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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由余三定著。
当代学术史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或学科，正在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其研究成
果也越来越多，在学术界及整个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笔者觉得很有必要对其自身的重要相关问题作
出梳理、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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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三定，1956年生，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中文系教授、《云梦学刊》主编、兼任湖南省文艺评
论家协会副主席、湖南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南作协评论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生导
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和当代学术史。
先后出版《文坛岳家军论》、《古代小说艺术探奥》、《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余三定卷》、《许诺纪念文集》、《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新世纪文
论》等著作，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5篇。
主持的国家社科规划课题“中国的文学悲剧论”于2006年被鉴定为“良好”等级。
1991年被评为湖南省普通高校科技先进工作者，1994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奖，1995年被评为全
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1996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被列入湖南省普通高校首批学科
带头人培养对象（2003年验收合格），2001年被评为湖南省优秀中青年专家，2002年、2006年两次被评
为全国高校社科学报优秀主编，2006年被评为首届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学名师，2007年人选湖南省“121
人才工程”第一层次。
并曾获全国普通高校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获湖南省第三届、第五届、第九届社会科学成果奖，其
主持的“当代学术史”课程被确定为2006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省级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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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故宫学研究的四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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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五节 开展科学的学术批评 学术批评，又称学术评论，是对学术的批和评。
有论者指出：“学术批评，指学者遵循一定学术规范，对学术思想进行的批评。
批评的对象是学术思想，批评的规范是学术规范，批评的主体是学者。
”学术批评本应有褒有贬，但面对近年来学风浮躁甚至出现学术腐败的现象，《理论周刊》的学术批
评更重视对不良学风的批评和分析。
 “学术”专刊在这段时间里，就学风问题组织过两次“学界话题”展开讨论。
第一次以“维护学术尊严反对学术腐败”（2001年12月25日）为题，由薄洁萍主持，邀请张保生、杨
玉圣、葛剑雄、邓晓芒、王宁、贺卫方等知名学者做嘉宾。
关于学术腐败，张保生、杨玉圣两位学者分别作了界定。
张保生说：“说到学术腐败，我们可以列举出剽窃、拼凑、制造‘学术泡沫’等多种不诚实的学术行
为；还有种种评选活动中的请‘托’活动，如给评委送礼、请领导说情、评委之间互相照顾关系等等
。
但这些都是现象。
要从本质上说，它是指一切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荣誉和利益的学术堕落行为。
学术腐败污染圣洁的学术殿堂，腐蚀学术队伍的肌体，阻碍学术大师的产生，遏制一个民族学术水平
的提高，是学术事业发展的大敌。
”杨玉圣说：“学术腐败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面说到的，还有高校教材、教参编写中存在的
低水平重复和抄袭现象；粗制滥造的形形色色的辞书；学术文章、著作在数量上恶性膨胀，在质量上
却没有相应的提升；沽名钓誉，一些并非搞学术研究的人却利用手中的权力或金钱，当上名牌大学的
兼职教授、顾问，以此捞取更大的社会资本；高等教育和学位掺假、注水，在全国各地到处贩卖的假
文凭使不少人谋取到不正当利益；以及在学术评奖、科研基金项目评审中存在的腐败现象等等。
”这次《学界话题》的内容要点包括如下方面：学术腐败是学术事业的大敌，它的出现与一些学者的
自身素质有关，也与学术体制不够健全和不利的外部条件有关；具有正确的价值观是学者能够自律的
基础，坚守学术伦理，是一个学者之所以能成其为学者的道义基础；学术评审制度应按程序正义来进
行设计，严格遵守学术评审的程序是保持公正性的最重要的条件；广泛而公开的学术批评是一个大环
境问题，学者们在今天不仅要严守学者的职业道德，而且要坚决与学术腐败的各种现象作斗争。
 《学术》专刊的男一次《学界话题》是以“浮躁：学术创新的大敌——四教授畅谈学风问题”（2002
年3月19日）为题，由危兆盖主持，邀请李文海、张岂之、章开沅、龚书铎四位知名学者为嘉宾。
张岂之指出：“对于当前学风的主要问题，有的提学术腐败，有的提学风浮躁。
我认为，学风浮躁与学术腐败应有所区别，说‘学风浮躁’更合适些。
学风浮躁主要指治学不扎实，不实事求是，不认真研究，急功近利。
这是学术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几位学者在分析了“学风浮躁的表现”、“学风浮躁的原因”的基础上，深入讨论了“学风浮躁治
理的对策”。
其中，李文海提出了四条对策，他认为：首先要大力提倡学界同仁讲学术道德，提高学术队伍的道德
素质。
其次要调整社会心理。
如何看待人文社会科学对现实的作用？
有些可能会有直接的影响，有些则可能是对社会的长期作用，如人文科学对民族素质的作用就是长期
的、潜移默化的。
再次就是要探索一套既符合学术发展规律又有中国特点的学术评估办法。
最后就是要加强学术评论。
对好的学术成果，要大力推荐；对假冒伪劣的所谓专著、论文则要进行严肃的批评。
没有批评，就没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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