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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 ,我 校曾经编印过《四川师范学院学报》,作为校际内部学术交流之用。但由于没有正

式的刊号,又受到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仅 出了两期 ,就停下来了。所以,我 校正式学报的创刊 ,

开始于 1974年 3月 ,至 今已经二十年了。

1973年 ,毛 泽东同志指示大学要把学报办起来。根据这一指示,同 年 10月 校党委作出了创

办学报的决定 ,抽 调政法系教师朱文显、傅昭中二同志负责筹备工作 ,并 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请

求批准。12月 6日 ,省 革委政治部川革发(1973)51号 《关于出版〈四川师院学报〉的批复》,同 意出

版《四川师院学报》,希望学院党委对《学报》的编辑工作加强领导,把《学报》办好。校党委当即确

定由副院长、副书记吉哲同志负责组建学报编辑委员会。编委会由学校党戥颅 导、文理各个学科

的教师代表、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工宣队和学生代表共 19人组成,吉 哲任主任。建立隶属于党委

宣传部的学报编辑室。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 ,文 、理科合刊的《四川师院学报》创干刂号于 197在 年 3

月出版。从 1974年第 2期 起 ,单独出学报的社会科学版 (简 称
“
文科学报

”
)。 1985年 ,经 上级批

准,我 校更名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名称也相应更改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 文科学报创办初 ,由 教务处教行科教材发行组向省内外内部发行。1978年 10月 23日 ,经 中

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川宣发(1978)54号 文批准,从 1979年起交省邮电管理局公开发行。1984年 1

月 ,开 始由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 京 782信箱)承办对国外发行业务。

1978年 11月 ,教育部发出《关于办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的意见》(即 ∈78〕教高一字

1160号 文)。 这个文件是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拨乱反正的指示精神 ,为 了端正学报方向,提 高学

报质量 ,更好地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而制定的。对于学报的性质、基本任务、对象、办

刊方针 ,加 强党对学报的领导和进一步加强编辑部建设 ,以 及发行、用纸、财务等问题都作了具体

规定 ,是新时期办好社会科学学报的纲领性文件。根据这一文件的精神 ,校 党委指定有关同志着

手研究如何加强我校学报工作的问题 ,并于 1979年 9月 8日 讨论通过了《关于办好〈四川师院学

报×社会科学版)的 意见》。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

一、关于学报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办刊方针 :学 报(社 会科学版)的性质是以反映我校文科教

学和科研成果为主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学报的基本任务是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体系,批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开 展各学科的学术研究和讨论 ,促进

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学报的读者对象主要是高校文科师生、专

业和业余的社会科学工作者 ,以 及中学文科教师。学报要遵循以下的办刊方针 :以 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在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贯彻
“
双百

”
方针 ,发扬学术民主,提倡不同学派和

观点的争鸣,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鼓励作者总结新经验 ,研 究和解决新问题。

二、关于学报的领导体制:加 强党委对学报的领导,定 期讨论学报工作 ,研 究与解决存在的问

题。党委分工吉哲同志主管学报工作。成立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按照教育部上述文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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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属党委领导下的相当于系、所一级的学术机构。任命朱文显同志为主编 ,傅 昭中同志为副

主编 ,并 决定充实编辑部人员,逐 步作到按文、史、哲、经、教各学科配齐专职编辑和行政资料人

员。编辑人员的职称、级别和生活条件均按相应水平的教师办理。必须保证编辑人员每月至少有

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工作。在保证学报正常出版的情况下 ,可 以根据需要和本人意愿兼任适

当的教学工作。改组原来文、理科合一的学报编委会 ,成立学报社会科学版编委会 ,由 吉哲同志任

主任 ,聘请 (以 姓氏笔划为序)皮朝纲、白展云、朱文显、吴世泰、屈守元、杨伯安、杨黎华、张静虚、

张振德、罗孟祯、范文瑚、洪光理(女 )、 徐天逸、徐溥、黄新渠、傅昭中、曾永成等 17位 同志为委员。

编委会在组织审阅稿件、保证与提高学报质量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后来 ,根据上级关于报刊

实行主编负责制的指示,经 校领导决定 ,编 委会不再设立。

三、关于学报的经费:学 报经费由学校在年度计划中拨出,进行单独核算。如有不足 ,可 以从

学校教学和科研经费中补助。

校党委的这个文件 ,不 但为文科学报制定了正确的办刊方针 ,而 且为办好学报作出了组织上

和经费上的保证。

二十年来,文科学报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和学术性刊物用稿标准,努力做到政治性和学术性

的统一。为了坚持在质量面前人人平等的用稿原则 ,编 辑部建立了行之有效的三审制度 ,在 政治

上和学术上严格把关。不论是谁的(或推荐的)稿 件 ,都 必须经过正常的审稿程序 ,才 能决定是否

采用 ,绝不允许
“
开后门

”
。

文科学报很注意办出自己的特色。从创刊号起 ,就 开辟了
“
中学文科教学研究

”
专栏 ,以 体现

“
师范性

”
,在 全国的高师学报中是比较早的。从 1981年第 1期起 ,又开辟了

“
巴蜀论丛

”
专栏 ,反

映对四川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 ,以 后又开辟了
“
晏阳初研究

”
专栏 ,以 体

现学报的
“
丿Ⅱ味

”
。另外 ,还 陆续开辟了

“
研究生论坛

”
、
“
学位论文摘登

”
等专栏 ,选登我校研究生的

学术论文。与此同时,学报还尽力反映我校进修学者的科研成果。我校教师和校友出版的专著 ,

也常在学报的
“
书讯

”
栏中予以简介。

二十年来 ,文科学报共出版正刊 94期 ,1600万 字。1984年 8月 ,经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批准

不定期地增出《学报丛刊》,截 至上级规定所有刊物都不再增出丛刊为止 ,共 出各种丛刊 16种 ,

280万 字。创刊至今 ,文科学报共出版正刊、丛刊和增刊 118期 (辑 ),总 字数达 2000万 以上 ,不 但

对推动我校的科研工作和师资队伍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而 且作为我校的一个学术窗口,对 提高我

校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 ,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文科学报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学报上所发表的论文,很 多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

资料、《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和其他书刊复印和利用。据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

世界图书馆编辑出版的《世界图书》1991年 第 8期发表的 1990年 的统计资料 ,我 校文科学报论

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复印的有 42篇 ,入选百分比在全国的 1581种 期刊中名列第 30

位 ,入选文章数量居我省各大学之首。美国、日本、香港的一些大学和图书馆主动要求建立交换关

系。1988年全田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成立,编 辑部被选为理事单位 ;朱 文显为调查研究室委员 ,

以后又被选为全国高等师范院校系统联络中心成员(联络西南地区)。 1989年 4月 四川省高校文

科学报研究会成立 ,朱 文显被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傅 昭中为副秘书长,王 永政为财务组织组

组长。同年 12月 ,四 川省高校学报研究会(文 、理科合并)成立 ,朱 文显被选为副理事长 ,傅 昭中为

副秘书长(后 由王永政接替),王 永政为《会刊》责任编辑。1990年 ,王 永政被评为仝国和省文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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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
优秀工作者

”
。1985年 ,文科学报编辑部被评为学校

“
先进单位

”
。1991年 ,文科学报由四川省

教委授予
“
四川省高等学校优秀学报一等奖

”。199吐 年 3月 四川省期刊协会成立 ,文科学报编辑

部被选为理事单位 ,朱 文显被选为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

文科学报二十年来所取得的成绩 ,首 先是由于校内外广大作者的积极支持 ;同 时,也 是和学

校党政领导的热情关怀分不开的。历届学校党政领导同志都很重视学报工作 ,编辑部的困难和问

题 ,都 能得到及时的研究和解决 ,有 的还经常为学报撰写稿件。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处、人事

处、计财处、总务处、高校师资培训中心、计算中心、印刷厂和文科各系所 ,也都对学报工作给予了

大力支持。

二十年来 ,文科学报编辑部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 ,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使 学报

从无到有 ,保证质量 ,按 时出版 ,在任何情况下从未间断。学报创刊后 ,在 长达 5年 的时间内从事

编辑工作的只有 2人。他们除了组稿、审稿、改稿外,还要负责印刷、校对和协助搞发行工作(包 裹

和邮寄)。 创办初由于
“
文革

”
的影响,在 市内找不到合适的印刷单位 ,他们为了学报能按时出版 ,

冒着酷暑和严寒
“
远征

”
达县、新都、夹江、绵竹等地 ,栉风沐雨,艰 苦备尝。

文科学报编辑部作为一个学术机构 ,编 辑人员除完成学报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外 ,还抽空进行

科研工作 ,有 的还担任了一定的教学任务。如朱文显教授从 1986年起担任政法系中共党史硕士

研究生指导教师,已 招收了八届。并担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成都市统

战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历年来在《党史通讯》等刊物上发表了⒛ 余篇学术论文。所著《编辑学

概论》(1988年 出版),是 编辑学(Redactology)这 门当代中国所建立的新学科最早出版的几本专

著之一,1990年 被全国和省的文科学报研究会评为
“
优秀论著奖

”
。主编的四川省

“
八五”

期间哲

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全国第一本研究邓小平同志统战思想的专著《邓小平统'战 线思想研

究》,也 于 1992年 出版。另外,还参与主编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87年 出版 )。 所主编的台

湾文海出版社大型丛书《〈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总目提要》约 100万 字,也 己完成。傅昭中副教授从

1980年起一直担任政法系法学概论课的主讲教师,近年来又担任了我校成人教育学院的法学课

程。著有《法学概论简明教程》(1986年 出版 )、 《法学概论》(1993年 出版 )。 主编有《法律基础》
(1988年 出版)和 《法律基础案例评析》(1988年 出版 )。 其中《法律基础》1988被 评为省德育学会
“
优秀论著二等奖

”
,《 法学概论简明教程》1991年被评为学校

“
优秀科研成果奖

”
。此外 ,还在《人

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⒛ 余篇。李大明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雨汉文学研究,历 年来在

《文史》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30佘篇 ,出 版了《九歌论笺》(1991年 )等 著作 ,完 成了省教委规划

项目《汉楚辞学史》。现为古文所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诗经学会会员、中田屈原学会理事。其他

编辑人员,近年来也发表了不同数量的学术成果。

二十年来,由 于工作需要和其他原因,文 科学报编辑部的人员几经变动。1987年 李庆华同志

调任古文所直属党支部书记。1991年傅昭中同志调任校党委副书记。编辑部现有 5人组成,他们

是朱文显(主 编)、 王永政(副 主编)、 李大明(副 教授 )、 黄琳 (编 辑)、 何文(校对兼资料 )。 此外,谢

谦、罗开玉、蒋荣昌、季元龙、胡家斌等同志也先后在编辑部工作过 ,并为办好学报贡献了力量。

在庆祝学报创刊二十月年的时候 ,编 辑部的同志们表示,一定要努力学习邓乐平同志建设有

中回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不 断提高自已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 ,再接再励 ,把 学报办得更好 ,为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 推进我校的科研工作和师资队伍建设 ,继 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