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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最近一些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尤其是其建立过程中的漏洞及规则上的不完善，中国学术

界的浮躁情绪长时期得不到化解，文化垃圾确实出现了不少。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对此深恶痛绝，不断著文抨
击。但实在说来收效甚微。何以故？ 

愚以为对这种现象应该从这样几个方面看，一是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冲破过去一段相当长时期的文
化专制主义的高压，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剧增，文化市场在过去的几年中实际上处于一种“短缺经济”的状
态，文化产品供不应求，文化垃圾必然出现，粗制滥造的东西照样可以卖得出去。但是，随着这几年文化事
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已由最初的不加选择变成理智性的选择，从而为文化产品的健康发展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学术界的浮躁情绪必将得到化解，文化垃圾可望减少。 

二是怎样看待那些打着学术的旗号，进行粗制滥造的作品。这里面情况显然很复杂，但至少有这样几种
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学者因一时的冲动或困境，轻易接受策划者的安排，临时拼凑一些“学术著作”，或
为职称，或为钱。这些作品不是来自自己的深入研究，轻则看不到什么真知卓见，重则沦为抄袭行为，这种
情况已屡见不鲜。对这种情况，给予揭露与批评，既教育了作者，也使更多的学者知道自重，知道怎样爱惜
自己的羽毛。 

另一种情况则是，一些作者东拼西凑的作品居然能够招摇过市，居然也有极好的市场业绩，这除了说明
我们文化市场尚有空间外，更说明我们的一些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们的水平实在不敢令人恭维，说明那些
打着学者招牌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学者，他们尚不具备从事学术的起码常识。对这些人及这些这些作品，真正
的学人大可弃之不理，并不值得为之“上火”，因为这些东西尽管一时可能会有一定的市场销路，但对于学
术的进步与发展却毫无助益。 

事实上，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学术界也确实取得令人瞩目的骄人成就，仅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为
例，我们这近20年的进展，不仅是过去几十年所不可比拟的，而且在学术方法、学术手段以及学术规则等方
面都极大地缩小了我们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距离，大批的优秀学术著作不断涌现，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专
题、许多重要人物、重要事件，我们学术界几乎都已有了一些优秀的专家，优秀的著作。然而可惜的是，我
们的学术批评界仅仅看到了那些文化垃圾，而无视这些优秀的成果。因此我要说或要呼吁的是诸如我们的
《近代史研究》这样的大刊物，能否有意识地集中一批专家，让出一点版面，组织出一批对这些优秀作品所
进行的有份量的评论。而不是仅仅为了那些“轰动效应”着意于“打假”式的批评。所以我要说，书评，不
仅仅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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