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报属于学术期刊!学术性是学报存在的前提条件" 那

么!学术性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这应该是学报期刊主办者$编

辑者必须关注的问题"现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比较迅速!学报

期刊数量增长很快!但其学术性意识淡薄!为职称服务的倾向

性比较明显几乎成为许多学报期刊的共同特征" 这种现象的

出现既是社会重视学术的一个信号! 同时又是给社会发展学

术带来负面影响!导致学术腐败的可能的重要原因"
为了尽可能消除学报期刊中存在的学术腐败现象!学报

主办者$编辑者$学报读者应当树立学术性意识"在联系作者$
选择稿件$编选栏目等事项中!编辑者都应当充分考虑稿件的

学术性意义"所谓学术性意识!主要是指人们对专门学问见解

的独到性$思考的深刻性$传达的系统性等方面的自觉" 而要

求树立学术性意识!学术性的前提条件应该得到一定的探讨"
笔者不揣冒昧!结合编辑工作的体会!拟提出以下五个条件!
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

首先是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对具体问题存在

的自觉" 问题的产生$发展的过程$造成的影响或者后果等是

围绕问题而出现的" 学术稿件必须是对具体问题的探讨和追

究"对稿件的这种要求是编辑应该树立的基本态度"也就是编

辑者的一种问题敏感性的自觉"简言之!问题意识就是对问题

的觉悟"这种觉悟!并不是要求对问题的解答或解释给出唯一

的结论! 而是表现出对社会现象或学问课题中的某些环节的

认识的自觉"这种自觉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因而这样的问题意

识就应该是学术性的前提条件之一"
编辑者或者编辑部全体人员均树立起问题意识!那么对

作者投稿相应地会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 对作者在稿件的立

意$写作$修改等过程中起到一种向思考的深度和精细度努力

的促进作用"
问题意识的建立!会形成一定的氛围" 在这样的氛围中!

并不是要把学术楼阁化$贵族化!但是必须有把学术专业化$

综合化" 楼阁化或者贵族化!都是指将学术孤立化" 孤立不利

于学术的发展" 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些专业或部门的发

展极其迅速!而有些专业或部门变化相对迟缓" 发展迅速的

专业或部门对变化迟缓的专业或部门会产生一定的启发或引

发作用" 如果两个这样的部门隔绝的话!必然会造成整个社

会发展的两极对立" 事实上学术在现代社会不可能孤立化"
现代社会的交往日趋频繁!层次日趋广泛" 但人们树立问题

意识!是一种对问题的 敏 感 和 觉 悟!是 人 的 自 觉 意 识 的 理 性

化"学术专业化和综合化!这样的两种倾向!看似对立的!但这

两种倾向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还是明显的" 科学的发展

早已达到了学科界限模糊$ 专业知识互相交叉渗透的程度"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一定的知识综合

运用的能力!学术论文的写作恐怕是不现实的"
笔者认为!问题意识对于学术文章是极其重要的一种理

性化要求" 因而对于确定学术文章的合格与否具有一定的初

审权力的编辑而言!是首先应当确立的一个重要素质" 编辑

确立问题意识!相应地要求作者也要建立问题意识!最后对读

者的阅读趣味和方向也会产生影响" 事实上!读者对学术文

章的阅读和接受!往往是从一定的问题的求解或者求参考的

角度出发的" 问题意识对于读者而言!是一种专业知识的扩

充$思考的启发与深化" 当然!读者的问题意识也是影响学术

期刊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传统观点看来!编辑$作者$读

者的三角关系中!编辑或者作者似乎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在

接受学理论看来!读者才是主要的" 其实!在市场经济社会!
读者的决定性地位是不难理解的" 接受学理论似乎与此相关

吧" 在任何社会!市场化程度再高!也会有某些领域不能完全

市场化" 笔者认为!学术界就不应当完全是市场化的领域!但

借鉴市场化的某些方式还是可以的!而且从资源配置的角度

而论还是应当的" 在学术期刊的编辑$作者$读者三者的关系

中!编辑不是主要的!但是重要的角色!主要的是作者和读者"
作者和读者是期刊的上帝!编辑是为这两者服务的!起到一定

的组织作用" 具体到我们现在的社会状况!学术期刊基本上

还没有走向市场化!编辑的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是决

期刊学术性的前提条件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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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这种状况的存在"主要是整个社会的自觉问题意识不

强!

二

其次是社会意识! 所谓社会意识"是指人们对问题在社

会发展# 社 会 生 活 中 的 普 遍 意 义 的 自 觉! 学 术 性 的 社 会 意

识"是 指 学 术 稿 件 在 社 会 发 展 #社 会 生 活 中 的 普 遍 意 义"或

者说是对推 动 社 会 发 展# 改 善 社 会 生 活 具 有 一 定 的 指 导 性

意义!
学 术 性 在 人 们 心 目 中 往 往 是 象 牙 塔 中 的 东 西" 似 乎 与

社会生活隔绝而无关痛痒! 其实不然! 学术成果是学者专家

经过努力思 考 而 得 到 的 认 识 成 果! 这 种 认 识 成 果 对 社 会 生

活的影响尽 管 迄 今 为 止 多 半 还 是 潜 移 默 化 的" 但 是 也 有 部

分认识成果迅速地改变人们的社会生活! 而且"笔者相信学

术成果会越 来 越 多 的 介 入 人 们 的 社 会 生 活" 提 高 人 们 社 会

生活的质量!
正 是 有 鉴 于 学 术 性 认 识 成 果 的 这 种 社 会 性 意 义 的 存

在"学术期刊的编辑 者 需 要 广 泛 关 注 社 会 问 题"具 备 对 社 会

发展#社会生活现象的敏感性! 编辑者的这种敏感性对选择

学术稿件" 乃 至 对 作 者 的 研 究 关 注 的 方 向 都 会 产 生 一 定 的

影响! 而学 者 专 家 所 创 作 的 学 术 论 文 则 必 须 是 具 有 一 定 的

社会意义的 认 识 成 果! 这 种 社 会 意 义 就 是 学 者 专 家 的 社 会

意识的表现!
认识来自 社 会"同 时"认 识 必 须 为 社 会 服 务! 认 识 的 目

的就是改造社会! 学术文章是认识社会的一种表现"必须表

现出一定的 社 会 责 任 感 意 识! 这 是 社 会 上 层 建 筑 的 必 然 要

求! 但是学术文章的社会责任意识"首先应该是一种专业性

的探讨"必然会适当 地 突 破 当 时 社 会 意 识 形 态 的 某 些 限 制!
这种突破是什么样的$ 笔者认为"这样的突破应该是对社会

长远发展的 一 种 设 计 或 设 想" 这 种 设 计 或 设 想 是 具 体 而 细

致的"是可能性比较 大 的! 这 就 要 求 学 术 文 章 论 据 充 分"立

论客观而公正! 这里是正义的原则主宰之地! 任何偏颇和歪

理邪说将遭到斥责和摒弃! 这里不应该是市场化的领地!

三

第 三 是 文 字 修 养 意 识! 学 术 文 章 是 学 问 前 沿 的 认 识 成

果" 这种认识成果出现的目的主要是学人对社会现象的思考

所得"投稿的目的应该是传播思想#交流思想的欲望的满足"
但现在有相当多的投稿是为了职称或沽名钓誉!

任何思想的传播必须借助一定的载体! 学术文章本身是

一种特殊的载体!这种专门载体的基础形式是文字!中国文字

历史悠久"表达意象丰富多彩"表达形式多种多样! 正是因为

中文字的多姿多彩多种多样"中文字的字义#词义歧义丛生"
理解形式#理解角度不一所得到的意义就有别! 而且"中国历

史悠久"思想资源极其丰富"这样对中国文字的理解和掌握就

是一个繁复的工程!事实上"中国人对文字自古就有一种近似

于崇拜的心情"识文断字成为人们对人格的某种肯定就是一

个事实! 实际生活中"尤其是最近有人鼓吹双语教学以来"或

者说是想发教育财的心理使然"人们普遍重视外语而不重视

乃至忽视中文的倾向正在形成!这是一个可悲的倾向!笔者从

某些教育学研究生的论文质量看到"文字水平还不及过去的

高中生"大学生的作业中文字功底也极其差! 这样的现实必

然造成人们之间交流思想的障碍% 现在"能看到一篇文通字

顺的文章快成为一件幸事了%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没有或不具备相当的文字修

养水准"连基本交流都 会 形 成 阻 隔"何 况 表 达 学 术 前 沿 的 见

解$文字修养是人们应该普遍重视的问题"做学术文章尤其应

该重视! 当然"文字修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乃至是一生不得

懈怠的事"古人往往一生就从事文字工作"而我们现在社会生

活面相当宽广"有很好的文字修养的确是颇为艰难的事! 有

人说"所谓学术性就是一般人看不懂的意思! 这是对现在学

术文章的一种讽刺"对文章作者的一种遗憾! 同时"也应该看

作是对编辑的文字修养的一种谴责!
文字修养是个人的事"同时因为文字是人们之间交流的

工具"文字修养也就成为一种民族共同体的公事! 笔者把文

字修养作为学术文章学术性的前提条件提出来"除了人们对

媒体的文字水平的普遍期待等原因之外"文字修养对于学术

发展乃至民族文化的延续都是至关重要的基本方面!

四

第四是资源意识! 资源意识"人们往往把它看成有形的

物质资源的居多"当然"现在把人力资源#环境资源#时空资源

等逐步纳入视野"人们正在逐步树立起全面考虑问题的系统

观念! 学术性的资源意识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学术性的资源

意识是指人们对学术问题进行思考的同时关注与该问题相关

的人或物的条件"以及历史资源条件等的一种自觉意识!
对于编辑而言"资源意识主要是指意识到学报期刊所依

托的背景单位所具备的既有学术力量资源"以及学报期刊所

定栏目所涵盖的学术群体的资源! 关注这些资源的动向"注

意给这些资源的发展提供适宜的学术成果展示空间! 是编辑

者的资源意识的具体表现! 同时"编辑者还应利用外在的优

化资源来弥补本身所依托单位的资源之不足"营建适当的文

化影响氛围! 学报期刊属于公开发行的印刷媒体"画地为牢

显然不符合长期发展的战略策略! 编辑的这种资源意识是追

求学术期刊精品化发展的基本条件! 当然也应该属于学术性

的前提条件之一!
对于作者而言"学术期刊的作者往往是学有专长的专家

学者"起码也应该是研究生层次的人员"学术研究的基本能力

应该具备! 作者的资源意识"是指作者对自己所创作的学术

论文论题相关 的 人 力 资 源 和 物 质 资 源 有 一 个 比 较 清 晰 的 认

识"向何类何栏目投稿与归类应该有一个基本明确的认识!作

者写作文章"本身是消耗自身的资源"同时也在消耗社会的资

源"人本身是社会的人"除此之外"学术论文的发表与传播必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 年 第 $ 期

!%& &



然会给社会形成一定的资源消费! 垃圾文章的面世是一种资

源意识淡薄的典型表现!相信人们对垃圾文字深恶痛绝"但仍

有许多人甚至著名学者都在制造垃圾文字! 现在环境污染已

经很严重"媒体中的垃圾也已经成灾!当然关于垃圾的认定的

确是一个问题" 但是首先人们应该在作文之前考虑一下作文

的必要性总该是可以的吧#
读者越来越需要节省时间"也就是对资源意识的重视程

度愈来愈增加!读者的资源意识相对而言是生活传达的"无须

通过人为的教育手段!但人为的教育是自觉的表现"自觉意识

应该比不自觉的意识更易于被人们所把握吧!
提出资源意识作为学术性的前提条件"主要是因为有感

于文字面世的频率和速率都越来越快" 读者和编辑都有不堪

重负的忧虑!这种忧虑在读者而言"是找到自己迫切需要的文

字资料经过被人为地延长了$ 在编辑而言" 工作量大大增加

了"机械性更为增强了%

五

第五是合作意识! 学术性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探讨!
学问技术的展示"无非是希望得到认同或修改乃至修正!而要

得到认同或修正首先必须得到探讨! 这样的探讨首先是从编

辑与作者之间展开的! 这就需要编辑与作者之间有一定的合

作关系存在! 编辑"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作者的第一个

探讨的伙伴! 当然"作者之间的探讨可以在文章投出之前"这

种探讨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这种探讨范围毕竟有限!现在条

块分割的现象还是很明显" 而一个有意义的学术问题在小范

围内的探讨毕竟有限!而编辑是学术之网上的一个扭结"这个

扭结联系着不同专业的学术研究者! 因而编辑的意见对于作

者而言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无论从编辑方面还是从作者方

面看"双方都应具备良好的合作意识"学术文章的意义才能得

以充分的发挥! 除了编辑和作者之间需要合作之外"读者也

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合作方! 现在的学报大多是没有或者只有

很少的发行量"根本还没有进入社会消费视野"因而对读者的

态度还处于睡眠状态!这种状态急需改变!期刊编辑者乃至文

章的作者"视野里必须考虑到读者的需求期待&读者的欣赏趣

味&读者的阅读方式等! 无视读者的存在是对社会不负责任

的表现! 而考虑到读者的利益"也就是尊重读者的权利"必须

具备与读者合作的意识! 编辑或者作者与读者的合作关系"
基本上属于信息反馈与改良的关系就是说"编辑所选定的文

章是否被读者所接纳"接纳的程度如何"作者所写文章能否被

读者接受"接受的程度如何等信息反馈给编辑和作者"以利于

编辑和作者修改文章"以更为优良的学术文章回报读者! 这

样的合作关系应该好理解"那么建立广泛的合作意识就不是

难以做到的事了!
有了良好的合作意识"学术期刊所依托的资源相对就会

扩大"生存和发展就会顺利得多! 从学术期刊发展的战略策

略考虑"合作意识也应作为学术性的前提条件之一!

学术性的前提条件应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本文的探

讨只是一个初步的设想! 学术性是涉及学者专家&学术论文&
读者&编辑等多方面的概念"廓清这个概念势必需要考虑其前

提条件! 而廓清学术性的前提条件必将带来学术繁荣"学术

期刊的发展空间将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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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BC2,J+ 74.17,431.+11; +27H 18439D K+ FC,D E378 C22+.2,4.H L,D+.,./ FB+74.D,2,4.1 45 28+ C7CD+E,7 F+B,4D,7C9 ,1 5CJ4BCK9+ 24
28+ D+J+94FE+.2 C.D FB41F+B,2: 45 28+ C7CD+E,7H
;5<=).0&:-43B.C9M C7CD+E,7 .C23B+ 45 F+B,4D,7C9M FB+74.D,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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