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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華文雜誌創刊號--《紅專》 

陳惠美 、謝鶯興  

館藏《紅專》半月刊的封面為白底紅字，上列「紅專」，下列「1」。1封底

版權頁也是白底紅字，由上至下依序題：「紅專半月刊」、「一九五八年第一期 

十一月一日出版」、「編輯‧出版者 紅專半月刊編輯委員會」、「北京西四頒賞

胡同乙二十五號  電話六‧四四二八」，欄下題：「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總

第一期」，配合版權頁的文字「總第一期」，才能明確得悉該期是為「創刊號」

的「總一期」以及出版日期與週期。 

  

關於刊名，〈改刊詞〉說：「幫助社員加速自我改造，早日成為又紅又專

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說法，應與「1957 年至 1958 年的『紅專』大辯論」

                                                 
 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副教授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1 按，李瑗《九三學社卷》，收入《中國民主黨派史叢書》第二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

版社，2001 年 12 月。)，第三頁照片，收《紅專》1958 年第 1 期，文字說明為：「1958

年《九三社訊》更名《紅專》，圖為 1958 年 11 月 1 日《紅專》創刊號。」刊名之下

有英文「HONG ZHIAN」，期數下有「1958」，與東海藏本明顯不同。二者孰為初印，

孰為後印，未見到該份刊物之前，不敢論斷。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27 期 

102 

有關 2。 

館藏《紅專》，〈改刊詞〉說：「為迎接共產主義的到來而不懈地努力。這

就使得我社中央機關刊物必須來一個大躍進，從原來的《社訊》改為足以擔

負起新時期給予的新任務的《紅專》半月刊，成為幫助社員進行社會主義和

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的有力武器。」從〈目錄〉刊名下所題，知這份刊物本是

「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機關刊物」。 

《紅專》半月刊的發行，是九三學社的「機關刊物」，究竟是僅對內發行，

抑或對外發行？現今是仍然持續發行？有無更改刊名？檢索「中國知網」，查

無此刊物的訊息，關於九三學社的研究的論文倒是頗多。〈《民主與科學》創

刊二十周年座談會在京舉行〉 3記載： 

九三學社中央主辦的刊物有面向國內外公開發行的《民主與科學》和

在社內發行的《九三中央社訊》，設有學苑出版社、學苑音像出版社，

開通有九三學社中央網站。……88 歲高齡的九三學社中央宣傳部原副

部長牟小東回顧了九三學社從 20 世紀 50 年代的社刊《紅專》到 1989

年創辦《民主與科學》的辦刊歷程，回憶了很多令人感慨的往事，他感

到《民主與科學》現在越辦越好，突出了「民主」、「科學」的主線，很

多文章讀後令人受益匪淺，在民主黨派的刊物中具有鮮明的特色風格。 

九三學社刊物有「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民主與科學》」和「在社內發行的《九

三中央社訊》」二種，牟小東回顧的「50 年代的社刊《紅專》」，與館藏應是相

同，但何時又改名為《九三中央社訊》？〈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神仙會」〉

提到： 

1958 年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5 日，九三學社第二次全國社員代表大會

在北京召開。……會議還決定將社刊《九三社訊》改刊為《紅專》。 4 

可以知道，〈改刊詞〉所說的《社訊》，全名為《九三社訊》。可惜的是未見《社

                                                 
2 參李慶剛〈1957—1958 年的『紅專』大辯論〉，見《零陵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5 期，

頁 109~113，2004 年 9 月。李慶剛〈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紅專』問題的討論〉，見《當

代中國史研究》第 19 卷第 1 期，頁 67~72，2012 年 1 月。 
3 見《民主與科學》2010 年第 1 期，頁 79~80，2010 年 2 月 15 日。 
4 見李瑗《九三學社卷》第六章〈在反右派鬪爭和「文化大革命」中經受考驗〉，頁

120~121。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2 月。按，「1958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5 日」決定「將社刊《九三社訊》改刊為《紅專》」，但東海藏的《紅專》1958 年

第 1 期的發行時間的版權頁卻是 1958 年 11 月 1 日，而李瑗書中附的封面書影，又有

刊名的英文拼音及「1958 年」字樣，頗為矛盾，可進一步考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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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發行於何時的記載。 

至於「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紅專》命運呢？〈在「文化大革命」中〉

記載：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1966 年 8 月 24 日，九三學社被迫宣布停止

活動。 5 

在「被迫宣布停止活動」之際，身為「社刊」的《紅專》，想當然地也是被迫

停刊了。「1976 年 10 月，『四人幫』終於被粉碎」6，「1979 年 10 月 11 日至 20

日，九三學社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會上，周培源在工作報告中

指出：『……我社各級組織要盡快把工作活躍起來。』」 7可推知「社刊」亦應

恢復發行，是否即現今的《九三中央社訊》？尚未能確認。 

壹、目次 

或因屬於「機關刊物」，從《社訊》改名的《紅專》，〈目次〉所列諸文章，

主要還是政令宣導，誠如〈改刊詞〉所說：「明確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

東思想為指導原則，並努力加以宣揚。」 

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機關刊物 

一九五八年第一期 

目錄 

改刊詞……(1) 

評論：在技術革命文化革命中拔白旗插紅旗……(2) 

搶救丘財康給我的教育……董方中(4) 

黨委的具體領導創造了醫療史上的奇迹……余賀(左加水)(8) 

政治掛帥以後……周瑾(10) 

科學研究上兩條道路的鬪爭……湯玉瑋(13) 

醫學應該為誰服務……郭秉寬(16) 

依靠群眾編書……吳鎮(20) 

端正方向，積極投入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運動……周培源(23) 

在華東、中南地方組織躍進經驗交流會大會上的講話 

                                                 
5 見李瑗《九三學社卷》第六章〈在反右派鬪爭和「文化大革命」中經受考驗〉，頁 125。

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2 月。 
6 見李瑗《九三學社卷》第六章〈在反右派鬪爭和「文化大革命」中經受考驗〉，頁 128。

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2 月。 
7 見李瑗《九三學社卷》第六章〈在反右派鬪爭和「文化大革命」中經受考驗〉，頁 131。

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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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豐收 工作躍進……(27) 

社中央召開華東、中南地方組織躍進經驗交流大會 

還是唯心主義在牽著鼻子……成丕(28) 

大躍進中的小體會……金克木(29) 

漫談幹勁……孺子牛(35) 

急起直追 向農民學習……楊鍾健(32) 

張秋香、王保京同志會見記 

徐水紀行……游國恩(36) 

英雄的人民 幸福的歌聲……粟豐(37) 

在徐水看到了共產主義幸福生活的前景……划及辰(39) 

人人讚說公社好(詩歌) ……張玉璘(38) 

漫畫 

脫甕而出……王樂天(29) 

我是專家……藍建安(31) 

附：改進我社中央機關刊物的方案……(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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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改刊詞 

《紅專》在〈改刊詞〉提出：「有責任幫助同志們結合自己的思想實際和

工作實際，開展兩條道路、兩種人生觀、兩種方法的鬪爭。」：「為了幫助同

志們解決思想問題，必須將思想問題，反映到刊物上來」的呼籲。 

改刊詞 

我 們 是 處 在 一 個 小 偉 大 的 時 代 。 在 世 界 規 模 上 ， 東 風 以 日 益 強 大 的 優 越

性不斷壓倒西風。無產階級革命的事業光芒萬丈，為人類帶來了幸福與光明。

在 偉 大 的 中 國 共 產 黨 領 帶 之 下 ， 我 國 廣 大 人 民 已 經 將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推 進 到 一

天 等 於 二 十 年 的 大 躍 進 的 時 代 ， 並 且 正 在 為 向 共 產 主 義 過 渡 而 積 極 準 備 條

件 。 在 這 種 嶄 新 的 形 勢 之 下 ， 擺 在 我 們 社 面 前 的 政 治 任 務 ， 就 是 加 速 把 社 改

造 成 為 真 正 為 社 會 主 義 服 務 的 政 治 力 量 ， 並 幫 助 社 員 加 速 自 我 改 造 ， 早 日 成

為 又 紅 又 專 的 工 人 階 級 知 識 分 子 ， 在 共 產 黨 和 毛 主 席 的 領 導 下 和 全 國 人 民 一

道 ， 為 徹 底 貫 徹 黨 的 總 路 線 ， 加 速 完 成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 信 心 百 倍 地 為 迎 接 共

產主義的到來而不懈地努力。 

這 就 使 得 我 社 中 央 機 關 刊 物 必 須 來 一 個 大 躍 進 ， 從 原 來 的 「 社 訊 」 改 為

足 以 擔 負 起 新 時 期 給 予 的 新 任 務 的 《 紅 專 》 半 月 刊 ， 成 為 幫 助 社 員 進 行 社 會

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的有力武器。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是 科 學 ， 是 真 理 。 它 是 人 民 群 眾 鬪 爭 經 驗 的 總 結 ， 同 時

又 是 人 民 群 眾 鬪 爭 的 指 南 。 毛 澤 東 思 想 是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普 遍 真 理 與 中 國 革 命

的 具 體 實 踐 的 創 造 性 結 合 。 它 指 導 中 國 人 民 取 得 了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和 社 會 主 義

建設的偉大勝利，並且指導我們向人類的理想--共產主義社 會邁進。《紅專》

半 月 刊 必 須 明 確 地 以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和 毛 澤 東 思 想 為 指 導 原 則 ， 並 努 力 加 以

宣 揚 。 黨 的 總 路 線 以 及 黨 和 政 府 的 一 切 方 針 政 策 是 我 們 前 進 的 燈 塔 ， 我 們 必

須推動社員認真學習，堅決貫徹，並結合思想實際，開展討論，以提高認識，

搞好工作，更好地為社會主義事業貢獻力量。 

現 在 ， 國 內 主 要 的 鬪 爭 ， 仍 然 是 無 產 階 級 和 資 產 階 級 的 鬪 爭 ， 社 會 主 義

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鬪爭。我社同志經過了反右、整風、雙反、交心運動，

認 識 雖 有 所 提 高 ， 但 脫 胎 換 骨 的 根 本 改 造 尚 待 繼 續 不 斷 努 力 。 我 社 社 員 雖 然

一 般 地 以 不 同 程 度 投 入 了 當 前 的 技 術 革 命 和 文 化 革 命 運 動 ， 但 在 實 際 工 作 上

還 會 有 思 想 障 礙 ， 應 及 時 加 以 掃 除 。 興 無 滅 資 ， 拔 白 旗 插 紅 旗 ， 對 於 我 們 來

說是首要的迫切任務。《紅專》半月刊有責任幫助同志們結合自己的思想實際

和 工 作 實 際 ， 開 展 兩 條 道 路 、 兩 種 人 生 觀 、 兩 種 方 法 的 鬪 爭 。 這 樣 對 於 我 們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27 期 

106 

在思想上和實踐中，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反對資產階級道路，堅持無產階級

人 生 觀 、 反 對 資 產 階 級 人 生 觀 ， 堅 持 多 快 好 省 ， 反 對 少 慢 差 費 ， 都 是 有 好 處

的，必要的。 

為 了 幫 助 同 志 們 解 決 思 想 問 題 ， 必 須 將 思 想 問 題 ， 反 映 到 刊 物 上 來 ， 根

據 毛 主 席 的 六 項 政 治 標 準 ， 在 一 切 為 了 社 會 主 義 的 前 提 下 ， 開 展 生 動 活 潑 而

嚴 肅 的 討 論 ， 表 揚 先 進 ， 批 評 落 後 ， 以 便 互 相 幫 助 ， 共 同 提 高 。 為 了 推 動 同

志 們 積 極 參 加 技 術 革 命 和 文 化 革 命 ， 加 速 自 我 改 造 ， 必 須 力 爭 上 游 ， 發 揚 敢

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 

《 紅 專 》 半 月 刊 的 出 現 ， 表 現 了 社 中 央 對 刊 物 的 重 視 和 同 志 們 的 熱 心 支

持 。 這 是 一 個 重 大 的 工 作 ， 也 是 一 個 光 榮 的 任 務 。 毫 無 疑 問 ， 必 須 全 社 總 員

辦 刊 物 ， 政 治 掛 帥 ， 人 人 關 心 ， 踴 躍 寫 稿 ， 這 樣 就 可 以 把 刊 物 辦 好 。 我 們 相

信在黨的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依靠我社同志的全力支持，《紅專》半月刊一

定可以勝利地擔負起它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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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編輯委員會名單 

《紅專》創刊號無〈編後記〉，但有〈改進我社中央機關刊物的方案〉，

內容有：「動員全社辦刊物，使社內人人關心，大家投稿。……通訊員應及時

地反映各地方組織的工作情況和思想問題，介紹典型經驗；採寫有關社員和

社組織的工作和思想方面的稿件」，「為了充實刊物內容，可向社外約稿」及

「如業務費不敷使用，擬在社員社費項下撥付」的條文。類似稿約或徵稿說

明。該刊物設有編輯委員會，名單如下： 

主編：程希孟 

副主編：劉及辰、王劍清 

委員(姓氏筆劃為序) 

王劍清、孫承佩、劉及辰 

李毅、金克木、程希孟 

楊鍾健、薛公綽、魏建功 

比對〈九三學社第五屆中央委員會名單(1958 年 12 月)〉8，其中的孫承佩、李

毅、金克木、楊鍾健、薛公綽、魏建功等人，列入中央常務委員名單。劉及

辰則列入中央委員名單。 

 

                                                 
8 見李瑗《九三學社卷》附錄〈九三學社歷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名單〉，頁 414~415。石

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