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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期刊是学术传承的载体ꎬ专门的交叉科学刊物是集中发表交叉学科

研究成果的学术阵地ꎬ引领交叉科学的发展潮流ꎬ展示了最新的交叉学科科研动态和研

究热点ꎬ是我们了解国外交叉学科研究发展的重要窗口ꎮ 本文以英国的«交叉科学述

评»和美国的«人文交叉»两本学术刊物为例ꎬ分析了近年国外交叉学科研究的热点和

现状ꎬ论述了对我国交叉学科研究的启迪ꎮ
〔关键词〕交叉学科研究ꎻ学术刊物ꎻ现状分析

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是高度分化基础上的综合ꎬ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

呈现出多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高度综合以及系统化、整体化的发展态势ꎮ
而学科交叉是科学技术在其自身发展与进化过程的自我选择ꎬ因为它提供了一

种产生新知识的对话和联系方式ꎬ它对激发科研人员产生灵感以及更深刻地理

解我们的时空、我们的宇宙做了很多贡献ꎬ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１〕 学科交

叉在推动、促进传统学科发展的同时ꎬ已经成为当代科学发展的时代特征和提高

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ꎮ 学科交叉的力度和广度ꎬ已成为影响创新、特别是源

头创新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ꎮ 学科交叉是 ２１ 世纪科学发展的典型特征ꎬ我们

正进入了一个“交叉科学的时代”ꎮ〔２〕

我们虽然身处“交叉科学的时代”ꎬ然而交叉科学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ꎮ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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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内科研、教育界仍然是学科割据的天下ꎬ缺乏支撑学科交叉整体现象研究的

学术平台ꎬ致使国内学术界对近年来国外学科交叉研究领域的整体进展知之甚

少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ꎮ

一、概　 述

学术期刊是学术传承的载体ꎬ它向学界展示了最新的科研动态和研究热点ꎬ
并将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给社会ꎬ是科研成果进入社会的渠道ꎮ 专业的交叉科

学刊物是发表交叉学科研究成果的学术阵地ꎬ展示了最新的交叉学科科研动态ꎬ
是了解国外交叉学科发展的重要窗口ꎮ

国外交叉科学类的学术期刊大致分为两类ꎬ一类是综合性的交叉科学期刊ꎬ
着眼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及其内部各学科群的交叉研究ꎬ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创

刊历史近四十年的英国曼尼(Ｍａｎｅｙ)出版社出版的«交叉科学述评(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
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以下简称 ＩＳＲ)杂志ꎮ ＩＳＲ 是一本关于科学和人类社

会的综合性学科交叉研究杂志ꎬ致力于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剪影科学、技术的历

史发展脉络ꎮ ＩＳＲ 为研究者提供了开放的空间ꎬ生物学、物理学、历史学、社会

学、艺术等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交叉研究的稿件都是 ＩＳＲ 欢迎的ꎮ 特别是那些

超越单一学科边界或者超越传统学科分类的交叉学科类稿件尤其符合该杂志的

宗旨ꎬ而那种单一学科的论文 ＩＳＲ 是不接受的ꎬ必须至少涉及两个学科ꎮ ＩＳＲ 的

稿件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论文ꎬ长度可达一万字左右ꎻ一种是科学随笔ꎬ相对可以

短些ꎻ还有一种是书评ꎬ稿件长度在 ２０００ 字左右ꎮ
除了像 ＩＳＲ 这样定位于文理大跨度交叉研究的学术期刊外ꎬ还有一类是关

注人文科学内部学科群交叉研究的学术性期刊ꎬ比如«人文交叉(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
ｙ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以下简称 ＩＨ)ꎮ ＩＨ 是一本教育类的学科交叉研究学术期刊ꎬ由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国立人文教育协会负责出版ꎮ 内容涵盖有史以来人类一切的

文化遗产、人文学科常规或非常规的研究方法ꎬ以关注人类价值的全面提升为期

刊宗旨ꎮ 学科交叉视野下的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或者人文社会学科教育理论

的文章尤其符合该杂志的主旨ꎬ原创的诗作ꎬ小说或非小说的作品都可以ꎬ只要

能诠释杂志的内容定位或符合特定的主题ꎮ 可以看出ꎬ该杂志内容丰富ꎬ文章形

式多样ꎬ只要涉及人文领域的学科交叉研究话题都会受到欢迎ꎮ
自然科学内部学科交叉研究的学术期刊根据学科门类又可以分为数学类、

生物类等ꎬ比如«学科交叉周期研究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ｙｃｌ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以下简称 ＪＩＣ)ꎬ就是一本关于生物周期节律的学科交叉研究的学术期

刊ꎮ 这些学术期刊展示了近年自然科学内部学科交叉的研究成果ꎬ对生命科学、
生态科学等综合学科做了学科交叉的研究专题ꎬ跟踪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热点和

理论前沿ꎮ 这些期刊反映了当前学科交叉研究的最高水平ꎬ具有前沿性、权威性

和及时性的特点ꎬ对我国学科交叉研究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ꎮ 鉴于

篇幅的关系ꎬ主要选取 ＩＳＲ、ＩＨ 作详细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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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年交叉学科研究热点分析

纵观近年这些学术期刊的论文构成ꎬ可以看出国外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大

体分为以下几类:
１. 环境生态方面

环境生态的学科交叉研究一直是近年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点ꎮ 自产业革命

以来ꎬ西方工业文明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ꎮ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ꎬ科技

异化现象也愈演愈烈ꎬ尤其是过度的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ꎬ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

多负面影响ꎬ如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水土流失、能源枯竭、自然灾害等ꎬ保护生态

环境ꎬ实现可持续性发展ꎬ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ꎬ也成为科学技术领域里重

大的研究课题ꎮ 环境科学是在科学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ꎬ为了解决环境问

题而诞生的一门新兴学科ꎮ 它是一个由多学科到跨学科的庞大学科体系组成的

综合性交叉学科ꎬ是现代科学技术向深度、广度发展的标志ꎬ是人类认识自然、改
造自然进一步深化的表现ꎬ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支柱之一ꎮ

水资源短缺ꎬ生态系统退化ꎬ土壤侵蚀加剧ꎬ生物多样性锐减等ꎬ这些环境变

化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未来ꎬ特别是水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更是全人类共同面

对的重大现实问题ꎮ 水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是涉及气象学、生态学、经济学

等多门学科的综合性交叉学科ꎮ ＩＳＲ 近年的水资源专刊分析了水资源可持续性

发展的学科交叉研究特点和具体的学科交叉研究方法ꎬ并选取了相关案例加以

说明ꎬ比如学科交叉研究中的框架模型法等ꎮ 在知识创造的过程中ꎬ复杂、机动、
不确定的社会环境系统模型需要各学科的参与和相关利益者的全力合作ꎬ在水

资源管理这样的系统工程中学科交叉方法发挥着重大的作用ꎮ〔３〕

欧盟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颁布并实施了综合水资源管理的框架指令ꎬ提供

了基本的方法、目标、原则和措施ꎬ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ꎮ 这表明欧洲对水

资源的管理走上了整体化和可持续性的道路ꎬ它标志着欧盟对环境干预的方法

性转变ꎮ 英国也积极开展了水资源可持续性的相关研究ꎬ关于水资源管理的社

会和环境研究进展的一系列会议在英国相继召开ꎬ参会的研讨小组用生态学和

社会学的观点游说英国政府参考欧盟的水资源框架指令对水资源展开综合管

理ꎮ 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ꎬ例如社会学者、策划人、工程师、水文学者、生态学家

等提出了未来关于水资源管理的工作日程ꎬ他们的工作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的交叉领域ꎬ对水资源管理这一系统工程的学科交叉研究做了深刻的分

析ꎮ〔４〕

２. 生命科学领域

生命是什么? ６０ 多年前ꎬ物理学家薛定谔的提问成为了 ２０ 世纪伟大的科

学经典之一ꎬ它扭转了 ２０ 世纪生物学的方向ꎬ开创了物理学与生物学学科交叉

的思潮ꎬ这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寻找了新的出路ꎮ 美国生物学家沃森和英国物理

学家克里克在学科交叉研究的合作中ꎬ构建了 ＤＮＡ 分子的双螺旋结构模型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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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命科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ꎬ无疑ꎬ这是物理学与生物学学科交叉结出的丰硕

成果ꎮ 生命的基本问题———生命如何成长ꎬ大脑如何活动ꎬ艾滋病毒如何作用等

都非常复杂ꎬ可以说人们目前对这些问题的了解都非常有限ꎮ 对他们的理解ꎬ甚
至部分的理解都需要多个学科的参与ꎮ

着眼于“问题解决的模式”ꎬ当某一领域的研究中遇到难题时ꎬ科学的“规
则”促使了越来越多的学科交叉研究ꎮ 生命科学的发展ꎬ也向数学、物理学、化
学等相关学科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和新的研究领域ꎬ在学科交叉的领域内寻求更

多破解生命奥秘的机会才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ꎮ 匡廷云院士认为ꎬ多学科交

叉是创新的源泉ꎬ多学科联合攻关是解决生物学复杂问题的重要途径ꎬ在生命科

学的发展中更应该加强学科交叉和渗透ꎮ 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ꎬ将会有更多的

学科进入生命复杂性的研究领域ꎬ同时也会有更多的研究者参与进来ꎬ包括生物

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ꎬ甚至连医生和企业家ꎮ
ＩＳＲ 近期的专刊———在边界处工作ꎬ追踪了生命科学领域最新的学科交叉

研究动态ꎬ这些研究加深了人们对于学科交叉研究的思考ꎮ 人们关注的一个焦

点是ꎬ科学家是如何在学科的边界处工作的ꎮ 专刊邀请了自然科学研究的专家

参加讨论ꎬ同时尽可能的邀请来自人文社科领域的专家ꎮ 他们从人文学科的视

角ꎬ阐述了对于生命科学领域中物理学与生物学学科交叉、融合的理解ꎮ 在人文

学者看来ꎬ在自然科学的交叉领域中ꎬ交叉的学科没有主次之分ꎬ所有的学科参

与者都是平等的ꎮ 不同学科的专家要乐于接受其它学科的思想、方法ꎬ同时也要

坚持自己学科的特色ꎬ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学科ꎬ因为学科只有互相交融才能迸

发出火花ꎮ 由于生命本身的复杂和异质性ꎬ生命的某些现象仍然无法解释ꎬ不
过ꎬ在他们看来ꎬ随着科学的发展ꎬ新的研究方法、思维和更多的学科交叉点会不

断出现ꎬ这些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ꎮ〔５〕

除了从人文学者的视角来探讨学科交叉外ꎬ还有开拓在物理学、生物学交叉

领域的自然科学家也参加了此次专刊讨论ꎮ 他们带来了最新的研究成果ꎬ通过

交流ꎬ不同学科的思维、方法相互碰撞ꎬ互为启迪ꎮ 他们结合自己的学术经历ꎬ从
自然科学的视角分析了生命科学领域中生物学与物理学及相关学科交叉的科研

实践ꎮ 他们的研究都具有显著的学科交叉研究特点:例如用理论物理作为研究

工具来研究生命体的模型等ꎬ这些研究都是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学科交叉的研

究成果ꎮ 生命科学研究不但依赖物理、化学知识ꎬ也依靠后者提供的试验仪器ꎬ
如光学和电子显微镜、蛋白质电泳仪、超速离心机、同步加速器辐射源等等ꎮ

神经科学是生命科学领域中一个重要的分支ꎬ也是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ꎮ
人类的记忆功能是如何产生、如何工作的? 这涉及到神经科学中理论科学家和

实验科学家的学科交叉合作问题ꎬ我们知道神经科学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ꎮ
学科交叉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所有的学科来个大杂烩ꎬ对于像神经科学这样以实

验科学为基础的学科交叉研究中ꎬ最重要的是理论科学家与实验科学家的合作ꎮ
在多学科到学科交叉的同一体中ꎬ实验科学家们似乎倾向于维护自己的学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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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ꎬ不过他们也不拒绝接受其它学科的语言ꎮ 跨越学科的界限ꎬ可以提出更多有

价值的科学问题ꎮ 最初单学科的研究轨迹相对学科交叉而言是确定的吗? 科研

学术研究的规则到底是什么呢? 反过来ꎬ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的交叉超过了预

期的期望了吗? 在关于未来科学发展的讨论中ꎬ这些学科交叉的研究问题等待

我们回答ꎮ
３. 新兴交叉学科的介绍ꎬ新的交叉领域的探索

介绍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新的交叉领域ꎬ追踪当代学科研究的前沿动态

是此类学术期刊的鲜明特色ꎬ例如 ＩＳＲ 总是乐于发表涉及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

交叉而产生的新观点、新学科、新理论、新方法的论文ꎮ 对交叉新学科的研究ꎬ具
有深远的科学意义和广阔的应用价值ꎮ 例如近年发表的«在建筑学中可持续性

到底意味着什么? ———绿色的环保理念»一文中ꎬ作者为我们介绍了一个新的

学科交叉领域———生态建筑学ꎬ可持续性目标和绿色的环保理念如何体现在建

筑学上ꎬ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ꎮ «哲学在工程中的用途是什么»一文对工程学和

哲学的交叉领域———工程哲学做了介绍ꎬ这是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大跨度

交叉ꎮ 技术文化也是这样一种大跨度交叉的新兴领域ꎬ它把人的价值、心理情

感、审美要求等文化因素融入到作为人的重要社会实践活动———科学技术的考

察中ꎬ是科技与文化交叉、融合的硕果ꎮ〔６〕 技术文化也是国外学科交叉研究的一

个热点ꎬＩＨ 近期为此出版了一期技术文化的专刊ꎬ共发表文章 １７ 篇ꎬ１２ 篇论文

和 ５ 篇诗歌ꎬ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作者对技术文化的理解ꎮ 值得一提的是这 ５ 篇

诗歌ꎬ作者用优美的语言描写了现代人被科技主宰的生活点滴感受ꎬ严肃的专业

期刊中用如此轻松的风格来阐释作者对于科技文化的学术理解ꎬ可谓标新立异、
风格独特ꎮ

４. 跨学科学的研究ꎬ对学科交叉研究本身的反思

跨学科学不是探讨个别的学科交叉研究现象或领域ꎬ而是对学科交叉整体

规律与普遍方法的研究ꎬ是对各类交叉学科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方法的探

索ꎬ帮助千千万万学科改变自给自足的发展方式ꎬ贯通不同学科交叉、融会发展

的金光大道ꎬ跨学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ꎮ 国外这些典型的交叉学科研究

的学术期刊不仅关注像生态科学、生命科学这样具体的交叉领域ꎬ同样也关注学

科交叉研究自身的理论和方法的思考ꎮ
学科交叉不是多学科的简单合作ꎬ在学科交叉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ꎬ对学科

交叉研究本身的反思ꎬ尤其具有必要性与迫切性ꎮ 学科交叉研究尽管不是一个

新生事物ꎬ为什么它现在总能摆在所有研究基金会的议事日程上? 因为学科交

叉研究已取代传统的单学科研究ꎬ成为这个科学时代新的研究范式ꎮ
尽管学科交叉研究已经成为现代科研新的研究范式ꎬ但是研究人员常常会

碰到很多使人畏缩的障碍和不利因素ꎮ 其中一些表现为来自不同学科专家间的

交流或“文化”障碍ꎬ组织管理障碍ꎬ成果评价障碍、不同机构的合作障碍等ꎬ这
些障碍在上文介绍的典型的学科交叉研究项目———水资源可持续性发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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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凸显出来ꎮ 如何消除学科交叉研究的障碍ꎬ这些期刊也给予了关注ꎮ 例如

近年发表的«以水资源的研究为案例ꎬ反思学科交叉研究的障碍和可能性»、«扩
大的框架———多学科ꎬ学科交叉的表征性研究»、«科学驱动下的江河流域的综

合管理:一个幻景?»三篇论文就对此做了探讨ꎮ 对水资源可持续性发展的研究

需要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以及政府多个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ꎬ同时需要越来越

多的新学科、新方法的参与ꎮ 目前存在着一些限制学科交叉合作的障碍ꎬ主要包

括单学科的固步自封ꎬ对自己学科标准的盲目坚持ꎬ以及激励和奖赏的偏见等ꎮ
有学者认为ꎬ借用其它学科的概念和理论不会对本学科的理论产生冲击ꎬ通过保

持本学科的独立性和理论的完备性就可以对抗这种冲击ꎮ 学科、交叉学科本身

都是一种边界对象(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ｂｊｅｃｔ)ꎬ它所表征的是一个统一体———从一边更多

的学科传统到另一边更多的学科交叉ꎮ〔７〕

障碍不仅来自参与的不同学科ꎬ更有其深刻的哲学来源ꎮ 学科是保持知识

分类和来源的方式ꎬ它并不仅仅是概念和知识原料的集合ꎬ它更是一种工作实践

以及真理、责任的表示ꎮ 为了有效地克服学科交叉障碍ꎬ应该在学科交叉研究中

维护研究成果和资源的学科特性ꎮ 首先ꎬ成果(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解决方式)应
该是学科交叉的ꎬ为参与的各个学科所有ꎮ 而研究的资源ꎬ是促进学科交叉研究

的基本动力ꎮ 同时在研究伊始ꎬ要进行充分的学科交叉论证ꎬ这样学科的交叉研

究才能顺利进行ꎮ
５. 对大科学时代的反思

科学是什么? 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是人类的创造ꎬ它应当是人类认识自然、
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ꎬ通过它所实现的是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理想、对真善美的

执着追求ꎬ体现出来的是人类价值的提升ꎮ 科学最终将走向何处? 其未来的发

展方向又是什么? 这如同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一样ꎬ谁都无法给出准确的

答案ꎮ 在人类的视角里ꎬ当代科学无疑是一盏神灯ꎬ它带给了人类那么多不可思

议的奇迹ꎮ 以信息工程和基因工程为代表的高新科技成果ꎬ彰显了科学技术对

于自然和人类社会重新改造和塑造的能力ꎮ 前者将改变人类的自然属性ꎬ后者

将改变人类的社会属性ꎮ 科学在刷新世界图景的同时ꎬ也刷新了人类的生活ꎮ
然而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阴阳两面:科学技术是一把可以用

来造福人类的利剑ꎬ但它同时也是一把寒光闪闪的达摩克利斯之剑ꎮ 比如对科

技异化现象的一个反思ꎬ这也是目前学术界热议的学科交叉研究课题ꎮ〔８〕 以生

物医学为例ꎬ生物医学是综合工程学、医学和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发展起来的

交叉学科ꎬ生物医学的发展ꎬ关系着人类自身的前途和命运ꎮ 然而ꎬ作为生物医

学重要的研究成果ꎬ生物武器的发展和盗用(例如被恐怖分子所用)却给人类带

来了空前的灾难ꎬ生物武器的致命性、强传染性、生物专一性、长时间危害性、隐
蔽性等特点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ꎬ已经超出

了人们的预期ꎮ 科学技术的成果就像潘多拉的盒子ꎬ一旦被打开就会陷入无法

控制的境地ꎬ会产生巨大的生态灾难ꎬ甚至会毁了人类自身ꎮ 科学真的如同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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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速行驶的火车ꎬ能载着人类驶向幸福的终点站吗? 如果不能ꎬ它又将把人类带

向何方?
近年学科交叉研究热点比例图

三、对我国交叉学科研究的借鉴和启迪

以上研究领域一定程度代表了当前国外交叉学科研究中的热点问题ꎬ无论

从研究内容、方法上ꎬ还是研究进路上ꎬ都标志着国外交叉学科研究已经不再是

口号的热炒ꎬ少数人的偏爱ꎬ而是科研一线具体实践问题的深入探索和解决ꎮ 简

言之ꎬ交叉学科不在仅仅“坐而论道”ꎬ而且是“起而行之”了ꎮ
以 １９８５ 年我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为起点ꎬ时至今日ꎬ交叉学

科正式进入中国科研和教育的视野已达二十余年ꎮ 交叉学科术语虽已经流传ꎬ
然而其生存与发展却依然困难重重ꎮ ２７ 年前的这次会议是我国交叉科学发展

进程中的一件大事ꎬ会上钱三强提出了我们正在迈入“交叉科学的时代”ꎮ ２７ 年

过去了ꎬ我们身处“交叉科学的时代”ꎬ然而交叉学科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ꎮ 目

前在我国科学、教育、管理界的多数场合ꎬ交叉学科一词频频使用ꎬ然而只是止于

现象和经验层面ꎬ它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发展特点和规律ꎬ却很少有人关注ꎬ以至

口号层面的“交叉学科”提法居多ꎬ而具体落实却很单调和狭隘ꎮ 目前教育体

制、科研体制仍囿于传统的单学科体制ꎬ学科之间的传统观念和壁垒依然无法消

除ꎬ传统的学科观和学科分类体制仍占统治地位ꎮ 一般来说ꎬ常常是国外某一交

叉性新学科已经发展成熟ꎬ我们才有发展的机遇ꎮ 常此以往ꎬ严重地阻碍了中国

的科研原创和交叉科学人才的培养以及交叉科学的发展ꎮ 单学科的科研和教育

体制从资源配置、项目申报、科研成果评审、人才培养、成果鉴定、职称评定等各

个环节分门别类对号入座ꎬ这就使得很多交叉学科因其交叉性无法找到自己的

“座位”ꎬ长期处于被边缘化、虚无化的不利地位ꎬ得不到制度和体制上的鼓励和

保障ꎮ 从实质上说ꎬ交叉学科被看成了传统学科的衍生物ꎬ除少数热门交叉学科

外ꎬ大多数交叉学科生存和发展ꎬ都面临种种困境ꎮ〔９〕

以学术刊物为例ꎬ上文介绍的«交叉科学述评»创刊近四十年来ꎬ是一个 ＳＳ￣
ＣＩ、ＳＣＩ 和 Ｓｃｏｐｕｓ ＣＬＯＳＳ 均收录的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人文学科为

一炉的国际知名交叉学科期刊ꎬ成就斐然ꎮ １９８６ 年我国«交叉科学»创刊ꎬ但命

—０１２—

学术界 ２０１４. ２学界观察



运像“首届交叉科学学术研讨会”一样ꎬ只有创刊ꎬ没有后续ꎮ 石沉大海的背后ꎬ
是各遭遇的方面的阻力和艰难ꎮ 近年ꎬ国外交叉学科的刊物如雨后春笋ꎬ纷纷涌

现ꎮ 人文社会科学方面ꎬ就有«国际跨学科社会科学杂志»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人文交叉学科»(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ｈｕ￣
ｍａｎｉｔｉｅｓ)等ꎮ 就连国际基督教研究协会也创办了“学科交叉研究学院”和«学科

交叉研究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ꎮ
２００８ 年ꎬ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文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基地、全国高校交叉科学研究联络中心编辑ꎬ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交叉科

学»连续出版物出版ꎬ该出版物是专门反映我国交叉科学理论与实践进展的学

术阵地ꎬ以研究和探索为主ꎬ兼顾交叉普及ꎮ «中国交叉科学»已经出版了三卷ꎬ
以第一、二卷为例ꎬ第一卷包括路甬祥、杨振宁、钱令希、杨叔子、郝柏林、程津培、
吴咸中、王威琪等多位院士ꎬ以及钱穆、田夫、郭传杰、成中英等知名学者的文稿ꎮ
第二卷又有台湾和海外学者的加盟ꎮ 国内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多名活跃的中青年

学科交叉研究探索者的文稿ꎬ带来了学科交叉研究新气息ꎮ 但由于没有刊号等

原因ꎬ«中国交叉科学»尚不是定期杂志ꎬ比国外同类刊物晚四十多年ꎬ仍没有转

正为正式刊物ꎬ反映了我国交叉学科发展步履缓慢而艰难ꎮ 我们呼吁国内能早

日创刊学科交叉研究的学术期刊ꎬ为国内从事学科交叉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集

中展示的学术平台ꎬ摆脱我国的学科交叉研究“业余化”、边缘化的尴尬ꎬ能和国

外前沿交叉学科研究一样走入“专业化”的佳境ꎮ

注释:
〔１〕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ａｐ. ｅｄｕ / ｃａｔａｌｏｇ / １１１５３. ｈｔｍｌ.
〔２〕中国科学技术培训中心:«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ꎬ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１４ － １７ 页ꎮ
〔３〕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ｉｔ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ｇｅｎｔａｃｏｎｎｅｃｔ.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ｍａｎｅｙ / ｉｓｒ / ２００７ / ００００００３２ / ０００００００３ꎻ ｊｓｅｓ￣

ｓｉｏｎｉｄ ＝ １０９ａ１ｎ５ｏｊｑ４６４.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４〕Ｅ莫斯特、姜鲁光:«欧盟水框架指令与水资源管理研究»ꎬ«水利水电快报»２００４ 年第 ７ 期ꎮ
〔５〕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ｉｔ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ｇｅｎｔａｃｏｎｎｅｃｔ.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ｍａｎｅｙ / ｉｓｒ / ２００７ / ００００００３２ / ０００００００２ꎻ ｊｓｅｓ￣

ｓｉｏｎｉｄ ＝ １０９ａ１ｎ５ｏｊｑ４６４.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６〕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ｉｔ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ｇｅｎｔａｃｏｎｎｅｃｔ.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ｍａｎｅｙ / ｉｓｒ / ２０１１ / ００００００３６ / ０００００００４ꎻ ｊｓｅｓ￣

ｓｉｏｎｉｄ ＝ １０９ａ１ｎ５ｏｊｑ４６４.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７〕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ｉｔ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ｇｅｎｔａｃｏｎｎｅｃｔ.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ｍａｎｅｙ / ｉｓｒ / ２０１２ / ００００００３７ / ０００００００２ꎻ ｊｓｅｓ￣

ｓｉｏｎｉｄ ＝ １０９ａ１ｎ５ｏｊｑ４６４.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８〕ｈｔｔｐ: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９〕刘仲林:«交叉学科分类模式与管理沉思»ꎬ«科学学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６ 期ꎮ

〔责任编辑:嘉　 耀〕

—１１２—

国外交叉学科研究现状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