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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赵洪太
采访整理：张洪刚(山大文学院)

创办之初几无经费

1950年读大学前 ,我就读遍了
青岛各图书馆、文化馆的哲学书
籍。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我的最
爱。出于对马列哲学的浓厚兴趣，
考虑到学习俄语方便读原著，1950
年8月，我考入当时在青岛的山东
大学俄文专修科学习。我入学以
后，在山大“身兼五职”——— 文学院
院务委员会委员、外文系系务委员
会委员、系学生会副主席、系图书
馆管理员、俄文班班长。每周三、周
六下午是政治学习时间，华岗校长
负责给学生讲政治大课，每礼拜一
次。

和华校长接触比较多是因为
那会儿我非常喜欢哲学。我曾经翻
译过一篇文章，是苏联的党报《真
理报》上发表的一篇专论，翻译完
成后，我投稿并发表在了《文艺
报》。后来我还翻译苏联的哲学杂
志，正值《文史哲》杂志创刊，我就
给《文史哲》投稿。那时华岗是山大
校长兼《文史哲》的社长，他对我的
稿件评价颇高，便时常让我帮《文
史哲》校对、审稿。

当时《文史哲》接到译稿最多
的是东北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笔
名叫日知，他那篇关于恩格斯《英
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译稿，就是
我负责审校的。这样一来，华校长
就把我留在《文史哲》了。我当时负
责《文史哲》译稿的审改工作。担任
这项工作，没有任何报酬。忙不过
来时，还由历史系勤工俭学的学生
张泰兴帮助，他念译文，我看原文，
边看边改，改过后，他负责抄清，交
编辑部刊出。编辑部召开会议时，
陆侃如先生也来。在文学院院务会
议和杂志编辑部会议上，作为唯一
的学生编委，我是最年轻的，常发
言，跟陆先生等老教授就比较熟悉
了。我在《文史哲》负责译稿审改工
作，一直到1958年。1958年10月3日，
这份同仁刊物，在学校迁移到济南
以后，成为了学校主管的刊物。

《文史哲》开会的那间房子很
小，只能放一张长的阅览桌，因为
没有固定编制，所以每次开会只有
十来个人，华校长很忙，但基本上
每次开会他都在场。华校长给我印
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是他作报告
时从来不需要提前备稿，他有抽烟
的习惯，经常想到什么事就把烟盒
掏出来，把外面的皮撕下来，在上
面简单地列一下提纲。他上台做报
告经常拿这么个纸片，一讲就是两
三个小时。之后他会根据报告会的
记录稿，整理并发表在《文史哲》杂
志或者《山东大学报》上。

《文史哲》杂志的社长是华岗，

副社长是陆侃如、吴富恒，主编是
杨向奎，秘书是殷焕先、孙思白、卢
振华等。那时没有明确的编辑职务
名称，编辑工作由文学院相关教师
分担，到时参加编辑部的会议。

这个杂志，是杨向奎一手操办
起来的。起初，山大只有中文系和
外文系，还没有历史系，只有一个

“历史语言研究所”，杨向奎是中文
系的系主任及历史语言所的所长。
上世纪50年代初，中文系分为中文
和历史两系，杨向奎就当了历史系
的系主任。在这种情况下，杨向奎

提出，他愿意组织和发起一个刊物，大
家都同意，杂志名就叫《文史哲》，向学
校汇报时华校长很赞同。与现在外语
系《英语教学丛刊》之类的杂志不同，

《文史哲》当时是同仁杂志，因为行政
上没有任何的资金支持。

《文史哲》头两年非常困难，因为
没有经费，我们这些人的工作都是无
偿的，但是排版、印刷、付外稿的稿费
都需要钱，因此很难维持。怎么办？大
概在1951年底、1952年初，大家想了个
主意，说是写报告给青岛市委宣传部，
当时青岛市委比较照顾，就给拨了一
千万。不过那时候的一千万跟现在不
一样，当时的一万块钱相当于1955年
币制改革后的一块钱，一千万也就是
一千块钱。之后大家又给山东省委写
了报告，省委听说青岛市委给了一千
万之后，也给了一千万。有了这两笔
钱，总算是缓过劲儿来了，《文史哲》也
就办起来了。

当时杂志的很多杂事是两个工友
在负责，一个工人是庄云虔，前些年刚
去世，他负责跑腿儿，比如跑印刷厂之
类的；还有个工人叫王绍先，负责收发
稿子、发稿费等。《文史哲》一开始办双
月刊，后来又办月刊，都是根据经济状
况来的。

学术争鸣与关注“小人物”

陈毅曾说：“山大创办《文史哲》是
开风气之先。”《文史哲》创办之初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了有关农民战争问题的
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问题的
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

《红楼梦》问题的讨论等一系列学术争
鸣。

对于《文史哲》的工作，华校长的
主张是大家要各抒己见，当时大家翻
译了很多马克思的文章，部分内容论
及人类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原始社
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
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并且由马克思《亚
细亚生产方式》引发的“关于亚细亚生
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中也涉及了关于
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很多人在

《文史哲》杂志上发表观点。因此，杨向
奎提出我们可以进行社会史的分析，
适当扩大《文史哲》的影响，并且极力
劝说华校长带头写文章发表观点。

据我查证，当时苏联科学院的《古
代史通报》中有一些关于论证中国社
会史分期的文章，但他们不是通过研
究中国的出土文物等来对中国历史进
行考据，而是根据国内已有的比如郭
沫若、冯友兰、翦伯赞等一些名人的观
点进行讨论，赞成谁的观点就写文章
进行论证。华校长在得知苏联《古代史
通报》中已有相关讨论后，便一直没有
动笔，可见华校长为人之谨慎。

其他有关《文史哲》的问题，还有
大家关注的《红楼梦》的“两个小人
物”：李希凡、杨建中(笔名蓝翎)，他们
都是山大中文系的学生。李希凡是北
京通州人，他的姐夫赵纪彬当年是山

大文史系教授，经赵纪彬推荐，
李希凡曾在山东大学中文系旁
听过一年，后投考华东大学，合
校后重回山大。他对文艺理论和
中国古典文学很感兴趣，也很喜
欢写文章，大二时写的《典型人
物的创造》，经中文系主任吕荧
先生向华校长推荐，发表在《文
史哲》杂志上，是《文史哲》发表
的第一篇学生作品。他与蓝翎最
初合作发表过有关《水浒》的评
论(《略谈水浒评价问题——— 评

〈宋江考〉》)，之后二人再次合作
有关《红楼梦》的文章(《关于〈红
楼梦简论〉及其他》)。

在文章多次转投无果之后，
李希凡就将目光转回到母校，他
与时任《文史哲》杂志执行编辑
的葛懋春早年间就认识并且一
直有往来，因此葛懋春就向杨向
奎推荐了这篇文章。当时刚好赶
上毛主席1954年提出开展批判资
产阶级唯心论的运动。而李希凡
的文章，恰巧批评的是《红楼梦》
研究专家、“大人物”俞平伯。经
过葛懋春、杨向奎、华岗校长的
推荐，这篇文章发表在《文史哲》
1954年第9期，当时的学术刊物并
不多，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了
毛泽东主席的热切关注和嘉许，
因此后来就有了关于“小人物”
的故事。

理愈辩愈明的学术理念

华岗校长提出“文史见长，
加强理科，发展生物，开拓海
洋”，奠定了山东大学的学科基
础。华校长是个很民主的人。在
学术方面，他认为“理愈辩愈
明”，允许不同声音的出现。比如
华校长在1951年合校之后创办了
山东大学科学讨论会，他鼓励每
一位教师写文章，之后由学校负
责印发，与会者根据文章内容进
行讨论，这个活动虽然在1955年
之后逐渐沉寂，但在当时对于提
倡科学研究的风气，起到很大的
促进作用。他在学校领导工作也
是这样的，都是经过基层委员
会、党委常委会，然后是校务委
员会，然后各院长会议，凡事都
进会讨论，讲究民主。

华岗校长在山大的时间不
长，但每每提及，大家都十分怀
念，那是山东大学的黄金时代。
这体现在什么地方？概括起来，
有这么几点：第一，他注重学校
的政治思想教育，通过政治大
课、讲座等形式引导师生进行马
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提高
师生的政治水平和思想境界。第
二，他主张学术民主，积极倡导
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同文科教
师一起，创办《文史哲》杂志，主
张学术上各抒己见，广泛讨论。
第三，他主张尊重知识分子，认
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同时还帮助大家解决工作上和
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第四，主动
抓教学工作。他深入院系，与教
师共同研究课程改革，还为文科
学生讲授业务课。

此外，当时的《文史哲》副社
长是吴富恒。吴富恒校长和华岗
校长有一个共同点：待人宽厚。
他们两个人性格都比较温和，平
易近人。吴校长是从哈佛留学回
来的，曾在云南大学担任英语教
授，华岗那会儿也在云南大学，
是社会学教授，跟楚图南、吴晗
他们一起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吴
富恒跟楚图南、吴晗的关系也很
好。

1948年，吴富恒随军进入济
南，随之进入华东大学任教。
1951年华大与山大合校后，他担
任文学院的院长兼外语系的系
主任；1952年撤掉院的建制，他
改任教务长；山大搬到济南后他
又担任副校长；经历了文革的磨
难，在打倒“四人帮”之后，1978
年6月，吴富恒出任山东大学校
长兼党委副书记；1984年退居二
线。前面说过，吴富恒校长在《文
史哲》杂志成立之初担任副社
长。文革结束后，为恢复《文史
哲》，吴富恒奔走各方，筹集经
费、寻求支援，他自任编委会主
任，亲自策划、审稿，使它以崭新
的面貌再度问世。

开风气之先 理愈辩愈明
——— 山大赵洪太教授回忆《文史哲》杂志创办经过

“1951年，历史系系主任
杨向奎，征得华岗校长同意，筹
办了《文史哲》杂志社。那时《文
史哲》没有明确的编辑职务名
称，编辑工作由文学院相关教
师分担，到时候参加编辑部的
会议。《文史哲》有时收到译稿，
我当时负责译稿的审改工作。

担任这项工作 ，没有任何报
酬……”赵洪太，1929年4月
生，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
文系并留校任教，是《文史哲》
创办时期唯一的学生编委。在

《文史哲》创办70周年之际，笔
者专访了93岁的山东大学赵
洪太教授，听他回忆亲历《文史
哲》杂志的创办过程。

赵洪太教授

《文史哲》创刊号

华华岗岗校校长长给给山山东东大大学学师师生生上上政政治治大大课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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