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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力求全

面、真实、准确地反映河南大学的编辑出版业绩。

二、本志时限，上起1912年河南大学的前身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

时期，下迄2006年12月。

三、本志分“大事记”、“报刊出版”、“图书出版”、“编辑出版教育”、

“编辑出版研究”、“编辑出版人物”及“编辑忆往”，共七章。

四、“大事记” 以时间为序简略记录河南大学建校以来的编辑出

版事件。

五、“报刊出版” 以时间先后为序介绍报刊主创人员、办刊宗旨、

内容、栏目、馆藏情况等。

六、“图书出版” 大略介绍河南大学出版社成立之前的图书出版

概况，由于出版社成立之前有关史料奇缺，故本章重点是出版社成立以来

的图书出版情况介绍。

七、“编辑出版教育” 系统介绍河南大学作为全国开办编辑出版

学最早的单位之一的办学历程、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及师资队伍、毕业生

等情况。

八、“编辑出版研究” 重点介绍从事编辑出版学研究人员的学术

研究情况。

九、“编辑出版人物” 收录河南大学历史上有影响的重要编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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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人物以及现仍从事编辑出版教学、研究和实务的编辑出版人物。分小

传、简介、名表三种体例：小传，按生年顺序，收录已去世的重要人物；简

介，按生年顺序，收录健在的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人物；名表，以姓氏笔画为

序收录为河南大学编辑出版事业做出相关贡献的人物。

十、“编辑忆往” 收录有关河南大学编辑出版事件、人物、出版物

的有史料价值的回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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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记

历史无言，河南大学近百年出版史，每一步都深深印下河南

大学历代编辑出版人坚实的足迹。

本章根据河南大学校史及有关资料汇编而成。大事记包括

报刊和出版社创刊、人事变迁、制度沿革、重要编辑出版事件等，

仅为展示河南大学出版业绩提供相关线索。由于资料搜求不

易，记录内容难免挂一漏万。



河南大学出版志

1912年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春，时任河南教育总会会长、

河南教育司司长的李时灿与河南提学使陈善同、省学务公所议员王敬芳、

教育司科长林伯襄等人上书当局，倡议效法欧美，引进西学，拟发起组办

欧美留学预备科，专为留学欧美之预备。于是，河南都督张镇芳发咨文与

河南省临时议会议定，设立“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12年8月，校

长林伯襄莅任，同年8月25日开始招生，9月开学。校址位于开封市东

北隅的原河南贡院。

1919年

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中国文学研究社编辑出版学术周刊《庠声》。

1922年

5月 冯玉祥任河南督军，力主创办大学。经河南省议会议定，在河

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基础上创办中州大学。11月，河南省议会任命张

鸿烈为中州大学校长。

1923年秋

为宣传新文化，杨放之和同学创办墙报《试刊》。

1925年

1月 中州大学“文艺研究会”成立。李敬斋、冯友兰任名誉会长。

4月 文艺研究会会刊《文艺》创刊。冯友兰撰写发刊词。

10月10日 中州大学附属高中部青年评论社创办《青年评论》(前

身为《晓钟》)。

11月 中州大学孤兴杂志社编辑出版《孤兴》月刊，其内容主要为诗

词新作及研究文章。

1926年

中州大学学生创办《晚霞》、《谔辉》、《心波》。

1927年

6月 河南省政府决定以中州大学为基础，将河南公立法政专门学

校、河南省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于内形成一所新的国立高等学校。

7月 河南中山大学成立，同时在全国有同名的五所中山大学，河南

中山大学排为第五，故河南中山大学亦称国立第五中山大学，徐谦任校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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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记

1928盔

4月 河南中山大学励学社编辑出版大型国学研究刊物《励学》。

1929年

1月 河南中山大学理学院编辑出版《河南中山大学理科季刊》，后

更名为《河南大学理学院季刊》。

3月河南中山大学教育研究会编辑出版《河南中山大学教育季

刊》。

5月 河南中山大学农学研究会编辑出版《农学丛刊》。

8月 河南中山大学法学研究会编辑出版《河南中山大学法学季

刊》。

lo月 河南中山大学编辑出版《文学季刊》、《河南中山大学教职员

学生通讯录》。

12月 河南中山大学编辑出版《河南中山大学农科季刊》、《河南中

山大学周刊》(1930年9月改名为《河南大学校刊》)。

1930车

1月 河南中山大学文学院编辑出版《河南大学文学院季刊》。

6月 河南中山大学医学院编辑出版《河南中山大学医学季刊》(自

第2期起改名为《河南大学医学院季刊》)。

8月 河南中山大学校务会决定，将河南中山大学改名为河南大学，

并呈民国河南省政府核示。

9月7日 河南省第三届议会批准将河南中山大学改名为河南大

学。13日，河南省政府颁发河南大学印章及校长职章。河南大学正式命

名。张仲鲁为首任校长。

10月10日 河南大学霜剑社编辑出版《霜剑》复刊。

12月 河南大学农学院编辑出版《河南大学农学院季刊》。

本年河南大学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河南大学一览》特刊。

1931年

9月 河南大学文学院心心社编辑出版学术刊物《心音》。

10月 河南大学反日救国会编辑出版政治时事类周刊《抗日血钟》。

12月 河南大学农学院编辑出版的《河南大学农学院季刊》停刊。

本年河南大学附属高中学生自治会编辑出版《附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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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出版志

本年河南大学抗日救国会编辑出版《河大抗日救国旬刊》。

1932年

1月河南大学编辑出版《会友》周刊。

3月31日 河南大学教育系编辑出版《教育周刊》。

4月 河南大学编辑出版《社会科学》周刊。

6月 河南大学平沙社编辑出版《平沙》周刊。

9月 河南大学群育委员会编辑出版《河南大学周刊》。

12月 河南大学法学院编辑出版《经济周刊》。

12月 河南大学医学院编辑出版《医学周刊》。

1933年

1月 河南大学拓社编辑出版《新圃周刊》。

3月 河南大学法学院编辑出版《法政周刊》。

3月 河南大学西北研究会编辑出版《新西北》。

8月25日 《河南大学校刊》第一期刊登消息称河南大学出版委员

会组织成立。消息全文为：“出版刊物之大足以促进社会文化，小之可以

表现学校成绩，关系至为重大。本报有见于此，特成立出版委员会负责筹

划本报刊物。”

12月 河南大学学生王国权、姚雪垠等创办《大陆文艺》。

本年河南大学编辑出版《三一周刊》。

本年河南大学国文系主任邵次公编辑出版《国学》周刊合订本。

1934年

2月河南大学教授王毅斋、王国权、宋一罕、姚雪垠等创办《今日》

半月刊。

2月 河南大学教育研究会编辑出版《教育丛刊》。

4月1日 《河南大学学报》第1卷第1期出版发行，每年5期。

11月20日 河南省政府决定将河南通志馆设在河南大学，校长兼

任馆长，由胡石青担任总编。河南大学师生参与其事。“七七”事变前完

成《河南通志》(民国)全部书稿，后因抗战爆发，未能付印。

1935生

4月 河南大学医学研究会编辑出版《医学月刊》。

5月 河南大学出版委员会拟定《河南大学出版委员会出版简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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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记

条》。

10月25日 河南大学第四次校务会议通过成立教学方面的专门委

员会，即出版委员会、图书委员会、体育委员会、招生委员会、奖学金委员

会、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职业介绍委员会等7个委员会，并通过了各专

门委员会的简章。出版委员会增聘张傧生、马非百、李嘉言、罗梦册、郭冠

儒、王梧峰、陈梓北为委员，江绍原为主席。

1936年

1月 河南大学医学院编辑出版《捍北》。

1月 河南大学学生救国宣传团编辑出版《救国先锋》。

lO月1日 河南大学创办《河南大学农学院院刊》，刘季洪校长撰写

发刊词。

11月 河南大学农学院编辑出版《农民》半月刊。

11月河南大学时事研究会编辑出版《时事研究》。

本年河南大学医学研究会编辑出版《医学周刊集》，附载于《河南

民国时报》副刊。

本年河南大学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编辑出版《时事壁报》。

1937年

9月12日 河南大学教师郑若谷、学生汪藻香等发起创办抗日救亡

刊物《风雨》周刊。

1939年

5月新(野)唐(河)战事吃紧，镇平危急。河南大学被迫迁出镇

平，再次迁移至嵩县。河南大学在嵩县潭头时，因教育经费紧缩，许多教

授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又不浪费经费，都付出更为艰辛的劳动。陈仲凡自

编《西欧哲学概论》作为讲义印发。

1941年

2月 河南大学文学院编辑出版《河南大学文学院学术丛刊》。

3月 河南大学中原青年文艺笔会在嵩县编辑出版《青年文艺》。

1942年

3月10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了将省立河南大学改为国立河南

大学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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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出版志

1943年

《国立河南大学学术丛刊》第1卷出版。

1946年

5月1日 河南大学师友社编辑出版《师友》周刊。

12月 《国立河南大学学术丛刊》复刊。

1948年

6月2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攻克开封。通过中国共产党地下

组织的动员，河南大学著名教授嵇文甫、王毅斋等带领河南大学287名学

生投奔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豫西宝丰县。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

以河南大学这批进步师生为基础，筹建中原解放区人民革命大学——中

原大学。

7月10日 中原大学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委员由中原军区第

一副司令员陈毅担任，副主任委员由中原军区副政委刘子久和河南大学

教授嵇文甫、王毅斋担任。临时校址设于宝丰县大白庄。

11月29日 中原大学开始搬迁，12月10日全部回到开封河南大学

原址。

1949年

2月7日 中原大学成立校刊委员会，由原华北大学校刊编辑部负

责人俞林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出版校刊《改造》，每半月l期，共出

版12期，登载中原解放区军政首长讲话和校内师生文稿。

3月 国立河南大学学生自治会河大新闻社编辑出版《方向》半月

刊。

5月 经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同意，新成立的河南

省人民政府决定重新扩建河南大学为“河南人民革命大学”，由省人民政

府主席吴芝圃兼任校长，原中原大学教务长、省教育厅厅长张伯园任副校

长并主持学校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同年10月任校党委书记)，原河南大

学文学院院长、中原大学教授嵇文甫任副校长，原河南大学、中原大学教

授王毅斋任秘书长，原中原大学党委副书记刘介愚任教务长。

1950年

3月 恢复“河南大学”校名。

6月 河南大学校刊委员会编辑出版内部刊物《学习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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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记

10月27日 《河大校报》创办。

1951年

1月31日 河南大学校长嵇文甫、河南大学文教学院副院长郭晓棠

和史地系主任黄元起共同发起创办《新史学通讯》。

1952年

11月 河南大学教务处编辑出版内部刊物《教学生活》。

1953生

8月6日 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决定院系调整

后的河南大学改称河南师范学院。原河南大学校长嵇文甫任院长，原平

原师范学院院长赵纪彬任副院长。原河南大学文教学院副院长郭晓棠任

党组书记兼副院长。至此，河南大学由综合性大学调整为高等师范学校。

9月28日 《河南师院》创刊。

9月 河南师范学院教务处编辑出版内部刊物《教学研究汇辑》。

1955年

11月1日 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同意，河南师范学院本部及新乡

的二院分别定名为开封师范学院和新乡师范学院。开封师范学院成为专

办文科的高等师范院校。赵纪彬任院长，郭晓棠任党组书记兼副院长。

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1956年级党支部主办内部报纸《轻骑兵》。

1956年

11月 《开封师院学报》创刊。

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1956级党支部主办内部报纸《轻骑兵》。

1957年

《新史学通讯》更名为《史学月刊》。

开封师范学院教务处编辑出版内部刊物《学生科学习作》。

1958焦

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1958级创办手抄报《红五月》(后改名《红

雨》)。

1960年

《开封师院学报》分中文、地理、史政等4个专号出版。此后，不定期

出版。

开封师范学院函授部编辑出版内部刊物《函授教育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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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出版志

1964年

秋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李嘉言等受中华书局的委托，编写

《全唐诗首句索引》、《全唐诗重出作品综合索引》，使全唐诗的考订工作

取得重大突破。

1966年

5月12日 开封师范学院编辑出版《开封师院学报》(活页版)。

1967年

11月 开封师范学院编辑出版内部刊物(A--匹t评论》。

1969年

7月27日 开封师范学院出版内部刊物《继续革命》。

本年开封师范学院编辑出版教学改革内部刊物《五七通讯》。

1972年

开封师范学院中学语文编辑部创办《教学参考资料》。

1973

《五七通讯》停刊，恢复《开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每年出

版4期。

1975年

《开封师范学院学报》每年出版社会科学版4期，自然科学版1期。

均对外公开发行。

1976年

12月 在台校友编辑出版《国立河南大学校志》一书。

本年开封师范学院函授部《函授教育通讯》复刊，更名为《函授通

讯》。

本年开封师范学院体育系编辑出版内部刊物《体育教学参考资

料》。

1979年

8月26日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豫革文[1979]81号文批复，同意将

开封师范学院改名为河南师范大学，改名后学校的性质、科类、学制、归属

和领导体制一律不变。

1980年

1月 由教育部主持的《英国文学简史》(英文版)教材审稿会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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