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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特藏整理 

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華文雜誌創刊號--《前進》 

陳惠美 、謝鶯興  

館藏《前進》1958 年第 1 期，封面簡單，上半部紅底，題「前進」及漢

語標音，下半部白底，題「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1」；版權頁由上至下依序題：

「前進月刊」、「一九五八年第一期 七月一日出版」、「編輯者：前進雜誌編輯

委員會」、「出版者：前進雜誌社」、「太原市府東街 10 號」、「印刷者：山西日

報印刷廠」、「總發行處：山西省郵電管理局」、「訂閱處：全國各地郵局」、「零

售、代訂處：全國各地新華書店」、「本刊每月一日出版」等等訊息，但未見

「創刊號」等字，若不是「目錄」收陶魯笳〈把豐富的革命實踐提高到應有

的理論程度〉，括弧標明「代發刊詞」，則無法知悉是否為「創刊號」。 

  

從陶魯笳以「把豐富的革命實踐提高到應有的理論程度」為題的「代發

刊詞」，以及文章末段所說，其任務是想將原先發行所累積的「豐富的革命實

踐」，提升到「應有的理論程度」，亦即是希望改走「理論刊物」的發行。據

                                                 
 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副教授 
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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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似乎本刊非「創刊號」，或許是「改刊號」或「復刊號」。 

究竟館藏《前進》1958 年第 1 期的「代發刊詞」，所指為何？若該期是為

「改刊」或「復刊」，那又創刊於何時呢？ 

根據王毅鳴〈在黨的旗幟下不停頓地前進--紀念《前進》雜志創刊 65 周

年〉 1記載： 

《前進》雜誌迎來了創刊的 65 周年。為此，本文標題借用了創刊者

賴若愚同志在首期《前進》發刊詞中的語言，以表達對前輩們的懷念。

《前進》誕生於 1949 年 11 月，……賴若愚在 11 月 10 日出版的首

期《前進》《創刊的幾句話》裡開宗明義地寫道……。 

明確說明雜志的創刊號，發行於 1949 年 11 月 10 日，但「首期《創刊的幾句

話》、《徵稿啟事》以及封面、目錄的文字載明，該刊屬黨內刊物，明確為省

委黨刊」，是「屬不定期出版」的刊物，「因人手不足」，於 1951 年 8 月「暫停

四個月」，至 1952 年 1 月又恢復出刊。但在 958 年 6 月 21 日出版的第 320 期

刊登「終刊說明」。 

從該篇引用〈終刊說明〉可知，是「為貫徹中央精神而對《前進》的改

刊」，「由內部的不定期、不定頁、綜合指導性黨內刊物，改變為公開發行、

形式正規的政治理論月刊。……於 1958 年 7 月 1 日正式出刊發行。創刊號以

陶魯笳〈把豐富的革命實踐提高到應有的理論程度〉一文作為代發刊詞。」

此處稱之為「創刊號」，是指由不定期的內部刊物，改為定期的公開發行而言。 

既然 2014 年是發行 65 周年，是否意味著該刊因屬「省委黨刊」，在文化

大革命中得以避開被迫停刊的命運呢？該篇又說，「在國民經濟嚴重困難時

期，隨著許多報刊的停辦，《前進》堅持出版到 1960 年第 12 期後停刊。」就

與 1966 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無絕對的關係了。 

然而又在何時復刊呢？該篇第三節「改革開放新時期(1992.8~至今)」提

到：「1992 年春，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發表，標志著我國改革開放進入了新時

期，……當年 4 月，省委決定重新創辦《前進》雜志。……暌違 31 年後的 1992

年 8 月 8 日，山西省委主辦的綜合性政治理論月刊《前進》雜志，以 16 開本，

48 頁碼的形示再次呈現在廣大讀面前。王茂林在該期發表了〈努力探索山西

改革和建設的客觀規畫--祝賀《前進》雜志創刊〉一文。」 

關於雜誌的「試刊」(或「內部發行」)，「創刊」(或正式公開發行)，「停

                                                 
1 見《前進》2014 年 11 期，頁 25~28，201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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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復刊」(停刊後的再度發行)，「改刊」(更改刊名或改變刊物出刊的周期)

等等名詞的差別，一般人著重於刊物在各階段的發行，似乎不去給這些名詞

一個定義。 

壹、目錄 

因屬「中國共產黨山西省委員會主辦」的向外公開發行的刊物，雖然〈目

錄〉已另列「民歌」單元，其餘則未加以分類。 

目錄 

把豐富的革命實踐提高到應有的理論程度(代發刊詞)……陶魯笳(1) 

論黨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新階段……黃志剛(8) 

紅旗招展的三路里鄉……正晶、顯正、丕玉(14) 

萬象更新的烏停村……建偉、士元、生榮(19) 

駁鐵托集團對於國際形勢問題的反動觀點……史紀言(24) 

破迷信和拔白旗……趙宗復(28) 

三槽出鋼揭開了技術革命運動的序幕……李境林(33) 

加快農業現代化的步伐……陸

達(36) 

談談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分配問

題……史林琪(10) 

宗艾鄉是怎樣組織社會主義協

作的……王成旺(44) 

昔陽縣的農村俱樂部……張懷

英(48) 

淮海機械廠向農村伸出了共產

主義友誼的手……賈雲龍(53) 

一次不尋常的三級擴大幹部會

議……消寒(55) 

民歌 

積水如積糧……(47) 

如今社裡把它留……(47) 

要旱幾年都由你……(47) 

人民離不開共產黨……(47) 

新安電燈亮堂堂……(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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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四害……(47) 

  

貳、發刊詞 

《前進》在〈代發刊詞〉中，屢屢引用毛澤東〈實踐論〉之說，並提出 ：

「決定要加強理論戰線的工作」，「任務就是要把我們的豐富的革命實踐提高

到應有的理論程度。」 

把豐富的革命實踐提高到應有的理翁程度(代發刊詞) 

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中寫道：「通過實踐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

實 真 理 和 發 展 真 理 。 從 感 性 認 識 而 能 動 地 發 展 到 理 性 認 識 ， 又 從 理 性 認 識 而

能 動 地 指 導 革 命 實 踐 ， 改 造 主 觀 世 界 和 客 觀 世 界 。 」 這 段 話 概 括 地 闡 明 了 辯

證 唯 物 論 的 認 識 論 ， 正 確 地 指 明 了 主 觀 和 客 觀 、 理 論 和 實 踐 、 知 和 行 的 統 一

的 關 係 。 說 到 這 種 理 論 和 實 踐 相 統 一 的 關 係 ， 就 很 自 然 地 使 我 們 聯 想 到 不 久

前 閉 幕 的 中 國 共 產 黨 第 八 屆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 這 是 一 次 把 豐 富 的 革

命 實 踐 總 結 起 來 ， 使 之 上 升 到 高 度 的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理 論 水 平 的 會 議 。 這 次

會 議 根 據 幾 年 來 人 民 鬥 爭 的 實 際 經 驗 和 毛 澤 東 同 志 的 思 想 的 發 展 所 制 定 的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的 總 路 線 ， 用 新 的 語 言 和 新 的 結 論 發 展 了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關 於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的 理 論 。 這 是 毛 澤 東 同 志 創 造 性 地 運 用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的 普 遍 真

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又一個光輝的典範。 

需 要 用 多 少 年 的 時 鬧 ， 才 能 找 到 一 條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的 正 確 路 線 呢 ？ 這 是

毛 澤 東 同 志 在 幾 年 前 就 向 我 們 提 出 過 的 問 題 。 對 於 這 個 問 題 ， 我 們 黨 的 「 八

大 」 二 次 會 議 已 經 作 出 了 答 案 。 這 就 是 ， 從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之 日 算 起 到

這次會議為止，只用八年多的時間，就找到了這樣一條鼓足干勁、力爭上游、

多 快 好 省 地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的 正 確 路 線 。 這 和 過 去 我 們 黨 經 過 二 十 四 年 的 曲 折

道 路 ， 方 才 找 到 了 一 條 人 民 民 主 革 命 的 正 確 路 線 來 此 較 ， 顯 然 是 快 得 多 了 。

實 際 上 ， 在 這 八 年 多 的 時 間 中 ， 對 於 形 成 這 條 正 確 路 線 具 有 決 定 意 義 的 ， 主

要 是 從 一 九 五 四 年 下 半 年 在 農 村 開 始 出 出 現 了 社 會 主 義 改 造 高 潮 以 來 的 四

年 。 事 實 證 明 ， 正 是 在 這 短 短 的 四 年 內 ， 我 國 從 生 產 關 係 到 社 會 生 產 力 ， 從

經 濟 基 礎 到 上 層 建 築 ， 從 自 然 面 貌 到 精 神 面 貌 ， 都 已 經 發 生 或 者 正 在 發 生 著

一 系 列 的 巨 大 而 又 深 刻 的 歷 史 性 變 化 。 而 這 種 變 革 現 實 的 豐 富 的 實 踐 ， 就 使

我 們 黨 的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路 線 的 形 成 有 了 必 要 的 客 觀 基 礎 。 正 如 毛 澤 東 同 志 所

說：「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我們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的

總 路 線 就 是 社 會 生 產 力 和 其 他 一 切 工 作 都 在 大 躍 進 的 基 礎 上 產 生 出 來 ， 又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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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來 成 為 照 耀 一 切 工 作 的 燈 塔 。 它 推 動 著 社 會 生 產 力 和 其 他 一 切 工 作 高 速 度

地向前發展。 

但是，在這四年內，我們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

並 不 是 沒 有 遇 到 任 何 曲 折 的 。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從 一 九 五 四 年 下 半 年 第 一 次 出 現

農 業 初 級 合 作 化 高 潮 ， 到 一 九 五 五 年 下 半 年 出 現 農 業 高 級 合 作 化 高 潮 之 間 ，

就 有 過 一 次 曲 折 。 即 在 一 九 五 五 年 上 半 年 ， 由 於 我 們 黨 內 有 一 部 分 同 志 犯 了

右 傾 保 守 的 錯 誤 ， 而 使 農 業 合 作 化 運 動 暫 時 地 遭 到 了 一 定 程 度 的 挫 折 。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從 一 九 五 六 年 第 一 次 出 現 躍 進 的 形 勢 ， 到 一 九 五 七 年 冬 季 以 來 再 次

出 現 躍 進 的 形 勢 之 間 ， 也 有 過 一 次 曲 折 。 即 在 一 九 五 七 年 的 上 半 年 ， 由 於 我

們 黨 內 又 有 一 部 分 同 志 犯 了 「 反 冒 進 」 的 錯 誤 ， 而 使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的 躍 進 形

勢，暫時地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挫折。以上這兩次曲折，雖然發生的時間不同，

事情不同，但是，它們卻有很多相同之點。 

首 先 ， 在 這 兩 次 曲 折 中 ， 犯 錯 誤 的 同 志 在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和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的 速 度 問 題 上 ， 共 同 地 犯 了 右 傾 保 守 主 義 的 錯 誤 。 他 們 犯 錯 誤 的 思 想 根 源 ，

儘 管 有 的 是 來 自 教 條 主 義 ， 有 的 是 來 自 經 驗 主 義 ， 卻 都 在 一 個 極 端 重 要 的 問

題 上 ， 即 對 我 國 具 體 歷 史 條 件 下 的 農 民 問 題 設 有 認 識 清 楚 。 教 條 主 義 者 憑 著

自 己 從 書 本 上 得 來 的 一 般 知 識 ， 片 面 地 誇 大 農 民 的 保 守 性 、 落 後 性 。 經 驗 主

義 者 則 憑 著 自 己 從 實 踐 中 得 來 的 狹 隘 經 驗 ， 也 片 面 地 誇 大 我 國 歷 次 農 民 運 動

的 黑 暗 面 ， 而 錯 誤 地 認 為 我 國 農 民 是 安 于 小 農 經 濟 現 狀 的 。 所 以 ， 他 們 看 不

到 ， 我 國 農 民 中 百 分 之 六 十 至 七 十 的 貧 農 、 下 中 農 「 窮 則 思 變 ， 要 幹 ， 要 革

命 」 的 特 點 ， 看 不 到 廣 大 的 貧 農 、 下 中 農 在 中 國 共 產 黨 長 期 的 領 導 和 教 育 之

下 表 現 出 來 的 社 會 主 義 積 極 性 。 既 然 他 們 在 思 想 上 感 情 上 和 貧 農 、 下 中 農 疏

遠 了 ， 那 末 ， 在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和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的 速 度 問 題 上 ， 就 很 自 然 地 容

易 接 受 富 裕 中 農 的 叫 囂 和 影 響 。 實 際 情 況 正 是 如 此 。 他 們 的 錯 誤 歸 結 起 來 主

要是：(一)不相信廣大農民是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地走上農業集體化和農業

現代化道路的。(二)不相信黨是能夠領導農民迅速地走上農業集體化和農業現

代化道路的。…… 

……我們必須而且能夠對革命實踐的一切問題，或重大問題，加以考察，

使 之 上 升 到 理 論 的 階 段 。 但 是 ， 有 許 多 人 對 這 種 現 實 情 況 卻 是 熟 視 無 睹 。 他

們 只 有 妄 自 菲 薄 的 心 情 而 無 大 膽 創 造 的 勇 氣 。 有 些 幹 部 明 明 在 總 結 工 作 程 朦

的 時 候 寫 出 了 又 紅 又 事 的 或 者 帶 有 理 論 色 彩 的 文 章 ， 他 們 卻 不 顧 意 別 人 就 自

己 的 文 章 有 理 論 色 彩 。 難 道 這 是 正 當 的 應 有 的 謙 遜 態 度 嗎 ？ 不 ， 這 是 一 種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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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人進步的虛偽的謙虛。 

中 共 山 西 省 委 還 在 今 年 年 初 的 時 候 ， 就 決 定 要 加 強 理 論 戰 線 的 工 作 。 我

們 認 為 ， 既 然 我 們 在 改 造 自 然 ， 發 展 社 會 生 產 力 ， 實 行 技 術 革 命 和 文 化 革 命

等方面，有了很大的雄心，並且作出了宏偉的規劃。那末，在理論戰線方面，

也 同 樣 應 該 有 很 大 的 雄 心 ， 應 該 作 出 宏 偉 的 規 劃 。 我 們 要 求 在 第 二 個 五 年 計

劃 期 間 內 ， 全 省 培 養 出 一 支 強 大 的 包 括 有 二 千 名 戰 鬥 員 的 理 論 戰 線 的 隊 伍 。

並 且 從 現 在 起 ， 即 在 全 省 開 展 一 個 萬 篇 交 章 、 千 本 書 的 寫 作 運 動 。 我 們 把 這

個 運 動 開 展 的 好 壞 看 作 是 重 視 理 論 是 否 成 為 風 氣 的 一 個 重 要 標 誌 。 為 此 ， 就

必 須 提 倡 ， 把 堅 持 原 則 和 獨 創 精 神 結 合 起 來 。 就 必 須 提 倡 在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的基礎上，發揚敢想、敢講、敢作、敢寫的共產主義風格。 

今天--正當中國共產黨誕生三十七周年的光榮的節日來臨的時候，中共山

西省委主辦的理論刊物--《前進》出版了。它的任務就是要把我們的豐富的革

命實踐提高到應有的理論程度。正是為了說明這個任務，我寫出了這篇文章，

就當作它的發刊詞吧。 

我 們 相 信 ， 依 靠 這 個 刊 物 的 編 輯 工 作 者 和 作 者 、 讀 者 以 及 黨 外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的 共 同 努 力 ， 一 定 能 夠 使 它 在 推 動 理 論 工 作 的 發 展 和 培 養 理 論 工 作 隊

伍等方面起到應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