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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革”时期，陕西高校和全国高校一样，经历造反、夺权、搬迁、改制、合并、撤销等种种磨难，大学的教学科研

工作全面停顿，教育教学秩序陷于混乱状态。高校校报在这一时期基本背离了新闻规律，异化为斗争和运动的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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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通

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1966
年 6 月 1 日，新华社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 7 人攻击学校党

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

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从此“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6
月 2 日,西安高校一些学生上街游行，欢呼“全国第一张马列

主义大字报”的发表，陕西“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1966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

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决定，从本年起，高等

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校招生，取消

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但因“文化大革命”，
各省、市、自治区未能办理招生工作。从 1966 年起，全国高

等学校停止按计划招生达 6 年之久。 
1966 年 8 月中、下旬以后，红卫兵运动在陕西迅猛兴起。

高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进行造反和大串连活动。在“破四

旧”和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活动中，学校完全停课，图

书馆藏书被焚烧，老领导、老专家被公开点名批判，学者、

教授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遭到批斗和迫

害，师资队伍受到很大冲击。大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全面停顿，

教育教学秩序陷于混乱状态。在这一时期，全国绝大多数高

等学校都经历了造反、夺权、清队等种种磨难，有些高校还

被迫搬迁、改制、合并、撤销，包括人民大学在内的许多高

校停办。在陕西，西北政法大学、西安石油大学、西安邮电

学院等大学被也迫停办。 
1968 年 7 月 21 日，毛泽东发出了高教改革的重要指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和农民

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970 年 6 月，中共中央提出高等学校恢复招生，废除统

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

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的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
学制缩短为二至三年。1970 年开始，“七·一二”工人大学、共

产主义劳动大学，以及经过洗礼改进后的各类社会主义新型

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许多大学按照这个指示招收

“工农兵学员”，一批批来自农村、厂矿、部队的工农兵学员，

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继续革命的新战场，上大学，管

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由于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

教学秩序又难以保证，教育质量大幅下降。 
长时期“停课闹革命”和所谓“教育革命”，使中国教育事

业蒙受巨大损失，在一个时期内出现了“文化断层”、“人才断

层”，全国文盲和半文盲人数急剧增加，严重影响了全民族文

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拉大了中国与世

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据统计，文革期间我国少培养了 100 多

万大专毕业生和 200 多万中专毕业生，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造

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当时的教育体系，包括学

校的招生制度、基本学制、教育内容来说是一次大的颠覆。 
“文化大革命” 使大学理念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大学的独立

性受到了削弱，大学缺少了兼容并包的大度与灵性，高等教

育在文革期间变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作为舆论主阵

地，高校校报在文革中彻底成为斗争和革命的传声筒。 
在陕西，许多高校校报或停办，或时办时停，或更改报

名。不仅如此，为了紧密配合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这时期

的高校校报，不再由校（院）党委主办， 各院校文革筹委会

或革命委员会成为校报的主办单位，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

东思想是高校校报的指导思想，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

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忠实地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

思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高校校报

首要任务是热情颂扬和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对国内外阶级

敌人，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作 坚决、 彻底的斗争；同时要配合院校文化革命的中

心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交流斗争经验，为夺取学校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努力奋斗。 
在文革前，校报是以新闻价值大小来排版的，文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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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报的报道早已背离了新闻规律，完全按照当时的错误指示

前行。这个时期的校报没有明确的内容和体裁的分工，版式

设计千篇一律。每期一版都是配合“文革”形势发展选登的主

席语录、诗词，毛泽东主席的活动照片或画像 多。与全国

报纸“山河一片红”的形势一样，毛主席活动的照片越登越大，

有时，第一版就是一张照片和一条语录。新闻稿件的数量较

少，一般都是反映师生学习毛泽东思想、贯彻“五·七”指示、

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及全国各种运动开展情况的报

道。有时一期报纸没有一篇消息，通版都是转载的“两报一刊

社论”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或大批判文章。这些

大批判文章既有批全国的、省内的和校内的“走资派”和“反动

学术权威”的，也有造反派内部不同派系互相攻击的。但其中

的一些关键词均出自“两报一刊”诸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

倒保皇派等等…… 所谓“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可以

说，文革十年，校报虽在，但灵魂已亡。 
校报偶尔也有文艺版或文艺专刊，但内容也多是歌颂毛

泽东主席、反映广大革命师生学习毛泽东思想、造反夺权、

深入批判资产阶级、改造世界观的感想。 
这一时期，各高校校报的期数有增无减，增版和专刊是

校报的家常便饭，内容多是配合当时运动的形势需要。文革

时期，西北农学院校报更名为《新西农》，1967 年 10 月出版

的第 31 期，是批斗“三反分子”习仲勋专刊。这期报纸用对开

4 版的篇幅，报道了西北农学院召开批斗“三反分子”习仲勋大

会的消息。在这片报道中，已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同志，

被造反派扣上“刘邓黑司令部的一员干将”、“野心勃勃的‘西北

王’”等大帽子，“揪到”西北农学院，接受到武功及周边县三百

多个单位的一万四千余名“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的挂牌批

斗，“西北农学院革命委员会批斗三反分子习仲勋大会”勒令

他于“9 月 29 日前向西农革命派交出一份认罪书，老实交待

三反罪行”，消息之外，一版还配发了照片和短评，其他版面

还同时刊载了师生撰写的大批判文章，四版的“文艺作品”则
是批判习仲勋的“对口词”和“顺口溜”。“文革”中，高校校报如

此“高规”报道的一次批斗会，仅此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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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四四届届两两岸岸四四地地学学术术名名刊刊高高层层论论坛坛在在香香港港召召开开   
 
 

第四届两岸四地学术名刊高层论坛于 2011 年 12 月 2～4 日

在香港举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研究员、中国社会

科学院台港澳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张友云教授、香港城市大学

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教授、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副总裁郭明

华、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分别致辞。与会代表围绕

“提高期刊学术质量”、“推进办刊机制国际化”、“推动华文学术超

越式发展”等议题开展了热烈讨论。一些与会学者认为，当今时

代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变革。实践证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

主义制度不具有普适性，不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中国改革

开放的伟大实践为思想创新、学术发展提供了极其丰沃的土壤，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面临着极其宝贵的世界性历史机遇，中华学

术应该而且也有能力走向世界，与国际主流学术展开平等的、有

尊严的交流和对话。在这一宏伟进程中，中华学术名刊肩负着极

为重要的使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华学术要走向世界，

学术名刊必须在国际化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超越。学术期刊国际

化，指的是在审稿程序、编辑方式等方面借鉴其他国家经过长期

实践检验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和规范，但绝非唯西方学术马首是

瞻，更不是削足适履，以西方的标准来改造我们的刊物和学术。

我们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国际化不是目

的，超越国际化，推动中华学术的自觉，推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才是当代中华

学术名刊的真正使命。 
这次论坛主题为“华文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及其超越”，作为此

次论坛的重要成果之一，来自广东社会科学、江海学刊、江汉论

坛、江淮论坛、江苏社会科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南京大

学学报、求是学刊、浙江社会科学、浙江大学学报、学术研究杂

志社、香港《九州学林》、China Review、台湾《清华学报》、台

湾《汉语基督教学术论评》、《澳门研究》、《澳门理工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学术交流委员会、中

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香港浸会大学的代

表共同签署以“推动学术名刊国际化转型引领中华学术超越式发

展”为题的《香港愿景》。《愿景》集中反映了两岸四地学者历次

研讨的成果，充分表达了两岸四地学界推动中华学术走向世界的

共同意愿和决心。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