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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的检察文化理论研究中，描述性的检察文化内涵、经验化的多元“线型”检察文化结构模式、单纯 

的检察文化性质界定，导致检察文化理论与实践的偏差性以及检察文化建设实践的泛化和简单化。应当从整体上 

把握检察文化，对检察文化的内涵作规范性的建构，以“三元二维”平面模式解读检察文化的构成，突出强调检 

察文化的法律性、管理性和社会性，从文化价值和文化模式两个维度，紧密围绕建设“检察理念与知识体系”“检 

察管理文化”和“检察公众文化”展开检察文化建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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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察文化研究与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 

(一) 检察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问题 
1. 描述性的检察文化内涵定义 

当前，检察文化的内涵多从文化学的视角出发， 

以描述性定义为主。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检察文化是 

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形成的价 

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关的物质表 

现的总和，是法治文化的组成部分，体现检察制度的 

基本属性，传承、吸收中外优秀法律文化，是本质上 

的统一性与表征上的多样性的有机结合，具有导向、 

凝聚、约束、激励等价值功能。 [1] 检察文化是指融注 

在检察人心底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 

价值追求，是检察机关的组织、制度、设施所具有的 

文化内涵，是检察干警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 

式，是有关检察的法律语言、法治文学艺术作品和法 

律文书中所反映和体现的法治内涵及其精神。 [2] 这些 

定义体现了检察文化内涵的多元性，将检察文化描述 

为“价值观念(标准)、规范制度、行为方式、思维方 

式、法治精神、法律语言、文学作品”及有关的“物 

质表现” 。 笔者认为，描述性的定义难以体现检察文化 

的根本属性，不能很好地界定检察文化，容易把检察 

文化分解成上述看起来分离的各个部分，而不是从整 

体上把握检察文化，从而也导致了下述对检察文化构 

成把握的不足。 
2.  经验化的检察文化构成多元“线型”结构模式 

划分 

关于检察文化构成，即检察文化的组成部分，存 

在多种不同的分类，但其划分标准或理论依据显现不 

足。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认为检察文化包括检察理 

念文化、检察组织文化、检察设施文化、检察行为文 

化、检察制度文化、检察语体文化； [2] 或者认为检察 

文化包括表层的检察形式文化、中层的检察制度文化 

和深层的检察精神文化； [3] 或者认为检察文化包括精 

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环境文化四个层 

次； [4] 或者认为检察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 

认知(精神、理念)文化。 [5] 上述对检察文化组成部分的 

划分主要依据作者的个人经验，欠缺理论方法；以检 

察文化的多个下位概念依次“线型”地排开罗列来界 

分检察文化的组成部分，欠缺逻辑性和严谨性。这些 

概念本身就难以界定， 相互之间还存在内容上的重合， 

显得极不严谨。比如，对检察行为文化的界定存在很 

大困难。因为，现代的文化定义倾向于更明确地区分 

现实的行为和构成行为原因的抽象的价值、信念以及 

世界观。换一种说法，文化不是可以观察的行为，而 

是共享的理想、 价值和信念，人们用它们来解释经验， 

生成行为，而且文化也反映在人们的行为之中。 [6](36) 

又如，检察组织文化是“指检察机关依据法律规定， 

收稿日期：2012−05−22；修回日期：2012−07−05 
作者简介：彭胜坤(1968−)，男，湖北罗田人，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湖北省襄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主要研究方向：宪法学，检察制度；吕昊 

(1980−)，男，湖北恩施人，土家族，湖北省襄阳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宪法学，检察制度.



法学研究 彭胜坤，吕昊：刍议检察文化的研究与建设  83 

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政体制、运作机制和管理方法 

所具有的内涵” ， “同时，检察组织文化也有隐性的一 

面，例如，检察机构沿革与建制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检察机构的性质与职能， 检察机构的制度与管理……” 
[2] 。这一界定很不清晰，似乎检察组织文化属于有关 

检察组织的制度文化的内容，而与管理学理论与实践 

中提及的“组织文化” 
① 
存在明显差别。再如，从逻辑 

上而言，理念文化和制度文化难以界分清晰，制度文 

化包括制度的理念，又与理念文化发生重合。总之， 

这种经验化的多元“线型”结构模式缺乏划分的理论 

依据支撑。 
3. 单纯性的检察文化性质界定 

关于检察文化的性质，多强调检察文化的法律属 

性，普遍认为检察文化是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检 

察权运作制度的总和； [5] 是检察制度的法律文化性格， 

而正义本位必须凸显为检察文化的性格。 [7] 或者认为， 

检察文化在从属关系上是法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 

分； [1] 是社会中存在的与检察法律制度相关的价值观 

念、制度规范、程序规则和行为方式总和。 [2] 上述对 

检察文化性质的界定，虽然使得检察文化建设与检察 

工作本身紧密联系起来，避免了将检察文化单纯化地 

沦为机关娱乐文化，但对一些检察文化实践现象欠缺 

解释力。比如，其无法解释检察文化实践中形成的管 

理文化。又如，在社会公众之中形成的有关检察活动 

的认识、态度、观念、评价等，也无法用单纯的法律 

文化性质去解释。因此，检察文化不能单纯地理解为 

法律文化的分支或组成部分。 
(二) 检察文化建设实践的泛化和简单化 

检察文化建设实践存在两个趋势：要么把从物质 

到精神、从有形到无形等方方面面的东西均视为检察 

文化，无所不包，导致实践无从入手；要么把检察文 

化简化为单纯的文化活动，诸如读书、下棋、打球以 

及各类文体竞赛等。 [8] 许多检察机关的检察文化建设 

演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形式，简单地等同为引入文化概 

念(比如，提炼出一些院训、精神和理念，但仅是形式 

层面的，没有明确的和深刻的含义，没有层次化和体 

系化)，营造文化环境(比如，在办公楼悬挂名言，建 

立图书室，绿化美化庭院等等)，强化文化关怀(比如， 

更多地关心干警家属，从优待警)，丰富文化载体(比 

如组织开展各类文体活动)等等一些简单行为。 这些行 

为只是较低水平的文化建设和文化育检。这种检察文 

化建设实践的泛化与简单化源于上述对检察文化的内 

涵、构成和性质以及检察文化实践径路研究的欠缺。 
(三) 检察文化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的偏差性 

检察文化的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存在偏差。如前 

所述，理论上仅仅将检察文化界定为一类法治文化、 

法律文化或制度文化，但实践中却更加倾向将检察文 

化作为一种管理文化实践。比如，一些优秀的基层检 

察院实践中倡导的“负责的人生观、发展的世界观和 

奉献的价值观” “和谐——我们的管理、奋进——我们 

的精神面貌”“自强不息，弘毅日新”“清、正、勤、 

和、新、细、博、雅”以及“学习理念、反思理念、 

质量理念、用人理念、发展理念”等等，非常具有特 

色，但现有检察文化理论却难以对其评价。因此，检 

察文化还应当包含检察院(机关)管理文化和在社会公 

众中形成的有关检察活动的文化，而不应当仅仅被视 

为是法治文化的分支， 或者笼统地被法律文化所包含。 

这种偏差，或者说理论对实践的滞后性，同样源于对 

检察文化内涵、结构和性质等关键性理论问题把握不 

足。 

二、检察文化基本理论的重构 

(一) 检察文化内涵的规范性反思 

定义检察文化的内涵不能仅仅是描述性的，而应 

当是规范性的。而厘清检察文化的内涵，有必要首先 

弄清什么是“文化” 。人类学家在 19世纪末首次提出 

现代的文化(Culture)概念。第一次十分明确和全面的 

文化定义是爱德华·伯内特·泰勒提出的。泰勒在 
1871年把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 

法律、习惯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 

才能和习性的复合体” 。 自泰勒以来， 文化定义层出不 

穷，以至于 20世纪 50年代早期，北美人类学家 A.L. 
克罗伯和科莱德·克拉克洪能从文献中搜集到一百来 

个文化定义。 [6](44) 比如，英国文化学家雷蒙特·威廉 

斯把文化界定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 ， [9] 认为“文 

化即生活”“文化是平常的”等。我国学者也有同样的 

认识， “普通我们所说的文化，是指人类的生活；人类 

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总括汇合起来，就叫它做文化” ， 

“一国家一民族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加进绵延不断 

的时间演进，历史演进，便成所谓文化” 。 [10] 文化定 

义的多元性表明文化内涵的多面性，但可以用某一根 

本属性概括文化内涵的多面性。笔者认为，如上述用 

“人类的生活”这一规范性的用语，可以概括和析取 

“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才能”等 

等有关文化内涵的描述性用语。同时， “人类的生活” 

也属于文化的一个根本属性。文化应是一种以生命为 

本位的活的东西，是流动的，是不断消亡、创生、发 

展的生活样态 [11] 。另一方面，文化是整合的， [6] 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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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视为“一类整体的生活”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化。 

基于这些认识，笔者认为用“检察生活”这一规范性 

用语，可以概括“检察价值观念(或价值标准)、规范 

制度、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法治精神、法律语言、 

文学作品”等有关检察文化的描述性内涵，也能反映 

检察文化的一个根本属性。因此， “检察文化”可以规 

范性地定义为“一种整体的检察生活” 。这种“整体的 

检察生活”能够体现检察群体的“价值观念、规范制 

度、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法治精神、法律语言、文 

学作品”及有关上述的“物质表现”这一规范性的定 

义，较之其他描述性的定义，更能简单准确地界定和 

从整体上把握检察文化。 
(二) 检察文化构成的“三元二维”平面模式 

确定检察文化的构成(检察文化的组成部分)不能 

是经验化的多元“线型”结构模式。文化的人本理论 

认为，文化只有在人的意义上才能获得本体意义，因 

此，可以依据不同层次的文化主体构建文化的组成部 

分。而于检察文化而言，可以区分三个主体层次，即： 

检察官群体、检察院(机关)以及社会公众。因此，检 

察文化只有在这三个主体上才能获得本体意义。 如此， 

检察文化可以被“三元”化，于检察官群体层面主要 

是 “检察理念与知识体系” ， 于检察院(机关)层面是 “检 

察管理文化” ，于社会公众层面是“检察公众文化” 。 

同时，从文化的表现论来看，文化应是人类物质、 

精神成果的总和。 [11] 因此，检察文化也是精神成果和 

物质成果的总和。笔者将精神成果称之为“检察文化 

价值” ，将物质成果称之为“检察文化模式” 。其中， 

检察文化价值是检察官群体所共同持有的信念和价值 

观，这是检察机关的立检之基、履职之本，是检察文 

化建设的重点、精髓和核心。检察文化模式是在检察 

文化价值支配下的检察人员的行为习惯以及所形成的 

物质载体，是检察文化价值的一种转换形式，是检察 

文化的形式和外在表现，也是检察文化必不可少的组 

成部分。它分为动态形式和静态形式。 动态形式包括： 

仪式、示范行为、歌曲、文娱活动等等，比如，初任 

检察官入职宣誓就宣扬了一种检察职业神圣的文化。 

静态的形式包括：检察制服、检察标识和环境营造等 

等。比如，检察制服从军警式制服向西服转变，就反 

映出检察文化由一种管制型文化向服务型文化，专政 

型文化向保护型文化的转变。 

笔者认为，以这种“三元”和“二维”同时界定 

检察文化的组成，就形成了一种检察文化平面建构模 

式，既符合经验，也具备一定的理论性、逻辑性和严 

谨性。 

1. 检察理念与知识体系 

于检察官群体层面而言，主要形成“检察理念与 

知识体系” ，是有关检察理念、检察制度(作广义解释， 

包括与检察制度紧密联系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和 

检察工作的知识体系。它可以分为：检察理念、检察 

权的性质、原理、原则、规范以及检察实践工作的基 

本方法、技巧、经验、检察语言等等。其中，检察理 

念是核心，指导着其他方面的建构。检察理念是检察 

人员有关检察工作的核心价值观，体现为四个层面的 

价值整合， 分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治理念、 

检察法律理念、检察制度理念以及检察工作理念。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治理念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法律工作者都必须遵从的基础性法治理念。检察 

法律理念是检察官群体对现行法律制度持有的价值观 

念，与其他法律职业群体相比具有一致性，但也存在 

一些差别。检察制度理念是有关检察权性质和功能的 

价值判断。比如，我国检察权具有法律监督属性，而 

不仅仅是诉讼权。检察工作理念是检察工作中形成的 

一套指导性价值观，如“忠诚、公正、清廉、为民” 

的检察人员核心价值观， “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 

义”的检察工作主题， “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 

执法理念， “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 

至上” ， “党在心中、人民在心中、法在心中、正义在 

心中” ，等等。 “检察理念与知识体系”主要解决检察 

官群体对检察制度和检察工作的认知，体现了检察文 

化对检察官群体的认知(教化)的首要功能，主要表现 

为检察精神文化。其外在载体为教科书、学术论文、 

学术专著以及文本规范等等，是“检察理念与知识体 

系”的文化模式。 
2. 检察管理文化 

检察官个体总是处于特定的检察院(机关)中。针 

对检察院(机关)这一主体层面所发生的检察文化主要 

是基于检察院(机关)的管理而形成的管理文化。它主 

要包括某一个院或某一地区的检察官对于如何增强组 

织协调性和凝聚力所持有的共同的观念和协作精神， 

其中也包括检察官个体所应当持有的基本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比如，检察管理文化可以倡导“提 

高三种能力，即执行领导决策和工作部署的能力，创 

造性开展工作的能力，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树立三种精神，即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精神，扎实 

肯干、务实高效的精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倡导三种风气，即学习和调查研究的风气，讲原则、 

守纪律的风气，团结协作、和谐友爱的风气；培养三 

种思维， 即战略思维、法律和政策思维、 哲学思维” 
② 
。 

“检察管理文化”主要解决对检察群体的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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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检察文化的约束、凝聚、激励、导向和行为规 

范等功能，同样也能由“检察文化价值”和“检察文 

化模式”所架构。 
3. 检察公众文化 

于社会公众层面而言， 形成的检察文化主要是 “检 

察公众文化” ，是社会公众对检察制度、检察活动和检 

察人员形成的态度、观念、认识、评价和信赖，主要 

包括：检察官这一职业群体在社会上的地位、功能、 

形象以及检察文学艺术等等。 “检察公众文化”表明检 

察文化绝非属于检察官这一特殊职业群体所独享，也 

属于社会公众所共享，主要通过检察官的社会形象来 

反映。 “检察公众文化”与“检察理念与知识体系”在 

一些文化价值上具有同质性，比如，检察机关的反腐 

倡廉文化，属于检察公众文化，而在“检察理念与知 

识体系”中则反映为“法律监督文化” 。 “检察公众文 

化”同样可以分化为“文化价值”和“文化模式” ，比 

如，肃清腐败、清廉、威严与公正是一种检察公众文 

化的文化价值，其文化模式可以表现为“莲花正中间 

穿出一把利剑”的标识。荷花象征着“出淤泥而不染” 

利剑表示“威严与公正” 。 [12] 

4.“三元”检察文化的比较分析 

“检察理念与知识体系”是有关检察观念和检察 

制度的文化，一个国家的检察观念和检察制度一般是 

一元的，因此， “检察理念与知识体系”在检察文化中 

具有一元性，仅在不同国家(或法系)间存在差异。 “检 

察管理文化”反映特定的检察院在管理方面形成的习 

惯性的态度、认识和行为，在不同的检察院可能形成 

较大差异，因此“检察管理文化”在检察文化中具有 

多元性，体现地域性差异或个体性差异。 “检察公众文 

化”反映了检察机关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而这些形 

象在同一社会中，对于依据地域、职业、民族等标准 

划分的不同公众群体，是相对趋同的。因此， “检察公 

众文化”在检察文化中具有相对趋同性。 
(三) 检察文化的法律性、管理性和社会性 

厘清了检察文化的内涵和构成，检察文化的性质 

也就清晰了。从“检察理念与知识体系”这一角度看， 

检察文化是法律文化的分支，具有法律性。检察官应 

当不仅仅拥有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所共有的法律价值 

观， 还应当拥有检察职业所必须的独特的法律价值观， 

比如检察官的客观公正理念。 

从“检察管理文化”这一角度看，检察文化是管 

理文化的分支，具有管理性。如此以来，便能运用管 

理文化的理论解释当前的检察文化实践，管理学中的 

很多管理文化理论都能被引入检察文化建设中。 比如， 

在检察组织管理中，不能够忽视检察亚文化。亚文化 

通常在大型组织内部发展起来，反映其中一部分成员 

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情景和经历。 [13] 亚文化同样会影 

响检察人员行为，但通常不为管理者所注意或提倡。 

管理者应当清除消极的亚文化，推广积极的检察亚文 

化并使之成为检察主文化。 

从“检察公众文化”这一角度看，检察文化是社 

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社会性，从而使得在社会公 

众之中形成的有关检察活动的认识、态度、观念、评 

价、信赖以及树立的检察形象等成为检察文化的一个 

组成部分。忽视检察文化的社会性，就会将检察文化 

仅仅限于检察官群体所享有的文化，从而使检察文化 

脱离群众基础。 

三、检察文化建设实践路径的探讨 

笔者认为，检察文化实践路径可以依据对检察文 

化平面构成模式(“三元二维”)从整体上把握检察文 

化，分别从文化价值和文化模式两个维度，紧密围绕 

建设“检察理念与知识体系”“检察管理文化”和“检 

察公众文化”而展开。这有利于找准检察文化实践的 

切入点，避免检察文化实践的泛化和简单化。 

建设“检察理念与知识体系”就是要加强检察基 

础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尤其是加强中国特色检察制度 

和检察实践的研究， 以凸显其对检察官群体的认知(教 

化)。其中， “检察理念与知识体系”的文化价值建设 

包括三个层次：①价值观层面要研究对检察制度和检 

察工作持有的各种观念，比如，检察理念以及检察人 

员的法律观、权力观、地位观、业绩观等等；②制度 

层面要研究检察制度的起源、历史、发展、基本原理 

以及与检察制度紧密联系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③ 

实践层面主要研究检察工作基本规律、基本方法、突 

出问题及其应对、检察改革等等。与此同时，还要注 

意“检察理念与知识体系”的文化模式建设，即要注 

意形成研究成果，将成果物质化，比如出版图书和影 

像制品、发表论文、举办研讨会、评选检察业务专家 

和理论研究人才、开设检察课程、加强检察专业学科 

建设等等。 

建设“检察管理文化” ，就是在检察机关创造出良 

好的管理文化和学习文化，是一个确立、引导、认同、 

形成和强化价值观的过程。首先，要确立和引导干警 

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和人际价值观，这属于“检察 

管理文化”的文化价值。检察干警首先要是一个合格 

的社会人，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检察人，因此检察干 

警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人际价值观是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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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警作为一名检察组织体成员所应当持有的对其他干 

警、对所在检察组织体的态度或行为模式。检察干警 

树立正确的人际价值观，能够促进形成凝聚力、战斗 

力，增加组织协作性，提高组织克服困难、应对挑战 

和完成工作的能力。需要强调的是， “检察管理文化” 

中的文化价值是多元的，而检察人员应当持有的检察 

观和法律观是一元的，因此， “检察管理文化”中的文 

化价值不包括检察人员应当持有的检察观和法律观。 

其次，要强化检察人员对上述价值观的认同。通过宣 

传、树立典型人物、培训教育等方式，促进检察组织 

成员接受组织所提倡的人生价值观和人际价值观。再 

次，要逐步形成“检察管理文化”的文化模式。将上 

述人生价值观和人际价值观总结、定格、提炼成朗朗 

上口的词语，并将其通过书画、音乐、外观设计等艺 

术手段外化。最后，要率先垂范、积极推广和不断发 

展、创新“检察管理文化” 。主要依靠制度、激励、引 

导、倡导等措施，落实和推动检察管理文化。 

建设“检察公众文化”就是要通过树立检察社会 

形象、提升检察公信力，在社会公众中形成对检察机 

关、检察人员以及检察活动的良好的态度、观念、认 

识、评价、信赖等等。主要从五个方面着手：①加强 

检察职业道德建设。 “忠诚、公正、清廉、文明”是检 

察官职业群体的社会形象，是首要的检察公众文化。 

②强化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 

这一执法理念体现了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形 

成的感受，直接关系到社会公众对检察工作的认知。 

③加强检察队伍建设，提升检察干警素质。素质与形 

象是统一的，素质是内因，在形象塑造中起决定性作 

用。检察干警只有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 

情操、严明的政治纪律、较强的专业素质、健康的心 

理素质，才能保证形成良好的社会形象。④创作与检 

察生活有关的文学艺术作品。检察文学艺术作品既陶 

冶检察人员的情操和身心，也向社会昭示检察机关的 

地位、权力、功能，对社会形成一种教化。⑤注重形 

成检察公众文化的文化模式。 比如，谱写检察官之歌、 

设计检察标识、营造检察外部环境、拍摄检察题材的 

文艺影视作品，等等。 

注释： 

① 管理学理论与实践中提及的“组织文化” ，通常是指特定的单 

位（组织体）内部成员共有的一套用以增强组织凝聚力和战斗 

力的有关做人与做事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 价值观和行为 

模式。它包括七个主要特征：创新与冒险、注重细节、结果取 

向、人际取向、团队取向、进取心、稳定性。参见：《组织行 

为学（第 12版）》Stephen P. Robbins，Timothy A. Judge 著， 

李原、孙健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 490页。 

② 参见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敬大力检察长 2010 年 10 月 30 日在全 

国检察文化建设理论研讨会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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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culture  of  prosecution,  a  descriptive  connotation  of  the  culture  of 
prosecution, an experiential multivariate linear structural patterns of the culture of prosecution and a simple defini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culture of prosecution have led to devi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ulture of prosecution and 
have  resulted  in  generaliz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of  practice  of  the  culture  of  prosecution.  Culture  of  prosecution 
should  be  grasped  on  the  whole.  We  should  make  normative  construction  o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ulture  of 
prosecution,  depending  on  “planar  pattern  of  the  trinity  and  dualism”  to  interpre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ulture  of 
prosecution, highlighting  legal and managerial and social nature of culture of prosecution. We should also spread the 
culture practice on “Procuratorial ideas and knowledge system”, “Procuratorial managerial culture” and “public Culture 
of Prosecution” in two dimensions of cultural value and cultural patterns. 
Key Words: procuratorial culture; the value of procuratorial culture; the pattern of procuratorial culture; procuratorial 
idea and knowledge system; procuratorial administration culture; public procuratori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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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of the ninety’s literary production mechanism, context of culture evolu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 main choice are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Ninety’s continu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eighty’s 
cultural  logic,  of  which  cultural  context  is  “taking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er”  of  the  national  ideology  is 
amplified and extended to the field of literary production. The market rules replace the halo effect, starting to dominate 
and control  status. The  literary market gradually taking the place by seller’s market change becomes buyer’s market. 
The main  existing  forms  of  literary  production,  of  which  the  “unit”  is  take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organized 
production  and  “freelance”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dividual  production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wo  aspects,  as 
featuring a writer’s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intellectuals’ choices. 
Key Words: Literature production mechanism; Cultural context; Production main body; Literature in 199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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