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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的引用应遵循代表性原则

陶　　范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编辑部，４３００３４，武汉）

摘　要　参考文献的引用应遵循代表性原则而非权威性原则。
阐释为何舍弃权威性原则。判定文献的代表性应重内容要件

即论文水平和相关性，形式要件如发表时间先后、学界认可程

度、载体档次类型等能起到辅助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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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的引用应遵循一定的原则，笔者辨析过

相关学者提出的３０多项引用原则，认为文献引用应遵
循８项原则［１］，其中，赞同王平［２］提出的代表性原则，

舍弃了权威性原则，但限于篇幅，只作了简略辨析，本

文拟就这２条原则作些探讨。

１　代表性原则的内涵

　　王平指出：“代表性是指论文水平和刊物良好声
誉的综合。”［２］“论文水平”是一个内容要件，起决定性

的作用；“刊物良好声誉”（也包括作者）是一个形式要

件，起辅助性作用。代表性原则是就参考文献的比较

质量而言的，这也就是符早雯等［３］提出的择优引用问

题，它意味着要精选最能代表研究水平的文献予以引

用。与选题有关的同类文献中，存在着一个比较的问

题，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知道哪些文献更具有代表性，

更适合作为引用文献使用。

为什么要选取有代表性的文献？因为它能强有力

地表现写作目的，使论点更鲜明，论证更充分。合理引

用代表性文献会增强研究工作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容

易赢得读者的信赖，因此，如何在相关文献中选择并引

用最具代表性的文献对于论著至关重要。参考文献是

论文评审时必不可少的内容，它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作

者的认识水平，如能选择、引用最具代表性的文献资

源，作者自身的学术视野和论文水准也会提高［２］。可

以说，被引文献的代表性是提高论文说服力，增强论文

可靠性的一种重要源泉。

２　缘何舍弃权威性原则

　　许多论者提出文献引用应遵循权威性原则。钟传
欣等［４］认为，引文的权威性很重要，文献著者的学术

声望及相关出版物的声誉愈高，作者的选题便愈有意

义，也必然会增加论文的说服力。朱大明［５］认为，为

使研究工作有较高的起点和深度，引用的文献应尽量

是权威的，权威性文献特指公认的经典理论著作、学术

权威或名家的论著，核心期刊或层次比较高的学术性

期刊中的论文等。张转［６］认为，作者引用的文献应有

权威人士或权威期刊的论文，否则难以反映出论文的

创新性和先进性。

权威性原则也是就参考文献的比较质量而言的。

使用代表性原则而舍弃权威性原则，并不仅仅是一个

名称的替换，而是对此原则内涵的丰富。

从概念外延看，代表性原则的外延要宽泛一些。

权威性这一概念较为狭小，而且有形式重于内容的嫌

疑。可以这样说，遵循了代表性原则，无疑就是遵循了

权威性原则，反之则未必。若依权威性原则，许多有代

表性但不是权威期刊、权威作者的文献会被排除在参

考文献之外，这不符合文献引用的实际，不利于学术交

流和传播。非权威刊物、非权威作者的论文在某些时

候同样具有代表性，从根本上说，学术不讲级别，只讲

是非，科学研究应该是没有权威意识的。

从权威的来源看，权威来自于文献的代表性。所

谓权威性文献，并不是因人而权威，而是因文献具有代

表性而权威。钱学森和乌家培在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６年先
后提出了交叉学科的定义，学界认为这是权威性的定

义。这不是因为权威科学家钱学森说了就变得权威

了，而是因为“其他的定义还有很多，但这两种定义是

很有代表性的，直到今天还是得到很多学者的认

同”［７］。我们惯于以刊论文、以人论文，倾向于引用权

威期刊和权威学者的文献，不大问这些文献的代表性

如何，这无疑是一个引用误区。许多时候，所谓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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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往往是预设的，并没有代表性；然而，权威并不能预

设，因为真理不能预设。科学研究必须抱着怀疑的态

度，以证据为基础，以逻辑为工具，不轻信任何权威。

从引用目的看，引用文献应为“最佳证据”，唯一

标准是看欲被引用文献的论证强度［８］。恰当地引用

权威性文献，确实能说明作者视野开阔，增强论点和论

据的可靠性，间接反映出论文的水平，但过分看重引用

权威文献，甚至认为没有引用权威文献就不是好论文，

这是“学术崇拜”的思想在作怪。如果仅仅是徒具形

式的权威性文献，而不具有代表性和相关性，论文的深

度和广度就大打折扣；因此，对文献的引用要视具体情

况而定，只要是与论题密切相关、有参考价值的代表性

文献就应该引用，否则，即使是权威性的文献也不应引

用，因为那样就违背了引用参考文献的宗旨［９］。

从权威性原则的负面效果看，提倡权威性原则易

导致一个引用误区———崇引。一些作者为了提高论著

的说服力，无视文献与选题之间的相关性，盲目引用权

威的论著，以此抬高自己论著的地位。有时尽管名家

在相关论题上并无深入研究，缺乏真知灼见，但作者还

是乐于引用，其实是想利用权威的光环效应，提高论著

的层次。这种华而不实的引用行为，给人以挟名自重

之感，而且有可能在实质上降低论著的品位［１０］。在某

些时候，所谓权威文献在同类文献中未必是最好的，权

威期刊和权威学者的论文并不是每一篇都是精品。重

要的问题在于文献的内容是不是最能反映问题的实

质，足以能代表同类文献。我们要引用的说到底是高

质量的文献，而不是高声誉的文献刊物和作者。当然，

某篇文献能足以代表同类文献时，如果它又是权威作

者和权威刊物的文献，像这样锦上添花，是好上加好。

３　代表性文献的判定

　　如何判定参考文献的代表性，是遵循代表性原则
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我们无法判定一篇文献有没有

代表性，或者判定有误，将非代表性文献误作代表性文

献，那么，遵循代表性原则也就无从谈起。

判断文献的代表性要着重于文献的“内容要件”，

包括２个方面。一是论文水平，该文献在同类文献中
水平最高，论述最好，表达最完善。通过比较，看看它

能否足以代表同类文献，论证强度如何，是不是“最佳

证据”。二是与作者论题内容上的相关性，没有相关性

或相关性不强，水平再高也无助于作者的论证。相关

性较易判定，论文水平则不容易判断，需要作者仔细比

较。选题各不相同，很难有一定之规，作者须得根据需

要选择。

在形式要件方面：一是发表时间先后，在引用文献

时，如果其观点一致，则应以最先发表的文献为代表性

文献，这涉及首发性问题。否则，对首发作者是不公平

的。为赋予权威色彩，在引用首发文献后，不妨再引用

权威期刊和权威学者的文献。二是学界认可程度。引

用文献时，有时需要考虑该文献在学界的认可程度，学

界公认的文献通常代表性也比较强。对某一观点提出

质疑更应引用代表性文献，不针对代表性文献，质疑目

的也就落空了。当然，学界认可的文献未必就是代表

性文献，这需要作者独立分析和判断。三是载体档次

类型。文献的出版档次和类型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

实，尽管不能绝对化，但在引用同样的内容时，媒体报

道和学术刊物、一般刊物和权威刊物，其说服力会截然

不同，载体类型决定着说服力和可信度。网络文献的

情况较为复杂，引用时要慎重考虑其代表性。四是要

排除转引文献。转引文献容易以讹传讹、断章取义，可

信性难免要差一些，其代表性也就成为问题。

４　结语

　　比较同类文献的质量以及与选题的相关性，是判
定文献代表性的重要方法，形式要件只能是辅助性的。

各种数据库可检索到大量文献，这为寻找具有代表性

的最佳证据提供了可能，编辑也可据此从文献质量推

断其论证强度，是否为最佳证据，而不是简单地以著者

和刊物判定参考文献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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