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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博士论文是博士生在学期间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体现，是博士生申请学位的主要依据，是“跨入

学术殿堂的入场券”。写好文科博士论文的关键在于把握博士论文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包括一定的学

术创新、较高的学术水平、扎实的文字功底和标准的格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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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从事科学

研究的主要成果体现，是衡量博士生培养单位培养

质量的重要标志，也是博士生申请学位的主要依据。

邱兆祥教授曾把合格的博士论文比作作者“跨入学

术殿堂 的 入 场 券”［１］，一 篇 高 质 量 的 博 士 论 文，不

但可以使 作 者 获 得 各 种 荣 誉 和 光 环，而 且 可 能 使

其终身受 益 不 尽，可 见 撰 写 博 士 论 文 的 至 关 重 要

性。但是，很 多 攻 读 文 科 博 士 学 位 的 博 士 生 常 常

感叹撰写博士论文“很苦”，难 以 提 笔 下 手，或 者 在

写作过程中力不 从 心，甚 至 有 时 路 半 易 途，另 起 炉

灶，经受不少波折。凡 此 种 种，重 要 原 因 在 于 没 有

很好地把握文科 博 士 论 文 必 备 的 基 本 要 素。这 些

基本要素包括一 定 的 学 术 创 新、较 高 的 学 术 水 平、
扎实的 文 字 功 底 和 标 准 的 格 式 规 范。事 实 上，只

要围绕这 些 基 本 要 素 展 开 博 士 论 文 写 作，经 常 以

这些基本 要 素 来 衡 量 自 己 的 构 思 和 行 文，写 好 博

士论文还是不难 的。本 文 拟 结 合 笔 者 本 人 博 士 论

文撰写的 经 验 教 训，以 及 研 读 其 他 文 科 博 士 论 文

的心得体 会，不 揣 浅 陋，就 此 提 出 几 点 拙 见，希 望

能对 正 在 攻 读 文 科 博 士 学 位 的 莘 莘 学 子 有 所

谏益。

一、一定的学术创新

创新是博士论文的灵魂，一般来说创新点也是

博士论文的主旨和核心，只有创新才能体现出论文

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一篇好的博士论文，首先

体现在一 定 的 学 术 创 新 上。所 以 博 士 生 要 思 维 活

跃，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提出质疑，才能迸发出新的

思想火花和智慧之光，在学术上有所创新。《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要求博士生“具有独立从事科学

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者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

性的成果”［２］，说的就是学术创新。但是，我 国 的 博

士论文的创新能力不足一直广受诟病。没有学术创

新的博士论文，就像斥巨资造了一架上不天了的飞

机，或者下不了海的潜艇，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反

而浪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鉴于我国的博士生

培养工作在这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现在一些培养

单位开始发出积极信号，论文要求逐渐由“字数”向

“创新点”倾斜。学术创新是指在基础理论层面或具

体应用层 面 上 的 创 造 性。狭 义 的 学 术 创 新 是 指 原

创，广义的学术创新包括三种形式：原创、借鉴和集



成。“原创是去做前人从未探索过的基础课题；借鉴

是用已有的思想理论方法来解决现实中的新问题；
集成是综合已有的能够解决局部问题的思想理论方

法来解决某个更复杂的大问题。”［３］博士论文的学术

创新主要是指观点创新（或曰理论创新），还可以是

方法创新、视角创新、风格创新等。学术创新具有创

造性，就是写出别人没有的、由作者首先提出的、“属
于自己的”新 东 西，且 言 之 有 理，佐 证 翔 实，令 人 信

服。它是你的创造，而不是你的仿制。学术创新具

有新颖性，是指展现自己的有科学支撑的新观点、新
方法、新视角、新风格等，新颖性可以是非原创的，也
可以是原创的，它可以是对别人既有观点的某种深

化或否定，既有方法的某种改进或变换，既有视角的

某种微调或 位 移，既 有 风 格 的 某 种 提 升 或 颠 覆 等。
学术创新具有真理性，是指在我们所处的具体的时

空条件下所能达到或接近的科学前沿，要能够经得

起实践的检验。不能是伪命题，更不能是错误的理

论。错误的理论即使是原创的，很新颖，也谈不上创

新，因为它与创新的真理性特质背道而驰。
学术创新不是要求每个观点、每段话都是创新

点，那是不可能的。学术创新要建立在吸收借鉴既

有的科研成果基础上，复述别人的理论、引用别人的

观点，往往是必要的，旨在为自己的学术创新打下铺

垫、提供支撑。按照陈辽教授的说法，博士论文的创

新可以 形 象 地 比 喻 为“开 荒 地”和“攀 高 峰”。所 谓

“开荒地”，指的是选择前人不曾研究过或极少涉及

到的领域进行研究，深入开垦这块荒凉的处女地；所
谓“攀高峰”，则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进，在前

人 研 究 成 果 的 基 础 上 更 上 一 层 楼。［４］１０８你 要“开 荒

地”，就得 了 解 前 人 开 拓 过 哪 些“荒 地”，你 要“攀 高

峰”，就得知道别人攀登到什么高度。自然，这两者

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博士论文的创新，或者以“开荒

地”为主，或者以“攀高峰”为主，或者二者有机结合，
这三种模式都是提高学术含金量的好办法。

值得一提的是，要真正做到学术创新，还要正确

解决“仰视”与“俯视”的关系问题。有人对某一学术

大师、某种经典理论，常常采取“仰视”的角度，“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对他们称颂备至，奉为至尊，绝少

提及他们的不足。［４］１０但是这不符合唯物辩证法，金

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既要向前人学习，也应看到他

们的局限，要有质疑的精神和批判的思维，敢于“俯

视”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

发现，才有可能实现创新。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

人换旧人，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就是这样实现的。
创新难，难于上青天。所以一篇博士论文，如果

有一点重要的创新就是一篇好论文，或者有几点谈

不上“重要”的一般创新也可以，当然如果兼而有之

岂不更好？理论上说，创新多多益善，但是囿于作者

学养的局限，论文篇幅的限制，以及其它诸多原因，
不可能有很 多 创 新 点，特 别 是 不 可 能 有 很 多 原 创。
所以有的学 者 认 为，要 正 确 对 待 博 士 论 文 的“创 新

性”，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相当相当数量的博士论

文，还属于学 术 训 练 的 范 畴，同 时 具 有 一 定 的 探 索

性”［５］，博士论文写作重在产出创新成果，但是评价

体系不是唯一的，也包括训练学术规范、提升学术养

成、培育 科 学 态 度，只 要 学 生 付 出 巨 大 努 力 去“探

索”，本身就具有创新性质。这是我国学术界对博士

论文创新的另一种诠释。
既然原创如此之艰，所以博士论文的写作，较好

的办法是原创与借鉴、集成灵活结合；观点创新，方

法创新、视角创新、风格创新等多种创新形式灵活结

合，或兼而有之，或取其一二。有些人喜欢在硕士论

文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做成博士论文。严格说这

样做不是不可以，但是硕博两重天，两者之间有质的

不同。硕士论文重在演练，博士论文重在创新。硕

士论文不排 除 创 新，但 是 博 士 论 文 一 定 要 有 创 新。
有些博士论文写的很长，洋洋洒洒数十万字，但是通

篇都是在重弹别人的老调，这样的博士论文，即便学

术水平再高，文字功底再强，格式规范再标准，都不

是合格的博士论文。博士论文如果没有自己的创新

点，可以说一篇文章写废了，专家评审那一关也通不

过。但是强调学术创新不是意味着标新立异，处处

求新，处处求奇，更不意味着胡说八道，胡言乱语，哗
众取宠，这一点要注意。

二、较高的学术水平

一篇好的博士论文，其次体现在较高的学术水

平上，也就是在本学科领域内或本研究方向范围内

具有一定的难度和深度，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较高

的学术水平是一个比较级的概念，是指超越一般的

学术水平的科学层级，它处于本研究领域较前的学

术序列上，能够对本学科或者本研究方向的发展起

到充实完善作用甚至一定的促进或引领作用。一般

的学术水平是指本研究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都能够

或都应该达到的层级，是从事本领域的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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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博士是最高的学历和学位层

次，所以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如果仅具有一定的学

术水平是不够的，还要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一般

而言，较高的学术水平要用专业性、理论性和创新性

来衡量。
学术水平的专业性。每门学科都是由自己特定

的专业术语、符号系统、理论体系（或应用体系）、研

究方法等构成的逻辑体系，是一套与别的学科不同

甚至迥异的异质性话语体系。学术水平的专业性是

指博士论文写作要在自己学科规范的话语体系内展

开，凸显自身的专业性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要使用

严谨规范的专业术语和符号系统。在语言表达上，
要尽量使用书面语言，少用大白话和日常用语，切勿

说外行话。因为大白话和日常用语谁都会说，很难

体现出专业性，如果一篇博士论文外行话连篇，说明

作者没有下功夫去学习专业知识，甚至连基本的专

业基础都没有，这样的博士论文谈何学术水平？学

术水平的专业性，是学科分化和细化的必然结果，也
是科学发展和学术创新的内在要求决定的，可以说，
没有专业性，就没有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学术水平的理论性。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文科博

士论文，都要聚焦一定的理论问题，在理论层面展开

研探，即便应用性、实际性很强的博士论文，也离不

开理论的指导和阐释，因为人类追求真理的本性，使
得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总是存在着理论迻译的

趋向性定力。理论是对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的一种定

性研究或者解释性分析，它是由一系列前设、范畴、
逻辑、范式、符号构成的抽象化体系，是博士论文内

容的重要展现形式。所以，合格的博士论文，须具有

一定的理论性，具体来说要注重理论阐释和逻辑推

绎，事实和现象的平铺直叙不可太多（某些特殊学科

除外）。和专业性要求一样，要尽量使用书面语言，
一则精干凝炼，二则书面语言本身就具有理论的意

蕴。强调学术水平的理论性，不是要故弄玄虚，写得

夹缠梗阻，晦涩难懂，玄妙莫测，使人读来昏昏然不

知所云。而应该用流畅生动、逸笔妙趣、逻辑严谨的

语言把枯燥的理论知识展示给读者，这样才能引起

读者的共鸣和兴致。
学术水平的创新性。如前所述，创新是 博 士 论

文的灵魂，毋庸赘言，较高的学术水平体现在学术创

新上，没有学术创新的论文很难谈上较高的学术水

平。但是较高的学术水平并不等同于学术创新，它

是比学术创新更加宽泛的概念。一篇博士论文，如

果没有学术创新，但是作者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和文

字功力，是通过加工重塑别人的观点写出的，也会具

有一定的学术水平。但是这样的博士论文，只是在

一味地变 相 复 制 别 人 的“创 新”，而 没 有 自 己 的“创

新”，把前人的手笔通过巧妙的纂饰变成自己的“杰

作”，严格来说这叫隐性剽窃。如果说这样的论文有

水平，只能说明作者有“隐性剽窃”的水平。就像歌

手演唱别人的歌曲一样，尽管也很动听，但是很难超

越原唱。总之，这样的博士论文，在科学的大道上没

有前进一步，或 者 是 原 地 踏 步 走，或 者 是 就 近 兜 圈

子，即便重复率检测能够侥幸通过，其价值性也很值

得质疑，所以更别谈较高的学术水平。更有甚者，有
些人为了应付这门苦差事，违反学术道德，抄袭剽窃

别人的研 究 成 果。抄 袭 剽 窃 的 一 般 来 说 都 是 好 东

西，学术水平高，但那是别人的“水平”，与自己的“水
平”毫不相干。总之，较高的学术水平的要素之一就

是作者要有自己的创新点。

三、扎实的文字功底

材料是基础，观点是主线，文字是载体。没有文

字作为载体，材料无法依托，观点无法呈现。这就是

“文以载道”，文字功底如何，关系着论文的质量。所

以，博士论文不仅要有一定的创新点，体现出较高的

学术水平，而且要展示出扎实的文字功底，这是对文

科博士生提出的更高要求。扎实的文字功底是指较

强的语言组织能力和文字加工能力。主要表现在文

笔流畅，叙述精炼，杜绝错误、措辞中性。文笔流畅

是指逻辑严谨，上下连贯，不牵强造作，不生搬硬套，
使人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不是使人疑窦丛生，不得其

所。叙述精炼是指言简意赅，不说废话，长话短说，
可说可不说的话不说，用精炼轻快的笔触、简洁明快

的数字、形象生动的图表准确表达信息。叙述精炼

要注意删去累赘的字词、多使用代词或简称、必要时

省略主语等。有些博士生为了凑字数，故意短话长

说，本来１００个字能把意思表达清楚，他非要写１５０
个字不可，显得啰啰嗦嗦。还有些博士生在前面的

章节中把问题说过了，又在后面的章节中重复一遍，
或者换种说法再说一次。诸如此类，结果只能是无

端地给论文造成硬伤。杜绝错误是指不能出现常识

性错误，特别 是 不 能 出 现 专 业 性 错 误，更 不 能 有 病

句、错别字、甚至连每个标点符号都要斟酌改易。当

然杜绝错误不是绝对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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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错率不 超 过 万 分 之 一 的 图 书，其 编 校 质 量 属 合

格。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的图书，其编校质量属不

合格。”［６］所以博士论文的编校亦应参照此 规 定，把

差错率限制在万分之一以下。细节决定成败，一篇

博士论文，如果别人浏览一下就能发现瑕疵和纰漏，
至少可以说明你的论文是敷衍了事的，没有下功夫。
这样的论文，往 往 在 专 家 评 审 第 一 关 就 被 卡 下 来。
关于措辞中性，汉语的特征之一是褒贬分明，感情色

彩浓 厚，表 达 相 同 的 意 思，措 辞 不 同，效 果 亦 不 同。
博士论文写作的目的在于探索真知，属于科学研究

的范畴，所以与政论性、文艺性文章不同的是，宜尽

量使用不带感情色彩的中性语言，更多强调的是逻

辑、科学和理性的力量。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文章，
也要做到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对不同的观点和

理论，不能动辄口诛笔伐，而应该摆事实，讲道理，以
理服人。所以，善于使用中性语言与否，也是衡量扎

实的文字功底的标准之一。
扎实的文字功底，既不意味着刻意华丽雕琢，也

不意味着写的晦涩难懂，只要在以上几个方面下功

夫，就能为写出好文章打下基础。扎实的文字功底

可以更好地发挥文以载道的功能，使博士论文增色

不少，俗话说“妙笔生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为什

么金庸的小说使人百读不厌，爱不释手，除了巧妙的

情节构思外，妙笔生辉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学

术性的博士论文和文学性的小说有很大不同，但足

以说明一个道理，“妙笔”写出的文章和“拙笔”写出

的文章观瞻效果是大不相同的，有位学者说，阅读出

自妙笔的文章是一种享受，一种陶醉。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出自妙笔的博士论文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其他几个要素的某些不足。
需要说明的是，扎实的文字功底决非一朝一夕

所能企及，不是靠短期的强化训练就能够达到的，它
除了要求作者具有一定的写作天赋外，更主要的是

循序渐进的长期积累。这就要求作者在平时的学习

和研究中多 练 笔，养 成 写 作 的 好 习 惯，围 绕 论 文 选

题，有针对性地写若干小论文，既可作为博士论文的

有机组分，也可作为在读期间的科研成果发表。当

然练笔不局限于论文选题，养成写日记或周记的习

惯也是个好办法。有些博士生喜欢读书，知识是学

了不少，却懒于动笔，偶尔要写一点材料都很吃力。
这样的博士生在写论文时，往往有思考、有创见，但

就像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硬是写不出来，或者辞不

达意，文不对题，这些问题都是一名合格的博士生不

应该出现的。

四、标准的格式规范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博士论文写作应该遵循一

定的格式 规 范。每 个 培 养 单 位 的 具 体 要 求 不 尽 相

同，但基本上大同小异。一般来说，一篇完整的博士

论文一般由封面封底、扉页、独创性声明和学位论文

版权使用授权书、中英文摘要、目录、正文、参考文献

和注释、附录及后记（或致谢）等九部分组成。其中

前三项由培养单位统一印制，其余部分现举其要者

加以简述。论文题目宜以简明、确切的文字表达文

章主旨和中心内容，一般不超过２２字，必要时可以

添加副标题。摘要概括论文的主要内容，中文部分

一般在１０００至２０００字之间，中英文语义表达要一

致。参考文献是撰写论文时所引用或参考的公开发

表的文献信息资源，论文中所有引文（包括原语引文

和观点引文）的来源都须列为参考文献。另外，对论

文写作有重要影响和启迪的资料也要以参考文献的

形式列出。这既体现了自己不掠人之美、尊重他人

劳动成果的情操，也便于读者了解和查阅材料的出

处，一般集中列于文末。参考文献一般包括经典文

献类、著作类、期刊论文类、博士论文类、外语文献类

和电子文献类等。注释是指对正文中某一内容作进

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的文字，或者是对引用未公开

发表的文献的标注，由于博士论文篇幅较长，一般使

用脚注或加注。参考文献和注释的编排有一套严格

的规范，必须按照规定执行。附录是对正文的补充，
一般包括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

术论文目录、不宜列入正文的材料和数据等。后记

是交代写作过程，阐述作者体会，对有关单位或个人

致谢等的说明性文字。
论文的字体、字号、行距、空格（顶格）、页眉（页

脚）、页码、图表、公式等各培养单位都有详细的明确

规定，以 版 面 清 晰、便 于 阅 读 为 准 则。除 特 殊 专 业

外，博士论文应使用简化汉字，不得使用繁体字、异

体字 等 不 规 范 汉 字。标 点 符 号 和 数 字 应 以 ＧＢ／

Ｔ１５８３４—１９９５《标 点 符 号 用 法》和 ＧＢ／Ｔ１５８３５—

１９９５《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
需要强调的是，学术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做

科学研究离不开吸纳既有的研究成果，适度引用别

人的观点是必要的。有位学者曾说：“没有引文的文

章不能算作规范的学术论文。”［７］因为博士论文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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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采众长加上自己的学术创新，有些人以为只要把

引语的来源标注清楚，就不属于违反学术规范。于

是大量的、甚至长篇累牍的引用别人的材料。其实

这又犯了学术研究的大忌了———过度引用。过度引

用虽不属抄袭剽窃，但有学术不端之嫌。通篇大都

在复述别人的观点，试问还有多少自己的东西？论

文质量能不能保证？所以很多培养单位为杜绝滥引

滥用，都规定了一个合 适 的“度”，对 引 用 率 有 一 定

限制，即“不可不引，不可滥引”。还有一种情况，就

是虚假引用，有些人为了应付，或者充字数，自己凭

空杜撰“引语”出处，罗列一些虚假的参考文献，经不

起校验，这严重违反学术道德，是绝对不允许的。
引文务必准确，忠实于原文，不得做任 何 更 改，

且要用引号标出。如果引语过长而某些文字与本文

关系不大，可以用省略号代替，但不能歪曲原意。观

点引用（用 自 己 的 话 概 括 原 作 者 的 观 点）不 使 用 引

号，但要注明来源。引用他人的成果时，最好引用原

著，少用二手甚至多手资料。因为所引的间接资料，
有无断章取义，有无曲解误读，都要回到原典中加以

检验。除非实在找不到原典，才使用间接资料，这种

情况下要注明“转引自……”或“析自……”作为参考

文献或注释列出，因为你所引用的东西并非作者本

人的观点，而是作者引用别人的观点，或者你所引用

的观点不是作者的原话。引用之前一般应在阅读原

著的前提下把引语的确切含义、真实语境及来龙去

脉弄清楚，还要看引语对自己的论文有多大帮助，能
否增加论文的说服力。

本文是为文科博士论文量身定做，以文科博士

论文为视角和出发点而作的。鉴于文科和理工科博

士论文之间的通融性和差异性，本文对理工科博士

论文亦具有某些借鉴意义，但是某些观点对于理工

科博士论文而言并不适用或者并不太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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