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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创刊0 6周年

(19 30

—
19 9 0 )

武汉大学学报创办迄今已整整0 6周年了
。

现分解放前
、 “

文革
”

前和
“

文革
”

后三个时期
,

将本刊 1 9 3。

—
1 9 9。年的历史向读者作一简要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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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2 8年
,
王世杰教授任国立武汉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

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
, 1 9 3 0年创办 了

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 、

《文哲季刊》和《理科季刊》等三种杂志
,

并亲自撰写 《创刊弃言》 ,
强

调
“

大学的使命一在教授高深学术
,

一在促进高深学术
” 。

为了办好《社会科学 季 刊》和《文哲季

刊》 ,

他提出了
“

鉴赏与批评
”

的办刊方针
。

这样
,
标志着武汉大学学报的刊物就正式诞生了

。

两刊均设季刊委员会
,
由校长聘任本校教员若干人组成

,

并指定委员会一人为编辑主任
,

委员会开会由

编辑主任负责召集
,
并以编辑主任为主席

。

委员会负责审查稿件
,
决定稿费

,

保管存款及审议其他关于季刊

出版事宜
。

《社会科学季刊》刊登本校教员稿件由法学院院长和编辑主任共同负责征集 , 《文哲季 刊 》刊 登本

校教员稿件由文学院院长与编辑主任共同征集
。

两刊均函聘校外学者为
“

特约撰述员
” 。

两刊从 1 9 3。年创刊至 1 9 49 年
,
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
1 9 3 0年至 1 9 3 7年为第一阶段

。

在这一阶段
,

《社会科

学季刊》共出 7 卷
,
每卷 4期

,

共 28 期
; 《文哲季刊》共出 6 卷

,
每卷 4 期

,

共 2 4期
。

这一阶段刊登的文 章占

解放前两刊发表总数的盯 %
,
是解放前两刊的鼎盛阶段

。
1 9 3 8年至 1 9 4 8年为第二阶段

,

这一阶段由于局势动

荡
,

经济拮据
,

两刊濒于萎缩
、

停顿的状态
。

1 9 3 8年 弓月武汉沦陷
,

武汉大学西迁 四川乐山
,

两刊因此被迫停

刊
。

1 9 4 3年《社会科学季刊》复刊
,

卷期续前为第 8 卷
,
仅出 1 期

。
1 9 4 8年武汉大学迁回武昌

, 《社会科学季

刊》再度复刊
,

刘涤源教授为主任委员
,
也只出 1期

,

卷期续前为第 9 卷
。 《文哲季刊》先于《社会科学季刊》

于 1 9 4 0年在乐山复刊
,

洪谦教授为主任委员
,
至 1 9 4 8年只出 1卷

,

共 3 期
,
续前为第 7 卷

。

第 7 卷第 3期以

后
, 《文哲季刊 》改名为《文哲学报 》

。

从 1 9 3 0年创刊至 1 9 4 8年
, 《社会科学季刊》计出 9 卷

,
共30 期

,

发表文章

3 69 篇 , 《文哲季刊 》计出 7卷
,
共 27 期

,
发表文章 24 0篇

。

从内容上看
,

两刊发表的文章以 法 律
、

文学为最

多
,
其次是经济学

、

政治学
、

历史学
、

哲学
。

《社会科学季刊》和《文哲季刊 》的编辑出版
,

使武汉大学学报初具规模
,

为解放后 《武汉大学 学 报》的出

版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

其中有些 论著学术价值很高
,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

但

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上的不民主
,

文化思想领域的封闭性
,

整个学术界空气的沉闷
,

使两刊的发展受到
”

一定限制
,

加之 8 年抗日战争和 4 年内战
,
两刊未能连续出版

,
间断多年

,

实为忙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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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以后
, 1 9 5 3年

,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教授任武汉大学校长
。

他十分重视学校

的科研工作
,

认为高等学校特别是综合性大学
,
既是教学机构

,
又是科研机构

。

为此
,

学校于

1 9 5 5年决定出版发行《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和《武汉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 ,
并成立了由唐长孺

教授为主编的《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 》编辑委员会 ; 由高尚荫教授为主编的《武汉 大 学自然科

学版》编辑委员会
。

在党的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方针指引下
,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创刊号于 1 9 5 6年 11

月正式出版发行
。

李达校长亲自撰写《发刊词》
。

他在《发刊词》中指出
: “

中共中央提出在文艺方 面和科学方

面实行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的方针以后
,
学术界显得更加活跃起来了

。

我们学校在这个时候出版人文科学

学报
,

正好参加争鸣
,

让含苞已久的花朵开放出来
” 。

还鼓励大家
“

要信心百倍地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
, “ ·

…

广泛地开展学术争论
,

辩明是非
,

克服教条主义倾向
,
把科学研究工作迅速地推向前进

。 ”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开始为不定期
,

篇幅也不定
,
这一状况基本上持续到 1 9 6 2年

。

从 1 9 6 2年第 1期

起
,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报》改名为《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

。

从 1 9 6 3年起
, 《武汉大学学报 》 (人文科学

版 )基本上实现 了正规化
、

规范化
,
为 季度定期发行

,
并明确规定学报是

“

综合性学术刊物
” ,
刊登稿件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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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为主
,

适当刊登少量校外有影响的作者的稿件
。

从 1 9 56年至 1 9 6 5年
,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 科 学版 )共计

出版了 34 期
,

发表文章3 31 篇
。

在这一历史时期虽然无可避免地受到
“

左
”

的影响
,

但在发表的文章中学术论文

仍占60 %
。

研究现实间题的文章约占25 %
,

并以
“

专号
”

形式出版
,

如《语文专号》
、

《历史 专 号 》
、

《哲 学专

号》
、

《经济专号 》 、

《图书馆学专号》等
。

学报还开辟了争鸣园地
,

发表文章
、

切磋学术
、

交流思想是这个时

期的一大特色
。

在
“

左
”

倾思想严重影响理论界的情况下
,
能够发表这么多的商榷性文章

,

乃是克服思想上封

闭性的远见卓识之举
。

它对活跃学校师生的思想
,

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

由于
“

文化大革命
”

灾难性的冲击
, 《武汉大学学报 》 (人文科学版 )于 1 9 6 6年被迫停刊

。

1 9 7 3年
,
毛泽东同志亲自下达恢复出版高校学报的指示后

,
国务院批 准 了 武 汉大学出版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和
“

自然科学版
”

两种学报
。

同年 9 月
, 《武汉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即

重新复刊
。

复刊后的学报为不定期
,
在试刊两期后

,

被批准为季刊
,
公开出版

,

由邮局向全国

全但公开发行
。

从 1 9 7 5年第 3期 (总第 8 期 )起
,

改为双月刊
,
逢单月末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

国各地邮局发行
。

从 1 9 7 3年至 1 9 7 8年
,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共出版28 期

,
发表 文 章 515 篇

。

在极
“

左
”

思潮的影响下
,
学报固有的学术性特色未能得到体现

。

从 1 9 7 9年第 4 期 (总第 32 期 )起
, 《武汉大学

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由原来的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改为由武汉大学学报编辑委 员会 编 辑出版
。

1 9 8 0年

1月
,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成立了 以吴于屋教授为主编的编辑委员会

。
1 9 8 1年 5 月

, 《武汉大

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更名为《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从 1 9 8 0年 9 月起
,
武大学报经国家批准由

中国国际书店向国外公开发行
。

I ()9 。年初
,
武大学报组建了新的编辑委员会

,

陶德麟教授任主编
。

根据国家出版部门的规定
,
实行了主

编负责制和篇目责任编审制度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 9 79至 1 9 9 0年的12 年
,

社会科学版共出版 72 期 (总第29 期—
10 0期 ) ,

发表文

章 1 4 2 7篇
,

约 1 5 0 0万字
,

这是武大学报创办以来的全盛时期
。

在这一时期
,
学报发表了一系列比较优秀的学

术理论文章
。

比如《关于改革间题的历史反思 》 , 《凯恩斯学说与发展经济》
、

《从不均衡中求均衡》等等
,

都受

到国 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 , 为 了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0 周年
,
学报 1 9 8 9年第 1 期 以 全部篇幅出版

纪念专辑
。

《高校文科学报文摘》 1 9 8 9年第 2 期对这个专辑作了专门的评介和推荐 , 在资产阶级 自由化思潮

泛滥的岁月里
,
学报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是把握得较好的

,

并陆续发表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的文章 s3

篇 ; 在理论联系实际
,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方面
,

学报也作出了自己的应有贡献
。

如 1 9 8 3年第 6 期发

表的《凭借两通起飞
,

.

把武汉办成内联华中
,

外通海洋的经济中心》的学术论文
,

发表后被武汉市政府采纳和

应用
。

据此制定了以
“

两通起飞
”
为突破 口的综合经济体制改革方案

。

学报还发表了有关
“
招标与投标

” 、 “

目标

成本控制分配法
”

等论文
,

这些重要文章对武汉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

再者
,
学报还用部分版面介绍 了学术动态

,

发表了书评
。

从 1 9 8 6年起
,
还开辟了

“

武大学人谱
”
专栏

,
介

绍我校在学术研究
、

培养人才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
、

专家
。

此外
,
学报对培养中青年作者也有足够的重视

。

从 1 9 8 4年起
,
中青年作者发表的论文占60 % 以上

,

其中

不少文章发表后
,
很快由《新华文摘》 、

《 高校文科学报文摘 》以及其他报刊杂志所转载
。

1 9 8 4年和 1 9 8 8年学校

两度举办 40 名青年教师的科研成果展览
,

其中有近 30 名青年教师科研论文 (其中不少系处女作 )就是在武大学

报上发表的
。

对于大学生
、

研究生
,
武大学报同样也给予一定的关注

,

先后开辟了研究生
、

大学生毕业论文

专栏
,
专发其中比较优秀的论文 (含摘要 )共 36 篇

。

从 1 9 8 6年起
,

武大学报还以《论丛》
、

《增 刊》的 名义专门

编辑出版了 3 期研究生专号
,

发表论文 91 篇
。

基此
, 《高校文科学报文摘》 把武大学报列为全国六家核心刊物

.

之一
,

其摘登率居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的第三位 , 1 9 8 7年在湖北省委宜传部
、

省社联举办的
“

研究现实间题
,

理论宣传优秀论文
,

评奖活动中
,

武大学报获一等奖 1名
、

二等奖 2名
,
三等奖 3 名

,
是省内获奖较多的一

家刊物
。

武大学报社科版注意印制质量
,
今年又被国家教委推荐为全国期刊印刷质量奖评奖单位

。

纵观武大学报 60 年的历史
,
成绩是主要的

,

但也有不少失误
,

与时代的要求差距还不小
。

我们纪念学报

浏刊 60 周爷 是为了进一步办好今后的武大学报
。

学报办公室

(本文责任编样 江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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