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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承 与 创 新
`

— 浅谈
“
参考文献

”

江 山 河

以前曾读过一些港台专著和译著
,

书的后面常常附有大量的参考文献
,

有的甚至长达全

书的三分之一
。

当时对此很不以为然
,

甚至觉得浪费纸张
。

来美学习后
,

严格的训练彻底改

变了我对
“
参考文献

”
不以为然的态度

。

在美国的研究生教学中
,

即使是作为课堂作业的小文章也是要注明参考文献的
。

记得我

们几个中国同学初写作为一般作业的小文章时
,

因旧有的习惯
,

文中间接引用了他人的观点

而没有说明
,

结果受到任课教授的严厉批评
。

刚开始还觉得这位教授过于认真
.

心中不服
。

随着时间的流逝
,

愈来愈感这位教授批评的道理所在
。

可以这么说
,

对
“
参考文献

” 的重视是科学
,

包括社会学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
,

也是美

国社会学百花争艳不可缺少的基础
。

在美国社会学界
,

不阅读大量的参考文献
,

要进行研究

并发表论文或专著是不可想象的
。

翻开美国社会学出版物
,

无论是论文还是论著
,

开头都是

详细评述前人的理论观点和经验研究
。

这些评述以及文中的其他引文都要在参考文献中具体

标明
。

①

那么
,

具体说来
,

美国学者对参考文献如此重视有什么必要和作用呢 ?

1
.

继承是创新的必要前提
。

大家知道
,

要做一个有创新又有价值的研究
,

首先必须了

解前人做了些什么
,

采用了什么方法
,

还有什么不足
。

然后才能决定采纳什么观点
,

并有的

放矢地选择具有创新意义的课题
。

对前人的研究不了解
,

就不可能明确某个研究是否具有创

造意义
。

在这个意义说
,

科学是通过逐步积累而发展的
。

对参考文献的重视
,

就是对积累
、

继承和创新的重视
,

同时也是保证积累
、

继承和创新的具体手段
。

在美国
,

没有创新的论文或

论著 (尤其是论文 ) 是不可能发表的
。

这一点又反过来促使人们注意前人做了些什么
,

应该

继承什么
,

发展什么
。

具体体现是阅读大量文献
,

并列举它们
。

2
.

对参考文献的重视是保证社会学研究科学性和严肃性的手段
。

科学研究追求可重复

性
,

可检验性
。

参考文献的罗列是便于检验和查证先前观点的基础
。

这种罗列要求研究者认

真地阅读并准确地理解前人的著作或论文
,

同时指明所引用观点的准确来源
,

有时甚至具体

到某一章的某一页
。

在国内社会学 (包括其他社会科学 ) 的出版物中
,

常出现这样的语句
,

如 “
有人认为… … ”

或
“ 马克思 主义认为… … ” ,

后面根本不说明出处
。

到底前人是否有某

种观点或发现呢 ? 无处可查
。

这种旧的习惯实在有损于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

也不

利于社会学的发展
。

* 这里我想特别感谢张琢同志鼓励我将点滴的感想发展成这篇稍充实一些的短文
。

①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美国
,

而且存在于科学发达的其他国家
。

美国学者对他人文献引用和注明的方式及例证可参
阅 《社会学研究》 198 9年第 4 期第 n o一n s页

。



3
.

尊重知识
、

尊重他人劳动成果是参考文献的一个重要功能
。

尊重知识是一个总的社

会风气问题
,

尊重他人劳动成果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
。 ① 列举参考文献是这两种

“
尊重

”
的

保证和具体表现
。

如果谁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他人的观点而不予以注明
,

必然会受到同行的

批评和指责
。

与此同时
,

列举参考文献还间接地评价了他人的劳动成果
。

一般说来
,

那些被

引用得越多的文献
,

其学术价值就越大
,

其作者的声望就越高
。

这不仅认同了
“ 百花 ” ,

而

且宣扬了种植
“
百花

” 的 “ 园丁 ” 。

有一点可以肯定地说
,

社会学界那么多人知道韦伯
、

帕

森斯
、

莫顿等
,

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和著作 (或论文 ) 被引用和列举得多
。

试想

一下
,

如果不是经常从参考文献中看到帕森斯
,

有多少人会去读他那晦涩难懂的著作? 又有

多少人会知道帕森斯这个人呢 ?

(作者为武汉大学哲学系留美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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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社会学会召开
“
社会稳定与协调发展

”
讨论会

江西省社会学会 1 9 9 0年理论讨论会于 n 月 1 3一 14 日在南昌市召开
。

会议的主题

是
“
社会稳定与协调发展

” 。

与会者近 50 名
,

收到论文 33 篇
,

代表们围绕着社会稳定与协调发展 的 辩 证 关

系 , 稳定作为社会发展前提的重要意义 , 当前存在的不稳定因素 ; 怎样预防影响社

会稳定的突发事件
;
建立社会预警系统以防社会动乱 ; 倡廉肃贪 以求稳定等方面展

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

与会者认识到
:

社会稳定是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备条件
,

因而也是

任何社会都致力追求的目标
。

关于当前存在的不稳定因素
,

与会者从倡廉肃贪的必

要性
、

改善干群关系的重要性
、

控制人口 的迫切性 以及协调利益分配
、

扶贫开发
、

社会保障
、

改造犯罪青少年
、

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

乃至对事实婚姻加以治理等

不同角度指出
,

必须切实加强对种种社会 问题的研究与认识
,

从科学的角度找出其

内在的规律性
,

并提出能给领导者作为决策参考的意见和建议
,

使社会学的研究真

正走出书斋
,

介入社会
,

影响决策
,

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与会者还进一步指出
,

维护社会的稳定
,

加快社会的协调发展
,

不能等到社会

问题发生之后再去研究
,

最好能在社会偏离现象处于萌芽状态时便及时发现
,

研究
、

解决
。

这就必须建立社会预警系统 (社会预警是对可能酿成社会问题妨碍社会发展

的社会偏离现象的预先警报 )
,

目的是为政府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

起到一种社会指

示器的作用
。

并对社会预警系统的构成和社会预警系统的运行等进行了论述
。

(余 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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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何形成这种职业道德
,

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通过版权法从法律上进行保证 ; 通过专家匿名 (作者也匿名) 评稿

从出版渠道上加以落实 ; 通过学校教育从社会化过程中逐步培养
。

我国有了版权法
,

但还需要加强后两方面的工

作
。

当然也可以采用其他一些办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