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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科学文献中, 除了以汲取他人的

学术成果为动机的引文外, 还存在着大量出

自其他动机和目的的引文。而目前的引文分

析法却大都把所有的引文一视同仁, 平等对

待。“从这样一种似乎忽视质的量化趋势所得

出的结论, 已成为引文分析有效性争论的焦

点”[1 ]。因此, 引文分析理论尚需从不同类型

文献和不同类型引文两个方面着手, 寻求更

为详细、客观的内容和方法。

反驳性引文是社科文献中比较常见的一

种引文现象。系统地探求反驳引文的性质、类

型以及它在社科文献中的功能和作用, 对于

拓展社科文献引文分析领域, 深化文献学研

究的内容和方法,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

值。

1　反驳引文的性质和类型

反驳引文是指为了批判或否定他人的理

论而引用其人论述的引文。即引者对被引者

的观点、数据、事实、结论等有不同看法, 为商

榷、匡正而引用的文献[2 ]。反驳引文的基本特

征就在于引用者为了否定而引用。

1. 1　反驳引文的性质

(1) 它是一种单向服务性引文行为。引

文是为著文服务的, 任何动机的引文行为都

具有为著文服务的性质。但从服务的取向来

看, 其他各种动机的引文均具有双向服务的

性质——既为引者的著文服务, 又肯定、宣传

了被引原文, 扩大了原文的正面影响。而唯独

反驳引文的服务性是单向的——只为引用者

的著文服务, 对被引文献只产生否定的、负面

的影响。因此, 被引文献中被引的一般均是该

文中最需要商榷之处。被引的论述愈多, 有待

商榷的地方亦愈多。

(2) 它是一种积极的引文行为。如果以

引文对著文的支持度为标准, 把对著文具有

重要支持作用的引文称之为积极的引文行

为, 把那些可有可无, 甚至对著文不仅起不到

支持作用反而有损于著文科学严谨与简洁,

造成引用效果与目的相反的各种误差性引

文、炫耀吹捧性引文、“马太效应”性引文称之

为消极的引文行为的话, 那么, 反驳引文无疑

是一种积极的引文行为。因为引用的目的就

在于反驳, 而反驳的过程就是著文立论的过

程。反驳引文与可有可无的引文是不相容的。

(3) 它是一种严谨的引文行为。要反驳

被引文献的观点, 匡正被引文献的结论, 必然

要精心研读被引文献, 分析被引者的理性思

维过程, 探讨被引者的论证方法, 观察被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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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立论依据, 这样才能在正确理解被引文

献本意的基本前提下进行批评或商榷。也就

是说反驳引文选择标的要实要准, 才有可能

做到有的放矢。否则, 只能像唐吉诃德那样,

对着虚无缥缈的假设之敌发起进攻, 为世人

留下笑柄。

当然, 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因素、引用者主

观心理因素和客观条件的影响和限制, 某些

引用者运用反驳引文的目的不是在原文本意

的基础上商榷、争鸣, 而是“借题发挥”, 引伸

出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论据。故此,“断章取

义”式的“反驳引文”在社会科学文献中屡见

不鲜。但无论是出于主观因素还是客观原因,

断章取义都应归于误差性引文的范畴, 而不

是真正意义的反驳引文, 尽管这是引文行为

中难以杜绝的现象之一。

1. 2　反驳引文的类型

就社会科学文献而言, 反驳引文可从意

识形态、引文内容、被引对象三个角度区分为

不同的类型。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 可分为批判性驳引

和商榷性驳引两大类。前者是指为了批判对

立的意识形态观点而引用这方面的代表文

献; 后者则是指在同一意识形态内, 对某种社

会现象的不同认识进行商讨争鸣时引用需要

反驳的有关文献。前者由于引者和被引者双

方的根本立场不同, 难以用双方共同接受的

标准来衡量谁是谁非, 因而从被反驳引文的

时限看, 既有传统文献又有当代文献, 其中的

经典文献居多。后者由于根本立场的一致, 引

者和被引者双方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范畴中

进行学术性争鸣, 通过一定时间的检验, 大都

有一个明晰的是非结果, 因而从被反驳引文

的时限看, 大都以当代文献为主。

从引文内容看, 可分为观点驳引、方法驳

引、论据驳引和表述驳引四种类型。观点驳引

是从整体上否定被引文献的引文, 一般都采

用“直引”的形式引用其结论部分。方法驳引

是从论证方法的角度否定被引文献的引文,

大多采用“意引”的形式。论据驳引是从立论

依据的角度否定被引文献的引文, 自然以“直

引”为主。表述驳引则是否定被引文献表述方

式的引文, 必须采取“直引”的形式。这四种类

型在引者的著文中有时是共同出现, 有时是

部分出现, 有时是单独出现, 分别反映了被引

文献被他人全面否定、部分否定和认为偶有

缺陷的不同评价程度。

从被引对象看, 可分为自我驳引和相互

驳引两类。前者是指引者对自己发表过的文

献进行否定的引文, 大多为论据驳引和表述

驳引。自我驳引又可分为同一学术流派的自

我驳引、同一期刊的自我驳引、同一著者的自

我驳引等多种类型。相互驳引是指学者间相

互否定而引用的反驳引文; 又可分为不同意

识形态间的、不同学术流派间的、不同期刊间

的和不同著者间的相互驳引等等。

当然, 反驳引文同其他引文一样, 还可从

外表特征上分为“明引”和“隐引”, 从形式上

分为“直引”和“间引”, 从方法上分为“正引”、

“注引”、“参引”等类型[3 ]。

2　反驳引文在社科文献中的功能和作
用

反驳引文作为引者著文的有机组成部

分, 在社科文献中的功能和作用体现在微观

和宏观两个方面。

2. 1　微观方面的作用

反驳引文是对科学论著具有重要支持作

用的引文类型之一。尤其是在驳论类文献中,

离开了反驳引文就失去了文章的前提和基

础。通观社会科学文献引文, 大体有七种: 参

考引文——为吸收他人的理论观点、研究方

法而引用; 论据引文——为自己的论点提供

事实、数据等依据的引文; 叙述引文——为了

将目前的研究课题同以前的研究成果联系起

来而引用; 反驳引文——为批判或否定他人

的理论而引用其论述的文献 [4 ]; 修辞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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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强论述的文采而引用; 酬谢引文

——对某一研究课题的开拓者表示尊重、承

认其研究成果的优先权而引用; 声势引文

——以他人 (通常是著名学者)的言论来证明

自己论点正确的引文。其中, 前四类对引者的

著文具有必不可缺的实际支持作用, 是社会

科学文献引文的主体类型。反驳引文的重要

作用就在于使引用者有的放矢、有破有立, 在

著文中发挥其抛砖引玉、先破后立的独特功

能。具体说, 反驳引文在社会科学驳论类文献

中的功能和作用在于: 其一, 观点驳引是引者

著文立论的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讲, 观点驳引

是引用者的立论之本, 故此, 反驳引文多见于

文章的前言部分和每个重要内容的起首段

落, 起到“引子”的作用, 整篇文章围绕着反驳

引文分层次地展开。其二, 论据驳引是引者必

需的反证材料。社科文献中的论据来源除了

大量的正面材料外, 有时还需要有力的反证

材料来为立论服务。论据驳引则是“白纸黑

字”确凿无疑的反证材料。其三, 方法驳引是

启迪引者思路的有效试验。被驳引文献在研

究方法方面的不当或误区对引者具有重要的

拓展思路, 另辟蹊径的启迪作用。引者著文中

的新方法、新结论无不渗透着被驳引文献的

前期劳动汗水 (尽管这种前期劳动结果常常

遭受否定)。其四, 表述驳引是引者修正学术

概念、完善学术理论的必备基础。科学研究是

以前人和他人的劳动协作为前提的。一个概

念的确立、一种理论的完善有可能由某一经

典文献来最终完成, 但这决不意味着全盘否

定前人他人文献的基础性作用。

2. 2　宏观方面的作用

反驳引文对社会科学文献流具有重要的

推动和影响作用。首先, 它加快了社科文献流

的流速。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的交流是以文献

为主要载体的。活跃学术氛围、深化学术研

讨、开展学术争鸣都离不开反驳引文。不同的

学术流派、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理论体系

之间的不断碰撞、融合、分离的循环往复运

动, 乃至于各学科、主题研究的兴衰历史, 无

不深深地镶嵌着大量的反驳引文[5 ]。可以说,

反驳引文是促进社会科学不断发展不可缺少

的“微量元素”。我们常讲, 某一学科领域、某

一研究主题在某一时期内研究探讨活跃或有

了突破性进展, 那么, 反映在文献流中, 常常

是该学科领域、该主题范围在这一时期内的

反驳引文明显增加。反驳引文对社科文献流

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其次, 它影响着社科文

献流的流向。反驳引文虽然只是单向服务于

引者的著文, 但它无意中却发挥着引导学人

的关注热点, 反映学界争鸣焦点, 显现学术研

究走向的功能。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常常会

因某一论著成为有争议的文献被驳引, 而使

该文献的研究主题成为学术界的热点, 进而

相互驳引似滚雪球般地不断扩张, 促使该主

题的文献逐渐形成一股学术文献流, 成为倍

受人们关注的“显学”, 并使之在争鸣中沸沸

扬扬, 最终沿着科学发展的规律流向更为宽

阔的研究领域。在文献流的起源、形成、融合

的过程中, 反驳引文始终发挥着向导作用。再

次, 它是社科文献新颖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文

献的新颖性表现为文献所承载知识的活性。

而这种活性是一个经过萌生、发展、达到顶

峰, 然后递减, 最后消亡 (衍化蜕变为另一种

全新的学科)的生态过程[6 ]。作为记录知识载

体的文献, 其反驳引文的增减状况则生动地

反映着某一学科、某一流派、某一理论体系知

识活性的生态变化过程。当某一学科领域、某

种学术期刊的文献缺乏或极少出现反驳引文

的时候, 便是该学科、该刊物缺乏活性的表

现, 自然也就反映了这类文献的新颖性在减

弱, 反驳引文的增减量是社会科学知识生态

过程的睛雨表, 是测量社科文献宏观新颖性

的重要依据。最后, 反驳引文还在文献流中发

挥着重要的“检疫”作用: 它一方面使各种假

冒伪劣文献产品频频爆光, 另一方面时时提

醒学术界发表文献所必须注重的科学严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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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驳引文的引文分析内容

分析反驳引文的性质和类型, 探讨反驳

引文的功能和作用, 最终目的在于深化社会

科学文献引文分析的内容, 为社科情报研究

开拓一个新的视野。

3. 1　反驳引文的时限分析

被驳引文献的驳引时限 (从正式发表到

几乎不再被驳引的时间)的长短, 从一个角度

折射出该文献学术水平的高低。驳引时限长

的文献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如马克

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从正式发表直到

目前, 历经一百多年的时间被众多的文献所

驳引, 仍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并被继续驳引

着[7 ]。驳引时限短的文献一般只具备新颖性

而缺乏学术性。如前几年引起争鸣的《变图书

馆为租书馆》一文, 被驳引的势头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仅过了几年的时间便很少被关注

了。至于某些一遭驳引便失去生命力的被引

文献, 则在很大程度上搀杂着伪科学的成份。

如 1988 年美国著名学术刊物《细胞》发表的

今西加里的一篇伪造关键数据的论文[8 ]。

3. 2　反驳引文占有率分析

所谓反驳引文占有率是指反驳引文数量

在全部引文量中所占的百分比。它是反映社

科文献新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如一种期

刊的反驳引文占有率的高低, 反映了该刊争

鸣性、新颖性的强弱; 某一著者发表的文献被

反驳引文占有率的高低, 反映了该著者观点

的新颖程度; 某一学科或主题的文献中反驳

引文占有率的高低, 反映了该学科该主题学

术气氛的浓淡; 同样, 某一学术流派的科学文

献中反驳引文占有率的高低, 或该流派的文

献被反驳引文占有率的高低, 反映着该流派

理论观点的新颖性和学术活力。

3. 3　反驳引文聚类分析

通过对反驳引文量的聚类统计, 可以客

观地测评社会科学学科或主题的研究热点、

学术发展趋势、某一课题焦点问题所在等动

态性情报信息, 便于及时把握学术进展动态,

广快精准地编撰三次文献, 为研究人员提供

对路的情报研究产品。通过对反驳引文链的

聚类统计, 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学术界对某一

课题争鸣、探索的全部过程, 以及不同学派、

不同观点、不同研究方法在学术争鸣中碰撞、

融合, 共同探求真理的情景。通过对反驳引文

网络的聚类分析, 可以清楚地看到某一理论

从兴起到衰落的时序发展脉络[9 ] , 某类文献

(论著、期刊) 与其他文献间既相互联系又相

互否定的关系, 进而为研究社会科学情报交

流、传递与社科文献检索开辟新的途径。

3. 4　自我驳引分析

自我驳引可以分为著者自我驳引、期刊

自我驳引、学派自我驳引等类别, 它在某种程

度上反映着著者、期刊、学派从事学术探索的

严谨态度, 是进行学者生平研究、期刊学术思

想兼容度测评、学派理论体系发展历程回顾

必不可少的客观依据。另外, 将自我驳引的数

据与其他动机的自引数据结合起来分析, 就

有可能对“自引究竟是表现了科学本身研究

的连续性, 还是表示作者自我吹嘘, 炫耀自己

学术成果”[10 ]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如果把

自我驳引再细化为观点自驳、论据自驳、方法

自驳、表述自驳等具体类型来统计分析的话,

将会更加丰富和深化自我驳引分析的内容。

3. 5　引者文献与被驳引文献的关系分析

引者运用反驳引文的目的在于否定。然

而这种否定绝不都是全盘否定, 在否定的表

象下常常还蕴藏着肯定和汲取。实际上, 引者

文献与被驳引文献之间的关系有三种情形:

完全否定、基本否定、部分否定。其中后两种

都隐含着肯定因素。我们不能以被反驳引文

频次来笼统地评价文献的科学严谨性, 而应

以被引内容 (观点、论据、方法、表述) 的频次

来评判文献的价值, 进而客观地反映出被驳

引文献中被人们隐性肯定的内容。同样, 在统

计分析同被驳引、驳引偶合等引文现象时,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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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考虑上述因素, 以区别反驳引文的否

同否定程度。

3. 6　反驳引文的意识形态性分析

通过对某一时期内的某学科、主题文献

中的批判性驳引和商榷性驳引的统计与分

析, 可以反映某一研究领域中的学术气氛是

否宽松和谐, 为合理调整学术研究的有关政

策提供参考, 以使社会科学研究的意识形态

性和学术探索性保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之

内, 既避免“文革”时期那样的以无限上纲、阶

级斗争为主体的批判性反驳引文充斥学术界

的现象重演, 又防止放弃原则的“商讨和争

鸣”, 保障社会科学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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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间隔构成了它的编辑出版周期。编辑出版

的周期性使得连续出版物的出版时间也具有

周期性, 不过, 人们往往是以各期 (册)之间的

出版时间间隔来划分、判定其周期。出版时间

周期性的概念, 意味着这是出版物本身所具

有的属性, 而不是如编辑出版的周期性那样

是指生成出版物的编辑出版方式的属性; 同

时, 也意味着它实际上内涵有理论上出版时

间的周期无限循环的性质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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