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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警惕的学术机制碎片化

　　学术的碎片化，我特指人文研究的碎片化，即学术研究上把研究对象不断降级分解分层，乃至于粉碎到原子

化、单子化为止的行为。就像面对一只碗，因为前人已经定位成吃饭的工具，后来的人面对同样的器皿，就不再

谈碗随时代变化而派生的新的文化和价值功能了，只盯着碗釉之上的细密纹路和颜料的成分，以自我感觉为中心

没完没了去撰写秘传趣味。其结果是，洋洋洒洒几十页几百页过去了，读者却只能在一堆颜料的海洋与一片茫茫

然的瓷片天空望碗兴叹，因为读者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具体的碗，而是碗的一个分子或一个原子、单子。总之，把

完整对象粉碎成细末，是碎片化的终极追求。

　　当然，系统论述人文学术碎片化的历史源头及其始作俑者，当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和富里迪的《知识

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两本书。前者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指出，人作为主体如果不能以康德所说自觉使用自己理性来

干预日趋消费化的社会运行，那么，人迟早有一天会变成自己的消费品而宣告人本身的终结，建构意义生活、价

值生活所需人的完整视野，也必将消失。后者致力于人文知识分子——这个曾经以塑造人类价值生活蓝图为志业

的群体为观察对象，毫不客气地指出，如果这个群体对汹涌而来的项目经纪人化或所谓专家主宰的世界碌碌无

为，那么，当他们舒舒服服变成小技术官僚的那一天到来时，非但人的完整视野没有了，而且会连同自己的主体

性及看待对象世界的心情也都荡然无存了，可想而知，剩下的只是被消费过或被无端弃置一边的所谓知识渣滓。

　　前面说这么多，我想指出的现象是，某种机制不让该看见的人看见，或者不愿让看得见的人去注目，因为他

们把发现机制视为陈旧的、不合时宜的命题，自然不能算创新。这结论自然不是我的一己私见，早在2016年华

中师范大学的徐勇就已敏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徐勇是在《破解项目体制造成的学术“碎片化”问题》一文

中，并没有剑拔弩张地批评某个具体学者的具体学术问题，而是将眼光移向造成如此学术现实的机制和社会大背

景。他认为项目体制是导致学术研究碎片化的最突出现象。首先，项目经费额度将学者切割成孤立的个体。在我

国，每年的项目都有一定的经费额度。从文科来看，即使是重大项目也不到100万元。这些钱对于某种个人研究

来说，不算少；但对于一些具有学术文化工程类的研究来说，就太少了。除极其个别的情况以外，现有的项目体

制将学者切割成一个个学术格局“小气”的原子化的个人。每个人都在为一笔笔小小的经费奔波劳碌，经费总量

虽少，但对于个人来讲却十分重要，也导致难有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成果的产出。

　　其次，项目管理体制造成重复和浪费。近些年，我国的社会科学发展迅速，项目日益增多。在社会科学项目

设计中，绝大多数都会将调查作为重要方法，调查在项目经费预算中占有较大比重。但每个项目的调查是互不关

联的。换言之，每个项目投入的调查经费对于其他人的调查，甚至对本人今后的调查都不会产生持续价值。因为

学者完成一个项目后，又会根据项目指南去获得新的，甚至与原有项目毫不相关的项目。于是又会产生新的调查

及其经费，如此循环往复。

　　徐勇关注的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多为现实应用对策研究。可是，这样的机制一旦形成并且富有操作性，便是

普遍的和意识形态性质的了，自然波及到广义的人文基础研究领域。最突出的表现是学术的等级化，重大的和面

子上的研究似乎只配位居中心的、终评委级别的学者所分享，分摊给基层的、边缘地区学者的，也就只能是边角

料、下酒菜，即是说，想要让研究有出头之日，只能进入此等机制运行轨道，别无选择，只好往边缘、往犄角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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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雨楠）

旯、往生冷怪僻的方向走，甚至不成文规定是，越小、越碎、越不起眼、越不被人注意，便越有价值。很显然，

在如此逻辑中，对象的价值、意义已经完全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你做得是否足够小、足够冷僻、足够闻所未

闻，哪怕翻出早已被现代知识分子扔到历史垃圾桶里的玩意儿，只要终极评审不曾听说过，就可以堂而皇之被赐

予创新之桂冠，紧接着它也就成了学术生产流水线上一个绕不过去的环节。

　　如此怪诞逻辑，可想而知，我们若假以“将来”来审视，要么留下的是一堆谁也不懂更遑论谁还能用得着的

学术垃圾，要么被强行镌刻在学术史显赫位置的是终极把关者所青睐的来自教科书末端的“赘余”。

　　我无意于诋毁项目化学术，也无意于去破坏终极把关者的好心情。只是行道在此多年，切身体会实在太多。

当你激情满满去申报“正面的”“重要的”“基本的”议题时，你突然被告知，这问题不该你关注；当你仓皇应

战，撺掇一些根本没有任何积累的散乱段落，本着中彩票的心态一试时，你却中彩了。更有胜者，当你信心满满

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蹑手蹑脚呈报一沓心得体会想博得同行认可时，你碰到的只是一鼻子灰；而当你以顽主的谐谑

拼凑一些炙手可热的关键词时，你却忽忽悠悠蹬上了学术的船。

　　总之，碎片化其实并非个人所愿有，而是背后操盘手在掌控。既如此，与其没完没了指责学者个人的学术碎

片化，不如质问隐身于学术后台、神龙见首不见尾，却大步也不迈出学院高墙、一头栽进学科教科书陷阱的碎片

化学术评价机制。我向不以最坏的心思揣度担纲民族学术大任的学者的狭隘心胸，但事实一再证明，至少部分担

纲大任的学者以自家一亩三分地为尺度所构成的学术机制，其实正是人文学术研究日趋碎片化的真正推手。他们

总自信地认为学术就是“学”和“术”，无关价值判断，也无关意义建构。如果真是那样，进任何一座图书馆随

便翻翻即可，既温习了知识，也陶冶了情操，还要现在的学术干什么？

　　当下人文学术的首要任务，当然不是给无限小下去的个体化趣味赋形，也不是全无底线地撰写和铭记边边角

角、奇奇怪怪的“知识”和“经验”，而是重新建构新时代的整体性和新时代人们普遍的价值诉求。既如此，打

破使学术评价机制碎片化的惟一办法，只能是最大限度释放民间学术诉求并使之自由多元地进入学术体制，那

么，就有必要叫停高墙之内少数几个话语权执掌者的裁决，让学术的终端成果代替“指南”式的私人订制，如

此，才能激活死寂的表面却好像又是“多元化”的碎片化学术现状，完整的人的形象和完整的社会结构，才能回

到正常的学术观照平台，福柯意义的解构主义方可回到它的本意——去掉知识的无用无效，唤回新时代应有的新

感知和新体验。

首 页  上 一 页  1  下 一 页  尾 页  跳转到： 1  前 往

相关文章

 

今日热点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中国非洲研究年鉴（2022）》编纂工作启动
习近平同法国德国领导人举行视频峰会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沈满洪代表：建议制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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