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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大学学生在读什么经典？＊

———一项来自百万开放课程大纲大数据的研究

□孟祥保

　　摘要　保存与传播知识是大学图书馆的使命之一，经典推广与阅读是重要途径之一。文章

利用哥伦比亚大学的百万开放课程大纲项目数据，从分布特点、高影响力著作、高影响力作者角

度，统计与分析了５０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学大纲所推荐的经典著作。研究发现，一流大学极为

重视经典阅读，阅读内容覆盖了西方文明史上的优秀作者及其经典著作，导向上重视通识教育与

专业经典阅读。对于我国大学图书馆而言，阅读推广应回归经典，服务嵌入至本科教学，重视图

书馆数据开放与跨界共享。
关键词　推荐书目　教学大纲　本科教育服务　开放数据　阅读推广　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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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大学生是大学 图 书 馆 阅 读 推 广 的 重 要 对 象，研

究其阅读内容特征及行为规律对于开展阅读推广活

动、馆藏发展乃至教学支持服务都 具 有 积 极 的 推 动

作用。从研究路径来看，主要有如下三种方式：一是

基于调查的研究，通过问 卷 调 查 表、深 度 访 谈、日 志

记录等方式收集数据，进而去分析学生阅读内容、阅
读行为、阅读环境、阅读媒 介 等，如 中 国 研 究 团 队 利

用“学术阅读调查问卷”收集的１１６５份 问 卷 分 析 中

国大陆学生阅读的 载 体 偏 好［１］，许 广 奎 和 周 春 萍 通

过问卷调查，从阅读需求、读物需求和阅读利用行为

等方面分析了大学生手机阅读行为特征［２］。胡斯伯

格（Ｆｏａｓｂｅｒｇ）通过日志记录研究了纽约市立大学皇

后学院学生的阅读载体偏好问题，结 果 表 明 多 数 人

更喜欢使用纸质载体进行长篇和学术阅读［３］。二是

基于实验方法的阅读行为及影响 因 素 研 究，如 宫 梅

玲等实验探讨了推 荐 阅 读 对 于 抑 郁 的 治 疗 效 果［４］，
马谐等通过对比实验研究了背景音乐对中英文阅读

理解的影响［５］，陈庆荣 和 杨 亦 鸣 通 过 眼 球 追 踪 技 术

探索了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古诗阅读过程中的语篇

加工机制［６］。弗罗因德（Ｆｒｅｕｎｄ）等通过实验对比研

究了数字阅读过程中，不同文本环 境 对 信 息 交 互 及

其理解结果的影响［７］。三是基于书目数据的阅读内

容特征研究，艾 春 艳 和 刘 素 清 分 析 了 北 京 大 学１００
多位教授所推荐 的 图 书 特 征 及 其 社 会 意 义［８］，吴 汉

华等分析 了 我 国“９８５工 程”大 学 高 借 阅 率 书 目 的

特征［９］。
大数 据、开 放 数 据、数 字 人 文 等 领 域 的 快 速 发

展，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驱动研究

视角、数 据 与 方 法 的 创 新。美 国 哈 佛 大 学 米 歇 尔

（Ｍｉｃｈｅｌ）等利 用 谷 歌 数 字 化 图 书 数 据，定 量 研 究 了

文化组 学（Ｃｕｌｔｕｒｏｍｉｃｓ）［１０］。塞 莎 特———全 球 历 史

数据银行（Ｓｅｓｈａｔ：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① 为研

究战争与和平、宗教问题、现代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

的文化根源等重大问题提供数据支持［１１］，所研究的

成果发表 在《自 然》（Ｎａｔｕｒｅ）、《美 国 国 家 科 学 院 院

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ＮＡＳ）
等著名杂志上。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开放课程大纲项

目（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Ｓｙｌｌａｂｕ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ＳＰ）为图书馆学、
教育学等学科研究提供了新数据、新思路。笔者拟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数据时代图书馆数据素养教育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研究”（项目编号：１７ＣＴＱ０４０）的研究成果之一。

孟祥保，ＯＲＣＩＤ：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８６３５－１９７３，邮箱：ｍｘｂ２０１７＠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① 塞莎特（Ｓｅｓｈａｔ）是古埃及神话中的书写女神，是手稿和文书档案的保护神，其形象是一身披豹皮的妇女，头戴七角星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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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世界一流大学的课程推荐书 目 数 据，为 我 国 大

学图书馆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２数据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１）研究思路。教学大 纲 是 高 等 教 育 系 统 化 教

学运动的结果，其内容包括“课程描述、阅读材料、学
习活动、评 分 标 准、学 术 诚 信、教 学 日 程 等 构 成 要

素”［１２］，这 种 结 构 化 文 本 是 教 学、学 科 史、图 书 馆 学

等领域研 究 的 重 要 数 据 来 源［１３］。在 图 书 情 报 学 研

究领域，教学大纲中所引用或推荐 的 图 书 能 够 为 人

文社会 科 学 图 书 评 价 提 供 新 思 路、新 数 据［１４］。例

如，教 学 大 纲 中 数 据 能 够 为 图 书 馆 识 别 合 作 机

遇［１５］，杰弗里（Ｊｅｆｆｅｒｙ）等通过对８所大学１２２６门课

程数 据 的 挖 掘 分 析 来 证 明 图 书 馆 在 教 学 中 的 价

值［１６］。课程大 纲 中 所 推 荐 的 教 材、阅 读 材 料、参 考

文献构成了整个课程的知识基础，系统收集、组织和

深度分析这些数据则有利于促进 阅 读 推 广、信 息 素

养教育、文献资源建设和教学支持服务。
（２）开放课程大纲项目［１７］。１９５０年，美国第３４

任 总 统 艾 森 豪 威 尔 （Ｄｗｉｇｈｔ　Ｄａｖｉｄ　Ｅｉｓｅｎｈｏｗｅｒ，

１８９０—１９６９年）建立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机构

美国 大 会 项 目（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ＳＰ
即为该机 构 成 果。ＯＳＰ旨 在 通 过 课 程 数 据 资 源 建

设探索与课程相关的教学、出版与 思 想 史 方 面 的 知

识。ＯＳＰ数据主要来自三个途径：抓取大学课程网

站数据，与各个大学签订协议获取 教 学 档 案 数 据 以

及个人免费捐赠的教学大纲数据。目前，ＯＳＰ已收

集了约１１０万门课 程，其 中８０－１００万 门 课 程 来 自

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过去１５年的教学课程

数据。ＯＳＰ还开发了专门的数据浏览软件，可以通

过机构、学科、国 家 等 字 段 浏 览。自 建 立 以 来，ＯＳＰ
产生了较大 影 响 力，美 国《时 代 周 刊》（Ｔｉｍｅ）、《自

然》（Ｎａｔｕｒｅ）、美 国 图 书 馆 协 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Ａ）、斯 坦 福 大 学、哥 伦 比 亚 大 学 等

都曾报道过。此外，ＯＳＰ定义了教学分数（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ｃｏｒｅ）、教学频次（Ｃｏｕｎｔｓ）等指标，计量与评价教学

大纲。教学频次是指著作 在 教 学 大 纲 出 现 的 次 数，
在同一教学大纲中无论被推荐多少次，均计为１次。

２．２　分析方法

如图１所示，本 研 究 分 析 的 基 本 步 骤 与 方 法 具

体是：（１）选择一流大学，根据《泰晤士报》２０１８年大

学排行榜［１８］，选 择 世 界 排 名 前１００名 的 大 学。（２）
通过“机构”字 段 在 ＯＳＰ中 分 别 检 索 前１００名 大 学

的推荐书目，并下载各大学教学频次１０次以上的书

目，共计３７９８种。数据采集时间为２０１８年８月７—

１７日。（３）经过数据清洗和合并，最终选取５０所一

流大学所推荐的２５９２种著作。（４）将合并的数据按

照出现频次进行排序，以机构推 荐 次 数 作 为 测 度 指

标，构建研究数据集。（５）ＯＳＰ数据较为简单，因此

将其与ＣＡＬＩＳ书目数据库、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的数据

进行比对，增补中国图 书 馆 分 类 号、出 版 发 行 项、期

刊名称等元数据信息，为深入分析提供路径。

图１　数据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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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研究结果分析

３．１　著作分布概况

（１）机构分布。表１展示了５０所世界一流大学

教学大纲中所推荐的书目数量（教学频次≥１０），换

言之，是每所大学至少１０门 课 程 所 推 荐 的 著 作，其

中前三位是德 克 萨 斯 大 学 奥 斯 汀 分 校（４９６种）、哈

佛大学（４００种）、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 校（３２６种），推

荐著作数量在５０种以上的大学概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５０所世界一流大学推荐书目数量（Ｃｏｕｎｔｓ≥１０）

序号 大学名称 国家
大学

排名

著作

数量

１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ａｔ　Ａｕｓｔｉｎ（德 克

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美国 ４９　 ４９６

２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哈佛大学） 美国 ６　 ４００

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美国 １８　 ３２６

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纽约大学） 美国 ２７　 ３１１

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ｘｆｏｒｄ（牛津大学） 英国 １　 ３０５

６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Ｂｏｕｌｄｅｒ（科罗

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
美国 １００　１６７

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Ｓｅａｔｔｌｅ

Ｃａｍｐｕｓ（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校区）
美国 ２５　 １６０

８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 １４　 １２４

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密歇根大学） 美国 ２１　 １２１

１０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密 歇 根 州

立大学）
美国 ８３　 １２０

１１ Ｅｍｏ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埃默里大学） 美国 ９８　 １１９

１２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澳 大

利亚国立大学）
澳大利亚 ４８　 １１１

１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Ｍａｄｉｓｏｎ（威

斯康辛麦迪逊大学）
美国 ４３　 １０３

１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南

加利福尼亚大学）
美国 ６６　 ９７

１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Ｐａｒｋ（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
美国 ６９　 ８８

１６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英国 ２５　 ８１

１７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普林斯顿大学） 美国 ７　 ６０

１８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美国 ３１　 ５１

１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ａｔ

Ｃｈａｐｅｌ　Ｈｉｌｌ（北卡 罗 来 纳 州 大 学 教 堂

山分校）

美国 ５６　 ５０

　　（２）文献类型。除图书外，所推荐的著作中学术

论文３８５篇，分布在１８３种期刊上，其中５篇以上的

期刊如表１所示。可以 看 出，所 推 荐 论 文 主 要 来 自

高影响力期刊，尤其是 经 济 学、政 治 学、管 理 学 和 法

学顶级期刊，这些论文是各个学 科 发 展 中 的 经 典 理

论与方法，如《美国政治学评论》中的《比较政治学与

比较研究方法》［１９］一文。
表２　推荐篇数≥５的期刊

序号 期刊名 篇数

１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经济展望杂志） ２７

２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美国经济评论） １５

３ Ｓｃｉｅｎｃｅ（科学） １１

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经济史评论） １１

５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美国政治学评论） １０

６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外交） ８

６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外交政策） ８

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国际组织） ８

６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社会工作） ８

６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世界政治） ８

１１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美国人类学家） ７

１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经济文献杂志） ６

１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政治经济学杂志） ６

１２ Ｌａｗ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法律与社会评论） ６

１２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公共行政评论） ６

１６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加利福尼亚管理评论） ５

３．２　高影响力著作

得到５所 以 上 大 学 推 荐 的 著 作 有８５种，换 言

之，这８５种著作至少被５０门以上课程所推荐、引用

或参考。表３列出了推荐机构数１０以上的著作。
表３　高影响力著作（推荐机构数≥１０）

序号 著述
推荐

机构数

作者所

在国家

所属

学科

１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ｔｙｌｅ（风 格 的

要素）
２１ 美国 语言学

２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利维坦） ２０ 英国
哲学

政治学

２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理想国） ２０ 古希腊 哲学

２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文 明

的冲突）
２０ 美国 政治学

５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东方学） １９ 美国 历史学

６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共

产党宣言）
１７ 德国 哲学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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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著述
推荐

机构数

作者所

在国家

所属

学科

７ Ｆｒａｎｋｅｎｓｔｅｉｎ（弗兰肯斯坦） １５ 英国 文学

７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ｅ（君主论） １５ 意大利 政治学

９ Ａ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正义论） １４ 美国 政治学

９ Ｏｎ　Ｌｉｂｅｒｔｙ（论自由） １４ 英国 政治学

９ Ｔｈｅ　Ｉｌｉａｄ（伊利亚特） １４ 古希腊 文学

１２ Ｅｔｈｉｃｓ（尼各马可伦理学） １３ 古希腊 哲学

１２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ｖ－

ｏｌｕｔｉｏｎｓ（科学革命的结构）
１３ 美国 哲学

１４ Ａｎｔｉｇｏｎｅ（安蒂冈妮） １２ 古希腊 文学

１４ Ｔｈｅ　Ｏｄｙｓｓｅｙ（奥德赛） １２ 古希腊 文学

１４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功利主义） １２ 英国 哲学

１７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论 美 国

的民主）
１１ 法国 政治学

１７ Ｏｅｄｉｐｕｓ（俄狄浦斯王） １１ 古希腊 文学

１７ Ｐｏｗｅｒ（权利） １１ 法国 哲学

１７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政治学） １１ 古希腊 政治学

１７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公地的悲剧）

１１ 美国 经济学

２２ Ｐａｒａｄｉｓｅ　Ｌｏｓｔ（失乐园） １０ 英国 文学

上述８５种高影响力著作，从类型上看，图书８３
种，学术论文２篇，分别是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哈

丁（Ｇａｒｒｅｔｔ　Ｊａｍｅｓ　Ｈａｒｄｉｎ）的《公 地 的 悲 剧》（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Ｃｏｍ　ｍｏｎｓ），美 国 著 名 经 济 学 家 科 斯

（Ｒｏｎａｌｄ　Ｈａｒｒｙ　Ｃｏａｓｅ）的《社 会 成 本 问 题》（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ｓｔ）。在空间范围上，作者所在

国家按照推荐数量由高 到 低 依 次 是：美 国３２种、英

国２３种、古希腊１４种、德国５种、法国５种、奥地利

２种、古罗马２种、加拿大１种、意大利１种。在时间

范围上，覆盖了西方古典时期、中世纪、近代、工业文

明和当代各个历史阶段。在学科内容上，８５种著作

以人文社会科学经典为主，主要是文学、哲学、政治、
法律和经济学，自然科学仅为７种。从内容上而言，
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１）人文社科原典是学生必读之作。一方面，原
典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渊薮、是一门学科得以发展的基

础。尤其是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和近代著作，如柏

拉图（Ｐｌａｔｏ）的《理想 国》、亚 里 士 多 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的

《伦理学》、霍布斯（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的《利维坦》、托

克维尔（Ａｌｅｘｉｓ　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的《论美国的民主》、
马克思（Ｋａｒｌ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Ｍａｒｘ）的《资 本 论》《共 产 党

宣 言》是 哲 学、历 史、社 会 学、政 治 学 等 各 个 学 科

的 共 同 经 典，在 历 史 长 河 中 不 断 被 解 读，历 久 弥

新，滋 养 了 一 代 又 一 代 学 人。另 一 方 面，各 个 学

科 也 有 自 身 的 必 读 经 典，例 如，在 英 语 语 言 文 学

领 域，“英 语 诗 歌 之 父”乔 叟（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Ｃｈａｕｃｅｒ）的

《坎 特 伯 雷 故 事 集》集 中 世 纪 英 语 文 学 之 大 成，开

创 了 英 国 文 学 现 实 主 义 传 统［２０］，是 学 习 与 研 究 英

国 文 学 的 必 读 之 作。
（２）经典教材是各 个 学 科 学 生 的 必 读 著 作。曼

昆（Ｎ．Ｇｒｅｇｏｒｙ　Ｍａｎｋｉｗ）的《微观经济学原理》、克鲁

格曼（Ｐａｕｌ　Ｒ．Ｋｒｕｇｍａｎ）的《经济学》是经济学 的 经

典教材，已经出至十几 版。自 然 科 学 这 一 特 点 更 为

明显，戴 特 尔 的《Ｃ：如 何 编 程》，斯 图 尔 特 的《微 积

分》，《科学》杂志前主编布鲁斯·艾伯茨（Ｂｒｕｃｅ　Ａｌ－
ｂｅｒｔｓ）的《细胞分子生物学》。

（３）经 典 论 文 也 是 各 个 学 科 学 生 的 必 读 著 作。
在社会学领域，美国斯坦福大学 教 授 马 克·格 兰 诺

维特（Ｍａｒｋ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７３年 发 表 于《美 国 社 会

学评论》（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的《弱连

接的优势》（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Ｗｅａｋ　Ｔｉｅｓ）一文，奠定

了社会网络理论基础，在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中 被 引 次

数高达１３１２５次。哈丁１９６８年发表于《科学》的《公

地的悲剧》一文，在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被引次数也高达

１００３１次。美国芝 加 哥 大 学 教 授、１９９１年 诺 贝 尔 经

济学奖获得者科斯（Ｒｏｎａｌｄ　Ｈ．Ｃｏａｓｅ）的《社会成本

问题》论文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４）学术规范是学 生 必 修 知 识 与 技 能。写 作 规

范 方 面，斯 特 伦 克（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ｔｒｕｎｋ）的《风 格 的 要

素》、杜拉宾的《芝加哥大学论文写作指 南》、吉 巴 尔

迪（Ｊｏｓｅｐｈ　Ｇｉｂａｌｄｉ）的《ＭＬＡ科研论文写作规范》是

英文写作、学术规范教 育 的 必 备 之 作。艾 尔·巴 比

（Ｅａｒｌ　Ｒ．Ｂａｂｂｉｅ）的《社 会 研 究 方 法》是 学 习 社 会 科

学研究方法的基础著作。

３．３　高影响力作者

５０所一流大学所推荐的著作包括了２１７０位作

者，其中被５所以上大学所推荐的作者有１１７位，换
言之这些作者至少被５０门 课 程 所 提 及。表４列 出

了推荐机构数大于等于１４的高影响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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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高影响力作者（推荐机构数≥１４）

序号 作者
推荐

机构数
国家 代表作品

１ Ｐｌａｔｏ（柏拉图） ６６ 古希腊 《对话录》《理想国》

２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亚里士多德） ４９ 古希腊 《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

３ Ｋａｒｌ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Ｍａｒｘ（卡尔·马克思） ４０ 德国 《资本论》《共产党宣言》

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威廉·莎士比亚） ３９ 英国 《奥赛罗》《哈姆雷特》《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５ Ｓｏｐｈｏｃｌｅｓ（索福克里斯） ３７ 古希腊 《俄狄浦斯王》

６ 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３５ 英国 《穆勒名学》《论自由》

７ Ｈｏｍｅｒ（荷马） ２９ 古希腊 《伊利亚特》《奥德赛》

８ Ｓａｍｕｅｌ　Ｐ．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萨缪尔·亨廷顿） ２８ 美国 《文明的冲突》

９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米歇尔·福柯） ２３ 法国 《疯癫与文明》《性史》《规训与惩罚》《知识考古学》《词与物》

１０ Ｎｉｃｃｏｌò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２３ 意大利 《君主论》《论李维》《论战争艺术》《佛罗伦萨史》

１１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ｔｒｕｎｋ（威廉·斯特伦克） ２１ 美国 《风格的要素》

１２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托马斯·霍布斯） ２０ 英国 《利维坦》《论政体》《论人》《论社会》

１２
Ｅｄｗａｒｄ　Ｗａｅｆｉｅ　Ｓａｉｄ（爱 德 华·沃 第 尔·萨

义德）
２０

美国／

巴勒斯坦
《东方主义》《世界·文本·批评家》

１４ Ｔｏｎｉ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托妮·莫里森） １９ 美国 《最蓝的眼睛》《苏拉》《所罗门之歌》《柏油孩子》

１５ 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约翰·罗尔斯） １８ 美国 《正义论》

１６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伊曼努尔·康德） １６ 德国 《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

１６ 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约翰·洛克） １６ 英国 《论宽容》《政府论》《人类理解论》

１６ 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让－雅克·卢梭） １６ 法国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

１９ Ｍａｒｙ　Ｗｏｌｌｓｔｏｎｅｃｒａｆｔ　Ｓｈｅｌｌｅｙ（玛丽·雪莱） １５ 英国 《弗兰肯斯坦》《最后一个人》《永生者》

２０ Ｓｉｇｍｕｎｄ　Ｆｒｅｕ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１４ 奥地利 《梦的解析》《超越唯乐原则》

２０ Ｋａｔｅ　Ｌ．Ｔｕｒａｂｉａｎ（凯特·Ｌ·杜拉宾） １４ 美国 《芝加哥大学论文写作指南》

　　１１７位作者国 家 分 布 如 下：美 国５８位，英 国２６
位，古希腊９位，法 国８位，德 国６位，古 罗 马、加 拿

大和意大利各２位，奥地 利、丹 麦 与 匈 牙 利 各１位，
此外还有１位团体作者是世界银行。上述作者群体

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特征：
（１）西方文明不同历 史 时 期 的 杰 出 人 才。古 希

腊古罗 马 时 期 的 柏 拉 图、亚 里 士 多 德、修 昔 底 德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中 世 纪 时 期 的 乔 叟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Ｃｈａｕｃｅｒ）等，近 现 代 的 莎 士 比 亚、康 德、卢 梭、霍 布

斯、达 尔 文（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ａｒｗｉｎ）、马 克·吐 温（Ｍａｒｋ
Ｔｗａｉｎ）、马 克 斯·韦 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福 柯、罗 尔

斯、加缪（Ａｌｂｅｒｔ　Ｃａｍｕｓ）、保罗·克鲁格曼等。
（２）各学科领域的杰出思想家及里程碑式人物。

哲学方面的亚里士多德、尼采、康德、海德格尔等，文
学领域的 莎 士 比 亚、梅 尔 维 尔（Ｈｅｒｍａｎ　Ｍｅｌｖｉｌｌｅ）、
菲兹杰 拉 德（Ｆｒａｎｃｉｓ　Ｓｃｏｔｔ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海 明 威，社

会学奠 基 人 卡 尔·马 克 思、马 克 斯·韦 伯、涂 尔 干

（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福柯等。
（３）专业领域重要 奖 项 的 获 得 者。诺 贝 尔 文 学

家获得者 艾 略 特（Ｔｈｏｍａｓ　Ｓｔｅａｒｎｓ　Ｅｌｉｏｔ）、海 明 威、
福克纳（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ａｕｌｋｎｅｒ）、加 缪 等，诺 贝 尔 经 济 学

奖获得者托 马 斯·谢 林（Ｔｈｏｍａｓ　Ｃ．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斯

蒂格利茨（Ｊｏｓｅｐｈ　Ｅｕｇｅｎｅ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克鲁 格 曼 等，诺

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马丁·路德·金、基辛格，普利策

奖获得者贝蒂·弗里丹等，此外还有雨果奖（Ｈｕｇｏ
Ａｗａｒｄｓ）、星云奖（Ｎｅｂｕｌａ　Ａｗａｒｄ）获得者。

（４）经典教材的编写者。如《芝加哥大学论文写

作指南》作 者 杜 拉 宾、《物 理 学》作 者 詹 姆 斯·沃 克

（Ｊａｍｅｓ　Ｓ．Ｗａｌｋｅｒ）、《Ｃ程序设计经典教程》作 者 迪

特尔（Ｈａｒｖｅｙ　Ｍ．Ｄｅｉｔｅｌ）等。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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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主要结论

综上所述，世界一流大学学生的阅读特征如下：
（１）越是一流的大学，越是重视经典阅读。大学

的基本使命是管理知识、传 播 知 识、运 用 知 识、创 造

知识［２１］。诚如康奈尔大学使命所陈述：“发现，保存

和传播知识，教育下一代全球公民，并在康奈尔社区

内外推广广泛的求索文化。”［２２］大学通过课程教学、
阅读推广、导读等方式向学生传播 人 类 所 有 的 文 化

精华 知 识。经 典 承 载 着“恒 久 之 至 道，不 刊 之 鸿

教”［２３］，在经典的阅读体验过程中，在课程教与学的

交互中，在生活的顿悟与体验中，构成了一个丰富的

阅读景观，从而创造知识与发现自我。
（２）读经典、读前沿、读方法［２４］。经典涵盖了哲

学、政治学、社会 学、文 学、历 史 学 等 名 著，在 阅 读 与

学习经典过程中，逐步培养起学生 的 基 本 人 文 素 养

与科学精神。经典类型不 仅 包 括 学 术 专 著，还 包 括

教材、学术论文等，这些构成了世界一流大学课程阅

读材料的基本类型。值得 注 意 的 是，经 典 教 材 是 一

门课程逻辑展开的基础和知识传 播 的 载 体，生 生 不

息地影响一代又一代学人，一部经 典 教 材 是 一 段 生

动的知识发展史，也是一段出版史与翻译史，更是一

部文化 史，其 背 后 故 事 足 以 成 为 一 门 课 程。斯 蒂

芬·罗斯《公司理财》已出版至第１１版，长达３０年，
更有学者 珍 藏 了 该 书 的 所 有 中 文 版 本［２５］。论 文 阅

读有助于学生掌握知识前沿，经典 学 术 论 文 是 一 门

学科得以形成或是重要发展阶段 的 里 程 碑，阅 读 学

术论文有利于训练学生学术阅读 能 力，准 确 理 解 作

者思想。研究方法、写作教 程 与 学 术 规 范 方 面 的 阅

读有利于培养学生学术素养。
（３）阅读范围覆盖了西方文明 史 上 优 秀 作 者 及

其经典著作。上述分析表 明，这 些 经 典 著 作 代 表 了

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优 秀 文 化 成 果、优 秀 作 者。人

文社科经典历久弥新，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而自然科

学的著作主要以近代和现代的学科奠基之作或经典

教材为主，反映出人文社会科学与 自 然 科 学 学 科 知

识演进的较大差异。
（４）重视通识教育与 学 科 基 础 的 训 练。人 文 社

会科学经典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基石，具有共通性，如
《理想国》是哲学、社会科学、政治 学、法 学 的 必 读 经

典。阅读此类著作可以培养学生的基本人文与科学

素养。而每一门学科也都拥有自己的经典，例如，学

习英美文学，莎士比亚的著作是绕不开的经典，因为

莎士比亚是西方文学经典的中心［２６］。而经济学、心

理学和理工学科的经典教材与论文是一门学科的必

读书目，这类著述的阅读是掌握 学 科 基 础 知 识 与 规

范的必要途径。

４．２　实践建议

（１）阅 读 推 广 应 回 归 经 典［２７］，阅 读 经 典 对 于 传

承优 秀 文 化、提 高 学 生 素 质 具 有 无 法 替 代 的 作

用［２８］。大学图 书 馆 作 为 人 类 知 识 的 保 存 与 传 播 机

构，应重视经典著作的推介与导读，可以借助以下方

式促进经典的推广：一是创造阅读经典的氛围，通过

世界读书日、名家讲座等活动营 造 良 好 的 阅 读 经 典

的氛围。二是重视经典 推 荐 书 目 的 编 制 工 作，推 荐

书目是“为指导读者读书治学或普及文化科学知识，
选择适合特定读者群所需要的书籍而编制的一种目

录［２９］”。我国历来重视推荐书目编制工作，如，张之

洞、缪荃孙编制的《书目答问》，梁启超的《西 学 书 目

表》，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都 起 到 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２０１８年，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向

各年级学生推荐了“一百本经典”，帮助 学 生 培 养 科

学精神与人文素养［３０］。在新媒体时代，推荐书目工

作仍然具有积极的教育价值与 社 会 意 义，可 通 过 学

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推介经典著作。三是针对不同学

科还应编制相应的专科书目，与学科服务、教学支持

服务深度融合，为不同专业推荐经典性的学术著作、
教材、学术论文、学术视频等。四是创新书目推荐方

式，如通过 微 信 平 台［３１］、学 术 社 交 网 络 等 推 荐。四

是倡导深阅读，“在电子阅读大行其道并占据主导地

位的同时，如何在广大读者身上 保 留 沉 浸 式 阅 读 的

习性”［３２］是一 个 值 得 深 入 探 讨 的 课 题，而 经 典 更 宜

深读细读。
（２）以经典促进本 科 教 育。一 是 文 献 资 源 建 设

应重视中外经典学术专著、经典教材的采访与组织，
建立符合学科发展需求的文献 资 源 保 障 体 系，为 教

与学提供支持。同时，重 视 复 合 馆 藏 建 设，“学 术 图

书馆应将印刷和电子书视为互补，不可互换，并致力

于维护支 持 各 种 学 习 和 研 究 风 格 的 混 合 馆 藏”［３３］，
经典学术专著与教材在载体形式、版本、语种等方面

应求全，纸本图书适宜深阅读，电子图书便于学生借

阅，英文原版图书则有助于教学，多版本图书可服务

于学术研究。二是开展 面 向 教 学 的 专 门 课 程 服 务，
设立课程馆员岗位，为具体课程 提 供 相 关 的 阅 读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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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技术工具、空间资源等［３４］，将经典推介嵌入本科

教学之中。
（３）重视 数 据 开 放 与 跨 界 共 享，ＯＳＰ项 目 是 数

据共享与数据驱动创新的典范，在课程教学、阅读推

广、数字人文、替代计量学、文 献 资 源 建 设 等 方 面 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数据驱动创新成为图书馆发展

的新领域，例如，图书馆可 将 书 目 数 据、读 者 数 据 等

与学校其他部门的课程数据、学术 活 动 数 据 等 相 互

关联与共享，这对于精准识别用户需求、发掘服务创

新点、推广服务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５　结语

一流大学离不 开 一 流 图 书 馆，一 流 图 书 馆 离 不

开一流馆藏与服务。阅读 推 广 是 一 流 本 科 教 育、校

园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开

放课程大纲大数据的挖掘分析，初 步 梳 理 了 世 界 一

流大学课程的推荐书目及其特征，对 于 我 国 大 学 图

书馆阅读推广、文献资源建设、开放数据创新应用与

服务等都具有积极的参 考 价 值。但 是，研 究 过 程 中

也存在诸多不足，例如，数 据 来 源 不 够 完 整，数 据 质

量也不尽人意，未能覆盖全部一流 大 学 的 课 程 大 纲

数据，缺少中国等非英语国家数据。检索功能上，学
科分类、时 间、国 家 地 区 等 也 不 够 完 善［３５］。在 未 来

研究中，随着ＯＳＰ项目的不断完善以及数据质量的

提高，在跨地区跨机构阅读状况比较、阅读生态的时

代变迁、课程建设与图书馆互动关系、教材评价等方

面可以做出更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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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简介：长沙理工大学图书馆
长沙理工大学图书馆由原长沙交通学院图书馆、长沙电力学院图书馆于２００３年合并组建而成。２００７年

８月，云塘校区图书馆落成启用。形成了由云塘校区图书馆、金盆岭校区图书馆和各院部资料室共为一体的

服务格局。
图书馆总建筑面积６．０６万平方米，阅览座位７５１９个。截止到２０１９年底，馆藏（印本）文献３４６．８８万余册，

电子图书８１．２６万册，中外文数据库６３个；文献资源以理工学科为主，兼及人文社科管理艺术学科；建立了知识

机构库；自建的硕博论文数据库已收录论文１０７１９篇。目前，图书馆提供全开架借阅、网上预约与续借、馆际互

借、文献传递、重点学科导航、定题跟踪、网上咨询、读者培训、信息素养教育、代查代检、科技查新、ＥＳＩ学科分

析、学科竞争力分析、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等形式多样的服务项目。每周开馆时间累计达１１０小时。新设朗读室、
新媒体体验室、学习研讨空间等多种学习场所。凸显了服务育人、管理育人、环境育人功能。

近年来学校投入１０００余万元完成了智慧图书馆一期工程建设，建成综合信息交互系统、数字资源分析

及运行监测平台和云服务平台，创建云桌面，采用云计算、微服务架构、纸电数统一的管理、具备更为强大的

整合与分析功能，以及开放融合的数据链接。实现了业务及办公管理、书刊集成管理、数字资源服务三位一

体统一管理、高效服务的现代化图书馆管理与服务模式。图书馆具有教育部科技查新和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电力科技查新资质。查新业务以湖南省为主，遍及全国湖北、上海等１９个省、市。是教育部ＣＡＬＩＳ、ＣＡＳＨＬ
的成员馆，湖南省高校数字图书馆、湖南省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协作网、湖南省文化资源共享工程等的核

心成员单位；是全国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联盟成员单位。
图书馆牢固树立“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努力提升读者“求知而来，载知而去”的满意度，在为学生

成长成才、为学校“双一流”建设、为驱动社会创新发展三个方向加快转型步伐，朝着文明、有序、高效、法治的

高水平大学图书馆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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