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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慧洁/黄慧薇：近五年“意境”研究论文及作者分析评价 

    【内容提要】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的统计方法，对1993～1997年我国学术界发表的意境研究论文进行了

年份、主题、分类、著者和期刊源的统计。并对有关数据初步进行了分析评价。 

    【关键词】意境/文献计量学/论文分析与评价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经济的大发展，我国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也在大发展。我们注意

到，在自然科学方面，综合的或专题的情报研究开展得较普遍，为各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和科学依

据。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方面的工作做得似乎较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各学科的明确发展。在这

里，我们拟就中国美学的意境范畴研究作一尝试。 

  意境，是我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最具民族独创与特色的诗学概念。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意境作了很多研

究，论文日益增多。但总的状况与特点如何？尚未见到应有的计量分析。在这里，本文采用主题词检索的方法，

拟先对1993～1997年《中文社科报刊篇名数据库》进行检索（该数据库收录了全国哲学社会学科期刊3800多种，

报纸162种， 基本上覆盖了全国邮发和非邮发的报刊，数据量超过50万条）。由于我馆没有1996～1997年这套光

盘，所以只能对1996～1998（1—5）年的《全国报刊索引》（哲社版）中有关论文进行手工检索。检索词为：意

境、境界、境（含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以及诗境、词境、乐境、书境、画境、散文意境、小说意境、戏曲意

境、影视意境等等。经过检索后筛选，共得到近五年来意境研究的论文366篇。 下面拟对这些论文作多种角度的

统计分析，以便读者了解近五年意境研究的总的状况和特点。 

  一 对近五年“意境”研究论文的计量分析 

  1 年份分析 

  一般认为通过相关文献量的统计分析，可以评价和预测某一学科的研究水平、发展特点以及变化趋势。1993

～1997年五年意境研究366 篇论文按年份统计分布见表1。 

  表1 意境研究论文年份分布 

    从表1可见，我国近五年意境研究呈上升趋势，其中1993～1994 年文献量上升较快，1994年比1993年多

了10篇，以后逐年递增2—3篇。依据普赖斯的观点，在学科进入大发展时期，文献量迅速上升，而当学科理论日

趋成熟时，论文数量增长减缓，文献量有一个稳定时期。①由此推知，意境研究在我国已趋于成熟。 

  2 “意境”研究类别分析 

  对意境研究的论文进行类别分析，有利于弄清我国学者对意境研究的范围与方向；并可测定研究课题的吸引

力和选题的准确性，便于今后确定与选择该学科的科研课题，意境研究类别分析见表2。 

  表2 论文类别分析 

   类别   诗  理论  散  绘  戏  音  论文量 年份      歌  研究  文  画  

剧  乐  1993     27   13   10  3   4   0  1994     35   10   5   8   

1   2  1995     36   13   5   4   6   3  1996     33   16   5   5   

3   6  1997     33   14   11  10  3   1  合计     164  66   36  30  

17   12 总数百分比(%) 44.81 18.03 9.84 8.20 4.64 3.28    类别   小  书  影  外国  

其  合  论文量 年份      说  法  视  文学  他  计  1993     1   1  1    

0   2  62  1994     4   0  1    1   5  72  1995     2   1  1    

来源：美学研究 日期：2006年1月5日 作者：吴慧洁/黄慧薇 阅读：2370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合计

论文量(篇) 62 72 75 77 80 366

百分比(%) 16.9 19.7 20.5 21.0 21.9 100



1   3  75  1996     2   4  2    0   1  77  1997     3   1  2    

1   1  80  合计     12   7  7    3   12  366 总数百分比(%) 3.28 1.91 1.91  

0.82  3.28 100 

  由表2可知，近五年意境研究的重点领域依次为诗歌意境、 意境基本理论、散文意境、绘画意境、戏剧

意境、音乐意境、小说意境、书法意境、影视意境、外国文学意境、其他艺术意境。由此可见，我国近五年意境

研究，虽然仍有不少学者着眼于意境的基本理论，但大多数学者已不再局限于意境的基本理论，而是把视野扩展

到具体的文学艺术形态领域。这是意境研究的新路向。这种研究的成果必定促进基本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并

作出更高理论层次的综合。 

    3 论文按内容专题分析 

  对66篇意境基本理论论文进行专题统计分析，有利于我们了解意境基本理论和历史研究的现状。我们将论文

按专题划分为6 个方面内容：总论意境（含本质特征、构成形态等）、意境创造、意境接受、意境源流、意境现

代阐释与方法、意境与典型。分布情况见表3。 

  表3 论文主题分布 

   项目  相  数据   关 总论意境    意境源流   意境与典型 年份    论       

文  论文  当年  论文  当年  论文  当年       量  量   百分  量   百分  量   百

分       (篇) (篇)  比(%) (篇)  比(%) (篇) 比(%)  1993   13  7   53.85  3   2

3.08  1  7.69  1994   10  6   60.00  1   10.00  1  10.00  1995   13  7   

53.85  5   38.46  1995   16  10  62.50  4   25.00  2  12.50  1997   14  6   

42.86  5   35.72  1  7.14 论文量合计 66  36      18       5 百分比(%)  100     

54.55     27.27     7.58   项目   意境现代 数据     阐释与方法   意境创造   

意境接受 年份         论文  当年  论文  当年  论文  当年         量   百分  

量   百分  量   百分         (篇)  比(%) (篇)  比(%) (篇)  比(%)  1993            

1   7.69  1   7.69  1994     2   20.00  1995            1   7.69  19

95  1997     1   7.14         1   7.14 论文量合计   3       2       

2 百分比(%)       4.55     3.03     3.03 

  从上表可见，近五年意境研究，在基本理论方面，研究者仍然把目光投向意境的本质特征、构成和基本

形态方面，意境的历史源流方面也用力较多，对意境的创造，意境的接受鉴赏方面用力较少，对意境如何以现代

新视野与新方法以阐释的研究方面用力也不多，后者可能是影响意境研究未能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之一。 

      二 对论文作者的统计分析 

  对论文作者群的统计分析，可反映出论文作者与文献量的关系，并能从一方面预测、估计和展示该学科研究

人员的研究能力。 

    1 核心作者分析 

  发表论文的数量是衡量一位研究者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标。核心作者是指那些在本学科研究中造

诣较深，获得科研成果较多的学科带头人。 

  根据普赖斯定律，②发表论文数为M篇以上的作者为核心作者， 计算公式如下： 

  附图 

  式中：N[,max]为最高产的那位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据笔者统计N[, max]＝7，可得 

  附图 

  即意境研究的核心作者的发文量应为2篇以上。现按第一作者统计，结果见表4。 

  表4 作者发文量统计 

      项目    作 者      论 文    数据 发表论文篇数    人数  百分比(%) 篇数 

百分比(%)    7       1    0.30    7   1.91    5       1    0.30    

5   1.37    4       4    0.30    4   1.09    3       2    0.61    

6   1.64    2       19    5.76   38  10.38    1      294   89.09   

294  80.33  作者不详     12    3.64   12   3.28 (由光盘查得)   合计      330    

100   366   100          古 风(7)  胡元坎(5)  许 总(4)          赵瑞麟



(3)  舒红霞(3)  方锡球(2)    核      古 原(2)  左文华(2)  刘卫英(2)    心      

刘学锴(2)  孙维城(2)  杨立民(2)    作      李兆群(2)  陈良运(2)  岐思明(2)    者     

何二元(2)  张廷银(2)  周先慎(2)    群      顾祖钊(2)  章亚昕(2)  程立初(2)          

蓝华增(2)  裘本培(2)  裴登峰(2) 

  由表4得出作者总人数为330人，其中有24名作者被列为意境研究的核心著者，占作者总数的7.27％，他

们的论文占论文总数的16.39％。由表4可知，古风、胡元坎、许总等核心作者是我国意境研究的佼佼者，尤其是

古风先生。 

    2 作者的合作度 

  论文合著现象是科学技术研究中的普遍现象。③由作者的合作度统计（见表5），在意境研究的366篇论文

中，形式上以个人独立研究为主，独立创作的论文有340篇，占论文总量的92.89％；两人以上合作的论文只有14

篇，仅占论文总量的3.83％。这表明该研究队伍既有集中、又有分散，以分散为主的特征。 

  表5 作者合作度统计 

                   作者不详  合作度   独立  两人以上合作          

合计                   (由光盘查得) 论文量(篇)  340    14        12      

366 百分比(%)  92.89   3.83       3.28     100 

      三 论文刊物的统计分析 

  对意境研究论文的期刊源进行统计，可为今后搜集该学科的文献提供依据，并能掌握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1 论文期刊源分布 

  对论文期刊源的统计，能获得高密度的信息源，提高文献信息服务效率，并掌握意境研究论文的出现规律与

搜集途径。使科研、情报人员定向地查找资料，缩短科研周期。从调查统计的情况来看，366 篇相关论文，按其

载文量由大到小依次分布在260种期刊中（见表6）。 

  表6 期刊源分布 

                 相关载文量  占总载文量的 序号   刊名                   

(篇)      百分比(%)  1   文艺研究           8      2.19  2   宁德师专

学报: 哲社版     7      1.91  3   文学遗产           5      1.37  4   

文艺报            5      1.37  5   江汉论坛           4      

1.09  6   文史知识           4      1.09  7   名作欣赏           

4      1.09  8   东方丛刊           4      1.09  9   延安大学学报: 社

科版     4      1.09  10   宁夏教育学院银川师专学    4      1.09      报:

社科版 11～21  11种刊物名略        33      9.02 22～666 45种刊物名略        

90      24.59 67～260 194种刊物名略       194      53.01 合计   260种           

366      100 

  由表6可看出在这260种刊物中，前10种刊物是意境研究载文量较多的刊物，它们分别是《文艺研究》、

《宁德师专学报》（哲社版）、《文学遗产》、《文艺报》、《江汉论坛》、《文史知识》、《名作欣赏》、

《东方丛刊》、《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宁夏教育学院银川师专学报》（社科版）。在这10种期刊中，

有5 种是我国中文核心期刊。④可见，意境研究的期刊源非常丰富，但核心期刊仍是意境研究的重要信息源。 

    2 论文刊物的地区分布 

  对论文刊物的地区分布进行统计，可使我们了解各地区刊物对意境研究的重视程度，以及意境研究的力量在

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统计数据见表7 

  表7 刊物的地区分布 

序    论文 百分比 序    论文 百分 序    论文 百分   地区         地区        

地区 号    篇数 (%)  号    篇数 (%) 号    篇数  (%) 1 北京  59  16.12 12 四川 1

2  3.28 23 云南 5  1.37 2 广东  19  5.19 13 江西 12  3.28 24 甘肃 5  1.37 3 上海  

18  4.92 14 湖南 12  3.28 25 新疆 5  1.37 4 江苏  17  4.645 15 吉林 11  3.0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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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4  1.09 5 福建  17  4.645 16 山西 10  2.73 27 内蒙 4  1.09 6 山东  17  4.645 

17 浙江 10  2.73 28 河北 3  0.82 7 湖北  17  4.645 18 河南 10  2.73 29 西藏 1  

0.27 8 辽宁  15  4.10 19 贵川  7  1.91 30 香港 1  0.27 9 广西  15  4.10 20 青海  

7  1.91 不详   15  4.10 10 黑龙江 13  3.55 21 宁夏  7  19.1 合计   366  100 11 陕西  

13  3.55 22 安徽  5  1.37 

  由表7统计表明，刊发意境研究论文的刊物除了台湾外， 遍及全国22个省、5个自治区和3个直辖市，其

中北京的刊物最多达59篇、占总论文的16.12％，接近1／6。排列最前的7个地区是北京、广东、上海、江苏、福

建、山东和湖北，它们的刊物登载意境研究论文最多， 共计164篇，占总论文数的44.81％，接近总论文数的一

半， 是我国意境研究水平最高、最普及的地区；其次是从辽宁到河南的11个省为本研究的中等地区，它们共计有

133篇，占总论文数的36.34％，超过1／3；其余地区是意境研究欠热情的地区，如：安徽、内蒙、西藏等地区，

共计论文54篇，仅占总论文数的14.75％。由上述刊物分布可见， 意境研究虽不免有分布不平衡的情况，但已具

有全国性的特点。北京、广东、上海，又尤其是北京地区刊物对意境研究最重视，也最具有吸引力，是全国意境

研究水平最高的显示。 

    3 论文刊物层次分析 

  笔者将366篇意境研究论文， 经过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二版）④。查出论文刊物层次结果见表

8。 

  表8 刊物层次统计 

  级别    国家级和  省级及一般专业性期刊                           

合计 项目      核心期刊  高等院校学报  其他 论文量(篇)     82      173     11

1   366 百分比(%)    22.40     47.27   30.33   100 

  从表8中可见，近5年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各层次的刊物，都重视发表意境研究论文，其中国家级或核

心期刊，占总发表量的22.4％。省级及一般专业性期刊发稿量占77.6％，其中高等院校学报的发稿量占47.27％，

在省级层次，高等院校学报不容忽视。 国家级或核心期刊的作用是保证了意境研究论文的高水准、吸引力。但意

境研究的发展，关键应在一般省级期刊，尤其是高等院校学报。 

  在这里，我们还有一个工作未有做，这就是论文的引文分析，论文引文是衡量作者吸收文献情报信息和知识

更新程度的标志。由于这个分析做起来比较复杂，问题较多，所以我们准备以后专门做这方面的分析，并继续做

其他时段的意境研究论文分析，以便更全面地向有关读者提供意境研究课题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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