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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美国研究》创刊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纪要 

赵梅 

《美国研究》自1987年创刊至今，已逾十年。1997年9月29日，在创刊十周年之际，《 

美国研究》编辑部约请部分专家、学者，举行学术研讨会，纪念《美国研究》创刊十周年。 

来自北京、上海20多家单位的4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 

会议由《美国研究》主编资中筠主持。她首先代表编辑部，对十年来刊物的工作情况进 

行回顾和总结，对十年来广大读者、作者，以及其他为刊物作出贡献的人士表示感谢。会上 

，大家畅所欲言，分别从政治、经济、外交及社会文化等方面，对十年来中国的美国问题研 

究的发展及《美国研究》杂志在其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同时就《美国研究》的编辑方针、 

选稿标准、栏目设置、编校质量及其他涉及刊物自身建设的问题，提出了众多宝贵意见和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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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充分肯定了这十年来《美国研究》对中国的美国研究所作出的贡献。他们认为， 

《美国研究》的十年创业史，是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研究的发展历程相伴随的。截止 

当时出版的第11卷第3期（1997年第3期），《美国研究》已经发表了218位海内外作者的402 

篇论文、评论，内容涉及美国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总字数不下600万 

。这一数据不仅昭示着十年来中国美国学研究的学术成就，也饱含着广大专家学者的心血。 

从这些文章中，人们可以看到这十年来中国美国学的发展轨迹。与之相伴随，《美国研究》 

自身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成熟的发展过程。组织对热点问题的讨论、推动“学术规范”的建设 

、1994年的版面调整，上述种种努力，使《美国研究》逐步形成了厚重、开放、求是的办刊 

风格。如今，它已经成为中国所有从事美国问题研究的学者们的共同园地，为传播、深化和 

交流对美国的认识和理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纪念《美国研究》创刊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纪要美国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张宏毅教授，以《十年来中国的美国外交学研究与〈美国研究〉 

的贡献》为题，在会上作了发言。他认为，十年来我国的美国外交学研究无论在基础研究方 

面，还是在应用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对美国外交的研究实际上突破了一般政府间 

外交关系的框架，大大充实了科技、经济、军事、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内容，并且对 

民间交往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具体表现在：第一次出版了我国自己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工作 

同时向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发展，翻译成果大量问世，以及工具书逐渐配套等方面。谈到《美 

国研究》在美国外交方面的贡献，他认为：十年中，《美国研究》发表的美国外交论文的数 

量，约占我国各类刊物所发表的同类论文总数的1/4到1/3。这些论文选题广泛，注重理论思 

维，形成了一个较为科学和完整的体系，对把我国的美国外交学研究引向深入起到了积极作 

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董衡巽研究员在提交给会议的书面发言中指出，《美国研究 

》自创刊以来发表的有关文学的文章，有的填补了我国美国文学研究的空白领域，有的对中 

美文学关系进行了研究，有的对美国文学作品和作家进行了探索性、讨论性的研究，还有的 

从文化思潮的角度对美国文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些学术文章都超出了一般报刊上发表的 

介绍性文章的水平。他殷切希望《美国研究》继续发表文学研究领域的论文，而不要使这方 



 

面的论文在杂志上断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黄安年教授主要从《美国历史杂志》1993年9月号至1997年6月号（ 

共20期）五年中推荐我国学者的美国史研究论文目录情况，谈了《美国研究》对中国美国史 

研究的贡献。自1990-1996年上半年间，《美国历史杂志》刊登从170种中文期刊中选登中国 

学者论文目录共199篇，其中属于《美国研究》刊登的就有80篇，占所推荐论文总数的40.2% 

。 

关于杂志中存在的不足和有待改进之处，与会的一些学者认为，《美国研究》所载文章 

覆盖的领域不平衡，中美关系类文章居多，信息、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文章略显薄弱；已刊 

登的文章中，真正有份量的文章仍显不足，争论性的文章也较少；有些文章，或深度不够， 

或缺乏新意。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李道揆还谈到了论文中一些关键词的 

译法统一及注释体例改进等方面的问题。 

《美国研究》编辑部主任胡国成研究员代表编辑部对专家、学者们的与会和发言表示衷 

心感谢。他表示将认真研究这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制定出改进的具体办法，努力使《美国 

研究》杂志的水平及编辑部的工作在下一个十年中更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