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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翻阅了《中文学科论文写作》，有很多感想。
归纳起来说，有两大方面：　　一个大方面，是关于这部书本身的。
这是一部写作学教材，以下三点给了我突出的印象。
　　第一，这部教材有明确的针对性。
首先，针对的是论文的写作，希望能对学习者提高论文写作能力提供切实的帮助；其次，针对的是中
文学科的学习者，希望能对中文系和相关系科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其他人士提供切实的帮助。
不同的学科，具有不同的特点；但是，学问是相通的，怎样做学问和怎样写论文。
其他专业的学习者也可以从这部教材中得到启示。
　　第二，这部教材有合理的结构布局。
所谓中文学科，即汉语言文学学科，包括语言学科和文学学科。
本教材在简括介绍中文学科论文特点的基础上，分两大块作了多角度的深入阐发，在结构布局上形成
了一个二分法系统。
一般地讲，语言学科的研究主要是揭示语言事实的客观规律，而文学学科的研究则更重视分析文学作
品的人物形象和艺术特色。
语言学科内部，文学学科内部，都有许多分支学科。
二分法的结构布局，能凸显语言学科和文学学科各自的特点。
　　第三，这部教材注重动态的写作实践的指导。
具体点说，不是静态地讲述主题、题材、结构、语言等方面的知识与要求，而是强调“过三关”。
一为选题关。
常言：题目选对了，文章就成功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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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把学生完成一篇专业科研论文概括为需过“三关”，即选题关、研究关、表达关，这也是完成一
篇科研论文的三个阶段。
“选题”是起点，“研究”是内容，“表达”是形式，三者缺一不可。
本书又以细致的阐述、论断，指导学生对于写论文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一个深入而清晰的认识，且特别
强调动手操作，强调对实践能力的培养。
    本书对于中文专业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尤其对本科生的科研与写作，具有指导性、可接受性
和可操作性。
学生可从中开始学习做关于中文学科方面的研究工作，掌握常用的研究方法，踏出进入研究殿堂的第
一步。
    本书对于培养大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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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研究关　　研究，这里指做研究工作。
什么是做研究工作呢？
邢福义先生说：“发现一个问题，如果不仅仅限于想一想，而是咬着不放，大量收集有关的材料，从
中归纳出规律，比较系统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便是做研究工作了。
”①这段话里包含了三个问题：（1）大量收集有关资料，当然要整理分析。
（2）从中归纳出规律，这得要掌握相应的研究方法。
（3）系统发表自己的见解，论文必须要有自己的新见解。
这段话告诉我们，材料、方法、创见，是做研究工作，完成一篇科研论文不可缺少的部分。
这便是研究关中的三个关隘：没有材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创见——“如其意不能新，
仍是本等情事。
则全以琢句炼字为工⋯⋯读来不觉生涩”（清?李渔《窥词管见》）；没有方法——“不解决桥或船的
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②过研究关，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大量收集有关材料，这是选题时和选题后必做的工作。
收集的材料大体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相关的文献资料，二是研究对象的实证性材料，这是产生个人
创见的原料、基础和依据。
另外，还有关联性材料，包括字典、词典、年表、图录等和学者传记、回忆录、背景史料等等，对于
研究起辅助作用。
这三类材料都是研究对象的信息材料。
不同的是，第一类研究成果是已知的显性信息材料，第二类是尚待发掘其规律的隐性信息材料，第三
类是为研究提供工具性和背景性的辅助性信息材料。
辅助性材料有时可能对研究的某一问题起关键作用。
　　季羡林先生说：“训练学生的第一步，就是会用‘目录学’（借用这个名词），在确定了要搞的
题目后，把与这方面有关的文章全找到。
有的研究生导师就是这样训练学生，在确定了研究课题以后，把学生带到图书馆把目录翻一遍，看看
中外文杂志，在没学会用‘目录学’以前，别写论文。
”⑧这表明查阅相关选题的文献资料的重要性。
通过相关学科的目录、索引、文摘、综述等工具书的指引把与课题有关的文献资料查出后，要仔细研
读，总结前人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文献资料，归纳出研究阶段、研究方面、研究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
这是研究这个问题的“起点”。
没有看到已有的研究成果，后面的研究就有可能会出问题，论文会失去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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