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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特征刍议
———以１９７７—１９８７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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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发展，因受社会政 治 经 济 文 化 的 影 响，而 具 有 典 型 的 阶 段 性 特

征。在社会急剧变革、观念交锋与冲突颇为激烈的新时期，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作为思想与学术的展

播台、社会与改革的感应器，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从政治向学术回归，注重学术、学术为本特色

明显；二是立足时代，关注现实，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等研究突出；三是从展现高校科研、学科建设到

挖掘地域文化、历史积淀，追求个性、彰显特色风格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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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媒介的发展似一条河的话，社会的变迁

则决定了这条河的流量、流速和流向。高校社科学

术期刊作为期刊媒介之一种，尽管有其自身发展的

内在节律，但其内在节律在与国家、社会发展特有节

律的互动中，不但悄无声息地打上了国家、社会的烙

印，而且具有 典 型 的 阶 段 性 特 征。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粉

碎“四人帮”，１９７８年１２月 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召

开，以此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

时期，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借助中国政治经济文化

领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

也得到了 空 前 的 发 展 和 进 步。特 别 是１９７７—１９８７
年间，不仅复刊、创刊之风盛行，数量、种类增多，而

且学术特色鲜明。然而，综观以往，对高校社科学术

期刊的研究本来就不多，对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特征

的研 究 则 少 之 又 少。① 鉴 于 此，本 文 拟 以１９７７—

１９８７年为例，对新时期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特征进

行解读，以期观照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发展，推动高

校社科学术期刊的研究。

一、从配合政治到回归学术

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姓“高校”名“学术”，“高校”是

其出身，“学术”是其根本，学术品位是其内在质量和

核心。但“文革”十年，由于“四人帮”篡改高校社科学

术期刊的政治方向、窒息学术研究、毒化文风，致使高

校社科学术期刊一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１９７６年

１０月“文革”结束后，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尽管发表了

不少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好文章，但不可否认的是

仍有部分文章受到“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忽视学术

性，理论性也不强，内容空泛，图解政治。１９７８年以

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点燃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火

炬，照耀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学术界、思想界，特别是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研究氛围，使高校社科期刊

呈现出从配合政治向学术研究回归的鲜明特色。
（一）办刊宗旨：注重学术

办刊宗旨代表了期刊的思想和灵魂，是期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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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方面的研究专著，除研究学报的《中国大学学报简史》（宋应离

编著，中州古 籍 出 版 社，１９８８年）和《中 国 大 学 学 报 发 展 简 史》
（马宇红编著，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外，专门研究高校

社科学术期刊的论著至今没 见 出 版。实 际 上，这 两 部 研 究 学 报

的论著，因包含自然科学学报的研究内容，故也不应算作高校社

科学术期刊研究论著。论文方面，用“中国知网”篇名“高校社科

学术期刊”查询，截至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７日仅有８篇；用篇名“新时

期、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查询，仅有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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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方针和行动大纲。新时期重新复刊的高校社科

学术期刊和新创办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大都强调

“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学术研究，开展学术争鸣，展示

学术成果”的办刊理念，秉持发展学术、繁荣学术的

思想，这从其复刊词和发刊词上可以证明。

１９７８年第１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复刊，
夏征农在《对复旦学报的几点期望———代复刊词》里
面写道：“学报要刊登理论联系实际的，有材料、有分

析、有作者自己观点的文章。在学术理论上即使发

表了错误观点的文章，那也不要紧，通过讨论，改正

就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反映复旦社会科

学系科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成果的园地。”①

１９７９年创刊的《西 北 民 族 学 院 学 报（哲 学 社 会

科学版）》《发刊词》明确其任务是：完整地、准确地阐

释和宣传马 列 主 义 毛 泽 东 思 想 关 于 民 族 问 题 的 理

论，研究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开展民族学、宗教学

以及西 北 各 少 数 民 族 的 历 史、语 言、文 字、文 学、艺

术、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学术讨论，挖掘、整理和翻译

西北各少数民族的重要文献整理；交流教学和科研

成果，活跃学术思想。指导思想是：解放思想，坚持

真理，总结新经验，探讨新问题，贯彻“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 方 针，提 倡 不 同 观 点 不 同 学 派 的 自 由 争

鸣，活跃学术空气。②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１期创刊号《发

刊词》指出：“以 马 克 思 主 义 为 指 导，从 中 国 实 际 出

发，借鉴其他国家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研究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和体制改革中提出的新课题，为中华民

族的崛起进行创造性的探索，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学

报》的基本宗旨。本刊欢迎对于现实问题所进行的

一切有 益 的 探 讨，为 那 些 在 文 学、史 学、哲 学、经 济

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学、档案学、
管理学等一切社会科学领域发现新情况，提出新问

题，补充新论据的具有新意的文章提供园地。本刊

将努力促进开发新学科、推广新思想，树立新学风，
并注意在这一过程中扶植新人。”③

河南大学１９８０年创刊的《心理学探新》，强调主

要发表 心 理 学 理 论 综 合 研 究 的 新 成 果；上 海 大 学

１９８１年创刊的《社会》，主要刊登国内外社会学及相

关领域最新的研究论文。如此这些，不仅从办刊纲

目上凸显了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术园地之特色，
而且彰显了服务现实、服务社会、服务高校的作用。

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创 刊 的《清 华 大 学（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发刊词》写得更明白：“在清华大学设立文科的

院系，出版学报的哲学社会科学版，其意义和作用，
不只在于发展有关学科的学术研究和培养这些学科

的专业人才，更重要的还在于提高整个学校培养人

才的质量。”④

可见，对学术的重视，对人才的看重，是 新 时 期

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核心思想和践行的纲领；崇尚

学术，质量第一，是新时期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不忘

初心”的表征。
（二）文章内容：学术为本

内容为王、质量第一是所有期刊办刊的根本，高
校社科学术 期 刊 也 不 例 外。１９７８年 以 后，“实 践 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意识形态之中的最重要

命题，成为冲破“两个凡是”的理论武器，其直接影响

是既引发了改革开放这场巨变的产生，也把意识形

态的指导思想从“文革”的务虚转移到了改革开放之

后的务实上来。这一时期，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发表

了一系列观点鲜明、论证有力、理论色彩与学术色彩

都比较强的研究文章，在全国影响很大。比如，《复

旦学报》１９７８年１０月 的 复 刊 号 上 刊 登 的 夏 征 农 的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文，是夏征农将其对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解，结合“文革”后的思想

实际撰写的一篇重要文章，洋溢着解放思想、破除迷

信的探索精神。该文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大力提倡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文章发表后，不但为《人民日报》转载，很快受到胡耀

邦肯定、推荐，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是一个

正确命题；⑤而 且 由 于 其 所 论 证 的 问 题 和 提 出 的 主

张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人民利益极为重要，且切中要

害、深刻有力，以至于章培恒说它“可以说这是一篇

富于时代性和学术性的力作”⑥。《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１９８０年第１期发表的俞敏教授的《汉藏两族 人

和话同源探索》一文，王炳照认为：“这是一篇学术味

极浓的论文。在当时报刊上还难看到这样具有强烈

的纯学术色彩的文章发表……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

篇文章被公认是正确的政治导向和极高的学术价值

完美结合的代表作。最有力的证据当然就是，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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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１９９９年荣获建国５０年来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①《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１９８３年第３期发表的８３岁高龄的陈岱

孙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

现代化》提出：“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体系，
不能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同时，我

们要认识到，在若干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它确

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之处。”文章发表以后由《人民

日报》转载，得 到 胡 乔 木 等 中 央 领 导 和 学 术 界 的 首

肯。② 《陕西师 范 大 学 学 报》１９７９年 第４期 发 表 的

《重谈形象思维———与郑季翘同志商榷》，以批谬纠

偏的方式继续深入论述，解决了文艺理论中的一些

重大问题。③ 《外语教学与研究》１９７８年复 刊，１９７８
年第２期发表的许国璋的长篇论文《论外语教育的

方针和任务》；《兰州大学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１期复刊，
复刊号以及１９７９年 第２期、１９８０年 第２期 连 续 刊

载刘文英的《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贵阳师范学院

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１期、１９８０年第２期连续刊登青年

教师金观涛、刘 青 峰 的《中 国 历 史 上 封 建 社 会 的 结

构：一个超稳定系统》，等等，不仅学术性、理论性俱

佳，而且社会反响、社会效益俱大。
以文摘报刊的转载为例，《光明日报》１９８０年以

来，一度开辟过“百家争鸣”专栏，选登全国各学术理

论刊物最新发表的有创见的论文摘要。据统计，从开

办到１９８１年底，共刊出１３５期６０２篇文摘，其中摘自

高校学报的计有１９１篇，几乎占了总发稿数的１／３。
《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出版的“复印

报刊资料”，这是两家质量较高、为学术界所重视的大

型文摘 刊 物。据 考 察，在１９８０年 和１９８１年 两 年 之

内，高校学报被这两家刊物选用、摘录文章在３０篇以

上的有４２家之多。有的（如《复旦学报》）一家被选用

的文章即达１０７篇。另据粗略统计，１９８２年内，《新华

文摘》全年１２期共摘用学术论文５００多篇，其中选自

高校文科学报的１３０多篇，约占总数的１／４强。１９８２
年的《中国历史学年鉴》“史学研究”一栏，收录有关刊

物的论文（观点）总计８６８篇，其中辑自高校学报的有

２７５篇，占总篇数的３０％多。④ 所有这些，足见 高 校

社科学术期刊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及其在学术期刊

中的比重和地位了。
当然，衡量一个学术刊物办得如何，首先看它是

不是有学术性，而学术性的核心是学术创新。新时

期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面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新形

势，对学术创新的追求与执著一点也不逊色。以一

贯重视学术创新，在学术界起着先锋引导作用的《北
京大学学报》为例，其开设的“关于传统与现代化问

题”“人学问题”“现代科学发展的哲学思考”“现代化

问题探讨”等专栏，不仅带有前沿性、创新性，而且起

步早，对学术界的启示与引导意义不言而喻。
（三）文章占比：学术第一

一般来说，中国高校的社科学术期刊多因高校

的性质而分为综合性期刊和专业性期刊两种。高校

社科学报以综合性为主，其他社科学术期刊专业性

居多。以综合性高校社科学报为例，新时期之初，由
于对“假大空”应景文章的摈弃，所刊发的文章纷繁

多样，但学术性、研究性论文占据绝大多数。比如，

北京大 学、复 旦 大 学、南 京 大 学、南 开 大 学、山 东 大

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吉林

大学１０家 学 报 从１９７８年 至１９８１年 共 刊 发 文 章

３０６１篇，其中揭 批“四 人 帮”反 动 理 论 的１６３篇，学

习马列、毛泽东思想理论的１５３篇，语言文学艺术方

面的８２４篇，史学方面的７６０篇，法学方面的８３篇，

图书馆学方面的２１篇，教育学方面的１４篇，读书札

记、书评等１１２篇。在这些文章 中，文、史、哲、经 方

面的文章占绝大部分，从总体上看属学术性论著的

占文章总数的８５％以上。⑤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
门大学、武 汉 大 学、辽 宁 大 学５家 学 报１９８４—１９８７
年共发文章２１００余篇，其中仅关于经济学方面的文

章就有５２０多篇，占所发文章总数的２５％以上。另

外，有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律、党史和现代、当
代文学等方面的文章也占相当大的比重。⑥

总体上看，新时期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已逐渐

从政治与学术的相互纠葛中剥离了出来，从注重学

术、回归学术发展到学术第一、学术本位，理论深度，

学术创新水平值得称道。

二、从关注思想到关注改革

从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由于社会政治

的强烈变革，思想解放、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四个现

代化等新名词、新实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影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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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生活。面对这种新情况，高校社科学术期刊

作为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感应器、晴雨表，始终站

在社会改革的最前沿，关注现实，记录时代。
（一）关注思想解放、拨乱反正

思想解放，最初主要表现为对当代中国的政治、
经济、文化、路线和政策的检讨。这种检讨，一般认

为是从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开始的。① 实际上，高

校社科学术期刊所表现出来的学术敏感、政治胆识

则具有领时代之先的鲜明特色。最典型的例子如，
《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７８年第１期刊登的梁宁的《坚持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的

一个重大问题》一文，比开新时期思想运动序幕的、
《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
早几个月。《复 旦 学 报》１９７８年 复 刊 后 第１期 在 首

篇、以显著位置开辟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笔谈专栏，比《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也早几个月。不仅如此，该专栏刊登的这

组有影响、有分量的文章，还吸引了中央高层领导的

注意，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中央党校的《理论

动态》于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比《光明日报》发表《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早一天）全文转载了该专

栏林永民的《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的文章。②

另外，１９７８年《武汉大学学报》第４期发表的徐

善广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

光辉榜样———学习〈共产党宣言〉笔记》、第５期发表

的徐瑞康的《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

实践证明了的正确认识能作为真理的标准吗？》等文

章，《思想战线》（云南大学主办）第６期发表的胡正

邦的《实践检验真理要经过一个反复的过程》、《实事

求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办）第４期发表的胡

晶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商业研究》
（哈尔滨商业大学主办）第５期发表的罗宪祯的《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１９７９年《教学与

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第１期发表的《略论实践

是检验真 理 的 唯 一 标 准》、《厦 门 大 学 学 报》第１期

《试论在检验真理过程中逻辑证明与实践证明的辩

证关系》与第４期发表的《正确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等文章，以及《北京大学学报》《北京师

范大学学报》《西北大学学报》《河南大学学报》等高

校社科学术期刊所组织的相关专题、发表的相关文

章，也都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中

大放异彩，使“高校”“学术”地基上开放的时代之花

璀璨夺目、光彩照人。
事实上，在那个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成

为人们诉求最强烈的时代，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是

紧密相连的。而拨乱反正的任务在当时既包括思想

路线的改变、经济建设的转移，又包括政治上冤假错

案的平反、教育上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高校社科

学术期刊作为高校创办的学术理论刊物，对知识分

子、学术研究等的拨乱反正工作感同身受，特别是对

于知识分子问题，不少社科学术期刊发表了一些有

理论 深 度 和 学 术 影 响 的 文 章。比 如，《复 旦 学 报》

１９７８年第２期刊登的夏征农的《重视知识分子完全

符合马克思主义》一文，不仅有理有据地论证了重视

知识分子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绝对不是什么“离经叛道”之举，而且提出的工农

和知识分子都是劳动者，我国的知识分子是忠于社

会主义事业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是过头、而是不

够等观点，对当时消除“四人帮”的影响、看待知识分

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正确发挥知识分子在新时期

的重要作用，具有实实在在的促进价值和现实意义。
另外，笔者用“中国知网”篇名“知识分子”查询，

１９７８年共有１３篇 文 章，其 中 出 自 高 校 社 科 学 术 期

刊的９篇。如《武汉大学学报》的《一个反马克思主

义的“估计”———彻底批判“四人帮”污蔑“知识分子

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动谬论》《安徽师大学报》
的《尊重 脑 力 劳 动 与 知 识 分 子 问 题 上 的 拨 乱 反 正》
《河北大学学报》的《“两个估计”是摧残知识分子的

祸根》《山西师范学院学报》的《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

自己的一部分》等文章，也都正确评价了知识分子的

作用，推动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
在学术理论的拨乱反正方面，高校社科学术期

刊也 极 为 关 切。以 对 胡 适 的 评 价 为 例，《文 史 哲》

１９７９年第３期 刊 发 了 孙 昌 熙、史 若 平 的《试 论 五 四

新文学运 动 中 胡 适 的 历 史 作 用》，该 文“是‘十 年 动

乱’后较 早 对 胡 适 重 新 进 行 客 观 评 价 的 文 章”③。
“《西北 大 学 学 报》１９８０年 第１期 刊 发 了 薛 瑞 生 的

《给胡适在红学上以应有的地位》，被公认为‘文革’
后最早为胡适的红学给予实事求是评价的少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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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①。如此等等，既反映了新时期高校社科学术

期刊在促进解放思想、繁荣学术研究等方面所起的

重要作用，又展现了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关注现实、引
领时代的鲜明特色和独特风韵。

（二）关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

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
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新时期高

校社科学术期刊在邓小平同志“理论工作要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思想指导下，把关注现实、服

务社会作为第一要务，不仅发表了一大批满足人民

群众实践需要、满足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需要的优

秀文章，而且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高校社科学

术期刊进入迅猛发展的“疯长”期的时候，一大批直

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财经类学术期刊迅速走红。比

如，上海财经大学主办的《财经研究》、东北财经大学

主办的《财经问题研究》、江西财经大学主办的《当代

财经》《财经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政

法论坛》、西南政法学院主办的《法学季刊》等，成为

一道凸显 时 代 特 色 的 亮 丽 风 景。以《当 代 财 经》为

例，１９８８年改 名，并 改 双 月 刊 为 月 刊，突 出“专”和

“新”，注重同现实的经济生活保持紧密联系，及时传

播作者的新观点、新见解，不仅刊发了一大批面向现

实、关注改革的优秀论文，卓有成就地为现代化建设

服务，而且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发行量从２０００份

猛增到１００００份，跻身于全国学报发行量的前列，经
济效益也大为提高……从根本上改变了‘不吃皇粮

办不了学报’的局面”②。
在理想与激情共存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

放、振兴中华成为社会共识，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

代化”的共同理想成为全国上下的动力源泉。面对

改革的滚滚洪流，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无不重视现实

问题研究，重视经济建设研究。比如，《华中师范大

学学报》“由于历来重视现实问题的研究，１９８８年至

１９９１年在湖北 省 委 宣 传 部 组 织 的 研 究 现 实 问 题 的

优秀论文评比中，先后获二项一等奖、三项二等奖、
多项三等奖，位居全省前列”③。“据对北京大学、复

旦大 学、厦 门 大 学、武 汉 大 学，辽 宁 大 学５家 学 报

１９８４—１９８７年所 发 文 章 统 计，其 间 共 发 文 章２１００
余篇，其中仅关于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就有５２０多篇，
占所发文章总数的２５％以上。”④即使像杭州商学院

的《商业经济与管理》《平原大学学报》等被称为“第

三世界”的高校学术期刊，也都在关注现实、服务社

会方面表现出色。前者突出“商”字，重点研究商品

流通理论和商业企业管理，优先发表研究解决商业

现代化建设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探索商业改革

中的新 情 况、新 问 题、新 经 验、新 理 论。２０世 纪８０
年代，曾发表《计划与市场结合中的的摩擦》《关于非

公有制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把杭州建设成为现代

化国际旅游 城 市》等 文 章，⑤对 市 场 改 革、社 会 转 型

乃至杭州经济的发展影响很大。后者是随着改革开

放和高等教育 的 发 展，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刚 刚 成 立 的

地方职业大学学报。地方职业大学，科研力量薄弱，

名不见经传，拿 不 出 叫 得 响 的 基 础 理 论 研 究 文 章，
《平原大学学报》则突出应用型研究，开辟了“振兴新

乡经济”“新乡名人”“河南史话”等栏目，服务于地方

经济。１９８９年编辑部与新乡市经济研究中心、体改

委等联合召开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振兴新乡经

济研讨会”，与会专家提出的几条具体改革措施，直

接被市政府发文各企业参照执行。⑥

应该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作为重要的学术理

论期刊，见证了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每一次重大理

论问题的论证过程，每一次重大战略决策的制定过

程，每一次重大社会科学问题的探讨过程，也真实地

记录了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也即新时期以来，我国发展进程中的几乎所有重大

问题都能够从高校社科期刊上找到踪迹，在高校社

科期刊上留有烙印。比如，关于特区建设问题的研

究。１９８０年８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广东省经

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１９８１年《暨

南大学学报》就刊发了《关于加速深圳经济特区建设

问题的初探》（１９８２年第４期），开高校社科学术 期

刊深圳特 区 和 特 区 经 济 建 设 研 究 之 先 河。紧 接 着

《中山大学学报》也相继发表了《从宏观经济看我国

试办经济特区的战略意义》（１９８２年第３期）、《经济

特区与我国就业问题》（１９８２年第４期）、《深圳经济

特区工业发展的新阶段》（１９８４年第３期）的文 章，

１９８４年，《厦门大学学报》、上海大学的《社会》、中国

人民大学的《人口研究》、东北财经大学的《财经问题

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经济与管理研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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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师范大学的《社会主义研究》、复旦大学的《世界经

济文汇》等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也都发表了有关特区

经济建设的重要文章。特别是１９８４年１２月才创刊

的《深圳大学学报》，按照特区的“特”及由此引发出

的许多需要探索的新问题，１９８４年第１、２期合刊就

刊登了《发展商品与经济特区的建设》文章，并逐渐

形成了特区问题研究的特色。另外，深圳市委党校

１９８６年创刊的《特区实践与理论》，主旨和内容通过

刊名一览无余。
再比如，关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研究。

１９８３年中央明 确 家 庭 联 产 承 包 责 任 制 是 马 克 思 主

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同年，
厦门大学的《中国经济问题》就发表了《试析家庭联

产承包责 任 制 的 经 济 性 质》（１９８３年 第５期）的 文

章。第二年，《暨南大学学报》发表了《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的性质及其发展趋向》（１９８４年第１期）、甘

肃省委党校的《理论学习》发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是毛泽 东 农 业 合 作 制 思 想 的 新 发 展》（１９８４年

第１期）、《中山大学学报》发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的新发展》（１９８４
年第３期）、《厦门大学学报》发表了《完善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若干问题》（１９８４年第４期）的文 章。
在当时，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等农村

体制改革的探索成为经济研究的热点，也是高校社

科学术期刊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用“中国知网”篇
名“家庭联 产 承 包 责 任 制”查 询，１９８４年 共 发 这 类

文章９篇，其中出自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６篇；１９８５
年共发７篇，出 自 高 校 社 科 学 术 期 刊 的４篇；１９８６
年 共 发 ３ 篇，出 自 高 校 社 科 学 术 期 刊 的 ２ 篇。

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共 发１０篇，出 自 高 校 社 科 学 术 期 刊

的８篇。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对农村经济制度改革的

重视与关注可见一斑。
另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关于社会主

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等，这一时期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都有所关注，大部

分期刊也都发表了重要的文章。特别是建设有社会

主义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自１９８２年９月邓小平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以

后，整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几乎所有的高校社科学术

期刊都组织了专题、发表了文章。查阅“中国知网”，
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建设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主

义”是这一时期社科学术期刊最热、最火的论题。高

校社科学术期刊作为这一家族中数量最多、分量最重

的类群，其刊登的大量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不仅从理

论和实践上指导和推进了改革的进程，而且也彰显了

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关注现实、反映时代的特质和气

度。

三、从展现高校特色到展现文化特色

有无鲜明突出的个性特色，是一个刊物能否产

生重大社会影响、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赢得广大读者

喜爱的一个重要因素。新时期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

不管是新复刊或者新创刊的第一任主编（或者实际

负责人）大多是有思想、有激情、能担当、敢担当的行

家里手，如《复旦学报》的夏征农、《中国人民大学学

报》的杨焕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潘国琪、《现代

传播》的朱光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的谢振中和张

积玉、《文史哲》的韩凌轩和刘光裕、《河南大学学报》
的宋应离和王振铎、《西北大学学报》的符景垣、《思

想战线》的秦家华、《深圳大学学报》的王洪友、《齐鲁

学刊》的刘守安、《出版科学》的蔡学俭等，他们以思

想者的身影、期刊编辑家的姿态，不仅打造了一个又

一个风格不一、个性独特的学术平台，而且成就了一

个又一个展现学术研究成果、引领学术发展方向的

特色期刊。
（一）以高校科研力量、学科优势为特色

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出自高校，归属于 高 校。而

我国高校办学层次、办学方针不同，高校的性质、承

担的教育任务有别，专业设置、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

也各有差异，但不管是哪个层次的高校，大都有自己

独有的学科特色和学科优势。特别是１９７８年恢复

高考以后的那段时间，面对普罗大众对知识的极度

渴求和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极大缺口，即使是地方高

校、师专、中师 等，都 有 自 己 的 特 色 专 业、“热 门”学

科。而依托各高校复刊、创刊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
也都深谙自己学校的优势所在，知道办刊的基础和

有利条件在什么地方。因此，发挥各自学校的特色，
突出各自学校的重点，展现各个刊物的个性，呈现各

自不同的鲜明特征，是新时期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共

同的特点之一。这里且不说本身就是建立在各自高

校优势学科、特色专业基础之上，依靠本学校优势学

科、特色专业而形成鲜明个性特色的高校专业学术

期刊，如１９８０年创刊的由教育部主管、武汉大学主

办、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和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

究中心承办的《图书情报知识》，依托的是本领域全

国实力最强的教学科研机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的办学优势和教育部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的研究实力，
展现的是图书情报、档案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等为特

色的刊物个性。１９７７年创刊的由教育部主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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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承办的《人口研究》，依托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

人口学院人口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学科优

势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科百

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口学会的研究实力，展现

的是以人口与社会、人口与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等为特征的办刊特色等。只说“以反映自己学校

教学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思想为主”
的高校社科学报，这方面的特色非常突出。特别是

历史悠久、知名度高、师资力量雄厚、具有相对稳定

的学科优势 和 科 研 优 势 的 重 点 高 校，《北 京 大 学 学

报》关于哲学、史学、语言学的研究，《复且学报》关于

新闻学和中西文化史的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关于

经济学的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关于图书馆学的研

究，《中山大学学报》关于戏剧史的研究，《北京师范

大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关于教育学、心理学

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的历史地理研究等，都
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自己的学科研究优势，突出了

各自的个性特色。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为例，在

这一时期，他们根据学校的师范性办学特点，依据学

科实际，着重反映教育心理以及文史哲等优势学科

的研究成果，重点突出教育、心理学科特色。具体做

法是，在篇幅上，确保每期占到１／４版面；在保障文

章质量的前提下，要比其他学科有相对多的文章数

量。同时做到栏目固定化，研究主题深入化。即保

证教育、心理学栏目每期都不缺位，且一段时间内围

绕一个重大主题组织稿件，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

探讨同一个问题。① 如此强化教育、心理学研究，不

仅为教育改革的深化、教育理论的发展和教育事业

的兴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获得了广泛的赞誉，而且

也强化了特色，唱响了特色。
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与重点，是高

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高校社科学术期

刊本来就出自高校，其人员配备基本上出自社科院

系，特别是其功能、地位最初都与所在高校学术研究

有关，有些期刊直接由重点学科主办，与生俱来的血

肉亲情，使高校的学科建设不由自主地成为高校社

科学术期刊展现的重点和突出的特色。审视新时期

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两种现象比较明显，一是“文

革”后重新复刊的老牌大刊、名刊，根据本校优势学

科的具体情况，通过策划、组织、编排等方式全方位、
多角度展示 其 优 势 学 科 的 科 研 成 果 和 学 术 研 究 前

沿，并且通过邀请校外专家、学者共同研究与探讨，
扩大其学术影响力、传播力，凸显特色。如上面提到

的《北京大学学报》《复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文

史哲》以及《史学月刊》等。二是新创办的高校社科

学术期刊，根据本校学科特点不同、所处地理位置不

同、自身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以及学术资源不同的状

况，或创办专业期刊，或开辟特色栏目，突出特色、宣
传特色。专业期刊如复旦大学的《新闻大学》、武汉

大学的《图书情报知识》、上海大学的《社会》、西安外

国语大学的《外语教学》等；综合期刊如《中国人民大

学学报》的哲学、新闻学、人类学研究，《齐鲁学刊》的
孔子、孟子、儒家文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的

学科教育学研究等，都在专题化、特色化方面表现突

出。特别是《河南大学学报》１９８５年开设的“编辑学

研究”栏目、《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学 报》的“民 俗 学”栏 目

等，一方面对于新学科、重点学科的成长和发展起到

了助推作用，另一方面也彰显了特色，铸造了品牌。
另外，培养青年、提携新秀可以说是这一时期高

校学术期刊共同的特征。时任《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主编的居思危曾说：“最重要的是发现和培养有潜力

的青年作者，对青年作者有创见的文章，要舍得花功

夫去修改，甚至有编辑部出面请有关行家指导，让初

涉足学术研究的年轻同志写好自己的处女作。”②时

任《吉林大学学报》主编的李文焕提出，衡量学报质

量的标准有三条，其中之一就是“看学报发现和培养

青年学者的情况，培养了多少青年新秀，发表了哪些

著名学者 的 处 女 作”③。时 任《陕 西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主编的谢振中力主专辟“研究生、大学生论文选登”
栏目，对研究 方 向 对 头、选 题 得 当 的 青 年 作 者 的 文

章，敢于排在头条予以支持；对内容好、表述上存在

问题的则全 力 帮 助 修 改。④ 可 以 说，我 国 人 才 尤 其

是青年研究人才的成长，大部分与高校社科学术期

刊的培养、培育有关。现在我国很多著名的专家学

者，当年都是通过首先在高校社科期刊上发表文章

崭露头角为人瞩目的。比如，《文史哲》的办刊宗旨

其中有一条就是“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在这种

办刊思想指导下，《文史哲》１９８０年第１期就刊发了

河南大学历史系本科二年级学生李振宏的《封建时

代的农民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吗？》一文。文章对宋

史权威漆侠的《读〈李自成〉———论农民的革命民主

主义》提出的“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是“革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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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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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应离编撰：《名刊 名 编 名 人》，郑 州：大 象 出 版 社，２０１１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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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义者”的看法提出质疑。① 一个是在校本科生，
一个是学术权威，《文史哲》扶植小人物，坚持学术为

本之举不言自明。更为关键的是此文是李振宏的处

女作，也是他学术生涯的起点，而今他已是国内著名

的历史学研究专家，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史学月刊》
主编（做了１６年）。再 比 如，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中 期，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把“研究生学术论坛”列为一个

专栏，很多年轻的学者在这里发表第一篇文章，前教

育部 长 袁 贵 仁 也 在 这 里 发 表 了 第 一 篇 研 究 生 论

文。② 据宋应离调查研究，１９７８年以后，《北京 大 学

学报》提出在发表文章时，依靠中年，扶植青年，珍视

老年。他们 发 表 中 青 年 的 文 章 占 发 表 文 章 总 数 的

８５％以上。《复旦学报》确立了“不靠名人带刊物，要
用刊物育新人”的指导思想，热心发表敢碰难题、敢

发新论、思想敏感、眼界开阔的青年作者的文章。几

年来 他 们 发 表 中 青 年 作 者 的 文 章 占 发 稿 总 数 的

４４％以上，研究生、大学生文章占２２％以上。③ 可想

而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北京大学学报》《复旦学报》
培养了多少大家、学者。难怪周汝昌先生曾将《北京

大学学报》称为“书册课堂”和“铅字老师”，他说：“一
个学府的学 报，不 仅 仅 是 诸 位 教 授、学 者 的 发 言 阵

地，耕耘园圃，更 是 培 养 教 育 学 人 士 子 的 特 型 教 科

书。”④

（二）以高校地理环境、历史积淀为特色

我国高校众多，分布极不均匀，依托高校而创办

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也因为学校所处地理位置不

同，而具有其他院校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比如，有
些学校所在地是历史名城、文化名城，在历史上长期

形成的经济、文化、人才方面的多种优势，诸如丰富

的文物资料、众多的名胜古迹、浓厚的民俗风物人情

等，这些学校的研究者对它们的了解以及研究水平，
往往是其他高校以及外地人不可企及的。充分利用

这些有利条件，发挥地域优势，组织有地方特色的稿

件，使这一时期的高校学术期刊内容多姿多彩，特色

分外妖娆。这里还不说以高校地理环境、历史积淀

为特色的高校专业学术期刊，只说高校社科学报，如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和《西北大学学报》发表的研究

秦汉及唐代文史和考古发现的文章独具特色；《齐鲁

学刊》对孔子的研究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杭州大

学学报》《河南大学学报》开辟的宋史研究专栏，吸引

了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为之撰稿；云南大学的《思想战

线》《新疆大学学报》《内蒙古大学学报》等关于边疆

民族史的研究别具一格，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特别是一些师专学报，因为自身学术资源不丰

富，而地理位置优越，在特色专栏开发、特色期刊建

设上“煞费苦心”。比如，包头师专的《阴山学刊》，地
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阴山脚下，
自古以来，这片塞外高原孕育了深沉、凝重而粗犷、
豪放的阴山文化，学报以“阴山”命名，借助它悠久而

深厚的文化内涵，塑造自身独特的形象。尤其是它

开辟的“阴山文化研究”专栏，通过刊登《民族考古学

与阴山岩画研究》《包头古代地理环境与文化生成考

察》等重头文章，展现其鲜明的地方特色，被誉为阴

山脚下的“一枝独秀”⑤。安阳师专位于历史文化名

城安阳，安阳的殷墟、甲骨文享誉世界。《安阳师专

学报》１９８０年创刊，１９８４年更名为《殷都学刊》，更名

后的《殷都学 刊》第２期 开 设 了“殷 商 文 化 研 究”专

栏。当年１０月《殷都学刊》以主办方的身份举办了

全国商史学术研讨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文博考

古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就商史、甲骨学、殷商考古研究

进行了深入探讨，《殷都学刊》依托“殷商文化研究”
专栏在最短时间内出版了学术论文集，受到了与会

专家的高度评价，《殷都学刊》也一时间名扬海内外。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公司来信要订１００本学报，２５０
本《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日本九州中国

书店来信要求订购我们已经出版的各期学报各１００
本。”⑥绍兴师专 所 在 地 绍 兴 是 我 国 历 史 名 城，也 是

近代名人荟萃之地，《绍兴师专学报》利用这方面的

优势，开辟 的“鲁 迅 研 究”专 栏，影 响 很 大。尤 其 是

１９８６年出版 的 为 纪 念 鲁 迅 逝 世５０周 年 的 纪 念 专

号，号称国内最早。该专号选题广泛，内容丰富，印

制精美，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因而

索购信函来 自 四 面 八 方 和 各 个 部 门 与 各 个 读 者 层

次，以至于供不应求。⑦ 还有《呼兰师专学报》的“萧

红研究”、《九江师专学报》的“陶渊明研究”、《开封师

专学报》的“‘清明上河图’研究”、《承德师专学报》的
“避暑山庄诗文研究”等，也都特色鲜明、影响很大。

其实，这一时期对地域文化特点的关注、关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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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震旦编撰：《〈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１５３页。

宋应离编撰：《名刊 名 编 名 人》，郑 州：大 象 出 版 社，２０１１年，第

３２１页。

宋应离编著：《中国大学学报简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第２９０页。

李铄：《高校社科学报发展与“双一流”建 设 关 系 研 究》，《河 南 大

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龙协涛，胡梅娜主编：《润 物 细 无 声———社 科 学 报 编 辑 家 耕 耘 录

（续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１页。

田瑛：《努力 办 出 自 己 学 报 的 特 色》，《殷 都 学 刊》，１９８５年 第３
期。

吴国群：《一期专辑的编辑思考和 系 统 构 架》，《学 报 研 究》，１９８８
年第１期。



期刊积极、主动、自觉的选择。《湖南大学学报（社科

版）》创刊于１９８７年，创刊号就是岳麓书院国际学术

研讨会的论文专辑，从创刊号开始，每一期刊登岳麓

书院研究方面的专题论文，形成了岳麓书院文化研

究特色。《四川大学学报》的李白、杜甫研究，《湖南

师院学报》的左宗棠研究，《扬州师范学报》的鉴真和

尚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的民族学研究，《广西

师范大学学报》的桂林抗战文艺、太平天国专栏等，
不仅刊发了一批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文章，展现了

各自独特的个性魅力，而且以地域特色、地方文化为

专长的高校学术期刊，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彰显了不同地域、不同特

色的文化瑰宝，成为长久吸引读者眼球的“这一个”。
另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也可以说

是一种特色，那就是借助于改革开放后对期刊商品

属性的认识，一些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在追求社会效

益的同时，对期刊的经济效益也颇为重视，以前几乎

很少订阅量 的 高 校 学 术 期 刊 也 都 千 方 百 计 扩 大 发

行，并且有的还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比如，《杭州商

学院学报》１９８５年 改 名《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时 任 主

编郁建民不 仅 突 出“商”字 特 色，抓 质 量，而 且 抓 发

行，一是登广告，二是发征订信，三是争取商业部门

领导支持，四是利用有关会议宣传推广，“上述措施

使学报发行量比创刊初期增加１０多倍。发行范围

遍及全国所有省市及港澳地区，国外订阅的有日本、
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等１０多个国家”。①还有前

面谈到的《当代财经》《殷都学刊》《绍兴师专学报》等
都是这方面的典范。

结　语

“内容为王”是出版业的根本，期刊连续出版、繁
荣发展“贩卖”的是思想。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作为思

想的集散地、传播台，在观念交锋与冲突颇为激烈的

新时期，不仅以正确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取胜，而

且展现了“高 校”＋“学 术”的 个 性，凸 显 了“百 花 齐

放、百家争鸣”的特色，走出了一条特色化发展之路；
更重要的是在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发展史上，既留下

了一个个鲜明而独特的个体形象，又书写了新时期

社科学术期刊的集体群像，丰富而多彩。

①　潘国琪，胡 梅 娜 主 编：《润 物 细 无 声———社 科 学 报 编 辑 家 耕 耘

录》，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２９页。

（责任编辑　王华生）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ｒｏｍ１９７７　ｔｏ　１９８７
ＪＩ　Ｊｉａｎ－ｍ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Ｈｅ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Ｋａｉｆｅｎｇ４７５００１，Ｈｅ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ｉ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ｈａ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ａ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ｈｏｗ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ｈａｖｅ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ｏ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ｒｅａｌｉｔｙ，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ｉｒｄｌｙ，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ｂｒｏａｄｅｎ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ｍｅｒｅｌｙ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ａｌｓｏ　ｄｉｇｇ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ｎｅｗ　ｅｒａ；ｕｎｉｑｕ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９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