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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何莫由斯道——评荣新江《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 2011-08-01    姚永辉    中华读书报    点击: 573  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28709近年来，文史研究领域发生了许多重要改变：随着研究领域重心的转移与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更多过去未受到研究者注意的资料进入视野，学界对“何为可用资料”有了新的认识；不断涌现的各种专业数据库和丰富的网络资源，在提供了与过去迥然相异、更为便捷的搜寻渠道的同时，也增加了整理、分析资料的难度，对使用者的学术根基和判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等等。然而，在当下，人们对于研究生质素的优劣却是“鸡食放光虫——心知肚明”，学界频频爆出的不端现象，也一再提醒着“学术失范”乃至“无范”或“乏范”的事实，学界的公信力正在受到广泛质疑。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荣新江教授新《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推出的，而书中所谈内容，即便对于已经正式走上研究岗位的学者而言，也颇具参考价值。    荣新江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为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开设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课，“几乎手把手地指明了入门途径”（封底言），“给予新入道的年轻学子如何训练自己提供一些入门的图景，也阐明学界已经约定俗成的、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让他们从研究和写作的开始阶段，就能养成好的习惯”（前言），很好地概括了《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一书的主旨。通览全书，“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互为表里。前九讲，集中指导如何竭泽而渔地收集和利用史料以及翻检今人论著和专业期刊杂志；后六讲，具体阐明学位论文、期刊或会议论文、书评札记的写法及写作规范、注释体例与参考文献的标注以及中英文翻译中的问题等。    教材或入门书的编写，是将知识与经验化繁为简的过程，以其昏昏，岂能使其昭昭，撰写者的身份与内在功力，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书的质量。荣新江教授兼具历史学研究专业学者和学术期刊主编的双重身份，笔触出入于宏阔与精细之间，使本书别具特色，可圈可点处甚多。    与一般此类书“专题研究加参考文献目录”的编排方式不同，本书以“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贯穿始终，期待读者在训练中领悟规范，在对规范的学习中得到训练，两者互为表里。荣新江先生长期担任论文指导与评审者的经历，使作者在讲解各类论文（博硕士论文、期刊会议论文、祝寿或纪念文章）的写作时，对某些容易犯的通病，信手拈来，如博硕士论文中缺乏问题意识、“文不对题”、不注意逻辑性等，对症下药，并推荐部分可供学习的范文，使读者在反省检视与揣摩要领时，皆有所本。    荣新江先生认为，研究古代史的学生，首先应通过翻阅古籍与丛书目录、提要，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中勾勒起一个中国古籍的框架，然后再分块细化并解决（第1页），同时积累传世金石史料与各类出土文献（石刻资料、简牍帛书、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并运用版本与校勘知识对以上材料展开仔细辨析，以便更好地加以利用。历史研究中须针对性地参引考古资料（包括文字和文物），因此还应追踪最新出土信息，并掌握翻检、阅读、判断、准确使用它们的方法。传世文献与文物资料中易被忽略的图像资料，有时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并激发研究者的想象，在知识建构中尤其应得到重视。掌握上述一手材料，有助于在汗牛充栋的研究论著中拣选出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并从前人研究中找到问题点，推进讨论（第152页）。最终形成研究者“文献与实物”、“地上与地下”、“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为特征的知识树（根与主干）。     广阔的视野与敏锐的触角，使作者对于海内外学界的研究了如指掌。穿插于各章节之中的工具书目录，如电子本检索系统或网址、有关中国史研究的重要西文刊物等，表现出新、精、全三大特色，即便是成熟学者也未必能有如此全面的把握。这部分内容（区别于一般工具书或参考文献目录）的另一特色在于，并非“獭祭鱼”式的简单罗列，或正襟危坐的程式化介绍，而是立足于作者自身的使用经验，辨析优劣，简明扼要地指出每种文献的价值、存放地或查找要领等。此外，作者一贯的严谨缜密、注重逻辑，在文献排列顺序方面得以彰显，如介绍自1990年代开始编纂的大型石刻文献目录、图版附录文、只有录文的文献合集时，有意识地按出版时间顺序展开叙述，以呈现学术史的先后意义（第26页）。    该书关于论文写作指导的内容具体而微，在细节处引领治学门径，避免了隔靴搔痒。学术史撰写，是研究者在文献收集、整理、消化、精选之后，对学术演变与推进脉络的清理。荣新江先生认为，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迅猛，许多文章存在学术史交代不明的问题，做一个清晰的学术史并不容易，因此不惮费辞地建议学生制作研究文献索引，通过二次精选，做出分类索引、去伪存真（第188页），并以作者撰写的《唐研究》“天圣令专号”学术史部分为例，逐段说明如何追踪国内外研究成果、采用何种方式表述、如何安排内容详略等虽细枝末节却见功力素养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介绍了西方书评制度、书评对象的选择和种类、称呼，以及语气的把握等，为目前越来越多的书评作者提供了具有建设性的指导和意见。     中国学界目前尚未有自己的“芝加哥手册”，论文注释体例不一，不仅令刚入行的年轻学子无所适从，研究者在投稿时也不堪其扰。本世纪初，社科院系统联合部分大学的学术期刊机构曾尝试实现注释体例的统一，反映出学界对订立适用于人文学科研究规范的强烈诉求，此后所引发的争论，促使人们开始深入探讨体例本身的合理性。然而，遗憾的是，这些讨论的影响范围十分有限，年轻学子和研究者在根据不同的期刊要求“依葫芦画瓢”之时，大多不明就里。本书在讲解注释体例与参考文献的编纂之时，采用举例与说明相结合的方式，使读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如，作者指出西方的注释规范中标明出版地的做法，是因为“有的同一个出版社有几家，各自经营，特色不同，学术水平也差很多”（第237页），而中国除少部分出版社（如中华书局至少有北京、香港、台北三家）之外，大多只有一家，且多集中于省会城市，因此可省略，不必教条搬用。     本书的语言风格保持了授课的原汁原味，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更值得称誉的是，全书的内容具有鲜明的个性化色彩，不像有的教材或入门书如“《水浒》上的那个焦挺‘没面目’”（葛兆光《历史教科书与历史的意义》）。应该说，从形式到内容，本书都有很强的“可读性”。       前些年，一份名为《假如让我重做一次研究生》的王汎森演讲稿在网络上流传甚广，屡被转载，其中王教授谈到，research这个字非常有意义，search是寻找，而research 就是再寻找。我们在阅读荣新江教授的这本讲义时，常常能感受到作者这种research的精神，或者说“习惯”。对于年轻学子而言，除了揣摩书中所提到的研究心得和学术规范之外，更要保有“法无定法”的理念，search、research，举一隅而反三，我想才是真正把握了此书所要传递的精髓。面壁功成，行脚了事，未经点明，毕竟是野狐禅。     《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荣新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3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