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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为教学
、

科研服务的方向
,

努力办出大学出版社的特色

牛 太 臣

大学出版社是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高等学校学术性的事业单位
。

其主要任务是
:

组织出版教材
、

教学参考书和学术著作
,

促进高等学校教学
、

科学研究事业

的发展和提高学术水平
。

与其他出版社相比
,

大学出版社更具有学术性
、

专业性
、

层次性和

服务性
。

学术性比较强
,

专业面比较窄
,

出书层次比较高
,

直接为教学服务
。

要发挥高等学

校的优势
,

办出大学出版社的特色
,

需要经过艰苦的
、

长期的努力
。

武汉大学出版社创建于 1 9 8 1年 1 2月 , 建社 9年来
,

坚持以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

认真贯彻为人民服务
、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
,

坚持为教学
、

科研服务的方向
,

共出书 7 00 余

种
,

其中教材和专著占78
.

5%
,

先后有 61 种书获得国家
、

部委和省级以上优秀图书奖
。

在近

两年出版业处境艰难的情况下
,

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 不断调整结构

,

优化选题
,

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 认真整顿出版社

,

坚持正确方向
,

遵守出版纪律
,

实行

经营责任制
,

扭转了被动局面
,

保持了稳步发展的好势头
; 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

旗帜鲜明地

反对动乱和北京反革命暴乱
,

维护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

我们的主要体会是
:

要办好大学

出版社
,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

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

教材专著与其它图书
、

校

内与校外
、

重点与一般
、

依靠学校支持与发挥本身的积极性等诸方面的关系
,

发挥学校优势
,

群策群力
,

解决知识分子出书难
,

努力办出大学出版社的特色
。

(一 )
、

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

在出版工作比

较困难的情况下
,

不少出版社见利忘义
,

不惜出坏书赚大钱
。

我社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

先后抵制了30 余种内容淫秽
、

格调低下或政治倾向不好的书稿的出版
,

如《为匈牙利哭泣 》
、

《蒋介石研究》
、

《中国权力之路》等
。

与此同时
,

把有限的财力用于出版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

著和优秀教材
。

1 9 8 8年出版学术专著 40 余种
,

亏损20 余万元
。

1 9 8 9年出版学术专著 90 余种
,

亏损 4 0余万元
。

如《毛泽东哲学思想大纲》
、

《 中国民主党派史》
、

《训话学初稿》等优秀著作
,

每种亏损都在万元以上
。

1 9 8 8年秋
,

我社资金短缺
,

正常生产发生困难
,

曾有人建议出几本
“

擦边球
”

式的书
,

以解决燃眉之急
,

但为我社绝大多数同志所拒绝
。

相反
,

社领导组织编辑

反复讨论
,

确定双效益的重点选题和书稿
,

安排力量
,

认真落实方面
,

都收到一定的成效
。

(二 )
、

正确处理教材
、

专著与其它图书的关系
,

坚持大学出版社以教材
、

教学参考书和学

术著作为主体出版物
,

适当安排其它层次的效益较好的图书的出版
。

在制定年度选题计划时
,

坚持教材
、

专著占70 % 以上
,

其它图书不超过 30 %
。

1 9 8 9年选题计划中
,

教材专著占75 %
,

1 9 9。年占77 %
。

我社立足校内
,

面向全国
,

接受 2 60 余种教材出版任务
,

其中国家教委选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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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0 6余种
,

国家教委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及大纲 1 44 种
,

国家教委图工委教材 12 种
,

中央广

播 电视大学教材 12 种
,

其他部委教材 12 种
。

每年还安排 40 余种校内自编教材和兄弟院校的教

材
。

除根据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推荐出版本科生教材外
,

还将根据研究生院的安排
,

出版

研究生系列的教材
。

(三 )
、

正确处理校内与校外的关系
,

坚持 以校内教师著作为主
,

发挥本校多学科的优势
,

努力办出大学出版社的特色
。

我校是一所综合性大学
,

学科门类齐全
,

师资力量雄厚
,

不少学科

具有 自己的特色或居国内先进水平
。

只有依托学校
,

发挥优势
,

才能反映出学校特色
,

办出出版

社特色
。

为此
,

在制 汀选题规划和年度选题计划时
,

我们坚持做到以下几方面的结合
:

(1 ) 选题

计划与教材建设计划相结合
,

促进教材建设
,

提高教学质量
;

(2 ) 选题计划与科研规划相结

合
,

为重点科研项目服务
,

出成果
,

出人才
; (3) 选题计划与重点学科建设规划相结合

,

发

展学科优势和特色
,

提高学术地位
, ( 4) 选题计划与师资队伍建设规划相结合

,

促进学术带

头人和中青年骨干教师的成长
。

确定选题时广泛听取各院
、

系和学校主管业务部门的意见
。

1 9 8 8年 1 2月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
,

组织出版《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

成立了以齐民友校长为
主往篓员

、

2。多名专家
、

学者参加的丛书编审委员会
,

每年出版国内或校内第一流水平的专

著 i缈
,

三年 50 种左右
,

目前 已确定选题 “ l种
,

出书 “ 种
。

为促进中青年教师成长
,

·

反映中

青年教师科研成果
,

组织出版《洛咖青年丛书》 ,

已出书 2种
。

为扶植重点学科
、

骨干教师成

长
,

协助研究生院出版博士点教师专著
,

已出书 10 种
。

与教务处配合
,

出版主千课程教材
,

每年 40 余种
,

这些教材和专著
,

有的已形成我校特色
,

如国际私法
、

国际经济法系列书
、

图
·

书情报系列书
、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系列书
,

在去年第二届全国书展中受到广泛注意和好评
。

又如韩德培教授丰编的 《国际私法” 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材 , 姚梅镇教授主编的 《国际投资

法》
、

梁西教授主编的《现代国际组织》
、

法学教材编辑部编的《国标关系史》被评为国家教委
、

司法部的优秀教材
,

加上 已经出版的 《国际经济法概论》
、

《国际私法 (冲突法篇 )}) 以及与幽
配套的

`

《国际投资法教学资料选编》
、

《国际投资法成案选》
、

《国际经济法教学资料 选 编》
、 _

、

《国际经济法成案选》
、

《 国际私法教学资料选编》等
,

已成为我国第一套国际私法
、

国际经济法

的系列教材
,

被许多高等学校广泛采用为本科生
.

和研究生的教材
。

再如陈光柞教授主编的《科

技文献检索》被评为国家教委优秀教材
,

与之配套的《情报语言学基础》
、

《情报学》
、

《中国历

史文献学》以及《 目录学》
、

《分类学》
、

《图书馆学导论》
、

《图书营销学》
、

《图书发行学概论 》
、

《图书馆文献编目》
、

《藏书建设与读者工作》等
,

也成为我国第一套图书
、

情报学的系列教材
,

为大多数高等学校的图书馆学专业
、

科技情报专业和 电大
、

自学考试的学生采用
。

有不少学术专著是国内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多年研究的成果
。

如唐长孺教授主编的《敦煌

吐鲁蕃文书初探》 ,

引起了国际敦煌学界的强烈反映
,

使一些持有
“

敦煌在中国
,

研究中心在

日本
”

的外国学者改变了观点
,

承认敦煌研究中心也在中国
。

目前
, 《敦煌吐鲁蕃文书再探》即将

出版
。

吴于魔教授主编的《十五
、

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一书
,

用整体的眼光
,

从宏观

的角度来看待发展的世界历史
,

为编写出具有我国特色的世界历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

为国

内外史学界所注目
。

另外
,

刘涤源
、

谭崇台教授主编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 ,

已故著名马克

思主义理论家李达教授的专著《经济学大纲 》 ,

己故著名学者黄侃教授的《字正初编》
、

陶德麟

教授著《 中国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

肖楚父教授著《中国辩证法史》
、

胡迪鹤教授著《随机过程概

论》等
,

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
。

《法学概论》 去年被评为第三届全国优秀 图 书

奖
。

(四 )
、

正确处理重点与一般的关系
,

不断优化选题
,

调整结构
,

突出重点
。

出版社的选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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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是一项系统工程
,

必须根据系统性
、

科学性
、

整体性
、

可行性的原则
,

正确处理长远与

近期
、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

需要与可能等方面的关系
,

加强宏观控制
,

确定
“

重点工程
” 、

重点选题
,

克服杂乱无章
、

内容平庸
、

重点不突出等弊端
。

这是办出出版社特色的关键
。

在

治理整顿过程中
,

我们的着眼点不在于扩大出书规模
,

而是抓紧
“

重点工程
”

的建设
。

除了《武

汉大学学术丛书》外
,

从今年起
,

还将组织校内专家编写出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丛书》 ; 为配

合大学生政治理论教育
,

即将出版《大学生政治理论教育丛书 ))j 为促进本地区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的发展
,

拟出版《今 日湖北》系列书
。

目前
,

已组成专门班子
,

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

听取

各方面专家的意见
,

进一步确定
“

重点工程
”

选题和年度重点书
,

为制定我社
“

八五
”

出版规

划作准备
。

学校领导和教师对此十分关心
,

非常支持
。

(五 )
、

学校领导重视
,

各部门支持
,

群策群力
,

解决知识分子出书难的问题
。

学校党委和

校长非常重视出版社的工作
,

经常听取出版社工作汇报
,

及时帮助出版社解决困难
。

1 9 8 9年下

半年调整充实了领导班子
,

组建了出版社党委
,

理顺了出版社与下属两个印刷厂的领导关系
,

建立了编
、

印
、

发相互配套的管理运行机制
。

学校党委把出版社的出书质量和水平作为反映学

校学术地位的重要方面
,

而不把出版社当作创收单位
。 19 8 8年 12 月建立武汉大学出版基金

,

组成以陶德麟副校长为主任委员
,

教务长
、

总会计师和出版社社长为副主任委员的出版基金

管理委员会
,

负责基金的筹集和审批事宜
。

研究生院
、

教务处
、

自然科学研究处
、

社会科学

研究处都拨出一定经费来资助学术著作和教材的出版
。

各院系用 自管经费资助教师出书的学

校财务部门都予以支持
。

1 9 8 9年学校用于资助出版学术著作和教材的经费近 30 万元
,

这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知识分子出书难的问题
。

如石泉教授专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 ,

被国内外学

者认为是一部高水平的
、

具有明显特色的学术专著
,

学校拨款 3 万元资助出版
。

目前
,

全社职工认真贯彻十三届四中
、

五中全会精神
,

深入进行形势教育
,

深化改革
,

修改完善经营责任制
,

进一步调整结构
,

突出重点选题
,

同心 同德
,

团结奋斗
,

努力把我社

办成有特色
、

有影响的大学出版社
。

(本 文贡任编辑 江干 杨 小 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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