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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调查统计和原始文献调阅!以创复刊较早的+东北师大学报,和+厦门大学学报,为典型代表!对 &8G8 年至

&8'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的继承&恢复&发展!及其科学传播源流作了系统分析" 认为+东北师大学

报,反映了中&俄$苏%&日等多种文化传播!又反映了中国民族解放事业在高等教育和科技学术期刊领域最初的胜利成果传

播)认为+厦门大学学报,依托福建厦门与滨海的地缘优势以传播海洋科学为特色!并在历史上学报的继承&学校与学报特色

传统的继承&以分册专辑形式出版综合性大学学报!以及学报在大学中的功能与地位等传播机制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

关键词!!大学自然科学学报!东北师大学报!厦门大学学报!科学传播

!!有关 &8G8 年以前高校自然科学学报 +以下简称 #学

报$,的研究已有一些结论(& RG)

' 有关 &8G8 年以后学报的继

承&恢复和发展仅有一些零星的论文(' R$)

' 这里"主要以创

复刊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的-东北师大学报.和-厦门大学学

报.为典型"对 "# 世纪 '# 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大

学学报的恢复及其传播源流作全面考察'

&!建国初期学报的继承&恢复与创刊

&8G8年 &#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高校继承&恢复

或新创办了一批学报' 其中"河北农业大学继承了 &8#' 年

创刊的-北直农话报."并于 "##' 年 8 月隆重庆祝创刊百年*

苏州大学继承了 &8#9 年创刊的-学桴.月报"于 "##9 年 9 月

举行了创刊百年庆祝活动*西北大学继承了 &8&( 年创刊的

-学丛.月刊"于 "##( 年举行了创刊 8# 周年的活动*清华大

学继承了 &8&' 年创刊的-清华学报."并于 "##' 年举行了创

刊 8# 周年的活动'

代表高校科技学术期刊最高水平的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在 &8'# 年后相继创刊或复刊' 在新中国最早创刊的为 &8'#

年 ( 月在哈尔滨由哈尔滨农学院+原东北农学院前身,创办

的-哈农学报."&8'# 年 9 月在北京复刊的-国立清华大学工

程学报.+&8($ 年创刊"&8G) 年停刊,"&8'& 年 ' 月在吉林长

春创刊的-东北师大学报."&8'" 年在河北保定创刊的-河北

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季刊"以及同年 8 月在福建厦门复

刊的-厦门大学学报.+继承 &8"9 年 & 月创刊的-厦门大学季

刊.,'

"# 世纪 '# 年代相继复刊或创刊的大学学报见表 &'

由表 & 可见"&8'# 年至 &8'8 年复刊了 &' 种学报"创刊

了 '9 种大学自然科学学报+不含高校出版的 )# 余种其他专

业科技期刊,' 其中"&8'# 年 " 种"&8'& 年 & 种"&8'" 年 "

种"&8'G 年 " 种"&8'' 年 &" 种" &8'9 年 "# 种"&8'$ 年 &G 种"

&8') 年 " 种"&8'8 年 &9 种' 在这些学报中"综合性自然科学

类有 "# 种"理工综合类有 ") 种"农林学 8 种"医药学 &" 种

+含中医 & 种,' 其中"在东北的长春&哈尔滨&沈阳&大连有

&" 种"北京出版有 8 种"上海有 $ 种"南京有 9 种"在大陆省

会城市中"西北仅有西安有学报"另外"南昌&郑州&南宁&石

家庄&拉萨尚无学报"港&澳&台未统计' 这些反映了建国初

期大学学报的时代分布&学科分布和地域分布特征'

然而"其中一些学校虽继承了 &8G8 年前的校史"却并未

承续 &8G8 年前的学报史' 如!-北京大学学报.虽承认前身

为 &8&8 年的-北京大学月刊."但创刊仍从 &8'' 年计起*复

旦大学虽相承于 &8#' 年的复旦公学"学报却未承续 &8&9 年

复旦公学创办的-复旦.半年刊"而是从 &8(' 年 9 月的-复旦

学报.计起' 如何对待近代以来由于时局动荡和战争破坏所

形成的大学兴亡演替及所办刊物的创刊&停刊和复刊"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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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世纪 '# 年代复刊或创刊的大学学报

序号 刊 名 出版地 创刊年月 复刊年月 刊 期

& 哈农学报 哈尔滨 &8'#%#( 不详
" 国立清华大学工程学报 北京 &8($%#( &8'#%#9 不定期
( 东北师大学报 长春 &8'&%#' 季刊
G 河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天津 &8'" 季刊
' 厦门门大学学报+文理综合版, 厦门 &8"9%#G &8'"%#8 季刊
9 大连工学院学刊 大连 &8'G%&# 不详
$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哈尔滨 &8'G 双月刊
) 四川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成都 &8('%#$ &8''%#( 季刊
8 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 上海 &8&9 &8''%#G 季刊
&# 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学报 北京 &8''%#G 不详
&& 华东航空学院学报 南京0 &8''%#G 不详
&" 东北师大科学研究通报+自然科学版, 长春 &8''%#9 不详
&( 天津大学学报 天津 &8&'%&" &8''%&# 不详
&G 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北京 &8''%&# 季刊
&' 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广州 &8''%&& 不定期
&9 东北人民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长春 &8''%&" 不详
&$ 清华大学学报 北京 &8&'%#' &8''%&" 不详
&)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北京 &8&8%#& &8'' 双月刊
&8 南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天津 &8""%#& &8'' 季刊
"# 南京大学学报 南京 &8'9%#& 不详
"& 南京医学院学报 南京 &8'9%#& 季刊
"" 西北农学院学报 武功 &8(9%#$ &8'9%#" 不详
"( 华东纺织工学院学报 上海 &8'9%#9 季刊
"G 上海医科大学学报 上海 &8'9%#9 双月刊
"' 上海第一医学院学报 上海 &8'9%#9 双月刊
"9 浙江大学学报 杭州 &8($%#9 &8'9%#) 双月刊
"$ 华东药学院学报 南京 &8'9%#) 不详
") 福建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福州 &8'9%#8 不定期
"8 北京航空学院学报 北京 &8'9%&# 不详
(# 南京航空学院学报 南京 &8'9%&# 双月刊
(& 山东工学院学报 济南 &8'9%&& 不详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北京 &8'9 季刊
(( 湖北农学院学报 武汉 &8'9 季刊
(G 杭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杭州 &8'9 季刊
('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上海 &8G'%#8 &8'9 双月刊
(9 山东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济南 &8'9 季刊
($ 浙江农学院学报 杭州 &8'9 季刊
() 北京工业学院学报 北京 &8'9 季刊
(8 中南矿冶学院学报 长沙 &8'9 双月刊
G# 华东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上海 &8'$%#" 半年刊
G&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学报 重庆 &8'$%#( 季刊
G" 武汉医学院学报 武汉 &8'$%#( 季刊
G( 大连海运学院学报 大连 &8'$%#G 季刊
GG 南京药学院学报 南京 &8'$%#' 季刊
G' 安徽农学院学报 合肥 &8'$%#$ 季刊
G9 东北林学院学报 哈尔滨 &8'$%#$ 季刊
G$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西安 &8&(%#$ &8'$%#8 季刊
G) 沈阳药学院学报 沈阳 &8'$%&# 季刊
G8 太原工学院学报 太原 &8'$%&& 季刊
'# 成都工学院学报 成都 &8'$%&" 半年刊
'&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西安 &8'$ 季刊
'"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昆明 &8(8 &8'$ 不定期
'( 华北农学院学报 北京0 &8'$ 季刊
'G 上医学报 上海 &8')%#9 双月刊
'' 湖南医学院学报 长沙 &8') 季刊
'9 长春地质学院学报 长春 &8'8%#& 季刊
'$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报 武汉 &8'8%#& 双月刊
') 浙医学报 杭州 &8'8%#" 双月刊
'8 哈尔滨建工学院学报 哈尔滨 &8'8%#9 季刊
9#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合肥 &8'8%#$ 季刊
9& 贵阳医学院学报 贵阳 &8(8%#& &8'8%&# 季刊
9" 昆明工学院学报 昆明 &8'8%&# 季刊
9(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 保定 &8#'%&& &8'8%&# 季刊
9G 华中工学院学报 武汉 &8'8%&# 不定期
9' 山东海洋学院学报 青岛 &8'8%&# 季刊
99 北京中医学院学报 北京 &8'8%&# 双月刊
9$ 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学报 武汉 &8'8%&& 季刊
9) 扬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扬州 &8'8 季刊
98 内蒙古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呼和浩特 &8'8 季刊
$# 吉林工业大学学报 长春 &8'8 季刊
$& 温州医学院学报 温州 &8'8 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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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并无任何国家或行业标准可依' 我们在此尊重历史史实"

主要把握学校主办&主办者有沿袭关系和主体内容为学术这

三条原则"但无论如何对待学报的创复刊或是否继承前身"

这并不影响我们以典型个案为例对建国初期大学自然科学

学报基本状况进行分析'

"!代表性学报科学传播解析

"7&!$东北师大学报%

东北师范大学创建于 &8G9 年 ( 月"是我国第三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在东北解放区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

&8'# 年 ( 月"定名为东北师范大学"初设有自然科学院"下辖

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等系'

-东北师大学报.创刊号虽未表明学科类别"但内容却全

部为自然科学' 有关力学的 ( 篇论文"正像其中作者之一所

说#论文材料并不新颖"主要是概念间的组织问题$"然而作

者却独辟蹊径地指出#人类根据需要搜集经验排成秩序"将

其中主要部分抽出来造成了学问传给后代' 33常常是从

形形色色复杂现象中发现其共同的要素+如从各种物体中发

现体积&重量等,且研究各要素间的相互联系"最后达到7在

何种条件下就有何种现象发生4"这就是定律或法则$

())

'

这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所欠缺的"也正是寻着这一路径"作

者分别论述了力&杠杆原理&转矩的性质&斜面定理&平行四

边形法则等力学基本概念的联系"获得了新的认识"使受众

可在#见到复杂奇异的现象时$"#能用少数简单的要素相互

结合来说明$" #不觉得它有什么奇异"且唤起我们的兴

趣$

())

' 这也正是这篇论文的独到之处' 另外"从这 ( 篇论

文所使用的公式&图示符号体系皆用拉丁符号"并多处提及

#在欧洲发现的古代埃及和亚述+F44@A-,,$"在注释各种力学

概念&名词术语时也全部使用英文"从这种引经据典的出处

和话语系统来看"表明其学源自欧洲力学"突出地代表着东

北师范大学的#学源$特点之一和-东北师大学报.的第一个

科学传播源'

在创刊号的 8 篇论文中"( 篇论文的作者为日本学者"

& 篇为日本学者独著"" 篇为与中国学者合著"内容涉及化学

和植物学' 其中"吉村恂受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健康委员会

委托"对汤岗子及熊岳城两疗养院温泉之氡含有量的调查"

撰成于 &8'# 年 && 月 9 日"属最新研究成果' 该调查工作"延

续了日人之前的工作"合作者有东北科学研究所和两疗养

院' 这一成果具有两层意义!一是在科学上它继十余年前伪

满时期满洲医科大学矢岛宪志&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岩崎岩次

和吉村恂 ( 人的测定"第二次对两温泉放射性能作了测定"

表明氡含有量与前次所测#有相当之差异"且泉温亦有相当

的变化$"并肯定#放射能发生自氡气体"并不含有镭盐$

(8)

*

二是它在建国初期东北师大的#学源$上"代表了#日本学

源$ 和-东北师大学报.的第二个科学传播源"表明直至 "#

世纪 '# 年代初"仍有一些日本学者留任于我国高等学校"承

担着教学与科学研究任务"尤其是在化学&医学&细菌学等领

域继承了和发展了日本学者在东北的某些科学研究成果'

创刊号中关于斯大林时代苏联化学的译文"则标志着

-东北师大学报.的第三个科学传播源%%%前苏联科学' 创

刊号中徐忠一的-苏联的化学在斯大林时代.译自杜比宁著"

苏联科学院 &8'# 年出版的-化学成就.一书"有 &# 页"&G ###

余字"是创刊号最长的文章' 该文从普通化学&无机化学&

物理化学&有机化学四个方面全面介绍了五年计划时期

+&8G9 R&8'# 年,苏联化学&化工发展历史与成就"虽为译

文"却为最新报道' 这表明前苏联高等教育体制&科学技术

体制对我国五六十年代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深刻影响"与

前俄国&前苏联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我国东北地区更是反映

这种影响最直接的地区"-东北师大学报.正好成为反映这种

影响的活化石'

创刊号中赵汝翼&丁锡祉等人有关无脊椎动物&吉林地

形的研究论文"以及王雅丽&刘文达等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

的合作"则表明中国科学家在汲取先进国家优秀科学成果的

同时"已开始了自己的科学探索' 东北师范大学还在学报停

刊后于 &8'' 年 9 月创办了-东北师范大学科学研究通报.

+自然科学版,"并指出目的在于以#教师的科学研究为基

础"发表科学研究成果"交流学术上的意见"开展学术上的批

评与自我批评"借以进一步推动科学研究"提高科学水平和

教学质量$

(&#)

"从而确定了大学学报的基本职能'

建国初期"地处日俄长期经营和建国前后受苏联影响下

的我国东北地区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以-东北师大学报.为

镜"深刻反映了其欧&苏&日三脉学源与科技学术期刊传播源

的鲜明特点' 同时"该刊以#东北师范大学校刊编委会$名义

编辑出版学报的体制"使用力学论文&实验科学论文&野外实

地考察论文&科学史论文等体裁"和使用译自俄+苏,&日的科

技名词术语&图表&参考文献&注释等语汇系统"以及这种综

合性科学和以校内教师为主要作者的传播模式与传播机制"

成为之后相当时期内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的基本模式'

"7"!$厦门大学学报%

厦门大学由陈嘉庚创办于 &8"& 年' 建国初期"厦门大

学有理&工&农等 G 个学院"有数&理&化&生&海洋&航海&航

空&机械&机电&土木等系科' 其中"生物系有微生物&动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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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植物学&寄生虫学&海洋生物&海洋物理等专业"尤以海洋

生物研究为特色' &8G9 年始设海洋系"附设中国海洋研究

所"&8'& 年改为海洋生物研究室"郑重等教授为重要学术带

头人' 今青岛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海洋

研究所的主要创始人亦为以其海洋物理专业调整合并或毕

业生创立而成"

厦门大学在 &8G8 年以前"创办有 '# 种期刊(")

' 其中"

文理综合性期刊和理工类期刊主要有!&8"9 年 G 月创办的

-厦门大学季刊.+&8(& 年 &" 月改为-厦门大学学报.,"是为

今日-厦门大学学报.的前身*&8(( 年创办的不定期刊-民众

科学.*&8(( 年 & 月创刊的-厦门大学算学会会刊.*&8(G 年

创刊的不定期刊-厦门大学自然科学丛刊.*&8(' 年以厦门

-星光日报.复刊形式创刊的-生物知识.+至 &8(9 年共出 ""

期,*&8(' 年 ( 月创刊的不定期刊-气象学论丛.*&8(' 年 $

月生物学会创刊的-厦大生物学期刊.*&8(9 年创刊的-海产

生物通俗汇刊.*&8(9 年创刊的不定期刊-海产生物学集

刊.*&8(9 年 & 月创刊的-厦门大学气象台月刊.*&8G& 年 9

月化学会创办的-化学通讯.*&8G( 年创办的不定期刊-厦大

理工论丛.*&8G' 年创刊的-国立厦门大学机电工程学会汇

刊.*&8G' 年 ( 月机电工程学会创办的-机电通讯.季刊*

&8G9年创办的-厦大月刊.*&8G$ 年创刊的不定期刊-厦门大

学四六机电通讯.*&8G) 年 & 月航空工程学会创办的-厦大

航空.等' 其中文理综合性的-厦门大学季刊.仅出 & 期"发

表有刘朝阳的-科学输入中国论.&洪清波的-数学与工程

师.&钟心煊讲和徐锡藩记的-植物学史述略.&伍献文的-浙

江瑞安所产蛇类初志.等"集中为科学史和动物学内容' 所

见 &8(& 年由-厦门大学季刊.更名的-厦门大学学报.+共出

$ 期,主要为哲学社会科学内容"自然科学论文见有!& 卷 &

期"" 期陈子英的-两种果蝇突变之遗传研究.和-果蝇短翅

突变体性之生理研究.*( 卷 & 期汤独新的-厦门大学动物馆

陈列中国鸟类名目录.*9 卷金德祥的-福建省海洋生物采集

调查报告."林绍文"苏旭升的-厦门家畜体内寄生蠕虫的调

查.*$ 卷苏行三的-植物标本自然颜色保存法刍言.等' 正

像 &8(' 年创刊的-厦大生物学会期刊.指出的!#生物学的研

究"有如地质学"是富有地方性的*厦门是研究生物的良好处

所"而厦大生物系历年工作已有相当成绩"颇需要一个总的

检阅$' #结果"厦大生物系以往中国化和实用化的材料"总

算找到了一些代表$' #我们这个负有相当的使命的刊物$"

#尤感急不容缓$"#实是义无容辞$

(&&)

' 这些文理综合性期

刊中以生物学研究特别是以海洋生物研究为主的特点"以及

先后创办 G 种生物学期刊的史实说明"厦门大学依托福建地

方和沿海的区位优势发展生物科学特别是海洋生物科学具

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也的确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8'" 年 8 月"-厦门大学学报.复刊"开设有研究报告&

研究简报&实验技术&教学研究&综述&研究生习作&学术动态

等栏目"以反映本校教学科研成果为主旨"主要发表数学&物

理学&化学&生物学&电子学&自然辩证法等学科方面的论文'

初分为财经版&数学&生物版&文史版&海洋生物版&自然科学

版等交替出版"至 &8'9 年始分别为社会科学版与自然科学

版' 这种分学科分册出版的做法"是建国后大学学报的一个

重要创造"是今天综合性大学学报特色化办刊思想的先声'

&8'" 年 8 月-厦门大学学报.复刊后的第 & 号为#财经

版$"&8'( 年 $ 月出版的第 " 号始为#数学&生物版$' 第 " 号

载有 ( 篇数学论文+含有 & 篇译文,"' 篇生物学论文+海洋

生物 " 篇"福建地方植物 ( 篇,' 数学论文有张鸣镛的-多重

调和函数的边界值问题."林振声的-无限次类体."沙彭

+M7N:,;AB1,著&李文清译的-整数论上一个不等式的扩充.*

生物学论文有郑重的-温度对于淡水枝角水蚤生殖的影响.

-厦门海洋浮游甲壳类的研究+一,毛虾."何景的-福建种子

植物研究+二,."周楠生的-厦门蕨类植物的初步调查."林

汝昌的-福建龙岩的薏莱氏栎林.等' 与学报同时出版的还

有厦门大学生物系水产研究室创办的-厦门水产学报."每期

仅一二位作者"& 篇论著"如第 & 期即为周楠生&郑重的英文

论文-厦门海产食用鱼类食料的分析."至 &8'" 年出版的 9

期中就有 ' 期为英文版"可见建国初期的厦门大学学术期刊

继承了该校以海洋生物研究为特色的传统"并形成了海洋生

物学成果的国际传播机制'

-厦门大学学报.有两个重要的创造!

一是确定了学报在现代大学中的地位"先后两任校长林

文庆&王亚南亲自主持学报的创刊和复刊' 林文庆在 "# 世

纪 (# 年代初即提出 #在中国"大学显然有印行学报的必要"

我们希望大学对于各种问题都能有新见识的贡献"学报就是

负起这种责任的一个最要紧的工具$

(&")的论断*王亚南则定

义学报为#有创见有发现的学术通报$

(&()

"并提出!办大学主

要抓两条"一是教学"一是学报$

(&G)的名言'

二是开创了现代大学学报按学科区分版别分册出版综

合性大学学报的先例"也开创了继承学校办学传统"依托学

校学科优势&地缘优势"在综合性中突出区位特色的办刊思

想"同时形成了校长主持学报"校长办公室收转稿件"成立编

委会"由编辑委员送专家审稿"确定为#学术性之刊物"专载

本校各单位有创作性之论文$

(&')

"以论著&研究&译述为主体

裁等基本制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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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8'& 年至 &89# 年"即建国初期"我国高等教育经历

了收回主权&接管改造&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跃进时的过

急过快发展等重大历史事件"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总方针指导下"高等教育体系基本建立' 至 &8'8 年全

国有 )G& 所高等学校"&89# 年"有 & ")8 所高等学校' 至

&89& 年有教师 &'78 万人' &8'# 年至 &8'8 年"全国共创复刊

$# 种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带有综合性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与

工程技术综合性质者有 G) 种"占近 $#H' 这形成了当代高

校自然科学学报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和在高等教育中的特殊

地位"也形成了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的基本体系和基本传播

模式'

从创刊时间上看"以-东北师大学报.和-厦门大学学

报.最具代表性*从传播内容的权威性上看"以教育部所属的

全国 &( 所重点综合性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最具代表性"包

括+以创复刊先后为序,!-复旦学报. +&8'G,&-中山大学学

报.+&8''%&&,&-北京大学学报. +&8'',&-四川大学学报.

+&8'',&-南开大学学报. +&8'',&-南京大学学报. +&8'9%

#&,&-浙江大学学报.+&8'9%#),&山东大学学报+&8'9,&-西

北大学学报. +&8'$%#8,&-云南大学学报. +&8'$,&-内蒙古

大学学报.+&8'8,等'

+",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大学学报的发展与国家和民族的

命运息息相关"-东北师大学报.的创刊则与东北在全国的率

先解放密切相关"又恰在 &8'" 年我国院系调整之前"所处地

区又为中&俄+苏,&日等多种文化交融之地"故颇具代表性'

建国前最高年份"东三省有 9 所高等学校"至 &8G8 R

&8'& 年有 "# 所"东北师范大学正为我国在东北解放区创办

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故有创办学报的诸多先机"而其科学

传播模式和机制自然也打上了鲜明的印记' 由于东北师范

大学的前身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辽宁

本溪+&8G9 年迁黑龙江佳木斯"&8G8 年迁长春,的东北大学&

吉林市的吉林大学"又接收了国统区的东北大学&长春大学&

长白师范学院等学校"故形成十分特殊的复合体'

在学报创刊前后"其教育体制和自然科学研究体制"也

随着东北地区的政局变化"做了很多调整"像其自然科学院

初属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办事处"后又并入中国医科大学"

复归教育部"又下放吉林省"这都使学报随之调整办刊方针

和传播内容' 因此"它既反映了中&俄+苏,&日等多种文化的

交融"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在高等教育

和科技学术期刊领域最初的胜利成果'

+(,大学学报是大学教学与科研的一面镜子"大学学报

从其诞生起就与高等教育呈孪生关系"对两者要办出特色这

点来说"已成为一种共识"亦即学校要办出特色"学报也要反

映这种特色' 在诸种特色中"尤其是地缘特色"往往是无可

替代的'

-厦门大学学报.正是建国初期这种理念付诸实践的一

面镜子"即依托福建厦门与滨海的地缘优势以海洋科学研究

为办学特色和学报特色' 这样"综合性大学的性质未变"学

报的综合性自然科学学术理论期刊的性质也未变"但却有了

侧重"有了倾向"有了特有的风格' 这引发我们的另一思考"

即大学学报的综合性&内向性"要不要让其逐渐淡化乃至消

失0 其实从-厦门大学学报.分册专辑出版的创造来看"大学

学报虽囿于校园"但它跨越时空界限的制约"与社会发生广

泛联系并成为厦门区域文化和中国海洋科学文化的一个历

史性的&遗产性的&积极的因素"这又大大超越了它自身#内

向性的$内涵' 因此"综合性的未见得没有或不能有特色"内

向性的也未见得没有或不能有外向性"甚至国际性'

另外"厦门大学林文庆&王亚南两任校长"在历史上学报

的继承&学校与学报特色传统的继承&以分册专辑形式出版

综合性大学学报"以及学报在大学中的功能与地位方面作出

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是今日再提综合性学报特色化话题的

很好借鉴'

要认识现在"必须了解过去"创造历史"必须研究历史"

幻想一切认识都要亲经实验"都要取自本身的实践而排斥历

史活动的意义是愚蠢的"此即为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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