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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大学教师的学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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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复杂，在功能上正相关，在时间上负相关。学术职业稳定性较

强，自由度与成就感较高，学术生涯是一种可以稳步递进的人生。大学教师的学术之道有如长

跑，速度与耐力都很重要。理工科大学教师一般在壮年以后才做出重大成果，人文社会科学学

者则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影响大学教师学术产出的内在因素主要有学术信念与志向、勤奋

与拼搏精神、好奇心与求知欲等，外在因素主要有毕业与工作的院校及其地理位置、学科领域、
学术权力、考核与奖励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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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教师是一种学术职业，学术职业有其自身

的性质与特点，以往已有不少学者作过探讨。一个

大学教师从入职直到退休，应该如何努力才能使学

术的生命之树常青？应该树立怎样的教学科研观？

不同年龄阶段的学术产出有何不同？许多问题都值

得我们思考。本文以研究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的教师为主要对象，首先分析了他们学术生涯的特

点，继而探讨年龄与学术成就的相关问题，还论述了

影响大学教师学术产出的诸因素。

一、大学教师学术生涯的特点

与其他职业有所不同，大学教师学术生涯的特

点可从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学术职业的稳定性、自由

度和成就感等几个方面来分析。

１．教学生涯与学术生涯

学术生涯是指从事学术活动或以学术为职业的

生活经历，教学生涯是指从事教学或以教学为职业

的生活经历。与专门科研机构研究人员的学术生涯

不同，大学教师的学术与教学密切相关，因为教学是

大学教师的天职。但是“在大部分大学里，科研如果

不算是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之 一。”［１］

在研究型大学，科研更是成为多数教师的中心任务。
当然，高校的教学往往也有研究的成分，因此近年来

国内外对“教学学术”的探讨迅速增多。大学教师在

教学中实际上从事着学生智力的开发活动，并将这

些思想传 授 给 学 生。由 于 教 学 与 科 研 很 难 截 然 分

开，大学教师的学术生涯是包含了教学生涯的。
关于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学术界见仁见智，有正

相关、负相关、零相关、复杂相关等四种看法。［２］笔者

较为认同 教 学 与 科 研 正 相 关 的 观 点。詹 克 斯（Ｃ．
Ｊｅｎｃｋｓ）和瑞斯 曼（Ｄ．Ｒｉｅｓｍａｎ）认 为 科 研 有 助 于 增

加教师的知识和刺激教师的智力活动。［３］在研究型

大学中，不论性别、年龄和职称有何差异，无论是开

展自然科学研究还是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无论

是主要教授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教师们都肯定教学

与科研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将

研究成果直接或间接地引入教学过程并转化为师生

共同享有的教学资源以促进教学。［４］大学教师学术

生涯的价值是为培养人才服务，并在教学中实现自

我发展的人生价值。脱离人才培养的“学术生涯”是
研究者的“学术生涯”，非“教师生涯”。当前中国研

究型大学教师“重科研，轻教学”，大学教师如何将科

研优势转化为培养人才的教学优势是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

树立正确的教学与科研关系观念对大学教师的

学术发展是有助益的。成功的教学和成功的科研所

需能力是同一的，二者均注重知识的传播和交流，只
不过教学侧重知识的整合和运用，而科研侧重发现

和创造知识。［５］科研有助于教师保持在本学科的领

先地位，活跃的研究兴趣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
当然，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也是一种复杂相关关

系，即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不

相同的，尤其是不同层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差异更

大。本科生的课程虽然也有教学相长的效果，学生

的思考和提问有时能启发教师的思维，但与教师科

研的关系一般不密切。而培养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

与导师的科研往往密不可分，比较宏大的课题更是

需要研究生参与。现在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产出越来

越离不开博士生群体，尤其是理工科的高水平论文，
基本上都有研究生的贡献。可以说，教学与科研在

功能上是正相关，在时间上是负相关的。因为教学

与科研具有互相促进的功能，但在时间分配上往往

是此消彼长的。

２．学术职业的风险性与稳定性

以往对于大学教师学术生涯或学术职业的风险

有不同的看 法，或 认 为 学 术 生 涯 是 风 险 很 大 的“赌

博”，或认为其风险性很小。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
演讲中说：“学术生涯乃是一种疯狂的冒险。”［６］对这

句名言，不同中文译本的译法有些不同，如译为“学

术生涯乃是一场发狂的、无把握的冒险”［７］，或译为

“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８］，又译为“学院生活

是一场疯狂的赌博”［９］。不管怎么翻译，大概的意思

还是很明白的，即认为学术研究是一种风险很大的

职业。韦伯还说：“一个私讲师，乃至于一名助理，是
否有朝一日能够升成正教授，甚或当上学术机构的

主持人，纯粹靠运气。当然，在这场赌博中，机运不

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却占有非常高的比重。我几

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种行业，机运在其中扮演如

此重要的角 色。”［１０］也 就 是 说，他 认 为 偶 然 性、机 运

在一名大学教师的学术生涯中起着重要作用。
另一种看法认为，大学的终身教职“是一辈子旱

涝保收的工作———若没有道德品质或其他类似的问

题，……终 身 教 师 的 工 作 很 安 全，想 做 多 久 就 做 多

久。一句话，能做一辈子。”［１１］相比政界和商界的风

险，学术职业的稳定性比较强，“大学教师是风险最

小的职业之一，当老师很难大起大落，平平淡淡总过

得去，很少出现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情况。”［１２］还有

许多学者也持这种看法。
笔者认同后一种观点。韦伯根据２０世纪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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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德国大学教师的晋升往往取决于偶然性情况，才

得出大学教师的职业风险性很大的看法。而２０世

纪中叶以后，欧美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学术职业是稳

定性较强的职业。尤其是在美国大学教师体制中，
教授的职位较多，升为终身教职的机会比较大，而且

一旦获得终身教职，便基本上进入“保险箱”了。包

括中国的许多国家的大学教师体制，更接近于美国

体制，教授岗位占全体教师的比例较大，不像欧洲大

学的那么少。尤其是现行考核体系注重量化和刚性

指标，真正优秀的大学教师多数能够脱颖而出。除

非出现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通常大学教师的职业

稳定性很强。即使实行聘任制，对教师中多年没有

论著、没有课题、没有获奖的所谓“三无”人员，实际

上也很少有大学能够将其解聘。
一个学者的成就与声望通常呈累进的趋势，但

也有几种例外的情况。一是学术地位较高的学者写

出低水平论著，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急功近利或应

景应时拼凑出来的成果上，会使人们对其敬意减少；
二是违背学术规范，论著被揭发抄袭或剽窃，造成学

术声望的崩盘。三是成为“学霸”压制他人，或品德

不行，在学界没有好名声，影响其学术声望的积累。

３．学术职业的自由度与成就感

大学教师的学术职业是事业单位中自由度或自

主性最大的职业之一。时间上的自由或者说灵活性

是最大的好处，也是学术生涯的主要特点之一。虽

然教学的时间比较固定，但因为大学教师的课时通

常不多，其他大部分时间是自由支配的，而且开展研

究的时间和 地 点 往 往 可 以 自 由 选 择。温·格 兰 特

（Ｗ．Ｇｒａｎｔ）和菲利帕·谢林顿（Ｐ．Ｓｈｅｒｒｉｎｇｔｏｎ）认

为，大学教师既享受着相当成功的学术生活，又没有

过多地加班加点，还有不少时间用于闲情逸致。学

术生活要求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它也会带来

无法比拟的收益，其他职业提供的智力挑战和收益

很少能和学术研究相比。“虽然职业自主权已经受

到了侵蚀，但和大多数职业相比，你还是有较多的机

会策划和设 计 自 己 的 职 业 路 径。”［１３］研 究 型 大 学 教

师的科研任务较重，有各种无形的压力，许多人往往

在寒暑假和其他节假日都忙于科研，但是在今天还

是明天做实验，白天还是晚上写论文，是在研究室还

是在家中书房写作，基本上都取决于教师自己，自由

度是相当高的。
在西方社会，大学教师一直被认为是非常好的

职业，大学教授一直具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很少有

别的职业像学术职业那样催人奋发，让你有开发他

人潜力的机会，并能够通过学术力量促成社会进步。

美国经 济 学 家、哈 佛 大 学 教 授 格 里 高 利·曼 昆（Ｎ．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Ｍａｎｋｉｗ）则说：“大多数从事学术工作的人

出于对其研究题目的着迷，都是这样做的。就是这

个原因，使教授这一职业的工作满意度在所有行业

里名列前 茅。教 授 们 寻 找 到 了 他 们 真 正 喜 欢 做 的

事，并且找到了为此付给他们薪酬的 人———这 就 是

大学。”［１４］美国学者约翰·孔洛斯（Ｊ．Ｋｏｍｌｏｓ）也认

为大学教师是复杂而能够获得成就感的职业，“学术

生活既有同行合作，也需要处理难缠的同事关系；它
既有思想的自由，又要受制于上级的指令和同行的

压力。不过，对大部分选择了学术生涯作为终身职

业的人来说，它却带来无尽的满足感———虽 然 这 种

满足感时断时续，尤其是学生修身立业、事业有成之

时，大学教师的的确确会有一种成就感。”［１５］

在大学教师的学术生涯中，从研究生到助理教

授或讲师、副教授、教授，甚至特聘教授，有许多学术

阶梯需要攀登。在这个过程中，层次越高自由度和

成就感就越大，两者基本上是成正比的。“在学术生

涯梯度攀升的层级发展中，只有通过其对学术本身

独创性的贡献、通过在学术研究中得到最高评价等

活动形式而获得学术声望，达到至高无上的学术地

位。然而，这种地位一旦拥有就会终生占有，就会

形成越来越多的累积优势，形成学术声望拥有的马

太效应。”［１６］一般 情 况 下，学 术 之 道 越 走 越 宽，越 到

高处越好走；年轻教师的生存压力最大，教授的日子

相对最好过。虽然在学术阶梯上越往高处越忙，但

忙得充实，活得更为体面。因此学术是一种可以终

身积累的事业，学术生涯是可以稳步递进的人生，也
是几十年的学术长跑过程。

二、学术之道有如长跑

大学教师是稳定性较强且比较容易获得成就感

的学术职业，而获得学术成就需要长时间的不断积

累。美国学者约翰·达利（Ｊ．Ｄａｒｌｅｙ）将大学教师的

学术生涯形容为“学术马拉松”，分为起跑阶段、加速

阶段、冲刺阶段（将事业进行到底）。“我们选择这个

事业只出于一个原因：它既给我们带来无穷的乐趣，
又不断对我 们 提 出 挑 战。”［１７］他 认 为 学 术 界 有 正 式

和非正式的运行规则。正式的规则在教师手册里有

明文规定，而那些支配整个领域发展的潜规则常常

难以被发现，其在学术游戏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笔者认为，学术之道有如长跑，大家的起点大致

相同，但终点却大不相同。刚起步时，优秀大学教师

与一般教师之间虽有差距，但还不大。然而经过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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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发展、分化，到后来差距可能十分巨大———无

论是出版论著、获奖成果的多少，还是学术地位和声

望的高下。有学者认为，从取得成果与获得荣誉的

角度来看，大学教师大概可以分为名实俱佳者、名不

如实者、名不副实者、名实俱无者四类。［１８］有的教师

终身未能评上教授，或者即使上了教授也籍籍无名；
有的教师却著作等身，名扬中外。能够在学术道路

上超越一般人跑得更远的人，不仅智力超群、体力上

佳，而且往往有远大的目标、意志坚强，持之以恒才

会出类拔萃，成为著名的学者。当然，特出绝伦的学

者总是少数，同样是教授，还可以细分为不同层次。
有的人是名副其实的教授，有的人勉强称得上教授，
有的人有教授之名而无教授之实，有的人却足以当

“教授的教授”。
要想在学术长跑中超越他人，取得令人瞩目的

成就，既要跑得快，又要跑得时间长。在学术之道上

跑得远的大学教师，除了每天的工作时间较长以外，
还有工作年限也较长的因素。有研究指出，在我国

至少于法定的６０岁退休年龄之前，在统计意义上，
学者的科研活力总体上呈现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的趋

势，没有明显衰减迹象；但不同学者职业生涯的活力

表现存在明显差异。３５岁以下具有产出优势者，其

随后各年龄段的产出与之显著正相关，换言之，早期

与前 期 活 力 对 随 后 不 同 年 龄 段 的 产 出 具 有 预 测

性。［１９］

有研究证明，美国大学教师的年龄与他们的科

研能力明显 正 相 关，在 七 十 岁 之 前，教 授 的 年 龄 越

大，其科研能力越强。科研能力的巅峰不只是出现

在一个年龄段而是多个年龄段，３２岁、３９岁、５９岁、

６９岁多是发 表 论 文 的 高 峰 年 龄。随 着 人 类 寿 命 预

期的大幅增长，加之科研复杂程度的日益加深，科研

上大器晚成的年龄已经也将会相应延迟。［２０］不过笔

者认为，由于我国多数高校教师还是按规定于６０岁

退休，所以基本上不大可能出现美国那样６９岁的发

表论文高峰期。
不 同 学 科 大 学 教 师 出 成 果 的 年 龄 也 是 有 差 异

的。一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获得标志性成

果并取得同行认可的年龄要大于理工科学者。以下

我们以实证数据考察我国大学教师取得标志性成果

的年龄。
通常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成果都是得到学

界广泛认可的标志性成果。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

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是我国自然科学技术

领域的国家级三大奖，每年评选一次。表１统计分

析了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高校国家科学技术获奖者的年

龄，其中获奖项目一般都是集体完成的，表１只统计

了第一完成人获奖当年的年龄。

表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高校国家科学技术科学奖获得者获奖当年年龄的统计分析

年度
自然科学奖

获得者人数

实际统计

人数
平均年龄

技术发明奖

获得者人数

实际统计

人数
平均年龄

科技进步奖

获得者人数

实际统计

人数
平均年龄

２０１４　 ２７　 ２７　 ５３．０　 ３８　 ３７　 ５２．８　 １１５　 ９１　 ５４．４

２０１５　 ３４　 ３４　 ５２．３　 ３２　 ３２　 ５２．６　 １０８　 ９０　 ５４．５

２０１６　 ２８　 ２６　 ５３．９　 ３８　 ３４　 ５４．５　 １０６　 ８３　 ５４．７

总计 ８９　 ８７　 ５３．１　 １０８　 １０３　 ５３．３　 ３２９　 ２６４　 ５４．５

　　注：１．资料来源于教 育 部 科 技 发 展 中 心 编 撰 的《高 校 获２０１４年 度 国 家 科 学 技 术 奖 励 情 况》（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ｔｅｃｈ．ｅｄｕ．ｃｎ／ｃｎ／ｋｊｊｌ／ｇｊｋｊｊｌ／

ｓｊｘｍ／２０１５／０１／１４２０６５２７１６３６３４２２．ｈｔｍ），《高校获２０１５年 度 国 家 科 学 技 术 奖 励 情 况》（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ｔｅｃｈ．ｅｄｕ．ｃｎ／ｃｎ／ｋｊｊｌ／ｇｊｋｊｊｌ／ｓｊｘｍ／２０１６／

０１／１４５２４５６２３６７０８７４２．ｈｔｍ）和《高 校 获 ２０１６ 年 度 国 家 科 学 技 术 奖 励 情 况》（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ｔｅｃｈ．ｅｄｕ．ｃｎ／ｃｎ／ｋｊｊｌ／ｇｊｋｊｊｌ／ｓｊｘｍ／２０１７／０１／

１４８４６１４７００８００５８９．ｈｔｍ）；２．为简明直观，三大奖都不分等级进行统计；３．所统计奖励项目都是通用项目。

　　从表１可以看出，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高校国家级三

大奖获奖 者 的 平 均 年 龄 非 常 接 近———无 论 哪 个 年

份，无论 何 种 奖 项，平 均 年 龄 都 在５２岁 至５４岁 之

间。各年国 家 科 技 进 步 奖 获 得 者 的 平 均 年 龄 都 是

５４岁，比国家 自 然 科 学 奖、国 家 技 术 发 明 奖 获 得 者

的平均年龄长１岁。这可能与国家科技进步奖注重

研究成果产生的经济效益，与生产部门关系密切、更
需要产学研结合，因而领军人才身份地位较高、年龄

略大有关。当然，也有一些获奖者的年龄在４５岁至

４９岁年龄段，但 也 是 接 近５０岁 了。表１的 统 计 分

析证明，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大学教师一般都在中

年以后才产出重要成果或成为领军人才。不过相比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高层次奖励的一、二等奖获得

者，他们还是相对年轻一些。
目前我国人文社科领域最高层次的奖项是高等

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每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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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一次，具有很高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表２统计

了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发布的第五、六、七届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独立

或第一获奖者获奖当年的年龄，从中可以看出人文

社会科学学者产出重要成果的年龄一般也都在５０
岁以上。

表２　第五、六、七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奖获得者获奖当年年龄的统计分析

届别
一等奖

获得者人数

实际统计

人数
平均年龄

二等奖

获得者人数

实际统计

人数
平均年龄

三等奖

获得者人数

实际统计

人数
平均年龄

第五届 ３８　 ３８　 ６０．３　 ２０５　 １９８　 ５３．６　 ３９２　 ３７６　 ５０．４

第六届 ４５　 ４４　 ６５．２　 ２５０　 ２４７　 ５７．７　 ５１８　 ４９３　 ５３．０

第七届 ５０　 ５０　 ６２．５　 ２５１　 ２３８　 ６０．５　 ５９６　 ５７９　 ５１．８

总计 １３３　 １３２　 ６２．７　 ７０６　 ６８３　 ５７．３　 １５０６　 １４４８　 ５１．８

　　注：１．资料来源。（１）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第 五 届 高 等 学 校 科 学 研 究 优 秀 成 果 奖（人 文 社 会 科 学）获 奖 成 果 简 介．北 京：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２０１０年，第２－４５页；（２）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获奖成果简介．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６２页；（３）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获奖成果简

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７０页。２．“实际统计人数”是指能够查证核实年龄 的 获 奖 者 人 数，有 少 数 获 奖 者 未 能 查 知 其 出 生 年

份，未列入统计。３．个别已经去世的获奖者，以其享年进行统计。

　　由于时间越早越不容易统计完全，表２只统计

了近三届获奖者的平均年龄。表２的数据显示，每

届无论何等奖项获奖者的平均年龄都在５０岁以上；

其中一等奖获 得 者 的 平 均 年 龄（６２．７岁）比 二 等 奖

获得者的平均年龄（５７．３岁）大，二等奖获得者的平

均年龄又比三等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５１．８岁）大；

每届一等奖获奖者的平均年龄都在６０岁以上，第六

届甚至达到６５岁。这说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要做

出公认的高水平成果需要多年的积累，产出成果所

获奖项层次越高，所需周期越长，因而获奖者年龄越

大。虽然不排除其中有学者因年资增加影响较大从

而比较可能得到认可，但总体上还是表明人文社科

的重要成果通常是中年以后做出的。

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还可以从发表论文方面进

行分析。２０１７年３月，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

心联合 编 撰 的《复 印 报 刊 资 料 重 要 转 载 来 源 作 者

（２０１６年版）》发布。该报告针对报刊资料转载学术

论文数量较多且论文被学术同行评议为质量较高的

作者，结合转载分析法和同行评议定性分析法进行

了分析。选取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被复印报刊资 料 转 载

论文５篇及以上的第一作者作为按指标进行转载分

析的来源作 者，５２５名 作 者 最 终 入 选。入 选 作 者 的

年龄大致呈正态分布，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出

生的中年学者是最集中的作者群，老年学者和青年

学者依次减少。分学科入选作者年龄的分布规律与

总体情况基本相符；大多数学科入选作者群体的出

生年代集中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但法学、政治学、教

育学、工商管理等学科作者的出生年代集中于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

表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

来源作者的年龄分布

出生年代（２０世纪） 年龄 人数 百分比

２０年代 ８６－９５　 ２　 ０．４

３０年代 ７６－８５　 １３　 ２．５

４０年代 ６６－７５　 ４２　 ８

５０年代 ５６－６５　 １８２　 ３４．７

６０年代 ４６－５５　 １８２　 ３４．７

７０年代 ３６－４５　 ８６　 １６．４

８０年代 ２６－３５　 １８　 ３．４

本文根 据《复 印 报 刊 资 料 重 要 转 载 来 源 作 者

（２０１６年版）》的入选者年代分布图［２１］，统一以２０１５
年为基准推 算 作 者 的 年 龄 段，转 换 成 表３。从 中 可

以看出，２０世 纪５０－６０年 代 出 生 的 学 者（４６－６５
岁）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出高影响力或高水

平论文最多的群体，占总数的６９．４％。因此，大体上

我们可以说４６－６５岁的阶段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

发表高影响力论文的黄金时期。从表３来看，人文

社会科学学者很少能在２６岁以前发表多篇高影响

力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的都是论文，

而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

文社会科学）以著作为重，越高层次奖项的著作比例

越大。著作 通 常 是 在 发 表 论 文 的 基 础 上 积 累 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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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

会科学）的学者年龄通常更大。
在我国现有人事体制下，６０岁退休是大学教师

人生中一个重要关口。然而水平越高的教师所受影

响越小，他 们 的 学 术 生 涯 可 以 顺 利 跨 越 这 个 关 口。
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的著名学者，他们在退休前已

经积累了很高的学术声望和社会资本，在退休后仍

然有许多资源可以利用，而且也是学术刊物、出版社

以及年轻教师竞相争取的对象。费孝通、季羡林、启
功等著名学者的大量著作都是６０岁以后出版的，其
影响力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大。因此，在学术长

跑中要达到高远境界，速度与耐力都很重要。

三、影响学术产出的诸因素

为 什 么 不 同 大 学 教 师 的 学 术 生 涯 差 别 如 此 之

大，除了跑得时间长以外，还在于不同的学术产出。
学界对大学 教 师 学 术 生 涯 的 成 功 因 素 有 过 许 多 探

讨。笔者认为，除了无法选择的先天因素，影响大学

教师学术产出的因素相当多元而复杂，学术信念、服
务机构、不同学科、研究专题、所处区域等都是相关

因素。概括地说，影响大学教师学术产出的因素可

以分为内在与外在因素两类。

１．内在因素

（１）学术信念与志向。教师的教学信念决定课

堂教学质量 高 低 和 教 学 改 革 成 败。［２２］同 样，大 学 教

师的学术信念、学术志向和职业态度也会对其学术

产出产生 长 远 而 明 显 的 影 响。“功 崇 唯 志，业 广 唯

勤”，志向与学术成就有密切的关系。韦伯认为，走

学术道路需要对学术的热情和志向，“没有这种圈外

人嗤之以 鼻 的‘陶 醉 感’，没 有 这 份 热 情，没 有 这 种

‘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

中等待’的壮志———全看你是否能够成功地作此臆

测———你将永远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召唤；那 么 你

应该去做别的事。因为凡是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从

事的事，对于 作 为 一 个 人 的 他 来 说，都 是 不 值 得 的

事。”［２３］热爱自己 从 事 的 职 业，怀 有 激 情，往 往 是 取

得较高学术成就的重要因素，因为热情是获得学术

灵感、产生思想火花、激发创造性的诱因。著名数学

家丘成桐根 据 自 己 的 体 会 这 样 说：“立 志 要 做 大 学

问，只不过是一刹那间的事。往往感情澎湃，不能自

已，就能够将学者带进新的境界。”［２４］所以从长远来

看，大学教师的学术信念、内在热情与最终能达到多

高学术成就具有密切的关系。
（２）勤奋与拼搏精神。业精于勤荒于嬉，勤奋、

能吃苦，不怕困难，敢于拼搏是取得较大学术成就的

基本条件。“一个学者应该有真正拿得出手的代表

作或标志性成果。有如下围棋者棋力不同段位不同

一样，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功力是可以感觉出来

的，也具有无形的‘段位’。不从事艰苦的原创劳动，
不具有甘于寂寞淡泊名利的精神，只图方便快捷，轻
轻松松地做学问，很难出精品出上品，也永远成不了

高水平的学 者。”［２５］所 有 取 得 卓 越 成 就 的 大 学 教 师

都是勤于耕耘的学者，敢于向难度大的选题发起挑

战，不畏艰险才有可能取得超越常人的成功。如果

不能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学术研究，无论多么

聪明的头脑也很难产出质高量多的成果。如果只选

容易的问题、做轻松的研究，那么也很难产生影响重

大的成果。
（３）好奇心与求知欲。是否具有好奇心是能否

持续深入研究一个问题或事物的重要因素。因为科

研往往是探究未知世界，或发现新知，或创发新解，
没有好奇心与求知欲就不大可能做出重大成果。面

对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好奇心能够使学者对未知世

界充满期待和渴望，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去观察、
探索和发现。求知欲是对知识或了解未知世界的渴

求，是一种强 烈 要 求 得 到 满 足 的 欲 望，这 对 发 现 新

知、创发新解亦非常重要。不同学者的好奇心和求

知欲差异巨大，有人经过多年应试的重压，好奇心几

乎被磨平了。有人无论经历了什么坎坷和磨难，始

终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做出较高学术成

就的大学教师多数都具有强烈的求知欲，而且往往

对新事物抱有好奇心。
上述为影响大学教师学术产出的几个主要内在

因素。当然，勤奋与拼搏精神，信念与志向是获得事

业成功的普遍要素，其他行业的成功者通常也需要

这些要素，但学术志向、热情和兴趣，尤其是好奇心

与求知欲更是影响大学教师学术产出的特殊品质。
其他如学习与科研习惯、严格规范的专业训练等等，
也是影响学术产出的内在因素，限于篇幅而不一一

述及。

２．外在因素

（１）毕业与工作的院校。学校、导师和同学都是

影响大学教师学术成就的因素。就读名牌大学，无

论是教师水平、教学设备和图书、高水平学术报告的

机会，还是同学的人脉、积累的社会资本等等，都比

普通大学优越许多。而在同一大学同一学科，不同

导师所能泽惠学生的社会资本也有相当大的差异。
“看出身”的资本是与生俱来的，但“拼师门”却存在

择善而从 的 选 择。正 所 谓“本 科 选 学 校、硕 士 选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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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博士选导师”，对要走学术道路的年轻人而言，选
择德艺双馨、学术卓越的导师，往往能“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因此学缘关系对学者的学术生涯大

有助益。
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院校任职的大学教师，其

学术产出也有明显差别。研究型大学教师的学术成

就多数比非研究型大学教师的更大。除了教师自身

素质和水平的差别以外，平台所提供的机会和经费

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同层次大学和研究机构

的环境、著名学者人数、图书规模和交流机会等差异

很大，身处不同研究平台，交往的对象也颇为不同，
谈笑有鸿儒，有高水平的同侪一起切磋，大家声气相

通，发展的机遇与速度自然也有所不同。
（２）学科与研究领域。同一大学不同学科的研

究经费、论文发表、教师收入等也存在巨大差距。不

同学科学术产出的速度颇为不同，身处强势或热门

学科，论著更容易发表和出版，被引用的概率也大得

多，更容易积累学术声望。而冷门学科无论是申请

课题、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的机会，还是论著被引用

的可能性都小得多。甚至同一学科不同研究方向或

专题的学术产出率也差异颇大，收获大不一样。如

果发掘的是一座学术“富矿”，就可以大大加速学术

产出。如果选题不当，犹如在贫瘠的矿山掘进，只会

事倍功半。应对国家重大需求、适应时代发展趋势

的研究领域往往更容易获得课题资助，论著也更容

易发表，学者做研究的动力充足，自然会有更多学术

产出。
（３）地理位置。同样水平的学者因所处区域和

城市不同，积累学术声望的速度也有差异。在幅员

辽阔的国家，通常工作于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城市

的学者积累学术声望的速度更快。如在首都或省会

城市工作的学者，其获得各种资源和信息的机会比

在地级城市工作的学者大得多。尤其首都不仅是政

治中心，而且往往是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高水平大

学、著名学者、重要刊物、重大学术活动等都集中于

此，身处首都的大学教师通常能获得更多机会。当

然，互联网时代的区域差距有所缩小，例如在信息交

流方面，不同区域学者便没有太大差别。但在参与

决策咨询、出席高层次会议或活动、与权威刊物和媒

体联系等方面，地方与大都会学者的机会还是有很

大不同。
（４）学术权力。学术声望是学术界同行对于具

有高深知识者的外在价值评价。学术权力、权威和

声望具有内在关联，学术权力越大，越容易获得权威

和形成声望；反过来，学术声望越高，也越容易形成

权威并获得权力。［２６］而具有学术权力的学者可以更

方便地获得课题和经费，更容易发表论文，更可能以

学术权力助力学术产出。此外，学术权力与行政权

力往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学术权力一般都为兼

任行政职务的学者所掌握，不过兼任行政职务从时

间上又对学术产出有所局限。既能够以官助学，又

能够产出较多学术成果，平衡好这一对矛盾是一项

艺术。
（５）考核与奖励机制。有研究表明，在大学教授

群体中，高质量论文的作者更多出自感到研究压力

大的群体，而发表论文较少且质量不高的教授所感

受到的研究压力相对较小。［２７］虽然当今大学的量化

考核与聘任机制受到许多批评，但应该承认正是因

为有这些刚性的考核与晋升指标，许多大学教师才

会尽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与考核传递压力相对

应的是正向奖励机制，其也是大学教师积极从事学

术研究的一大动因，两者异曲同工，都对学术研究起

到重要促进作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无论是

以发表ＳＣＩ、ＳＳＣＩ刊 物 论 文 作 为 续 聘 条 件，还 是 高

额奖励在高影响因子刊物发表论文，其国际论文数

量都迅速提高，在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名次也明显提

升。当然，我国每年发表ＳＣＩ论文数量已名列世界

前茅，付出的 版 面 费 也 数 额 惊 人，在 推 升ＳＣＩ出 版

产业壮大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
影响大学教师学术产出的因素并不止于上述几

点，本文只是简略地论述了几项主要因素，但从中也

可基本看出，大学教师的学术长跑最终能够达至多

远取决于许多复杂因素。
总之，大学教师的学术生涯既有平稳和充满期

盼的一面，也有曲折和充满挑战的一面。不同大学

教师的学术生涯或长或短，行百里者半九十，真正能

做出卓越学术成就的大学教师总是金字塔顶端的少

数人。不少大学教师退休后便完全过上了休闲的日

子，也有不少教师仍然执迷于学术，乐此不疲。笔者

认为，鉴于我国人均寿命的增长，各高校根据实际情

况自行制定差别性的退休年龄政策是有道理的。从

长远来说，还是要适当全面延迟退休年龄，以使大学

教师尤其是文科大学教师的智慧能够更好更多地发

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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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

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２）期刊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Ｊ］．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３）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原文

主要责任者．原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４）报纸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Ｎ］．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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