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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位论文文献综述的撰写是“主题编织”，抑或“问题先导”，不同的撰写思路，其效果将迥然有别。“主

题编织”的文献综述酷似文献汇编，它提供了相关的知识，却降低了学位论文的学术性；而“问题先导”的文献

综述则澄清、凸显了拟要研究问题的价值，彰显了学位论文的学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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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增强学位论文的学术性，当下文献综述已

成为学位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本是一件幸事，
但学位 论 文 的 文 献 综 述 应 如 何 撰 写？ 是“主 题 编

织”，抑或“问题先导”？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学位

论文的文献综述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一种“主题编

织”的不良倾向，即把有关研究主题的文献罗列、编

排在一起，从而使文献综述成了一种文献汇编，不仅

未能凸显出学位论文的学术性，反而使文献综述成

了学位论文的一个败笔。而要想走出文献综述“主

题编织”的迷途，则需要遵循“问题先导”的逻辑撰写

文献综述，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文献综述的应有作用。

一、文献综述“主题编织”的样式

学位论文自然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一般就是

论文的题目。倘若学位论文的文献综述围绕着论文

的主题来组织安排，其最为蹩脚的样式是某某学者

就该主题说了些什么，某某学者就该主题又说了些

什么，某某学者就该主题还说了些什么，从而把学位

论文的文献综述变成了一种读书笔记，这是一种最

为学者所诟病的罗列式文献综述。比如，有研究生

探讨《基于对话的主体性教育改善师生关系的实践

研究》，其 文 献 综 述 就 分 为“师 生 关 系 的 研 究”的 综

述、“对话理论的研究”的综述、“主体性教育的研究”

的综述，其中每部分综述又分别列举了有代表性的

观点，诸如“关于师生关系的观点主要有‘教师中心

论’、‘学生中心论’、‘教师和学生互为主客体说’以

及‘教育主体间性论’”，关于对话理论，哈贝马斯如

何说，戴维·伯姆怎么讲，巴赫金说了什么，马丁·

布伯讲了什 么 等。① 这 种 文 献 综 述 看 似 完 整、深 刻，

但细究之，这样的文献综述只是把与该研究主题相

关的内容罗列起来而已，除了告诉别人一些相关的

知识外，并没有衬托出自己研究的独特价值，也就是

说，与既有的研究相比，本研究试图在哪些方面有些

突破？是 赞 同 还 是 反 驳 某 种 已 有 的 观 点？若 是 赞

同，需要充实哪些新的事实材料？若是反驳，其原有

观点的缺陷是什么？自己的观点如何超越已有的见

解？即使赞同，到底赞同哪种观点？为什 么？其 根

据何在？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此文献综述却只字未

提，从而使文献综述变成了文献汇编。

当然，这种“主题编织”的文献综述还有更完美

的形式，有些人还十分欣赏。比如，有学者认为，学

位论文的文献综述主要包括文献概述、研究内容分

析、目前研究的不足等几个组成部分。文献概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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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进行总体性的介绍。研究内容分析是文献综

述的重点，其路径一般采用“总—分”的形式，即先总

结当前研究所包含的内容，然后对此进行阐述和说

明，尤其是要注意指出并总结已有研究中具有代表

性的核心观点。如果已有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值得借

鉴，也可以一并指出。最后写目前研究中的不足和

疏漏，其不足和疏漏可以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

究内容，或研究的前瞻性、研究的现实性等多方面进

行分析，从而引出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以弥补已有研

究的不足和疏漏。［１］从逻辑上看，这样的文献综述确

实完 美 无 缺、无 可 挑 剔。但 实 际 上，由 于 其 受 制 于

“主题编织”，这种文献综述若不能与拟研究的问题

进行对接，不能凸显拟研究问题的价值，就仍难逃脱

文献汇编的窠臼，同样存在着很深的文献罗列的烙

印。比如，在《英雄“祛魅化”背景下的青少年价值观

教育研究》中，作者在综述完“西方价值观教育的研

究”和“我国价值观教育的研究”后，指出“当前价值

观研究还存在需要不断改进的地方。首先，价值观

概念的权威定义至今没有定论；其次，基于教育理论

的价值观研究尚未发展成熟，依然依赖心理学、伦理

学和哲学等学科的研究；最后，研究方法单一、不科

学。”且不说这样的文献综述是否准确、全面概括了

已有的研究成果，单就其对已有研究成果不足或疏

漏的陈述而言，如果说“价值观概念的权威定义至今

没有定论”，那么该研究就应针对“价值观”这一概念

进行梳理，并提出一个更完善的定义；如果说“基于

教育理论的价值观研究尚未成熟”，那么该研究就应

建构一种“基于教育理论的价值观”理论；如果说“研
究方法单 一、不 科 学”，那 么 该 研 究 就 应 在“研 究 方

法”上更多样、更科学。但实际上，研究者对已有相

关研究的不足或疏漏的陈述并不是为了使其更加完

善，或者改进相关研究所存在的不足或疏漏，而只是

基于已有文献进行的总结和概括，至少从后续的论述

中看不出研究者是如何改进、完善已有研究所存在的

不足或疏漏的。这样的文献综述或许只是迫于学位

论文的规定使然，并不是为了凸显拟要研究的问题及

其价值，从而使文献综述成了学位论文的点缀或装

饰，最终还是未能逃脱文献综述主题编织的网罗。

二、文献综述“主题编织”的原因

文献综述的“主题编织”之所以难逃文献汇编的

厄运，起不到增强学位论文学术性的作用，究其原因

至少有以下三点。
其一，对文献综述意义的误解。有些人 认 为 文

献综述无外 乎 是 把 既 有 的 相 关 内 容 给 予 简 要 的 介

绍、评论而已，因此，撰写文献综述就是把相关的内

容罗列、呈现出来，而遗忘了学位论文文献综述的要

旨在于进一步澄清、明确拟要研究的问题。应该说，
凡是研究都是对某一（些）问题的研究，学位论文也

不例外，这是常识。但学位论文拟要研究的问题是

什么？其是否有意义？有什么样的意义？对这些问

题的回答并不是作者自己宣称的，而是需要从该问

题的学术发展史给予澄清与论述的，这是学位论文

要写文献综述的原因所在，也是文献综述承担着学

术创新始基的根源。而文献综述的“主题编织”却把

文献综述仅仅视为相关主题内容的介绍和陈述，就

误解了文献综述的意义。
其二，两种文献综述样式的错置。通常而言，文

献综述有两种类型：一是独立成篇的文献综述，二是

学位论文中的文献综述。独立成篇的文献综述旨在

阐明某一主题的研究内容及其存在的不足，预测其

未来发展的趋势，其目的在于全面、系统地概括、提

炼、呈现某一主题的内容及其发展脉络，为后续的研

究者提供参考与借鉴。因此，这种文献综述的撰写

遵循的是某一研究主题自身的发展逻辑，全面、系统

地呈现已有文献的内容是其价值所在。但学位论文

中的文献综述则是另一种类型，其撰写的要旨并不

是呈现已有文献自身发展的逻辑，而是彰显学位论

文拟要解决问题的逻辑，即根据学位论文拟要解决

的问题及对问题的先行假设，看看已有文献在拟要

解决的问题上都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问题有

待解决或完善。故此，学位论文中的文献综述并不

是以全面、系统地呈现已有相关内容为鹄的，而是通

过综述前人已有成果进一步澄清拟要研究问题的意

义，其对已有文献的选择、取舍皆以凸显本研究拟要

解决问题的意义为准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位

论文的文献综述可以断章取义乃至任意地取舍、利

用已有的文献，而是说学位论文的文献综述以彰显

拟要研究的问题的意义为宗旨，它并不追求全面、系
统地呈现已有的研究成果。实际上，要想真正凸显

拟要研究问题的意义，对综述的文献则需要精挑细

选，因为只有那些有影响力的作者的言论和具有代

表性的观点，才能衬托出拟要研究问题的价值。
其三，学术创新意识的低迷。创新是学 位 论 文

的灵魂；没有 创 新，学 位 论 文 就 丧 失 了 其 存 在 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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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从这种意义上说，学位论文的文献综述就不仅

是为了学术寻根或澄清拟要研究的问题，而且是为

了凸显拟要研究的问题及其预设观点的创新价值。
而那种“主题编织”的文献综述，即使概括、归纳了已

有研究的不足或缺陷，但由于其对已有研究不足或

缺陷的概括和归纳并不是根据拟要研究的问题及其

预设观点来组织、安排的，而是根据已有文献的内容

和结构编排、撰写的，从而使其既难以衬托学位论文

的创新性（因为新与旧只有在比较中，才能鉴别），也
大多宽泛、空洞。比如，在《学校德育功能的有限性

问题研究》中，作者在列举各学者对该问题的看法后

总结道：“综上所述，一是前人对这些观点的论述并

不是很全面，我们需要在这些方面做更进一步的论

证；二是对于学校德育有限性的论证也不够，没有对

造成学校德育功能有限的原因进行全面分析……”，
并指出“这也是本文所追求的研究方向。”此种文献

综述看似非常符合学位论文文献综述的逻辑，但通

读全文也不知“前人对这些观点的论述”到底在哪些

方面“不是很全面”，拟要进行的“全面的论述”是什

么样的；“对于学校德育有限性的论证也不够”中的

“不够”到底指什么也是语焉不详、空洞无物。可以

说，这样的文献综述虽然围绕拟要研究的问题进行

了阐述，但由于创新意识低迷，并没有清晰地呈现该

研究试图从什么角度提出什么观点来弥补、完善已

有的研究成果。况且，文献综述本身就没有阐明已

有研究成果的不足或缺陷是什么，从而难以衬托出

自己研究的创新价值。应该说，一篇学位论文不可

能解决某一主题的所有问题，甚至是其中的某一个

问题也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因此，一篇学位论文

的价值并非在于对某一问题的论述是否全面、充分，
而在于该论文是否对某一问题提出了新颖的见解、
运用了独到的方法，而要想突出自己研究的创新就

只能具体、清楚地阐述别人在某一问题上都提出了

什么观点，自己的主张是什么，或别人在某一问题上

都运用了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自己试图运用什么研

究方法等。只有具体、清楚地陈述、比较，才能彰显

出自己研究的创新性，而那种语焉不详、空洞玄虚地

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批评与指正不是故意掩饰自己研

究的平庸，就是无意遮蔽了自己研究的创新。

三、文献综述“问题先导”的路径

学位论文是对某一主题的研究，其题目大多冠

名为“××的研究”，这是常规。但“××的研究”并

不是对某个主题的阐述与论证，而是对某个主题所

蕴涵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倘若学位论文仅仅是对某

个主题的阐述与论证，其最终形态有可能写成教科

书；而学位论文只能是对某个主题所蕴涵问题的分

析与解决，才能称之为论文。从此种意义上说，文献

综述“主题编织”之弊的根源就在于其遗忘了拟要研

究的问题，因此，“问题先导”是矫正文献综述“主题

编织”之弊的必由之路。
“问题先导”的文献综述是指以拟研究的问题为

主线，充分、全面地展示、陈述与该问题有关的文献

都说了什么，还有哪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追问和解答。
它与“主题编织”文献综述的根本区别在于组织、阐

述已有研究成果的主线不同。前者以拟要研究问题

的逻辑为中心，后者则以研究的主题为中心；前者以

澄清、凸显拟要研究问题的价值为要务，后者则以告

诉别人就某一主题都研究了什么为旨归；前者目的

在于用已有 研 究 成 果 来 衬 托 出 拟 要 研 究 问 题 的 价

值，而后者目的则在于勾勒出已有研究成果的图式。
纵然后者最后概括、提炼出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或

缺陷，但由于这些不足或缺陷并没有与拟要研究的

问题及其预先假设相对照，其阐述不是模棱两可的

大而化之，就 是 对 已 有 文 献 的 逻 辑 推 断，并 不 能 澄

清、凸显出拟要研究问题的价值，从而丧失了文献综

述应有的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说，“问题先导”的文

献综述是让已有文献为我所用的“六经注我”，而“主
题编织”的 文 献 综 述 则 是 理 解 文 献 的“我 注 六 经”。
可见，“问题先导”与“主题编织”是两种截然不同的

文献综述思路，孰优孰劣自不必多言。
当然，有人会说，从“主题编织”的文献综述中不

是也能找出既有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吗？倘若再从这

些问题出发 进 行 深 入 研 究，不 是“站 在 巨 人 的 肩 膀

上”有所创新了吗？这种逻辑和说法，对于研究某一

（些）问题的实际过程而言，的确有一定道理。因为

许多时候，人们正是从大量阅读某一主题的相关文

献中发现 了 某 一（些）问 题，从 而 有 了 研 究 的 冲 动。
况且，如果没有“我注六经”，哪来“六经注我”？但这

种研读文献的逻辑却不能置换为文献综述的逻辑，
倘若把研读文献的逻辑视为文献综述的逻辑，十有

八九会把文献综述写成“主题编织”，这也许就是“主
题编织”的文献综述之所以盛行的实践机制。应该

说，主题研读，无论是从积累知识来说，还是从发现

问题来讲，都是研究某一（些）问题不可或缺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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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但当研读大量文献后，是以“主题编织”，抑或

以“问题先导”来撰写文献综述，其效果将会大相径

庭。倘若以“主题编织”来撰写文献综述，最好的结

果也只能是一篇独立、完整的文献综述，而不会成为

恰当的学位论文中的文献综述。其道理在于前者遵

循已有文献的逻辑，后者则遵照拟要研究问题的逻

辑。那么，遵循拟要研究问题逻辑的“问题先导”文

献综述到底该如何撰写？

通常来说，任何学位论文都蕴涵着拟要研究的

问题，但这个拟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拟要研

究的问题又包含着哪些问题？各种要解决问题之间

是怎样的逻辑关系？这些问题在撰写“问题先导”的
文献综述时则是必须搞清楚的，但上述问题要想真

正搞明白，实际上要等到论文基本撰写完，因为如果

论文没有写完，拟要研究的问题随时都有可能变换、
走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献综述虽然是学位论文

绪论中的一部分，本应先写，但从操作层面而言，最

好等到论文写完后再写。因此，学位论文的文献综

述并不是在寻找研究问题时写的，而是根据整个研

究过程对相关文献的不断理解来写的。不幸的是，
有些学位论文的文献综述只是对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相关部分的复制，这是学位论文文献综述呈“主题编

织”的技术原因。倘若拟要研究的问题及其包含的

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搞清楚了，那么“问题先导”的

文献综述大致可分为拟要研究的核心（或母）问题的

学理澄清、各分（子）问题的逻辑阐释和拟要解决的

各种问题的重申。比如，在《论教育学研究的价值生

成》中，作者通过回顾已有研究成果对教育学发展中

所存在问题的陈述，进一步概括为“无论是正确处理

意识形态与教育学研究关系的思考，还是弥合教育

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裂痕的努力，抑或是异域教育

理论的中国化、原创性诉求，其最终目的无外乎提升

教育学研究的价值，而如何提升教育学研究的价值

才是上述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与归宿，也是目前元教

育学研究有待深入探讨、系统论证的一个问题”。这

样就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综述澄清、衬托了“如何提升

教育学研究 的 价 值”这 一 拟 要 研 究 的 问 题 的 价 值。
但这个拟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如果既有成果已经解

决，或者说，对于该问题，研究者倘若未能发现没有

解决的问题，则该研究仍然没有价值。于是，在对各

分（子）问题的陈述时，作者分别综述了在教育学研

究与意识形态、教育学研究与异域教育理论、教育学

研究与其他学科知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等分问

题上，学者们都说了些什么及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

这些问题阐述了本研究拟要解决的问题，从而凸显

了本研究的价值。最后，根据对各分（子）问题的分

析，再 次 重 申 拟 要 研 究 的 各 种 问 题 的 意 义。［２］可 以

说，“问题先导”的文献综述不仅可以在搞清楚别人

就某问题已解决了什么、还有哪些问题有待深入研

讨的基础上避免罗列文献的错误，而且还能衬托出

拟研究问题的价值，从而进一步廓清了所研究问题

的意义，如此撰写文献综述才能真正发挥其增强学

位论文学术性的作用。

注释：

① 论文中的案例，凡 是 未 注 明 出 处 的 皆 源 于 笔 者 盲 审 的 学

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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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 李润洲·“主题编织”抑或“问题先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