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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視角·
主持人語:
姬建敏教授係《河南大學學報》資深編審,其專著《中國編輯學研究 60 年》等系列成果,在學界

甚獲好評。 作者也是頗有編輯情懷的期刊人,在 2019 年末全國文科學報研究會年會上,作為編輯

從業三十周年榮獲玉筆獎代表發言,其學術追求與激情演講令人動容。 會議期間,姬教授接受了敝

刊就“新世紀中國高校社科期刊研究熱點評述”撰文之邀約,三易其稿,遂有此文。
作者對於新世紀 20 年來的高校學術期刊研究相對集中於學術期刊改革、學術期刊評價、學術

期刊數字化轉型與國際化、特色欄目及編輯學者化等方面給予高度的關注。 該文以其明確的歷史

觀念———就新世紀 20 年研究的時間維度,賦予中國高校社科期刊研究以時代之特色,呈現一種面

向現實和未來的價值取向,認為展示高水平的學術研究成果、刊發高質量的學術論文是學術期刊的

目標和任務。 作為學術研究平台,高校學術期刊更應該拒絕平庸,超越平庸,引領學術,鼓勵創新;
更應該呼喚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讓思想成為學術的靈魂,讓學術成為思想的化身。 唯有

如此,才能真正地走出一條高質量的學術期刊發展之路。
姬文還提出了高校社科學術期刊研究失序、失衡、失重的若干現實問題;提出了聚焦理論的建

構創新和改革困境的建議。 認為高校學術期刊研究應依據自身姓“高校”名“學術”的特點,在原有

學術期刊內容、形式、評價等研究成就和理論建樹的基礎上,有所借鑒,有所創新。 既聚焦學術理

論、關注現實熱點,又加強研究隊伍建設,借鑒多學科的研究方法與成果,建設豐富的、具有中國特

色的期刊概念體系與理念體系,開啓高校學術期刊研究的新局面。
出版生活史是出版史研究的一種新視角、新方法,也是近年期刊界頗受關注的一個熱點課題。

著名歷史學家何兆武先生曾說過:“史料或事實本身並不能自行給出一幅歷史學家所懸之為鵠的

歷史構圖。 史學家心目之中的歷史乃是(或者至少應該是)一幅歷史構圖,而這幅圖畫最後是由歷

史學家的思維和想像所構造出來的。”(何兆武:《歷史與歷史學》,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年)近年

來,在出版史研究的領域,史料固然有不少新的發現,而怎麽用這些史料來建構、重現這些歷史圖

景,則更需要有新的理論或者範式。 2017 年,范軍教授等首次倡導將生活史研究範式引入出版史

研究,比較系統地闡述了出版生活史的緣起、內涵、研究意義和展開的方法,引起了學術界和出版界

的關注。 隨後,本刊於 2022 年第 1 期刊發了范軍、劉曉嘉撰寫的《出版生活史:對象、立場與可能的

走向》長文,進一步闡發了其對出版生活史幾個基本問題的思考。 作為一篇有着個性特點學術主

張的闡述,該文論述思路清晰,觀點鮮明,對出版史的研究乃至出版學的建構都會有一定的推進作

用,本刊對此寄予厚望。 從這個意義說,本期刊發的何國梅《近代報刊生活圖像的視覺話語身份》,
正是對范軍教授“出版生活史”研究的一種回應。

何博士的“報刊生活圖像”說,具有一定的前沿性。 作者以近代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期刊,特別

是畫報類刊物,還有部分綜合性刊物———上面的圖像作為研究對象,這和以往研究報刊側重於文字

內容有所不同———即以新的視角,考察了中國近代報刊圖像生活圖景,強調了圖像對於普通民眾生

活細節記述的重要意義,並提出,由於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以及媒介生態和出版人境遇的差異,
近代中國報刊圖像形成了視覺啟蒙者與被啟蒙者、消閒引領者與都市消費者、革命者與革命受惠者

三種不同的視覺話語身份。 這種以圖證史的視角也是一種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值得關注。 本刊樂

於繼續開闢新的版面,期待學界朋友的高論。 　 　 (劉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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