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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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印一百本《新華文萃》試刊號 

陳惠美 、謝鶯興  

館藏《新華文萃》，封面相當簡單，僅題中文刊名：「新華文萃」，及「十

月號(試刊)」，左下角方型標記：「一九六二」而已。版權頁則與八張圖說同置

於封底，標示：「新華文萃」、「月刊試刊號」、「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五日」，編

輯出版者：「新華月報社」。由於在該頁的最下端，甚不明顯。 

 

《新華文萃》為試刊號，〈編者的話〉交待得很清楚： 

我們首先要說明的是，《新華文萃》並不是一個完全創辦的刊物，它只

是《新華月報》的分版，準備作為《新華月報》的姊妹刊出版。 

由於「試刊」於 1962 年 10 月 15 日，現在是否仍然持續發行？「文化大革命」

期間是否曾被迫停刊？是值得追查的訊息。 

《新華文摘》官網的「欄目介紹」記載： 

                                                 
 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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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華文萃》試刊號的「科學文化之窗」到《新華文摘》半月刊的

「科學技術」欄目，我們對科學技術始終予以極大關注。 

提供了《新華文萃》試刊號與《新華文摘》的傳承關係；但官網的「關於我

們」又記載：「《新華文摘》創刊於 1979 年，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主管、

人民出版社主辦、新華文摘雜誌社編輯出版。」似乎《新華文摘》的創刊與

《新華文萃》相隔有 17 年之久，是否表示《新華文萃》曾發行了 17 年，或二

者果真有傳承的關係呢？ 

王桂銀〈開發信息資源，辦好《新華文萃》〉說： 

《新華日報》資料組閱覽室每天可供閱覽的全國、省市報紙及晚報、

專業報 200 多種，每天可供閱覽的各類期刊 300 多種，在這近 600 種

的期刊雜誌中蘊藏著豐富的資訊資源。因而每天吸引著許多讀者前來

閱覽，用「濟濟一堂」形容並不過分。為開發館藏期刊中豐富的資訊

資源，我們向領導提出在《新華日報》上辦「文摘專版」的要求得到

批准，文摘版《新華文萃》第一期於 1993 年元月 2 日星期六《新華日

報》第六版與讀者的見面，以後每週一期，固定在新華日報星期六第

六版，除特殊情況外，一直是這樣，兩年來共計出版 100 期。 1 

這種說法，館藏《新華文萃》中〈編者的話〉所說：「我們首先要說明的是，

《新華文萃》並不是一個完全創辦的刊物，它只是《新華月報》的分版，準

備作為《新華月報》的姊妹刊出版。」並不符合，王氏說的是報紙的「文摘

版」，一個是「準備作為《新華月報》的姊妹刊出版」，是需要加以區別的 

龔瓊芳〈當代出版家范用的選題策劃理念〉說到： 

大型文獻資料綜合性期刊《新華月報》創刊於 1949 年，後來曾在人民

出版社工作過的范用聽說讀者對《新華月報》有不同的需要，有的偏

重於資料性，有的是為了閱讀文章，他就嘗試將文摘從《新華月報》

分出來，編了一本《新華文萃》試刊號作為樣本。1979 年開始出版《新

華月報》文摘版，1981 年改名為《新華文摘》。《新華文摘》1981 年第

1 期〈編者的話〉裡寫道：「希望把它真正辦成『雜誌的雜誌』，為廣

大讀者提供一個濃縮的小型閱覽室」。范用認為，「這樣一本雜誌，對

於邊遠地區的讀者，那些地方難得見到很多雜誌，一卷在手，可以滿

足他們閱讀的需要」。可以說，《新華文摘》正是為了滿足讀者的求知

                                                 
1 見《江蘇圖書館學報》，1995 年 2 期，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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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而創辦的，因此它一開始就確立了「綜合性、學術性、資料性」

的期刊品格。 2 

龔氏的記載，與館藏《新華文萃》中〈編者的話〉所說相符合。則《新華文

萃》試刊號的編者即是「范用」，經以此名檢索，得到〈從《新華文萃》到《新

華文摘》〉，內文記載： 

我在創刊號封面(按，指《新華月報》)上印上政治協商會議剛通過的

五星紅旗。……後來聽到對《新華月報》不同需要的讀者意見。有的

偏重於資料性，供查考用；有的是為了閱讀文章，……六十年代，我

產生了辦一個供閱讀的文摘雜誌的念頭。把這一部分文章從《新華月

報》分出來。一九六二年，我編了一本《新華文萃》試刊號作為樣本。

《新華文萃》也分政治、經濟、學術、文藝、美術、作品、「讀書與出

版」、學術論文摘要、報刊文章篇目輯覽、科學文化之窗。在文藝欄，

選了艾蕪的小說、巴金的散文、田漢和郁達夫的舊體詩、丁西林的劇

本，美術作品選了華君武的政治諷刺畫、楊納維和黃新波的木刻，還

有攝影作品。……《新華文萃》試刊號只印了一百本。……一九七九

年開始出版《新華月報》文摘版，一九八一年改名《新華文摘》。到今

年出版三百二十一期。 3 

由此可知人民出版社的《新華文萃》一九八一年改名《新華文摘》，與《新華

日報》的《新華文萃》是兩種不同的刊物。同時，館藏的《新華文萃》是當

時「試刊號只印了一百本」之一，可知其珍貴性。 

壹、目錄 

館藏《新華文萃》的〈編者的話〉提出：「從全國報刊上選載政治、經濟、

哲學、文學、歷史等各方面的理論文章和短小精悍的文藝作品，以便利於較

廣泛的閱覽。」雖然試刊號的〈目錄〉，並未特別標示各種類別，然而就各篇

標題觀之，實符合上列幾種的類型。 

一九六二年十月號(試刊)目錄 

鐵托集團--美帝國主義推行反革命總戰略的一個方面軍……任谷平(7) 

南斯拉夫經濟改革的實質及其後果……韋央(12) 

鐵托集團是怎樣把南斯拉夫引向資本主義道路的……葉蠖生(16) 

                                                 
2 見《中國編輯》，2011 年 4 期，頁 88~91。 
3 見《新華文摘》 2005 年第 3 期，2005 年 2 月；原先發表於《光明日報》，2004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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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主義矛盾的新階段……范承祥(20) 

帝國主義的投資戰……萬光(24) 

英國和共同市場……周硯(30) 

美法矛盾與美國對法政策……柯柏年(38) 

陵城公社東郭大隊集體經濟的調查……《人民日報》記者集體採寫(66) 

擺脫貧困共同富裕唯一正確的道路……李凱、趙克新(73) 

銀行信貸原則和貨幣流通……黃達(78) 

充分發揮統計工作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王思華(82) 

凱恩斯主義與帝國主義政治……嚴仁賡(45) 

當代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的新體系……吳斐丹(53) 

新自由主義的反動本質……汪友泉(57) 

各國經濟資料介紹 

鋼鐵工業的若干情況……邵象華(60) 

化學纖維的發展……張婉文、亦鳴(61) 

森林工業發展的趨勢……丁方、柴禾、李樹苑、方堪(63) 

規律是眼睛看不見的……若水(86) 

不要把規律神秘化……夏禹龍(87) 

綜合報導 

關於真理和錯誤問題的討論……嵇思(90) 

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力所有關係的討論……僑生(91) 

關於按勞分配問題的討論……魏慶(93) 

湖北經濟學會討論地區綜合平衡問題……葉景哲(85) 

論資本主義萌芽的概念與標誌……謝賡(95) 

洋務歷史試論……戴逸(103) 

論十九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的「西學」……楊超、張豈之(106) 

關於日本明治維新的幾個問題……周一良(113) 

王若飛同志出獄前後(革命回憶錄)……薄一波(122) 

英勇抗戰的山東軍民(革命回憶錄)……蕭華(126) 

關於民族的起源與形成問題……章魯(132) 

關於羌族歷史若干問題的處理意見……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數民族

社會歷史調查組(136) 

中國和非洲間久遠的友誼……夏鼐(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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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的學術淵源……嵇文甫(142) 

王船山史迹訪問記(文史資料)……唐明邦(144) 

相對論在自然科學中的作用……周培源(149) 

一百年前的一場學術爭論……大可(154) 

生命的「密碼」……文有仁(156) 

關於人類和猿類化石最近的研究成果……吳汝康(160) 

野牛寨(小說) ……艾蕪(164) 

一面之緣(小說)……李滿天(173) 

野茫茫(散文)……楊朔(176) 

傾吐不盡的感情(散文)……巴金(179) 

祖國，我生命的土壤(詩)……(維吾爾族)鐵依甫江•艾里耶夫(171) 

邊海河畔(詩)……光未然(172) 

上井(外一首) (詩)……劉鎮(177) 

悼秋田雨雀先生(詩)……田漢(182) 

郁達夫愛國詩選……(183) 

讓戲曲更好地為人民服務……趙尋(191) 

對布萊希特戲劇理論的幾點認識……童道明(193) 

十二鎊錢的神情(獨幕話劇)([英國]傑•馬•巴蕾)……丁西林(譯批)(197) 

談幾幅版畫的人物刻劃與版面特點……力群(184) 

美術作品 

毛主席和我們在一起(雕塑)……中央雕塑工廠集體創作(封二) 

四個姑娘(油畫)……溫葆(封三) 

年輕人(麻膠版畫)……黃新波(185) 

借來南海風，送與勞人息炎威(木刻)……楊訥維(186) 

炊事員(水印套色木刻)……吳凡(184) 

魯迅與瞿秋白(木刻)……俞啟慧(187) 

搶救(木刻)……王天雍(188) 

政治諷刺畫(六幅)……柯明等(43) 

華君武內部諷刺畫選(四幅)……(190) 

國慶之夜(攝影)……新華社記者 鄭震孫(1) 

女飼養員(攝影)……范聯輝(2), 

秋色(攝影)……王相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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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文提要 

馬克思的農業理論問題研究(漆琪生•209) 

關於效用和價值的關係問題(衛興華•210)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效果及其主要指標(鄒宗伊•210) 

關於戰後世界性經濟危機問題(王馨•210) 

美國軍事生產與壟斷資本(顧以佶•211)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的發展速度(江澤宏•211) 

我國古代大學的特點及其起源(楊寬•212) 

略論武則天政權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董家遵•212) 

宋代農民起義「均貧富、等貴賤」的鬥爭(吉敦諭•213)  

十至十二世紀蒙古族的氏族公社(高文德•213) 

蒙古社會如何向封建制度過渡的問題(周清澍•213) 

關於解放前涼山彝族社會性質的幾個問題(劉炎•214) 

再論「恩格斯肯定了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艾思奇•214) 

論老子「道」的學說(施昌東、潘富恩•215) 

《莊子•人間世》探索(張心澂•215)  

《太平經》的作者和思想及其與黃巾和天師道的關係(熊德基•216) 

試論《陰符經》及其唯物主義思想(王明•216) 

讀《文賦》劄記(萬曼•216) 

讀書與出版 

革命的品質，英雄的語言(柏園•221) 

談新編《中國文學史》的幾個特色(虞行•222) 

研究古代社會的一個新例證(谷方•223) 

《中國各門類化石》的編著工作(李揚•224) 

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收輯最廣的古籍目錄--《中國叢書綜錄》(225) 

瑪瑙紅似石榴花(楊揚•225) 

談談《小布頭奇遇記》(葉聖陶•226) 

新書林……(228) 

報刊文章篇目輯覽……(217) 

科學文化之窗(圖片)……新華社(封四) 

編者的話……(19) 

補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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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獸」之間(周明鎮•163) 

中國自古以來就同美洲有聯繫(141) 

「阿 Q」這一人物的來源(170) 

《四個姑娘》小介(馬•189) 

 

貳、編者的話 

《新華文萃》「編者的話」，交待該刊：「在選擇的時候，特別注意那些能

夠反映出學術研究和文藝創作新成就的文章和作品，但也適當選登一些供討

論的文章以及一般知識性的文章。」誠如後來《新華文摘》官網「關於我們」

所說的：「為大型理論性、綜合性、資料性文摘類權威期刊」。  

編者的話  

在把這本試刊的《新華文萃》送給讀者時，我們首先要說明的是，《新華

文萃》並不是一個完全新創辦的刊物，它只是《新華月報》的分版，準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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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華月報》的姊妹刊出版。  

十三年前，我們在《新華月報》創刊號裡曾經說過：「一個資料性的、綜

合性的刊物，是目前大家所需要的，十分需要的。……因為這樣一個刊物，

能夠使讀者節省翻看無數種報紙刊物的麻煩，而且把這個刊物保存起來，更

便於隨時檢查。」現在，按照這些年的經驗來看，像過去那樣編法的《新華

月報》是不能完全達到這個目的的。因此我們才想到把它分編為兩個刊物。  

我們的設想，簡單地就來就是：《新華月報》改為專門刊載國內外政治方

面的重要文獻和有關資料，偏重於供查考之用。《新華文萃》則從全國報刊上

選載政治、經濟、哲學、文學、歷史等各方面的理論文章和短小精悍的文藝

作品，以便利於較廣泛的閱覽。我們在選擇的時候，特別注意那些能夠反映

出學術研究和文藝創作新成就的文章和作品，但也適當選登一些供討論的文

章以及一般知識性的文章。選載的方式，主要是全文轉載，但有時也酌量採

用節選和提要的方式。我們考慮，這兩個刊物取材應當互不重複，讀者們可

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來利用它們。  

我們雖然有這個想法，但是還不成熟，因此，先試編出一期樣本，徵求

意見。這本試刊號，無論在內容選材方面，還是在編排形式方面，都想盡可

能表現出這個刊物的特點。十月號的內容，主要選自九月份的報刊。我們主

觀上想努力做到這裡所選載的作品和材料，都是讀者所希望閱讀和保存的，

但是，限於編者的水平，可能有一些是選擇或摘編得不當的，我們懇切地希

望讀者們給予批評指教，以便將來正式發刊時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