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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余三定《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

沈　玲

（华侨大学 华文学院，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２１）

［摘　要］余三定《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一书，对中国新时期学术规范、反学术腐败、学术评价、研究生教育、学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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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三定的新著《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８月第 １版），近 ３０万
字，共２０章，包括上、下两编。上编为“宏观扫描”，
既回顾了中国新时期的学术发展总体情况，又对包

括学术规范、反学术腐败、学术评价、研究生教育、

学术大师讨论、中学语文教材建设以及《光明日报

·理论周刊》本世纪最初三年评述、《人民日报》

“走向繁荣·哲学社会科学６０年”专栏综评等在内
的新时期学术发展中出现的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

分析与深入探讨；下编为“个案论析”，既有对胡绳、

许诺、叶朗、陈平原、郑欣淼等一批在新时期产生重

要影响的学者所作的分析、评述，又针对“剧作就是

文学”“文化自信与文艺创作”等专题讨论进行了

综述与论析，还择取新时期学术史上有代表性的

《学术史丛书》与新时期学术规范建设的代表性成

果《学术规范导论》《学术规范通论》等做了深度剖

析与阐述。

当代学术史是余三定十多年来用力甚勤、坚持

不懈的研究领域，《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一书

正是余三定在该领域积极关注、追踪、研究学术热

点后结出的硕果。书中的内容在出版前均以单篇

论文形式发表过，且发表的期刊级别档次都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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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４篇被《新华文摘》转载，２篇为《中国社会
科学文摘》转载，４篇为《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转载，７篇被中国人大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总论》转
载，还有文章收入《２０００，中国年度文坛纪事》。这
表明余三定多年的当代学术史研究在学术界引起

了广泛影响与关注，其在当代学术史研究方面取得

的成果足以代表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中国新时

期学术热点研究》一书中的内容显然是余三定较长

时间研究成果的回顾与小结，现在重读这些论述会

发现它们依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学术生命力，著

者所用的研究方法、提出的观点与得出的结论仍能

给学人以思考与启迪。

一

《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是一部具有开创

性与探索性的著作，其论述特点非常突出。

第一个突出之处即是放眼学术史发展的历史

过程，独具学科大视野。

《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一书宏观扫描与

个案论析结合，直面新时期中国的重要学术现象、

学术争鸣、学术观点，放眼学术史发展的历史过程，

考镜源流，分源别派，或对学术界的包括学术规范

建设、反对学术腐败等在内的重要学术事件、学术

活动以及学术现象等进行整体扫描、具体剖析，或

对当代知名学者的治学思路、治学方法、学术宗旨、

学术成就、学术延续等作出历史呈现，充分展现出

著者余三定所具有的学科大视野。

《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一书显露出余三

定对学术史与学术史学科定位所作的思考。该书

第１９章“评北京大学出版社《学术史丛书》”，余三
定在评价新时期出版的１４种学术史著述的同时，
重点论述了关于“学术史”的界定和阐释、关于“学

术史”研究的主要领域和内容、关于“学术史”的研

究方法等重要问题。他在比较各家的论述后认为

“虽然对‘学术史’的具体界定、阐述并不一样，但

认为学术史与思想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历史上并不

存在脱离‘思想’的‘纯学术’，这一看法则是大致

相同的。”［１］２４９“学术史研究的主要领域和内容包括

‘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学科史研究、著名学者的

个案研究等方面。这三个方面也可以看做是学术

史研究著作的几种主要体例。”［１］２５０这些结论具有

很强的说服力。

什么是学术史？余三定的看法是：“学术史就

是关于学术研究的学术研究，即研究过往学术发展

的过程……学术史就是学术对自身的发展历程进

行反思、分析和研究，从而寻找出学术发展规律性

的东西来。”［１］２中国的学术传统是文史哲不分家，

做学问也不甚注意分门别类，而今人对于什么是学

术与学术史的界定也异说纷纭。余三定的这一看

法充分考虑到了学术史独特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

以及研究方法，既强调学术史研究的知识性，又强

调学术史研究的思想性，概念界说富有学理性。

关于“学术史”的学科定位问题，余三定提出了

“三个假设”：一是将其归于历史学内的专门史这一

个二级学科，视其为专门史下的一个三级学科；二

是将其视为与专门史并列的二级学科；三是从经验

的角度将之归入“社会科学总论”类。这三种假说

都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比如像“社会科学总论”本

身就无法找到对应从属的一级学科，但若从中国新

时期以来学术史研究的现状与取得的成果来看，虽

然作为学科来说，其自身的积累相较那些相当成熟

的传统学科而言尚显薄弱，但也已有一定的积累。

如何确定学术史的学科定位理应成为学者们思索

的理论问题。因为如果没有明确的学科定位，关于

这一门学科的研究也就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学科

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的不明确不但会

模糊本学科的相关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的关系，更

会阻碍本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而当某一门学科的

研究知识积累多了以后，慢慢会形成一定的系统的

知识体系或学科理论，直到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出

现，这一学科方才最终由孕育到成熟。在这一过程

中学者必须适时地进行学科理论总结以促进学科

的真正形成。余三定从基本资料入手，不遗余力地

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甄别、判断工作，并对学术

史的学科定位进行思考，他的尝试是有建设意义的

尝试，他的一系列参与学术发展、推动学术史学科

建设的自觉行为显示了一名治学严谨的学者所具

备的学术热忱与学术使命感。

若要研究当代中国学术史，对其发展线索进行

史的钩沉是一项必须而且必要的工作，只有对学术

发展的脉络有史的把握，才能真正做到后续研究的

逻辑推进。在实际研究中，余三定坚持学术史研究

的大视野，灵活运用以问题为中心，重读经典、坚持

个案研究等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历时研究与共时研

究相结合，既分点研究问题，又紧扣学术史发展的

历史线索，考镜源流之外又能探幽发微，真正做到

了建构在扎实推进基础上的深刻审视。

余三定在进行当代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始终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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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治学术史的理念，书中无论是对当代学术史的宏

观扫描还是个案论析都能做到追本溯源，紧扣学术

专题深入研究。比如是书第１章“回眸中国新时期
学术发展”，余三定在与“文革”的比较中完成了对

从１９７８年至今中国新时期３０余年学术发展的回
眸与总结。这一论题本身就显现出他所具有的学

术大视野。中国新时期这３０余年的学术发展纷繁
复杂又变化多端，余三定追根探源，抽丝剥茧，透过

其纷繁变化的外观，对中国新时期３０余年学术的
发展轨迹进行了整体描述。他将这３０余年分成三
个时段，这一划分有理有据，对各时段突出特点的

提炼也颇见学术史家眼光。虽然三个时段并无绝

对的时间界限，但余三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既正

视历史又不脱离当下和社会实际，慧眼独具，发现

了三个时段之间内在表现出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正是有这样的理性回眸，中国新时期学术脉络的发

展与延伸、继承与扬弃、转型与建构才得以历史地

呈现出来。书中的其他宏观研究章节如《关于学术

规范的讨论》《关于反对学术腐败的讨论》《关于学

术评价的讨论》等也都是放眼各学术专题的发展历

史，在分期基础之上再做具体深入的研究。

正因为余三定持有宏阔的学术视野，所以即便

是个案研究，他也将研究对象置入时代与社会的大

环境下来考察。比如在对学者进行评价时，注意将

学者放置在当代学术史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与

观照，在全面观照学者自身学术研究总历程的基础

上进行研究，形成判断。余三定曾对包括陈鼓应、

刘纲纪、王富仁、王先霈、李元洛等著名学者进行过

专门的个案研究，这本《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

下编就包括了《论胡绳的治学精神》《许诺在“文

革”中关于真理无阶级性论题的探讨》《叶朗前期

治学侧记》《陈平原前期治学述略》《郑欣淼的故宫

学研究》等多个学者个案研究章节。即便是有些研

究章节只涉及研究对象的前期成果，不能完全看作

是对该学者的全面研究，但在对学者某一时段学术

成果和治学经验进行分析和小结时也是宏观研究

与微观研究并重。在进行个案研究时，余三定坚持

史家立场，将重点放在学者的治学成就、研究方法、

学术观点上，对学者的治学道路进行描述分析，不

作叙述性的学者个人传记，不作学者研究资料的堆

砌，充分突显出著者的理论眼光与问题意识。

二

《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一书的第二个突

出特点是侧重当代学术史研究，学术史研究意识

明确。

从逻辑上来看，学术史是一个大概念，当代学

术史是其中的一个局部概念，从自然时间上来看，

学术史的发展包括了当代学术史。而从功用上来

看，正如陈平原《学术史研究随想》所述：“学术史

主要功用，还不在于对具体学人或著作的褒贬抑

扬，而是通过‘分源别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

的脉络和走向；通过描述学术进程的连续性，鼓励

和引导后来者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

中摸索的工夫。”［１］２４８当代学术史同样如此。作为

学术史的历史本身是在对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展开

的，既没有脱离“前代”的“当代”，也无脱离“当代”

的“后代”，当代学术史正因其所处“当代”，不仅时

间上承上启下，就研究经验与总结来看，也有承前

启后之用，同时因为关注的是学界当下的研究，研

究对象的流动性决定了探索空间的无限可能性。

当代学术史研究因其所处“当代”这一时间，不

论是对史的发展线索所作的逻辑梳理还是对当代

学者、学术现象的研究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国治

学术史的学人大多选择近代或古代进行研究，对当

代学人、学案、学术现象是尽可能地避开，这一方面

是因为研究对象与研究者共处同一时间，评述当代

学人若言辞激切或批评观点新锐容易得罪他人；一

方面因当代作为流动的时间，无论研究对象资料的

获取还是结论的获得总存在着不确定性。余三定

做出的治当代学术史选择，显示了一位学者的学术

勇气与学术自信。

余三定早年专治文艺学，他认为人文学者的学

术研究一定要有时代性和现实性。从上世纪９０年
代开始，他转向当代学术史研究。余三定这种研究

路数的内在转向需要的不只是学术研究的勇气，更

需要足够的学理素养。余三定兼治当代学术史以

来，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

报》《复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学术界》等报刊

发表有关当代学术史研究的论文近百篇，还出版了

《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新时

期学术发展的回瞻》《当代学术史研究》等著作。

因其在当代学术史研究上的重要研究成果，余三定

还担任了湖南省社科研究基地“中国当代学术史研

究基地”的首席专家，其所在的湖南理工学院成立

了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基地，而余三定作为《云梦

学刊》的主编，很早就有进行当代学术史研究的自

觉意识。国内虽然有如陈平原等人积极开展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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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但在“学术史”前特别冠以“当代”一词以

作限定，提出“当代学术史”这一命题的，《云梦学

刊》做得较早。早在１９９０年《云梦学刊》即开设了
“当代学者研究”栏目，２００３年又改版为“当代学术
史研究”，作为一个完全开放的学术界的公共平台，

它刊登了不少有份量的专题论文，共同研讨当代学

术史问题。这都标志着对当代学术史研究有了自

觉意识，也标志着当代学术史研究已开始实现学科

的自觉。

回顾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可以发现，经过十年

动乱的影响，学术较多地受到了政治的干扰和压

制，改革开放之后的３０年，中国当代学术发展出现
了一个由接续断裂、全面复苏到空前活跃、硕果累

累的繁荣期，余三定在认真探讨这一历史时期的学

术发展后认为：“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成果、经验

是非常丰富的，其负面因素（如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后期以来的学风浮躁、学术不端行为）和教训也是

不可小看的。为推进学术不断前进、健康发展，学

术应该总结自身，学者应该回瞻自我。”［１］２６６确实，

总结与回瞻正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这样来看余三定

在当代学术史研究领域所做的工作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这本《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关注的

正是当代学术发展中出现的热点问题，余三定立足

当代视点，问诊当代学术存在的问题，把脉当代学

术研究的宗旨，总结当代学术的特征，探讨当代学

术研究的进路，在梳理、辨析中逐步确立了当代学

术史研究的范式，与其他学人一起推动当代学术史

的学科建设。

治当代学术史有一个难点，因为其虽然有一个

大致时间上的起点，但何为“当代”这一时间断点是

不能确定的，作为时间概念的“当代”是一个流动

的、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概念，如何处理好其与

此前的“现代”之间的关系，是需要花费很多心思

的。余三定虽然将“当代”时间界定为 １９４９年至
今，但他注意到了学术发展的连贯性与承续性，在

研究时只是将１９４９年作为一个大致的时间界限，
在具体研究时绝不拘泥于此。如《中国新时期学术

热点研究》“论胡绳的治学精神”一文就对胡绳

１９４９年以前所作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进行了分析，使
得对胡绳学术思想的探讨完整全面。而第 １２章
“许诺在‘文革’中关于真理无阶级性论题的探讨”

写的是新时期以前的学术个案，但因为许诺关于真

理无阶级性论题的探讨实际上是新时期初期真理

标准讨论的孕育与先声，所以也收录在书中。可见

余三定的研究不是泥于时间的僵化的教条式的研

究，他充分尊重学术发展的事实真相和客观规律，

坚持历史与逻辑统一原则，其研究是符合学术研究

宗旨的真正的科学的研究。

三

以问题为中心，守持严正学术批判立场是《中

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的第三个突出特点。

“以问题为中心”是陈平原在２００５年提出的。
陈平原指出：“谈论当代学术史，我倾向于以问题为

中心，而不是编写各种通史。”在这一点上，余三定

表现出学者的谦逊与治学的严谨，他认为：“当代学

术史刚刚过去或者说正处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时，

现在就写‘通史’性的著作，容易流于空泛。不如先

以问题为中心作研究，待积累到一定时候，再写‘通

史’性著作。”［１］２６７这种治学理念颇有科学性。不以

问题为中心就不会提出问题，没有问题意识，就发

现不了真正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没有前期的研究

积累，看问题有可能不全面，观点有可能不正确，也

就不能够写出一部真正像样的通史性著作。余三

定在当代学术史研究领域沉潜多年，认真治学，先

后围绕当代学术发展的重要问题，如关于新时期学

术规范的讨论、关于新时期学术评价的问题、关于

新时期学术腐败的问题、关于新时期研究生培养与

新时期学术环境对学术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深

入透彻的研究，注意循序渐进、不贪大求全，先后发

表了不少专题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好的社会反

响。而《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一书正是其

“以问题为中心”治学结出的硕果。

就学术史研究而言，如果仅仅只是对各个研究

材料进行汇总，而无自己的看法，这样的学术史充

其量只不过是一本学术史研究资料汇编，很难称得

上是学术史研究。学术史研究作为对研究的研究，

也要有研究者本人的见解、看法，而且这样的见解、

看法当是公正的、学术的。学术史研究不仅是一种

描述式的研究，也是推论与演绎结合的研究。在学

术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上，余三定有独到的见

解。他认为学术史重科学精神，思想史重人文精

神，确有一定道理。在《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

一书中余三定很好地处理了学术史研究资料与学

术史研究、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他有浓厚

的问题意识，对任一问题的研究都是在学术史史料

的基础上展开的，其结论也都是在充分掌握、研读

史料之后进行深入思索得出的，不乏真知卓见。

９５１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第１期（总第９０期）

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学术修养、敏锐学术判断力

和高远学术境界的当代学术史治学者，余三定已然

形成了自己的问题意识，他在充分研读前辈学者的

著作、掌握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握住了当代学

术发展中出现的热点问题，并能在广阔的学术视野

里审视当代学术的发展，对研究对象做出精准公正

的学术判断。学术批评唯有充分摆事实、讲道理，

得出的结论才可信。比如《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

究》第１１章“论胡绳的治学精神”一文，余三定系统
总结了胡绳的理论建树和学术成就，并对胡绳的治

学精神与治学特点做出了精准的概括。他认为“胡

绳自觉摆脱了某些学者书斋中‘学究式’的研究，克

服了同现实问题保持距离，仅从书本上讨生活的旧

习，而把目光投射到重大的现实问题上。胡绳的学

术研究更是明显地完全不同于当前学术界中较为

严重地存在的为金钱而学术。”［１］１６５这一评价不虚

美，不隐恶，既切中肯綮，又发人深醒，无愧知识分

子良知。

史才、史识、史学是对史学家的要求，学术史既

然是史，治学术史者也当才、学、识兼具。而治当代

学术史因其研究当代的学术历史，所以在才、学、

识、力之外还需要加上“胆”，也就是说当代史研究

者同时作为学术史的参与者，在研究当代学术现象

时不应只唯唯诺诺地重复，或顺从流俗不敢坚持真

理，必须以研究者的立场对当代学术研究中出现的

问题提出公正的批评，并有自己的建设性解决意见

或建议，这方面余三定做得比较好。如《中国新时

期学术热点研究》一书中“关于学术评价的讨论”

章节，余三定在细致考察后从五个方面对新时期关

于学术评价的问题进行了论析，这其中既有对新时

期关于学术评价的现象的综述，更有积极的建议。

他与袁玉立《学术不端与学术规范、学术管理对谈》

一文就分别对教育管理部门、高校、学者三方如何

克服高校现行学术评价机制的弊端、推动高校以及

整个社会学术的良性发展问题提出了建议，要求

“教育行政部门要坚决治理学术评价过度症”，“高

校要回归高校本位、本色，即要把教学和学术研究

作为自己的天职和永恒追求”，“学者要分流”“要

做有操守的学者，绝对不要把‘学术’当成升官的敲

门砖。”［１］６７这种呼吁与建议直面当下学术生态失序

的现实，直指问题的症结所在。

胡绳曾经说过：“我们必须提倡严肃的学术评

论。现在很缺少严肃的学术评论。所谓严肃，是在

知己知彼的基础上真正有研究、充分地讲道理。对

我们自己的成果要给以严肃的评论，对各种非马克

思主义的学派也要给予严肃的评论。”余三定所作

的学术批评就是一种严肃的学术评论，它是有思

想、有见地、公正、公允的批评，这种批评筑基于一

名学术研究者深厚学养之上，出自于一名学者的学

术良知，是一种既遵守学术研究规范，又有学术创

见的批评。汝信在研究胡绳的学术之后说：“我们

今天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学术批评。”其实，像余三定

这样的学术批评也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如果

说学术研究要求学者必须追求崇高，必须有献身学

术、追求真理的操守和勇气，那么余三定即是践行

者之一。

余三定曾发表长篇论文《当代学术史著作评

述》，其中列举了如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明山、

左玉河主编的《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写的《新

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李学

勤主编的《中国学术史》，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冯

天瑜等编写的《中国学术流变———论著辑要》等数

十种著述。余三定该篇论文发表于２００４年，故其
列举的著述出版时间截止于２００３年，若今天的研
究者要对当代学术史著述进行研究的话，余三定新

近出版的这本《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应该成

为当代学术史研究者重点关注的对象。

《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中研究的热点问

题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再成为学界的研究热

点，但对热点问题认真研究所作的知识积累与深入

思考后形成的价值评断却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会给

后来的治学者以深刻启迪。作为中国当代学术史

中极其重要的一本著作，《中国新时期学术史热点

研究》的出版既是对当代学术史这一学科发展作的

阶段性反思与总结，也是对当代学术史的学科发展

方向作出的新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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