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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规范与方法论研究》一书由杨金才

教授主编，经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于 2020 年出版。该书详细

介绍了学术规范和方法论有关问题，为学者提供了可靠的研

究范式和方法。学术规范作为学术研究的基本法则，奠定了

学术共同体公认的话语体系 [1]。学术规范既是自律的准则，

也为他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即对侵犯知识产权或违反学术

道德的学术不端行为加以监督和惩处。学术规范是指学术共

同体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制定的有利于学术积累和创新的各种

准则和要求，是学术活动中的经验总结和概括 [2]。方法论是

关于方法的理论，对提高研究的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在内容

布局上，研究方法论应在总体上服务于学术规范，学术规范

是大前提和大目标 [3]。《其他国家语言文学学术规范与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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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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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即其他国家文学、其他国家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以及国别与区域研究，深
入探讨了其他国家语言文学学术规范和方法论研究等问题，对规范教学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在论文中首先进行分章评析，然
后进行综合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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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版为刚入行的各学科新人及未接受学术规范系统训练的

研究人员提供了简洁、科学和实用的研究规则指南，也是教

师进行学术写作规范教学的重要参考书目。笔者在论文中首

先分章评析，然后综合评述。

2 分章节评析
2.1 其他国家语言文学学科概述

作者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

才培养学科目录》（2008）对中文以外的语言文学学科进行

了界定并介绍了其作为文学门类一级学科的五大主要研究方

向以及下设的二级学科。另外，作者还对每个方向的研究范

畴进行了逐一说明。通过第一章的介绍，学者可以更加清楚

其他国家语言文学的学科概念及研究范畴。

2.2 其他国家语言文学研究规范的途径

作者主要介绍了其他国家文学、其他国家语言学、翻译

学和外语教学等四大领域的学术研究途径以及其他国家语言

文学研究的四大基本操守即学术道德、学术自由、学术平等

和学术创新。四大领域学术研究途径是从事其他国家语言文

学研究的重要步骤，这部分的内容介绍有利于读者找到个人

的学术研究途径。另外，四大学科基本伦理规范的介绍有利

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本学科领域的学术规范。

2.3 其他国家文学的研究路径

其他国家文学研究作为与中国文学研究相对应的学术分

支，具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其他国家文学研究者的自身

认知程式与文体风格、其他国家文学作品的固有特点以及其

他国家文学研究本身的学科传统使得其他国家文学研究与母

语文学研究的思维模态不尽相同。为此，作者介绍了学术研

究需要树立的两大意识即问题意识和选题意识，并说明了这

两种意识在其他国家文学研究中的实践功效。需要说明的是

问题不同于选题，选题只是给自己选择了一个范畴，而问题

是学术研究提出的中心点 [4]。另外，针对选题，作者对其基

本原则、价值批判和路径修正分别进行了探讨。本章内容对

于学者选题具有重要意义。

2.4 其他国家文学研究的学术写作规范

其他国家文学研究的学术写作规范大致包括标题命名、

摘要与关键词、署名与责任意识、文献综述的撰写等。作者

围绕这四个方面加以实例进行了详尽论述，并从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和结论生成三个层面强调了学术论证的思辨性。合

理的标题具有画龙点睛的功效，能够使论文呈现突出的问题

意识和学术价值；摘要能够直接体现文章的学术内涵、研究

方法和学术价值；署名是作者对著作权的声明，署名和责任

意识可避免因署名不规范导致的“拿来主义”；文献综述是

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包含三个要素：全面性、概括性和批判性。

另外，针对学术论证的思辨性，作者提出了平行对照、交叉

融合和旁敲侧击三种分析问题方法、“简单化”和“复杂化”

两种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以及依照“回归性”标准生成结论

的方法。这章内容对其他国家文学的学习者提供了具有实践

意义的基本原则和注意事项。

2.5 其他国家语言文学引文、注释规范

引文和注释是在撰写和编辑学术论著的过程中对既有成

果记载的内容或观点加以引用、概括或解释时产生的，引文

和注释的使用能够极大地体现学术写作的规范性，不规范的

引文和注释会造成学术剽窃。作者首先对引文和注释的概念

及两者的功能和关系进行了说明，接着阐释了具体的操作方

法和原则，包括引文的必要性、功效性和合理性，最后作者

详尽介绍了引文使用的学术规范，包括 MLA 格式学术引文

规范和 APA 学术引文规范。这部分内容是对学者的学术写作

格式的具体说明。

2.6 其他国家语言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

理论方法是开展每个科学研究的必要前提，作者首先介

绍了其他国家文学研究和其他国家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的理论体系，接着介绍了其他国家语言文学的主要理论方法，

包括其他国家文学研究的经典批评范式、其他国家语言研究

的后经典批评范式、语言学研究的传统方法论以及语言学研

究的跨学科方法论。借助这些理论支撑，学者可以进行具体

方向的学术研究，更易通过明确论题和有力的论据产生丰硕

的研究成果。

2.7 其他国家语言文学研究的评价机制

其他国家语言文学研究是评价其他国家语言文学研究的

一套原则、方法、制度和做法 [3]，是其他国家语言文学研究

的关键环节。作者从学术批评、同行评价以及当前评价机制

三方面探讨了其他国家语言文学研究的评价机制，并介绍了

这三种评价机制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则，最后作者针对其他

国家语言文学评价体系提出了问题和具体的完善方法。完善

的评价机制能够激发外语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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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其他国家语言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2.8 其他国家语言文学研究的创新机制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灵魂。学术创新要求学者在所吸纳的

知识基础上创造出某种新颖、有价值的思想。作者首先介绍

了创新与传统的关系以及创新的必要和功效。创新建立在传

统之上，学术创新是在已有知识的选择性继承上所提出的新

观点。学术创新能够有效推动学术发展，为学术研究提供更

多的可能和需求。此外，作者对学术创新规范进行了说明并

提出了其他国家语言文学领域创新的三大范式：研究对象的

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研究观点的创新。最后作者阐释了

学术创新存在的三种常见误区即研究者因迫切追求创新而未

充分考察相关文献提出学术伪新观点、刻意选择生僻和冷门

的文本研究以及只关注历史，不关注学术前沿研究。这部分

内容对学术创新进行了详细说明，有利于学者充分了解创新

概念，进而写出具有创新性的作品。

2.9 其他国家语言文学学术成果发表规范

作者在第一节中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介绍，包括学术

成果和学术成果形态概念，接着介绍了学术成果发表和出版

涉及的相关问题。学术成果是指对（现代）学科进行系统的、

专门的研究而取得的成就和成绩，是人们通过科学研究活动

取得的，并经过同行专家确认具有一定学术意义或实用价值

的创新性结果 [3]。学术成果形态是指呈现学术成果的（电子）

文本载体，一般包括学位论文、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 [3]。学

术发表和出版需要内容独创和格式规范，同时学者也应注意

不同刊物处理稿件的具体规定。作者在第二节主要介绍了有

关其他国家语言文学投稿的内容，包括该专业领域的主要期

刊以及投稿注意事项。最后作者介绍了出版物的再使用规范

和网络平台使用规范，以避免研究者使用已出版物和络学术

资源时的不当行为。这章内容为学者作品发表或出版提供了

规范要求和可参考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3 综合性评析

学术领域是一个多元群体并存的融合场域，若缺乏确定

性学术规范准则，将会成为制约各大学术研究群体进行学术

创作与学术交流的主要因素 [5]。在《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规范

与方法论研究》一书中，作者结合其他国家语言文学的五大

研究方向，系统探讨了其他国家语言文学学术规范与方法论

研究等问题，是进行学术规范教育的指导性用书，为广大从

事学术研究和即将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学术写作规范

指南。作为中国首部其他国家语言文学学术规范与方法论研

究入门书籍，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内容全面，章节顺序合理，适合学者使用。首先

该书对其他国家语言文学学术规范和方法论研究的论述较为

充分。全书内容可划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

六章内容，介绍了其他国家语言文学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研究

的理论方法，包括学科界定、研究范畴、理论体系和理论方

法。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第三章内容，探讨了学科方法论。

包括其他国家语言文学研究的途径和其他国家文学的具体研

究路径。第三部分包括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和

第九章内容，阐述了学术研究规范。包括其他国家文学研究

的学术写作规范、其他国家语言文学引文、注释规范、学术

评价和批评规范、学术创新规范以及其他国家语言文学学术

成果发表规范。另外，该书的章节顺序安排合理，书中依次

介绍了研究途径、写作规范、评价机制和发表规范。这与学

术写作和发表的过程基本吻合，为学者在具体写作过程中提

供了参考步骤。

第二，结合案例，论述有力，方便教师教学。该书在

论述内容和观点时结合了学科自身研究领域的经典案例，大

量案例的引用使得论述更具有说服力，也便于读者学习和思

考。例如，作者在论述学术研究问题的筛选和整合时以夏洛

特·吉尔曼（Charlotte Gilman）的短篇小说《黄色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为例，罗列了之前研究者们研究该作品的

视角，探讨了问题的筛选未必是对某些问题的剔除，更可能

是提取不同问题之间逻辑接缝处所产生的具有统领性的综合

论题，说明了问题的整合是在对细读文本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加以分析排查的基础上对问题加以的分类组合。通过书中案

例，学生对规范写作的理解更为透彻，同时大量实例也方便

教师教学。

当然，这本书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该书在在章节结构

上有待改善。第五章第三小节介绍引文使用的学术规范时，

下设的五个小标题地位不相当。前两个小标题是 MLA 格式

学术引文规范和 APA 学术引文规范，后三个小标题又以引文

类型命名即内嵌式引文、独立式引文和转化式引文，而后三

小节在内容安排上各自分别介绍了 MLA 和 APA 对这三种引

文的格式要求。因此，后三小节的内容应该并入前两小节里，

这样的结构安排会更加清晰。另外，该书对其他国家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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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规范和途径进行了详尽的阐述，相较而言，其他国家语

言文学其他研究方向的相关论述较少，尤其是国别与区域研

究和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总而言之，对比该书内容全面的优点以及作为中国首部

专门涉及其他国家语言文学学术规范与方法论研究的书籍所

享有的重大价值，章节排版上的小瑕疵并不能掩盖其光辉。《外

国语言文学学术规范与方法论研究》不仅对学术规范教学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学习者的一本操作性极强的学术规范

研究指南。除此之外，该书对以后学术规范的研究具有重大

的借鉴意义。

4 结语

学术规范的概念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界被首次提出，是近 20 多年中国学术界讨论较多的话题，也

是教师教学中的重要话题。学术规范是每个正在从事和即将

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都需要了解的知识，是高校教师教授规

范写作的重要参考书目。杨金才教授主编的《外国语言文学

学术规范与方法论》一书从学术写作选题到学术成果发表详

尽地介绍了其他国家语言文学学术规范与方法论研究的相关

问题，对于其他国家语言文学学术写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极大地方便了教师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当前对于学术规范

的研究仍处在引进、吸收、消化阶段，对其他国家的学术规

范建设的机制、状况还需要继续深入、系统地探究，该书中

讨论的其他国家语言文学学术规范和方法论研究为接下来该

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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