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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生的学术成长离不开一定的研究方法做指导。本文通过揭示社科类研究生在“如何读书、如何

搞研究、如何做学问”等方面呈现出来的问题，对症下药总结出了“战、抠、磨、黏”四字诀窍，深刻领会这种形象

化、具体化的研究方法，对研究生学术成长定会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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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魏灵公》）
自古以来 人 们 就 特 别 注 重 做 事 情 的 方 法。方 法 得

当，事半功倍，反之，事倍功半。对于工作方法的重

要性，毛泽东有过形象的比喻：“我们不但要提出任

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

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

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

任务也只 是 瞎 说 一 顿。”［１］涉 及 科 学 研 究 的 具 体 方

法，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认为，人们“头等重要的

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方法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

东西”，方法的好坏关系着人才的成长和研究事业的

成败。可以说，“方法掌握着研究的命运”［２］。方 法

在指导人们从事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中有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是科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我们研究生的学习生活中，有 些 社 会 科 学 类

（以下简称社科类）研究生在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和

繁重的学习、科研任务时不知所措，甚至在部分学生

的思想中没有读书研究的方法意识。这不仅不利于

研究生的学术成长，也阻碍了学生学术潜能的发挥和

人才的培养。因此，为研究生的学术成长提供方法论

的指导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针对社科类研究生在

“如何读书、如何搞研究、如何做学问”等方面呈现出

来的问题，结合作者多年来培养研究生的实践经验和

心得体会，对症下药总结出了“战、抠、磨、黏”四字诀

窍，以期能对研究生的学术成长有所启示。

一、“战”：观点要敢于表达，

有“唇枪舌战”之意

　　现在的研究生中有一部分同学不敢或不善于表

达。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部分学

生的表达能力相对较差，不敢表达；第二，部分学生

由于书看得少，没有观点表达；第三，部分学生虽然

看了一些书，但是不愿表达，害怕观点出错。针对这

些现象，研究生应该树立一种敢于和善于表达自己

观点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并积极实践。用具有巴蜀

区域文化特色的方言来讲，就是要“战”。“战”就是

要求学生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要积极、勇于

和善于表达自己对某一个学术问题的看法或观点，
这是锻炼学生表达能力的一个重要方式，它是学生



在平时读书积累基础上的一个外化表现。通过积极

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把自己所学知识和平时看书

所积累的思想信息资源进行整合，提炼出属于自己

的新观点。当然，学生针对某一问题表达的观点可

能有对、错之分，对与错并不重要，而在于通过表达

自己的观点，促使自己与他人对话。通过这种方式，
就自己的观点反复思考，达到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

性认识的目标。只有通过不同思想的碰撞和观点的

交流，新的思想和新的观点才会被提出。同时，学生

的表达能力也才能够得到锻炼和提高。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性、批判性

很强的学说，离不开与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非
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争辩。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

种情况，列宁称赞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

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３］。纵观整个马克思主义的

发展历程，我们能够感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

际时期曾经同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工联主义和

巴枯宁主义等进行的激烈论争。这种论争彰显了马

克思主义顽强的生命力与批判精神。针对来自欧根

·杜林先生反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恩格斯晚年写下了

被后人称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反杜林论》，成为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通过对杜林的批

判，对他和马克思所主张的辩证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

进行了连贯阐述，使他们的思想进一步系统化、理论

化。十九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以伯恩

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列宁同第二国际的修正

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定程度来说，同各种思潮之间的争辩为马克思主义

的发展增添了活力，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一言

以蔽之，马克思主义同各种思潮争辩中与时俱进的发

展轨迹启示我们的研究生在学术交流中要敢于、善于

在辨别真理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观点。
“满招损，谦受益”，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善于同

各种思潮争辩，同时对自己的某些观点和思想也持

谦虚谨慎 的 态 度。马 克 思、恩 格 斯 在 给《共 产 党 宣

言》写序的时候说到：“不管最近２５年来的情况发生

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

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

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
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

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

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２５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

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

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

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

实际经 验，所 以 这 个 纲 领 现 在 有 些 地 方 已 经 过 时

了。”［４］从马克思、恩格斯这段话中，我们不仅感受到

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开放性，也能够感受到他们治学的

严谨态度和“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高贵品格。作为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大思想家的马克思、恩格斯为研究

生的学术成长树立了榜样。这也说明了人的认识需

要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学术观点的提炼需

要经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正如毛泽东

所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

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

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５］当然，对于认识了的

真理还有待在未来的实践中去进一步检验和发展。
恩格斯曾经也告诫过：“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

的道 路 就 是 从 本 身 的 错 误 中 学 习，‘吃 一 堑，长 一

智’。”［６］一部马克 思 主 义 的 发 展 史 就 是 一 部 不 断 与

各种思想相互碰撞，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这启示我

们研究生，尤其是社科类的研究生在平时的读书与研

究中要敢于和善于与不同的观点争辩，要积极、踊跃

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学生在发表学术见解，表达自己

的思想观点时，也要善于吸纳别人的观点，虚心接受

别人的批评，对自己的观点不断修正、不断提炼。
“战”并非一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非是强迫

他人接受我们的观点。“战”只是一种手段，我们的

目的是为了不断对自己原有的思想进行深化和再思

考，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对事物本质规律的揭示，进
而提出有创造性的思想。

二、“抠”：读书要勇于追问，

有“打破砂锅问到底”之意

　　“抠”就是要求学生在针对书本和某一个具体的

学术问题时，要善于深入分析学术界现有的理论观

点以及背后的理论支撑，看是否有欠缺或有待进一

步修正和完善的地方，对于书本的思想要追根溯源，
不断地追问。通过与不同观点的对比和研究，得出

自己的见解；通过领悟书本的精神实质，把书本的知

识内化为自己的知识体系，并与具体的历史实际结

合起来，进而得出属于自己的见解。“尽信书不如无

书”，“抠”是一种不断追问的研究方法，它带有一种

怀疑的精神。正如孔子所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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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学则殆。”作为研究生，如果只是一味地去相信书

本或“权威”观点，而没有一种怀疑的精神，那么，研

究也就成了一种僵化刻板的复制性活动，就会陷入

前人的思想中而不能够前进一步。研究生需要具备

一种“抠”的精神，对具体的问题要不停地追问。只

有这样，才能够去把握事物的本质，真理才能够被认

知，才能够站在前人的臂膀上，开拓新的思想领域。
具体讲，“抠”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对于专业

性强的，与自己研究方向紧密相关的经典著作或学

术论著要采取精读的方法；二是敢于怀疑学术界的

相关领域的“流行”观点或“权威”观点。
生命有限，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读书需要有选

择性。对于读书，我国著名的哲学家 陈 先 达 先 生 谈

到，读书有“两忌”：一忌读什么，信什么；另一忌是信

什么，读什么。读什么信什么，会使我们的学生变成

“书奴”，学生的头脑也会变成跑马场，任别人践踏，这
样，思想就僵化了，学生的学术潜能也被扼杀了，学术

人才的培养也就失败了。相反，信什么读什么，学生

的头脑就会被封闭起来，变成某个人或某种学说的私

人领地，结果读书真成了一种“洗脑”活动，任何新思

想都进不去。研究生读书要有安排、有计划，要坚持

史、著、论相结合，要浏览、泛读、精读相结合。特别对

于刚踏上学术道路的研究生来说，亟待需要“宽领域、
厚基础”。我们这里所说的“抠”就是有针对性地对某

一领域的经典著作采取一种精读的方式，坚决把学生

的思想从“流行”或“权威”观点的教条之中解放出来。
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研究生来说，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籍就必须高度重视，特别

是经典文本就必须采取“抠”的方式，“抠”经典作家

提出某一具体思想的历史背景、理论建构策略、理论

诉求、精神实质，等等，真正“走进马克思”。除此之

外，还应该对中央的重要文献进行“抠”，党的历史文

献是我们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它折射出马克思

主义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当然，对于深入研

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这些经典著作只是其中的

一部分。新思想的提出是构筑在该思想“源流”的历

史长河之上，要从历史中去“抠”。真理和智慧往往

隐藏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历史是照亮未来社会前行

的一盏明灯。对历史规律的把握，也需要具备“抠”
的精神。可以说，对历史抱有一种不断“抠”的精神

和情怀，是人类新思想产生的重要一环。最后，就是

要求我们的学生“抠”与专业相关的重要学术专著或

重要期刊学术观点。这是我们了解学术前沿动态的

一个窗口。只有了解最新或前沿问题，我们的研究

才能够与时俱进，避免孤立地去“独搞一套”。
再比 如，对 于“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这 一 命 题。

学术界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这仅仅

是一种总体观念或普适性的表述。对这一科学的理

论命题，我们需要进行追问。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它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它的层次结构是

怎么样的？划分依据是什么？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等等。其实，这

可以概括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么对待马克思主

义”的问题，它是一个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前

提的问题；其次，中国国情是什么样的？中国国情的

结构是怎样的？基本国情与具体国情是什么？怎样

把握中国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国情？怎么

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的结合等

等。这些问题都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解决

的基础性问题。上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系

列的追问，彰显了一种“抠”的精神，这一个过程就是

不断寻求真理、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概括起来说，“抠”的两个方面又可以细分为三个

层次：第一个层次，“抠”经典作家的经典原著。当然

这个层次属于更高层次的“抠”，是研究能力达到一定

高度所从事的学术活动。第二个层次，“抠”中央的重

要文献，这是我们认识中国国情，把握党和国家重大

理论方针、政策的重要途径，也是为解决社会重大实

际问题提供理论和政策性支持的必经之路，同时这也

是一个检验我们对基本理论知识把握及其应用的重

要渠道。第三个层次，“抠”与专业相关的重要学术专

著，把握专著的核心观点及其论证方式和论证过程，学
习并借鉴他人研究问题的方法，吸取有价值的观点。

“抠”强调学术思想的追问与争论，这种精神是

学生学术成长和成才的“软实力”。通过与大思想家

的对话，与历史的交融，与学术界相关观点的论争，
可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学术成长，这既是一个表达我

们观点的过程，也是向他人学习的过程，通过这样的

学习与对话，进一步夯实专业基础，提升专业素养，
提炼新的学术观点。

三、“磨”：文章要反复修改，

有“铁杵磨针”之意

　　“磨”，具体讲就是指研究生在文章写作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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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反复修改。这既是一个不断读书积累的过程，也

是写作能力不断得到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逻

辑思维不断得到锻炼的过程。“只要功夫深，铁杵磨

成针”，这种不畏劳苦、坚持不懈的精神给今天研究

生的学习生活留下了宝贵的启迪。研究生需要把这

种精神带到读书、研究与论文写作中去。现在的一

部分研究生中缺乏的正是这种“铁杵磨针”的精神。
部分学生在论文写作遇到困难时不能够坚持下去，
半途而废。常此以往，学生将失去对问题研 究 的兴

趣和激情，最终“不学无术”。这种学习的坏习惯无异

于猴子搬包谷，最终一无所获。因此，培养一种“磨”
的精神对于研究生特别是刚进入硕士阶段的研究生

显得尤为必要。以“写文章”为依托去读书、去夯实学

术基础，在读书中去寻找“写文章”的乐趣，这样“边学

边干”对于学生的学术成长是大有帮助的。
一般来说，好文章是反复修改出来的，大家名著

更是如此。众所周知，古今中外名家的佳作和名著

的写作过程都需要经历反复的修改。近代著名学者

吕叔湘曾 通 过 文 学 史 上“佳 话”来 激 励 后 来 的 学 者

们，号召向“大家们”学习。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作

过很多次修改，涉及内容变动多达上千处。从整体

到局部的删减、从典故引用到比喻运用、从内容变动

到结构调整，等等，都经过反复斟酌和推敲。鲁迅先

生的很多文章也都是经过反复修改而成的，如《＜坟

＞的题记》仅 一 千 多 字 的 短 文，改 动 就 多 达 一 百 多

处。他曾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中回答说：“文章写完

以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
毫不可惜。”马克思写《资本论》长达４０年之久，为写

作《资本论》付出了极其艰辛的努力，手稿不知修改

了多少次。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在《回忆马

克思》一文中说：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亚

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还

未十分确定的事实，而且他尚未彻底研究好一个问

题时，他决不谈论这个问题。他决不出一本没有经

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的作品。他不能忍受把未

成的东西公之大众的做法。”这或许也是马克思大多

数手稿都没有发表的原因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针对党内出现的党八股文风，毛泽东在《反对党

八股》一文中批判到：“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

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

多看几遍，就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

虎地发表 出 去。其 结 果 往 往 是‘下 笔 千 言，离 题 万

里’，仿佛像个才子，实质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

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７］这里，毛泽东不仅强

调了文章修改的重要性，而且也暗含着写文章应该

拥有的责任心和好习惯。众所周知，我们党《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文，经过一年多

起草，在不同范围内，征求了几千人的意见，经过了

反反复复几十次修改，才最后完成。纵观中国共产

党的光辉历程，不难发现，每次重大的文献报告都经

历了征求意见、起早、写作、反复修改的过程，进而再

经受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总之，好的文章是需要反

复“打磨”的，需 要 查 阅 很 多 的 资 料，研 读 很 多 的 书

籍。“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没有长时间的“打

磨”和深厚的学术基础，“好东西”是拿不出手的。
“磨”是一种文章写作的方法，它启示我们好的

文章是不断修改出来的；“磨”还是一种研究精神和

治学品格，这种精神和品格滋养着研究生在学术成

长的道路上不断攀登。人们不会忘记，马克思鼓舞

人心的话语：“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

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

顶点。”［８］

四、“黏”：师生要经常交流，

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

　　在研究生的学习生活中，时常存在着这样一种

不好的现象。有的学生总是离导师于“千里之外”，
害怕导师追问自己的学习情况，有的学生甚至与导

师玩“躲猫猫”，更不用说主动向导师汇报学习情况。
这种学习风气不利于研究生的学术成长，也严重制

约着学生科研能力的提升。改善这种不好的学术氛

围不仅需要导师采取一定的培养措施，更为重要的

是学生应该从学习的被动中解放出来，与导师“近距

离”交流。跟导师走的越近就越容易学到导师的“真
金”，学生应该主动同导师沟通，实现学术交流的常

态化。用四川话来说，就是要鼓励我们的学生“黏”
着自己的导师。

具体说“黏”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学生要按

照导师 的 培 养 规 划 和 具 体 指 导 来 进 行 学 术 研 究。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导师往往在某一个学术

领域拥有丰富、宝贵的学术思想，把握着学术的前沿

动态。研究生学习期间不像本科生能够经常与教师

在一起上课、交流。这就要求研究生需要积极主动

地与导师保持学术上的沟通，并对相关学术问题进

行深入探讨。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导师丰富的学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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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挖掘出来，甚至继承和发展导师的学术观点。用

“黏”字来形容这种与导师保持学术交流常态化的学

习方法，呈现出学生的学习态度从“要我学”转变为

“我要学”的学习态势。二是学生要与导师建立紧密

和谐的师生关系，这是学术成长所需要的生态环境。
“黏”既能促进学术成长，也是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

重要途径，它是学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研究生的培养中存在着一种令人十分忧虑

的现象，师生关系不和谐。越来越多的研究生视自

己的导师为“老板”，把自己的求学看作是在“给老板

干活”，导致师生关系紧张。前些年，媒体报纸上就

报道过，有的师生矛盾导致了学生学业的中断，甚至

有博士要求换导师［１０］。一些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

“老板”，更体现出师生关系中的经济利益突显，甚至

有人认为，研究生阶段的新型师生关系是“师生＋主

雇”［１１］。没有和谐融洽的学术氛围，也就没有了学生

学术的成长和潜能发挥的环境条件，科学研究就无法

开展，人才的培养也无从谈起。
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刚进入学术研

究的学生正如刚生下的孩子一样，不仅需要导师在

学习上的“搀扶”，也需要导师的关爱与帮助。对于

学生的学术 成 长 而 言，导 师 就 是 学 生 的 学 术 父 母。
师兄、师 姐 就 是 师 弟、师 妹 的 学 术 哥 哥、学 术 姐 姐。
当然，这里的“黏”也包括硕士“黏”博士，师弟、师妹

“黏”师兄、师姐之意。这就是我们通常鼓励的“传帮

带”思想。如果我们每位导师都能够与学生成为“良
师益友”，“同门”之间能够亲如兄弟姐妹，那么，一个

学术团队就是“一家人”。这样，师生之间就能够维

系一种和谐关系，这种和谐关系美化了学术生态，给
研究生提供了一个做学问与做人的内生动力，这种

动力不断推动着学生树立学术的责任感，滋养着学

生的学术道德，进而也有利于学生高尚人格的养成。
这种内生动力才是推动学生学术成长和学术树人的

内在动因。
“战”、“抠”、“磨”、“黏”之间不是彼此割裂的，而

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它们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一个

完整的学术实践过程。学生只要能够处理好它们之

间的关系，很好地把它们落实到读书、研究与论文写

作的学术实践活动中，相信对研究生的学术成长能

够带来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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