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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规范与文明

林 剑

［摘要 ］人原本是 自 然界的 一部分 ， 是一种纯 粹 的 自 然物 。 当 人作 为 一种 纯粹 自 然存在 时 ，
他并 不 比 其他动

物种群拥有更 多 的 优越性 。 只 是 随着人类 实践 能 力 的提高 ，人才从 自 然 界 中分离 与提升 出 来
，
成为

文 明人 。 文明 是生 成的 ，也是 发 展的 ， 文 明 的 生 成 与 发展 表现 为 对 自 然状 态 的 疏远 与 游 离 的 过程 。

在文 明生 成 与发展 的 过程 中 ，社会规 范起着极其 重要 的作 用 。 在某 种意 义上说 ， 文 明 也是被规 范 出

来 的 ， 没有规 范就没有 文 明 。 文明 的 生 成与 发 展离不 开社会规 范 ， 但并 不是任何性 质与 形 式 的 规 范

都能 无条件地促进文明 的发展 ，
因为社会规范也有

一个合理与 否 的 问题 。 社会规 范 的 制定 与 确立 既

要符合社会发 展与 进步 的要求
，
也要符合社会公平 正义的 要求 。

［关 键 词 ］文明 社会规 范 社会规范 的合理性

不再属于类人猿的范畴 ，而是作为真正的人而存
一

、 文明是对自然状态的游离在 。 在一定意义上 ，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史应

从人类跨入文明的 门槛时算起 。

人原本是 自然界的
一

部分 。 当人类原始祖先什么是文明？ 文明区别于蒙昧和野蛮的标志

还处在古猿阶段时
，
只是众多的有生命的存在物 是什么 ？ 文明时代与野蛮时代的历史断点应如何

的一种 ，较之于其他动物种群 ，也不享有更多的优 确认？ 尽管对诸如此类的问题 ，不同的历史观与

越性 。 只是由于 自然环境 的变化 ，古猿从树上走 文明观之间存在着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讼争不

到了地上
，
开始依靠 自 己 的劳动养活 自 己 ，并由于 断 、彼此竞争的情况 ，但在摩尔根与马克思恩格斯

劳动的需要 ，生成了意识 、语言 、文化等新的要素 的著作中 ，却给我们留下了清晰可判 、不容有争的

时 ，人才从 自然界分离与提升出来 ，成为 自然界的 论述。

“

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

骄子和万物中的精灵 。 然而 ， 人猿揖别的过程经 的时期 ，

？人工产品主要是用做获取天然产物的辅

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时间跨度 ，
＿

其间大致经历 助工具。 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 ，
是

蒙昧时代 、野蛮时代 ，最后才进人到文明时代 。 对 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

于人及其历史来说 ，
文明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 期 。 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

一

步加工的时

它不仅意味着人的历史演进迈上了一个新的 台 期 ，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 。

”

①上述论断表

阶
，
更意味着人的存在形态与身份的重大改变 。 明 ，在摩尔根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里 ，人类文明

当人作为文明人存在时 ， 他的生活和生命活动 已

与动物的生活和生命活动具有全然不同 的性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 版第 ４ 卷第 ３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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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规范与 文明

的生成 ，是与人类相对于动物的优越程度与支配 里 ，任何
“

生产本身
”

都
“

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

自然的程度密切相关的 ， 而人类支配 自 然的程度 往为前提的
”？

。 当然 ， 人们的
“

交往的形式又是

首要地表现在他对 自 己维持其肉体生存的食物的 由生产决定的
”

③
。 即是说 ，

社会的物质生活资料

控制上 。 当人类还完全或主要依赖于大 自然的天 的生产方式的性质是由人的
“

生产上的技能
”

与人

然供给时 ，他还不能说完全地完成了从动物到人 们的社会
“

交往的形式
”

共同构成的 ，
表现为二者

的蜕变 ，

“

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 ，
是跟生存资 之间的有机统一 。

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
”

①
。 摩尔根因此 ，文明不仅意味着人类在

“

生产上的技

提出并得到马克思恩格斯摘要 、引 用与充分肯定 能
”

的进步 ， 同时也意味着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

的上述观点 ，
为我们把握文明 的本质和确认文明 进步 。 社会关系 的进步首要表现在 ，

人们之间的

时代的始点 ，
提供了一条科学的方法论思路与合 相互联系或关系 由蒙昧时代 、野蛮时代以血缘为

理的参照坐标 。 文明的即是非 自然的 。 文明的本 纽带的 自然性质的联系或关系
，
过渡与发展到主

质不在于人与 自 然融为
一

体 ，
而在于人类对 自然 要 以社会交往为媒介的社会性联系与关系 。 如果

状态的疏远与游离 。 当人类还处于蒙昧时代与野 说 ，在
“

生产的技能
”

上 ，文明的形成是以工业与艺

蛮时代时 ，人类的食物来源主要依赖于大 自 然的 术的出现为标志的 ， 那么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

天然供给 。 即使是在人们学会畜牧和农耕 的时 的方面 ，
文明的形成则是以私有制 、阶级 、国家的

期 ，
人们所能做到的也只是依靠 自 己 的活动增加 产生作为标志的 。 尤其是国家 ，

Ｐ
以说是文明时

天然产物的数量
，
而没有改变天然产物的性质 。

代与文明社会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之
一

， 以至于

当人类学会对天然产物进行加工 ， 生产 出 自然界 恩格斯认为
“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 ④

。 即是说

所没有的产品时 ， 人类不仅改变 了产品的天然性 区别于蒙昧时代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
一切性

质 ，同时也改变 自 己活动的性质 ，而这
一

步是以工 质与特征 ，都通过国家这
一

实体性的存在获得集

业的出现与艺术的产生作为标志的 。 当人类赋予 中与概括的反映与表达 。 文明社会的一切优缺

了 自 己所需的生活资料以工业与艺术的属性时 ，

点 ，都与国家的产生与存在有直接与间接的关系 。

人类也就为 自 己签发了
一

张确认 自 己为文明人的 虽然国家是私有制与 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

但国家的产生不仅改变了人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方

区分蒙昧时代 、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的参照 式与性质 ，扩大了人们交往的范畴 ，推动 了社会生

坐标是人们用以维持 自 己 肉体存在的生活资料的 产力的发展与科学技术与艺术的繁荣 ，
导致了城

性质
，
而生活资料的性质的区别是由生产生活资 （

市的形成 ，更为重要的是 ，
它也通过制定不 同形式

料的方式决定的 。 在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逻辑 的社会规范 ，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其秩序进行协

中 ，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既是区分蒙昧时代 、野蛮 调 、管理 ，
从而促进人从蒙昧人 、野蛮人向＃社会

时代与文明时代间历史节点的主要参照坐标 ， 也
性的文￥人转￥￥４￥ 。

是区分文明时代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参照坐综上所述
，
文明时代是相对于蒙昧时代 、野蛮

标 。 对于马克思撕史棘说 ，物触賴機 ＾胃胃

生产方式是推动人类历史从 自然史向着属人的社
氏族社会而言的

，
文明人是相对于蒙昧＾

野蛮人

会历史生細财觀动力与嫌 ，也是马克ｍ
而＿ 。

￥
＿生成与紐大致可 以从三个不同

的历史观分析 、考察社会历史 的主要参照坐标 。

社会的物质生酿棚生产方式眺质 ，
既雜

着人类的
“

生产上的技能
’，

的发展程度或水平 ，也
度通常表现的是器物文明的程度 。

＿

二是从人们的

表征着社钱紐其结細麵 。 目为社会離

生活资料的生产不是单个人的个体性行为 ， 而是


一种群体性与社会性的行为 。 社会生产以什么样
①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４５ 卷第 ３３ １

＿

３３２ 页 。

沾二！ ＨＨ；前士工 “
、

，‘ ＋女 Ｌ姑仕你
，，

＊而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 版第 １ 卷第 １４７ 页 。

的方式进仃 ，
既取决于人们 生产上的技能 ，

也取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 版第 １ 卷第 １４７ 页 。

决于社会的组织结构 。 在马克思历史观的 视野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 版第 ４ 卷第 Ｉ９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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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与生活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的 。 人们的 刻基础 。 文明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产物 ，
因而文 明

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性质通常标示的是社会文明 的 也是被规范的产物 。 人的实践活动是
一

种有意

发展程度 。 三是从人们的主体素质维度进行考 识 、有 目 的的活动 。 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 ， 不过是

察 。 人们 自身的素质有先天的赋予 ，
也有后天 的 人的活动 目 的对象化 、现实化的表现 ， 同时也是人

习得 。

一

般来说 ，
人们素质的 自然赋予成分越多 ， 对活动对象的

一

种规范 。 广义地说 ，

一

切具有文

人越具有蒙昧与野蛮的属性 ；
相反 ，

主体的文明素 明性质与属性的存在 ， 都具有被规范的性质 。 即

质不是天赋的 ， 而是具有社会的与 习得的属性 。 使是人们称之为物质文明的器物文明 ， 也具有被

概括地讲 ，文明的生成与发展可 以从三个不同的 规范的性质与 意蕴 。 文 明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产

维度区分为器物文明 、社会文明 、人的文明 。 需要 物
，
也意味着文明是被规范的产物 ，

二者具有相互

强调的是 ，上述三个方面 ，并不是彼此分离的 ，无 贯通的意蕴 。 正如没有人的劳动 、实践活动就没

论是从文明 的生成看 ，还是从文明演进看 ，
二者之 有文明的生成一样 ，没有规范同样没有文明 的生

间是相互联系与统
一的 。 文明是生成的 ， 因而在 成 。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 的是 ，

对于社会文 明与人

本质上是实践的 。 器物文明 、社会文明 的基础是 的文明的生成与发展来说 ，规范的作用更为重要 。

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文明 ，
它们不过是人的文明 无论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其条件 ，还是个人文明素

的对象化与确证。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

“

个人怎样 质的生成 ， 都离不开社会规范的范导与约束 。 我

表现 自 己 的生命 ，他们 自 己就是怎样 。 因此 ，他们 们不妨将实践活动 目的对活动对象的规范称为广

是什么样的 ，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
——既和 义的规范 ，将以社会风俗 、社会制度 、法律 、道德 、

他们生产什么
一

致 ，
又和他们怎样生产

一

致 。

”

① 文化等方式对社会生活与个人行为的规范称为狭

无论从什么样的维度去把握文明
，
文明都有疏远 义的规范 。 广义的规范普适于一切人的实践活动

与游离 自然性质的意蕴 。 文明是生成的 ， 也是发 的对象 ，
而狭义的规范主要指向 的是对个人活动

展的
，
因而文明是可比较并有先进与落后之分的 ，

行为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的规范 。 本文所论及的规

而对文明进行比较的一个重要的参照坐标即是与 范主要指狭义的规范 ，主 旨在于阐 明 ，社会生活秩

自然状态疏远与游离的距离 。 与 自然状态距离越 序的文明也好 ，人的素质的文明也好 ，都不是 自发

远的文明显然比与 自然状态距离较近的文明要先 生成的 ，
而是通过人的 自觉规范与 自我约束而生

进 。 人们有时之所以将有些相对落后的文明民族 成的 。

仍称为野蛮民族
，
将人们的某些行为举止加 以 申规范是催生文明 的助产士 ，

是推动文明发展

斥 ，其评价的尺度显然也是依照与 自 然状态的距 的不可缺少的手段与形式
，
规范对文明社会与文

离 。 文明 的基本底蕴是对 自然状态的扬弃与超 明人的生成与发展具有无可争辩的作用 。 从发生

越 ，没有对 自 然状态的扬弃与超越便没有文明 。 学的维度看 ，
人原本就是 自 然界的一部分与动物

文明对 自然状态中的扬弃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 而 界的一分子 ，当人以古猿的身份存在时 ，他也与 自

是经历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过程 。 正是在这个 然界的动物种群
一样

， 纯粹的 自 然性是其唯
一

的

过程中 ，人类实现着文明程度的提升 。规定 ，他并不比其他的动物种群有何优越与特别

的地方 。 只是随着人开始使 自 己 的肉体存在摆脱

二、 文明是因规范而生成的对天然产物的绝对依赖 ， 开始依靠 自 己的劳动逐

渐地解决 自 己 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来源时 ，人才将

文明是生成的 ，
也是发展的 ，推动人类文明生 自 己从自然界中逐渐地分离与提升出来时 ，

逐渐

成与发展的动力 和杠杆是人类的实践活动 ，
因而 地揖别 自然界

，
开始形成人对其他动物种群的独

文明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 首先是人类改变满足 自 立性与优越性 ，其间还经历过漫长的蒙昧时代与

己肉体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生产 ，
以及使物质 野蛮时代 。 这两个时代也属于人的时代 ，社会与

生产得以进行的物质交往 的实践 ，然后是以物质 社会中生活 的人都具有极其鲜明的属人性质 ， 人

生产活动与物质交往活动为基础的精神生产活动

与精神交往活动 ，是构成人类
一切形式文明的深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 版第 １ 卷第 １４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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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具有意识
，
而且还创造了 自 己 的文化 。 但同 范的生成是适应文明进步的需要 ， 并表现文明发

样不可否认的是 ，
无论从社会发展状况还是从人 展的成果 ； 另

一

方面 ，
社会规范也是使文明成果得

的发展状态来看 ， 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与文明 时 以保存的保障条件 ， 并是推动人与社会 向着文 明

代之间的边界划分是不容模糊 的 。 蒙昧时代与野 生成的重要推动力 。 文明也是被规范 出来的 。 社

蛮时代是从纯粹 自然状态向文明状态转变的过渡 会规范对文明 的作用首要表现在对人的 自然本能

形态 。 在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
，
社会与人都具有 的限制 。 人类的祖先都是蒙昧与野蛮的 ， 因 为他

极其鲜明的 自然性特征 。 从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 们都是从动物界分离 出来的 ，其行为主要受制于

到文明时代的过渡是
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 ，

自然本能的控制与驱使 。 正是在规范的作用下 ，

人类通过 自 己实践能力的提高 以及与实践能力相 人类才逐渐游离 自然与动物性的蒙昧与野蛮 。 诚

适应的规范的共同作用
，
才逐渐远离 自然状态 ，走 然

，
人类作为从 自然界中分离 出来的存在物 ，不可

向开化与文明 。 任何种群的生活 ， 都存在着
一

定 能完全摆脱 自然界的束缚 ，也不可能彻底消除掉

的规范 ，

一

些高等动物种群生活中也存在着
一

定 自然界遗传给 自 己 的野性基因 ，但在社会规范 的

的规范 ，这是不难证明的经验事实 。 但规范的形 作用下 ，可以逐渐使 自 己的野性得到抑制与扬弃 。

成 ，却存在着形成方式与性质上的区别 。 动物种 以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为例 ，在蒙昧时代与野蛮

群的规范完全受制于动物种群的 自然本能 ，具有 时代 ，人类初 民 的性行为与性关系与动物种群的

自发性或 自然必然性特征 。 人类社会生活 中的规 性行为与性关系并无实质性区别 。 性关系不仅存

范的形成则是一个从 自发到 自觉
，
从本能到 自我 在于兄弟姐妹之间 ，而且也存在于父母与子女之

约束的过程 。 人类社会最原始 、最基本的社会规 间 。 只是通过
一

定规范的强制 与约束 ，
人类才从

范是风俗与 习惯 ， 它不仅存在于人类的蒙昧 时代 原始的群婚制逐渐过渡到文明时代的
一

夫
一

妻

与野蛮时代中 ，也普遍存在于人类的文明时代 中 。 制 。 社会规范对文明的作用还体现在对人的行为

随着社会生产力 的提高 、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 以 的范导上 。 社会规范对人的行为既有约束的功

及私有制与阶级的产生 ， 以血缘为基础的部落与 能 ，也有范导的功能
，
是约束与范导的统

一

。 约束

氏族社会结构瓦解和崩溃 ， 人类走进文 明时代 。 是一种禁止 ，范导是
一

种教化 。 社会规范既以 禁

在文明时代中 ，人们的交往关系 日益扩大 ，人们之 止的方式规定人们不可以干什么 ，也以范导的方

间的利益分化与矛盾也 日益加大 。 由于维持社会 式引导人们应该如何行为 。 在
一

定 的意义上 ， 任

生活秩序与控制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需要 ， 社会规 何形式的社会规范的生成与确立 ， 意味着为人类

范也随之增加与复杂化 。 在文明社会中 ，
风俗与 的活动提供着

一种方向性的行为坐标 。 概括地

习惯仍然在
一

定范围与程度上保留 和存在着 ， 并 说 ，社会规范既 以约束 、禁止等否定性方式 ， 也以

仍然对人们 的社会生活起着
一定程度的规范作 范导 、教化等肯定性方式引导人类从 自然状态 向

用 ，但它在文明社会中 的作用 与地位显然大大削 着社会文明状态生成与进步 。 文明的生成与发展

弱 。 在文明社会中 ，制度 、法律 、道德 、宗教 、礼仪 、 的历史是人类以各种形式的社会规范为中介与作

文化是比风俗 、习 惯更加重要的社会规范 。 较之 用逐渐去 自然性向着社会性生成的过程 。

于以风俗与习惯为形式的规范 ，制度 、法律 、道德 、

宗教 、礼仪 、文化等社会规范具有明显不同的性质 三、 社会规范应符合社会发展水平的要求

与特点 。 风俗与 习惯受 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 ， 具

有明显的地域性 。 人们常说 ，五里不同俗 ， 十里不如上所述 ，文明是被规范出来的 ，任何
一种文

同风 ，
即是风俗与习惯的真实反映 。 并且 ， 风俗与 明 的样态无不表现为社会规范约束与范导的结

习惯的形成具有 自发的性质 。 社会规范通常不受 果 。 那么 ，社会规范是如何形成的 ？ 换句话问 ，

一

血缘因素 、 自然环境等 自 然条件的限制 ，其生成通 切形式的社会规范赖以生成的基础是什么 ？ 社会

常表现为从 自发到 自觉的过程。 它是人 自 己创造 规范对于文明 的生成与发展的关系来说 ， 是否意

的产物 ，是人为社会并归根到底是为 自 己立法 。味着类似于康德所说的人为 自然 、社会 、历史 ， 或

规范与文明是相互作用 的 。

一方面 ， 社会规 是为文明立法呢？ 不可否认 ，

一切社会规范都是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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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制定或确定的 ，
在表象上似有人的 自我立法当然 ，谈到社会规范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的问

的特点 ，但问题是 ，
人们在制定与确立社会规范的 题时 ，除了应强调社会规范应符合历史发展必然

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任意 。 文 明是因规范的作 要求 ，也应在
一

定的意义上关注社会的公平与正

用而生成的 ，但文明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任何形式 义问题 。
一切社会规范都具有双重性 。

一

方面 ，

的社会规范的形成与确立归根到底都来 自于人们 社会规范为人们提供行为规则 ； 另一方面意味着

生活实践的推动并服务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与社会 强制与禁止 。 即是说 ，社会规范既以肯定的方式

生活的现实需要 。 因此 ，虽然社会规范的制定在 引导人们应该如何行为 ，
也以否定的方式禁止人

表面上是人为 自 然 、社会 、历史以及人本身立法 ， 们不可以任意行为 。 因此 ，

一切社会规范的确立

但在更深的层次上 ， 推动与决定社会规范生成的 都伴随着相应的惩罚机制 。 不可否认 ，
不 同社会

决定性动因是社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 。 社会 规范的约束力是不同的
，
有的要诉诸严厉的刑罚 ，

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不同 ，
社会规范所表达的 有的或是给予经济的 、舆论的制裁与惩罚 。 但我

要求也不同 。 随着社会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改 们也应注意 ，社会规范的制定必须具有合理性 ，制

变
，
社会规范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改变 。 虽然社 裁与惩罚的措施应是适度的 ， 同时应考虑社会成

会规范是由人制定的 ，但也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 。 员文明素质的实际情况与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 ，

不是任何社会规范都具有合理性 ，
不是任何社会 应考虑到不同社会成员文明素质发展的不同情

规范都能被社会历史的发展所确认 ，确认社会规 况 ，避免使某些社会成员的利益因社会规范的强

范合理与否的最重要的尺度与坐标是社会生产方 制贯彻而受到伤害 ，应在应该与可能 ，合必然性与

式与交换方式 。 虽然影响文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 合公平性之间达到
一定程度的协调与平衡 。 在社

面的 、复杂的 ，
社会规范既要对人与 自然间的关系 会规范的制定与贯彻落实上 ，

应尽量从具体的国

进行规范 ，也要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进行规 情 、民情出发 ，学 习外国经验是需要的 ， 但不可简

范 ，但社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并不是影响与 单地模仿与照搬 。 以治理公共场所吸烟 、乱扔烟

决定规范生成与演变的唯
一因素 。 因此 ，任何试 头 、废弃物 、不排队 、乱插队 、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

图对不同时代 、不同社会形态 、不同 民族 、不同 国 为例 。 有人主张应 向发达国家学习 ， 尤其应向新

家 、不同地区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差异 ，都诉诸生产 加坡学习 ，采取重罚 的措施 ，才能使人们克服各种

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唯
一

解释 ，既是困难的 ， 也难以 不文明的习惯与行为 。 但当人们强调 国外尤其是

避免简单化的嫌疑 。 然而 ， 社会的生产方式与交 新加坡的经验时 ，似乎也忽略了
一

个问题 ：新加坡

换方式既是人的社会实践方式中最基础性的 ，
也 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 ， 而中 国是

一个正在工

是最重要的实践方式 。 它既决定着人与 自 然间的 业化与城市化的国家 ，
二者在文明发展程度上显

关系样态与性质
，
更决定着人与社会 、历史间的关 然存在差别 。 试想

一

下
，
如果照搬新加坡的经验 ，

系样态与性质 。 任何
一

个社会的社会规范体系的 那么最有可能受到制裁与重罚 的是哪
一

类人群？

基本内核与基本精神无不反映或表达着社会生产 毫无疑问 ，是那些进人城市不久的农民工 ， 而他们

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发展水平的要求 。 人类的实践 是中 国社会的底层或弱势群体。 这就涉及社会的

能力的发展程度决定着社会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 公平问题 。 因为 ，文 明 的发展与进步是一个渐进

的生成与发展
，
而后者又决定着社会规范体系 的 的历史过程 ，从落后的农民转变为文明的市民需

建构与演变 。 随着 旧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被新 要
一

定的时 间 。 不顾历史条件与社会 的具体现

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所代替 ， 旧 的社会规范体 实 ，片面地强调严法重罚 ，
对于社会的某些群体来

系也会或快或慢地被新的社会规范体系所代替 。
说

，
是有可能产生公平问题的 。 这是我们必须要

新的社会规范体系也会必然塑造出新的文明 的样 加以注意的 。

从
（ 林剑 ： 华 中 师 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教授 、博 士 生 导

而也使社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 、规范体系以

及文明也表现为一个不断进步 、拾级而升的历史
（ 责任编辑 ：

陈喜贵 ）

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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