南低，
下雨时水向南流淌，并最终进入沈阳路

两侧的排水沟，即‘明排’；而围墙下留

有一个圆形的排水口，两个相邻的排水

口之间基本呈一条直线，并形成一个不

明显的坡道，则为‘暗排’。然而，随着市

政建设的发展，道路抬高，沈阳故宫已

是‘洼地’。后来，博物院经过研究，决定

将沈阳故宫的排水终端和市政排水系

统连在一起。 2013 年，沈阳故宫新修了

一条‘明排’系统，管径更大，斜坡度更

科学。 ”
李声能介绍， 沈阳故宫还将建设

一套变形监测系统。 “过去， 只能在

肉眼看出问题的情况下修缮 ； 未 来 ，
可以在肉眼发现之前提前预警， 进行

预防性保护。”
文物方面， 近代以来， 沈阳故宫

因战火纷飞， 文物流失严重。 最新普

查结果显示， 沈阳故宫共有 105085 件

文物， 其中一级文物 490 件， 二级文

物 3020 件， 三级文物 35785 件。
据了解， 1914 年， 沈阳故宫的 11

万余件藏品被迁往北平古物陈 列 所 ；
1933 年 ， 部 分 藏 品 又 随 故 宫 文 物 南

迁， 辗转数地， 后迁至南京； 1948 年

底 ， 部分文物精品迁至台湾 。 如 今 ，
部分原藏于沈阳故宫的文物， 被分散

在国内多家博物馆保存 。 李声 能 说 ：
“目前， 我们正努力促进部分南迁文物

回归或‘省亲’。 比如， 去年沈阳故宫

博物院联合北京故宫博物院、 南京博

物 院 、 镇 江 博 物 馆 等 举 办 ‘曾 在 盛

京———沈阳故宫南迁文物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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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分为不同层次，涉及

多种主体，只有协调好各种关系和力量，才能形成合力，使国家在

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提升为话语权。中国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特

点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如何将这些特点融会贯通，用一套内在

一致、外在多样的话语体系表现出来，是富有挑战性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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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年内彻底消除劣V类水
本报杭州 2 月 7 日专电 （驻浙记者

蒋萍 通讯员刘海波） 继全面清除黑臭

河、垃圾河之后，浙江“五水共治”继续发

力。 昨天下午，浙江省召开全面剿灭劣 V
类水工作会议，省委主要负责人立下“军
令状”：年内，浙江将彻底消除劣 V 类水，
并采取一切措施巩固成果，保证不反弹。

会议强调， 今年浙江不但要剿灭江

河湖泊坑塘所有断面的劣 V 类水，而且

要做好巩固、提升的文章。重点抓住“截、
清、治、修”四个环节，实现从污水控源、
污水处理、 污泥清理到水体修复， 全过

程、全系统、全方位的治理。 为了保证任

务落到实处，浙江制定了“无缝对接”推

进机制———明确作战计划和战术方案，
实行挂图作战、 挂牌督战， 实行销号管

理、 报结制度； 还将进一步深化 “河长

制”，强化督查考核。
据了解，去年，浙江省完成河道综合

整治2836公里，完成河湖库塘清淤1.37亿

立方米， 建成城镇污水管网3252公里。截
至去年底， 浙江全省完成235个城镇污水

处理厂一级A提标改造， 完成23137个村

的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通过一系列举

措，如今浙江全省221个地表水省控监测

断面中，III类以上水质断面占比77.4%，
同比提高4.5个百分点； 劣V类水质断面

占比2.7%，同比下降4.1个百分点。

全书收录青铜器铭文1973件
《陕西金文集成》出版发行

本报西安 2 月 7 日专电 （驻陕记者

韩宏 通讯员张懋镕） 记者今天从陕西

省考古研究院获悉 ，由陕西省古籍整理

办公室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写的皇皇

巨著《陕西金文集成》，日前由陕西出版

传媒集团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至此，素
有“青铜器之乡”美誉的陕西省终于有了

与其地位相称的一部金文著录书。 这部

连续近 1500 年的著录，堪称我国分省青

铜器铭文（又称金文）资料最齐全、最完

备的集大成之作， 对研究中国古代青铜

器、古文字、书法艺术及经济社会等提供

了重要的科学资料。
据了解， 中国古代金文的整理与著

录，从北宋算起已有千年的历史，但用现

代科技和理念整理与著录金文资料，尚

不足百年。 改革开放以来， 金文及其载

体———青铜器的研究日益成为考古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陕西金文数量、质量闻名

遐迩， 金文中以西周金文篇幅长、 文字

多，而大部分西周长篇金文出土于陕西，
最著名的西周金文资料有毛公鼎、 大小

盂鼎、大小克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何
尊、墙盘、逨盘等。

我国青铜器铭文研究发端于汉代，
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 ５８ 年）美阳县

（今陕西省扶风县）出土青铜鼎，就有人

释读其铭文， 宋代则形成了研究古代钟

鼎彝器、碑碣石刻、考辨今古文字的学问

“金石学”， 至清代出现了许多金文专家

和著作。 上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随着新的

青铜器铭文和帛书竹简等资料的持续发

现，青铜器铭文研究蔚然成风。

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天恩

主编的《陕西金文集成》，作为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之一， 共收录了陕西地区

自商代中期到三国时期的有铭 文 铜 器

1973 件，是迄今搜集陕西金文资料最全

的著录书。 书中收录了 150 多件两汉三

国有铭文铜器，其铭文涉及地名、官名、
人名等，是研究两汉三国历史文化，中国

文字从商周大篆到秦汉小篆、 隶书嬗变

的绝好资料。 《陕西金文集成》代表了金

文著录的一个新方向， 它将每件青铜器

的铭文拓片、 拍照和器物图像三位一体

著录， 以便读者能更好地观察青铜器及

铭文的细微部分，包括制作工艺、技术和

形式以及字形书体的微妙变化。

沈阳故宫大政殿外景。 （均李声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