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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學術評議是學術發展的邏輯結果，是學術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為確立知識優先權而自發產生

的一套學術機制。從國外移植並本土化的民國學術評議制度作為學術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

中國近代學術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雖有超前制度設計的衝動與躁動，但最終回歸學術發展

的正常軌道，並形成了以政府為主導、民間為輔助的本質性特徵體系。具體的評議過程中，無

論是政府機構還是民間組織，都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善而公正的評議程序，以杜絕現實政治、

意識形態及其他非學術因素的侵擾，顯現了學術獨立於政治、學術超越政治的相對自由的學術

理想狀態；參與其間的學人們也往往超越個人利益與局部利益，以學術良知彌補了規則的漏洞，

不僅遴選出能真正代表民國學術發展的奠基性作品與標誌性人物，描繪出民國學術發展較為繁

盛的圖景，更建立起一套良性的學術運行機制，從而極大地影響民國學術發展。僅僅二十來年

逐步建立起來的學術評議機制與整個學術體制一樣，完全不能抵擋政治強力與暴力，學人們孜

孜以求的學術獨立夢想破滅，訴說了學術與家國的悲劇性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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