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在后现代社会境遇中，我国学术期刊出版正在遭遇种种尴尬：市场化把本不属于市场的学术期
刊渐渐拖入商海，精英文化在大众文化的重重围困下产生变异，知识分子生存在失范中现出困顿。社

会转型期的学术期刊需要于自律和他律中实现自身的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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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与其他期刊相比，需要有更多的特殊

秉持，如严谨的科学精神、丰厚的文化底蕴、深刻

的人文情怀、独立的学术品格等。然而，时下我国

学术期刊的姿态却着实耐人寻味：焦躁而落寞，于

市场湍流的裹挟下实施着一场群体性的精神逃亡。

笔者尝试从中寻找一种理论关联来透视学术期刊的

种种现象，然众里寻他却无法摆脱灯火阑珊处的

“后现代”梦魇。

学者们归纳了“后现代”的种种特点，突出强

调其具有否定性、非中心化、碎片化、反正统性、

不确定性等，造成了诸如思想观念的多元共生并

存、文化的大众形态、社会的商品性和消费性、生

存的网络化和复制性及大众传媒的无孔不入等。有

人说“后现代”与其说是一个时代，倒不如说是一

种与社会心态、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相对应的思维

方式、价值立场和态度；它既包含着创造性又隐含

着破坏性，既显示了西方文化积累的积极成果又表

现出了消极性，它是希望和绝望共存、正面与反面

因素汇集的矛盾的社会文化生命体。①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后现代”，有如业

已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学术期刊（特别是人文

◎  张小可

社科类学术期刊）作为传媒形态中的一种，必然受

其影响。本文拟借此描述我国学术期刊在这种社会

文化境遇下表现出来的种种尴尬之态。

一、市场狂潮下遮遮掩掩的商业经营

市场经济狂潮将思想和实践上尚未做好准备的

学术期刊推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学术期刊向来由

主办方提供办刊经费，文人为文向以载道经国为大

业，而不论谋财经营之道；另一方面，文化出版业

改革来势凶猛，许多期刊纷纷转企改制市场化，成

功者腰缠万贯如云汉灿烂，失利者则遭到市场规则

毫不留情的扫荡。在金钱利益驱使下，“版面费”

在学术期刊行当中应运而生且愈演愈烈。由此形成

以学术期刊发稿为业务、以牟利为核心的“版面费

经济”，出现了代写的枪手、代发的掮客和统筹各

环节的中介公司等灰色产业链。

有人曾做过估算，在我国现有近大约6千种学

术期刊中，90%的理科刊物和70%的文科刊物都向

作者收取版面费，其标准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

有的还出现每字一元的高价。2007年中国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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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协会有关负责人透露，国内科技期刊总收入的

36.2%来源于文章发表费。以2007年全国在读研究

生计，超过165万的研究生按照每个人三年必须发

表一篇文章，每篇文章版面费800元来测算，每年

就有4.5亿元的资金在这个市场流动。②有报纸曝

光一家名为《商场现代化》的学术期刊的敛财之

路：该刊曾入选2000年版、2004年版全国贸易经济

类中文核心期刊，于是逐渐增加了刊登论文的数

量，由月刊改为旬刊，由2004年前的每期138页刊

文80篇，增加到每期近400页刊文200多篇，按其所

列价目表每版面收费600元计，四年内仅版面费收

入就达数千万元。③此案中，钱稿交易的行迹着实

太离谱，现实情况中，大多数收版面费的学术期刊

还是遮遮掩掩巧言装点，或多少顾及一下微薄的学

术门面。

学术期刊收版面费的原因多样，有缘于“事业

单位企业化管理”转型，有迫于创收指标的压力，

也有因为办刊经费不足的。何祚庥院士认为，目前

国家和主办单位对期刊的经费支持足以满足一本刊

物基本的运转需要，而很多期刊收取的版面费是补

贴给了编辑自己。④对学术期刊收取作者版面费有

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有人认为其具有合理性，是

学术期刊的存活之道，甚至是“国际惯例”；但更

多的声音却是将其视为导致学术腐败、制造学术垃

圾的“毒瘤”，更有人从法律上分析其不仅违反

《著作权法》，且符合单位受贿罪的构成要件。⑤

然而，一面是学界对“版面费”的口诛笔伐，

一面是学术期刊的三缄其口、我行我素。不难理

解，年复一年的评职称、晋升，研究生毕业及年终

评优、奖金评定乃至工作量计算等都需要有论文做

砝码，巨大的发文需求与有限的学术出版资源的

矛盾，加之利益的诱惑与不尽合理的学术评价体制

推波助澜，使期刊版面成了明码标价可供寻租的摊

位。在不平衡的供求中，金钱成了发表论文的门

槛，作者与刊物之间构成了买与卖、消费与被消费

的关系，学术期刊在规则外羞答答地从事着“卖

血”式的商业经营。更有“文化工业”的咄咄逼迫

和传媒产业化的裹挟，学术期刊的小众传播难挨生

存的清冷孤独，形而上的学术怎敌资本的强力渗

透？学术的金钱“潜规则”日益显化。

 

二、高蹈的学术陷入大众文化的重重围困

在目前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三种文

化形态并存、相互渗透的情状下，最边缘化的无疑

是精英文化。学术期刊作为精英文化的主要载体，

在“后现代”境遇下不免陷入大众文化的重重围困

之中。

曾几何时，娱乐界和商业界流行的“排行榜”

也渐为学术期刊的重要评价方式之一。四年一度的

北大版“核心期刊”遴选业已成为众多学术期刊界

的“奥斯卡”，而由此诱发的种种类似“核心期

刊”的遴选和评比也纷纷出笼，使尚有一定学术公

信力的“核心期刊”被异化。某些机构制造的学术

期刊年度“排行榜”尽管已为许多学者和业内人士

所诟病，却依然在体制与环境的支撑下左右逢源。

本来，一定程度上可作为学术期刊价值参考的引用

率、转摘率、点击率等“影响因子”却成为入榜排

座的主要依据，于是学术期刊之间不惜“抱团取

暖”般地相互制造着引用和点击数据，严肃的学术

质量标准及评价在对“排行榜”的追求中，演绎成

圈子中自娱自乐的游戏。而学术期刊中的种种醒目

名头，不少已沦为如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霍克海默等

所说的“失去质量的符号”，一种再没有别的引申

意义的标签。⑥为了进入评比程序，学术期刊千方

百计地揣摩组织者的意图，按其规定的“标准”模

式投其所好组织生产。评比者们的条条框框成了学

术期刊办刊规则，登上排行榜或获得金字招牌成为

办刊的追求。在此指挥棒下，学术期刊于类型化中

弱化了其最宝贵的独立品格和办刊个性。

在学术期刊的网络出版正成为行业热点话题

时，一些作者借助迅捷、自由的网络，将论文的主

要观点和内容先期发表在博客或有关网站上，期刊

得到文稿时已成明日黄花。同时，网上海量信息获

取的简易便捷也为学术剽窃和造假者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和丰富的素材，而制作好论文只需轻点鼠标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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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群发各编辑部，一篇文章在两三种学术期刊重复

刊出的并不鲜见。也许学术期刊的编辑们从没有像

现在这样心惊胆颤地工作，每一篇来稿似乎都需要

被当成疑犯在网上搜索盘查，于是各种防学术造假

的软件也纷纷研制出来，被当做编辑部的防御工

具。到2006年，我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已跃居世界第

二位，而80%左右的国际论文却分布在零被引区和

低频被引区。⑦ 

在所刊载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学

术期刊在“后现代”境遇下进入了一个中心丧失、

多元化众声喧哗的时代。曾经使用娴熟的一套学

术语言在各种理论和方法轮番登场的试验中进行着

“大换血”；在怀疑主义的语境中各种已确立的价

值和意义都需在“颠覆”与“重写”⑧中重新确认

和命名。标着“后”“非”“反”“新”的种种

“主义”成了炙手可热的词语和理论圭臬。再就是

研究视角下移，不仅大众文化中林林总总的奇闻轶

事堂而皇之地涌进了学者的视野，更有不少研究选

题沉溺于历史和现实的枝节末梢中猎奇斗艳，甚至

制造着学术噱头。浸入了流行时尚与快餐消费元素

的学术期刊向多样化、民间化、边缘化靠拢，著名

专家学者纷纷走出寂寞书斋，频频登台“献说”，

形成了理性的精英思考与感性的大众狂欢联袂共舞

的局面。

三、转型中文化精英生存的困顿

在呈现“后现代”色彩的社会转型期中，面

对现实的变化不居与文化精神的流动莫测，心灵脆

弱的知识阶层首当其冲地遭遇困惑与尴尬。容纳多

元与差异的宽松环境，一方面使各种思想和价值观

念有了充分表达和实践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是传

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消解和新的道德价值体系尚未形

成，产生了去者已去、来者未来的时代“断裂”。

市场化与大众文化勃兴中的“元叙事”危机使知识

分子的神话不再，精英文化无法摆脱自身失落和被

边缘化的宿命，走进如利奥塔所揭示的“知识分子

的坟墓”。

围绕在学术期刊周围的编者与作者，无疑也

被清晰地烙上“断裂”的时代印记。如曼海姆所称 

“漫漫长夜守更人”，也如陈寅恪所说“独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人们大都把怀疑和批判精神作

为知识分子的显著标志。因此创办报刊杂志便成了

他们表达和传播自己思想观点的重要方式之一，中

国近现代文化史上那些骁勇战将创办种种“同人刊

物”的事迹便彰显了这一点。改革开放之初，知识

分子们在积极呼唤和催生市场经济的努力中功不可

没，同时其热忱所至无疑也是渴望在市场化中能够

寻找自己新的栖身之所；但他们却自觉不自觉地做

了市场的婢女。市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

把“双刃剑”，学术理论的生长轨迹和精英文化的

内在发展逻辑是不能依赖市场逻辑和大众口味来运

行的。

信息社会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

和行为方式，迅速蔓延的数字化生存成了人们耳熟

能详的魔咒；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将人们拘泥于狭小

的专业视点内，个人的荣辱得失似乎直接取决于他

们的专业成就，从而沦为视界狭隘的技术匠人或图

谋功利的知识庸人。知识分子精细的专业化也是后

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它使知识分子淡漠了对人与

社会的终极关怀，腐蚀着他们的独立性和批判精

神。⑨不仅学术期刊的作者受如是影响，学术期刊

的编辑出版者也概莫能外。可以看到学术失范现象

中蕴含着普遍的道德困境，应该说，学术失范包含

着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操守问题，更涉及学术制度体

系的构建问题，关涉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及道德

与制度的构建。

四、结语

“后现代”是西方学者对现代性之后的社会

文化流向的一种思考和指认，同时也是对现实社会

形态的一种反映；它既是一种理论思潮，同时也是

一种社会发展的逻辑产物；它作为现代性的一部

分，既承继其母体的种种特质，同时也给予其强烈

的批判和反叛；它给人们带来许多憧憬与期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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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伴随着种种的纠结与困惑。在语焉难详的社会

转型期，必然饱含着复杂性和多样性，诸如市场经

济带来了富足与活力也带来了唯利与冰冷，多元化

带来了宽松与自由也带来了虚妄与破碎，大众文化

带来了多样与丰富也带来了轻贱与喧闹，计算机网

络带来了迅捷与便利也带来了人情的疏远和道德相

对主义的盛行等。身临其境的我国学术期刊及与此

关联的学术文化，在价值取向等方面须在鱼龙混杂

中独具慧眼，葆有学术的纯洁品质和坚定信念。同

时，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学术环境的净化，需要为

学术者具有超越性的道德内省和自律，坚守知识分

子作为社会良知的精神制高点，肩负起所应承担的

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但道德关系受制于社会经济

结构的性质，对知识分子集体的理想期许不能取代

其作为现实个体所具有的局限性。因此，在体制的

大变迁中迫切需要相应的制度重构和新范式确立。

目前层出不穷、触目惊心的学术弄虚作假实为历史

罕见，这与转型期中制度的明显供给不足有着直接

的因果关联。故为达到学术的规范和环境的净化，

更需要完善而有效的制度做规约和保障，积极建构

□ 经营与管理

科学的学术创新体系和评价机制等基础性要素，只

有这样，学术期刊才有望实现有效的突围。

   （作者系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编辑部副主任、副编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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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利奥塔的所谓“重写”不仅仅摧毁了旧的历史,回到没有任何先入
   之见的开端，而且也能意味着体验某种隐藏的东西（参见杨雁
斌、薛晓源编选《重写
  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1-60页）。我国学术
   界也曾掀起“重写”的风潮，如著名的“重写文学史”运动等。
⑨ 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88-
   89、191.

利基（Niche）：来源于法语。法国人信奉天主教，在建造房屋时，常常在外墙上凿出一

个不大的神龛，以供放圣母玛利亚。它虽然小，但边界清晰，洞里有乾坤，因而后来被引来

形容大市场中的缝隙市场。在英语里，它还有一个意思，是悬崖上的石缝，人们在登山时，

常常要借助这些微小的缝隙作为支点，一点点向上攀登。20世纪80年代，美国商学院的学者

们开始将这个词引入市场营销领域。利基市场指向那些被市场中的统治者/有绝对优势的企

业忽略的某些细分市场。具体而言，利基市场是指企业选定一个很小的产品或服务领域，集

中力量进入并成为领先者，从当地市场到全国再到全球，同时建立各种壁垒，逐渐形成持久

的竞争优势。利基市场战略指企业通过专业化经营来占领这些市场，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收

益所采取的策略。

(摘编自高等教育出版社《传媒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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