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3 卷　第 1 期
2004 年 3 月

延安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Yanan U niversity (N atural Science Edit ion)

V o l. 23　N o. 1
M arch. 2004

新中国科技期刊出版业的两次挫折
Ξ

——中国科技期刊史纲之九

朱 联 营
( 延安大学 学报编辑部, 陕西 延安 716000 )

摘　要: 为总结经验教训, 考察了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中期, 中国科技期刊的出版状况。客观

分析后认为: 在此期间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调整压缩和“文革”动乱时期的严重破坏两次挫

折。特别是第二次挫折中出版形势一度走入历史最低潮, 几乎出现空白现象。事实证明: 稳定的经

济基础和社会科学文化教育环境; 科技出版技术条件及人才信息资源是科技期刊出版的根本基础。

发展中国科技期刊出版业, 应及时抓住机遇, 加快改革创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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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60 年代对中国科技期刊出版业来说是

一个特别惋惜和不幸的时期, 因为在这一时期国家

遭受了建国后从未有过的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动

乱。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科技期刊出版

的经费等条件和环境变差, 从而使科技期刊的出版

走入历史低潮, 严重影响了中国科技期刊出版业的

正常发展进程, 拉大了与世界发达国家期刊出版水

平的距离。

1　 三年困难时期的调整压缩与后期恢复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 10 年努力, 科技期刊出版业

已初步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基础, 确立了正确的编辑

出版指导思想, 形成比较合理的布局结构, 组建起一

支职业出版队伍, 出版质量显著提高, 正处于向更高

层次发展之中。然而,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就在此时,

前苏联与我国关系破裂, 撤走专家, 不再支援建设,

再加上连续三年自然灾害, 使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受

到极其严重的打击, 国民经济陷入极度困难时期。为

了度过困难时期, 恢复建设, 国家不得不采取一系列

应对政策。科技期刊出版由此而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压缩。像全国各专门学会及中科院研究所等正在出

版的《数学通报》、《力学学报》、《天文学报》、《天文爱

好者》、《地质科学》、《地理知识》、《建筑学报》、《动物

学杂志》、《中华儿科杂志》、《中华妇产科杂志》、《中

华放射学杂志》、《护理杂志》、《中华耳鼻喉科杂志》、

《中华眼科杂志》、《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畜牧兽

医学报》、《蚕桑通报》、《林业科学》、《大众医学》等刊

都在这一时期停刊或休刊。而高校则有南京大学、复

旦大学、西北大学、东北林学院等校自然科学学报在

此期间停刊或休刊; 还有一些刊物虽未停办, 但与相

关刊物实行了合并刊行。国内出版的期刊“1960 年

锐减为 442 种, 几乎减少一半, 中央级从 394 种减为

189 种, 地方期刊从 457 种减为 253 种。1961 年达到

这次低潮的谷底, 全国期刊种数减为 410 种, 年总印

数从 1959 年的五亿二千八百万册锐减到二亿三千

二百万册。中央级期刊略有上升, 从 189 种增为 263

种, 而地方期刊继续锐减, 从 253 种减为 147 种。”[1 ]

同 1959 年出版的 851 种期刊总数相比, 考虑到当时

社科期刊可能多于科技期刊的因素, 可见这次调整

压缩程度还是比较大, 起码停休刊过半。这是建国后

经历的第一次挫折。

度过三年困难时期, 国内经济状况逐渐好转, 许

多停缓建设项目又重新启动, 一度受限的科技期刊

出版也得以逐渐放开, 先前停休刊的逐步复刊,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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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适量创办新刊。如 1962 年后半年至 1966 年先

后有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恢复了自然科学学

报的出版。有关专门学会或机构恢复出版了《力学学

报》(1962)、《林业科学》(1962)、《天文学报》(1962)、

《天文爱好者》(1963)、《地质科学》(1963)、《水文地

质工程地质》(1966)、《地质与勘探》(1964)、《动物学

杂志》(1962)等刊的出版。中华医学会则恢复了《中

华儿科杂志》(1962)、《中华耳鼻喉科杂志》(1963)、

《中华眼科杂志》(1964)、《中华妇产科杂志》(1963)、

《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1963)、《中华放射学杂志》

(1963)、《护理杂志》(1963)、《药学通报》(1963)等刊

的出版。同时这一时期还创办了《杭州大学学报》

(196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1965)、《声学学

报》(1964)、《地层学杂志》(1966)、《动物分类学报》

( 1964)、《植物生理学报》( 1964)、《航空知识》

(1964)、《自动化学报》(1963)、《电子学报》(1962)、

《电子科学技术》(1964)、《电子技术》(1964)、《真空》

(1964)、《计量技术》( 1962)、《解放军医学杂志》

( 1964)、《中国畜牧杂志》( 1963)、《植物保护》

( 1963)、《辽宁农业科学》(1963)、《广东农业科学》

(1965)、《蚕业科学》(1963)、《土壤肥料》(1964)等新

刊。据上海图书馆编《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自然

技术、科学部分) 1963 年至 1966 年间各年第一期

“本索引资料引用报刊一览表”公布, 这四年间引用

期刊种数分别是: 1963 年 109 种, 1964 年 156 种,

1965 年 222 种, 1966 年 193 种 (其中含有几种政治

刊物)。可以大体看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对期刊出版

影响, 在以后的三四年间并未得到完全消除, 恢复出

版工作正在加速进行当中。

2　“文革”动乱时期的摧残破坏与曲折发展

正值科技期刊出版再度走向正轨发展之际, 不

幸在 1966 年 6 月爆发了波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

很快使全国上下出现一片混乱。由于林彪、“四人

帮”和他们在科学文化教育界的爪牙对我国科学文

化教育事业进行蓄意破坏, 致使科研院所、高等学校

受到严重冲击, 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 许许多多的

知识分子已没有了工作条件, 有的甚至失去了人身

自由, 更有甚者被搞的家破人亡。全国科学社团学会

基本终止了活动。科技期刊因“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

权威歌功颂德“等莫须有的罪名, 先后纷纷被迫停

刊, 使科技期刊出版业遭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破坏,

一度几乎出现空白。

1966 年 6 月“文革“开始不久, 原先正常出版的

科技期刊绝大多数便停刊, 只有《原子能科学技术》、

《地球物理学报》、《动物学杂志》、《植物学报》、《植物

生理学报》、《电子技术》、《无线电》等极少数期刊延

续出版至 1967 年也被迫停刊。从各方面公布的资料

看, 从 1967 年至 1970 年间只创办了《地震战线》

(1967)、《新医学》(1969)、《新中医》(1969)等极少数

不定期应时刊物。就整个期刊而言, 这是中国期刊出

版史上最低潮期,“谷底是 1969 年, 全国只有 20 种

期刊, 比旧中国还少; 年总印数的谷底是 1968 年, 只

有二千八百万册, 而且《红旗》杂志就占了一半以上。

1968 年和 1969 年, 地方只是在名誉上保留了三种

期刊。”[2 ]不难想见科技期刊在这一时期的出版又会

是个什么样子, 这是中国科技期刊出版史上的一个

不幸时期。

1970 年以后,“文革”运动的激烈阶段过去, 但

所造成的人们思想混乱, 黑白颠倒的遗风仍然严重

危害社会。在科学文化教育领域, 受极左路线的影

响, 取消“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 使科学文化

教育事业得不到正常的恢复发展。科技期刊出版也

未能获得正常恢复建设。从 1971 年到 1972 年创刊

或恢复出版的仅有《科学实验》(1971)、《医学研究》、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1971)、《物理》(1972)、《地理

知识》(1972, 复)、《地质与勘探》(1972, 复)、《考古学

报》(1972, 复)、《考古》(1972, 复)、《化石》(1972)、

《真空技术报导》(1971, 复)、《山东医药》(1971, 复)、

《陕西新医药》(1972)、《医学研究通讯》(1972)、《皮

肤 病防治研究通讯》( 1972)、《农业科技通讯》

( 1972)、《科学种田》(1972)、《安徽农林科学实验》

(1972)、《新农业》(1971)、《云南农业科技》(1972)、

《湖南农业科技》(1970)、《油料作物科技》(1971)、

《林业科技通讯》( 1972, 复)、《柑橘科技通讯》

(1972)、《淡水渔业》( 1971)、《土肥与科学种田》

(1972, 复)等数十种, 而且还是不定期出版。比较庆

幸的是 1973 年 1 月 10 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

纪要 (草案)》经国务院批准, 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

委会及国务院各有关部门传达。同年, 毛泽东同志作

了关于出版大学学报的指示。这无疑给科技期刊出

版业的尽快恢复发展提供了有利机会。此后, 在中央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视下, 广大科技工作者排

除各种干扰, 积极投入相应工作, 终使科技期刊出版

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1973 年, 清华、北京、复旦、武

汉、中山、吉林大学等校自然科学学报率先恢复出

58第 1 期　　　　　　　　　　　朱联营: 新中国科技期刊出版业的两次挫折　　　　　　　　　　　　　　　　



版。1973 年到 1976 年间中科院所属各专门学会重

要学术刊物先后复刊。如《数学学报》、《物理学报》

(1974)、《化学学报》(1975)、《化学通报》(1973)、《地

球物理学报》(1973)、《天文学报》(1975)、《地质科

学》( 1973)、《动物学报》( 1973)、《动物学杂志》

( 1974)、《植物学报》( 1973)、《植物分类学报》

(1973)、《微生物学报》(1973)、《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1973)、《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1975)、《无

线电技术》(1974)、《无线电》(1973)、《建筑学报》

( 1973)、《中国农业科学》( 1975)、《蚕桑通报》

(1976)、《林业科学》(1975)等先后恢复出版。部分普

通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和地方性期刊也在这一阶段先

后恢复出版。与此同时, 广西大学、福建师大、开封师

院、南京师院、白求恩医科大学、河南中医学院等院

校先后创办了自然科学学报; 其他有关部门也先后

创办了《中学科技》(1973)、《应用数学学报》(1976)、

《高能物理》(1976)、《分析化学》(1973)、《地球化学》

(1973)、《大气科学》(1976)、《海洋战线》(1975)、《环

境保护》(1974)、《环境科学》(1976)、《植物杂志》

( 1974)、《微生物学通报》( 1974)、《遗传学报》

(1974)、《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1974)、《激光》

( 1974)、《中华心血管病杂志》(1973)、《天津医药》

(1973)、《棉花》(1974)等新刊。据出版年鉴有关资料

统计, 1966 年至 1976 年间全国杂志出版种数为:

1966 年 191 种, 1967 年 27 种, 1968 年 22 种, 1969

年 20 种, 1970 年 21 种, 1971 年 72 种, 1972 年 194

种, 1973 年 320 种, 1974 年 382 种, 1975 年 476 种,

1976 年 542 种。[3 ]一般来说科技期刊与社科期刊种

数相差不会很大, 可以大体看出, 1973 年以后科技

期刊出版状况有所好转, 但远难同 1959 年甚至是

1965 年的情况相比, 其间科技期刊内容也出现了一

些不必要的偏向, 如注重与生产实际结合的应用科

学内容, 忽视或轻视基础科学理论学科的发展等。而

且真正的科学技术信息含量显得不足。这在中国科

技期刊出版发展史上是一个十分艰难曲折的时期。

中国科技期刊出版业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

中期经历的两次挫折说明: 科技期刊出版的发展基

础是必要的经济基础, 稳定的社会科学文化教育环

境和良好的科技出版技术条件及人才信息等资源。

三年困难时期经济条件变差, 社会科学文化教育发

展受限, 科技信息资源产出较少而导致出现的第一

次挫折;“文革”动乱时期, 特别是前期激烈阶段, 社

会科学文化教育正常秩序被严重摧残破坏, 后期出

版条件变差导致出现的第二次严重挫折, 都有力地

证明了这一点。同时提醒人们应当珍惜来之不易的

大好社会科学文化教育环境和发展机遇, 努力加快

科技期刊出版业前进的步伐, 尽快缩小与世界发达

国家科技期刊出版水平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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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setbacks of Sc i- tech per iod ica l publ ica tion s in new Ch ina
—— Series study in the h isto ry of Ch inese Sci- tech period ica l (9)

ZHU L ian2ying
( Edito ria l departm en t of Jou rnal of Yanan U n iversity, Yanan 716000, Ch ina )

Abstract: In o rder to sum up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 s, the pub lish ing situa t ion of Ch inese sci2tech

periodica l from the six t ies of the 20s cen tu ry to m iddle period of the seven t ies w as studied. A fter

ob ject ively analyzing, Ch inese sci- tech periodica l had gone th rough tw o setback s du ring th is t im e: the

first w as adju st ing and cu t t ing in the period of financia l d iff icu lt ies of th ree years; the second w as seriou sly

destroying in the Cu ltu re revo lu t ion. E specia lly du ring the second setback s the pub lish ing situa t ion once

had en tered in to the low est t ide of the h isto ry, a lmo st appeared the b lank space. T he fact had p roved that

steady econom ic base, the cu ltu re and educat ion environm en t of socia l science, the techno logica l condit ion

of Sci2tech pub lica t ion s and resou rces of ta len t info rm at ion w as the basic foundat ion of Sci- tech periodica l

pub lica t ion s. W e shou ld seize the oppo rtun ity in t im e and qu icken the step s of refo rm ing and innovate to

develop Ch inese Sci2tech periodica l pub lica t ion s.

Key words: Ch inese Sci2tech periodica l; setback; low tide; pub lish ing condit ion; develop ing oppo rtun 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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