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联往事

编者按：本文作者曾先后任江苏省社科联办公室副主任、咨

询部主任、《社科信息》副主编和主编。

坚持办刊宗旨 竭诚为读者服务

——《社科信息》编辑出版工作回忆

刘华俊

江苏省社科联主办的《社科信息》杂志，是在社会发展

和时代进步中应运而生的。其前身为不定期出版的《社会科

学研究参考资料》。从 1985 年 1 月起，更名为《社科信息》，

每月一期，内部发行。1987 年 10 月，获国家新闻出版部门

批准，面向全国公开发行。1997 年底，经社科联党组领导研

究决定，《社科信息》从 1998 年 1 月起改刊，由反映哲学社

会科学发展动态，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和从事经济、

管理、宣传、文化、教育等方面工作的实际工作者服务的综

合性信息类期刊，改为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为社会大众服务

的综合性新闻类 周刊。1998 年底，为了集中力量办好社科

联 1999 年新创办的《经济早报》，《社科信息》周刊在出完

最后一期后正式停刊。



《社科信息》自创刊之日起，始终坚持办刊宗旨，竭诚

为读者服务。多年来，在刊物如林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了自

己的特色：贴近现实，贴近社会，贴近读者，及时反映哲学

社会科学领域的新思想、新观点、新动向。专访、特约评论、

学坛鸟瞰、探索与思考等栏目的文章紧紧围绕以社会主义建

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问题，

迅速及时地反映社会科学领域涌现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

及理论界对这些问题所持的观点、意见或对策。刊物总是力

求从读者需要出发，针对人们关心的问题，组织编发有关文

章。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信息量大。涉及经济、哲学、法

律、政治、社会、教育、文化、语言、文学、历史等哲学社

会科学的几乎所有学科领域。所发文章内容，既有人们普遍

关心的热点问题，亦有较为“冷门”却不乏参考价值的研究

资料；既有国内动态，亦有海外信息。读者一册在手，便能

概览社会科学发展全貌。文章短小精悍，形式活泼多样。《社

科信息》每期近 50 篇文章，其中文摘 20 余篇。“改革百家

谈”栏目有一家之言的专访、评论，也有百家争鸣的观点综

述；有理论性较强的学术专论，也有联系实际的通俗文章；

有学科建设方面的研究概况，有人物思想著述的评论介绍；

有报刊文章摘编，有专题资料索引等等。

自 1990 年 1 月至 1997 年 12 月间， 我遵从领导安排，

曾先后担任《社科信息》副主编和主编工作。最初是协助主



编，做好编务方面的工作。印刷质量和出版时间得不到保证，

差错率较高，是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差错问题，其

对刊物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时任社科联领导、

党组书记赵杰，对刊物存在的问题非常重视，专门召开编辑

部全体人员会议，对刊物的差错以及内容等方面的问题，进

行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

会后，根据会议精神和领导要求，新任主编赵永乐带领

大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针对存在的问题，编辑部采取了一

些积极措施。首先是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责任心，从消灭差

错做起。由于人手少，没有专职校对，校对工作由编辑兼任，

于是采用了轮流互校的办法，规定三轮互校，以尽量减少差

错。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责任心得到了加强，差错现象也

大大减少了。

在取得一定经验和进步的基础上，为了使编辑部所有人

员职责分明、各项工作规范有序，以保证刊物的编、审、校、

出版、发行等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编辑部制定了一系列规

章制度，规定编辑部主编在主办单位（省社科联）党组领导

下对刊物负有政治、业务和法律责任。负责对每期稿件的全

面审查和统编工作。主编赵永乐，长期担任江苏省人才学会

《人才》杂志的主编工作，对办刊具有丰富的经验。为了保

证刊物的印刷质量和出版周期，他带领我们跑了多家印刷单

位。选定后，并与印刷单位签订合同，以约束双方必须遵守。



为了进一步提高办刊水平，他要求作为信息类刊物的《社科

信息》，必须紧跟形势，密切联系实际。在他的带领下，编

辑部经常“走出去” “请进来”，或采访、组稿，或召开座

谈会、研讨会 ；然后，编写成“专访” “纪要” “综述”

之类的文稿，及时刊出。各个编辑，按学科大类分工，负责

一定版面和栏目的选题、组稿、编辑工作。负责经济类学科

和栏目的编辑单沙，特别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

并注重与作者的联系。每遇人们普遍关心的人物或事件，随

时组织相关文章，及时刊出。如每年年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的人物介绍。他还特别注意对青年作者的关心和培养，为

他们的科研成果提供面世的机会。刊物也见证了他们的成长

和研究、写作水平的不断提高。如张二震、盛宇华、裴平、

金太军、王立新、张龙平等，如今在学术上都颇有建树，有

的已成为本学科领域的带头人。单沙还负责每期英文要目的

翻译。编辑赵宁乐负责社会类学科和栏目。他工作认真细致，

常常帮助编辑部出谋划策，设计栏目，编排版面，做了许多

“份外”工作。每期第三轮互校，是在用于制版的硫酸钡纸

上进行的。有了错误，为了不耽误时间和避免浪费，不再让

印刷厂重印，便自己修改：从硫酸钡纸上将错字（或标点符

号）用刀刻下，又从用过的硫酸钡纸上找出相应的字（或标

点符号），再用透明胶带贴上。这项“手工作业”是由宁乐

和我完成的。有时找不到相应的字，宁乐便用手写。那一笔



“小五号”字，也只有宁乐能够写得好。

为了把好政治关，每期刊物付印前，必须将该期目录送

领导审阅。省社科联党组书记戴立泉，分管领导、党组成员

冒名芳，收到目录后，都要认真审查。发现问题，立即调阅，

并与主编沟通商议，进行修改或撤换。前任党组书记赵杰，

除了重视刊物的质量管理外，对每期的英文要目，也要仔细

审核。发现错误或不妥之处，便与译者商讨，提出修改意见。

刊物出版后，编辑部聘请专门人员，对一期刊物的思想

内容、语言文字的表达等，进行全面审读。实践证明这项工

作是非常必要的。学会部的唐茂松老师，作为《社科信息》

聘请的专门“审读”，从每期新出版的刊物上，几乎都能找

出存在的问题：除了正文，包括文中引文、文后注释中的差

错都被找了出来。面对被忽略的“漏网之鱼” ，经手的编

校人员，一面大感意外，一面也觉得是一种 “警示”。唐老

师阅读时的咬文嚼字、仔细认真，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为了充分体现刊物的特色，更好地为读者服务，从 1991

年第一期起，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对刊物的栏目设置作了

较大的调整。调整后的常设栏目有：专访、特约评论、学坛

鸟瞰、消息·动态、社会透视、探索与思考、海外瞭望、学

科纵横、人物、学海钩沉、读书、文摘、专题资料索引等。

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在每年的第十二期，还增加了全年总目

录。



为了增强刊物的可读性，节省读者宝贵的时间，同时也

是为了节约版面，使有限的篇幅传递更多的信息，编辑部规

定，所发表的文章最多不得超过 3000 字。对常常超过这一

限制的稿件，就得进行“精编细改”。各责任编辑在多年实

践中，渐渐练就了一种高度的概括能力和凝练的表达技巧。

刊物在密切与读者和作者的联系方面也做出了不懈的

努力。江苏省扬中县的一位读者在给编辑部的来信中说：

“《社科信息》是一份容量大、品位高的杂志，我每期必读，

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和领略了社会科学战线的最新动态和

走向，自感收益很大。”湖南省永兴县的一位读者在来信中

写道：“我是今年才订阅贵刊的，一读便爱不释手，使我获

益良多。我给几个同志介绍此刊，都说可读性、资料性很强，

明年一定订阅。我已订了明年的，并将长期订下去。” 湖南

省益阳市的一位读者在来信中称 “贵刊从内容到印刷，均

属上乘。每期我都必读，总能得到不少启发。贵刊出版准时。

以较小的篇幅，容纳了较大的信息量。文摘专栏，更是匠心

独具，很适合现代社会的要求。时下，贵刊的影响正在不断

扩大······”还有一些作者也给编辑部写来了称赞和感谢的

信。安徽大学的一位作者写道：“你们对于跟作者的联系是

很重视的，做得是很好的。我作为一名作者感受很深。向您

们表示感谢！” 扬州师范学院的一位作者来信说：“贵刊有

相当高的工作效率。一个月内就给作者答复，这是全国社科



类刊物中非常少有的。尽管贵刊的稿费并不太高，但贵刊的

高效率及认真、真诚的精神就足以使作者感动。”淮北教育

学院的一位作者在给本刊一位编辑的信中表示：“真的很感

谢您。您一定费了不少时间改我的文章。我把底稿与所发之

文比照，受到极大启发，在语言、措词、谋篇、结构诸方面

受益非浅。这对我今后的写作，将起到警示和促进作用。但

愿今后还能常得到您的指教。”

刊物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受到作者的关心和支持，

社会影响逐渐扩大。《社科信息》所发文章常常被其他报刊

转载、转摘。据 1993 年统计，被转载、转摘的文章有 20 多

篇，收入篇目索引有 160 多条。1993 年，在华东地区首届期

刊评选中，《社科信息》被评为优秀期刊；1995 年，在江苏

省首届期刊评选中，《社科信息》又被评为优秀期刊，并在

质量评估分级中，被评为一级期刊；1997 年，在江苏省第二

届期刊评选中，《社科信息》再一次被评为优秀期刊，并在

质量评估分级中，又一次被评为一级期刊。

在短短的几年中，《社科信息》能够取得这些成绩，与

社科联历届领导的重视和关心、以及编辑部全体人员的敬业

精神和齐心努力是分不开的。《社科信息》编辑部，是一个

精诚团结的集体。大家在一起工作，目标一致，情趣相投，

和谐友爱。1997 年以后，由于各自工作岗位的变动，大家先

后分开了。至今，十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曾经在一起相处



的日日月月，心中无限怀念；我们多年在一起建立的友谊，

也将永远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