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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外国文学批评的生产及

其国际传播路径探索

———以 《丹·布朗现象诠释》 的海外出版为例

刘略昌

摘　 要：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

会科学批评的生产和国际传播有助于增强文化软实力， 扩大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在丹·布朗小说成为

世界文化景观、 阅读的勃兴与批评的滞后存在巨大反差的背景下， 由中美两国学者合作撰写、 英国剑桥学

人出版社推出的 《丹·布朗现象诠释》 聚焦全球读者共同关注的话题， 积极介入国际学术共同体的研讨。

它把翻译与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从中国视角出发审视丹·布朗的小说创作。 采取中外合作的著述模式， 选

择国外主流的出版机构， 照顾到中外潜在阅读语境的差异， 《丹·布朗现象诠释》 在学术生产的各个环节

对具有中国特色外国文学批评的生产及其国际传播的路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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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其发展水平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

国际竞争力。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的迅速崛起， 哲学社会科学对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曾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积极肯定。 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 要 “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１］ 。 其实，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特

色凝练及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因为理论的生命力和传播力终归在于其特色和

原创性。

鉴于哲学社会科学涉及的学科门类众多， 本文仅以笔者从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为例， 探索新形

势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批评走向世界的可能路径。 在哲学、 经济学、 管理学、 教育学、 心理学等广义

的哲学社会科学当中， 外国语言文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从理论上来讲， 中国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较

好地融国际化和本土性于一体： 外国语言文学系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 其批评对象涵盖外国语言研

究、 外国文学研究、 翻译研究、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区域和国别研究五大领域， 研究对象本身具

有高度国际化的色彩。 不同于外国的同行， 中国的外国语言文学学者总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 从中国

人的知识结构和需求出发进行显性或隐性的比较研究， 学术成果无形之中烙有中国制造的印记。 从上

述两个特性来看， 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理应走在中华学术国际传播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最前沿。 但综观

当前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著作， 可发现它们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 用中文写作， 在中国出版； 用英文

写作， 在中国出版。 也就是说， 研究针对的读者群体和学术成果的传播范围主要局限于华文世界， 而

未与国际学术共同体形成积极有效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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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号召要坚定文化自信、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今天， 这样的研究格局已经无法满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诉求。 为推动更多的中华学术著作走向世界， 国家于 ２０１０ 年设立了中华

学术外译项目。 在推出一批高质量译著的同时， 该项目固有的弊端也显而易见： 一是资助项目数量太

少， 二是出版时间滞后许多。 作为在中国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 与其被动接受政府主导的这种配

额供给， 还不如主动发挥外语功底好且熟悉西方学术界的优势， 直接用外文撰写且在国外出版学术著

作， 面向全球学术共同体发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声音。 在这样的背景下， 由英国剑桥学人出版社 （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发行、 中美两国学者联手打造的英文专著 《丹·布朗现象诠释》 （ Ｔｈｅ Ｄａｎ

Ｂｒｏｗｎ Ｃｒａｚｅ：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ｉｓ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ｆｏｒ Ｔｈｒｉｌｌｅｒ Ｆｉ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 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 该

书共分 ７ 章， 它从小说美学、 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等多个维度出发， 对迄今为止丹·布朗出版的几部小

说予以了共时的剖析， 对丹·布朗创作的发展嬗变及其与美国文学传统的关系进行了历时的考察。 无

论是在论题选择、 内容撰写还是出版流通等学术生产的各个环节， 《丹·布朗现象诠释》 都有着谨慎的

考量， 它对新形势下独具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批评成果如何走向世界、 参与国际交流、 贡献中国

智慧、 增强国际影响力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 论题提出与选择突破

学术论题的提出是一切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的起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学术创新的过程也就是

发现、 筛选、 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 尽管我国是个哲学社会科

学大国， “研究队伍、 论文数量、 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 但目前在学术命题、 学术思

想、 学术观点、 学术标准、 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 ［２］ 。 在我

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相较自然科学略显后进的情况下， 要想真正参与甚至主动引领国际

学术界展开研讨， 最好的办法就是聚焦国际学术共同体都在关注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 《丹·布朗现象

诠释》 做出了非常巧妙的选择。 该书的第一作者在威廉·福克纳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ａｕｌｋｎｅｒ）、 爱伦·坡 （Ｅｄｇａｒ

Ａｌｌａｎ Ｐｏｅ）、 丹·布朗、 海外汉学家等研究领域有着较为深厚的积累， 其中的福克纳研究和爱伦·坡研

究还曾受到学界前辈陶洁、 盛宁等人的高度好评。 但此番进军国际学术界， 之所以选择成为世界文化

景观的丹·布朗小说作为突破口， 作者显然是有着介入学术热门话题、 进行中国言说的考量。 丹·布

朗 １９９８ 年即已出版处女作 《数字城堡》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ｏｒｔｒｅｓｓ）， 但只有随着 《达·芬奇密码》 （Ｔｈｅ Ｄａ Ｖｉｎｃｉ

Ｃｏｄｅ） 在 ２００３ 年的问世， 整个世界才掀起了一股阅读布朗文化悬疑小说的热潮： 迄今为止丹·布朗的

小说被翻译成 ５６ 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 纸质版的全球销量达到了惊人的 ２ 亿册。 丹·布朗小说产生

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它使出版行业摆脱了不断衰微的态势， 重新激起了人们对达·芬奇和基督教早期

历史的兴趣， 同时它还带动了罗马、 巴黎等地旅游业的兴旺发达。 ２００５ 年， 丹·布朗被 《时代》 杂志

评选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位人物之一。

图书的阅读和批评总是如影随形， 布朗小说的全球热销无疑引发了相关批评的产生。 以美国亚马

逊网为例 （检索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布朗 ２０１７ 年才问世的小说 《起源》 （Ｏｒｉｇｉｎ） 点评即有

６９５９ 条， 《地狱》 （ Ｉｎｆｅｒｎｏ， ２０１３）、 《失落的秘符》 （Ｔｈｅ Ｌｏｓｔ Ｓｙｍｂｏｌ， ２０１７） 和 《达·芬奇密码》 几部

小说的评论也分别达到了 ２１０５３、 ５５５０ 和 ４９３３ 条。 这些数量众多的网上评点虽然呈现出碎片化和感性

大于理性的色彩， 但却折射了普通读者的兴趣所在。 国外职业化的布朗批评多属个案探讨， 主要围绕

《达·芬奇密码》 和 《地狱》 两部小说展开， 批评的切入点比较单一： 《地狱》 批评多为浅表化的阅读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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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达·芬奇密码》 研究则不外乎 “引用圣经中的只言片语和一些与他们立场一致的专家的观点来

反驳布朗在 《达·芬奇密码》 的描述， 从而进一步阐述和支持他们自己的论点” ［３］ 。 系统而又深入地研

究丹·布朗小说创作的成果数量不多， 除了一本传记之外， 大多是从神学的视域出发解析布朗的小说

与基督教的关联， 如 《丹·布朗的福音书》 （Ｔｈｅ Ｇｏｓｐｅｌ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Ｄａｎ Ｂｒｏｗｎ， ２００６） 和 《天主教与美

国文化： 为什么丹·布朗的主张引起了共鸣》 （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Ｃｈｕ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ｈｙ ｔｈｅ Ｃｌａｉｍｓ

ｏｆ Ｄａｎ Ｂｒｏｗｎ Ｓｔｒｕｃｋ ａ Ｃｈｏｒｄ， ２００９）。 虽然未能与肇始于美国的 “达·芬奇密码现象” 同步， 但自 ２００４

年 《达·芬奇密码》 的汉译本出版以来， 丹·布朗却在国内出版界和学术界创下了许多记录： 到目前

为止， 还没有其他海外作家在其有生之年全部作品都被翻译到了中国， 没有任何一部其他的外国文学

译著短短几年内就拥有如此巨大的销量， 没有其他的国外作家一直以来同时受到普通读者、 学人和出

版商的普遍青睐。 国内的丹·布朗研究成果多刊载于报纸杂志， 研究专著除了 《解密丹·布朗》 之外，

另有探究中译本如何把源文本中的模糊语言译为目标文本的， 如 《文学中的模糊语言与翻译： 以 〈达

·芬奇密码〉 中英文本比较研究为例》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１）。 从海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 丹·布

朗小说依然存在相当大的挖掘空间： 目前的研究明显缺少开阔的世界文学文化视野的关照， 更缺少对

小说的未来走向及其出路等系列问题的深层解析。 在 《解密丹·布朗》 等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在

英国出版的英文专著 《丹·布朗现象诠释》 进行了适当的拓展。 虽说选择从文学而非神学的视角切入，

“无意激起争议或否定他人的见解” ［４］（８） ， 但 《丹·布朗现象诠释》 注定会给全球热议不断的丹·布朗

小说阅读和批评再添波澜， 会为之提供一个有别于以往、 有别于域外的中国思考视角。

二、 译研相长与批评自觉

孔子曾经说过： “言而无文， 行之不远”。 其实， 决定哲学社会科学批评传播效果的除了文采， 最

重要的莫过于作品的质量， 这在学术专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丹·布朗现象诠释》 一书内容厚重， 有

大量的相关研究作为支撑， 具有较为扎实的研究根基。 文学批评往往始于文本细读， 而读得最为仔细

认真的应首推译者， 因为译者不像普通读者那样可有选择性地跳过某些章节、 段落或字句， 而必须读

懂读透全书之后方能执笔进行移译， 这样的水磨工夫不是常见的浅表阅读所能相比。 《丹·布朗现象诠

释》 的第一作者有丹·布朗的 “御用译者” 之称， 他翻译了 《达·芬奇密码》 《数字城堡》 《天使与魔

鬼》 （Ａｎｇｅｌｓ ＆ Ｄｅｍｏｎｓ） 等布朗的系列小说， 这些译本均在国内引发了极大的反响。 以此为起点， 作者

还主持译介了 《 〈达·芬奇密码〉 背后的男人： 丹·布朗传》 （ Ｔｈｅ Ｍａｎ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Ｄａ Ｖｉｎｃｉ Ｃｏｄｅ： Ａｎ

Ｕ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Ｄａｎ Ｂｒｏｗｎ， ２００５）、 《破解 〈达·芬奇密码〉 》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 Ｖｉｎｃｉ Ｃｏｄｅ，

２００４） 和 《达·芬奇骗局： 真相竟比虚构还离奇》 （ Ｔｈｅ Ｄａ Ｖｉｎｃｉ Ｆｒａｕｄ： Ｗｈｙ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Ｉｓ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Ｆｉ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５） 等多部与之相关的著作。 《新民晚报》 如是说道： 译好一部密码， 掉了多少头发； 译罢

一部城堡， 少睡多少好觉； 译完一部破解， 累得差点吐血； 译就一部魔鬼， 平添多少皱纹。［５］ 这样的话

语虽然主要讲的是译事之艰辛， 但也从一个侧面指出了译者在研读布朗小说方面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丹·布朗现象诠释》 的作者不但翻译布朗的系列小说， 而且还对这些具体的翻译实践进行总结， 对之

加以学理层面的提升， 指出布朗小说在国内引起的轰动效应表明： 译作在目标语读者中能否被成功接

受与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美学理念和各种思维的交相运用密不可分。［６］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深化了对丹·

布朗小说的认知， 《丹·布朗现象诠释》 的主要作者曾在 《当代外国文学》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

版） 》 等重要刊物发表布朗系列研究论文， 还指导研究生发表了多篇对丹·布朗小说进行文本细读的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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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左手翻译批评与实践， 右手文学研究， 《丹·布朗现象诠释》 的作者游走于文学研究者、 翻译家

和翻译批评家之间， 多重身份和多层观照使 《丹·布朗现象诠释》 的撰写具备了较为开阔的视野和较

为独特的思路。

译研相长的举措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著作的质量， 但作为主要出自中国学者之手的 《丹·布朗现象

诠释》， 还应该具有中国学者的主体意识和批评自觉， 这也是时代发展、 国家战略和学术进步必然会提

出的要求。 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以翻译推广为主、 到逐渐进入系统研究、 再到全面清理已

有的学术成果及其研究方法这样几个阶段。 外国文学研究的演变历史表明： 一代代学人在接受外国文

学方面的认知不断趋于深入， 研究者的主体意识逐渐得到确立。 在外国文学学科建设趋于成熟的今天，

《丹·布朗现象诠释》 毫无疑问地彰显了当代中国学人应有的文化自觉。 这种自觉首先体现在著者对国

内的布朗阅读和批评进行了探微索隐：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 中国始终是横扫整个世界的 “丹·布朗热”

的重要组成部分， 仅在 ２００４ 年 《达·芬奇密码》 的中译本就重印了 １７ 次。 除了美国之外， 在布朗小

说的销量及其研究方面， 还没有其他国家能与中国相比肩。 根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中国

在丹·布朗研究领域共发表了 １１０ 篇期刊论文、 ４６ 篇硕士学位论文和 １ 篇博士学位论文。 不同于美国，

中国的丹·布朗研究往往淡化或一笔带过其中的基督教教义之争， 转而更加关注布朗小说的分类归属

问题， 也就是说布朗的作品究竟属于雅文学还是俗文学。 此外， 小说审美批评和平行比较也是中国丹

·布朗批评的与众不同之处。 在面向全球读者阐释丹·布朗时， 《丹·布朗现象诠释》 自觉地增添了中

国制造的色彩， 分别勾勒出了丹·布朗在中国的阅读、 研究及其对中国作家产生影响的这道具有强烈

地域色彩的东方文化景观。

《丹·布朗现象诠释》 一书的批评自觉还体现在著者博采众长， 融通了中外古今的理论资源对布朗

的小说予以观照。 长期以来， 我国不少的外国文学研究者言必欧美， 过度迷信西方理论， 其研究成果

的创新性和自主意识屡遭其他学科学者的质疑和诟病， 但 《丹·布朗现象诠释》 却没有落入文化自我

殖民的陷阱。 作为研究美国文学的学术专著， 《丹·布朗现象诠释》 一方面倚重西方的理论资源， 如福

斯特的 《小说面面观》 （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 １９５６）、 伊瑟尔的 《阅读的行为》 （ Ｔｈｅ Ａｃｔ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１９８０）、 詹姆逊的 《政治无意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１９８２） 等经典理论著作仍是作者考察布朗

小说必不可少的工具。 另一方面， 《丹·布朗现象诠释》 也大量引入了中国的文论和文化研究成果， 其

参考书目中列举的出自中国学者的著述多达 ２５ 种， 其中包括专著 ／ 论文 ２３ 部 ／ 篇， 译著 ２ 部。 为 《丹·

布朗现象诠释》 提供借鉴的中国思想资源种类非常多样化， 其中既有金圣叹的 《水浒》 和 《西游记》

品读、 毛宗岗的 《三国演义》 评点、 李渔的 《闲情偶寄》 曲论和苏轼的文艺思想等感悟式的中国古代

文论， 也有叶朗的 《中国小说美学》、 杨仁敬的 《美国后现代小说论》、 杨恩寰的 《西方美学思想史》

等现当代中国学者的观点论说。 翻阅 《丹·布朗现象诠释》， 鲜见著者生搬硬套国外的理论、 概念、 话

语和方法， 相反却处处可见中国文论和中国话语有机地融入了小说细析之中。 例如， 分析 《数字城堡》

的创作技巧时， 作者指出该小说的叙事结构类似中国人讲故事和创作小说的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的传统。 《丹·布朗现象诠释》 继而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源于宋朝的说

书表演， 是说书人在一个故事中讲述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情时所用的口头语。 后来， 这种双重或多重叙

事结构出现在许多小说当中。” ［４］（８６）通过在小说分析中融入中国话语的做法， 《丹·布朗现象诠释》 巧

借东风之力， 悄无声息地激发了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学产生进一步了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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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美合璧与媒介选择

出版和传播也是学术生产链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此， 《丹·布朗现象诠释》 显然也有着多

方面的考量。 在图书策划上， 《丹·布朗现象诠释》 进行了中外学者合作的尝试。 该书的第二作者现任

教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启科分校， 他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于 １９９３ 年前往加州任教。 长期在美国求

学工作， 身为华裔的张爱平对西方的学术运行规则极为熟悉。 《丹·布朗现象诠释》 两位著者的治学理

念非常吻合， 他们不但谙熟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文学， 擅长文本细读和比较研究， 而且对丹·布朗的小

说及其世界影响有着浓厚的兴趣。 以国际通行的学术规则， 向世界贡献中国学者的智慧， 阐述中国人

如何阅读和研究丹·布朗构成了两人策划 《丹·布朗现象诠释》 共同的动机。

在出版机构的选择上， 《丹·布朗现象诠释》 也着实花了一番心思。 为了促进世界对中国的认知，

ＣＣＴＶ 曾与 ＢＢＣ 联合拍摄并共同发行纪录片 《美丽中国》， 该片在世界创下了相当高的收视率并荣获了

“艾美奖新闻与纪录片类” 的几项大奖， 可以说作为世界主流传播媒介的 ＢＢＣ 在该片的好评如潮中起到

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与之类似， 《丹·布朗现象诠释》 选择的也是一家非常权威的出版社———英国剑桥

学人出版社。 众所周知， 出版学术专著往往存在一定风险， 因为学术著作销量一般不会太大， 不会像

通俗图书那样带来丰厚的回报。 但专事学术出版的剑桥学人出版社却坚信， 只要将图书投放到合适的

市场， 其价值自然会被人发现。 该社支持思想创新， 秉承作者至上的理念， 鼓励作者以自己的方式呈

现作品， 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持论著思想的完整。 除了尊重作者之外， 该社还非常注重图书的宣传营销。

剑桥学人出版社坚持走国际化路线， 其 ８５％的图书销售额来自英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 通过在 《伦敦

书评》 《纽约书评》 《泰晤士文学增刊》 等报刊登载广告， 发布书评， 剑桥学人出版社争取让其产品在

目标市场能得到更多的曝光。 剑桥学人出版社的市场渠道畅通， 通过 Ａｍａｚｏｎ、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Ｂａｋｅｒ ＆ Ｔａｙｌｏｒ

等全球书商和发行商进行产品销售。 此外， 它还与美国、 中国、 印度、 中东等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发行

伙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 支持学术创新， 不收取作者丝毫费用， 而又特别擅长图书推介， 剑桥学人出

版社自然成了 《丹·布朗现象诠释》 实现国际传播的最佳选择。

除了图书策划和出版选择， 《丹·布朗现象诠释》 还在具体行文中做了一些调整， 以达到更好的国

际传播效果。 传播又名传通， 就是 “受众运用已有的知识、 经验， 认识和理解传播的内容， 如果受众

对传播的内容缺乏理解， 这种分享就不能真正实现” ［７］ 。 《丹·布朗现象诠释》 一书中融入了许多中国

的文学、 文化和研究成果， 而由于语言障碍和思想偏见等原因， 这些中国制造的思想并不为西方读者

所熟知。 为了减少跨文化传播的阻力， 作者有意在书中增补了一些文字， 添加了不少的注释。 如在提

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 《丹·布朗现象诠释》 插入了同位语 “中国最具盛名的出版机构” ［４］（９） ， 以对该

出版社的地位做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在提到陆建德时， 又加入了同位语 “著名文学批评家和中国社会

科学院文学所所长” ［４］（１３） 。 显然， 作者是注意到了潜在阅读语境的差异， 因为汉语语境中大家耳熟能详

的名字到了国际社会可能就成了相对陌生的他者。 必要时， 《丹·布朗现象诠释》 还在插入同位语的同

时， 又添加必要的注释。 如在第 ４６ 页、 ５２ 页和 ３６７ 页， 作者分别对夸父追日的故事含义、 李汝珍和冯

梦龙的生平创作做了适当的介绍。 以丹·布朗为媒介， 通过添加异质元素而又不加大阅读障碍， 《丹·

布朗现象诠释》 在国际英语学术界和出版界悄然插上了一面飘舞的五星红旗。

四、 余 　 　 论

刘勰在 《文心雕龙》 中曾言， “文变染乎世情， 兴废系乎时序”。 其实， 如同文学创作一样，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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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的学术生产也深受时代变化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和 “一带一路” 倡议得到普

遍认可的形势下，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 中国的迅速崛起促使世界渴望能更好

地认识中国， 而中国也希望能不断扩大自身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能力和影响范围。 中国的美食向来在

世界享有盛名， 但世界需要了解的除了舌尖上的中国， 更有学术的中国、 理论的中国和哲学社会科学

的中国。 这一切都将为学术创新和哲学社会科学批评的繁荣提供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时代

既然提出了新的重大命题，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需主动对此做出回应。 《丹·布朗现象诠释》 就是这

样一部呼应时代诉求、 直面国际市场、 既有世界文化视野又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著作。 它从论题选择、

内容撰写到出版流通等学术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做了精心的准备， 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成果国际传播的可能路径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相信 《丹·布朗现象诠释》 必将受到业内人士相当的好

评， 它也必将会对如何更好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批评的作用、 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提高我国在国

际上的话语权带来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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