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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不同国家的学位类型与层次、训练内容与培养目标有差异，学科间也有差异。学
位论文与著作不同。学位论文因创造性水平的差异可分为不同的档次，原创是最高档的创造。

一个有强烈创造意愿的人，走向实际创造的可能性更大。一个充满了自信的人，生命品质更好；

一所充满了自信的大学，会为社会培养更多杰出人才；一个充满了自信的民族，必走向繁荣兴

旺，必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关键词：学位论文；评价；创造性；原创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８８７４（２０１７）０２－００５０－０４

Ｏｎ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ｌＴｈｅｓ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
ＺＨＡＮＧＣｈｕ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ｕ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８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ｅｇｒｅｅ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ｄｅｇｒｅｅｌｅｖｅｌ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ｉｍｓ．Ｔｈｅｒｅａｌｓｏｅｘｉｓ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Ｄｅｆｅｒ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ｗｏｒｋ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ｈｅｓ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ｎｂ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ｙｉｓｈｉｇｈｅｓｔｌｅｖｅｌｏｆ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Ｏｎｅｗｈｏ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ａｓｔｒｏｎｇｗｉｌｌｏｆ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ｉｓｍｏｒｅ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ｈｅａｄ
ｆｏｒｒｅａｌ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Ｉｆｏｎｅｉｓ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ｈｉｓ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Ｉｆｏｎ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ｓｆｕｌｌｏｆ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ｔｗｉｌｌ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ｍｏｒｅ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ａｌｅｎｔｅｄｐｅｏｐｌｅ．Ｉｆｏｎｅｎａｔｉｏｎｉｓｆｕｌｌｏｆ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ｔｗｉｌｌ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ｈｅａｄｆｏｒ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ａｎｄｐｏｓｓｅｓｓｍｏｒｅ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ｆｕｔｕｒ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ｌｔｈｅｓ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ｙ

　　 我常说，本科生做初步的研究，硕士生作正
式的研究，博士生作比较高级的研究。

实际上，各个人、各地区、各国家有不同的

理解。有的国家还设有副学士、副博士。要求的

高低不尽相同，培养的质量也有所不同。对于博

士还区分了专业博士和学术博士或科学博士，训

练内容与培养目标都有差异。学科间也有差异。

这里，我本人仅就自己的理解来谈谈关于学

位论文的撰写与评价，特别就博士学位论文作一

些讨论。

一、论文与著作有何不同

首先，我想论文跟著作是不一样的。写得再

厚的论文，也还是文，是文章；写得再薄的著作，

也还是著作，是书，是本本，在出版社出版；论

文则发表于刊物。

论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围绕着一两个基本命

题展开的；而著作则自由得多，它可以有多个命

题，或许会有个主题，但可围绕主题而提出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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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题，对这些命题的论证也比较随意，详略不

一，论证的深浅不一，有些还可能不予论证。

形式上，一般论文不宜使用章节形式，著作

则可。这是因为，论文是围绕着一两个基本命题

来展开的，著作则需要以章节形式展开多个命题

的论述与论证。

硕士论文只需要围绕一个中心进行相对的综

述，并有自己一定的见解。对他人已有的研究进

行综合叙述，相当于学习搜集和整理材料，充分

掌握相关的信息。明白关于相关问题已有哪些研

究，还可进行哪些研究，还有什么研究是尚可继

续深入的，有哪些问题是没被注意到的，或者虽

注意到了，但研究还远不够深刻的。

博士论文则必须有自己的创造性见解，不

仅对所研究的问题充分地掌握已有信息，还需

要有对已有研究的深入分析，分析它们有何可

取，又有何不足乃至错误。俗一点说，总力图

对已有的研究挑一点毛病出来。其实，能挑毛

病，就是一种学术能力，反映学术水平。说了

已有的不足，还要自己 “足”起来；说了不好

的，需进而提出好的来。在很多情况下，做学

问就是在别人看到的一片平静的湖面上还看到

一丝漪涟。

形式上说，论文在 “论”，著作在 “著”，合

起来说，就叫做论著。有些著作只述无论，但论

文必论。若著作中有据有论，这就可以叫做学术

专著了。既提出了论点，又给予了论证，乃专著。

在评职称时，常对申请职称人员的著述是否专著

有不同看法。后来，我提出一个判定标准：看这

部著作中是否包含有作者提出的三个以上的命题？

这有利于判断，而且有利于促进教师提高论著的

学术水平。有没有属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论题，

这是衡量学术水平的基本标志。总之，著作可论

可不论，但是论文必须有论，这又叫做史论结合，

论文必有之。

二、论文有何不同档次

形式逻辑的基本知识告诉我们：由概念组成

命题，由多个命题形成推理或论证。

论文的创造性档次也就可以分为三种：一种

是对已有的命题给出论证；第二种是，提出了自

己的命题，是否给出了论证则是另一码事；第三

种是，还提出了自己的概念，即概念也属于自己，

第三种创造才被称之为原创。

对于代数基本定理 （即代数方程根的存在性

定理），至少有了５０种证明。这些证明都算创造，
然而，这都属于第三档的创造。

哥德巴赫猜想的提出是更高档的创造。中国

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王元、潘承洞等对推动

这一猜想的研究作出了不同的贡献。但这些贡献，

相对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提出本身，只能是次一档

的贡献。猜想的提出较之对猜想的回答，学术价

值更高。在很大程度上，科学是由猜想推动的，

由假想或假设推动的。

诺贝尔科学奖给谁？举一例说明，杨振宇、

李政道提出了宇称不守恒的猜想，而证明了这一

猜想的，是杰出的华裔女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

可是，诺贝尔奖是颁发给杨、李的。

有人说：关键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然而，

你分析的问题、去解决的问题从哪里来？

会问的人与会答的人相比，谁的创造性更高？

创造力更强？我们的汉语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把知识、见解等叫做学问，

它们是怎样得来的呢？问来的，如果努力学着问，

就极有可能拥有更多的学问。学 “问”的结果是

学问。不急着回答，让自己的思绪尽量沉浸在询

问、探问之中。

我结合着自己做学问的经历来谈一下。

有一个 “学会关心”的口号，我围绕它提出

了５４个问题，这就避免了肤浅的理解。
上世纪９０年代我们社会关注了人的素质及相

关的素质教育。我写了一本书，书名即 《素质：

中国教育的沉思》。书中实际上是１０１个问题，问
加答，就成了书。

我的著作 《思想的流淌》里，辛继湘博士作

了一个统计：其中有 ３４０９个 “人”字，有 ３０００
多个问号；对此事实，我概括为 “人问着，问着

的人”。可以说，人一辈子能走多远，就看问了多

少；当然不只是问的数量，还有问的深度，但问

得多，深的可能性也大。不问或少问，又谈何深

度呢？深刻性本身也离不开问的过程。

我备课主要也就备问题，带着一荷包问题进

课堂，常常是一堂课始于问题，也终于问题。我

作学术演讲，事前也是围绕一个主题而备问题。

可以说，我总是问着的，问天问地问人问自己，

跟他人聊天也绝少斩钉截铁，多为商讨式的，玩

笑式的；无一言九鼎，只有欢笑和余味，或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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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串串，笑声片片。没有一本正经，更无装腔

作势，只有别出心裁，伴随着 “语不惊人誓不休”

的潜意识。

应当没有夸张，我的各种问在十万个以上。

问了如此之多，难道不会有几个问得比较深刻的

问题吗？我的一千多篇论文、百多部著作，是从

哪里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问出来的。毫无疑

问，学问是问出来的。

我把问看得如此重要，所以一直在学问，一

直在教问。并且，我认为，常问、多问的学生是

好学生；爱问、善问的学生是更好的学生；能把

教师问倒的，是最好的学生。相应地，引导学生

多问、常问的是好老师；能让学生善问、爱问的，

是更好的教师；能引导学生把自己问倒、自己被

挂在黑板上的，是最好的教师。

哲学上有一个怀疑主义。所有哲学家都是怀

疑论者，并且走上怀疑主义之路。所谓怀疑，即

怀有疑问；而哲学家们有怀疑到底的爱好，喜爱

寻根究底，并且，那个底和根可能就是哲学，至

少他们认为哲学就在那里。笛卡儿是怀疑主义的

代表人物，他的信条便是：怀疑一切，唯有那个

怀疑着的我，是不用怀疑的。

人的天性是问着的，因此，哲学就可能在每

个人身边。一直保有这种天性，并发展它，就可

能走近哲学了。故而，可以说，每个人都可通过

怀疑而走进哲学。

由此，我们也可看到，人们走向更高档的创

造的可能性是普遍存在的。如果总是问着，还总

是别出心裁，异想天开，让这种信念伴随自己，

创造之可能性就更大了。

三、何谓原创

开天辟地的创造算原创吗？前所未有算原创

吗？这是一个说法，但只能算一种描绘，尚不能

称之为确切的表达。原创是更高档的创造吧，又

高档在何处呢？“高”之前已有 “低”，这就不可

能算原创了。造出了第一辆汽车的创造，属于原

创吗？造出了第一架飞机的创造应当可以算原创

吗？这跟开天辟地之说差不多。

亚里士多德的 《形而上学》算原创吧？黑格

尔的 《小逻辑》算原创？笛卡儿的 《方法论》算

原创吧？康德的 《天演论》、柏拉图的 《理想国》，

卡西尔的 《人论》算原创吗？对这些问题都可以

作肯定性回答，但对于 “什么是原创”的问题并

没有直面。

前已说到，对已有的、他人的命题给出新的

论证，这是创造，但是较低档的；若自己也提出

的命题，这是较高档的创造；若有关的概念也是

自己提出，这是更高档的创造。在我看来，真正

称得上原创的，是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概念，此概

念可称之为原始概念。这种创造谓之创造了起点

或原点，由此再展开。

第一位提出人权概念，是原创；第一个提出

了美好数概念的，是原创；第一个提出了加速度

概念的，是原创；第一位回答了 “数是什么”的

康托是原创；第一位回答了 “时间是什么”、 “物

质是什么”、“宇宙是什么”、“人是什么”的人有

了原创。

当然，学位论文中若有研究生自己提出的概

念，这就是具有原创性的论文。这种论文无疑是

最高层次的了。

至此，对于学位论文的评价，大体上可由高

到低分为三层：第一等是提出了新概念，进而也

有命题且给出了论证的；第二等是，概念不是自

己的，但自己提出了命题且有一定的论证；第三

等则是概念和命题都不是自己提出的，仅仅对他

人的命题给出了不同于他人的论证。三等都是创

造，唯第一等称得上原创。

四、创造心理学说些什么

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心理学，古希腊人称之为

灵魂学。直到 １８９９年之前，都只有思辨心理学，
后来有了冯特的实验心理学，但后者对前者只是

补充，并非取代。

心理学产生之后，形成了众多的分支，创造

心理学是其中一种。我本人读过一本创造心理学

的书，这可能是２０多年前的事了。隐约还记得一
些，例如说，有２５种创造心理表现；例如，关于
创造的定义，至少有８３种。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
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人文科学中的概念可以给

出多种定义，比如关于创造就有多达８３种的定义；
然而，自然科学、数学科学，在等价的意义下，

一个概念的定义只有一种。什么叫微分？可有不

同形式的表述，但实质是一样的。

在自然科学的理解下，水就是氢二氧一。但

在人文的理解下，水是生命之源，水又是生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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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黄河之水天上来，江南水乡，小桥流小，有

位伊人在水一方，水把天地日月人联系起来；在

人文之下，水活起来了，水自身有了生命。

记得，在２５种创造心理中，第一条心理要素
是自信。这是很有道理的，一切的创造从自信开

始，别人没做过的，我可以去做；别人已做的，

我可以做得更好；别人没想到的，我可以想到；

别人想到了的，我能够想得更好、看得更深、更

远。觉得自己能行，才能迈开第一步；总觉得自

己不如人，第一步就迈不出去。

那些不懂或没有读过创造心理学的书的父母，

大都明白自己的孩子有自信多么重要；而许多的

教师知道，给学生最好的礼物就是送给他们自

信心。

我永远不会忘怀的，是父亲给我的自信。１９４８
年，我在养真小学毕业后考武昌中学，结果名落

孙山。在我父亲把我从武昌带回家的路上，他自

言自语道：“我这小孩是不可能考不上的啊。”言

下之意是：武昌中学搞错了吗？父亲自言自语，

不是为了安慰我，而是在自信自己的孩子，却无

意中给了我自信。

当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父亲得知后的反

应是：“那是当然的。”当我升任高级职称时，父

亲还是那个反应： “那是当然的。”正当我出任大

学党委书记前夕，父亲谢世，若他知晓，也会说：

“那是当然的。”“那是当然的”这句话，伴随着我

走到了今天。我对父母无限的怀念之中，包含了

怀念他们给我的自信。

毫无疑问，我把父母给我的自信必然地传给

了自己的儿孙；又必然地传给了我的学生。只要

有可能，我也传给了同事、朋友和身边的人。我

自信，他人亦应有充分的理由自信。我可以对着

自己的良心说：我从未轻视任何人，包括那些恨

过我的人。当然，我亦必有自己的爱和恨，但这

可与自信和尊重同在。

一个人，有没有创造心理，与读没读过创造

心理学的书不是一回事；有没有创造心理，与有

没有实际的创造也不是一回事；有没有创造心理

与有没有创造行为则常常是连在一起的；有了强

烈的创造意愿，走向实际创造的可能性更大。

一个充满了自信的人，生命品质更好；一所

充满了自信的大学，会为社会培养更多杰出人才；

一个充满了自信的民族，必走向繁荣兴旺，必拥

有更美好的未来。

五、我有原创吗

人皆可为圣贤，人皆可走向创造。差别只在

于是否有更高自觉，差别在于能走多远。

我是人，能否成为圣贤，这是不必去考虑的，

如果多考虑、多想想，就可成为圣贤，那么，圣贤

就遍地皆是了；而若是俯首即拾的东西，那还需要

用圣贤这样的大字眼吗？遍地是黄金，黄金还会值

钱吗？物以稀为贵，稀土比一般泥土贵多了。

上天、父母、教师、同窗好友，都教我创造，

我深深领略了他们之所教，故自己必寻求创造。

我的创造也始于自己的心理：总求不一样。所有

的创造从寻求不一样开始。不一样不一定是创造；

然而，创造必定不一样，必定与众不同。我的格

言之一是：（物质）生活上与众相同，做学问上与

众不同。这大概也算一种创造心理吧。这也是人

人可有的，区别在于：是否更为强烈，是否变为

实际的行为，还有就是：是否总在如此，是否总

想翻出一点新花样，搞出一点新名堂。

有了较好的创造心理，又不断地去践行，搞

出更高档的东西来的可能性就大，机会就多。如

人人都有的那样，我亦有创造。亚里士多德说：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１］１，又说 “人本自由”［１］５。

我认为自由加求知就是创造，因而，创造也是人

的本性。

我所有的一切，并非都是创造，但有不少的

创造；我的创造并非都是原创，但也还有点原创。

按我所理解的创造，在最低档的一类中，尚可分

三类，即对他人已有的命题进行论证，不过其中

有补充性的，有修正性的，还有颠覆性的。当然，

颠覆性的批判又高一层，这几乎是推倒重来的，

又与已有命题相关。

那类中档的创造，即提出了自己的命题的创

造，我可能是相当多的，我想是数以千计了。仅

仅就我提出的实然性命题和或然性命题已足够多

了；而应然性命题必定是极少的，我绝少使用

“必须”、“应当”、 “要”等一类的术语。应然性

命题是学术含量最低的，或然性命题则是学术含

量最富，它给人以最大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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