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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构成的意义上，教育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

制度之一，而在现代社会，学校教育则成为教育制度

的主轴。学校教育系统的主体或建设者由现代民族国

家承担，国家在学校教育以至大部分的社会教育中起

着制度的规定、阐释和执行、监督的角色。教育作为

文化再生产的主要机制，其首要功能在于灌输国家意

识形态的象征体系。文章所欲讨论的问题是主流意识

形态在教科书中是如何表达自身的？

1  价值观与价值观的表达

凡被纳入教科书的作品皆由国家审定，其所表达

的内容与观念会成为法定知识和文化。《斑羚飞渡》所

表达的价值观倾向极为明显，即典型的集体主义价值

观。事实上，人们所接受的是经过自己过滤的观念，

而非最初传达的观念。社会学家托马斯认为：“如果人

们把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这种情境就会造成

真实的影响。”即人们对情境的主观解释或者理解会影

响其行为。这就是托马斯定理。人们依循的行动原则

是已经被自己所接受的观念，因此，观念的力量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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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文本分析的方式，通过个案剖析回答如

下问题：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在教科书中表达自身。经

由对语文课文《斑羚飞渡》的分析可知，主流意识形

态为保证其合法性，在表达策略上采取了一种转换机

制，包括简化、侧重和逻辑转换诸环节。在对象文本

中，表现为将集体主义的牺牲逻辑转换为长辈为子辈

牺牲的爱的逻辑，即从“为了我们”的逻辑转换为“为

了我们的下一代”的逻辑，其转换的动因源于取得观

念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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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观念本身，而是使得人们接受此观念。在此意义上，

观念的表达重要于观念本身。观念的表达所依据的原

则是与人们已有的观念系统保持一致，因此，如何表

达观念使其能够为人们的观念结构所同化便成为观念

宣传的关键所在。

文章所取的研究方式是选择教科书中的特定文本

展开个案分析，厘清其内容的表达机制。这种单一文

本分析的方式失之于特殊化、偶然性，且带有文本分

析不可避免的主观色彩；其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分析和

揭示意识形态的表达机制和策略，呈现清晰的分析脉

络和逻辑。选择人教版七年级下册语文课本中的一篇

课文《斑羚飞渡》（又名《羚羊飞渡》或《生命桥》）

作为分析对象。语文教学的目标之一是通过文学作品

的感染力对学生施以道德教育，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

和道德观念。《斑羚飞渡》被选入人教版语文教材多

年，并被选入其他版本的语文教材，足见其作品之优

秀以及契合主流意识形态之深刻。文章从意识形态表

达机制的角度对《斑羚飞渡》予以社会学的分析。首

先，需要明晰《斑羚飞渡》一文中行动群体的基本结构；

其次，需要澄清文本所表达主要价值观念及其所采用

的表达机制。

2  《斑羚飞渡》的群体结构

《斑羚飞渡》中通过“我”（猎人）之眼观察一群

斑羚的行动，斑羚群体及其行动是文中的主体部分。

作者以旁观者的身份出场，试图呈现一出真实的动物

故事，或者增加故事的真实性。以文学的标准衡量之，

旁观者立场能够增加作品的真实性，继而提高故事的

感染力。但是，这并不妨碍读者能够辨识出其虚构性。

而且，就现实中的斑羚而言，文中所展现的故事也是

不可能出现的。文中所描绘的斑羚种群乃是对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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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物群体加以简化和理想化后的产物，借此虚构的

理想群体，故事方能合理地发展下去。读者所当注意

的是理想群体的特征，因为这是文本观念表达的载体，

换言之，理想群体本身经过作者价值观的剪裁与规定，

可以反映作者的价值观。

斑羚群体（“斑羚”仅是一个象征，可由任何其他

动物种群替代）的结构主要由两个对立维度构成。

（1）“领袖—群众”维度。在《斑羚飞渡》一文

中提道：“斑羚群渐渐安静下来，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

一只身材特别高大、毛色深棕色油光水滑的公斑羚身

上，似乎在等候这只公斑羚拿出使整个种群能免遭灭

绝的好办法来。”可以说，“镰刀头羊”在斑羚群体中

处于绝对的权威地位，扮演着唯一的决策者角色；此外，

在《斑羚飞渡》一文中提道：“镰刀头羊本来站在年轻

斑羚那拨里面，眼光在两拨斑羚间转了几个来回，悲

怆地轻咩了一声，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老年斑羚那一

拨去了。有几只中年公斑羚跟随着镰刀头羊，也自动

从年轻斑羚那拨里走出来，进入老年斑羚的队伍。”因

此，“镰刀头羊”也扮演着行动榜样的角色。相形之下，

其他斑羚则或者以懦弱、绝望的形象出现，在《斑羚

飞渡》一文中提道：“有一只老斑羚不知是老眼昏花没

测准距离，还是故意逞能，竟然退后十几步一阵快速

助跑奋力起跳，想跳过六米宽的山涧，结果在离对面

山峰还有一米多的空中哀咩一声，像颗流星似的笔直

坠落下去，好一会儿，悬崖下才传来扑通的落水声。”“灰

黑色母斑羚的身体已经笼罩在彩虹炫目的斑斓光普里，

眼看就要一脚踩进深渊去，突然，镰刀头羊‘咩—咩’

发出吼叫……随着镰刀头羊的那声吼叫，灰黑色母斑

羚如梦初醒，从悬崖边缘退了回来。”或者混入整体之

中而没有具体的表现，居于群众地位的斑羚之于头羊

的关系是信任、服从和跟随头羊的命令与行动。

（2）“年长—年轻”维度。斑羚群体的年龄特征表

现得极为模糊，虽然文中有“中年斑羚”出现，但仍

然是相对于年轻斑羚而言的，即属于“年长”的范畴。

另外，尽管文中描绘了一只“母斑羚”，而镰刀头羊是

一只雄斑羚，似乎出现了性别分化，不过作者并没有

刻意区分雌雄性别，所以性别在文章中并不显著。此

理想群体的构成颇为简单，极有可能是因为作者试图

刻画出中心斑羚，而有意忽略了一个种群的复杂成分。

3  《斑羚飞渡》的价值观念

《斑羚飞渡》一文所表达的首要观念是集体主义的

价值观，即集体的价值高于个体的价值，个体应当为

集体的价值而服务，在文中表现为年长的斑羚为了整

个种群的延续而自愿做“死亡的桥墩”。集体主义价值

观是我国传统的价值观，并为当下主流所明确继承与

宣扬。

《斑羚飞渡》所传达的另一种价值观则是长辈对子

辈的照顾与爱护，文中年老斑羚之牺牲是为了年轻斑

羚。长辈对子辈的爱，甚至父爱或母爱，乃是近代的

现象。这一现象伴随着“儿童”观念的诞生与发展而

逐渐出现。现代“儿童”的观念在 20 世纪始臻成熟，

故而 20 世纪被称之为“儿童的世纪”。在近代之前则

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中国传统社会所注重的

是整个家庭或家族的利益，子辈则属于增进家庭或家

族利益的有用资本，因此，长辈对子辈的爱护在家庭

或家族中位于次要的位置，往往子辈的利益或幸福为

家庭或家族的利益所支配。

再者，传统社会所提倡的美德乃是孝，由子辈为

长辈付出，与现代的长辈为子辈奉献的观念相反。在

现代社会，儿童的观念以及长辈须对子辈付出的观念

已然成为普遍的价值。

4  《斑羚飞渡》价值观念的表达机制

《斑羚飞渡》一文所主要表达的是集体主义价值观

与长辈对子辈的爱的观念，这两种价值逻辑在文中皆

通过“斑羚飞渡”的过程和场面获得展示，集体主义

的逻辑与爱的逻辑在文中两相交织，难以分离。就文

中所刻画的“斑羚飞渡”的场面而言，当为全文最为

精彩亦最富感染力的部分。

在这个画面中，其鲜明特征是“老—少”的强烈

对比：年长的斑羚凭借娴熟的技巧以自己的身体做年

轻斑羚的踏脚石，以自己的陨落换取年轻斑羚的生还。

当年老的斑羚依次自觉地为年轻斑羚奉献出自己的生

命的时候，读者的心灵在此刻受到震撼，为老斑羚的

献身精神和画面的壮烈所感动。老羚羊的牺牲在拯救

年轻羚羊的生命的过程中升华至高尚的层次，其道德

感召力在无形中加于有感于此的读者心中。然而，何

以读者能够毫不迟疑地承认并赞扬老羚羊的牺牲行为

呢？固然，老羚羊本身所表现出的自觉、无私与决绝

的美德能够打动读者，而它们为集体的延续牺牲自己

的行为亦符合读者所接受的为集体服务的价值观念，

即符合读者所接受的观念系统。

但是，集体主义的价值逻辑本身在此处遇到了矛

盾，尽管老羚羊（包括头羊）的集体牺牲似乎完成了

集体主义逻辑的表达。按照文中的设定，斑羚群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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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人的追捕下被逼至生存的绝境，其行动的唯一目标

是保证种族的延续，为此不得不牺牲老羚羊的性命以

挽救另一部分羚羊即年轻斑羚的性命，从而延续种族

的生命。然而，此种设定恰恰违背了集体主义的行动

原则。种族的延续需要最强壮、最能适应环境的成员，

须遵循所谓“物竞天择”的原则，在种族面临灭绝的

危机情境下，应当抛弃种族中最弱小、最无法适应环

境的成员。

显然，现实中的动物无法进行理性思考，在危机

情况下的行动往往依凭天赋的本能，因此，弱小而无

能的成员会被自然淘汰掉，被淘汰的成员并不具有牺

牲的自觉，而存活下来的成员亦无道德上的负担。在

虚构的《斑羚飞渡》一文中，斑羚群体被赋予了强烈

的拟人化特征与道德色彩。但根据理性的思考，斑羚

群体应当放弃羸弱的成员，既包括年老的斑羚，也应

包括幼小的斑羚，如此才能为种族的存续争得更大的

可能空间。

“年长—年轻”的年龄构成是《斑羚飞渡》一文

极为模糊的内容，在“飞渡”之前的准备中，因为年

老斑羚的队伍数量太少而由头羊等中年斑羚予以充实

的情节，暴露出“年老”一词的实际范围超出了常识

所谓“年老”的界定。在牺牲的老羚羊中，有不少强

壮的中年斑羚，甚至头羊；在“年轻”羚羊的范围中，

文中并未对幼年羚羊到成熟羚羊予以清晰的划分。无

法想象，一个种族中不存在各种年龄层次的成员。作

者对“年长—年轻”范畴的刻意模糊化，固然很有可

能出于文学性的需要，但在实际上则具有避免集体主

义逻辑的矛盾的效果。

这一矛盾并非集体主义逻辑本身所固有的，而是

集体主义逻辑与爱的逻辑产生了冲突。因为现代意义

上长辈对子辈的爱的观念无法认同为了集体的价值而

牺牲孩子的性命。因此，在文中通过老羚羊为年轻羚

羊架起“生命桥”的情节掩盖了集体主义的价值逻辑

与爱的价值逻辑冲突。

集体主义的价值逻辑在其推演的过程中改换了面

目，如果说集体主义的逻辑是“为了我们”，而爱的逻

辑是“为了我们的孩子”，那么，文中所呈现出来的表

达机制将“为了我们”转变为“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下

一代”的概念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代表了集体“我们”

的延续与未来，另一方面则指幼小的“孩子”。通过这

个概念将集体主义的价值逻辑与爱的价值逻辑统合在

一种逻辑中。之所以集体主义的价值逻辑需要爱的价

值逻辑的外衣，其原因在于将自身配入现代社会普遍

的爱的观念系统，以此与一般人的常识系统取得一致。

倘若分析更深一层，则可以见到此种转换与包装的策

略涉及更要紧的基础。

长辈对子辈的爱的价值观的基础是亲子之间天然

的感情，以及人生而具有的同情心。基于此种天然的

情感，长辈对子辈的爱显得自然合理而正当。但是，

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则立足于集体高于个人的预设，因

为集体的价值优先于个体的价值，所以个体应当为集

体的价值和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性命。因此，

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不同于爱的价值观的基础。是

故，此两种价值观在逻辑基础上并不能达成一致。

在《斑羚飞渡》一文中，年老羚羊为年轻羚羊而

牺牲的行为同时达成了维护集体存续的目的，将两种

价值逻辑扭结于一处，同时完成了两种价值逻辑的展

示。在这一转换的过程中，集体主义价值逻辑通过老

羚羊对年轻羚羊的爱的行为完成了自身的合理化，将

天然的情感因素导向为集体牺牲的道德弘扬层面。由

此，集体主义的价值逻辑在天然情感的驱动下获得了

天然的正当性，此即将集体主义的价值逻辑置于爱的

价值逻辑之中的表达机制的深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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