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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以一些在学业发展、职业规划、人际交往、情绪情感、自我

认同等方面出现问题的高校贫困学生为研究对象，对有关访谈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从中发现这些贫

困学生所遭遇的发展困境背后的原因往往围绕着五对不易调和的矛盾，包括学业与生计、交往与消

费、自尊与自卑、理想与现实以及勤奋与投机之间的矛盾。本文通过案例呈现的方式，分主题地阐释

和说明它们与贫困学生个体发展困境之间的关联，以引起人们对这些因素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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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大学生在 高 校 中 是 一 个 特 殊 而 庞 大

的群体，他们有时候是青年学生中间自强不

息的典 范，但 有 时 候 又 是 接 受 援 助 的 对 象。

而近些年，他们也因为成为问题丛生的一个

群体而受到各方面的关注。贫困大学生所处

的年龄段属于青年前期，是个体发展过程中

重要的阶段，一系列的个人发展目标能够顺

利实现才能形 成 成 熟、健 康 的 人 格，这 些 发

展目标涉及人 际 能 力、学 涯 和 职 涯、自 我 认

同、内在价 值 等。笔 者 作 为 一 名 专 业 教 师、

班主任、学生心理咨询师以及青少年问题研

究者，在工作中接触到许多不同类型的贫困

学生，在与他们 的 深 入 交 流 中，发 现 他 们 有

的人或有的时候会陷入一定的个体发展困境，

而阻碍了自身顺利的发展。只有深入研究造

成这些困境的原因，才能更加了解这个群体

真实的状况并思考对他们的支持与帮助。本

文关注的焦点就是探索可能引发贫困学生个

人发展困境的一些重要原因。

二、研究设计

(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关注贫困大学生在个体生活中遭受

困扰现象并试图探索其原因。不同于量化研究

对数据呈现的侧重，本研究更加力图去发现问

题的动态演进过程，并且这种方法一般是建立

在解释主语的理论基础之上，强调通过与研究

对象的互动而对其行为和意义的建构获得解释

性的理解。这需要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命故事

和内心世界里，去聆听、体验乃至发现现象背

后的现实和意义。本研究将选取笔者过去几年

来作为学生心理咨询师、任课教师、班主任等

角色所“遇见”和帮助过的贫困学生作为研究

对象，基于丰富的、深度的资料而进行个案研

究。这些资料基本来源于与这些研究对象的深

度访谈，包括无结构式和部分半结构式访谈。

( 二) 资料收集与分析

1． 研究对象的选取

质的研 究 中 使 用 最 多 非 概 率 抽 样 方 式 是

“目的性抽样”，即按照研究的目的抽取能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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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的研究对象 ( Patton，

1990: 169) 。［1］( P103) 笔者因此在心理咨询和日常

工作的过程中，发现一系列和贫困学生有关的

问题，这些问题经常使这些当事人陷入个人发

展的困境甚至需要帮助才能摆脱，因此笔者产

生了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兴趣和计划，于是

抽取这些个案的有关会谈资料来进行研究。在

诸多个案中，本文抽取了其中 7 个个案，这些

当事人均遭遇了一定的困难，包括学业、人际

关系、心理健康等方面的问题。

2． 资料收集

这些个案资料大部分来源于心理咨询中的

深度访谈，这些学生因遭遇一些学业、人际关

系、感情、情绪等方面的问题而来求助，可用

于研究的访谈数大约 4 ～ 7 次不等，这些访谈基

本属于无结构式的访谈; 另一部分来源于针对

学生事件对当事人进行的约谈; 对上述访谈资

料的研读和初步分析后拟定了接下来的半结构

式访谈计划，以 “贫困现实带来的个人影响”

为主题，服务于本研究的资料收集，访谈对象

仍为之前抽取的 7 个贫困生。

3. 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的重点在于结合研究目的的需要

以及资料本身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归类和分析方

式。本研究对个案资料进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

从个案的遭遇中提炼出与贫困学生这一因素密

切相关的故事，所以采用情境化的归类分析方

式。“情境分析”指的是将资料放置于研究现

象所处的自然情境之中，按照故事发生的时序

对有关事件和任务进行描述性分析……情境分

析强调对事物作整体和动态的呈现，注意寻找

将资料链接成一个叙事结构的关键线索。［1］( P292)

本研究将 7 个个案资料中的有关线索，依照事

件发生的顺序，来浓缩和阐释个案中来访者的

生命故事，最终发现 5 个在贫困学生困境中时

常出现的主题，即 5 对矛盾。而对于贫困学生

访谈资料的研究目的则是，根据不同的人结合

自身的经历对有关主题的描述和解释，围绕 5

个矛盾主题，对深度访谈资料进行分类和编码，

然后以主题分类的方式进行资料分析。

4. 效度与信度

在研究效度的保证上面，有两点值得一提。

其一，为了保证效度，在对资料完成转录以及

主题分类分析后，写成摘要发给受访者，请对

方评估并反馈对他们真实状况的呈现是否准确

和到位，结果基本获得正向反馈; 其二，由于

心理咨询以及其他访谈都是较多地基于受访者

的自由陈述，并且深度的内容呈现也都是基于

访谈者和受访者之间较好的信任关系，所以访

谈所获得的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可以支持进

一步的分析和得出的结论。

为了保证研究信度，在对典型个案的资料

分析中提取出 5 个矛盾主题后，邀请勤工助学

中心的教师和助理针对此结构以及有关问题进

行了会谈，因为他们是对贫困学生最为了解而

且经办诸多贫困学生实务的人，请他们作为贫

困学生工作的专家来对此分析过程和初步结果

进行评价和提出意见，以此 方 式 保 证 研 究 的

信度。

三、研究发现

通过对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后发现，贫困学

生在面对个人学业发展、人际交往需求与技能、

自我价值感、职业追求与人生规划等个体发展

的问题时，或多或少会受到 5 对矛盾的影响，

包括学业与生计、社交与经济、自尊与自卑、

勤奋与投机、理想与现实。处理不好这 5 对矛

盾，就有可能在个人发展的某个或某几个方面

陷入危机或困境。

接下来，我们将针对不同的矛盾主题做不

同的个案呈现。

1． 学业与生计

个案简述:

MZ，男，本科。大学以来一直成绩很差，

因为成绩差，高年级时成了试读生。① MZ 的许

多任课老师都发现，他上课的出勤率不高，如

果来上课，常常会在课堂上睡着，就算不睡着，

也感觉他无精打采，看上去很疲倦。和 MZ 有

接触的老师都感觉他其实是一个好孩子，从不

说谎，也不作弊，为人诚恳，但就是学习状态

和学习成绩都很糟糕，并且处在辍学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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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试读: 是对学习成绩达不到一定要求学生的警告制度，如果在试读期间，学习成绩仍然不见提高甚至依旧不能达到试读期

间的要求，该学生就将被校方劝其退学。



很令人担心。通过了解，原来 MZ 来自一个贫

困家庭，从上大学开始，家里就难以供给他的

生活费用了，所以他需要自己养活自己，于是，

打工就成为了他唯一养活自己的方式。常常在

校外打工使他几乎没有时间来学习，逃课也是

常常源于外出打工。学习的时间不够，休息的

时间也很缺乏，所以他精神状态经常很差。

BF，男，本科。这是一个来自农村的男

生。自大一开始，就因为家境贫穷无力承担学

费而申请了减免学费并申请了一定的助学资助，

这样勉强解决了学习费用，但生活费还需要自

己想办法，所以他也加入了校外打工大学生的

队伍。打工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同

学们的交流少了，错过了很多学习方面的信息。

一次学期期末，他所学习的专业有 16 门之多的

科目需要在三周内参加考试，但为了维持生计，

他没有多少时间来复习功课。最糟糕的是有一

门考试他错过了班长对考试时间和地点的通知，

监考老师发现他没有来，请同学立刻找到他，

他才赶紧赶去，但是严重影响了考试的成绩。

这个期末他也有 2 门考试不及格。这无疑是一

个对他来说最残酷的宣判，因为根据学校的学

费资助制度，如果他有一门考试不及格，下一

年就没有资格继续申请。可见，他所面临的将

是交不出学费，又不够资格申请资助的局面。

从这两个个案中，我们能看到许多贫困学

生都面临这样的矛盾，即需要打工来养活自己，

使得学习上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大大减少，甚至

不能顺利完成学业。之所以这是一对矛盾是因

为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两者缺一不可，既需要

养活自己，也需要发展学业，完成知识技能的

社会化，但两者之间又容易发生冲突。于是给

这些贫困学生造成困境，即学习成绩很差，甚

至不能按要求完成学业; 精神状态很差，严重

影响学习效率和效果; 进一步有可能在申请资

助方面遭遇障碍，再次陷入经济危机，甚至面

临辍学。

2． 社交与经济

个案简述:

LD，女，本科。因为心情沮丧，来到学校

心理咨询中心寻求帮助。通过会谈了解到她心

情沮丧的原因主要是感觉难以融入周围的同学。

因为来自贫困的家庭，所以她一直都很节俭，

上大学之后，同宿舍的女孩子大部分都是在城

市长大的，生活方式上总是离不开钱。每当有

人过生日，同宿舍的其他女孩子就开始商量怎

么为其过生日，她们热衷的方式往往是去 KTV、

餐馆等消费场所。另外，每个人都在忙着给过

生日的人买礼物。这段日子总是 LD 最难熬的

时光，除了生活以外，她基本上没有什么钱可

以用来消费，但别人都参加生日聚会和送礼物，

单单自己不这么做，她心里很难受。她总是说

有事情或者以身体不舒服来为借口 “逃脱”生

日聚会。此外，她也刻意回避和拒绝和女同学

一起逛街。久而久之，大家有这类活动便不会

再叫她，而且在宿舍讨论衣服、娱乐等话题时，

也不会和她交流了，当然，她也难以主动融入。

时间长了，她和同学们之间的关系都渐渐疏远，

她也感觉越来越和大家格格不入了。而且因为

少了许多和宿舍、同班同学的社交，她总是一

个人待着，感觉很孤独，但自己却又无力改善，

所以总是心情不好。

GDK，男，本科。考上大学那年他很风光，

几年来，他是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

而且考到了北京。全村人都很高兴。但他很快

就开始发愁，因为家里很穷，凑不出学费，即

使是让妹妹退学，省下来的钱也不能满足大学

的费用。父亲是个公认的好人，在村里德高望

重，有村民发动全村，一起来帮助 GDK一家解

决这个难题，家家户户都出钱，竟然凑出了他

第一年的学费，这才让他圆了大学梦。为了对

得起村里人，他上大学以后非常勤奋，将大量

的时间都投入在学习和打工赚钱上，从不和同

宿舍的人一起去网吧，也从不和同学一起外出

吃饭、喝酒，因为他舍不得花钱，他说 “多花

一分钱都会充满罪恶感”。老师把他当作好学生

的典范，周围的同学却都把他当作异类，不愿

与之交往。他到学校心理咨询中心求助，是因

为他发现自己的人际关系太差，他说自己好像

没有人际交往的能力，而且想不通 “为什么交

际就是花钱?”

从这两个个案中，我们会觉得似乎正是缺

钱或者是消费习惯成了他们融入身边同辈的障

碍。从人际交往本身来看，和别人建立友情与

交往最重要的当然不是金钱，但是在当前社会，

大学生作为一个重要的消费群体，他们之间的

交往也常常和消费相联系，消费是一种常见的

社交手段。在当今高校中，同学之间的交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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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不再是纯粹的友情，有些同学之间的交往内

容就是以吃吃喝喝、泡吧、蹦迪、唱卡拉 OK、

上网等形式体现的。这些活动都需要成本，为

了避免不必要的开支，许多贫困学生只能对这

些交往活动敬而远之。［2］( P129 － 133) 因为经济压力，

贫困学生往往不但很介意甚至在心理上抵触这

种消费，但又有很强烈的交往需求，这是一个

最需要与同龄人交往的年纪，这对矛盾很容易

成为他们心中困扰的原因。他们也容易陷入两

难的困境: 不花钱就好像难以融入群体，个人

社交需求得不到满足，内心有很大的压力和孤

独感; 自己有限的消费力又不足以改变这种状

况，就算 “有余力”，贫困的人生经验也会让

当事人对“乱花钱”充满愧疚感。此外，由于

贫困学生一心学习和打工，生活的内容难免单

一，和周围同学的接触减少也容易使他们不懂

得如何与别人相处了，从人际关系来看，他们

可能真的会缺乏人际交往技巧，人际关系处理

不佳; 从内心感受来看，除了孤独以外，他们

可能还会有较强的社交焦虑，在社交情境中局

促不安，甚至主动回避哪怕不需要花费的社交

情景。此外，也可能存在一种情况，贫困学生

周围“富裕”甚至“阔绰”的非贫困生们若有

物质和消费上的攀比与炫耀之风，更会给贫困

生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可见，交往需求和消

费“退缩”之间，有时候是一对难 以 调 和 的

矛盾。

3． 自尊与自卑

个案简述:

PK，男，本科。该学生在考入大学的时候

是全班第一名，并且有着辉煌的学业历史。上

大学前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学生，因为学习成绩

好，周围的同学、老师和家长都常常表扬他。

上大学后，这个自信满满的优异生深深地感到

困惑。他说因为家境贫寒，所以从小没有什么

“兴趣爱好的培养”，为了父母 “出人头地”的

嘱托，初中就离家进入封闭式管理的学校，成

天只知道学习，学习好也是最大的满足，一直

过得单纯而快乐。可是考到北京的大学后，发

现周围的人和自己很不一样，城市里长大的孩

子，他们从小就有许多兴趣爱好，而且参加各

种发展兴趣爱好的学习班或兴趣小组，他们有

着很丰富的课余生活而且有很多的想法。大学

之初的学生会选举、社团组建、班级活动等等，

让 PK 看到了这些同学身上各种各样的能力，

对比之下，突然间发现了自己很多的缺点: 显

得幼稚、不会表现自己、想法很少、生活内容

单一、人生经验贫乏，最可怕的是感觉自己除

了学习，其他能力都很差。他的心情随之从巅

峰跌到了低谷，从自信跌到了自卑。不知道自

己该怎么办，心情低落，而且经常自责。经过

心理评估，该学生有中度抑郁的情况。

其实，我们在贫困学生个人的身上，看到

的往往是一个贫困的家庭。对于贫困家庭来说，

改变这个家庭以及家庭成员的命运最重要的方

式就是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脱离贫困。对

于一些家庭而言，这甚至是唯一理想的路径，

就贫困家庭的大学生而言，学习好、考上好大

学就成了唯一的人生目标。就像 PK 一样，许

多贫困大学生成绩优异，但因为成长过程中单

一的路径，使得他们缺乏机会去发展其他方面

的能力。进入大学后，最大的变化就是评价一

个人的标准变得多元了，学习成绩不再是衡量

一个学生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同时很看重学

习以外的能力，这往往使 “一心只读圣贤书”

的贫困学生们内心感到困惑与恐慌。而且，一

些贫困学生家乡的亲人还存在光宗耀祖的封建

思想，将兴旺整个家族的重责大任托付在他们

身上，为此他们觉得自己必须得活出个模样来，

才能对亲人有所交待。一边是亲人殷殷期待的

目光，一边又觉得自己处处不如别人，这种内

心的不平衡使得有些贫困学生感觉活得特别累，

认为命运对他们特别不公平，为此怨天尤人、

痛苦万分。［3］( P138 － 140) 从人格发展来看，在青年初

期，大学生们面临着完成自我同一性的发展任

务，这也是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们内在的需求。

他们会通过与别人比较来重新界定自己，当比

较的维度不再单一，贫困学生们往往能发现自

己的缺失，很容易颠覆以往那种 “出身贫寒但

奋发图强”光环下建立起来的自尊感; 同时也

因为在现实环境中，感受到自己其他方面的能

力不足，而产生对自己的怀疑，而且往往不知

从何着手来有所改善，故而更加重了自己的无

能力感。在这些痛苦、无助，以及自我评价低

下的同时，又有极强的自尊心，这些情况长期

存在大大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感，容易令他们产

生抑郁的问题。

事实上，除了能力比较上容易让这种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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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尊冲突加剧以外，在人际交往中也容易激

发这种冲突，例如案例中曾呈现过这样的情形:

有的贫困学生周围的同学体谅其困难，主动赠

送他生活必需品，聚会的时候其他人一起来承

担他的费用等，这些善意的做法，往往会加重

贫困生内心自卑与自尊之间的斗争，他们有时

会感到耻辱，有时甚至会对那些善意的同学感

到气愤。当然，这也是在内心无法感受他人对

自己接纳的表现。

对于贫困学生而言，内心的自尊感与自卑

感同时存在，甚至难以调和，在自我认同上的

内心冲突，往往是贫困学生情绪不佳的主要原

因，是他们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的主要障碍。

4． 勤奋与投机

个案简述:

FM，男，本科。在一次考试中，正在监考

的任课老师发现他企图抄带在身上的小条。因

为还没有真的开始抄，老师只是没收了小条，

没有按作弊处理，允许他继续答卷。他硬着头

皮答完了试卷，但因为没有好好复习，很多题

目都不会。交了卷子，他就感觉到自己肯定会

不及格。接着就去找了该课程的任课老师，希

望老师能“放他一马”让他及格。老师自然不

会同意，坚持认为不及格就是不及格，而且这

也是企图作弊应得的惩罚。但尽管如此，老师

还是耐心地与他讨论了这件事情。FM说如果这

科不及格，他就不会有机会拿到奖学金，对于

他这样的贫困生来说，每年的奖学金都是一笔

重要的经济来源; 另外，他还一直担任学校贫

困生协会的主席，一向是贫困学生们的榜样，

这件事情 ( 作弊和不及格) 会让他在同学们中

间有些抬不起头。对自己作弊的企图，他解释

说看到身边很多同学，都通过作弊获得好成绩，

自己那么勤奋，有时候成绩还没有他们好，觉

得很不公平，所以也动了作弊的念头。好在经

过和老师的一番讨论，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偏误，

决心改正，他说自己要 “在哪里跌倒，就在哪

里爬起来”。后来这个学生选择了重修这门课

程，在该门课程的学习上非常认真，最后考试

的时候交了一份令自己和老师都满意的答卷。

后来他又与老师交流，两人都为他获得了一次

成长而高兴。

在此案例中，FM 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尤其

是在学业上，所以他很看重分数，有时不惜为

了奖学金和好成绩而铤而走险，一不小心就会

犯错误。其动机往往是可以理解的，但选择的

方式错误，必然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在此案例

中，该学生的企图如果不是及时被发现，学校

就会严肃处理他的作弊行为，甚至会取消其获

得学位的资格，对学生来说这将是很大的打击

和挫折，而且也必将严重影响该学生大好的前

程。犯这样的错误，追根究底是因为价值观的

变化。上大学后贫困学生敏感地觉察到校园内

外种种社会的不公现象，过去那种勤奋进取的

观念受到了冲击而价值观有所改变。当这种价

值观的冲突不能被很好地解决时，有些贫困学

生就会容易犯错误。

除了犯错误以外，贫困学生在获得一定资

助的情况下，也容易产生矛盾的心理，他们当

中一部分人一方面会感谢提供资助者，感恩于

他们的无私; 但另一方面又会产生一定的抵触

情绪。一部分学生将国家或他人的经济援助视

为理所当然，甚至将自身的贫困完全归因于国

家、社会的因素，归罪于他人的富裕，总是抱

怨他人与社会对自己的 “亏欠”，却不想自己

给予他人和社会带来了什么，感恩之心无从谈

起。［4］( P29 － 34) 两个方面的想法相互斗争，影响着

贫困学生健康向上的价值观的养成。

5． 理想与现实

个案简述:

YWX，男，硕士。因为难以做决定而到心

理咨询中心求助。YWX 说自己是保送的研究

生，最近可以申请继续保送攻读博士学位，导

师也劝其申请，认为他有潜力，应该继续深造。

但因此毕业时间又要延长 2 － 3 年，而他一直很

希望自己早些毕业。谈到过往的经历，他说自

己家庭贫困，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为了保全自己的大学学费，家里曾经决定让妹

妹放弃考大学，而只上了职校。从上本科开始，

他就希望自己能早点就业，好挣钱帮着养家，

但因为成绩优异可以保送硕士，经过家里人的

鼓励和自己的一番内心挣扎，决定继续读研而

没有工作。他说打从那时候开始，就下定决心

要毕业后找收入更高的工作来回报家里，而且

父母开始年迈，妹妹成家，家里也越来越需要

钱。没想到最近又遇上申请博士的事情，他再

次陷入矛盾，而且内心的冲突更加强烈了。他

说“我是家里供养最长的一个，但我也是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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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最少的一个，我不能那么自私，而且家里

真的需要钱，我作为长子，真的不能只考虑自

己。愧对父母和弟妹呀!”但另一方面，其实他

很喜欢自己的专业，而且内心当然也希望继续

提高，周围的老师、同学也都很看好他在专业

上的潜力，一直劝他继续深造，面对这个申请

博士的机会，他怎能平静。他陷入了深深的矛

盾中。

大学的学习，打开了学生们的视野，包括

贫困学生在内他们都会在大学的学习过程中找

到自己想要发展的方向，建立起未来的理想，

大学的教育给了每个人公平地建立更高追求的

机会，但生活的现实，却让一些人难以全心全

力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和 YWX 一样的贫困家庭

学生并不少见，尤其对那些有潜力自己又有更

高专业理想的贫困学生来说，赚钱养家、回报

家人与继续深造、追求个人理想之间的冲突更

为强烈，它们是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显然是他

们个人发展中的绊脚石。

此外，有一些贫困学生也在职业发展的选

择上遭遇冲突。因为家庭负担较重，他们大多

将理想定位为找到相对待遇丰厚的工作可以帮

衬家庭，但是，在找工作的激烈竞争中往往遭

遇困难，就算是学习优异的学生，面对缺乏资

源、综合能力不足等劣势，难以在竞争中实现

自己的理想。比如，由于受家庭背景和教育思

想观念的影响，很多学生将所有的时间全部投

入到学习中，但是一味地学习使他们失去了参

加集体活动、锻炼交际能力和提升综合素质的

机会，从而造成他们的语言表达、组织活动、

实践能力等各个方面能力不够强，从而错过了

全面提升自己的时机。［5］( P164 － 165)

四、结论与反思

通过对几个典型个案的分析，我们可以看

到，高校贫困学生在个人发展的过程中，面临

一些和非贫困学生不太相同的问题，这是值得

我们关注的。不能良好地解决以上分析中提到

的那些矛盾，很可能是贫困学生在大学生涯中

逐渐出现发展上的阻碍甚至陷入困境的原因。

如果解决不好这些内在与外在的矛盾，不但可

能造成贫困学生的 “心理贫困”，而且很有可

能使他们容易陷入其他困境当中，包括在经济

上、学业上、价值观上的困境，甚至犯错误导

致严重后果。不同情况的贫困学生可能面临一

对或多对矛盾，而这些矛盾也常常是相互交织

的，并且他们往往经历内外交加的冲突和困境。

当然，并非所有贫困学生都不能处理好这

些矛盾，也有不少贫困学生能够很好地调和这

些冲突，顺利完成学业并能保持身心健康。这

也是我们应该看到和感到欣慰的事实。故本文

的结论并不力图说明问题的所有缘由，而在于

提供一种解释和理解贫困学生生活状态的视角。

同时，定性研究使用的是目的性抽样，其研究

结果不像定量研究那样最终推广到从中抽样的

人群，而是使有类似经历的人通过认同而达到

推广的目的。［6］( P327) 关注和承认贫困学生在大的

生活环境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可以促

进教育、心理、思想等工作者和相关部门找到

对贫困生更具人性化关爱和帮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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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challenges as control variables while qualitative study lacks the technical means for control variables． The findings of qualitative
study are expressed in our daily language which ( especially Chinese) is poetic in nature and vague in scientific expression． Thus，in
the scientific perspective，qualitative study has some fatal defects，which is a dilemma in the empirical studies of social sciences．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of Some Poverty-stricken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CAO Xiao-ou

This is a case study of some poverty-stricken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in terms of such problems as academic progress，career plan-
ning，interpersonal relations，emotions and self-identit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this re-
search has found out five pairs of contradiction，that is，learning and livelihood，communication and consumption，self-esteem and
inferiority，ideal and reality as well as diligence and speculation，and it finally has proposed some possible solutions．

Theories of Social Contract: Spinoza and Hobbes
HUANG Qi-xiang

This paper i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ontract of Spinoza and that of Hobbes． First，it distinguishes Spinoza’s i-
deas of natural right and natural law from those of Hobbes． Thereby it shows that this difference results in their different interpreta-
tions of natural state，which in turn makes Spinoza’s view of transferring right differ from that of Hobbes，and further leads them to
favor different politie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Ｒousseau’s Anthropology
Pablo Muchnik; trans． LIN Quan

Against the impression that Ｒousseau is an eclectic thinker，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reconstruct the systematic core of his anthro-
pology． First，I discuss the methodological starting-point． Second，I develop the structural framework required to make the concept of
nature operative as an ideal within social contexts． Finally，I interpret Ｒousseau＇s genetic account in terms of this framework． Such a
procedure allows me to solve two interpretative problems，the aporia of the origin of wickedness and the question of man＇s natural iso-
lation． A twofold notion of logic is introduced to integrate the demands of history and structure，which overlap with those of freedom
and necessity in Ｒousseau＇s thought． This organizes my argument in a mirror-like way． I call this undertaking an essay，for it is the
endeavor to think what Ｒousseau must have thought in order to write what he wrote．

On Human Emotion and Corresponding Ｒesponses
QI Zhi-xiang

Human emotion is a commonplace but its secrets are difficult to reveal． In human history，some people have denounced various kinds
of emotion while others have greeted it with a hail for its positive functions． Contemporary China has also experienced the periods of
suppressing or releasing emotion with corresponding social problems． This paper gives an incisive analysis of human emotion in terms
of its nature，category，form，orientation as well as emotion-related responses．

Differences in the Mode of Thinking between Su Shi and Huang Tingjian: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ang Poetry and the Song Poetry

XIE Yan
Both Su Shi and Huang Tingjian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ong poetry in China，but their poems have obviously different essences
and stances． Their poems differ greatly in content，form and style． Their differences find full expression in their different modes of
thinking． Su Shi thinks highly of diachronic variation． As a result，his poems often contain dramatic changes． However，Hung
Tingjian thinks highly of synchronic antithesis． As a result，his poems usually contain some special rhetoric methods． Su Shi’s
thinking mode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Tang poetry，while Huang Tingjian’s is quite different． These differences reveal the basic dis-
tinction between the Tang poetry and the Song poetry． After all，the Tang poetry is superior to the Song poetry，while Su Shi is more
outstanding than Huang Tingjian because diachronic variation is closer to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language arts．

Cooperation or Oblig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Cooperation Obligation:
A Study of the Ｒules on Preparedness for and Ｒesponse to Emergent Public Health Hazards

LEI Juan
Administrative cooperation obligation is the obligation that administrative private parties shall do or avoid certain action in administra-
tive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provisions of the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targets． In addition，rules on preparedness for and response to e-
mergent public health hazards impose corresponding administrative cooperation responsibilities on administrative private parties． The
imposition mentioned above can not demonstrate its justification，nor get the natural justification only because the public interest is
realized． Its justification is merely testified by the uncontrolled voluntary approval of administrative private parties with the theories of
the process of administr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egal relations as the tool of analysis．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of legal control
are proposed through analyzing limitations of the rules on administrative cooperation obligations in the existing administrativ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n emergent public health hazards．

On the Aesthetic Value of Tourism in Urban Culture
LIU Ming-yu

Urban culture embodies human culture and is a carrier of various kinds of human production and activity as well as a pres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t has great aesthet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evelop the tourism of urban culture with
its typical features and landsc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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