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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学术道德　推进学术创新”笔谈

　　编者按:弘扬学术道德 、恪守学术规范 、净化学术风气 、推进学术创新是人文

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的内在要求。武汉大学社科部与本刊共同推出“弘扬学术

道德 、推进学术创新”笔谈 ,以期引起更多学界同仁对这一话题的关注与思考。

关于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建设的思考

顾　海　良
(武汉大学 党委办公室 ,湖北 武汉 430072)

当前强调学术规范建设 ,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 。只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了相当

程度的发展 ,才会有学术规范建设的呼声 ,才会提出学术规范建设的要求。这就像其他任何事物的发展

一样 ,规范和规则总是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任一事物如果在有了一定的发展后而没有规范和规

则的话 ,该事物就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健康发展。应该看到 ,我们现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谈论学术

规范 、学术道德等等问题的。我不认为现在加强学术规范建设 ,是因为存在着太多的学术失范 、学术道

德败坏或学术腐败现象等等。

学术规范建设是个大课题 。在这里 ,我只对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中的他律和自律问题谈一些陋见。

一 、学术规范中的自律与他律

学术规范建设涉及面广 ,可以看做是一项系统工程 。在这项系统工程中 ,制度建设是根本 。学术规

范制度 ,需要通过学术规范机制来具体实施 ,学术规范的实施机制是体现学术规范制度的基本环节 。在

学术规范的实施机制中 ,最主要的是学术规范的外在约束机制和内在自律机制。学术规范在根本上是

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约束机制 ,学术道德则是学者内在的自我修养的机制 。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对学

术规范制度的运行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 。

学术规范作为外在的约束机制 ,明确地规定了学术过程中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具有极大的强制

性。在这一意义上 ,学术规范机制是对学术失范现象的有针对性强制约束 ,它是通过社会评价的方式实

现的 。学术道德修养是个人学术品德 、品格和品质上的一种体现 ,所要表明的就是学术过程中应该做什

么 、不应该做什么。在学术制度建设中 ,没有内在的自律机制 ,就不可能有学术规范的实际实施 。不管

学术规范的他律机制具有多么大的强制性 ,学术道德的内在的自律还是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

学术规范的运行机制也可以按其作用分为两类:一类是形式性的 ,一类是内容性的。所谓形式性

的 ,主要是指形式上约定的规范 ,讲得比较多的如引文注释的规范 、引证别人的学术观点要加以说明的

规范 、申明参考文献和参考资料的规范等等;所谓内容性的 ,谈得比较多的就是学风问题 ,如坚持正确的

理论导向 、坚持正确的学术批评等等。形式上的学术规范是初步的 ,但也是基础性的规范 。内容上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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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具有更高的原则性 ,实施起来也更为复杂。这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是学术规范制度建设的有机

组成部分 。

值得注意的是 ,强调学术规范 ,特别是强调内容上的学术规范 ,并不是要追求学术观点上的同一性 ,

相反是要维护学术观点上的差异性 ,从而为不同的学术观点的交流 、争鸣提供适当的学术空间和宽松的

学术环境 。

具有不同的学术观点甚至在我们看来相互对立的学术观点 ,如果有了可以共同遵循的学术规范 ,而且

也能身体力行地执行这些学术规范 ,是可以有助于真正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学术环境营造的 。当然 ,

我不认为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学术观点在基本价值观上的对立会由此而消失;我认为优良的学术规范的建

立和执行是有助于和谐的学术氛围和宽松的学术环境的形成 ,最终有助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

外在约束的作用还在于通过社会评价 、社会舆论以及同行学者间的批评这样一些主要的方式 ,纠正

或遏制学术失范现象 。内在自律也很重要 ,但它靠的主要是学者的自我的道德修养 。在社会评价和道

德修养的共同作用下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 、学术同仁按学术规范的要求行事 ,从而形成比较好的学

术氛围和学术环境 ,进而推进学术规范机制的完善和发展。

好的学术氛围和学术环境 ,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制定学术规范及其制度 ,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创造

好的学术氛围和学术环境;反过来 ,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也会进一步影响到学术规范制度的实施 ,

发挥更好的作用 。

二 、学术规范制度建设的三个重大转变

制定学术规范就涉及到学术规范和学术的关系问题。我认为有三种情况 ———学术传承 、学术积累

和学术创新 ,与学术规范的形成有关系。学术传承是学者做的基本工作 ,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方

面。但是 ,学术传承主要的还只是使原来的学术发生量的增加 ,丰富原来的学术 ,直接的结果就是学术

积累 。学术创新是在原有的 、现有的学术传承和积累上的质的变化。学术传承 、学术积累 、学术创新 ,反

映的尽管是学术活动的三个主要的但也是不同方面的活动。从事这些方面工作的学者 ,都希望这些活

动的进行和发展是有规范的 、有秩序的 、有道德的 。学术规范起源于学术本身 ,学术本身的发展呼唤着

学术规范 。

由此我认为 ,现在加强学术规范 ,必将使学术界发生三个根本性的转变 。

第一 ,从原来的学术无序 、学术无规范向学术有序 、学术有规范转变 ,这是保证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

术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我认为 ,现在的学术规范尽管主要的还只是形式上的 ,但是 ,形式上的规范一

开始就使内容上的规范有了交流和对话的平台 ,否则 ,内容上的规范就不可能有新的发展 。

第二 ,由学者个人道德性的学术修养向学界学人们的共同性约束转变 。现在有很多学者撰文呼吁

要有学术规范 ,大多出于学者的良知 ,基本上是学者个人道德修养的体现。现在 ,不同的是 ,要从原来个

人的道德修养 、自我修养向学界 、学人们共同的学术规范转变 ,要使学术规范成为学者们的共识 ,成为学

术研究的基本规范。有了共识性的 、基本的规范 ,个人的优良的学术道德也能得到提升 ,反过来也会进

一步加强学术规范建设 ,净化学术环境 。

第三 ,从个人自律为主向共同的他律为主 ,达到自律与他律的结合。这是以上两个转变的概括 。

我认为 ,这三个转变是我们在学术规范制度建设中出现的极其重要的变化 ,将对今后我国高校人文

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 、学术规范制度建设要从纠正学术失范现象开始

加强学术规范不仅要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强势舆论 ,而且要有针对性地对当下学术失范现象给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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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的制止。治理当下学术界的学术失范现象 ,是实施学术规范的第一步 ,也是加强学术规范制度建设

的基础工程。我认为 ,当下有 12种学术失范的现象应重点加以制止。这些学术失范现象 ,涉及的基本

上是形式上的学术规范现象。

第一 ,学术成果的粗制滥造。对学术成果的粗制滥造的斥责 ,几乎是所有呼唤加强学术规范建设的

人的共同见解。如何制止学术成果的粗制滥造 ,是当前加强学术规范建设的首要任务。第二 ,学术成果

的低水平重复。没有任何学术传承 、没有任何学术积累 、更没有任何学术创新的所谓“学术成果” ,却可

以堂而皇之地“活跃”在学术界 ,而且这一类成果的数量也很惊人 ,甚至有人还以这类成果“等身”为自

豪。第三 ,学术成果东拼西凑 。有人沉溺于拼凑他人的学术成果 ,只略加自己的点滴随想一类的东西 ,

就宣布为自己的原创成果;也有人醉心于反复“克隆”自己已经公开发表的成果 ,以示著述“等身”。第

四 ,隐匿学术源流。这是指对自己的学术论点的渊源有意加以隐匿 ,参考书目列了一大堆 ,但涉及自己

的关键性的学术论点的参考书有意不列出。第五 ,抄袭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在提到学术规范问题时 ,

对当下学术界抄袭成风议论颇多 、鞭挞深刻。第六 ,抄袭国外学术成果的核心观点。这种现象在学术界

尤其是新兴学科 、边缘学科 、交叉学科中并不少见 。由于是国外论著 ,有的读懂了 ,就窃取别人的核心观

点 ,作为自己的学术成就;有的没怎么读懂 ,就以这种似懂非懂的理解为基础 ,再加上自己的学术想象 ,

就形成了所谓的新的学术观点 。第七 ,无偿占有学生的学术成果 。这里谈的是无偿占有 ,学生有自己的

思想和观点 ,但是有些老师强行甚至欺骗性地摘取它 ,占为己有 。第八 ,学术研究成果的“老板化” 、“主

编制” 。所谓“老板化” ,就是凡是参加课题的 ,参加者所有的成果的署名 ,都以“老板”为第一作者。所谓

“主编制”就是把别人的学术成果作一些形式上的编排 ,自称为“主编” ,堂而皇之地形成了个人的学术成

果。第九 ,攀附著名学者 ,自我包装低劣学术成果 。形式上约请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做顾问 、名誉主编等

等 ,尔后的整个过程与这些被约请的学者不再有关系 ,结果炮制的是一些低劣作品 ,最后真正获得名声

的是这些低劣作品的杜撰者。第十 ,自我炒作 、自我宣传。第十一 ,一稿多投。第十二 ,跑奖 、要奖 ,骗取

学术名誉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当前学术失范的突出表现 。我认为 ,这些现象实际上已经是学术规范建设的大敌。

加强学术规范建设 ,首先就要以制止这些学术失范为起点 ,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 ,使这些失范现象成为

“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由此我们才能走上学术规范的健康发展之路 。

四 、学术规范制度建设的三个要义

概括以上谈的这些问题 ,可以概括为三个要义 ,这就是:学术规范 ,先在建设;学术规范 ,重在践行;

学术规范 ,贵在自律 。

一是学术规范 ,先在建设 。我们制定的学术规范条例是学术规范上的一项建设性的工作 ,是十分必

要的 。没有建设 ,就没有基础 ,就没有尔后的行动 。

二是学术规范 ,重在践行 。学术规范建设 ,着重在于每个学者的身体力行 ,自觉遵守学术规范 。

最后就是学术规范 ,贵在自律 。这就是说 ,要把自律当做学术规范的重要方面 ,决不能以为有了学

术规范 ,学术就规范了。重要的还是要学者们树立高尚的学术道德。学术规范确实贵在自律 。

(这是作者 2004年 11月在杭州举办的“全国高校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论坛”上发言的部分内容)

(作者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吴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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