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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良玉教授及其博士生学术文丛”原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从现在起，这套文集将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为了既体现丛书的连续性，又显示新一家出版社的气象，丛书改名为“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文丛”
。
　　2005年8月至2006年8月，在知识产权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在副总编辑王润贵先生和
编辑牛洁颖女士的直接主持下，共有《李良玉历史研究与教育文选》和我的5位学生的博士论文出版
，还有一位学生的博士论文目前已经修改完毕，即将交付审阅。
我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和参与这套丛书的朋友们的远见卓识和辛勤劳动，也特别珍惜和他们相处过程中
所获得的真诚。
记得我在给牛洁颖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过：“人文社会科学的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已。
我很欢迎和你推心置腹地讨论问题，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把书出好；立场是一致的，就是以诚相见；
我想效果自然也是可以预见的，就是互相更加信任，友谊愈笃。
”这段文字代表了我们的共识。
　　1999年，南京大学通过有关程序确认我具备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次年起我开始招收学生。
假如按今天官本位条件下博导的实际社会地位、声誉及其所承担的职责等多项指标来衡量，成为博士
生导师或许并非幸事。
然而，我仍然感谢学校领导、研究生院和所有参加评审工作的校内校外专家，他们给了我一份可能，
如同我在第一届学生答辩的时候所说：“使我有机会获得培养青年、提携才俊的创造性工作的快乐”
。
它来源于教育的诚实、神奇和自我满足。
　　把我指导的学生的论文结集出版博士论文丛书，是我招收博士生伊始就定下来的努力方向，也是
一开始就向同学们提出来的目标。
这是一个艰难的目标。
现在，这套丛书已经拥有13种著作，预计今后一两年内将达到20多种的规模。
假如有人问我，丛书的价值何在？
我依然回答：任何著作一经出版，对它的评判权从来就不属于作者。
只有读者和时间的检验，才能最终决定其命运。
　　除了我的书以外，这套丛书的著作，多是我的学生的博士论文。
读他们的书，能读到一些锐气，自然也会有一些幼稚。
同学们努力学习的风范是值得夸奖的，从这个角度上说，丛书为了解当前博士生教育提供了一例个案
，不论这一个案有没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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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9年，南京大学通过有关程序确认我具备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次年起我开始招收学生。
假如按今天官本位条件下博导的实际社会地位、声誉及其所承担的职责等多项指标来衡量，成为博士
生导师或许并非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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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良玉，1951年生，江苏海安人，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社会史、中国当代史，主治中国近当代思想文化史。
著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新编中国通史》第四册（获华东地区1996年度优秀教育图书一等奖
）；《思想启蒙与文化重建》（2002年获第十七届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
，2005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变动时代的记录》。
另外，合作出版了《中华民国经济史》（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华民国文化
史》（获南京市哲学社会优秀成果二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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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博士论文写作要领】提高博士论文质量应当注意的几个要点申请博士学位论文基本技术规范
博士论文答辩须知关于博士论文的选题问题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刍议博士论文初稿修改阶段注意事项附
：三篇博士论文初稿修改方案【致青年学者书】与某同学谈善恶与董国强谈近代知识分子与贾艳敏谈
人民公社与魏晓阳谈日本现代宪政制度与肖爱树谈家庭史与汤向东谈史料学与汤兆云谈工作与冯春龙
谈近代出版与李宁谈宪法的实践性与某同学谈近代金融与陈辉谈《红楼梦》研究与某同学谈考博与黄
家信谈壮族土司问题与某同学谈校园风气与赵林风谈立宪派新视角与荆世杰谈乡村文化与某同学谈本
科生教学与张慧卿谈民间资料与陈肖静谈扬州文化与旅游与周其厚谈科学精神与任玲玲谈史学研究的
样本性与王锋谈史学研究的三个层面与陶海洋谈学术研究心态与某学者谈佛学研究与杨吉安谈当代农
村与某学者谈边政研究【课外讲习录】举办读书会的意义养成学术传统发扬学术个性分析历史人物的
困难性大文化的历史观博士论文初稿讲评【博士论文介绍词】聆听历史前进的脚步声一只美丽的蝴蝶
拥抱生活的艳阳天用生活的历史观研究乡村文化附录：七篇硕士论文推荐意见【校园心得】匡亚明：
大学的荣誉、大学的伤痛十八年来的师生情转变观念与改善生活方式——与某同学的谈话实行有信仰
的人生——“禅与人生”报告会发言【博士生读书报告】中韩两国基督教史及其相关研究比较中国近
现代史信息源及其检索【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当代日本宪政制度研究【博士
生学习札记】社会调查十日记平阴纪行第二十九次读书会记录——关于杨永兴、王艳芳、罗长春试讲
情况的讨论附录：同学来信（47封）【博士论文答辩词】关于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关于当
代江苏消防事业【博士论文答辩记录】吴渊同学答辩会记录——当代中国农民办学研究：大别山区宣
村小学考察【专稿】点滴的记忆师门三年受益终生十年来的师生情我随李老师读书——读《李良玉历
史研究与教育文选》师恩如山师爱似海学术批语的价值——李良玉教授有关著作之“博士生文稿批语
”读后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回忆博士论文提纲的拟定经过作文与做事——我在李老师身边的三年追
随智者的脚步——《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文丛》读后博士生的教与学——读《李良玉教授及其博士
生学术文丛》【附录】进一步认识近代知识分子群体——评李良玉著《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动荡思
考抉择的再现——简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部具有特色的研究近代知识分子的新书——评李良
玉著《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新编中国通史》民国分册评介主观世界和
客观世界的默契——读李良玉《思想启蒙与文化重建》思想的印迹——南京大学李良玉教授《思想启
蒙与文化重建》评介留住思想之美——读李良玉先生《思想启蒙与文化重建》史学领域的新建树——
评《李良玉历史研究与教育文选》新颖独特灿然可风——读《李良玉历史研究与教育文选》研究者、
教育者和思想者的完美统一——《李良玉史学文选》等读后玉汝于成致良知——记历史系博导李良玉
教授——《南京大学报》专访【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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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等领域的许多学科，各门学科
之间在知识群、研究思路和证明手段等方面，会有一些不同。
因此，本文的讨论以历史学，主要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为范围。
　　在博士生培养工作中，指导学生完成博士论文，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博士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因此，论文质量是衡量导师的指导水平，甚至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
之一。
对学生来说，博士论文是他们本阶段学业的主要成果。
培养单位博士论文的整体水平，是该单位培养水平的重要标志。
　　一般说来，全国所有培养单位授予的博士学位，并没有区别，但是应该承认博士论文的质量还是
有差别的。
除了个别学生抄袭剽窃的情况以外，在作者的知识背景，选题的价值，资料收集的程度，讨论问题的
深度，以及语言文字的功力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当然，有差别是正常的，因为各地各单位的培养条件不一样，每个学生的基础、悟性和努力程度不一
样，导师的学术水平和责任心也不一样。
用什么方法提高博士论文的质量呢？
目前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现行评估体系，卡住质量差的论文不让通过，表彰好的论文以形成争取优
异的风气；二是发挥学生和导师的积极性，在博士论文的准备和写作阶段提高水平。
　　先来分析评估体系的作用。
　　现阶段对博士论文的评估包括四个环节。
一是答辩阶段的专家评审和答辩，二是校系学位委员会审议，三是社会反响（一般指出版以后），四
是社科评奖（包括近年的教育部优秀博士论文奖）。
其中最重要的质量环节是专家评审和答辩。
为什么呢？
第一，专家评审和答辩是由本专业范围的专家米检查论文是否合格，并由培养单位组织具有权威性质
的答辩委员会听取作者的陈述，质证论文的存在问题，并且决定是否授予学位。
通过答辩以后，没有特殊情况校系学位委员会不会否决；第二，有不少博士论文通过以后有发表机会
，有的由作者拆成单篇论文在刊物上发表，有的交由出版社出版成书。
但是单篇论文发表以后，读者一般不会及时意识到这是博士论文，只读单篇论文也无从了解该博士论
文的完整内容，从而形成准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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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博士生的学习生活是一种知识、道德和能力的全面提高过程。
它既是学生的提高过程’，也是老师的提高过程。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由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所积累起来的进步。
　　——2005年8月　　培养学术的严谨性，是很重要的训练内容。
什么叫严谨？
有六条标准：有整体的体系，逻辑严密，文字简练，使用材料正确，理论观点恰当，注释准确。
这六条缺一不可。
　　——2004年4月　　做论文首先要有全面的预案，就是学术史、目标、资料、思路、叙述方法等五
个要素，或者叫五个核心。
　　——2004年8月　　衡量一篇论文是否是上乘的作品，可以用八个字做标准，即是否出彩，出神，
出奇，出格。
所谓出彩是指是否精彩，也就是有文采；所谓出神是指是否有神韵，也就是气韵不凡；所谓出奇是指
是否视角独特，也就是言人所不察；所谓出格是指不为世俗所限，也就是言人所不敢言。
古今中外，所有令人刻骨铭心之作，无有逾此八字范围者。
　　——2006年2月　　博士论文的首要学术特点是样本性，也就是你的研究，是一个独立的个案。
这个个案，可以是一个比较能够集中概括起来的问题，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可以是一个历史
人物，可以是一种什么思想，也可以是一种有特别意义的社会现象，等等。
总之，这个个案的内涵是确定的，边界是明确的，主题是鲜明的。
　　——2006年10月　　我们需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付出更大，进步更快。
需要尽可能地做到研究课题和历史资料的匹配，档案资料、文献资料、田野资料、民间调查的综合，
历史面貌和当下面相的观照，生活经验与文本制度的对比，学术价值和大众价值的平衡，传统方法与
现代方法的融合，真实性、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这对大家都是一种挑战。
　　——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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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柳叶集：李良玉博士生教育文录》收录的文稿，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李良玉2000年以来指导同学的部分资料，包括“博士论文写作要领”、“致青年学者
书”、“课外讲习录”、“博士论文介绍词”、“校园心得”中收录的文稿。
　　第二部分是李良玉同学的学习资料，包括“博士生读书报告”、“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博士
生学习札记”、“博士论文答辩词”、“博士论文答辩记录”中收录的文稿。
　　第三部分收录了12篇书评，反映了1990年以来前辈学者和学术界的朋友们对李良玉的相关论著的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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