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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早期学报学术性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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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报演变为学术刊物
,

在我国经历了由学术
、

新闻
、

文艺等内容混杂的杂志型过

渡时期后
,

才变为最终的纯学术型
.

这时办刊者把学术性作为学报的主要特征
,

在编排内容和

形式上
,

均以突出学术性为特色
。

在办刊的同时
,

办刊者还开展了编辑出版学术研究
,

从而推

动了学报编辑出版工作的全面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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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机构
,

是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后
,

逐渐产生和发展

起来的
。

本世纪初期
,

西方产业技术革命的成功
,

使我国科学技术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

势
。

受其影响
,

我国印刷工业的发展使新闻出版事业得到了长足地发展
。

与此同时
,

我国学

术界研究学术
、

探讨学术的风气随之逐渐开始起步
。

在相继建立起来的学术机构中曾出现

了许多爱国
、

重科学的先进知识分子
,

他们怀着真挚的满腔热忱
,

把科学研究作为救国救

民之本
,

企图依此富国强 民
.

为此 目的
,

他们需要宣传 自已的政治主张和先进的思想去召

唤 民众觉醒
;
需要向民众介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

;
需要 民众的信赖和支持

。

于是
,

社会上便出现了以书刊杂志为主的各种现代大众传播媒介
。

以出版的刊物为例
,

仅辛亥革

命前后
,

从 1 9 0 0年至 1 9 1 8年期间
,

出版的各种刊物就有七八百种之多
,

内容涉及社会的各

个领域和当时的各种学科
〔` , 。

这一时期
,

我国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也同时陆续相继创办

起了研究和探讨学术的刊物
.

在创办学术刊物的基础上
,

学报便逐渐脱颖而出
。

学报的产

生是在当我国学术研究具有一定规模并深入到一定程度时才出现的
。

我国高等学校学报
,

就其 内容和形式而言
,

它是怎样演变而来的 ? 它具有哪些刊物特

点和规律性的东西? 办刊者指导思想如何等等
,

这些都是我们学报工作者和学报史研究者

共同关注的问题
。

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
,

不仅对于我们今夭的学报工作具有一

定参考价值
,

而且对于学报史
、

编辑史 以及编辑学和出版学均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

为此
,

我们根据查阅到的资料
,

对我国自本世纪初始 30 多年以来出版的
,

且在全国有影响的高校

学报
,

进行一些整理
,

并对我国早期学报的演变及其学术性特征进行了初步研究
。

1 学术性是中国大学学报演变中的最终特征
“
学报

”
一词

,

谁人杜撰
,

何时首作杂志刊名
,

尚难于定论
。

但是
,

早期研究 中国学报和

办刊者认为
“
学报

”

是发表学术性刊物的观点
,

逐步被 以后的学报工作者所接受
。

学报所刊

载的文章
,

明显与其他新闻趣事
、

文学艺术
、

散文诗歌
,

以及知识性
、

趣味性
、

科学普及类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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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严格有别
,

学报大都以刊载学术研究和具有新论之作为主
。

例如
, 《北京大学学报 》前身

《北京大学月刊 》
,

创刊伊始便开宗申明
,

把学术性作为刊物的
“

本体
”
来办

〔幻 : “

本月刊取

材
,

以有关学术思想之论文记载为本体
” ,

而
“
至于无谓之诗歌小说及酬应文字

, · · · · ·

一概

不收
。 ” 、 “

即使
`

兼登译文
’ ,

亦以介绍东西洋最新最精之学术 思想为主
” 。

这种最早提出将

学报办成纯学术性刊物的思想
,

为我国高层次理论研究刊物探寻出了正确地发展方向
。

何谓学术 ?系统而专门的学 问是也川
。

何谓学 问 ? 《易
·

乾 》有
: “
君子学以聚之

,

问以辩

之
。 ” 《荀子

·

大略 》载
: “ 《诗 》曰

: `

如切如磋
,

如琢如磨
’ ,

谓学问也
。 “
学

” 、 “
问

”

原初各自独

立
,

嗣后联称
,

专指有系统的知识
〔3 , 。

我们认为
,

学术所指的
“
知识

” ,

并非一般普及性知识
,

它是对某一间题在一定层次或一定角度
,

探究其内在客观规律的阶段性总结或最终研究

成果
。

凡研究所得
,

只在持之有据
,

能 自圆其说
,

从而对问题的解决或揭示提出一孔之见
,

或使之部分
、

乃至完全解决
,

即可认为形成一定意义上系统而专门的新知识
.

学术活动就

是运用现有知识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实践
、

认识
,

获得新论的一种高级思维活动
.

发表学术

论文是学术活动中传播学术思想的最有效方式
。

然而
,

对学术的认识在我国也是随着办刊者的实践活动逐步明确化的
。

例如本世纪 20

年代
,

我国新闻学家戈公振在 《中国报学史 》中把学报等学术刊物列入报纸类
〔们 .

这表明
,

当时无论从学报的办刊实践还是从人们的认识活动来看
,

学报的学术性 尚未完全表现出

来
。

实际上
,

学报只所以成为学术性刊物
,

是经历了一个 由不成熟到成熟的演变过程
。

《苏州大学学报 》的前身《东吴学报 》 ,

创刊于 1 9 0 6年 6月
,

在我国高校是 目前 已知创办

学报最早 的刊物
,

也是最早以
“
学报

”
( 1 9 1 9 ) 作为刊物名称出现的学报之一

。

在 《东吴学报 》

之前
,

曾经历了《学俘 》 (创刊号 )
、

《东吴月报 》
、

《东吴 》
、

《东吴季报 》等刊名的演变阶段
〔5〕 ,

而只有当演变为 《东昊学报 》时
,

才具有了我们今天学报意义的性质
。

这可从该刊的栏 目设

置变化情 况窥见一斑
。

《东昊月报 》 ( 1 9 0 6) 分 图画
、

论说
、

学科
、

时事
、

译丛和丛录
。 “

论说
” 、 “

学科
” 为论文

,

占

该刊 1 2/ 版面
; “

译丛
”
为译文

,

近似于今天学报所刊登的学术内容
。 “

时事
” 、 “
丛录 ”

是新闻
、

校闻
、

杂记之类
,

与我们今天高校校报内容相似
。

以后
,

刊名屡变
,

学术论文内容的比例有

所增 加
。

例如
, 《学俘 》 ( 1 9 0 7一 1 9 0 8) 设栏 目

:

图画
、

论说
、

文理科
、

法学
、

医科
、

小说和杂录八

类
,

原译丛类的译文按其内容性质并入各学科中
,

论文篇幅增加
,

杂录内容减少
。

此时的刊

物 已具有文理科综合性
,

兼有一部分校报 内容 的特点
。

再后
,

《东吴 》 ( 1 9 13 一 1 9 1 7 )
、

《东吴

季报 》9 1 9 1 8) 分为通伦
、

学术
、

文艺
、

杂姐
、

纪事和附录
,

原来的
“

理科
”

论文归入
“

学术
”

栏
,

这可能是高校学报
“
学术

”

栏目之最早
“

杂蛆
” , “

记事
” , “
附录

”

所登内容仅占 1 3/ 版面
。

以

后该刊仍将论文作为主要 内容予以编发
,

但仍有 1 3/ 版面用于刊登文艺作品
、

杂记和校闻
。

至《东吴学报 》时
,

甚至不再刊登文艺
、

杂记和校闻类
,

而成为各学科学术论文的专集
,

如经

济社会科学
、

国际问题
、

理化
、

生物和文学专号等
。

《复旦 》是复旦大学 1 9 1 7年创刊
〔̀ ,
的《复旦学报 》前身

,

从 1 9 1 8年第 5期看
,

当时设栏目
:

说论
、

著述
、

科学
、

译丛
、

小说
、

诗赋
、

杂姐
、

记事等
,

其中
“

说论
” 、 “

著述
” 、 “

科学
” 、 “

译丛
”

为

论文体裁
。

带有今天学报和校报的性质
。

这时的《复旦 》
,

尚处于起步发展时期
。

1 9 1 5年 12 月 由清华学校创办的《清华学报 》 ,

是我国学校办学术刊物 中最早以
“
学报

”

命名的刊物
。

当时刊载 内容有著述
、

记述
、

译述三大部分
,

学术内容只占该刊的 1 3/
.

在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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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之后
, 1 9 2 4年 6月《清华学报 》 (半年刊 )复刊

。

从复刊后的第 1卷两期可知
,

全卷共刊 12 篇

论文
,

其中第 1期 7篇
,

第 2期 5篇
,

占全卷所刊文章的 80 %
,

创刊时的
“

记述
”
和

“

译述
”
内容已

被调整
,

而相应增加了一定篇幅的
“

社会调查
” .

综上所述
,

中国大学学报不是一经办刊
,

就具备了我们现在学报所具有的学术性质
,

而是在办刊过程中
,

逐渐 向学术性方 向过渡发展
,

即不断调整和增加学术论著的 比重
,

突

出学术性
,

并以此作为办刊者的奋斗 目标
〔 7 ,和刊物 的最高发展形式

。

例如在办刊实践中
,

随着学术内容在刊物 中的容量增大和学报学术性质的逐渐明朗化
,

刊物便冠以
“

学报
”

名

称及其形式出现
,

这是我国早期大学学报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 明显特征
。

有些刊物虽不

完全具备学报的学术性特征
,

创刊时也以
“

学报
”
为名

,

例如《清华学报 》
。

但是办刊者还是

注意到了学术内容在刊物中的重要位置和应占的 比重
。

他们往往采取必要的技术处理方

法
,

突出学术论著在刊物中的重要版面
,

或给予醒 目的标题以引起读者的注意
.

而复刊后

的《清华学报 》 ,

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来看
,

都可以认为 已经完全是以
“

学报
”
的面 目出现

的
。

2 学术性研究是中国大学学报的主要特征

学术性是学报的主要特征
,

学术研究成果多通过学报类载体及时向社会公开传播
.

大

凡有识之士
,

历来把教育和学术研究同等对待
,

而尤为重视学报在反映学术研究成果 中的

重要作用
。

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就 曾经指出
,

大学
“

非仅为多数

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 已也
,

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
。 ” 即由他主持

创办并主编的《北京大学月刊 》创刊号《编辑略例 》中明确指出
: “

本月刊为北京大学职员学

生共同研究学术
,

发挥思想
,

报露心得 之机关杂志
。

叹交大季刊 》在 《弃言 》中认为
,

教育人

材是强国治本之法
,

而其中尤以学术研究最为重要
。 “
…… 目观欧美最新物质文明

,

较之我

国现状
,

竟有霄壤之别
,

不胜令人浩叹…… 然则治本维何 ?曰
:

教育人才
。

惟教育人材
,

除学

校设置课程外
,

当以本人之研究工作
,

最为重要
。 〔 , , 《岭南学报 》认为

,

国家文明的进步亦是

由于
“
学术之发达

”

所致
〔, 。 , 。

而 当时
,

唯我国大学在学术研究领域保持着 国内领先水平的

地位
〔 , ” 。

因此
,

作为发表学术研 究成果的大学学报
,

使逐渐形成了报道我国学术研究和具

有代表国家科研水平论著的主要特征
。

自套北京大学月刊 》在 我国首先提 出学报的性质并最先将学报办成学术性刊物之后
,

随即引起期刊界特别是国 内大学学报界的认同
。

《清华学报 》指 出
: “

本报以研究学 问为宗

旨
,

选载研究学问之文字
” 〔, ” 。

《燕京大学学报 》也指出
: “

本报以研究中国学术之译著为主

旨
”

lt3 , 。

由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出版的《女师大学术季 刊 》声称
,

本刊
“

为提倡学术
,

增进

学术研究与兴趣
”

而办
,

发表
“

师生关于学术研究之文字
” 〔 , ` , 。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的前身

《西北农林 》创刊伊始
,

亦公开声 明将担负起本刊在学术上
“
应尽 之任务

” 〔` 5 , 。

《交大季刊 》

则希望将本刊办成
“
国内学术界最高之喉舌

,

学术研究的中心
。 ” 〔 , ` ,

由于刊物宗旨明确
,

注重突出学术研究内容
,

因而在我国大学学报周 围
,

云集着一批

学术界著名专家和学术带头人作者
。

他们不仅是学术权威
,

而且有些又是编者
,

这对于办

好刊物
,

提高刊物学术水平
,

活跃学术气氛均起到 了有力地促进作用
,

对我国科技事业发

展初期的起步和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

自
“

五四
”
以后

,

学报的主要特征是学术研究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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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篇幅开始增加
。

例如
,

《清华学报 )( 复刊号 )第 1卷第 2期共刊登 7篇文章
,

其中论文占所刊

文章的 71 %版面
: “
词的起源 "( 胡适 )

、 “

清季中国流行之货币及其沿革 "( 纬挺生 )
、 “
中国第

一篇古史之时代考
”

(陆惫德 )
、 “
四方开方释要 "( 郑之蕃 )

、 “
三等分角法二则

”
(周培源 )

。

此

外还刊载
“

社会调查
”

2篇
。

在 《燕京大学学报 》第 1期刊载的 7篇文章中
,

学术论文就占 6篇
,

另有
“

社会调查
” 1篇

。

该期所刊论文
,

均为当时学术界著名学者之作
,

而且有些为本刊编委会成员
,

这些作者是

王国维
、

谢婉莹
、

冯友兰
、

张荫麟
、

容庚
、

俞平伯
。

《辅仁学志 》是辅仁大学 1 9 2 8年 12 月创刊的半年刊
,

该刊在创刊首期
“
编辑略例

”
中也

强调 了刊物的学术性
: “

本志之旨
:

在于研究中国学术
,

凡关于历史
、

语言
、

文学
、

宗教
、

哲

学
、

美学
、

金石等著作或译文
,

均所欢迎
” 。

本期编发的 6篇文章均为学术论著
。

进入 30 年代至抗战前夕
,

随着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

学术研究出现活跃
,

学术刊物有

所增加
。

这一时期志垠内容在编排形式上
,

不仅趋于活泼多样
,

而且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论

著均有增加
,

例如
,

由国立武汉大学出版的《文哲季刊 》创刊号共设论著
、

专载和书评 3个栏

目
,

其中
“

论著
”
刊文 10 篇

,

占该刊的 70 纬容量
〔 ,” 。

《河南大学学报 》在创刊号上刊载的 ” 篇

文章全为学术论著
〔 ,幻 。

《湖南大学季刊 》在第 1卷第 3期上刊载论文 12 篇
,

占所刊登文章的

85 %还多
,

到第 4期
,

则刊登论文 16 篇
,

占所登文章的 90 %以上
〔` ”
由国立武汉大学同时出

版的 《理科季刊 》
,

在 1 9 3 4年第 5卷第 1期上刊载的
“
铬盐制革之原理

”
(陶延桥 )

、 “

集合论
”

( 萧文灿 )
、 “

代数数域论
”

( D a y id iH lb e r t 论著
,

华罗庚译文 )
、 “

重氢
”

(汤佩松 )等重要文章

都及时地反映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科学发展水平
。

此外
,

在该刊第 5卷第 4期刊载的童家弊

论著
“

遗传学最近的进展
”
一文

,

较系统地介绍了遗传学之父孟德尔的两大定律和摩尔根

的基 因论
,

阐述了遗传物质基础是基因这一生命科学研究中的最新理论
,

这无疑对我国生

命科学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

不仅大学学报把刊登学术论著作为办刊的主 旨
,

而且大学创办的其他专业或综合性

刊物
,

也把研究学术视为办刊的宗旨
。

例如
:

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创办的《国学季刊 》

(胡适任编委会主任 )在 1 9 2 3年出版的第 1卷第 1号
“

编辑略例
”
中声明

,

本季刊
“
主 旨在于发

表国内及国外学者研究
`

中国学
’

的结果
” ,

另在附录
:

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

事中明确规定
,

《国学季刊 》“ 发表国学方面研究所得之各种重要论文
” .

该刊第 1卷第 1号共

刊文章 10 篇
,

论文占版面的 80 %
,

第 2号刊登的 7篇文章全为学术论著
。

3 开展编辑出版学术研究是早期大学学报出版工作的组成部分

在我国大学学报初创时期
,

学报编辑出版工作者不仅在编辑实践中注意到 了学报的

学术性
,

把刊登学术研究
、

具有新论的新作作为学报的主要 内容及时加以反映
,

而且把学

报编辑出版学术研究作为学报出版工作 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

较系统的学报编辑出版研究

成 果
,

最早以本世纪 20 年代戈公 振《中国报学史 》和 40 年代李诩灼 《中国学术与中国学

报广
。 ,为代表作

。

早期对学报及其编辑出版的学术研究著述
、

思想论点
、

虽缺乏较系统的

研究工作
,

但从学报资料中仍能窥见其精辟的思想光点
。

3
.

1 倡导和繁荣学术
,

阐扬真理
,

促进社会发展

学术研究
,

是发现
、

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践过程及思维活动形式
,

学报的出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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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赏奇析疑
、

阐扬真理
、

倡导和繁荣学术
,

以及直接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对

此早期学报研究者已有深刻认识
。

《岭南学报 》在创刊伊始开宗明义
,

出版该刊旨在
“

期于倡导学问
,

阐扬真理
。

赏奇析

疑
”

,10 , .

武昌中华大学 《中华季刊 》创刊号刊登 校长
、

编委陈时先生为本刊撰写的
“
创刊旨

趣
”

中说
: “

大学与学术团体
,

为著作与 出版之唯一负责者
; 盖必学术研究之空气浓厚

,

著作

与出版
,

乃有不竭之来源
,

再进而与社会上一般读者
,

日事观摩
,

自能造成学术之环境
。

故

大学或学术团体
,

恒为社会学术前躯
,

及实际社会之先导
,

社会亦自随学术而进化
,

二者每

互为因果 :"1
` , 。

他又说
,

在当时
: “
国 内之专门研究学术机关

,

截止现在
,

寥寥可数
,

惟各大

学则以学者研讨之结晶
,

以定期刊物发行者
,

尚不少名作
,

循化曙光
,

作启蒙运动
,

必有收

获
,

可以预期
。 ”

实际上
,

学报的确在繁荣学术
、

促进科学研究方面起到了
“
启蒙运动

”

的作

用
,

使当时我国高校成为科学研究和学术 活动的 中心
,

以此辐射全国
。

3
.

2 学术探讨 的园地

学术探讨不能受制于人
,

允许不同学派并存
,

可以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在高校
,

显然

学报 已成为学术探讨的重要园地
,

编辑扮演着园丁的角色
。

凡幼苗都得扶持
,

才能茁壮成

长
; 一种新的学术理论

、

学术观点的形成
,

最初也需要扶持
,

也需要有一个 成熟的过程
,

而

这个过程是在学术讨论中趋于完善的
。

学报为探讨学术提供了适宜的沃土
,

从而推进学术

研究成果的滋生
、

发育和成熟
。

因此
,

学报即是
“
名著作或大发明之试验护关

,

由每个问题

的讨论
,

经过相当时期之相参
,

遂成一有系统之创作
。 ” 〔川

3
.

3 繁荣出版事业

《中华季刊 》编委陈时先生还指出
: “

欧美 日本
,

文化进步
,

其出版物以 日计
,

常达百种
,

且多学术上之发明
。

吾则以月计
,

平均每月尚无一种
,

且大都剿袭雷同
,

或竟借译述材料
,

自署创作
,

求其勘称名著者
,

百或得一
; 即退而思得名著之译本

,

亦不多见
,

出版界之贫乏

现象
,

盖无过于近今者也
” 〔 , ” 。

由此可见
,

文化科技之发达
,

是出版物藉 以发展的基础
,

而

学报等学术类刊物的出现与发展
,

是出版界兴 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

3
.

4 学术研究要赋于创新
,

系统研究

学术研究不能
“

借译述材料
,

自署创作
”

更不能将别人的科研成果改头换面
,

以 自已的

新作予以发表
,

脚踏实际地潜心研究
,

实事求是地进行报道
,

这是科研工作者最起码的道

德标准
。

科学研究的创新性是科学研究的本质所在
,

如果缺乏之
,

科学研究便失去其价值

意义
。

不仅如此
,

而且还会造成人力和物力上 的极大浪费
,

这是每个科研工作者力求避免

的
。

尽管学报编辑在主客观方面作了种种努力
,

但是重复性研究
、

缺乏独立见解的文章不

时充斥学报
,

以致影响了学报的质量
。

仅以重复性研究为例
,

当今
“

重复进行的科研工作的

比重
,

在各个不同领域达到总工作量 的 60 %一 70 % ” ,20 , 。

由此看来
,

重复性研究内容的文

章在学报刊载将不可避免
,

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和借助现代信息手段
,

最有效地发挥编辑的

鉴审作用
,

使重复信息和平庸之作的刊载率降低到最低限度
。

因此
,

进行学术研究
,

发表学术研究著述
,

正如《交大季刊 》编者指出的那样
: “

似研究

的文字第一应有创作性
,

即是要有人所未见到的议论
,

人云亦云决不是研究者的态度
;
第

二应有联系性
,

即使对于一个间题应继续发表文字
,

要如此才能提到间题的症结
,

才能有

所发现
。 ” 〔, ,此虽是针对研究文字而言的

,

但亦道出了学术研究的真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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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矿

戊明丁我国早期大学学报编辑研究工作者
,

在学报研究领域的真知灼见是

具有一定特点的
,

对我们今天的编辑实践和理论研究亦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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