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我国年鉴学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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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年鉴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分别是肇始阶段、短暂快速发展阶

段、缓慢停滞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发展繁荣阶段。 据不完全统计，曾出版过四十多

部关于年鉴学的专著。 这些专著，对构建年鉴学学科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然

而，现阶段年鉴理论研究仍然呈现“慢作为”现象，既不能将年鉴的实践活动抽象为

年鉴理论，又不能通过年鉴理论来指导年鉴实践操作。 年鉴学的构建引申出是否有

本学科一套专业术语、本学科的理论及其体系、本学科公认的代表性著作和本学科

公认的代表性人物等诸多问题，因此，目前尚处于摸索起步阶段，加之历史和传统遗

留的系类问题，可谓任重而道远。 新时代年鉴事业的繁荣，给年鉴学的构建带来了

机遇，只有在理论、方法、技术和形式等多方面进行更多的探索和突破，才能使得年

鉴学的构建和发展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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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始，我国兴起了出版年鉴的热潮，同时也兴起了研究年鉴的热潮。
时至今日，无论是从实践操作层面还是理论研究层面，“年鉴热”依然呈现出如火如荼的态

势。 据资料显示，１９８０ 年出版的年鉴仅有 ７ 种①，２０１５ 年底我国已编纂出版 ３２ 种、７７０ 多

部省级综合年鉴，３３８ 种、４３５０ 多部地市级综合年鉴，２３００ 多种、１ 万多部县区级综合年

鉴，以及近 ３０００ 种各级各类专业年鉴。② 伴随着年鉴实践工作的开展，老前辈们对于年鉴

的理论探究也在逐渐引向深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一些专家学者即已提出建立一个系统的

年鉴研究体系———“年鉴学”。 关于“年鉴学”的建构一直是年鉴人孜孜以求的努力目标。
但三十多年过去了，“年鉴学”有没有建构起来呢？ 理论界还在研究和探索，并没有形成统

一的认识。
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明确

提出：“建立和完善方志、年鉴理论研究学术规范，力争到 ２０２０ 年形成较为成熟的方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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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年鉴学学科体系”①；在 ２０１６ 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全国年鉴事业发展

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中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年鉴理论研究学术规范，力争到 ２０２０ 年

形成较为成熟的年鉴学学科体系”，为进一步推进年鉴事业发展，建构科学系统完备的“年
鉴学”学科体系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
对于年鉴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如何立足年鉴工作实际，更好地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构建成熟的“年鉴学”学科体系理应成为年鉴事业转型升级的题中之义。

一、我国年鉴事业的发展历程

我国古代提出“年鉴”最早见于北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 １０４２ 年）官修书目《崇文总

目》，但与现代意义上的年鉴无涉。② 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年鉴是舶来品，是西学东渐的产

物。 周振鹤在《〈上海年鉴〉（１８５４）解题》中提出，目前所知，中国内地的第一本城市年鉴

应是出版于 １８５２ 年的《上海年鉴（１８５２）》，中国第一种城市年鉴是出版于 １８４６ 年的《香港

年鉴（１８４６）》，而中国第一种年鉴类书籍是由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编辑、
东印度出版社在澳门出版的第一部《１８３２ 年英华历书及记录，并附指南》。③ 这样算来，中
国境内的年鉴编纂历史已有一百八十余年了。 纵观其发展历程，可分为 ５ 个阶段。

晚晴时期（１８５２—１９１２ 年）为第一阶段。 目前藏于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上海

年鉴（１８５４）》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年鉴。 《上海年鉴》是关于开埠之后上海的指南，
其创办与开埠后不断增多的来沪洋人和洋行有关④。 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于 １８６４
年创办出版的《海关中外贸易年刊》，至 １９４８ 年停刊。 此外，外国传教士还于 １８７９ 年编纂

了《澳门年鉴》。 在 １９０９ 年，奉天提学司使卢靖组织编译出版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被认

为是中国人编制的第一步年鉴。 这一时期是年鉴事业的肇始阶段，主要是受西方思想的

传入和影响开展起来的，也主要由外国人开展年鉴实践活动，年鉴事业发展相对比较缓

慢，出版的年鉴数量也较少。
民国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年）是年鉴发展的第二阶段。 这一时期是年鉴事业的短暂快

速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的年鉴编辑者对于年鉴的定义、分类、地位、作用和与史志的关系

等年鉴理论做了富有成效的探讨，同时也对年鉴的选材编纂方法等进行了探索，已经呈现

出年鉴学思想的雏形。 １９１３ 年，上海神州编译社年鉴编辑部编辑的《世界年鉴》是现知中

国人出版的第一部现代形式的年鉴。 内容包括世界各国历法、天象、地理概况、国际关系、
文化教育、军事、经济、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以及各国的风俗习惯。 １９２４ 年，由商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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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编辑出版的《第一回中国年鉴》以及申报印书馆编辑出版的《申报年鉴》，是我国历史

上最早的几部由中国人编写的反映中国国情的中文年鉴，历史价值非常大。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

代至 ４０ 年代编辑出版了八十多种年鉴，分为综合性、专科性、地方性和统计性四大类型①。
其中 ３０ 年代出版的有代表性的年鉴有：《申报年鉴（１９３３ 年）》《中国经济年鉴（１９３４ 年）》
《中国保险年鉴（１９３４ 年）》《内政年鉴（１９３５ 年）》《财政年鉴（１９３５ 年）》《世界知识年鉴

（１９３６ 年）》《江西年鉴（１９３６ 年）》《湖南年鉴（１９３６ 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是年鉴发展的第三阶段。 这一时期是年鉴事业的

缓慢发展直至停滞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天津进步出版社于 １９５０ 年编辑出版了《开
国年鉴》。 它是建国后第一部综合性年鉴，主要反映新中国开国大事。 其后，大公报社编

辑出版了《人民手册》，名为手册，实为年鉴，它从 １９５０ 年开始，到 １９６５ 年的 １６ 年中出版

了 １５ 册。 ……世界知识出版社从 １９５３ 年开始出版《世界知识手册》，基本上每年一册，
１９５８ 年起改名为《世界知识年鉴》。”②１９５８ 年 ７ 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摄影年

鉴》，这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摄影年鉴。 １９６４ 年，国家体育总局编纂出版了《中国体育

年鉴》，这是一部全面反映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权威性工具书。 此后，《中国体育年鉴》逐
年都有编纂并陆续出版，迄今各年无一短缺，保持了年鉴资料的连续性③。 “文革”期间，仅
有科学出版社从 １９７３ 年起翻译出版美国的《科学年鉴》１ 种，其余年鉴全部停刊。

改革开放后（１９７８—２０００ 年）是年鉴发展的第四阶段。 改革开放为年鉴事业的发展

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是年鉴事业的快速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年鉴有：１９７９ 年继

续出版的《科学年鉴》；１９８０ 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年鉴》 《中国出版年鉴》 《中国历史学年

鉴》《世界经济年鉴》《自然杂志年鉴》（后改名《自然科学年鉴》）等；１９８１ 年创刊的《中国

年鉴》《中国经济年鉴》《中国农业年鉴》等 ７ 种，加上复刊的《中国体育年鉴》，这一年的年

鉴累计出版种数较上年翻了一番。 １９８２ 年，相继创刊了《中国哲学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文艺年鉴》《中国印刷年鉴》等 １３ 种年鉴，到年底累计出版种数达

到 ２８ 种。 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８３ 年出版年鉴 ４３ 种，１９８４ 年出版 ６２ 种，１９８５ 年出版超过 １００
种，１９９０ 年出版超过 ４００ 种，１９９９ 年出版达到 １３００ 多种。④

２０００ 年至今是年鉴发展的第五阶段，也是年鉴事业的发展繁荣阶段。 这一时期，不仅

年鉴数量不断增长，年鉴质量也在稳步提高。 ２００５ 年编纂出版约 ２０００ 种年鉴，到 ２００８ 年

编纂出版 ２５００ 余种年鉴⑤，至 ２００９ 年估计在版年鉴约有 ２５００ 种，加上非公开发行、非正

式出版的年鉴，总数接近 ３０００ 种⑥。 时至今日，２０１６ 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印发

了第一个全国年鉴工作的规划性文件，即《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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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提出了新阶段年鉴工作的总体目标：到 ２０２０ 年，全面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

盖，推动年鉴工作改革创新，加强对各类专业年鉴编纂的业务指导和管理，加快信息化建

设，基本形成包括年鉴编纂体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体系、质量保障和评价体系、资源开

发利用体系、工作保障体系在内的年鉴事业综合发展体系，努力实现全国年鉴事业发展的

新跨越。

二、近年来年鉴理论学术专著概览

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年鉴学”还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仍是一门

正在发展完善的学科。 在年鉴学的研究中，很多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发表了很多文

章，出版了很多学术专著，但对年鉴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仍没能达成大家都认同的共识。

（一）“年鉴学”的提出时间

关于“年鉴学”的提出时间问题，目前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从收集到的资料

来看，有以下一些资料可供参考。
１９８６ 年，肖东发提出建立年鉴学，“因为它研究的领域———年鉴、年鉴事业和年鉴编

纂活动是有规律的”①。 该文论述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年鉴事业取得的成绩、在年鉴编纂出

版方面存在的问题、建构年鉴学的必要性、对“年鉴学”及其学科体系中基本问题的探讨

等。 １９８６ 年，肖东发和陈慧杰再次提出：“目前已具备了提出建立一个系统的年鉴研究体

系———‘年鉴学’的客观条件。”②该文对年鉴学的定义、任务、属性、体系、意义等都做了相

关论述。 １９８６ 年，程磊提到“年鉴学”③。 １９８８ 年，肖东发又提出：“总结探讨年鉴事业编

纂活动中的规律，建立一门新学科———年鉴学。”④１９８９ 年，胡均也提到：“重视年鉴编纂实

践经验的研讨，开展对年鉴学的研究”，“我们必须继续持久地开展年鉴学的研究”。⑤ 另

据年鉴专家尚丁在 １９９５ 年第五届全国年鉴学术年会暨中国年鉴研究会成立 １０ 周年纪念

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了解到在 １９９０ 年第一届全国年鉴学术年会上已“提出创建‘年鉴

学’的学科”。 由此可见，年鉴界提出“年鉴学”这一表述的时间应该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

后期。

（二）年鉴理论研究的主要学术著作

为便于全面了解年鉴理论的研究成果，在参考孙关龙和邵长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
文献检索的角度对近年来专家学者的学术专著进行逐一搜集，得到以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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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 著作名称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汪田、王秀山、刘龙华 《年鉴编纂实用手册》 吉林白城地委机关印刷 １９８７ 年 １１ 月

王斌 《年鉴学浅说》 广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

程磊 《年鉴学》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王秀山、刘龙华 《年鉴编纂百议》 吉林文史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

范作义 《年鉴的功能与使用》 中国书籍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

肖东发 《年鉴学概论》 中国书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广州年鉴》编辑部 《地方年鉴编纂与研究》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中国年鉴研究会 《中国年鉴概览》 华艺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许明辉 《年鉴编纂理论与实践研究》 文化艺术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李今山、范作义等 《中国年鉴编纂规范化》 中国书籍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许家康、陈延昌、莫秀吉 《年鉴条目及编写研究》 广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许明辉 《年鉴方志编纂研究》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辽宁省年鉴学会 《年鉴编纂研究》 大连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北京铁路年鉴社 《年鉴编辑工作手册》 中国铁道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梁辉武 《地方年鉴学概要》 云南科技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李宏江、姚洪波 《年鉴编纂论要》 湖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李宝昌 《志鉴理论与编纂》 北岳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张炯 《年鉴社会学研究文论》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王砚婷、李今山、李国新 《外国年鉴编纂出版概观》 中国旅游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肖东发、邵荣霞 《实用年鉴学》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郭凤岐、赵继华 《地方年鉴基础知识选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马国顺 《史·志·鉴探论》 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陈仁礼、方亚光 《年鉴编纂与经营管理》 江苏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许进禄、周斌、刘士贵 《年鉴实用手册》 中国年鉴研究会办公室 ２００２ 年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上海年鉴提要》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谭惠全 《城市年鉴编纂的理论与实践》 广州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李维民 《中国年鉴史料》 北京志鉴书刊研究院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李维民、肖东发 《中国年鉴概览》 华艺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卢德宏 《（柳州年鉴）十年纪事》 柳州年鉴编辑部 ２００３ 年

姚金祥、田骅 《上海市年鉴编纂 ２０ 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张崇功 《志书·年鉴编写实用手册》 攀枝花市地方志办公室 ２００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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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著者 著作名称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邓振胜 《史志年鉴聚言》 方志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无锡市史志办公室 《郁有满方志年鉴文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刘天明 《年鉴百问》 方志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许家康 《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 线装书局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田嘉
《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

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集》
方志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张传桂 《年鉴编纂实务》 海风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易行 《年鉴编辑手册》 线装书局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阳晓儒 《城市综合年鉴编纂散论》 线装书局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方亚光 《年鉴编纂文论》 线装书局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邵权熙 《行业年鉴理论与实践》 线装书局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卢万发 《中国年鉴学研究》 巴蜀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唐剑平
《年鉴撰写与编辑：年鉴编撰问题

及案例分析》
方志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曲宗生
《积智成朗———年鉴编辑的历史

智慧》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肖东发 《年鉴学》 方志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近年来，年鉴界前辈从学理、年鉴编纂、中外年鉴比较、年鉴应用等方面，都进行了卓

有成效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在业内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著作。 下面举要如下：王斌所著

《年鉴学浅说》（１９８９ 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论述了对年鉴的定义、性质、类型、特点、
作用、科学性和信息，为国内首部年鉴学专著。 肖东发等所著《年鉴学概论》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从历史、理论、事业、方法四个方面论述了年鉴及年鉴事业，既
有理论探讨，也有中外年鉴事业的比较，还有年鉴各种表达方式、编纂方法的论述。 李今

山、范作义等合著的《中国年鉴编纂规范化》（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论述

了年鉴编纂规范化的理论依据、内容和途径，阐述了年鉴的框架设计、选题、条目、百科部

类、资料部类、专文、大事记、文体语言、图表、检索系统等诸方面的规范化，对于年鉴的编

纂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 肖东发、邵荣霞所著《实用年鉴学》（２０００ 年 ５ 月，中央文献出版

社出版），分为基础理论、编撰要素、焦点问题、精品策划等四个部分，用信息论、传播学的

理论重新给年鉴进行了定位，并对年鉴的框架设计、专文组织、条目撰写等编纂要素进行

了详细论述，同时还论述了计算机技术在年鉴编纂中的应用、电子版年鉴及光盘版、网络

版年鉴的出版和经营等问题。 许家康所著《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２００６ 年 ９ 月，线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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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出版），以古今中外不同类型的年鉴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年鉴的一些基本规范问题，对年

鉴的编纂行为进行了规范。 唐剑平所著《年鉴撰写与编辑：年鉴编撰问题及案例分析》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方志出版社出版），分别从年鉴知识、年鉴撰写、撰写问题、语言表达、规范

表述、标点符号、案例分析（单一性条目）、案例分析（常规性条目）、附录九个方面论述了

年鉴的撰写与编辑。 肖东发等所著《年鉴学》（２０１４ 年 ４ 月，方志出版社出版），从年鉴的

历史、理论、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

三、对年鉴学研究的思考

综上所述，相较于年鉴事业的蓬勃发展，年鉴理论研究处于“慢作为”的状态，已经远

远满足不了社会对于年鉴理论的需求。 这样就会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既不能将年鉴的

实践活动抽象为年鉴理论，又不能通过年鉴理论来指导年鉴的实践操作。 究其原因，一是

源于年鉴理论研究时间短，理论探究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理论积淀不够；二是年鉴理论

研究的方向不明确，滞后于处于变化中的年鉴实践；三是中青年年鉴理论研究者的理论水

平和素养不高，缺乏年鉴实践；四是运用新思维、新技术、新手段的能力不足。
基于研究现状，学界应该再次审慎地看待“年鉴学”的建构。 现阶段，年鉴学研究中还

没有形成“年鉴学范式”，还没有组成“年鉴学科学共同体”。① 笔者认同孙关龙关于建构

学科体系所持的态度，既积极乐观又严肃慎重。 不妨依据孙关龙关于称“学”的四条标准，
再对所谓的“年鉴学”加以考察。 首先，“年鉴学”是否形成了一套概念体系呢？ 答案应该

是否定的。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年鉴学”的概念体系还没有形成，甚至于还没有一定

量的年鉴学科所特有的概念，呈现出与方志学、编纂学、报刊学等其他学科区分度不大的

问题。 其次，“年鉴学”是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及其体系呢？ 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现有的

研究往往偏重于从年鉴实践中总结经验，而缺乏“形而上”层面的深层次理论探索。 同时，
在年鉴理论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方面和在年鉴学实践运用方面，我们的理论研究还很滞

后。 再次，“年鉴学”是否有社会公认的代表性人物呢？ 公允地讲，在长期的年鉴研究中，
年鉴界出现了一大批理论功底深厚、学术素养一流的年鉴学者。 人才匮乏，特别是理论研

究能力强的人才已经成为构建“年鉴学”的重大瓶颈。 最后，“年鉴学”是否有学界公认的

代表性著作呢？ 孙关龙认为，“中国年鉴当前的研究状况不容乐观”②，笔者也持这样的看

法。 从近年来发表年鉴研究的文章或学术专著数量上来看，是呈现下滑趋势的。 从所发

表论文或学术专著的质量上来看，很少有新观点、新思路、新方法、新手段呈现出来，高质

量的学术成果更是匮乏。 更让人吃惊的是，笔者通过检索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检索

中国知网、超星电子图书等，只能够检索到近几年少量的有关年鉴学术研究的专著。 因

此，建构“年鉴学”还“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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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照伦：《对年鉴学研究的透视》，《年鉴信息与研究》１９９８ 年第 ２ 期。
孙关龙：《铸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及其年鉴学》，《年鉴信息与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尽管如此，建成“年鉴学”学科体系仍然具备充实的基础。 “年鉴学”学科体系的建

立，需要明确“年鉴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即探讨年鉴及年鉴事业的发展规律、规范年鉴编

纂的方法、总结年鉴实践的经验、指导年鉴活动的开展、提高年鉴的社会价值。① 一是要

不忘初心，从“年鉴史”的角度做好年鉴“回头看”工作。 年鉴传入我国已有一百多年了，
所走过的这条“年鉴路”值得审视。 年鉴属于“舶来品”，要想在中国社会取得发展，应该

走中国化道路，但又不能改变年鉴所特有的属性和特点。 二是要抛开争论，拓宽年鉴研究

的领域。 在年鉴研究中，存在很多不同观点，甚至对于年鉴学的定义等都存在争论。 学术

研究需要争论，争论有助于年鉴研究，但不能思维拘泥于争论，而应在争论中拓展对年鉴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在年鉴学研究的内容上应有转向，由之前经验性、描述性、单向性的

研究转向论述年鉴学的内涵、从哲学的高度探索年鉴学的本质理论，并采取多向度的思

维、方法和手段来开展年鉴研究。 三是要善于运用新技术、新思维，开拓性地开展年鉴学

研究。 要积极运用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大数据思维、互联网思维、共享经济

思维等开展年鉴学研究。 通过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改变之前把年鉴学研究领域局限于封

闭小圈子的做法，开拓年鉴学研究的新领域，要大胆引入社会力量开展年鉴研究。 四是要

耐得住寂寞，久久为功，扎实做好“年鉴学”学科体系的基础工作。 尽管“年鉴学”学科体

系亟待构建，但不能违背客观规律。 在现阶段“年鉴学”研究中，夯实“年鉴学”理论基础

和实践基础，比如，新概念、新范畴、新方法等的提出，基础理论分支学科的建立，年鉴学领

军型人才的培养，等等。 五是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集中力量在年鉴学部分领域的研究中

率先打开局面。 做好制度安排和顶层设计，针对阶段性目标，设立可行的科研攻关课题和

规划项目，积极鼓励和引导年鉴工作者参与年鉴理论研究，能够从更广、更深层次提高年

鉴学研究水平，推出学术界普遍认同的高质量学术专著。
在新时代，要取得年鉴事业的更大进步和年鉴理论研究的更大突破，需要依靠全体年

鉴人在实践层面不断地提高年鉴编纂的质量、拓展年鉴的范围、引入新理念、新技术、新方

法、新形式，需要依靠专家学者在理论层面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年鉴理论研究，推动建立

一门科学、系统、成熟的年鉴学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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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肖东发：《论年鉴学研究体系的建立》，《辞书研究》１９８６ 年第 ３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