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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中的文献法：争论、属性及价值 ①

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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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教育研究中，对于文献研究法是否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文献研究法是一种以证据
为基础的实证教育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既可以是定量的方法，也可以是定性的方法。在当代教育研究中，虽然使用文

献研究法的研究并非主流，但是文献研究法可以结合其他研究方法一起使用，对教育研究仍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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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是一门学科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在社会科学中，许多硕博论文的开头，都要交

代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不过再看看文章的正文，

未必是用该文所列出的方法所写。许多著作、论

文中关于“研究方法”的承诺，大抵属于空头支

票。这并不是作者有意欺骗，只是这种写作方式

成了一种定式，甚至很多作者连其中的一些“研

究方法”也没有搞懂［１］。如在教育学科的文章

中，大多数作者会在“研究方法”中写上“文献法”

或“文献研究法”。但是很多学者对此存有争议。

到底何为文献法？文献法是一种研究方法吗？文

献法属于思辨的研究方法还是实证的研究方法？

本文试图梳理“文献法”的概念、争议以及对比较

教育研究的意义。

１　关于文献法的争论
到底何为文献法，众多教育学者莫衷一是。

如姚计海教授将“文献法”等同于“文献综述法”，

并论证“文献综述法”不是一种研究方法［２］。有

人认为，只要是写文章都要用到各种文献，所以文

献法并不是研究方法；也有人认为，只有文献计量

的方法才叫文献法，对文章进行分析概括，即使提

出新的观点，也不能算是文献法。个人认为，造成

人们对文献法存有众多争议的原因在于，人们对

文献法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

人文社科中的研究方法，大部分来源于西方

的理论。那么，在英语语境下何为文献法？文献

一词的英语为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按理说文献法应该翻译
为“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ｅｔｈｏｄ”或“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
ｏｄ”，但是在英文有关教育方法的文献中并没有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ｅｔｈｏｄ这种表达方式，反倒是国内的姚
计海教授在其文章英文标题中将其翻译为 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ｍｅｔｈｏｄ，但姚教授的“文献法”是指撰写文献
综述时，对收集和整理的一些以往相关研究文献

进行传统意义上描述性的分析与概括，并以此作

为提出研究问题的基础。姚教授认为这种方法并

不能称为“文献法”。还有一篇英文文章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３］使用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这一概念，但这
篇英文文章的作者也是位中国人。作者将文献法

定义为对文献进行解读、分析和整理，以确定材料

本质属性的一种方法。这个概念其实很含糊，但

从其文中对文献方法的解释看，文献法是指对学

科内的著作或文章进行分析和研究，进而形成自

己观点的一种方法。如果据此分析，可能大家对

文献法的分歧就在于，此处的文献法并不是社科

领域所指的十分成熟的文献研究法（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而是指撰写文献综述时对文献进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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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整理的方法（或者直接理解为文献综述法）以

及利用别人的专著或期刊文章进行二次研究的方

法。基于这些方法进行的研究算不算研究，这种

“文献法”算不算研究方法，倒是可以讨论一下

的。而这种所谓的狭义的文献法在英文文献中是

很难搜到其概念及描述的，至多能搜索到的是ｌｉｔ
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所以如果大家都认同文献
法就是文献研究法（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那么
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因为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不论在历史研究还是政治学科、教育学科中都被

认为是严谨的科学方法。再者，不论文献法是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还是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ｅｔｈｏｄ／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都不可能是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文献综
述）。

下面就“所谓的文献法”（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ｅｔｈｏｄ）、
文献研究法（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文献综述的
关系做一区分。在区分他们的关系之前，先就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这２个英文单词做一讨
论。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ｏｏｋｓ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ｏｎ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ｓｔｕｄｙｉｓａｌｌｔｈｅｂｏｏｋｓａｎｄ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ｂｏｕｔｉｔ．这里的定义有２个重
点：一是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是指书籍、期刊等媒介；二是指
已经出版的东西。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中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是个形容词，意为文献的，其对应的
名词为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广义上来说，文献（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是对某件事件或事物的记录或获取（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
以便于这些信息不会丢失。通常文献是文字记录

的，但也可以由图片和声音等组成，如电影、相册。

文献（ｄｏｃｕｍｅｎｔ）通常有销售发票、报纸议题，单独
的报纸故事、口述历史记录，行政命令和产品规格

说明书等［４］。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信息资源，这

些信息资源可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很多领域应

用。机构备忘录和报告、人口普查出版物、政府声

明和诉讼记录、日记以及不同形式的无数其他书

面、视觉和图像资源等也都属于文献［５］。在路易

斯科恩（ＬｏｕｉｓＣｏｈｅｎ）的《教育研究方法》中对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的范围定义非常广泛，它包括现场记
录、日记和杂志、记录、传记、自传、官方记录、时间

表、技术文件、会议纪要、学生作业、内部通知或邮

件、报告和统计资料、通信信件、计划、宣传册或广

告、内容介绍和目录、档案、故事、编年史、对话和

演讲、政策文件、报纸文章、书籍和文章、公共记录

（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６］。可见，从英文释义上来看，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是包含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的。而根据新华字典
对文献的解释：文献原义指同历史、文化有关的典

籍和人物。今指用文字、图像、符号、声频、视频等

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各种载体。而不论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或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都可以翻译成“文献”。但个人认为，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是包含在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中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是狭
义上的文献。所以直接将文献法翻译成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是错误的，也容易造成人们对文献法的误
解和批评。

对文献法的误解还在于人们对文献类型的理

解。文献的分类多种多样，风笑天教授按照文献

具体形式和来源将文献分为个人文献、官方文献、

大宗传播媒介三大类，也可以分为原始文献（ｐｒｉ
ｍａｒ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和二手文献（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ｓ）。原始文献是那些由亲身经历某件事或行
为的当事人所撰写的资料；二手文献是指那些不

在现场的人通过当事人的陈述或记录撰写的资

料［７］。更为具体的有将文献分为：（１）零次文献
（零次文献即曾经历过特别事件或行为的人撰写

的目击描述或使用其他方式的实况纪录，是未经

发表和有意识处理的最原始的资料，即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２）一次文献（直接记录事件经过、
研究成果、新知识、新技术的专著、论文、调查报告

等文献）；（３）二次文献（检索性文献）；（４）三次
文献（在利用二次文献检索的基础上，对一次文

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并概括论述的文献）。所以除

去零次文献外，其他文献都是属于非接触性（ｎｏｎ
－ｃｏｎｔａｃｔ）文献，即属于二手文献。图书、期刊论
文、研究报告或科技报告、会议文献、专利文献、技

术标准以及部分学位论文等都属于一次文献。此

类观点目前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８］。

有学者认为，很多学生在硕博论文中出现的

“文献法”，不能算是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因为

他很可能只是分析总结了大量的期刊文献，并没

有用到大量的零次文献。属于是对别人观点的

“炒剩饭”。而只有那些使用了大量的原始文献

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研究，其使用的方法才算是

文献研究法（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个人也认为
通篇基于期刊文献进行的研究并不能算是文献研

究法。因为虽然文献研究法并不否认期刊文献为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但是并没有只依靠分析前人的期刊文
章进行研究的案例（排除文献计量方法）。许多

经典的社会学著作，如《菊与刀》，都是参阅书刊

和日本文学及电影、日记、采访等大量的原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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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的研究。虽然这种方法不属于文献研究法，

也没有被专门定义为一种方法，但是通篇基于期

刊文献进行的研究也是研究的常用方法，个人认

为可以将这种方法称为“基于文献研究法”（ｌｉｔｅｒ
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这样可以避免在汉语语境
下和文献研究法产生分歧。但是有一种特殊情

况，研究人员广泛地分析一些重要的文件、学术文

章、期刊和书籍出版物，以补充使用采访、观察或

问卷等数据收集工具所产生的结果（ｆｉｎｄｉｎｇ）。这
种作为佐证测量结果或验证结果的文献法属于文

献分析，它可以算作文献研究法。

那么文献综述是不是一种研究方法呢？文献

综述一般要对研究现状进行客观的叙述和评论，

以便预测发展、研究的趋势或寻求新的研究突破

点［９］。文献综述是对与研究主题有关的文章和

作品的总结。基于这些总结和回顾来建立研究假

设或研究问题的理论基础。读者在阅读了研究的

文献综述后会对研究主题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知

道研究的空白点在哪里。而作者通过综述来表明

自己的研究就是要填补这种研究空白（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ａｐ），或者只是对研究主题的相关研究有一个整
体的了解。对相关的文献进行综述是每一个扎实

的科学研究必须的要求，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

会科学，不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有了文

献综述研究才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文献综

述并不是一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研究者用来

回答研究问题所使用的工具，所谓研究工具是用

来收集数据、资料并实现研究目的。而相关的文

献综述只是对研究进行的铺垫，并不是用来收集

数据并提供研究问题的答案的。

２　文献研究法的研究属性
当前教育研究的基本范式可以简单地概括为

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思辨研究关注解决应然问

题，强调建构概念、理论和观点，通过逻辑推理来

解决概念的、规范的问题，而实证研究关注解决实

然问题，强调基于收集和分析数据资料信息来推

论研究结果，其特征是基于事实和证据［２］。文献

研究法并不是通过逻辑推理来解决概念问题的，

而是通过收集文献证据（ｅｖｉｄｅｎｃｅ）来推论研究结
果，所以文献研究法显然是属于实证研究范畴的。

国外很多学者将文献法归为质性研究方法中［１０］。

国内虽然没有文献探讨文献法是质性研究方法还

是量化研究方法，但是有学者认为文献法是属于

实证的，而非思辨的方法。比如华东师范大学的

袁振国教授认为：“实证研究不是一种具体的研

究方法，而是从最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研究、准实

验研究，到完全不控制变量的大数据分析的方法

体系，它包括考古研究、文献研究、调查研究、访谈

研究、观察研究、视频分析研究、词频研究、知识图

谱分析、统计研究等等，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创

新的方法链条。”［１１］袁教授明确地将文献研究归

为实证方法中。

在２０世纪初，文献研究法是一种非常流行的
研究方法。特别是在芝加哥学派的倡导下，产生

了一批有重要影响力的用文献研究法写出的社会

学著作。但是在３０年代后，应用文献分析方法做
的研究开始减少，专门论述文献法的相关文章也

开始减少。原因在于，人们对各种文献作为证据

的效用产生怀疑，特别是对二手文献能否作为研

究的数据产生了讨论。这就要求我们在采用文献

前要对文献进行甄别。

在使用文献（ｄｏｃｕｍｅｎｔ）时最重要的考量就是
文献的质量，这也是文献作为证据是否有说服力

的关键。和调查问卷以及访谈不同，文献一般是

为研究以外的目的而撰写或编制的，所以在使用

之前必须对其价值进行彻底评估，特别是原始文

献。一般要根据４个标准来评估文献：真实性、可
信性、代表性和意义（ｍｅａｎｉｎｇ）［１２］。真实性的标
准包括评估文件的可靠性和作者身份。可靠性指

的是文件是否完整，是否为原件或副本。作者身

份是指要确定作者是否是伪造的或者作者是独立

作者还是多人合作。作者身份可以通过作者的词

汇和文体等的内部证据来判定，也可以通过对纸

张和墨水的化学测试等外部测试来鉴定。可信度

的标准关系到文件的准确性。一份文献可能是真

实的，但其可信度却不同。因为所有的文件都是

有选择性的，都可能带有作者的主观建构。这时

就要考量作者的写作动机，以及作者和这份文件

的关系。文献的代表性是指对有关文件的保留程

度和可用性的评估。在使用文献时要了解所使用

的文献是否有代表性。可用性是指文献是否能够

获取，很多官方文件受到保密限制而难以获取。

文献的意义是进行研究的最重要的一步，文献有

意义涉及两个层面：第一个层次是对文档的字面

理解，这意味着它的物理可读性，即文档是否保存

完好，上面的语言是否是可以识别的语言；第二个

层次就是对文献内容的深层理解，即结合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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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语篇形式来达到理解的目的，

这里会涉及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的方法。通过筛选程序，文献的质量就更有
实证说服力。

可见，文献研究法是以存在的数据资料

（ｄａｔｅ）为基础的，这些数据资料不是凭空想象出
来的，而是实实在在的证据，至于这些证据是否有

力，能否论证问题，那就又落入了量化研究和质性

研究谁更有说服力的二元争论中了。

那么，文献研究法到底是质性的还是量化的

研究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下文献研究法的类型。

常用的文献分析法包含内容分析法（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二次分析、现存统计资料分析３种类型。内
容分析包含定量和定性２种：现代应用文献计量
方法对文献进行的分析属于定量研究；而定性分

析主要由研究者通过阅读、收听或观看，然后依照

主观的感受、理解、体会和分析来解读、判断、挖掘

文献中蕴含的本质内容。而二次分析和统计分析

大都属于量化研究。

至于有争议的“基于文献的研究法（文献

法）”（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个人认为，很难
认定其是思辨的还是实证的。因为我们不论在撰

写思辨类的文章还是实证类的文章，都要参考前

人的学术成果，只不过有的用得少一些，比如定量

研究。有的通篇都是在参考别人的著作或期刊文

章。所以这种基于期刊文献／著作撰写的文章肯
定不是实证的，因为别人发表的作品作为实证证

据的效力已经十分微弱（非原始文献）。但也很

难说其是思辨类的，更多的是一种描述性的（ｄｅ
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３　文献研究法对当代的教育研究的价值
近年来，一些评论家指出，在教育和社会研究

中使用文献研究法的兴趣明显缺乏。这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在基于文献的研究中以及在大多数社会

研究方法中对文献研究法的重视程度不够。那些

希望把工作集中在文献研究上的学生，或者考虑

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使用文献的人，很难找到关

于文献研究法方面的材料［１３］１０。只有专业的历史

学家更倾向于使用文献研究法，而社会学领域的

学者更喜欢使用问卷调查、访谈、观察等质性研究

方法。但是，现代教育研究中越来越多的使用混

合研究方法，所以文献研究法可以结合其他方法

一起使用。教育文献研究法仍然有其重要的作

用，特别是对于比较教育学科。

第一，文献研究法可以使研究者接触到不可

接触到的人或场景，这也是历史学最基本的方法，

同时也是比较教育学科重要的研究方法。特别是

在比较教育初期，各国为了学习其他国家的教育

经验，都积极向国外派遣专家，以期为我所用，比

较教育因此得以产生和发展起来。人们也把这一

时期称为“借鉴时代”。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第

一阶段———学科的倡导阶段，方法上的特征是访

问与借鉴。但是这种考察和访问不适用大量的研

究者，因为亲身去外国考察教育或参与教育实践，

对研究者而言不仅耗费时间和金钱，而且并不能

经常获得这种机会。所以通过研究外国的教育文

献，了解其他国家的教育政策、理念以及实践等，

不仅可以扩大研究者的范围，还可以节约时间金

钱。因此，其他国家政府或教育部门出台的各种

教育政策文本、报告等就成为比较教育研究者重

要的文献资料。

第二，文献研究可以运用在教育纵向研究或

趋势研究中。文献研究在纵向分析中也很有用，

因为它可以分析教育状况是如何随时间演变的。

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各国的教育史研究以及教育政

策变迁研究中。一些文献包含着大量的样本，这

些样本包含着重要信息（如出生、婚姻、死亡、人

口普查信息）。如《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

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１９５２－２００２）》就是一篇
典型的利用文献研究法写成的教育社会学方面的

文章。作者利用１９５２－２００２年间北京大学和苏
州大学学生学籍卡片的翔实材料（学籍卡包括父

母职业、入学前学校、家庭居住地、院系专业以及

性别、民族等信息），对学生的社会出身进行了分

析，论证了高等精英教育生源开始多样化，以往为

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的状况被打破，工农等社会

较低阶层子女逐渐在其中占据相当比重，中国的

高等教育发生了一场无声的革命［１４］。

第三，使用教育文献可以提高研究效率。获

取教育文献的方式很多，比如图书馆里的图书、报

刊，档案馆里的档案资料，很多的在线资源。获取

教育文献，尤其是外国教育文献，不再像以往那样

困难，而且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收集到大量

的文献。相比于问卷、访谈等方法，文献研究可以

大大提高研究效率，而且相对保险。因为如果实

验或者访谈设计得不理想，重做的话会浪费更多

的时间和经费，但文献研究重新来过的消耗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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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

４　结语
针对教育研究法的争议，本文做了一个粗糙

的辨析。其一，姚教授所指的为撰写文献综述而

对文献进行整理的“文献法”不算研究方法，而且

文献综述本身也不是研究方法，它只是任何研究

的一部分。其二，通篇通过分析大量期刊论文来

进行研究的所谓的“文献法”并不能算是一种确

切的方法，虽然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也算是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的一
种，但完全以出版文献作为研究材料进行内容分

析的文章并不能算是地道的文献研究法。当然，

其对教育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其三，社会科学

领域的文献研究法（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是一种
毫无争议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其地位在逐渐

弱化。我们不能否认文献研究法在教育研究中的

作用，并尝试将文献研究法融入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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