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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为公 重在参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员在学术规范建设中的突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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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  

学术规范是最近十余年来学术界讨论最热烈、影响最广泛、成效也最显著的前沿话题之一。值得指出

的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员在这一跨世纪的学术规范讨论和建设中，积极参与，贡献彰著。这突出

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员是最早参与学术规范讨论的学者群体。  

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的系列文章《学术论文的规范化问题》

（《美国研究》1995年第1期）、《学者的自律及其他》（《中华读书报》1997年2月19日）、

《学术的规范与尊严》（《中华读书报》1997年10月22日）、《遏制剽窃新举措》（《中华读书

报》1997年6月18日）、《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学术规范讨论备忘录》（香港《中国书评》

1998年复刊号）等，在学术规范的早期讨论中曾引起较大反响。李剑鸣（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美国史

研究会理事长）发表了《世界史研究的规范化问题刍议》（《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杨玉圣近

年发表的有关文章还有《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中国教育报》2000年4月25日）、《学术规范应

从基础工程抓起》（《世界历史》2001年第2期）、《学术腐败、学术规范与学术伦理——关于高校

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6期）。周祥森（《史学月刊》编审、中国

美国史研究会理事）发表了《新旧中西的冲突——关于学术规范讨论的思考》（《史学月刊》2003年

第10期），井建斌（天津市委党校讲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员）发表了《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

90年代中国学术界新的关注热点》（《学术界》2000年第5期）。  

其次，在近年来讨论学术刊物注释规范、学术论文“伪注”现象、北大教授王铭铭抄袭事件、《中国

学术腐败批判》等与学术规范有关的热点话题的讨论中，美国史研究会会员及时发表了有深度、有见

解、有影响的文章。  

在学术刊物注释规范讨论中，任东来（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先后发表了《学

术期刊的注释标准——兼谈非学术因素对学术的干预》（《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9期）、《我们

需要什么样的注释规范——对<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的批评》（《社会科学

论坛》2002年第9期）、《学术注释规范与国家权力——再与周祥森先生讨论》（《社会科学论坛》

2002年第9期），周祥森发表了《注释编排方式略议》（《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9期）、《再论

参考文献著录方式问题——兼与<历史研究>编辑部和任东来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

第9期）。在学术论文“伪注”现象问题的讨论中，围绕《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发表的《产

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文中存在的一个注释涉嫌存在“伪注”问题，先后有6位学者发表了1

3篇文章（均载《博览群书》2003年第1期），其中包括周祥森的《也谈学术论文的“伪注”问题》

和《学术批评是学术进步的动力》、杨玉圣的《就学术论文注释问题及其讨论谈学术批评与反批

评》。围绕北大教授王铭铭抄袭事件，杨玉圣先后发表了《学术剽窃现象：我们应有的关注与反思》

（《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4期）、《王铭铭事件、新闻媒体与学术批评——兼与“梅林”先生商



榷》（《学术界》2002年第4期），周祥森先后发表了《以德治学  

任重道远——就王铭铭事件谈“北大现象”》（《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2期）、《也谈  

“抄袭的一代”——兼与倪乐雄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2期）、《冰冻三尺非一日

之寒——王铭铭教授的招摇撞骗是一贯的》（世纪沙龙2002年9月16日）、《“修德讲学”与“攘善

无耻”》（学术批评网2002年9月21日），黄安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

长）发表了《如何遏制学术腐败？——从北大王铭铭教授学术剽窃案谈起》（《社会科学论坛》2002

年第2期）。围绕《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天津人民出版社版）存在的征引他人成果但注释未详的现

象，曾有9篇文章参与热烈讨论（均载《云梦学刊》2003年第1期），其中包括周祥森、杨玉圣的

《反对学术腐败应首先从自身做起》，井建斌的《学术失范现象的治理问题》，周祥森、杨玉圣的

《关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再评论的通信》，杨玉圣的《共识与分歧——评有关<中国学术腐败批判

>的讨论》。这些讨论，从具体问题切入，对于深化学术规范的思考与建设不无裨益。  

再次，在学术批评中建功立业。  

香港《明报月刊》2003年第3期发表题为“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系列文章(第32-46页),其中有周

祥森的《与权力结合——产生学术腐败的核心要素》,  

黄安年的《学术官僚化与官学一体化——值得注意的十种倾向》, 任东来的《专家审稿  

增强评论——学术期刊改革的可行方向》。该刊编者按指出:“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早已不是什么新

鲜事情了。从学术体制的权力滥用,学术著述的抄袭剽窃,到学术出版的混乱无序,无奇不有,情况可以说

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本期专题,我们邀请了多位对此深有观察和体会的内地学者撰文探讨这一现象。从

作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清除学术腐败的途径,不外乎三条:其一是唤醒学者的良知和道德自律,自

觉遵守学术纪律和规范;其二是在体制上划清官学界限,使权势与学术彻底脱离,从根本上遏制官场对学

术界的腐蚀;其三是改革中国现行的学术作品发表和出版制度,力求与国际标准接轨。从中国的学术情

况,我们想到了西方。要知道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能有今天的强盛,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整套完善的制

度性软件系统在发挥核心作用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严格的经过长期发展锤炼形成的西方学术传统

和相关的制度规范。中华民族要在21世纪实现腾飞的梦想,首先就要肃清计划经济时代的余毒对学术的

侵害,勇于从事制度创新,树立良好的学术体制和规范,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新世纪的重大使命,也是中

华民族强国之梦的必然要求之所在。”  

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界，美国史学界一直有学术批评和反批评的优良传统。黄绍湘（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原理事长）、刘绪贻（武汉大学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杨生茂（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原副理事长）、邓蜀生（人民出

版社编审、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等学界前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发表了一批有理论深度、学

术力度和文化含量的学术评论力作。已属年长辈的专家如黄安年、黄柯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

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李世洞（武汉大学教授、原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和中青年学者如任东来、李剑鸣、周祥森、王希（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北京大

学历史学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等，继往开来，也相继发表了大量的高水准

的专业评论和学术评论之作。  

此外，黄安年自费创办了学术交流网，周祥森创办了史学评论网，杨玉圣创办了学术批评网、美国政

治与法律网。  

可以有把握地讲，在所有的国别史地区史研究界，美国史学界是学术评论最活跃、成果最丰硕、成效

最显著的。可能也与此有关，尽管美国史领域中也出现了某些专著（如《移民与近代美国》等）、某

些论文（如《美国对外事务与联邦宪法》等）、某些博士论文（《论美国国际地位的历史趋向》《美

国民权运动的起源》）存在严重的抄袭剽窃问题，但就总体而言，中国美国史学界的学风是相当严谨

的，大多数成果也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的，其中不乏有口皆碑的学术精品。  

除了著有《学术批评丛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编有《书的学术批评》（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学术权力与民主》（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外，杨玉圣近年来还发表了系列文章，

如《把书评当作学问来做》（《中华读书报》1996年10月9日）、《“博士论文”与“文抄公”——



一种值得注意的非学术现象》（《中华读书报》1996年11月20日）、《警钟应该长鸣》（《中华读

书报》1997年12月24日）、《学术打假与学风建设——1998年4月6日在南京大学的讲演》（《河

北经贸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学术苦旅的足迹——兼评<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美国

研究》1998年第1期）、《美国书籍在中国：成就与问题》（东京《中国研究》总第33期，1998

年）、《读书奖、网上论坛与学术批评》（《学术界》2000年第6期）、《善待学术批评》（《中华

读书报》2000年4月15日）、《学术批评无禁区》（《中国教育报》2000年7月11日）、《学术批

评应当署本名》（《学术界》2001年第2期）、《学术评奖的负效应》（《博览群书》2001年第5

期）、《为了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尊严——学术腐败问题答问录》（《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10

期）、《切实重视翻译质量》（《世界历史》2001年第5期，与任东来合作）、《贵在自律——做学

问应坚守学术伦理》（《学术界》2002年第1期）、《学术打假、学术批评与学术建设——与罗厚立

先生商榷》（《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16日）、《现代化研究：从学科建设的视角观察》（《现代

化研究》2002年第1辑）、《大学改革与大学的命运——对有关北大改革方案论争的初步回顾》

（《学术界》2003年第5期）、《进一步加大学风建设力度  

有效遏制学术界的不正之风》（《求是内参》2003年第7期）、《杞人之忧  

忧怀天下——关于学界不正之风与学术腐败的对话》（《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与张晓

凌合作）、《前车之鉴：晚近十大学案警示录》（《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5期）等。中国社会科

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世界经济与政治》主编王逸舟先生在《学点杨玉圣（主编的

话）》中评论说：“杨玉圣带了一个好头，但学术批评依然任重道远。……惭愧之余，也让我们大家

奋力说，今后不管多么困难，多少向杨玉圣学一点，哪怕从点滴做起，哪怕人微言轻，努力写有学术

尊严的文字，坦率面对和批评不良现象，为中国学术环境的改善，为中国思想大树的繁茂，注入自己

应有的一份力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3期）  

最后，最能体现和反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员在学术规范建设中的突出作用的是，杨玉圣等主编《学

术规范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综合反映了1988-2004年学术界有关学术规范讨论的

代表性文章（130篇），其中收入了李剑鸣、任东来、周祥森、杨玉圣、井建斌等人的10篇文章。杨

玉圣等主编《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是第一部系统探讨学术规范理论体系与

学科规范的专著，其中李剑鸣、任东来、周祥森、杨玉圣分别承担了相关章节的撰写（共有20位专家

参与撰写本书）。作为主要成员之一，杨玉圣参与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学术规范》（2004年6月22日讨论通过）的起草、修改与定稿工作。  

杨玉圣的两部学术评论文集——《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和《史学评论》，将于近期由河南大学出版

社出版。  

春华秋实。大致说来，以上述图书的出版和文件的发布为标志，学术规范的讨论和建设终于圆满地告

一段落。在这一艰苦卓绝的学术体制建设过程中，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员不仅始终参与其中、激扬文

字，而且献计献策，热心奉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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