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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内容摘自北京大学教师教学发

展中心、北京大学写作指导中心（筹）于

2021年6月10日举办的学术论文写作指导沙

龙，本场沙龙邀请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著名作家、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所长曹文轩

担任主讲嘉宾。术语的运用是理性思考的重

要特征，学术研究中的抽象思维必须有术语

甚至是术语链，它们与学理体系的建构、真

理的发现等紧密相关。此外，归纳思维和演

绎思维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有所不同，演绎是

从点走向无限的面，归纳是从面走向有限的

点。所以，归纳法只产生观点，且观点之间

彼此独立，很难形成体系，而演绎是体系构

建的必要工具，体系是演绎思维的必然产物。

在此基础上，有必要通过广泛的哲学和文学

阅读来提升理论素养。

一、讲座精华

（一）术语在学术研究中的意义和运用

概念是用最简短的言辞揭示事物的本

质特征，是对现象的浓缩，而术语又是概

念的浓缩。没有术语的思维是简单的思维，

因为，术语标志着对于世界的认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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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的密度和思维的丰富性密切相关。

广泛的哲学阅读经历对学术研究尤其是

对术语的运用具有重大意义，小说的艺

术与写作方法都与哲学密不可分，比如

小说中“推翻”的概念其实来自哲学中

的“否定之否定”。哲学著作中术语的

密度很大，阅读中会收获思维的紧张感

与成就感。伟大的思想家都擅长选择和

制造新术语，术语有助于突出概念、使

读者产生强烈的印象，比如荣格提出的

“集体无意识”术语令人一目了然。术

语为叙述带来简便性，便于读者识记和

学术传播。同时，要避免走向堆砌术语

的歧途。术语对思维的精确性具有重要

作用，学术写作必须追求精确，用术语

纠正过去思维的笼统与粗疏，从而区分

出细微的层次。米兰·昆德拉的写作往

往用寥寥几个词语支撑全篇，在于其选

择的词汇内涵十分丰厚，如《生命中不

可承受之轻》中“轻”与“重”的哲学

对照，可见词语的威力。人文科学著作

大量借鉴自然科学著作中的术语，促进

了思维精确性的提高，使理论更具有可

信性。

不同于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必须有

术语。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应让读者感受

到小说的明确内涵，“主题鲜明”并不

是小说的优点，因为文学写作重在反映

丰富的事实，不应该陷入概念化。与此

相反，最高级的哲学是离开具体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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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学，抽象程度越高、形象程度越低，

就越是优秀的哲学著作。高度抽象就必

然需要术语，如黑格尔、康德著作中的

术语链很长，有时需要借助专门的辞典

进行阅读。尽管维特根斯坦习惯于用日

常语言进行学术写作，但其著作却晦涩

难读，因为词汇的内涵都被重新界定。

尼采用诗的语言进行哲学表述，与黑格

尔、康德截然不同，但确实表述了深刻

的哲学。原因即在于，“上帝已死”虽

然是形象化的表述，但却是高度的浓缩，

正如中国古代的老庄哲学，高度抽象后

的最简短符号，可以是抽象性的词汇，

也可以是形象性的词汇。日常生活语言

可以产生哲理，但不产生哲学，如“树

大招风”等谚语只是一种哲理，无法用

这类语言勾勒庞大的哲学体系。

青年时期观看前苏联电影的经历，

催化了我领悟到文学艺术作品中存在两

个关系：情节关系与情调关系。有些细

节无关于情节发展，但构成了作品的重

要情调，情调关系高于情节关系。真理

的发现，有助于新术语的问世。真理往

往是简单的，最终需要术语的帮助，比

如“剩余价值”。勃兰兑斯《十九世纪

文学主流》对浪漫主义的风景总结为

“精灵”，夜晚是大自然的精灵游荡的

时刻，“精灵”一词就具有高度浓缩的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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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作为一种理论，不必与实际存在相对

应，不负责解释实际存在，只是丰富人

的精神世界，使人获得精神享受，使物

质性趋于次要位置。这一部分“精神哲

学”的功劳极其巨大，黑格尔、尼采的

哲学都属于精神哲学，是为人类创造新

的精神世界的哲学，可以培养人的想象

力。精神哲学相关理论的产生，必须依

赖于演绎，这种理论可以背对存在，去

创造一个第二世界，而归纳思维只能停

留在发现的水平上，不能到达发明的水

平。只有演绎才能有所发明创造。

为了弥补归纳法的缺陷，有学者提

出了“概率”的概念，却无法保证之后

的概率保持一致。归纳哲学把希望寄托

于经验与实验，但闭合的系统很难运用

到人类社会中。归纳哲学过于相信经验，

比如“被历史证明过的”表述过于泛滥，

“过去”成了唯一的论证。在这种思路

之下，对对象的判断，来自于对现象的

判断，而非对于对象本身的考察。而历

史并非是公正的，过去的事件在今天的

出现，并非是不合理的。于是对历史的

尊敬，变成了对当代的绝对认可。再如

“让事实说话”的表述，把事实看成衡

量真理与谬误的标准，但事实是否真的

有这种力量？“事实”能否证明一切？

人类试图使用演绎法发掘新的知识，

但培根认为演绎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大前

提之中，相当于“什么都没说”。然而，

我们不能否定推理的作用，推理可以推

导出许多知识，比如数学的公式公理。

在所有的理论之中，可以有一部分理论，

（二）归纳哲学的危机

亚里斯多德对比归纳与演绎的思维

方式，更偏重于演绎，指导着西方人思

维。与这种趋势相反，培根《新工具》

强调归纳法的意义，批判极端演绎主义

的迂腐，其后经验哲学在西方占据主流

地位。演绎是体系构建的必要工具，体

系是演绎思维的必然产物。演绎是从点

走向无限的面，归纳是从面走向有限的

点。归纳法只产生观点，很难产生体系。

若干个归纳出的观点彼此独立，是并列

而非派生的关系，不能成为真正的体系，

而体系都在同一集合中。西方人之所以

能写出体系化的长篇学术理论巨著，是

得益于演绎思维，比如《列宁全集》有

六十卷之多，而中国人擅长于将纷繁复

杂的现象归纳为一句话。我们总是习惯

于从不同之中找出共性，学术写作中常

有“可见”这个词，强行产生结论，这

些需要得到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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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何获得演绎推理的起点？

A：演绎和归纳不能完全分开，只是强调不同的侧重点。演绎推理的基点可以是假设

的，也可能是归纳的内容。演绎的目的是为了不停地论证出发点，在难以判断时可

以充分借用波普尔的“证伪”理论。

Q：如果获得了一个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术语，是否意味着我们获得了对这个问题的答

案？

A：有这种可能，人生是依靠一个个答案来维持的，虽然可能会被后来的结论推翻，

但不妨将其作为现存的答案。

Q：您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那么人生的依托和价值体现在哪里？

A：并不是说所有的依托都是不存在的或者值得怀疑的，你可以怀疑“爱”，但我们

必须拥有它。我不建议对世界采取全面的怀疑态度，还是要相信一些东西，才能存

活下来。有些东西经过千年的沉淀，不需要验证和怀疑，比如爱、美、悲悯情怀。

学员体会：

曹文轩老师的报告围绕着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是“术语的重要性”，另一个

“归纳哲学危机”。两个板块中，前一个板块令我印象较为深刻。曹老师从很多

方面阐述“术语”的重要性。当我们拿到一本著作，或者一篇文献，判断其学术

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便是术语的多寡。术语多则文章环环相扣，每一字都不可删

去；术语少则文章水分较多，营养价值较少。确实是这样，在琳琅满目的文献图

书中，精辟的术语往往能胜过一段甚至一页冗长的叙述，能够精炼出精妙的术语

来概括某个名词，可以充分反映出对某一问题的理解。如果将术语从这个问题中

剥离掉，那么再丰富的结论也失去了灵魂。所以，术语体现出的思维是更高级的

思维，术语同时也代表了问题的终点，掌握了术语，能够创造出新的术语，那么

对于世界的理解也就更上了一层楼。（化学学院张益海）

曹文轩的学术演说思想严肃深刻，观照古今中西，以一种宏大开阔的视野为

我们阐释了术语与思维、真理之间缠绕的关系。同时，老师的讲述又深入浅出，

兼具严谨的哲学性和浪漫的文学性。此外，曹文轩教授关于文学创造和学术研究

的区别分析格外具有启发性，与追求精确性的哲学不同，纵然术语有许多优点，

但文学写作要避免概念化，因为好的作品从来不是主题单一鲜明的，真正优秀的

作品，具有丰满内蕴与矛盾张力，经得起后世百般的解构与重构，并在不同的时

代生发出不同的价值。（中文系袁续航）

（采写：徐韫琪 编辑：靳澜涛 排版：衣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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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Q&A以及学员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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