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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初次恢复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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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初次恢复重建略晚于其它期刊, 是按基础有计划地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恢复重建的。确立了为社会主义科学文化教育建设事业服务的全新编辑出版指导思

想, 形成了具有一定数量, 结构比较合理, 层次较高的出版阵容, 展示了建国初期高校在理工农医专

业领域的重要教学科研成就。建立了编辑出版的良好基础, 为新时期出版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

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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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是高校理工农医类专业教学

科研成果的重要载体和进行学术交流的工具, 它的

建设发展的基础是高校理工农医类专业教学科研工

作的不断创新、进步与发展。建国初期, 我国高等教

育尚处于改组、恢复、重建阶段, 因而这一时期的高

校自然科学学报也经历了一个先准备后恢复重建的

特定历史阶段。

1　按基础有计划恢复重建

建国前夕,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

领中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 以服务于工业农业

和国防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 普及科学知

识。”建国后, 中央人民政府很快组建了中国科学院

和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 以分别指导全国科学与

出版工作。1950 年 9 月 15 日至 25 日举行的第一届

全国出版会议, 通过了《关于改进期刊工作的决议》。

同年 10 月 28 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了《关于

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 其中指出:“出版

期刊是出版工作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应予重视。现

在出版的多数期刊没有计划、没有领导、没有比较健

全的编辑部, 因而其质量不能令人满意, 甚至徒然浪

费人力物力。政务院责成出版总署会同各有关方面

将现有期刊逐渐调整, 并改善他们的编辑状况。与这

些期刊有关的机关团体也应重视期刊的工作, 把出

版期刊当做指导工作的经常性的和锐利的武器, 按

时给予具体的指导。”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全

国出版工作开始有计划逐步展开, 部分科学、文化、

教育性质的期刊先后恢复重建或创办。高校自然科

学学报如何恢复重建, 同样引起政府和高校广大知

识分子的重视和关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我国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 很多高校为了躲避战火, 往往都几经迁

移办学, 大部分时间处在动荡不安之中, 所能开展的

教学科研工作非常有限, 其学报的编辑出版之事更

是几乎中断。新中国建立后, 党和政府特别重视教育

工作, 早在 1951 年 11 月 30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 以

促进学校的恢复重建。随后政府又对高等学校进行

了院系调整, 克服了以往学校设置分布、科系分工上

的无政府状态和脱离实际的情况。经过这一系列清

理、整顿、调整建设工作, 我国高校在建国后的几年

间逐步进入一种正规的良好发展状态。然而, 不可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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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是新的教学科研工作才逐步起动, 一切尚处于

探索初期。面对高校教学科研工作的这种实际状况,

各高校的自然科学学报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内没有

急于恢复出版或创办, 而是遵循实际教学科研能力,

按基础有计划地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先后恢复重建

或创办。由于这次获得了稳定的社会大环境, 又有比

较好的计划性, 切合实际, 到 50 年代中后期很快形

成一块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出版阵容。其一是部分

著名高校恢复或创办了专门的自然科学学报。其间

先后恢复创办的有《复旦学报 (自然科学版)》(1955

年 4 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1956

年 12 月)、《南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1955 年

12 月)、《四川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1955 年 3

月)、《福建师范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1956 年 9

月 )、《东北人民大学自然科学学报》(1955 年 10

月)、《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55 年)、《西北农学院

学报》(1956 年 2 月)、《华中农学院学报》(1956 年)、

《西南农学院学报》(1957 年 12 月)、《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1955 年 9 月)、《清华大学学报》

(1955 年 12 月)、《中山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1955 年 11 月)、《西安医学院学报》(1955 年 8 月)、

《内蒙古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1959 年 9 月)、

《新疆医学院学报》(1959 年)、《山东海洋学院学报》

(1959 年 10 月)、《华东纺织工学院学报》(1956 年 6

月)、《国防科技大学学报》(1956)、《长春地质学院学

报》(1959)。其二是部分高校恢复或创办了文理综合

性质的学报, 这些学报有的文理分册出版, 有的则文

理内容同册出版。像《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5 年

11 月)、《南京大学学报》(1955 年 1 月) 等即是综合

版学报。现有资料表明: 1950 年至 1959 年我国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的各年恢复或创办的情况是: 1950 年

2 种, 1951 年 2 种, 1953 年 1 种, 1954 年 3 种, 1955

年 21 种, 1956 年 25 种, 1957 年 33 种, 1958 年 9

种, 1959 年 34 种。[1 ]

由此看出, 我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这次恢复重

建, 就当时整个期刊数量而言, 占了一个比较大的成

份, 是自然科学学术性期刊中最大的一个分支。从出

版类别及所处区域看, 都是比较合乎当时实际状况。

2　确立了全新的编辑出版指导思想

我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或者说包括当时文理综

合版学报, 比较典型的是在 20 世纪初期出现的, 至

二三十年代之交得到一次较大的发展。此后, 随着战

争的不断爆发, 一直处于一个很不景气的状况。其原

因大概是一方面社会工作生活环境不稳定; 另一方

面编辑出版指导思想不太切合社会实际。有些学报

办刊宗旨目的格调过高, 实际运行难以达到; 还有普

遍存在与社会实际结合不紧, 以致出现曲高难和的

问题, 从而没有得到来自社会更多方面的理解与支

持。建国后由于受到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 树立了为

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服务的总目

标, 从一开始各学报就确立了全新的编辑出版指导

思想, 即努力反映教学科研成果, 广泛进行学术交

流, 为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而服务。这种思想在各

学报的恢复重建或发起创办过程中都有明确的体

现, 我们通过各学报的“发刊词”便可观其一斑。《复

旦学报》创办时陈望道在“发刊词”中指出:“复旦大

学决定刊行《复旦学报》作为全校师生发表大小科学

研究成果的刊物之一, 暂时分作人文科学版、自然科

学版, 分别印行。最近收到的稿子属于自然科学的比

较多, 就先印行自然科学版。”“我们刊行这个《复旦

学报》, 是为便于教师发表研究成果, 交流研究经验,

促进科学研究工作的广泛开展和重点发展, 也以便

于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和自由批评, 反对唯心论

的思想, 宣扬唯物论的思想。这是复旦大学开展学术

研究风气, 提高学术质量的一个重要阵地。”《四川大

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的“发刊词”指出:“这个学术

性刊物的主要任务, 是发表我校教师们的研究成果,

交流研究经验, 推动科学研究工作, 以不断提高教学

质量和科学水平。”“尽管我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为

时不久, 经验不足, 但我们认为学报的创刊, 有助于

进一步推动我校科学研究工作, 发掘教师们的研究

潜力, 并为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供一个园地。”《东

北人民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创办时匡亚明在“发刊

词”中指出:“通过学报的出版, 我们一定能够进一步

推动科学研究工作, 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并藉此达

到进一步与全国各兄弟大学和科学界互相观摩、交

流科学经验, 从而得到他们更多的批评与指教的目

的。”《北京农业大学学报》创办时施平副校长在“发

刊词”中说:“我校刊行学报的目的, 一方面为了发表

本校师生和工作人员的科学研究成果, 推动本校教

学与科学研究工作的前进; 另一方面为了向校外报

导我们的研究成果, 供有关方面参考、研究与应用,

并且希望藉此和大家交流经验, 而特别希望专家们

和从事农业生产实际工作的同志们对我们提出批评

和建议, 帮助我们更好地前进。”《西北农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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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时辛树帜院长在“发刊词”中说:“发表我院科学

研究成果; 交流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经验; 推动学术

的自由争论和批评, 以促进我院科学研究工作和教

学工作, 更好地实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

《华中农学院学报》的“发刊词”指出:“我们发刊的目

的, 是希望把许多教师近年来在科学研究上辛勤劳

动的初步成果总结出来, 作为我们向科学进军途中

的第一块里程碑。”

由此可见, 这次恢复重建学报的编辑出版指导

思想, 不仅提倡科学研究, 进行学术交流, 推动教学

科研发展, 同时把支援国家科学文化教育建设当作

最根本的工作任务。在这种正确思想指导下, 学报在

出版实践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社会作用。

3　实践了科学文化交流的目的

学报是学术性期刊, 在科技文化领域承担着记

录、传播科学文化研究成果的社会功能和任务, 评价

学报办刊思想和出版实践的意义, 主要是看它发表

论文成果水准和在社会上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建国

后恢复出版或创办的高校自然科学学报, 由于确立

了正确的编辑出版指导思想, 在出版实践中较好地

展示了新时期高校理工农医类专业教学科研成就,

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丰厚的科学文化资源。

《复旦学报》创刊号即发表了《K 展空间几何学的新

发展》(苏步青)、《实函数论的发展影响於柯西

(Cauchy)定理的改进》(陈建功)、《论射影空间曲面

上的道路系统》(谷超豪)、《“同离子效应”方程式的

应用范围》(严志弦)等 20 篇重要论文。《北京师范大

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创刊号发表了《质点的经典运

动》(张宗燧)、《局部有限代数的分解》(刘绍学)、《河

北通县鸟类报告》(包桂睿又)、《师范学院地理系普通

自然地理教材组织系统问题》(杨曾威)、《论自然地

理学的对象与任务》(刘培桐、李之保)等论文 15 篇。

《南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在 1955 年到 1957 年

间先后发表了《一维空间的投影变换与三维空间的

非欧运动》(吴大任, 1955)、《关于微分方式及其微

分》(严志达, 1956)、《五极收音电子管静电子电路》

(汪佳平, 1955)、《带电粒子激发原子核的理论》(何

国柱, 1956)、《制备氯乙汞的初步研究》(郭焘钤、訾

祖光, 1956)、《昆明家鸭吸虫类的研究》(顾昌栋,

1956)、《天津附近蝗虫种类初步调查》(萧彩玉、王美

秀, 1957)等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四川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在 1955 年至 1956 年间先后发表了

《一个关于行列式的定理》(柯召, 1955)、《矩阵代数

的反自同构》(柯召、张同, 1956)、《关于二阶斯梯节

积分的一些性质》(郭大钧, 1955)、《未经记载的川康

植物》(方文培, 1955)、《成都蔬菜害虫初步调查》(谢

大麦, 1955)、《谷壳与花生壳之肥猪饲养效能试验报

告》(杨凤等, 1956)等质量较高的论文。《东北人民大

学自然科学学报》创刊号发表了《一般环之局部有界

理想》(谢邦杰)、《M aass 模定理的一个简单证明》

(王湘浩)、《光谱定量绝对分析增量法》(吴钦义等)、

《双电子原子的线形变分波函数》(苟清泉等)、《1ö

Χ12的双中心椭圆座标展开公式》(唐敖庆、江元生)、

《薄膜在光学中的应用》(湖南琦)、《关于H ilbert 空

间上的有界算子和封闭算子》(江泽坚)等有关数学、

物理、化学等方面论文共 36 篇, 计 370 余页。《北京

农业大学学报》从 1955 年到 1959 年间共出版 7 期,

发表论文 86 篇, 内容涉及农学、园艺、植保、土化、畜

牧兽医、农经等学科。《西北农学院学报》从 1956 年

到 1960 年共出版 5 卷 19 期, 刊登论文 155 篇, 约

300 万字。[2 ]其中很多论文反映的是西农的中科院

院士和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重要

科学研究成果。

从这一时期学报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看, 都

大大超过了以往各个时期, 同时在与社会工农业生

产、医疗卫生及其他实践相结合开展研究方面体现

出明显的进步, 比较好的实践了办刊思想和为社会

主义祖国科学文化教育建设服务的最终目的。

4　建立了良好的编辑出版基础

高校学报自诞生之时起, 因依托自己具有稳定

的教学科研人员优势, 便显示出特有的内向特性, 也

因此而受到学校的重视与支持。在这种历史传统的

影响之下, 建国后恢复重建或创办的高校自然科学

学报, 不仅凭借了这种优势, 而且更好地发挥了这种

优势, 很快建立起适应新时期学报的作者队伍、编辑

队伍等编辑出版基础。

从编辑出版管理角度看, 得到校方的高度重视

与支持。许多著名高校校院长或著名专家学者亲任

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或主编, 绝大多数学报都组建

了具有很高学术威望的编辑出版委员会, 各校普遍

设立了专门编辑部门, 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与实

施办法。也为学报的编辑出版提供了人、财、物基础,

使得学报的编辑出版面貌焕然一新。其一是学报的

编辑出版正常有序。各学报或按半年刊或按季刊,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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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相对较多而稳定的页码, 一定的规范格式出版。其

二是刊发内容基本甚至全部是学术论文, 且多数论

文水平较高。部分学报发表的研究成果, 代表了国家

科学研究水平。还有部分研究反映的成果, 密切结合

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实际, 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大

力支援。其三是初步形成了一套学报编辑出版的基

本规范, 确立了学报的学术性、内向性、交流性等学

术研究特性, 为高校广大教学科研人员提供了开展

讨论的园地, 架设起通往科学殿堂的桥梁。

新中国建国初期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恢复重建

虽略晚于其它期刊, 但它的恢复重建工作是按基础

有计划地展开的, 树立了为社会主义祖国科学文化

教育建设服务的正确编辑出版指导思想, 较好地反

映了新时期高校取得的教学科研新成就, 为我国新

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发展作出了贡献, 为高校

学报事业的发展乃至整个科技期刊出版业进步提供

了很好的理论依据和全新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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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 irst restoration of journa ls of natura l sc iences in colleges
and un iversit ies of the new Ch ina

——S eries study of the h istory of Ch inese scien tif ic jou rna ls (8)

ZHU L ian2ying
( Edito ria l D ep t, Jou rnal of Yan’an U n iversity, Yanan 716000, Ch ina )

Abstract: T he first resto ra t ion of jou rnals of natu ra l sciences in co lleges and un iversit ies of the new Ch ina

w as started a lit t le la te than that of o ther jou rnals, w h ich w as a system at ic effo rt on the basis of the

rem ain s beginn ing in the la te 1950s. T he new edito ria l and pub lish ing gu idelines w ere estab lished, i. e. to

serve fo r the socia list scien t if ic educat ion con struct ion. A num ber of reasonab ly st ructu red, h igh2level

pub lish ing p rofessionals w ere emp loyed and the impo rtan t teach ing and research ach ievem en ts of co lleges

and un iversit ies m ade in the new Ch ina w ere pub lished. A good foundat ion w as la id fo r edit ing and

pub lish ing, w h ich p rovided theo ret ica l basis and p ract ica l experience fo r the pub lish ing w o rk of the new

period.

Key words: Ch inese co lleges and un iversit ies; jou rnal of natu ra l sciences; resto ra t ion; gu idelines fo r

edit ing and pub lish ing w o rk; pub lish ing p ract 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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