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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广东文化强省各项工程建设中，学报也是其中的主要文化元素，具有帮助、参与、引领各项文化强省工程建设高效

推进的巨大作用，应该在文化强省建设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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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文化强省”，各个方面都应该给力，学报界

也不例外。 学报，是指“学术团体或高等学校定期出

版的学术性刊物”［1］。 事实上，学报是科学文化研究

的阵地，所发表、传播的科学研究成果，具有突出的

科学研究性———学术性。 学术性的研究成果，主要

成分是学术性科学技术和学术性知识，是能够形成

学术性文化积淀的好成果。在广东文化强省建设中，
学报可以也必须在帮助、参与、引领各项文化强省工

程建设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并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 文化强省建设中学报应有的“助建”功用

广东文化强省建设中的实施提高公民文化素质

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提升工程、实施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工程、实施文化精品工程、实施文化产业

集聚发展工程、实施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程、实施

文化“走出去”工程、实施文化改革创新工程、实施高

端文化人才培养和引进工程、 实施文化建设保障工

程等［2］要如何去完成好，需要开展理论探讨，形成相

关的理论体系用以指导实建工作的有效开展。 学报

可以提供一个平台，大量发表相关理论探讨的论文，
大力支持相关理论体系的形成， 为十大工程高效建

设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
各种学报应该设立专门的栏目，如设立“文化建

设研究”或“文化强省研究”或“岭南文化建设研究”

等，并把这一栏目放在第一位置上，彰显学报对文化

强省的重视。通过设立专门的文化强省栏目，并做好

必要的宣传推广工作， 就会使文化强省专题栏目发

挥应有的作用： 一方面让广大的学者和科研工作者

了解学报有此栏目， 使他们能够踊跃地把自己撰写

的适用文稿投到学报发表； 二方面让广大读者了解

学报有此栏目， 吸引读者阅读和利用好学报中的专

题研究成果， 以文化强省专题研究成果指导广大读

者更好地投身到更深层次的文化强省研究或直接的

文化强省建设工作中去， 在促进文化强省建设中做

出更大的贡献， 发挥好学报间接服务文化强省的功

用；三方面通过定期（如 3 期一送）或定篇（如 10 篇

一送） 为各级政府领导组织报送学报发表的专题研

究文稿，让地方政府领导通过阅览相关文稿后，能以

更好的理论依据指导本地方的文化强区建设， 取得

最好的文化强区效果。 要办好学报的文化强省专题

栏目，还必须发挥好作者与编辑双方面的作用。发表

一篇好文稿，是作者的功劳，也需要编辑付出辛勤的

汗水。 学报编辑应积极指导作者反复修改好每一篇

其所撰写的专题论文， 确保学报文化强省研究栏目

发表的文稿都是好篇章。 好文章才能有好的文化辐

射功用，才能在文化强省中发挥更大的参考作用。而

学报编辑要做好指导作者修改好论文的工作， 就必

须提高自己的研编实力。在文化强省建设时期，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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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首先要有对文化强省建设工程的准确理解，明

确其主旨、内容和策略，了解整个建设蓝图，做文化

强省建设研究的明白编辑。其次，学报编辑应该对民

族精神有更好的解读。文化强省建设，实质上就是在

对民族精神进一步弘扬的前提下， 促进本地区的全

面大发展。学报编辑对民族精神有了更深刻认识，就

会带来对文化强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再次，学报编

辑还要对文化强省建设时期的方方面面更加关注。
文化，即人类社会的一切；一切皆文化。 文化强省建

设，包含着人类社会全面发展水平的提升。学报编辑

对本地方全面发展有了更好的了解， 肯定会带来对

文化强省建设有更全面的理解。 通过提升自己的实

力，学报编辑就能在文化强省建设专题栏目的组稿、
编稿、用稿中得心应手，与作者一起合力打造学报中

的又一超强“名栏”，以更好的专题研究成果服务社

会。为了办好专题栏目，学报编辑部还可以开展专题

学术活动。文化强省建设工程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项

目众多，内容丰富。学报编辑部通过分期定题召开专

题学术研究会议， 组织学者对某方面展开深刻的探

讨，发表专题研究的系列文稿，就能为促进本地区的

文化强省建设提供权威的理论依据。
帮助作者创作发表出高质量的专题研究文稿，

帮助读者和政府决策者获得高质量的参考依据，进

而在促进文化强省建设中发挥出一定的作用———这

就是文化强省建设中学报应有的“助建”功用。

二、 文化强省建设中学报应有的“参建”功用

广东文化强省建设十大工程中的实施提高公民

文化素质工程与实施哲学社会科学提升工程， 这是

与学报发行目标相适应的两个工程。 学报中由各文

稿形成的知识群， 是提高公民文化素质所需知识的

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学报的质量，就是实施哲学社会

科学提升的重要方面之一。 要把学报办成对实施提

高公民文化素质工程与实施哲学社会科学提升工程

等有“参建”作用的刊物，必须提高学报的学术质量、
科技质量和知识质量。

一是要努力提高学报的学术质量。 学报的学术

质量， 主要表现在学报文稿的科学选题质量和学术

探讨（论证）质量。要提高学报的学术质量，首先是要

提高学报文稿选题与定论质量。 学报中的文稿绝大

多数是论文，好的论文肯定有值得研究的题目，有必

要开展研究的题目才有学术意义。选题，就是选定学

报文稿需要开展研究的项目（总题目）。 所选定的题

目属于值得开展必要研究领域的， 就会使文稿有更

突出的学术价值。定论，就是确定学报文稿的文中各

级论点，即确定学报文稿的大、中、小各级分层论证

的论点标题。 好的选题和定论，才能带来好文章。 其

次是要提高文稿的学术探讨质量， 以此来提升学报

的学术质量。论文，在于论证，在于研究。学术质量高

的文稿，通篇都有论证，都会对文中的大大小小论点

进行必要的论证。 好的文稿应该使每个小论点的内

容都是围绕着中论点进行论证的中论点组成部分，
各个中论点的内容又都是大论点的组成部分。 好的

论证， 先得有好的论证方式方法。 那些从合适的角

度、较宽的论面、清晰的条理等去进行的论证，是高

质量的论证。 好的论证，也得有好的论证材料。 能起

作用的论证材料， 就是那些从多角度对论点加以多

方面论证的综合性材料。 探索发现、实验新得、经典

文献、名篇名言等，都是最好的论证材料。 能对论点

作充分性论证的那些普通材料，也算是好材料。好的

论证，还得有好的结论，学术质量高的文稿都有很好

的结论。好的结论是对论证的科学归纳，是论证的升

华，包括合适的论点结论和很好的主题结论（总的结

论）。 在归纳的基础上进行推论而形成的结语，又是

更好、更妙的结论。 通过作者与编辑的通力合作，促

使学报所发表的文稿都有好的选题、准确的定论、充

分有力有据的论证和精妙的结论， 就能确保学报有

较高的学术质量。
二是要努力提高学报的科技质量。 学报的科技

质量，主要指学报文稿的科学技术含量，包括技术方

案、论证技巧等。 要提高学报的科技质量，首先是要

提高理工科学报中高质量科研论文和技术报告等文

稿的比重。 理工科方面的高质量科研论文和技术方

案所含的新技术，都是科学的技术，有较高的科技质

量。理工科方面的实验技术和推理技巧等，也是科学

的技术。 选题合适，通篇是一个完整的新技术方案，
这样的科研论文和技术报告才是科 技质量高的 产

品。 其次是要提高社科学报文稿的论证技巧含量与

质量，以此来提高学报的科技质量。社科学报文稿的

论证技巧，又是一种科学技术，为读者 提供如何合

理、有效地去论证某一论点的创新思维方式。好的论

证技巧， 包括理工科文稿中适用的论点推理方式方

法和社科文稿中适用的论点证明方式方法等。 在理

工科文稿中，提倡运用充分、完善又有新意的推论技

巧进行有关论点的推理论证（包括利用实验数据进

行证明的方式）。这样的推理论证既是文稿的组成部

分，又是一套独特的技术方案，是推理论证某一论点

的技术组合。在社科文稿中，提倡利用多种佐料和新

的思维方式对论点进行有理有据的论证。 那些能为

人们提供新的论证思路并启迪人们产生新思维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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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技巧， 也是很好的技术套路。 在合理运用演绎论

证、因果论证等传统论证方式的同时，学者们应该创

新利用 SWOT 论证、纳米原理论证、真空原理论证、
角色互换论证等新的论证方式方法， 为人们提供更

好的论证思维方式。 能为人们提供新思维方式的论

证技巧，就是科技质量较高的论证技巧。通过作者与

编辑的共同努力， 促使学报所发表的文稿都有好的

技术套路或高明的推理论证技巧， 能为人们提供新

的思维方式，就能提高学报的技术质量。
三是要努力提高学报的知识质量。 学报文稿中

的论证材料、论证技巧和各级结论，都是学报整体知

识体系的组成部分，属于学术研究知识。其中论证材

料知识是运用知识， 论证技巧知识与结论知识是创

新知识。知识质量高的学报，要求学报文稿有好的论

证材料。 论证材料放在文稿中， 既要对论调加以佐

证，也要为人们传播某些知识，论证材料也是知识。
经籍典故、理论依据等是人们公认的知识，也是作者

常用于文稿论点论证的证明材料。 还有那些被作者

运用于文稿论点证明材料的常见社会现象， 特别是

见于诸报刊上的社会现象，是人们的一些认知，应该

是知识群中的一份子。既能起证明论点作用，又能起

传播知识作用， 这样的文稿论证材料才是好的知识

型的论证材料。知识质量高的学报，也要求学报文稿

有好的论证技巧。 新的论证技巧，是一种创新构思，
是一种创造性思维，也就是有价值的新知识。学报文

稿中应该有更多更好的会收到各种 “原来可如此论

证”之功效的创新性论证技巧，确保其有更多的新论

证技巧知识含量，用以提高学报的知识质量。知识质

量高的学报，要求学报文稿有最好的各级论证结论。
好的学报文稿， 作者会对一部分论证做个小结或对

一段论述有个归纳， 对整篇文稿也有开头的倒论或

结尾的总论。 这些结论是作者在文稿撰写中的自创

部分，都是作品创作中的新产品，都是创新性知识。
学报文稿中还应该有更多更好的各级创新性结论，
确保其有更多的结论新知识含量， 从这方面来提高

学报的知识质量。 通过作者与编辑的编修作为，促

使学报所发表的文稿都有丰富的论证材料知识和更

多创新性的论证技巧知识及各级结论新知识， 就能

确保学报有更高的知识质量。
各学报应努力提升自身的学术质量、 科技质量

和知识质量， 为公民文化素质教育提供更好的知识

素材， 积极参与到实施提高公民文化素质工程与实

施哲学社会科学提升工程中去， 在提高公民素质和

哲学社会科学层次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

是文化强省建设中学报应有的“参建”功用。

三、文化强省建设中学报应有的“领建”功用

广东文化强省建设工程，还可以分为软件（上层

建筑）工程和硬件（实质建设）工程。 从内容看，学报

就是广东文化强省建设软件（上层建筑）工程中的一

部分。 办学报，还必须追求学报的文化质量。 办好学

报，一是对新文化建设有贡献，二是对文化积累有贡

献。学报文化质量的提升，主要是从总体上理解学报

质量，综合提升学报质量。
学报文稿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 是人类精

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主要文化内涵来看，学报

所体现的就是精神文化。 通过提高学报载文总体质

量， 使之对新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积累做出更大的

贡献，这说明学报有较高的文化质量。要提高学报的

文化质量， 首先是要促使学报对新文化建设做出较

大的贡献。学报参与当前的新文化建设，就是要满足

社会上的文化建设、经济建设、教育发展等当前所有

对学报的需求。 因为文化是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

总和， 学报只有在全社会的新精神财富创造中做出

贡献， 才能证明其在新文化建设上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 如果能同时在社会上的物质财富创造中做出贡

献， 就证明学报在全社会的新文化建设上是有更大

作用的组成部分。从实际来看，学报文稿在新的精神

财富和物质财富创造（文化建设）中都能发挥应有作

用。一方面，好的学报文稿是相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为相关理论体系建设添砖加瓦，促进相关理

论体系的建设。每个理论体系，都是社会精神财富的

一部分。搞好了理论体系建设，也就是对社会精神财

富创造发挥了作用。二方面，高质量的学报文稿能在

被阅读中帮助读者提高文化素质，引导读者在工作、
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向好的方向发展，成为优等公

民，进而提高全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全民整体文化素

质的提高，就能在社会上的民族精神、民心意向、社

会风气等方面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 促进新文化建

设（文化氛围形成是新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三方面，
学报中的许多科研课题都是围绕地方经济建设需要

而展开的，有建设性、创造性的文稿能有效地转化为

地方经济建设生产力，指导地方实业的发展，对地方

经济建设发挥巨大作用， 帮助地方创造更大的物质

财富。其次，要促使学报对全社会的文化积累做出较

大的贡献，以此来提高学报的文化质量。 千古文章，
都是文化遗产。 获取文化遗产，是文化积累的目的。
学报在长期的出版发行中， 肯定会出现值得长期保

存的好文稿，不断地丰富文化遗产。 “好文稿都有突

出的创新性，能证明旧理论已表述过的物理现象，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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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阐明旧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 还能预测到还未注

意到或将要发生的新现象。 ”［3］好文稿的积累，是对

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充实。好的文稿越多，学报对文

化积累的贡献就越大，学报的整体文化质量就越高。
学报文稿在促进相关理论体系的建设、 提高全民的

整体文化素质、 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以及帮助

地方经济建设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等进程中， 也在不

断地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沉淀增加好文稿，实

现了从积极向上方面对文化遗产不断地添章加文的

文化积累目的。 在人类文化的逐层积累过程中，需要

学报不断地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加以传播利用，使其

中的科学知识不断地积淀、转化为文化产物。而且，那

些探索性的、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文章有更高的文化积

累价值，“文化建设一面积累学术研究创新成果，一

面又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与文化的再积累”［3］。 通过

作者与编辑的再接再厉，促使学报发表、传播更多更

好的并能在社会进步与文化积累中发挥巨大作用的

高质量文稿，就能确保学报有更高的文化质量。
领先一步办好学报， 保证学报有更好的文化质

量， 使之在广东文化强省建设工程中成为更好的文

化元素和文化品牌，影响、带领各个文化阵营特别是

精神文化领域向前推进， 对其他软件工程及硬件工

程的有效构建发挥更好的促进作用———这就是文化

强省建设中学报应有的“领建”功用。

四、结语

以平台作用， 帮助文化强省建设研究理论体系

构建，用理论依据指导、促进文化强省建设；以成员

作用，参与文化强省相关工程构建，用科研成果促进

文化强省建设；以品牌作用，引领相关文化领域的推

进， 用领先一步的影响力促进文化强省建设———这

就是广东文化强省建设中学报要发挥的整体功用。
从总体来说， 重点应该做强做大学报作为文化元素

的功用，全面提升学报的质量，进一步办好学报，使

之成为文化强省构成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要

把学报中的科研成果进行充分转化， 在全省的文化

产业发展、 国民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参考、 指导作

用，让学报间接地参与到全省的物质文化建设中去。
文化强省建设， 是全方位的文化性的区域社会大发

展，学报业也是其中一员，有必要自我做强并促进文

化强省的高效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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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ue Functions of Academic Journals in
Guangdong’s Strengthening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CHEN Jing-zeng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51200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Academic journal is a key cultural element in various sections of Guangdong’s strengthening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Since i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erms of assisting,
participating and leading, it should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 in this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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