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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特藏整理 

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華文雜誌創刊號--《學術月刊》 

陳惠美 、謝鶯興  

館藏《學術月刊》的封面為紅底白字，由上至下依序題「學術月刊」、「1」、

「一九五七」，表示本刊為「一九五七年 1 期」。版權頁與上海人民出版社出

版書單合為一頁，版權頁位於下緣，分為三欄，左欄由上至下依序題「學術

月刊」、「總一期」、「1957 年 1 月 10 日出版」，明顯標示應屬「創刊號」的「總

一期」及出版的年月日，同樣地亦有：「編輯者」、「出版者」、「總發行處」、「預

訂價目」等等。 

 

〈發刊詞〉說：「《學術月刊》經過短期的籌備，在各方面的支持下，終

於同讀者見面了。」天馬〈《學術月刊》將於 1957 年 1 月出版〉1說：「上海市

哲學、經濟、歷史、法律、國際間瞳、教育、語言、中外文學等九個學術團

                                                 
 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副教授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1 見《財經研究》1956 年第 2 期，65 頁，195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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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為了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促進學術研究，決定從 1957

年 1 月起在上海創辦一個綜合性的學術雜誌，定名為《學術月刊》。《學衛月

刊》編輯委員會是由上海學術界人士 45 人組成。」可以知道創刊的被重視以

及編輯陣容的龐大。 

在大陸發行的雜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之前的各刊物是否能避開這

個風頭而持續發行呢？誠如羅竹風〈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學術月刊》25

周年紀念〉2說：「《學術月刊》誕生已經 25 周年了，共出過 152 期，如果不是

『十年內亂』的干擾和破壞，出版期數當在 300 以上。」又在〈三十而立--

紀念《學術月刊》創刊三十周年〉 3說：「《學術月刊》在三十年的風風雨雨，

幾經顛簸，終於延續到現在。」「幾經顛簸」所指，即是劉放桐〈《學術月刊》

與當代中國學術〉 4說：「《學術月刊》的創辦對推動當代中國學術的發展無疑

起了難得的積極作用。然而，1957 年秋開展的『反右』運動使這一發展勢頭

受到影響，《學術月刊》也受到了一些衝擊。好在運動延續的時間不長」，也

是羅竹風在前篇所說：「由於接受了過去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學術月刊》

復刊後，方針更加明確，步子更加穩健，而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

貫徹『雙百』方針也更加堅定不移了。」 

《學術月刊》的復刊，據〈社聯主席團擴大會議關於《學術月刊》復刊

的決定〉5記載：「《學術月刊》自一九五七年一月創刊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停刊，

一共出了一百一十五期。」參考王冬梅〈『文化大革命』不等於『文化大革命

時期』〉 6說：「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 8 月中共八屆十一

中全會的召開，成為『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知道 1966 年 5 月中

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學術月刊》即被迫停刊，應如劉放桐〈《學術

月刊》與當代中國學術〉7說：「『文革』期間，一向強調學術性的《學術月刊》

                                                 
2 見《學術月刊》1982 年第 1 期，頁 5~7，1982 年 1 月 31 日。 
3 見《學術月刊》1987 年第 1 期，頁 80~81，轉 48 頁，1987 年 1 月 31 日。 
4 見《學術月刊》第 38 卷 8 月號，頁 155~156，2006 年 8 月。按，這股「反右」的運動，

可參見尚丁〈《學術月刊》創辦親歷記〉(見《學術月刊》第 38 卷 2 月號，頁 150~151)

說：「被劃為『右派』，給我定的罪名是辦《學術月刊》鼓吹『毒草培養論』。不久，

我便被『勞動改造』，離開了《學術月刊》。」 
5 見《學術月刊》1979 年第 6 期，1979 年 6 月 30 日。 
6 見《黨史文匯》2012 年 11 期，頁 4~6，2012 年 11 月 12 日。 
7 見《學術月刊》第 38 卷 8 月號，頁 155~156，2006 年 8 月。按，這股「反右」的運動，

可參見尚丁〈《學術月刊》創辦親歷記〉(見《學術月刊》第 38 卷 2 月號，頁 150~151)

說：「被劃為『右派』，給我定的罪名是辦《學術月刊》鼓吹『毒草培養論』。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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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停刊。」即在其學術之影響力上。 

壹、目次 

館藏《學術月刊》的〈目次〉並未明確將論文進行分類，從所收錄的文

章，可以見到〈徵稿簡約〉說：「國內政治、經濟、法制、文教等方面的社會

主義建設和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中各項重大實際問題的討論；哲學、社會

科學、語言學和文學等部門的各項理論問題的探討」等等內容。符合〈發刊

詞〉說：「這是哲學與社會科學方面綜合性的學術刊物，也是新開闢的『百家

爭鳴』的園地。」 

學術月刊 

一九五七年第一期 

發刊辭…… (1) 

我對於現階段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性質問題的看法……沈志遠(3) 

論單一、特殊和一般……馮契(10) 

手工業合作化後生產關係的變化……壽進文(19) 

對於價值規律作用的體會……丁忱(24) 

論區別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標志……束世澂(34) 

「大蒐」解……李亞農(42) 

關於個性全面發展教育的幾個問題……劉佛年(50) 

論語言中的詞. ……周斌武(57) 

魯迅先生和外國文學……曹未風(67) 

書法論(上) ……尹默(73) 

叢談 

「突事求是」……唐弢(15); 

談文風……竹風(15) 

真理愈辯愈明……薺甘(17) 

編和著……諍言(17) 

問題討論 

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規律的作用的討論……整理者陳其人(30) 

研究資料 

中國近代史資料簡介(一) ……舒新城(47) 

                                                                                                                              
我便被『勞動改造』，離開了《學術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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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編李大釗(守常)遺著繫年目錄(一) ……文操(48) 

學術論著評介 

赫羅茲尼：《西亞、印度及克來特古史》……周谷城(77) 

李何林：《關於中國現代文學》……許杰(78) 

文史拾荒錄  學海淺言(代序) ……平心(47) 

國內外學術動態 

上海學術界熱烈討論國內主要矛盾問題 

蘇聯學術界對東方學的研究工作所做的批評 

補白(二則) 

編後記……(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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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刊詞 

《學術月刊》在〈發刊辭〉提出：「學術研究工作的發展，是和提倡獨立

思考、發揚自由論辯分不開的。學術研究工作若僅僅限於對經典著作的解釋

和闡述，不敢或不去對客觀實際進行具體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獨立見解，

便將使學術工作陷於停滯、萎縮的境地而不能獲得創造性的成就；也就不能

發揮學術工作對於國家建設和人類進步的重大作用。」並點明：「本刊雖似為

籌委會之公報，而實為公開的園地」，因此，「只要是經過認真獨立思考的持

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章，不是泛泛的空論，它都將盡力提供必要的篇幅。」 

發刊辭 

《學術月刊》經過短期的籌備，在各方面的支持下，終於同讀者見面了。 

這是哲學與社會科學方面綜合性的學術刊物，也是新開闢的「百家爭鳴」

的園地。這塊園地，雖是上海市哲學、經濟、政法、國際問題、歷史、教育、

語 言 、 中 外 文 學 等 方 面 的 學 術 團 體 共 同 開 闢 、 共 同 經 營 的 ， 但 它 並 沒 有 、 也

不 可 能 給 自 己 安 上 竹 籬 或 者 圍 牆 ， 同 廣 大 學 術 界 和 青 年 讀 者 們 隔 離 起 ； 它 要

求 全 國 學 術 界 都 來 加 以 灌 溉 、 培 育 和 充 分 利 用 。 只 有 這 樣 ， 才 有 可 能 使 它 真

正成為學術研究上「百花齊放」的園地。 

我 們 國 家 正 在 進 行 偉 大 的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 它 不 斷 地 向 哲 學 與 社 會 科 學 界

提 出 許 多 迫 切 的 要 求 ： 我 國 革 命 鬪 爭 中 的 許 多 經 驗 ， 甚 需 提 到 理 論 上 來 加 以

總結，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際關係發展中的許多理論問題，也亟待研究和解決；

我國在哲學和社會科學方面，原有極其豐富的遺產，外國的學術界在這方面，

也 有 很 大 的 成 就 ， 都 須 予 以 整 理 、 批 判 和 吸 收 ； 對 於 資 產 階 級 的 學 術 思 想 ，

也 須 進 行 研 究 和 批 判 。 這 一 切 ， 都 說 明 我 國 哲 學 與 社 會 科 學 界 的 任 務 是 非 常

艱巨和重大的。《學術月刊》的創辦，正是想在這些方面來盡一分綿力。 

學 術 研 究 工 作 的 發 展 ， 是 和 提 倡 獨 立 思 考 、 發 揚 自 由 論 辯 分 不 開 的 。 學

術 研 究 工 作 若 僅 僅 限 於 對 經 典 著 作 的 解 釋 和 闡 述 ， 不 敢 或 不 去 對 客 觀 實 際 進

行 具 體 分 析 、 研 究 ， 提 出 自 己 獨 立 見 解 ， 便 將 使 學 術 工 作 陷 於 停 滯 、 萎 縮 的

境 地 而 不 能 獲 得 創 造 性 的 成 就 ； 也 就 不 能 發 揮 學 術 工 作 對 於 國 家 建 設 和 人 類

進 步 的 重 大 作 用 。 真 理 不 怕 辯 駁 而 只 有 愈 辯 愈 明 。 只 有 在 獨 立 思 考 和 自 由 論

辯 的 過 程 中 ， 才 更 能 互 相 吸 收 彼 此 的 長 處 和 研 究 的 成 果 ； 也 才 更 能 互 相 發 現

彼此缺點或錯誤。爭辯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從片面到全面，從不正確到正確，

從 淺 到 深 的 認 識 過 程 。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是 科 學 的 真 理 ， 它 之 所 以 戰 無 不 勝 ，

不 僅 由 於 它 依 靠 對 於 實 踐 經 驗 的 不 斷 總 結 ， 依 靠 對 於 事 物 的 深 刻 研 究 和 精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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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還由於它從反覆的爭辯中經常不斷地得到充實和發展。因此，《學術月

刊》歡迎學術界的朋友們利用這塊園地來大膽的「爭鳴」，只要是經過認真獨

立 思 考 的 持 之 有 故 、 言 之 成 理 的 文 章 ， 不 是 泛 泛 的 空 論 ， 它 都 將 盡 力 提 供 必

要的篇幅。 

脫 離 實 際 的 學 術 研 究 ， 只 能 發 出 抽 象 的 空 論 ， 對 當 前 的 鬪 爭 和 國 家 建 設

不 能 起 指 導 作 用 ， 對 學 術 本 身 的 發 展 也 無 實 際 意 義 。 所 以 ， 學 術 研 究 工 作 特

別 需 要 強 調 理 論 聯 繫 實 際 。 我 們 必 須 十 分 重 視 當 前 實 際 生 活 中 的 重 大 問 題 的

研 究 ， 因 為 它 直 接 對 於 我 們 正 在 進 行 著 的 鬪 爭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 忽 視 了 對 這 些

重 大 的 現 實 問 題 的 研 究 ， 那 就 只 是 象 牙 塔 裡 的 學 究 式 的 研 究 。 但 是 ， 理 論 聯

繫 實 際 的 全 部 內 容 應 當 是 從 實 際 材 料 出 發 進 行 科 學 的 分 析 ， 又 運 用 科 學 的 真

理 ， 來 解 決 當 前 實 際 生 活 中 以 及 各 門 科 學 本 身 發 展 中 所 存 在 的 問 題 。 所 以 ，

理論聯繫實際的文章，必須是有材料、有分析、有的放矢、言之有物的文章。

因 此 ， 聯 繫 實 際 不 只 是 局 限 於 聯 繫 當 前 的 現 實 問 題 ， 而 且 還 要 廣 泛 得 多 。 只

要 不 是 主 觀 臆 斷 的 ， 不 是 玩 弄 概 念 的 ， 不 是 以 感 想 代 替 研 究 、 武 斷 代 替 分 析

的 ， 而 是 根 據 具 體 材 料 進 行 具 體 分 析 和 認 真 研 究 有 益 於 解 決 學 術 上 某 一 方 面

問題的文章，都應當認為是聯繫實際的文章。《學術月刊》都竭誠予以歡迎。 

作 為 一 個 學 術 性 的 刊 物 ，《 學 術 月 刊 》， 應 當 力 求 保 持 必 要 的 質 量 ， 但 又

不 能 不 從 當 前 學 術 研 究 工 作 的 實 際 水 平 出 發 ， 以 求 逐 步 提 高 。 如 果 不 堅 持 保

證 作 為 一 個 學 術 刊 物 所 必 要 的 質 量 ， 就 會 給 學 術 研 究 工 作 帶 來 一 種 不 良 的 風

氣 ， 以 為 學 術 研 究 的 成 果 是 可 以 不 需 要 經 過 艱 辛 的 勞 動 就 能 輕 率 獲 致 的 ， 那

對 學 術 研 究 本 身 的 發 展 是 有 害 的 。 但 是 ， 如 果 不 照 顧 到 當 前 學 術 研 究 的 實 際

水 平 ， 要 求 過 嚴 ， 那 又 將 會 使 許 多 尚 在 摸 索 前 進 中 的 學 術 工 作 者 和 有 希 望 的

新 生 力 量 望 而 生 畏 、 裹 足 不 前 ， 同 樣 會 阻 礙 學 術 研 究 工 作 的 發 展 。 在 堅 持 保

證 作 為 學 術 刊 物 所 必 要 的 質 量 的 前 提 下 ， 照 顧 當 前 學 術 研 究 的 實 際 水 平 ， 從

當前學術研究的實際水平出發，力求逐步提高質量。--這就是《學術月刊》對

自己所規定的要求。 

《 學 術 月 刊 》 畢 竟 還 是 剛 剛 誕 生 的 嬰 兒 ， 它 必 須 取 得 各 方 面 的 哺 育 ； 它

將 在 哲 學 與 社 會 科 學 的 學 術 領 域 裡 展 開 活 動 ， 責 任 是 重 大 的 。 因 此 ， 今 天 需

要 ， 明 天 也 需 要 ， 而 且 永 遠 需 要 包 括 全 國 學 術 界 同 人 在 內 的 各 方 面 的 支 持 和

關注。《學術月刊》在前進的道路上一定會不斷地產生缺點甚至錯誤，因此，希

望各方面不斷地提出批評和指正。本刊同人，願同全國學術界朋友們和同志們

共同努力，使這個刊物能夠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更好地發揮作用。 



東海特藏整理 

87 

 

參、編後記 

〈編後記〉說明刊物篇幅的數量，中提出刊物的主要內容，以及字數的

限制，強調「為了便於學術界同人發抒對學術研究問題的意見，我們特闢『叢

談』一欄」，但「有待作者和我們共同來努力」。 

編後記 

創刊號的編出，首先要感謝上海市哲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各學術團體對

我們的組稿工作所給予的大力幫助， 同時也感謝全國各地學術界朋友們和同

志們為本刊撰稿。來稿的作者當中，有研究有素的專家學者，有在各種崗位

上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也有不少青年同志，特別是遠至烏魯木齊、烏蘭浩

特、昆明、成都等地的作者，都有稿件寄來，對本刊同人鼓勵很大。 

本刊每期定為 72 頁，為紀念創刊起見，特增到 80 頁，但終以篇幅所限，

若干宏文鉅著，不能不留待以後再行選用。此外尚有許多來稿包括譯稿在內，

因與本刊性質不合，也只得割愛了。尚請作者、譯者見諒。 

對於編輯這樣一個綜合性的學術雜志，我們非常缺乏經驗，比如：如何

使這樣一個綜合性的學術刊物能夠不顯得龐雜而成為一個有組織的整體；究

竟應當使它形成怎樣一種獨特的風格等等，這些都需要經過一定時期摸索以

後才能逐步臻於理想。為了便於學術界同人發抒對學術研究問題的意見，我

們特闢「叢談」一欄，但作為學術刊物上的「叢談」，究竟應當具有什麼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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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這期的「叢談」恐怕還不能定型，有待作者和我們共同來努力。我們

打算每期多登些學術性強一些的書評，但究竟什麼樣的書評對讀者更有幫助，

也尚待研究。所有這些問題，均望國內學術界同人和廣大讀者們向我們提供

寶貴的意見。同時，我們深感寫作關於評介學術論著的文章確實很不容易，

所以收到書評的稿件也特別少。也希望國內學術界能在這方面多給我們幫助。 

本刊既是百家爭鳴的園地，同樣歡迎青年作者大膽爭鳴，只要是經過長

期研究的成果，本刊是樂於發表的，這一期刊載的〈論語言中的詞〉的作者，

就是這樣的一位青年同志。 

我們總想在有限的篇幅裡多登些文章，因而懇求作者們盡可能把文章寫

得短些。如果每篇專著不超過七千字，叢談不超過一千字，書評不超過二千

字，那將是最合理想的。 

最後，我們等待著國內學術界同人和廣大讀者們對本刊創刊號提出的批評。 

 

肆、稿約及編輯委員會名單 

《學術月刊》創刊號在〈稿約〉中提出刊物的主要內容，以及字數的限

制，特別提到「對來稿必要時得酌予修改，或請作者自行修改」的聲明。 

稿約 

一、本刊是上海市哲學、經濟、政法、國際問題、歷史、教育、語言、中外

文學等學術界人士共同創辦的綜合性學術刊物，且貫徹「百家爭鳴」的

方針，展開學術討論，促進學術研究為宗旨。歡迎全國學術工作者投稿。 

二、本刊內容主要包括： 

1.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社會科學、語言學和文學的基本理論的研究； 

2.國內政治、經濟、法制、文教等方面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際政治經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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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發展中各項重大實際問題的討論； 

3.哲學、社會科學、語言學和文學等部門的各項理論問題的探討； 

4.我國文化遺產的整理和研究； 

5.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研究和批判； 

6.外國最新學術思想的介紹與評論； 

7.典型調查報告； 

8.國內外學術論著的介紹和評論。 

三、來稿每篇最好不超過一萬字，並請用稿紙橫寫清楚。 

四、本刊對來稿必要時得酌予修改，或請作者自行修改；不願修改者，請隨

稿注明朋。 

五、來稿一經發表，即致稿酬。未刊之稿，妥予送還。 

六、來稿請注明作者真實姓名及通訊處，以便連繫。發表時筆名聽便。 

七、來情請寄上海高安路 9 弄 3 號本列編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