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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许多学者勤奋研究学术的时候，袁鼎生教授却在研究“学术研究”本身。
这部《超循环：生态方法论》，为学术研究勾画一条从基础到顶峰的路线图，为普通学人从学者到大
师，构建了一个宏大的但却是艰难而扎实的学者人生规划。
我们发现，在学术界沸沸沸扬扬打击学术腐败、呼唤学术真诚的时代，这部著作的出现何等及时，何
等重要。
　　许多人热衷于言说，但不知道他在言说什么。
许多人热衷于写书、出书，出很多很多的书，但不知道这些书的学术价值究竟何在。
实际上有的书出版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废纸。
然而凭借这些“等身”的废纸，成就了为数不少的“专家”、“名家”甚或“大师”。
而且，他们还在相关领域里享有至高无上的话语霸权，影响着或者说“引领着”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
的方向。
学术界有的时候看起来很热闹，但热闹之余回头反刍却令人伤感，没有留下多少值得咀嚼的东西，没
有沉淀下多少能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思想的砂石。
浮躁和价值标准不明，是成就一些没有什么思想却不断言说着的人的两大原因——浑水好摸鱼。
袁鼎生教授的这部著作无疑是一副清醒剂，它告诉我们，怎样做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才是专家；怎
样做才是大师级的学术研究。
它告诉我们，要经过怎样的艰辛，具备怎样的创造力，做出怎样的贡献，才能真正从一名普通学者走
向大师。
他给各种学术头衔制定了标尺，有什么成就戴什么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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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哲学方法，筹谋学术战略，标划学术人生的超循坏；根据科学方法，营运学术方略，生发学科系
统的超循环；遵循技术方法，施展学术策略，推进学术活动的超循环。
三者环回圈升，形成方法生态系统。
方法生态与学术生态同一，学术生态与研究对象的生态同一，研究对象的生态与所属生境、环境的生
态同一。
在这种同一中，超循环的生态方法实现了与社会之道、自然之道的结合，跟思维之道、存在之道的同
构，发展为网络生态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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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鼎生，1955年6月生，广西全州县人：广西民族大学副校长，文学院教授；广西优秀专家，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贵州省“候鸟型”专家，贵州大学人文学
院教授。

    1994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美学方向研究生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
1990年以来共获得16项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著书10部。
主编著作11部，合作著书8部；发表论文l00余篇。
生态美学方面的代表作有：《生态视域中的比较美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生态艺术哲学》(商
务印书馆2007年版)、《生态美的系统生成》(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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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者的第二个功能是诠释与批判。
这是一种建构式的诠释与批判，而非散点式的注释与评点。
也就是说，他要揭示经典特别是经典之间的逻辑生态与历史生态，形成学科的活态发展结构，成为真
正意义上的生态批评。
具体言之，他要把经典的逻辑构架、逻辑关系理清，分辨出它们对本时代学科发展主潮的凝聚性与结
晶性，分辨出它们对前代学科逻辑的承续性与转换性，分辨出它们对后代学科逻辑的影响性与启迪性
，从而形成学科发展的整生结构，生发研究性、创造性、建构性的学习与接受。
这样的学者，有着推进学术生态发展的潜能，而非仅仅是一本“活字典”，或者一个“数据库”。
　　学者的第三个功能是承传。
他要从经典的历史发展中，学科历史化的逻辑生态中，准确地把握学科发展的前沿，科学地预测学科
发展的趋向，以利合规律合目的地实现学科的创新与创造，自然而然地展开对学科的承传。
这种承传，超越了知识传递的承传，形成了学科本质生长与发展的承传。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学科生态发展意义上的承传。
　　显而易见，这是从学科生长的角度来要求学者的，是从学人实现其后发展目标的需要来要求学者
的，是创新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对学者的本质要求，是学者本质的新发展。
学者只有四维时空地把握学科发展的生态图式和生态谱系，才可能实现学说目标与学人目标的耦合并
进。
这就说明，学者是选择性与批判性的学习造就的，是经典性和系统性的学习造就的，是研究性、创造
性、熔铸性、建构性学习造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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