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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时期湖北地区大学学术期刊出版考
!

胡
!

晓

摘
!

要!晚清民国时期$湖北地区创办的大学学术期刊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办刊规模上均

有较大的发展&民国时期湖北的大学学术期刊经历了初创时期%发展时期%繁荣时期和艰

难过渡时期四个阶段&虽然这四个阶段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其路程是漫长%坎坷和曲折

的$但它却在湖北学术发展史和期刊发展史上起着不可低估的承上启下的作用$给后人留

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民国时期+湖北+大学学术期刊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再到新中国的建立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高等院校自身也有了很大的变革&在不断转型的大学校园里$知识分子探

讨学术的风气却日趋活跃&为了传播文化科学知识%进行学术交流的需要$他们或利用大

学的学术研究机构$或组织学术团体%学会$或者就栖身于大学专门的出版部门创办学术

期刊$使得民国时期的大学期刊出版呈现繁荣的局面&而湖北作为全国的学术重地$在我

国科学%教育和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学术期刊领域也有骄人的成就&在民国

时期$湖北地区创办的期刊大约为
!!2

种$特别是
0"C2"

年代$学术期刊无论是数量上$

还是办刊规模上均有较大的发展$为引领学术前沿%传播学术思想%弘扬学术精神方面做

出了极大的贡献&因此$探讨这一时期大学学术期刊的兴衰演变$对了解湖北近代学术研

究和学术出版的发展过程$进而了解我国现代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面貌具有重要的意

义&本文拟对民国时期湖北地区的大学学术期刊加以梳理$并探讨其出版特点和意义$以

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本文所梳理的大学学术期刊是从广义上界定的学术期刊$因为首先$在民国时期的

'报(和'刊(的名称界线区分不是很明显$除开一些大学学报$有的刊物虽然名为'报($实

际上从现代期刊的定义上来说属于'刊(的范畴$因此这些刊物在本文收录之列+其次$本

文收录的学术期刊也包括民国时期湖北各个大学的学生社团期刊譬如同乡会会刊等综合

性刊物$因为这些刊物不仅是同学同乡相互联络的纽带$而且刊物旨在研究学术%探求真

理$也为学者交流知识提供了平台+最后$本文在统计和描述民国时期湖北大学学术期刊

情况时$将最初创刊地点不在湖北$但由于大学的迁移$刊物随之短期或长期迁移到武汉

的一些学术期刊一并纳入$但对于办刊者属于湖北地区大学$而在战乱大学西迁过程中创

办的期刊$却不在本文收录之列&

本文在统计晚清民国时期湖北地区大学学术期刊创刊数量情况时$所依据的材料主

要有,中文期刊大词典-

!

%,湖北省志.新闻出版-

"

%,武汉市志.文化志-

#

%,中国大学科

!

"

#

伍杰!,中文期刊大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
0"""

年&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新闻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441

年&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文化志-$武汉大学出版社
!4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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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期刊史-

!

%,武汉大学校史-

"

%,中国近代报刊名录-

#

%,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平台-

%

%,中国高等医

)药*学院校学报发展史-

&等著作$以及朱娅芊著,作为教会大学的华中大学出版活动研究-

'

%王睿等著

,中国近现代科技期刊起源与发展的特点-

(

%胡莺著,民国时期湖北美术教育初探-

)

%赵鸿云著,近代湖

北国医专科学校简况-

*等学术论文&如无特别说明$文中数据均来源于以上资料&

一%晚清湖北地区高等学府学术期刊的初创时期)

&K%&M&K&&

年*

晚清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的旧式教育制度弱点已经暴露无遗$有识之士纷纷要求废科

举%办学堂$我国近代的高等教育由此产生&在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下$张之洞首先

于
!%42

年在武昌创办了湖北自强学堂$

!%4%

年创办湖北农务学堂$标志着近代湖北高等教育的开始&

这些高等学堂主要为社会培养一些翻译人才$提供学习外语和掌握农业科学知识的场所&此后直到

!4!!

年$湖北总共设有高等学堂
!&

所$它们分别为公立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两湖文高等学

堂%两湖武高等学堂%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存古学堂%法政学堂%两湖优级师范理化学堂%两湖优级师范博

物学堂%两湖矿业学堂%铁路学堂+私立湖北法政学堂%私立江汉法政学堂+以及教会创办的私立文华大

学%博文书院大学部和博学书院大学部&

这一时期教会学校的创办$虽然是帝国主义为其以华治华的目的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一种工具$

但他们在中国大地上传教$办学校%医院%杂志$客观上却带来了西方的一些文化科学知识$给中国带来

了积极的影响&

!%3!

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武昌昙华林设立文华书院$学生仅
1

人&

!4"2

年设神学

院&

!4"4

年文华书院改为文华大学$学生约
$""

人&文华学院便是解放前私立华中大学的前身$即解

放后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

近代官办高等学堂和教会学校的创办$拉开了湖北地区高等学府学术期刊的序幕&在湖北地区最

早的四种高等学府学术期刊$应该算是由湖北武昌农务学堂创办的,农学报-,蚕学月报-+文华书院圣公

会驻武汉辖教区主教创办的教育刊物,文华学界-和该校创办的,文华温故集-&,农学报-创刊于
!4"!

年
!

月$半月刊$是我国出版较早的农学刊物+,-

&它比我国最早的农学刊物###,农学-仅晚了
$

年$也

是全国高校最早的农学综合性刊物+,.

&,蚕学月报-

!4"$

年间创刊$武昌农务学堂印行$赵叔彝主编+,/

&

,文华学界-创刊于
!4"1

年$

!4!!

年停刊$季刊&内容以'开通风气输入文明(为宗旨$以中外教育为主$

介绍新事新理为辅$间附图画&,文华温故集-也于
!4"1

年创刊$但直到
!40"

年才停刊$为综合性学术

刊物&以研究学术%观摩知识%阐扬新思潮为其使命$刊登教育论著%参观杂记%名人传略等文章&

虽然从晚清近代高等教育开始直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在整个湖北地区高等学府学术期刊只有这

四种$数量较少$但它们起步较早$以研究交流学术为主$学术性稍强且内容丰富%广泛$有明确的编辑宗

旨和齐全的栏目设置$在近代高等教育学术研究和期刊出版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湖北地区早期的高

等学府办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高等学校学术期刊的萌芽中$有着首创之功&

二%民国湖北地区高等学校学术期刊发展时期)

&K&$M&K$'

年*

!4!0C!401

年$是中国历史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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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远!,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43

年&

吴贻谷!,武汉大学校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442

年&

史和%姚福申%叶翠娣!,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
!44!

年&

邓集田!,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平台-$上海文艺出版社
0"!0

年&

黄万武!,中国高等医)药*学院校学报发展史-$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0"""

年&

朱娅芊!,作为教会大学的华中大学出版活动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0""4

年硕士学位论文&

王睿等!,中国近现代科技期刊起源与发展的特点-$载,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0""3

年第
!%

卷第
&

期$第
!"%4

$

!"40

页&

胡莺!,民国时期湖北美术教育初探-$载,美术-

0"!2

年第
&

期$第
43

$

!"0

页&

赵鸿云!,近代湖北国医专科学校简况-$载,中华医史杂志-

!44&

年第
0&

卷第
!

期$第
03

$

04

页&

宋应离!,宋应离出版文丛-$河南大学出版社
0"!2

年$第
!$$

页&

姚远!,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43

年$第
2!3

页&

史和%姚福申%叶翠娣!,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
!4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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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时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猛烈地震撼了我国的思想界%文化界和学术界&旧的教育

体系和方法毕竟受到了一次革命潮流的冲击$科学和民主之风已经开始吹拂大地&在'五四(运动的推

动下$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强烈呼声中$新的

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的诞生&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地区除教会学堂续办外$其他学堂皆停&

!4!0

年$官立

法政学堂首先复办$此后私立中华学校%江汉大学陆续兴办&到
!401

年$湖北地区有高等学校
!%

所&

分别是国立武昌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汉口明德大学%湖北

省立医科大学%私立华中大学%私立中华大学%私立武昌美术专门学校%私立湖北佛学院%湖北省立中医

专修学校%湖北省立财政专门学校%湖北省立邮电专门学校%军政部汉阳兵工专门学校%私立湖北法政大

学%私立中法大学%私立武昌法政专门学校%私立武昌中医专门学校&这些高等院校的建立$聚集了一批

专门人才和高级知识分子$学术研究气氛活跃$在客观上为湖北地区的大学学术期刊的产生创造了有利

条件&

)一*创刊数量

在这一时期$湖北地区诞生的大学学术刊物总共有
24

种期刊$创刊地点基本都在武汉&其中有私

立中华大学的,中华周刊-)

!4!0

年*%,光华学报-)

!4!1

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文史杂志-)

!4!2

年*%,楚学杂志-)

!4!2

年*%,博物学会杂志-)

!4!2

年*等等&历年创刊学术期刊数量列表
!

如下&通过

表中数据可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湖北地区大学学术期刊在
!40"

年掀起一次办刊高潮$此后

呈现渐进上升的趋势&

表
&

!

民国时期湖北历年学术期刊创刊种数统计表)

&K&$M&K$'

*

年份 种数 年份 种数

!4!0 ! !40! !

!4!2 $ !400 2

!4!1 ! !402 3

!4!% 0 !40$ !

!4!4 0 !401 !"

!40" 3

合计
24

)二*办刊形式

办刊形式亦即从办刊主体角度而言&由现有材料来看$这一时期由大学创办的学术期刊主要有三

类!一类是由大学校方以学校相应出版机构创办的学报或者其他学术刊物$总数有
!!

种&比如,光华学

报-是武昌中华大学学报$该校建于
!4!0

年$校长陈时鼓吹新学$提倡学术研究$于
!4!1

年
1

月创办该

刊$以'传播新文化%研究学术%导扬国光(为宗旨&专门刊登社会心理学%教育学方面的著作$评介有关

学术论文&先由李树仁任编辑$后由恽代英接替$刊物面貌一新$把该刊办成不仅研究学术$而且是发现

人才培养人才的园地+一类是专业学会创办的专业性会刊$总数是
!0

种&如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楚学会

创办的,楚学杂志-$以'砥砺学问%发皇教育%改良社会%促进共和(为宗旨$曾刊登,楚学思想之变迁于民

族上之影响-%,物价腾贵论-和,中华美术学会简章-等文章&栏目有撰述%译述%纪载等+还有一类是大

学里的教授%学生组织的社团或同人群体创办的学术刊物$此类刊物较前两种稍多$有
!&

种&比如创刊

于
!400

年的,洞庭波-是武昌大学湖南学友会会刊$一种综合性社科刊物&旨在研究学术%探求真理%交

流知识&内容包括文学评论%文艺理论%文艺作品等&

)三*办刊特点

这一时期$湖北地区的高等院校创办的很多学术期刊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

编辑宗旨多强调改良旧

社会%提倡新思潮%以促进学术交流为己任$重视学术性&由于它们主题明确%特点突出$且能将学术研

究与'爱国(%'救国(这一时代命题紧密结合$促使学术期刊为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服务的本质含义得

到升华&

0#

由于期刊必须依附于具有一定规模并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学会%学术研究机构或管理机构$

因此$在当时来说$很多期刊刊登内容比较庞杂$在同一刊物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兼并刊载$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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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一种粗线条的%综合性的信息载体&比如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国学扈林-)

!40"

年*和已经改名为

武昌高等师范大学创办的,文史地杂志-)

!402

年*$前者由武昌高师国文历史地理学会创编$主要内容

涵盖论说%实验%报告%译著%杂纂等&后者由武昌师大文史地学会主编$刊登有关文学%历史%经济和地

理方面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著&

2#

出版刊期有半年刊%季刊%双月刊%月刊%半月刊%旬刊%周刊和不定

期$刊期种类繁多$但生命周期普遍较短&大多数刊物都只维持
!

年时间便停刊$有的甚至仅出
!

期即

行夭折$显示出当时期刊的传播效力较弱的问题&

$#

对来稿文体大多'不拘文言白话(+标点不作统一规

定+编排格式横排%竖排兼有&

1#

主办单位明确$编辑机构建全$编辑出版人员分工明确&

&#

大都有固定

印刷厂$因此多在本校编辑%出版%印刷$但发行方式不一&比如中华大学
!4!4

年创刊的,社会新声-由

该校书报经理部发行+

!401

年创刊的,中华青年-由该校学生会出版股发行+国立武昌商科大学
!401

年

创办的,商业研究季刊-$由该校成立的出版部自己发行&

三%民国湖北地区大学学术期刊鼎盛时期)

&K$!M&K#3

年*

!40&C!423

年$是国民党统治开始建立的时期&这十年间$我国的高等教育逐步由规范而定型$趋

于成熟&

!40&

年$教育部确定武昌为全国七大学区之一$湖北为全国六大高师学区之一&本年冬$北伐

军会师武汉$武汉国民政府改革高等教育$改组合并公立学校$将国立武昌大学%商科大学及省立文科大

学%法科大学%医科大学%中华大学大学部及专门部合并改组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

!403

年冬$中山大

学停办&直到
!423

年底$

!42%

年武汉沦陷%很多高校西迁办学前$湖北地区的高等学校有
!!

所&它们

分别是国立武汉大学%湖北省立教育学院%湖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私立华中大学%私立中华大学%私立

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私立汉口博医卫生技术专科学校%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私立湖北国医专

科学校%私立华中协和神学院%私立湖北佛学院&这一历史时期$在世界第三次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全国

大兴杂志的背景下$湖北的高等院校学术期刊也蓬勃发展$一度达到鼎盛阶段&

)一*创刊数量

这一时期$湖北地区高等院校创办的学术期刊主要有!国立武汉大学的,理科季刊-)

!42"

年*%,文

哲季刊-)

!42"

年*%,社会科学季刊-)

!42"

年*%,珞珈月刊-)

!422

年*%,历史学报-)

!42&

年*$私立中华

大学的,中华季刊-)

!42"

年*%,华中生物学刊-)

!42$

年*%,华声-)

!42&

年*等等$期刊总数为
$3

种&通

过表
0

中每年的创刊数量$可明显看出$这十年期间以平均每年
$#3

种期刊的创刊速度在增加$相比

表
!

中
!!

年每年大约
2#1

种期刊增幅达到了
2$#2h

&

)二*个案研究

,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和,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

表
$

!

民国时期湖北历年学术期刊创刊种数统计表)

&K$!M&K#3

*

年份 种数 年份 种数

!40% ! !42$ %

!404 2 !421 2

!42" $ !42& 1

!42! 1 !423 3

!420 $

!422 3

合计
$3

!!

这一时期$办刊主体归属于大学校方的学报或其他学术刊物总数有
00

种$比前一时期此类刊物多

了
!!

种+而新式学会创办的学术刊物则有
4

种$比前一时期此类刊物少了
2

种+学生团体或同人群体创

办的学术期刊有
!&

种$和前一时期同类期刊持平&此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湖北地区的高等教育规

范成熟的趋势$并且学术期刊也越来越受到校方和各界同仁的重视&在这里一个很好的例证便是!存在

时间较早$且由大学独立办刊的人文社科类学术刊物$创刊于
!42"

年的,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

和,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的编辑出版&这两种期刊即现今,武汉大学学报-的前身$它们的出版$是大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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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学重视学术研究的标志$在湖北地区近现代学术史和期刊出版史上有着颇为特殊的意义&

此二刊的创办$与时任武大校长王世杰密不可分&他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学校发展抵达了第一

个高峰$尤其是文科学群领军国内文史哲研究界$云集了闻一多%黄侃%谭戒甫%郭斌佳等一批顶尖学者$

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南文科重镇(&但与全国其他同类大学相比$武汉大学尚无一份正规的学报$作为

法学家的王世杰通过对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与东吴大学等高校的比较考察$决定在武汉大学筹办学报&

于是从
!42"

年起$学校先后创办了三大季刊!,社会科学季刊-,文哲季刊-,理科季刊-+另办一大年刊$即

,工科年刊-&这些刊物为广大教员发表学术论文$学生发表自己对学术问题的见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社会科学季刊-和,文哲季刊-均设季刊委员会$由校长聘任本校教员若干人组成$并指定委员会一

人为编辑主任&委员会开会由编辑主任负责召集$并以编辑主任为主席&委员会负责审查稿件%决定稿

费%保管存款及审议其他关于季刊出版事宜&委员会委员除分期承担撰写论文外$每期还有写作书评的

义务&

这两种学报均于每年
2

%

&

%

4

%

!0

月出版+文章付排前一律用季刊委员会统一稿纸誊写$统一使用新

式标点符号+篇幅不定$一般为
00"

页左右$约
!0

万字$标题目录%正文全部用
$

号字体$一律直排$文字

之间疏密得当$给人以清晰%醒目之感+每期均发行
%""

份&两刊出版印刷费全'由本校经费项下支付(&

,社会科学季刊-主要刊登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文章&每期辟有'论著(%特

载(%'新书介绍与批评(等栏目&发表过张奚若%钱端升%周鲠生%刘秉麟%燕树棠%杨端六%葛扬焕%宗贤

俊%梁明致等人的文章&特别是'新书介绍与批评(一栏$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书评$是刊物的一个特色&

,文哲季刊-主要刊登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心理学及史学方面的文章$辟有'论著(%'特载(%'书评(

等栏目&发表了高翰%胡适%游国恩%刘赜%闻一多%郭绍虞%谭戒甫%陈西滢%朱东润%李笠%叶德辉%周贞

亮等人文章&

!

!423

年日军全面侵略我国$武汉沦陷$武汉大学不得已迁往四川乐山$两刊因此被迫停刊$以后又

在内战时局动荡中多次复刊%休刊$最终因财力%人力的不足而于
!4$%

年正式宣布停刊&虽然这两种学

术期刊从创刊至
!4$%

年$,社会科学季刊-只出
4

卷$共
2"

期+,文哲季刊-只出
3

卷$共
03

期$辉煌时期

仅有
3

年时间$但是纵观
0"

世纪
2"

年代的,社会科学季刊-和,文哲季刊-的作者群体和编辑群体$我们

不难发现两刊在学术上的兼容并包性与学术前沿理念$确实走在时代的前列$并一直在努力践行着其

'创刊弁言(中强调的'学术期刊可以看做一国文化的质量测验器(%'学术期刊是鉴赏与批评的媒介(

"

%

要把两刊办成'全学术界之公共刊物(的办刊理想&此二刊的创办为校内外的文史哲专家们开辟了一方

用武之地$许多文史哲的大家就是从这里走上了现代学术舞台&从某种意义上讲$国立武汉大学在文史

哲方面的地位和影响$与这两种刊物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确实在民国时期湖北大学学术史和期刊史上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当时的学术刊物树立了典范&

)三*办刊特点

与'五四(前后的学术期刊相比$这个时段的刊物在学术性上有所增强&学术期刊创办者无不把学

术性作为自己的办刊宗旨&如武昌中华大学编辑出版的,中华季刊-)

!42"

年*'以介绍学术%发表本校

师生相互研讨之结果为宗旨(

#

+,文华图书科季刊-

!404

年创刊$后改名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

刊-)

!420

年*$其在
!42"

年登出的出刊宗旨中说$'本刊以提倡图书馆学$研究实际问题$解决应用方法

为目的&(此外$刊物要登载介绍国内外图书馆学名著$介绍各种书目等等%

&这些发刊词和办刊宗旨都

反映了出版者的意图!既重视对学术问题的具体讨论$又强调对学科的新知识进行介绍&

这一时期的大学学术期刊$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办刊模式已经由文理不分的综合性学刊$逐步

.

$!!

.

!

"

#

%

吴友法%车英!,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史略)

!42"

#

!4$%

*-$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0"""

年第
12

卷第
1

期$第
1%!

$

1%&

页&

王世杰!,创刊弁言-$载,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

!42"

年第
!

卷第
!

期$第
!

页&

宋应离!,宋应离出版文丛-$河南大学出版社
0"!2

年$第
!10

页&

本刊编辑部!,本刊宗旨-$载,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

!42"

年第
0

卷第
!

期$第
!

页&



胡
!

晓!晚清民国时期湖北地区大学学术期刊出版考

经历综合性文科学术期刊和综合性理科学术期刊$再向文%史%经%理%农%医等分支学科期刊转变&特别

是在
2"

年代$这种有了系统的期刊编选原则%明白清晰的办刊思想的纯粹分支学科期刊$已呈枝繁叶茂

之势&比如$

!42!

年
1

月由汉阳兵工专科学校学生自治会出版股创办的,兵专-杂志$是为高校所办最

早的兵器工业期刊$也是我国
$"

年代以前出版的为数不多的七八种兵工期刊之一!

+国立武汉大学测

候所编的,武昌气象月报-)

!422

年*%,气象月刊-)

!422

年*+国立武汉大学物理研究社编的,物理-)

!42&

年*+国立武汉大学历史学会编的,历史学报-)

!42&

年*%国立武汉大学经济学会编的,经济年刊-)

!423

年*+私立华中大学生物学会编的,华中生物学学刊-)

!42$

年*+私立湖北国医专科学校创办的,国医月

报-)

!422

年*+以及湖北省立教育学院农学研究会编的,湖北农声-)

!421

年*等等&这也说明学术期刊

必须以学科的发展作为前提$必须依附具有一定规模并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学术机构或管理机构&学

科的分化导致学术期刊也一并分化&

2"

年代$这些依托具体的分支学科学会或者研究机构创办的分支

学科学术期刊$已经具备了现代专业学报的特征和意义&在民国时期算是达到了顶峰$是中文期刊演化

史上的一个重要进步&

另外$从编辑出版角度来看$大都有较固定的编辑人员和编辑机构$很多刊物还成立了编辑委员会$

因而在编辑工作上能够更加认真负责+对稿酬也开始有了明确的规定+在同本杂志中标点%文体%字号以

及排版等编排方面能够达到协调统一$但同种杂志的不同卷数期数的页码却不固定&特别是文科类期

刊存在此种情况较多&因为在目录中不标示每篇文章的页码$只以作者名称标注$而且每单独一篇文章

均以'

!

(开始重复标注页码$所以刊物编排完毕$页码随机变动性很大$造成每一期刊物都会出现不同的

页数&比如武昌中华大学的,中华季刊-$

!42"

年第
!

卷第
!

期上$发表
!2

篇文章$有
!00

页+

!42"

年第

!

卷第
0

期上$发表
3

篇文章$页码只有
!"2

页+

!42!

年第
!

卷第
2

期上发表
!1

篇文章$总页码达到
!41

页+

!420

年第
!

卷第
$

期上发表
!"

篇文章$页码却只有
%%

页"

&这种著录页码方式$既不利于文章的

查找$也无益于文献的检索&相对现代学报和专业学术期刊严格的页码规定而言$

0"

%

2"

年代的学术期

刊在编排科学性%规范性上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四%民国湖北地区大学学术期刊艰难过渡时期)

&K#"M&KLK

年
K

月*

!42%C!4$%

年$是整个中国战事频繁%经济萧条%动荡不安的十年&特别是在日本攻陷武汉后$湖

北地区一些大学西迁$没有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知识分子生活艰难$学校教学科研几乎停顿&随迁的

很多学术期刊纷纷停刊$湖北地区大学学术期刊的发展呈现快速萎缩状态&如前面所述的国立武汉大

学创办的,社会科学季刊-和,文哲季刊-$便随着
!42%

年
$

月学校西迁四川乐山而被迫停刊&

!4$"

年$

,文哲季刊-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复刊$但缺乏连贯性$装帧设计也大不如前&

!4$2

年改名为,文哲学

报-$最终因为财力%人力的不足而导致正式宣布停刊#

&

!4$2

年$,社会科学季刊-也在乐山复刊$遗憾

的是只出了
!

期便正式停刊&

在八年抗战期间$从数量上来看$湖北地区新创办的学术期刊有华中大学创办的,教育季刊-)

!424

年*%,读书脞录-)

!4$"

年*%,时代思潮-)

!4$!

年*+国立武汉大学创办的,武汉文学-)

!4$1

年*%,国立武

汉大学陕西同学会会刊-)

!4$$

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创办的,文华青年月刊-)

!4$1

年*以及国立

湖北师范学院文史学会编的,学风-)

!4$1

年*&总数只有
3

种$只相当于
!40"

年%

!402

年%

!422

年和

!423

年每一年的创刊水平&

从期刊载登内容来看$这段时期的学术期刊大都缺乏学术动态的报道文章$也很少关注现实问题的

研究$如国立武汉大学的,文哲学报-

!4$2

年第
3

卷第
2

期刊登的文章仅有程笃原先生遗著,世说新语

笺证-)续*%刘异先生的遗著,六艺通论-)二续*$以及徐天闵的,诗歌分期之说明-%方壮猷的,辽金元科

.

1!!

.

!

"

#

姚远!,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43

年$第
2!4

页&

根据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的,中华季刊-

!42"

年第
!

卷第
!

期%

!42"

年第
!

卷第
0

期%

!42!

年第
!

卷第
2

期以及
!420

年第
!

卷

第
$

期整理而成&

.8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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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晗!,寻找失踪的民国杂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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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举年表-%刘永济的,贵侠篇-%刘学章的,乐山语-等&而,理科季刊-

!4$$

年第
0

期上仅仅载有,贵州省

境之麦病及其防治-%孙祥钟的,中国五加科植物之分布-%唐瑞昌的,峨眉山鸟类之分布-%公立华的,氨

基酸对于苕子根瘤细菌消耗氧气之影响-%刘秉正的,苕子根瘤组织及细胞之研究-和戴伦焰的,嘉定作

物病害之调查-&

! 这已和西迁以前此两刊几乎每一期都刊登有书评文章$介绍国外学术动态%学术思

想和学术信息不能同日而语了&这说明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与阶级斗争的激烈的时期$国内学术研究

空气的沉闷$学术的探讨相较与人民切肤相关的时政$已经退居相对次要的地位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日伪政府于
!4$"

年在湖北恩施开办的省立农学院$加之原西迁高

校返汉和一批私立高校的兴办$到
!4$%

年$湖北地区的高等学校一共有
!&

所&其中公立大学有
1

所$

分别是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国立武昌体育师范专科学校和湖北省立农学院%湖北省立医

学院)

!4$2

年湖北恩施开办*$私立大学有
!!

所$分别是私立中华大学%私立华中大学%私立湖北佛学

院%私立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私立汉口博医卫生技术专科学校%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私立华中协和

神学院%私立汉口法学院%私立汉口商业专科学校%私立汉口精业会计专业学校和私立武昌江汉纺织专

科学校&国民政府接管下的高校为原本冰冷的学术期刊事业注入了一丝暖流&随着各高校的复元$运

行逐渐稳定$校园的学术期刊编辑出版活动也有所回升&很多高校不畏条件艰苦$为了学术的繁荣$为

了祖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又坚持创办了一些学术期刊&

解放战争时期$在湖北地区新创刊的学术期刊总数只有
!&

种$虽然出版规模只是鼎盛时期总数的

!

"

2

&但期刊的地域分布开始出现在省内除武汉以外的地方$如在恩施创刊的,学风-$是国立湖北师范

学院文史学会发行社会科学刊物$旨在提倡学术风气$发扬民族文化&主要刊登中国文史等社会科学学

术文章及部分学人的诗词作品+还有在沙市创编的,史地丛刊-)

!4$3

年*$是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史地学

系发行的史地教学刊物$以发扬史地教育为宗旨&主要刊载有关历史%地理及史地教材和教学法方面的

论著&期刊的地域分布从某种角度反映了湖北高校学术期刊的创办正在以省会城市武汉为主$向省内

其他城市辐射蔓延的态势$这可以说为新中国成立后合理的学术研究地域分布结构奠定了基础&这些

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创办的学术期刊$如同黎明前的一丝曙光$在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他们在湖北高校

学报发展史上起着不可低估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总而言之$从晚清我国近代高等教育伊始$湖北官办学堂和教会大学最早创办的刊物,农学报-算

起$到
0"

世纪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国时期湖北地区大学学术期刊的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发展%

鼎盛到萎缩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四个阶段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其路程是漫长%坎坷和曲折的&尽

管早期的学术期刊与今天的大学学报在各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不能否认$今天的学报是早期学术期

刊的继承和发展&学术期刊从无到有+由早期的幼稚%不完善到逐步趋于成熟%完善以至于走向兴旺繁

荣+学术水平由低到高$以至于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日趋扩大+编排质量由各行其是到规范化%标准化$

以至于与国际接轨+印刷%装帧质量从劣到优$以至于精美高雅$都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全面地系统

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不仅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为正在从事大学学报工作的

同仁提供有益借鉴+不仅为学术期刊主管部门办好学术期刊提供管理和决策依据$而且对学术期刊的深

化改革%促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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