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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我的第一篇论文，目前已经改到第八稿，我

自己都不想看了。但老师每一版都认真帮我修改

且标注，说实话应该他拿一作……”

“我导师修改完后跟我说：本应你是一作，但

这样会影响发表，将你列为二作，你看是否可以？”

“法学生，感觉没老师带，硕士很难发出来。”

以上言谈，都来自硕博士研究生对论文署名

问题的讨论。近年来，文科硕博士研究生论文发表

的署名问题，引发广泛争议。

概括来说，期刊、学生、导师之间，形成了一个

“怪圈”：很多期刊对硕博士研究生独立署名的论

文不予采纳，要求将导师署名为第一作者才能发

表；但对硕博士研究生而言，各类成果评价往

往只承认第一作者，学生的劳动成果得不到合

理承认，严重打击其积极性；而许多导师没有直

接参与学生某一论文的研究，对期刊的这一要求

也深感无奈。

署名应名副其实、问心无愧

博士生陆宇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直言：“我

个人也挺不能理解这种现象，研究是我自己做的，

为什么要靠署名的方式去证明它有价值？如果是

我遇到这种情况，会认真请教老师这篇论文有什

么缺陷，并作出相应的修改；换言之，如果要借导

师的‘招牌’，总得有名副其实之处吧。”

“我们教研室在这方面的学术风气还蛮好的，

师门发表的论文，都没有挂过老师的名字。我的导

师是一名作风‘老派’的学者，他不喜欢这种相当

于‘瓜分’学生劳动成果的风气。何况我的专业是

一种‘十年磨一剑’的学问，说实话对于老教授们

而言，学生的文章还是太稚嫩了。”陆宇说。

在一家期刊担任副主编的贾明回忆：“我

2006 年博士毕业，读硕士博士时，共发表了五六

篇论文，都是独立署名。当时还不流行所谓‘C
刊’，考评机制没有那么严格和机械。”

贾明也在一所高校任教，遇到过自己带的博

士生请自己“挂名”的情况。“为了博士生毕业，如

果学生需要我挂名，那我就必须深度参与论文的

写作和修改，让署名名副其实、问心无愧。”

近年来教育发展，博士点增多，博士生扩招，

博士后扎堆儿。他们很多都必须发表了论文，才能

毕业或出站，这必然导致僧多粥少，所谓的发表门

槛越来越高。贾明认为，如果高校能有更多自主

权，比如，取消博士生论文发表等要求，只认真和

严肃地审核博士毕业论文的水平，以博士论文质

量作为毕业的主要依据，那么，这个紧张的局面也

许会有较大缓解。

期刊也有“青年友好型”，但大
部分仍对作者有“限定”

贾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其所在刊物会

发第一作者为青年学者的论文，也发博士生独立

署名的论文，但不发硕士生的论文——无论署名

第几。2024 年发博士生的论文，约占刊物全年发

表论文的 20%。

贾明坦言，绝大多数人文学科期刊，特别是 C

刊，确实希望作者是名家，至少教授、副教授，对博

士生和讲师的文章兴趣不大。“因为他们要考虑论

文发表之后，有没有他引，特别是 C 刊他引。而名

家、高级职称教师的论文他引率相对较高。”

2024 年 12 月 28 日，南京大学联合全国哲学

社会科学知名学术期刊，根据期刊意愿和实际情

况，推出了首批 191家“青年学者友好期刊”，某核

心期刊也在其列。主编石一文告诉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该刊目前只发表独立署名文章，尤其重视青

年学者的文章，“青年学者在我刊发表论文，均为

第一作者”。

石一文给出了一组数据：2024年的作者队伍

中，4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占比接近 60%，全年发表

博士生论文 7篇；以“现当代文学栏目”为例，2024
年发表论文 22篇，45岁以下青年学者的论文为 13
篇（其中博士研究生论文 1篇），占总论文篇数的

60%；“造型艺术”栏目，2024年发表论文 22篇，45
岁以下青年学者的论文为 17篇（其中博士研究生

论文 1篇），占总论文篇数的 77.3%。

石一文也坦承，有的期刊的确对作者的“身

份”和“级别”有要求，不发或很少发博士生的论

文，硕士的更不用说了；要想发表，第一作者需要

挂上导师的名字。

石一文解释，之所以有如此限定，期刊确有

“苦衷”。“在当前的期刊评价体系中，能不能成为

核心期刊，是决定期刊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相比青

年学者，资深学者在论文转载、获奖以及影响力等

方面更具优势，可以增加期刊的学界影响力和社

会声誉度。”

改进署名方式，突破研究生论
文发表的困局

“问题的关键不是导师应不应该署一作，而是

文科论文长期形成的署名方式，有必须改进的地

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说，

硕博士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论文写作，是一

种学术合作行为，参与合作的师生双方，其对论文

的贡献，都应该在署名中得到合理认可。要探索一

种让师生“双赢”的署名方式，如此才能真正为研

究生论文发表的困难破局。

在刘宁看来，理科论文在这方面有很成功的

经验，比如理科论文将导师署名为通讯作者，进行

论文写作的硕博士研究生，依据实际贡献，署名为

第一作者、第二作者等，在进行论文成果统计时，

通讯作者享有与第一作者同等的成果评价。这样

的署名方式，就是师生“双赢”，期刊也摆脱了为追

求名家效应而牺牲青年作者利益的无奈，很值得

文科论文借鉴。

刘宁进而提出，文科论文的署名机制，是以独

立研究为核心形成的。随着新时代文科有组织科

研、跨学科研究迅速发展，的确需要探索更适合合

作式研究的署名方式。

“期刊、学生、导师之间，之所以形成‘怪圈’，

正是一种学术生态固化的表现。”石一文说，对三

者无论哪方而言，首先，要秉持学术公器之初心，

各司其职，各尽本分；其次，各方要加强交流合作，

创新知识生产模式，优化学术评价体系，构建更为

规范有序的学术共同体。

对青年学者，石一文建议，在研究生阶段应以

学习为主，要大量阅读本专业的经典论著，尽可能

地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为未来的科研之路打下坚

实基础；在多读的同时也要多写，写作是对思维能力、

文献解读能力等综合能力的训练；不要将发表论

文当作目的，把基础打牢，选题有价值，写作有新

意，发表是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当然，这需要为青

年学者提供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健全的制度保障。

（应受访者要求，贾明、陆宇、石一文为化名）

不“挂”导师发不出？文科研究生遇论文“署名”难题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怡蒙
记者 蒋肖斌

今年 3月 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
“左联”）成立 95周年，大四学生郭潇涵在朋友圈

晒出了左联的旗手人物——鲁迅的磁吸扣金属徽

章的照片。她上小学的堂弟评论：“上网老是看到

他的表情包，我们上个学期终于学到了他的课文

了！原来还有人把他做成徽章呀！”

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契诃夫……郭潇涵

打开购物网页，将印刻着这些作家语录和头像的

文创产品图展示给堂弟看，堂弟逐一指认自己课

上学过或课外读过他们的哪些作品，略带疑惑地

问姐姐：“你们也不考这些了，买它们做什么呢？”

在旅游景点文创和博物馆文创吸引大众目光

的时候，出版社文创也在不断增长，开始吸引年轻

的粉丝。今年 1月，第 37届北京图书订货会首次增

设了文创展区。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

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

态”。也有政协委员提出，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文化

IP”“文化+”激发消费新活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

年轻人为什么爱上出版社文创？什么样的出

版社文创可以与消费者达成更深度的链接？出版社

文创未来的发展空间又是怎样的？这个万物复苏的

春天，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进行了一次深度走访。

源自经典读物的文创很新潮

郭潇涵学的是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对古籍

编撰很有兴趣，偶尔她也会思考如今出版社的生

存状况——读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出版社在

干什么呢？怀着这样的想法，她注意到了在“卷”文

创的出版社。

她最先注意到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创品

牌“人文之宝”。第一眼看到“刘关张”中筒袜和曹

操的“吾好梦中杀人”字样眼罩时，她被逗乐了，

“很无厘头，与《三国演义》的宏大感形成了反差”。

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文创工作的邝芮也

自豪地承认，“人文之宝”的优势就是创意，他们更

擅长“玩梗”，挖掘趣味性。

在北京读研的许舒文，今年年初在网上看到

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文创里的马克思”新品首发

式，转发给了好几个同学，也关注了中央编译出版

社经营文创的网店账号。

许舒文学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喜欢关

注文创。在她的印象里，从前涉及此类主题的文

创，品类较少，风格也大多低调保守。“其实都不太

能称之为文创，只是在笔记本、帆布袋这些物品上

印一个图案或几句话。”许舒文说。

而这次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的文创，给许舒

文的第一印象就是“很大方”。名词和口号都明明

白白地亮了出来，非常显眼，同时又不失设计水

平，字体和整体色调简洁、和谐，运用了版画、邮票

齿孔边框等风格和元素，让许舒文感到“没有矫

饰，有一种很纯粹的理想的温度与力量”。

“年轻人是强烈认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

的，符合现代年轻人审美的文创的出现，让他们有

了新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身份。马克思主义曾经

在全球多地、多个年代都是流行文化，它的文创从

来不应当和‘土’‘老旧’等形容词联系在一起，而

应当是青年的、与时俱进的。”许舒文说。

中央编译出版社负责文创的副社长张远航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设计人员通过将马克

思、恩格斯的经典语录、肖像、文献手稿等与实用

载体融合，将抽象理论转化为视觉符号，实现从文

字到多形态的文化表达；书签、笔记本、帆布袋、徽

章、有声书灯等多种产品类型，既可以打造学习场

景，也可以作为礼品、收藏品。“我们想以轻松活泼

的形式消解理论的距离感，吸引非传统读者群体

关注马克思主义内容。”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童年课本文创也吸引了许

多目光，80后 90后被这种新奇的形式勾起了童年

回忆。看到李雷与韩梅梅，还有鹦鹉 Polly，就像动

画片里的人物一样出现，网友评价：“当它们再以文

创的形式和我们见面时，我们不会再想起学不会、背

不出的情景，心中涌现的只有对旧时光的怀念。”

人民教育出版社文创部负责人徐政辉说，在

开发“课本中的鲁迅”系列之“闰土叉猹”时，将

“猹”制作成当下流行的、能提供情感慰藉的毛绒

玩具，还利用文创 IP设计了互动环节——通过现

场刺猹或背诵《少年闰土》课文段落赢取亚克力挂

件或“猹”错本，这成为今年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

最火爆的现场活动之一。

文创很“养眼”，内涵更“动人”

“这就像新时代的座右铭。”27岁的程序员高浩

说。他的工位上摆着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亚克力冰箱贴，

上面写着“人类啊！你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其实高浩并不太了解这套冰箱贴的主题《先

知三部曲》，只是看到这句话，瞬间被击中。“以前

人们做摘抄或者选人生格言，也并不一定要把某

本很厚的巨著全部看完吧，”高浩说，“我感到一种

召唤，文创本身的设计也有艺术感，这就够了。”

相比高浩的“一见钟情”，郭潇涵则有“久别重

逢”的体验。她上初中以前，智能手机还没有十分普

及，她的兴趣爱好就是看书，漫画、杂志、“大部头”，她

都“照单全收”。“都是以小孩子的认知和理解能力去

看的，有一些书读得囫囵吞枣，随手拿到就看一遍。”

长大后，再看到一些作家与作品的文创，她会

恍然意识到，自己产生了与小时候不同的思考、更

强烈的情感。

“小时候，很多问题的答案是唯一的；现在不

一样了，生活分出很多岔路口，我们可以真正把握

自己的生活吗？我们面对难以撼动的人生阻碍时

应当怎么办？如何与时代和世界和谐共处？”郭潇

涵说，“很多人生成长必经的哲学问题，穿插在世

界文学名著和现当代大家的作品中。小时候，我们

很难对其有什么感触。如今再次看到这些作品的

文创，我们除了会被它们的设计美感吸引，也会感

到，其承载的思想也是触动人心的。”

许舒文也认为，中央编译出版社的马克思主

义系列文创除了“养眼”，其内涵更为“动人”。“使

用这些文创产品被别人看到，这其实在无形之中，

也会对使用者产生一种监督效果，促其自省——

我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做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

样的谦逊正直、踏实坚毅？我有没有把唯物辩证法

运用在我的日常思考中？我的工作学习是否遵循

了实践论的指引？”

在许舒文看来，对马克思主义认识和了解比

较初步的人，能看到身边人用这些文创，如果还能

产生一些好奇心和求知欲，那就更好了。“我期待

着有人问我文创上某一句话的历史背景和含义，

文化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潜移默化来浸润人的。”

张远航非常提倡生活化、年轻化的创新表达，

使抽象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语言，来突破传

统文本传播的时空限制。他还希望有更多青年参

与到社交媒体打卡等互动之中，消弭其对理论的

距离感。“这类文创既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轻骑

兵’，也是出版业态融合转型的创新实践，为严肃

思想注入时代活力。”

出版社文创的“下一站”怎么玩

在经营过程中，邝芮发觉，没有什么产品可以

长盛不衰，或赢得百分百的好评；不过，当出版社

文创主要取材于国民级 IP 和义务教育阶段的阅

读书目，更容易引起广泛的回应。一方面，“共同情

怀”让人熟悉、温暖；另一方面，这些内容拥有强大

的跨越时间的生命力，每一代人都有着自己不断

更新的理解和感悟。

邝芮认为，在他的工作中，接收、转化当下年

轻人对经典文学 IP 的时代性、个性化理解，是重

要的一环，以此来为年轻人提供情绪价值、勾起共

鸣。“好看好玩”不一定非要被“教育意义”压制。

“如果要求文创产品的主要功能只是传递严肃文

化价值，那不如直接去读书。出版社文创的娱乐属

性和实用属性也是很重要的，大家都愿意为内容

和形式结合得好的文创买单。”

徐政辉表示，会继续开发不同时代的人教版

老教材文创。特别是 2000年后发行的人教版第十

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是无数 90后、00后的童

年回忆。“这是很有时代特色的一套教材，我们也

会认真研究开发其中的插图和形象，希望做出年

轻一代喜欢的文创 IP和产品。”

张远航说，他们意识到，青年一方面认可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教条化

的灌输。所以，该社的文创是由资深专家把关内

容、青年设计师主导设计的研发模式，努力做到既

保留理论内核，又融入潮流视觉语言。

张远航表示，未来对马克思主义主题文创的

后续开发将会多方面展开，如计划推出更多文具

新品类，形成覆盖多阶段教育文具的文创矩阵；

深化与高校、美术馆合作，开发限量版雕塑、版

画等艺术衍生品，将美术作品转化为可收藏的文

创载体等。

邝芮认为，文创品牌经营应不断衍生产业链，

让其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最后发展出

主题乐园。“可以说囊括了一个人从小到大完整的

文化消费，出版社应当利用好自己的出版资源，思

考如何进行转化和发展。”

高浩期待未来能看到更多添加新科技的出版

社文创。“现在很多冰箱贴使用了 VR 技术，可以

扫码看动画，文学作品的文创是不是也可以这样，

帮助读者身临其境，或者配上有声书。我愿意为其

支付更高的价格，送给别人也更有意思。”

郭潇涵在关注出版社文创的同时，也惦记着

纸质书。她觉得，虽然现在许多人都看电子书，

但拿到一本装帧精美的纸质书，放下手机来阅

读，还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她期待文创和纸质

书之间能产生联系，“小时候曾经买书，积攒书里

送的明信片和书签，期待如今能和出版社有新的、

更有趣的互动”。

出版社“卷”文创 从经典中来到青年中去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怡蒙
记者 蒋肖斌

春天的脚步近了，与一般人印象中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场景有反差的是，

这是一个抑郁高发的季节。春季气温波

动大、光照时间变化，易引发血清素和多

巴胺分泌紊乱，加剧情绪波动；复工返校

的环境变化也带来各种新的压力。

在网络上，许多“抑郁症怎样才能自

愈”的经验总结，看上去符合科学，也很

详细、很全面，如，“不要忍耐，立刻去医

院就诊”“停止攻击自己、思考过去、恐惧

未来”“锻炼专注当下细小的事情”“过有

规律的生活”，可以说从行动上、心态上

都给出了贴心的意见。但真正因为一句

劝说、一篇帖子被治愈的人又会有多少

呢？一个网友在这种帖子下面留言：道理

都懂，可是真的做不到。

若溪是应用心理学博士、国家注册

心理咨询师，还有儿女双全的家庭，但

她也曾在 4 年间 3 次被抑郁症困扰并

竭力对抗。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双重标

签的作者，写作了《自我的重建：一个

心理咨询师的抗抑郁手记》这样一本突

破传统的作品。

“我知道真正抑郁的人，注意力、语

言理解能力都是有障碍的。文字学理性

太强，或篇幅过于厚重，他们可能看不进

去。”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

若溪回忆起自己的亲身经历，“抑郁的人

往往有强迫思维，很多情绪不听使唤，一

些症状如惊恐发作时，他们也是没有自

控能力的，但他们又不能一天 24小时都

和专业人士保持联系。所以我想，一本能

让他们自助、能让他们身边人帮助他们

的工具书是非常必要的。”

有写作此书的念头之前，若溪在患

抑郁症期间，曾经受到国外一本面向抑

郁症患者的康复操作手册的帮助和鼓

舞。在后来的日子里，复盘自己的经历

时，她也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从 0
打造出一本更适合国内社会环境、能让

国内抑郁人群更好看懂、更好操作的“康

复工具书”。

这本书没有晦涩的术语堆砌，也不拘泥于心理学流派

的争论，而是以作者自身 3次抑郁症发作并康复的真实经

历为蓝本，将康复过程拆解为可操作的具体步骤。

书中的指导以短句、问卷和表格的形式呈现，小学生也

可以理解。若溪尽力使这些指导涵盖患者日常生活、思想

困境的每一个细节，包括了如何判断自己是否需要看医

生，看医生前应当有什么准备，如何选到最适合自己的医

生和咨询师，如何记录用药的情况，如何从寝食、情绪、运

动等多方面记录恢复的状态……像“家庭医药箱”般，为

患者提供日常救急的指引，也为健康人、医生、心理咨询师

搭建理解的桥梁。

对于想要自己帮助自己的群体，若溪在书中首先帮助

大家掌握抑郁情绪和抑郁状态的症状识别以及应急策略。

书中列举了抑郁症与普通情绪低落的区别：持续两周以上

的情绪低落、思维迟滞、行动力减退是核心指标，需及时就

医。这一点对于大多数人和症状较轻的人群来说都是非常

有用的知识。而对于较为严重的患者，要应对突然袭来的窒

息感或自杀念头，她建议通过“安全环境清单”（如联系特定

亲友、转移至开阔空间）实现即时干预。

如果已经确诊，就可以使用若溪给出的“用药与就医的

理性指南”了。若溪针对患者对药物的抗拒心理，以亲身经

历解析抗抑郁药的利弊，强调“遵医嘱”的重要性，并详细记

录用药反应监测表，帮助患者与医生高效沟通。她还提出

“停药需至少两年周期”的警示，避免急于求成导致的复发。

面对抑郁、焦虑人群缺乏生活的动力和想法的执行力

等特点，若溪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亲身经历，提出了“5%
改变法则”：从整理衣柜、步行 10分钟等最小行动开始，逐

步恢复对生活的掌控感。这种“微调”策略降低了执行门槛，

避免患者因目标过高而自我否定。

本书还以大量篇幅解释、指导亲友和医生如何有效帮

助抑郁症患者。亲人、朋友和抑郁人群的沟通话术也是非常

重要的一点，若溪一再强调，应当从“你为什么抑郁”向“我

能为你做什么”转变，做到有效陪伴——她指出“你要坚强”

“制定计划表”等常见鼓励方式可能适得其反，并建议亲友

采用“非评判性倾听”——如简单回应“这一定很难受吧”，

或通过陪伴散步、整理房间等实际行动提供支持。

“现在许多地方，精神科的门诊力量和就诊人数相比，

会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为了保证效率，医生往往来不及、

顾不上去说这些。”若溪说，“所以我也希望一些医生可以从

书里获得启发，给病人哪怕是只有几句话的认知引导与情

感支持。这会让病人离开医院时感到，自己不是只拿了几颗

药就走了，而是获得了一种系统的疗愈。”

这种设计让书籍脱离“一次性阅读”的范畴，成为可反

复使用的工具。正如若溪所言：“对抗抑郁症的过程，正是重

建自我的过程。”本书提供的不仅是方法，更是一种“带着症

状生活”的智慧——承认极限，接纳波动，在破碎中寻找重

建的可能。

“改变现状的勇气和能力，在我们真正迈出第一步，走

进新的生活之前，是摸不着、看不见的。”若溪最后表示，如

果患者能够凭借自己的意愿和身边人的支持，踏实地接受

诊断、治疗，远离压力源，加上适度的锻炼，保证足够长的休

息时间，身体的自愈力就会强化、起效。

“最后支撑我们的，是我们身体里与生俱来强大的自我

修复的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追求更美好生活的自愈

力。”若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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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就像任何肢体或器官的损伤一
样，需要就医、康复，不需要“你没有事，只
要坚强”，而这本书则是一个可以随身携
带的、能够指导你救急的小药箱。

《自我的重

建：一个心理咨

询师的抗抑郁手

记》。

出版社供图

近年来，文科硕博士研究生
论文发表的署名问题，引发广泛
争议。

视觉中国供图

接收、转化当下年轻人对经
典文学 IP 的时代性、个性化理
解，以此来为年轻人提供情绪价
值、勾起共鸣。

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创品牌“人文之宝”的“刘关

张”中筒棉袜。 受访者供图

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帆布袋、托特包。

受访者供图

人民教育出版社李雷与韩梅梅

珐琅冰箱贴套装。 受访者供图

人民文学出版社朝花夕拾文创咖啡店的

鲁迅咖啡。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