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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道德之内涵与外延探析 

———基于伦理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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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道德是指在从事学术活动的过程中学术共同体内部普遍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主要表现为学术良
知、学术品格、学术素养、学术诚信四个伦理维度。学术良知体现出学者对学术的理想和本能追求，学术品格体现出学者的

人格和价值观，学术素养体现出学者的学术底蕴和学术自信，学术诚信体现出学者的自省和自律。这四个维度体现了道德

价值与道德观念、道德态度与道德行为、道德素质与道德修养、道德层次与道德水准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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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社会性使学术与人的社会关系相互渗透，从而在学

术活动中客观地存在着道德关系和道德价值。学

术活动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人们将在高校

和科研院所从事学术活动的教师或研究人员的称

为学术个体，俗称学者；将在高校和科研院所里从

事学术活动的所有教师或研究人员的群体统称为

学术共同体。在从事学术活动的过程中，学术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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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部普遍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这

种“在学术共同体内形成的大家普遍遵循的道德规

范和准则”，就是学术道德。［１］学术道德的内涵主要

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学术道德是一种道德规范，它

与学者的学术活动紧密联系，是符合学术特点的道

德准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总和；第二，学术道

德是一种行为准则，是学者在学术活动过程中应遵

循的的行为标准和原则；第三，学术道德属于社会

道德体系，是学者在学术活动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

任与义务，其实施和维系主要依靠学者的良心及学

术共同体内的道德舆论。［２］就其外延而言，学术道

德主要表现为学术良知、学术品格、学术素养、学术

诚信四个伦理维度：学术良知体现出学者对学术的

理想和本能追求，学术品格体现出学者的人格和价

值观，学术素养体现出学者的学术底蕴和学术自

信，学术诚信体现出学者的自省和自律。这四个维

度体现了道德价值与道德观念、道德态度与道德行

为、道德素质与道德修养、道德层次与道德水准的

统一。

　　一　学术良知是学术道德的修养方法和认识
方法

　　良知是关于宇宙天地人的正确认识。“良知”
语出《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

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

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

也；敬长，义也。”［３］３５３这里的“良知”指天赋的道德

观念。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

天理也”。［４］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即是“格物致

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答聂文蔚书》）”。［５］

“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

学术良知，说到底就是学者基于学术理想，对学术

道德的一种本能追求。由“良知”到“致良知”所引

出的，是学者在学术道德的认识和实践两大领域的

追求。

从伦理学角度分析，学术良知是学术道德的修

养方法和认识方法。良知天赋，与生俱来，是先天

秉受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良知不需要后天修

养。先天禀受是靠后天修养和实践才能实现的。

人的良知譬如一粒生命的种子，是天生的，良知的

种子破土而出后只是一颗小小的根苗，要长成参天

大树，全靠在实际生活中去锻炼和培养，否则就很

容易丧失和泯灭。学术活动的主体是人，因此，做

一名学者，首先要做人，要做一个有学术良知的学

者，做一个学术道德规范的学者。有学术良知的学

者不是被动地遵守学术规范（更不要说违反学术规

范），而是发自内心、自觉自愿地遵守规范，这才是

学术良知的可贵之处。现在学术界的情况很令人

担忧，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学术腐败现象愈演

愈烈，这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些学者

丧失了学术良知。［６］

学术良知包括“诚”与“敬”两方面。［７］“诚”意

味着既不自欺也不欺人。所谓不自欺就是治学应

该做到不隐瞒自己的真实见解，从而问心无愧，不

受外部因素的诱惑和干扰；所谓不欺人即指充分尊

重他人的学术成果，恪守学术规范，拒绝一切学术

不端行为。“敬”意味着对学术事业心存虔敬之心

和敬畏之情，保持对学术的目的性追求，避免学术

的工具化，捍卫学术的纯粹性、神圣性和崇高性，以

维护其尊严。学者内心有所敬畏，才会真正懂得尊

重学术，把握好学术分寸，守住学术的道德底线。

只有保持敬畏，才能保持内心的学术良知。

学术良知是学术道德伦理实践的出发点。学

术良知蕴含着学术伦理的根本精神，其形式是主观

的，其内容却是客观的，它能把外在的社会道德规

范自觉转化为主体的、内在的学术道德律令。作为

一种评价和判断能力，学术良知是主体对外在道德

必然的充分把握而达到的一种行自由状态，是主体

道德意识和道德信念深厚而完美的积淀。［８］学术良

知没有深刻反省的过程，作为社会以及大众认知的

一种道德观，它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普遍认知，放

之四海而皆准。

　　二　学术品格是学术道德的基石和依托

品格是一个人的基本素质，它决定了这个人回

应人生处境的模式。学术品格不过是人的诸多品

格中的一种。从字面意义来看，学术品格是指学者

在从事学术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个人基本素质，它决

定了该学者从事学术活动的道德模式。从伦理学

意义来看，学术品格是指学术主体在道义上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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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正直、求实的内在品质和学术风格，体现出学

者在学术活动中所持有的基本态度以及与之对应

的行为特点和方式，是学识魅力与人格魅力的有机

统一。

学术品格是学术道德的基石和依托。从学术

品格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学术道德水平。学术品格

高尚的学者，其学术道德和精神操守必然让人称

羡。反之，学术品格低下的学者，其学术道德和精

神操守肯定令人堪忧。与其说品格是一种素质，倒

不如说品格是一种性情。学问之下是性情，性情之

间见品格。性情，足以体现出学者的学术品质和学

术精神。《中庸》开篇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

道，修道之谓教”。［３］１７由此可见，率性而为是自然本

性，天下之道皆源自率真之性。中庸之道，如此而

已。怪不得做大学问者都是性情中人，原来是本性

使然。古今中外之大师，概莫能外。所以说有真性

情，才有真品格；有真品格，才有真精神；有真精神，

才有真魅力；用真性情，做真学问；学术品格，真情

流露。自然而然，学术品格体现出学者的学术精神

和人格魅力。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不仅仅是因为

学问做得好，而是因为学术之外还有品格。学术品

格为大师增添了许多人格魅力，也增添了许多人性

光辉。

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在任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

讲时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

师之谓也。”［９］大学之所以为大，不是在于有大楼，

而是在于有大师。然而，大师之大，大在哪里？大

师之大首先在于其学术之大。毋庸置疑，对学者而

言，学术乃立身之本。但是，对大师而言，仅仅有学

术还是不够。作为大师，既应该在学术上树立标

杆，也应该在品格上成为社会风向标。［１０］英国著名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写《国富论》，在家闭门谢

客，整坐十年冷板凳，专心致志从事学术研究，不为

外界所干扰。唯有具有亚当·斯密这种具有宁静

致远、淡泊名利之学术品格的人，方能成为大师。

那些把大量精力花在追名逐利的人，肯定与大师级

的学术成果无缘，当然也肯定与大师无缘。［１１］

学术品格主要体现在人格独立和价值中立两

个方面。所谓学品，即如人品。学术品格能够体现

出学者的人格和价值观。人格独立，可以彰显出学

者的人格魅力。不卑躬屈膝，不奴颜媚骨，不为五

斗米而折腰，这是独立的人格的具体表征。做学问

当保持独立的人格，这是一种学术品格。人格独

立，学术才能独立，做出的学问才能理直气壮，浩气

长存。所谓价值，就是尊严。价值中立，能够反映

出学者之学术品格的价值取向。不歌功颂德，不人

云亦云，不偏不倚，保持中立的态度，这是价值中立

的具体表征。学术不应该被政治、政党、宗教等其

他因素所干扰和左右。学术以真理为准则，以探索

为路向。学术绝对不应该被利益、主义、教义所干

扰和束缚，成为其他的附庸。学者必须具有自己特

立独行的学术品格，这样才能坚定不移地完成自己

神圣的学术使命。

　　三　学术素养是学术道德的潜在素质和显性
修养

　　素养，即素质和修养，乃平素的修养，是由训练
和实践而获得的技巧或能力。从字面意义来看，学

术素养，即学者平素的学术修养，是学者在从事学

术活动中具备的素质和修养，可以通过学术训练和

实践而获得的学术技巧和学术能力。从伦理学角

度来看，学术素养是学术活动持续进行的内在动

力，也是学术道德的外在体现。学术素养既能体现

出学者的学术底蕴和学术自信，也能体现出学者的

学术水准和学术能力，它是在长期学术研究中逐渐

培养出来的精神品质。可以这么说，学术素养是一

种研究习惯的长期积累，是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

保证。

学术素术素养主要包括无畏的精神、独立的意

识、批判的思维和热爱的情感四个要素。［１２］学者在

从事学术活动的过程中，要不畏惧学术权威，不惧

怕研究新领域，不畏惧研究过程的艰辛。同时，学

者在学术领域里不能盲从别人的观点，要通过分

析、比较、综合、归纳知识和问题，在纷繁复杂的现

象中发现本质问题，并运用整体思维把握研究的关

键，不“炒剩饭”，能够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学者

需要批判的思维，这既是做学问的一种学术态度，

也是做学问的一种思维习惯。学问之道，必须“博

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３］３１做学

问，必须对学问感兴趣。对学问有浓厚兴趣，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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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学问的深切热爱。这是因为，兴趣可激发人的

创造热情、好奇心和求知欲。而“对一切来说，只有

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它远远胜过责任感”。［１３］

学术素养是学术道德的潜在素质和显性修养。

一方面，学术素养是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表现出

来的综合素质，包含学术意识、学术行为、学术能力

和学术水平，这些素质平时不显山露水，是学术道

德的潜在素质。另一方面，学术素养是学术道德内

在的规范和要求。无论是规范也好，要求也罢，都

可以拟定成条条框框，白纸黑字，公之于众。在学

术活动中，学术道德内在的规范和要求大致可以体

现在以下八个方面：追求真理，勇于创新；认真严

谨，精益求精；热爱自然，珍惜资源；团结协作，乐于

奉献；谦虚谨慎，敢于负责；合理检验，勇于怀疑；公

正无私，诚实无欺；学术民主，竞争自由。［１４］这些积

极肯定的规范和要求，都是学术道德的显性修养，

需要学者在学术活动中去身体力行，付诸实践。

提升学术素养，必须“内圣外王”。所谓“内圣

外王”，于内是修身，于外是治学。修身是基础，治

学是目的。身修则学治，内圣则外王。《庄子·天

下》有言：“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

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１５］庄子

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后世学者无一例外将其归

于儒家的主要思想，其含义指内有圣人之德，外施

王者之政。“内圣外王”是儒家修身为政的最高理

想，可以引申为修身养德的方法和途径，对提升学

术素养同样也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内圣是

一个修炼的过程，也是一个内化的过程。好比生命

是个熔炉，把外部世界纳入心中，融入心中，将外面

的东西熔炼成自己的一段真诚的精神。外王是一

个实践的过程，外化的过程。就如生命是一种显

影，把内心世界在现实世界的底片上显现出来，用

内在的至诚精神去影响外部世界。简而言之，“内

圣外王”是指一个人将自己的内心锻炼到无比强大

之后，由内而外自然绽放，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更

远的地方。事实上，提升学术素养，“内圣外王”只

是一个过程，无所谓内外，是领悟本源、实现自我这

一过程的两个侧面，只是一个看不见，一个看得见。

修身也好，治学也罢，学术素养就在那里，不悲不

喜；看不见也好，看得见也罢，学术素养就在那里，

不离不弃。

　　四　学术诚信是学术道德的灵魂和表征

诚信，顾名思义，就是诚实守信。诚者，信也。

信者，诚也。内诚则外信。“诚”是人的内在德性，

包含着对自己良心的不欺，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

加强个人道德的内省，存善去恶，言行一致，表里如

一。“信”是诚的外在表现，人诚于内必显于外，心

有诚意，则必有信语。诚信之人，以真诚之心行信

义之事。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诚信是一种道德规

则，既是对人的内在品质的要求，又是对人的外在

行为的规范。诚信“能够使个体内在的心性修炼与

外在的为人处世有机地结合起来”。［１６］由此类推，

学术诚信是一种学术道德规范，既是对学者内在品

质的要求，又是对学者学术行为的规范。学术诚信

要求学者内诚外信：于内，心中有诚；于外，行而

有信。

学术诚信主要有两层涵义：一是学者对待自己

的学术研究要讲求“诚”。学术诚信的“诚”，是指

学者要真诚，真实，不自欺，不欺心，强调内心的自

我道德修养和操守，要做到“诚”，那就要求真，追求

真理，尊重客观事实，不媚俗、不空谈、不编造数据、

不捏造事实。二是对待其他学者的学术成果要讲

求“信”。学术诚信的“信”，主要是指学者对其他

学者及其学术成果要讲求信用、信誉。学者之间要

互相信任，互相学习，团结合作，共同进步，不能搞

学术垄断和学术霸权，也不能互相猜忌。要尊重他

人的劳动成果，引用了他人的观点和资料，就要表

明出处，这也是对读者的尊重和讲求信用、

信誉。［１７］

学术诚信既是做人的根本，也是做学问的根

本。《孟子·离娄章句》有言：“是故诚者，天之道

也；思诚者，人之道也。”［１８］在孟子看来，诚信是天

道，是自然的规律；追求诚信是人道，是做人的规

律。道乃天地万物间的规律。《道德经》有言：“道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１９］”在老子看来，

“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

“道”产生的，并且是按照“道”的规律运动变化的，

包括人和社会在内的天地万物都是道化生的结果。

根据逻辑推理，学术是也是按照“道”的规律运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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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万物有道，诚是根本。对学者来说，做人之

道，以诚信为本，学术之道，还是以诚信为本。

学术诚信体现出学者的自省和自律，是学术道

德的灵魂和表征。所谓自省，即自行省察，自我反

省。《论语·学而》有言：“吾日三省吾身。”［３］４８“自

省”是自我意识能动性的表现，是行之有效的德行

修养的方法。一方面，“自省”不等于自我批判，包

括自我肯定。逆境时要自省，顺境时更要自省，在

自省中总结过去，规划未来。另一方面，自省也不

等于盲目自责，自省是积极的、愉快的、建设性的，

是往好的一面引导自己的思想言行。从伦理学角

度分析，自省是学者通过强烈的自我意识主动省察

自己的学术行为的过程，是学术行为的自我评价、

自我反省、自我调节和自我发展，是维护学术诚信

的行为保障。所谓自律，即遵循法度，自加约束。

自律是一个人自警、自励和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

能力，又是对个人利益、公众利益和他人利益一致

性的认同。自律主要包括自尊、自强两种意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２０］对学者而言，在自强意识的指引下，自律主

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学术自尊，守住自己的道德底

线。加强自律，学者始终不渝地坚守学术道德底

线，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学术素养，提高学术创

新和服务社会的能力，这是学术诚信的基本准则，

更是学者必须牢记和认真履行的人生准则。为了

预防和惩治学术不端行为，强调自律是重要的，也

是必要的。强调自律，就是要求人们要“见贤思齐，

见不贤而自省”，［３］７３经常反思自我、完善自我。特

别是目前，在学术监督机制尚需健全、监督乏力现

象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强调自律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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