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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学术，据《辞海》解释，是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
而学问则是学习、问难。
①做学问、搞学术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它既要有努力的学习，又要有潜心的沉思，来不得半点马虎，
几乎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严格说来，学问与学术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何怀宏说：“学术是大家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有规有界。
学问是个人的，学问乃自我之心得，无端无涯。
”②对大部分人文学科的学者来说，做学问主要是在书斋里面，得耐得住寂寞。
虽然学者们要面对现实，但只有经得起冷板凳的磨炼才能产出真正的学术。
做学问讲究个人的修养，是把思想变成文字的过程。
思想一旦变成用文字表述的作品，学问就成了学术成果。
创新性的学术成果就是书斋里的“革命”，而“革命”性的学术是促使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
然而，学问是怎样产生，又是如何变成学术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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