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人类已

经积累的浩瀚的

知识海洋，每个人

能够汲取的无非

是一滴一勺，对自

己专业以外的知

识 只 是 若 干 碎

片，而“闪光的碎

片同样能体现整

体的精妙”。

图为巴西贫

民窟里已成为著

名景点的塞勒隆

阶 梯 （Escadaria

Selarón），由艺术

家利用各种碎瓷

片创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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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

学术普及，何妨“碎片化”？

葛剑雄

完整的科学素质就应该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这部分，而人文社会科学的普及同样能转化为社

会生产力，对提升社会的管理水平和提高公众的人文素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 什么我要向各位推荐

这本 《从 〈诗经 〉到 〈红

楼梦 〉 ： 复旦人文经典课 》 ？

不仅因为作者都是我熟悉的

同仁 、 各自研究领域的一流

学者 ， 而且因为这是一本优

秀的学术普及著作 。 我还希

望利用这个机会 ， 为学术普

及性著作说几句话 。

长期以来 ，一提到普及 ，

大家往往就认为这是针对初

学者 、文化层次低的 ，普及的

范围越大越好 。 记得当初中

央电视台的 “百家讲堂 ”找我

策划节目时 ， 一再强调必须

适应 70%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的观众的接受能力 。 其实到

了今天 ， 这些标准大多已经

不符合社会的实际 ， 不适应

社会的需要了 。 改革开放以

来 ， 民众的文化程度普遍提

高 ， 当年的初中以下文化程

度者总该提高到初中 、 高中

或大学程度了吧 ！ 现代社会

知 识 和 信 息 的 积 累 越 来 越

多 ， 知识体系的分支越来越

细 ，新知识 、新概念 、新理论 、

新成果层出不穷 ， 不仅公众

有接受普及的需要 ， 就是高

学历 、高学位 、高级研究人员

也需要接受本专业以外的普

及 。 所以社会不仅需要针对

大众的普及 ， 也需要甚至更

需要针对小众的普及 。 下里

巴人需要普及 ， 阳春白雪也

需要普及 ， 只是范围不同而

已 。 普及范围大固然社会效

益显著 ， 小范围的普及同样

重要 ， 而且由于接受普及的

人自身的文化层次高 、 影响

大 ，产生的社会效益未必小 。

对 传 统 文 化 和 中 国 古

代 人 文 学 科 研 究 成 果 的 普

及 还 有 其 特 殊 背 景 。 由 于

20 世纪以 降 对 传 统 文 化 的

冲击以至摧残 ，教育的工具

化 、实用化 、政治化倾向 ，重

理轻文之风 ，知识无用和读

书无用一度盛行 ，造成几代

人 知 识 结 构 和 人 文 素 质 的

缺陷 。 老一代的科学家往往

有 很 高 的 传 统 文 化 造 诣 和

人文素质 ，人文社会科学家

大 多 具 有 专 业 以 外 的 才 能

和修养 ，都有自幼而学打下

的 基 础 。 而 本 来 应 该 在 幼

时 、小 学 、中 学 阶 段 具 备 的

传 统 文 化 基 础 和 基 本 人 文

素养 ，我们这一代与更年轻

的 人 ，即 使 有 了 硕 士 、博 士

学位 ，当了领导 ，成了专家 、

教授 、院士 ，却未必能具备 。

在 不 少 方 面 都 需 要 接 受 普

及 ，甚至需要扫盲 。

还 有人认为科学技术需

要普及 ， 而人文社会

科学不需要普及 ， 至少不那

么重要迫切 。 这来自两种误

解 ：一是以为科学原理高深 ，

不加普及的话一般人连一些

专业名词都不懂 ； 而人文社

会科学成果不难理解 ， 不认

识的字查查字典就行了 。 某

大 学 曾 经 有 一 位 领 导 就 认

为 ， 中文系的研究不就是看

看小说吗 ，还说 “我们理科的

研究成果要得奖很难 ， 你们

文 科 只 要 写 篇 文 章 就 能 得

奖 ” 。 其实这是无知者的无

畏 ， 他们根本不了解人文社

会 科 学 同 样 具 有 高 深 的 一

面 ，并非识字就能读懂 。一是

认为科学的普及有利于提高

全民的科学素质 ， 技术的普

及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 实

际上完整的科学素质就应该

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这部分 ，

而人文社会科学的普及同样

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 对提

升社会的管理水平和提高公

众的人文素养起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 。

人文社会科学界一些人

自设藩篱 ，甚至自吹自擂 ，故

弄玄虚 ， 也为学术普及造成

障碍 。 有人一方面将传统文

化神秘化 ，神圣化 ，另一方面

又自封大师 、传人 ，似乎只有

他才有传授的资格 ， 入他的

门才能得到真传 。 有人片面

强调经典 、原典 ，要求初学者

必须从经典读起 ， 或者只能

学原典 ， 实际上混淆了专业

研究与学术普及的界线 ，误

导了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和非

专业读者 。对专业研究而言 ，

毫无疑问应该以经典 、 原典

为基础和出发点 ， 并应作全

面研究而不问其精华糟粕 。

但对普及对象来说 ， 就既无

必要也不现实 。 传统的经典

文字艰深 、内容古奥 ，像 《书

经 》 流传到汉代时一般儒生

已经读不懂 ， 需要由专家作

注 ；但注文还是太深奥 ，需要

由其他专家作疏 ； 积累到今

天 ，注 、疏 、注疏的注疏的文

字量已是原文的千万倍 。 学

术普及自然只能根据受众的

目的 、水平 、时间选择最合适

的内容 、方式和容量 ，当然应

该选择其精华和适用部分 。

有 些人对 “碎片化 ”的批

评也有失公允 。 专业

研究要讲全面 ， 系统掌握某

一门专业或某方面的知识也

不能 “碎片化 ” ，但对非专业

读者 、非专门教育 、学术普及

来说 ，又何妨 “碎片化 ” ？ 实

际上 ，面对人类已经积累的

浩瀚的知识海洋 ，每个人能

够汲取的无非是一滴一勺 ，

对 自 己 专 业 以 外 的 知 识 只

能是若干碎片 。 只要保证这

是 真 正 的 碎 片 ， 而 不 是 垃

圾 ，并且明白这只是一个整

体 中 的 极 小 部 分 因 而 不 能

代表整体 ，就能做到开卷有

益 ，闪光的碎片同样能体现

整体的精妙 。

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学

术普及的前提 ，对受众需求

的了解 ，精准的选择和有效

的传播手段是成功的保证 。

本书的十位作者与 “一条 ”

联手打造人文经典课程 ，内

容涉及 《诗经 》 、孔孟 、老庄 、

《 史 记 》 、 《 世 说 新 语 》 、 唐

诗 、 宋词 、 《资治通鉴 》 、 《传

习录 》 、 《红楼梦 》 ，涵盖了中

国 人 文 传 统 的 一 些 基 本 典

籍 。 音频课程 4 月底上线以

来 ，在短短数月中已经取得

显著的社会效益 。 相信课程

文 字 内 容 的 出 版 能 满 足 更

多读者和不同受众的需要 ，

并 且 为 传 统 文 化 和 人 文 学

科 的 学 术 普 及 提 供 成 功 的

范例 。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 史

地 理 研 究 中 心 教 授 ， 本 文

为 《从 〈诗 经 〉 到 〈红 楼

梦 〉 》序言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