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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  “國際化的中文學術，
中文學術的國際化”

——  “ 《南國學術—澳門大學學報》  十週年紀念研
討會”  編輯團隊代表發言（節選）

本刊編輯部

值此《南國學術—澳門大學學報》十週年慶典之際，感謝校内外嘉賓撥冗光臨，也感謝大

學領導對學報的支持，更感謝本校人文學院、社會科學學院以及法學院等部門的直接鞭策。謹

此就學報的過去、現狀和期許，做一個匯報。

首先，我們就本刊的過去做一介紹。以《南國學術》及《南國學術—澳門大學學報》命名

的本刊嚴格講即將滿十一周年。本刊刊名發端自本校中文系的“南國”文學、人文意象。十一

年前，資深編輯田衛平先生獨立籌辦、單獨編輯《南國學術》九年有餘，將該雜誌發展為一個

人文社科的綜合刊物，其成績有目共睹。

從2024年第1期開始，《南國學術》正式更名為《南國學術—澳門大學學報》，以進一步反
映本刊與大學的關係，更直接地體現澳門大學在中文人文社科研究領域的位置。同時，本刊漸

漸形成了學術上更為多元的學者群體集體辦刊的運作體制。在此一過程中，學界的作者、匿名

評審人給予了極大支持。在校內，大學本部、學院以及行政的同事也給予了極大支持。沒有這

些支持，便沒有今天。

我們組建了校內執行編委會，成員均為澳門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不同專業背景的學者。校

內執行編委與具有良好學術水平和跨學科背景的編輯一起，具體審查稿件，決定稿件是否進行

匿名外審。上述編委、編輯人員從專業角度不能判斷的專業稿件，則進一步委託、咨詢大學以

外的學界相關專家進行審稿，以決定是否進一步外審。編輯部以最終的匿名外審意見為準，決

定稿件採用與否。我們堅信，一份好的雜誌，外審環節是重中之重。

總之，我們一開始便秉承約束編輯體制本身權力的原則，由學術界作出公正而專業的判

斷。這是我們的追求。

此外，我們確立了“國際化的中文學術，中文學術的國際化”的理念。我們相信，這與大

學既定的國際化政策相得益彰。這一理念，至少有如下的含義：

1. 雜誌面向以中文為學術語言的全球所有人文和社會科學的作者、匿名評審人和讀者。為
了進一步強化匿名審查環節、擴大匿名評審人的範圍，匿名審稿人也包含國際學者。

2. 我們希望本刊成為具有國際視野的國內外學者的撰稿園地。所謂國際視野，也包括具有
強烈問題關懷和“科際”（interdisciplinary）意識之謂。所謂綜合學刊，並非指學科的簡單相
加，而是指有著顯著的綜合能力的研究者的主體性之意，以深切的問題關懷為導向，去除各學

科畫地為牢的藩籬。我們也注意保持這一類中青年學者的適當比例，以文取人，而非以人取



本刊編輯部：邁向  “國際化的中文學術，中文學術的國際化”  

5

專

稿

南
國
學
術 —

 

澳
門
大
學
學
報

文。今天，幾乎所有的學術領域都在發生急劇的變化，近現代以來形成的學科體制被重新審

視。我們研究的是問題，而非自保、自我滿足的“學科”。我們重視、期待這方面的撰稿者。

3. 在一個互聯網和全球化的時代，“國際化”幾乎就是英語化的代名詞。但是，我們認
為，作為一間立足國際化、以英文為主要授課和工作語言的大學，以我們的特色，出版一份優

秀的中文學術刊物，同樣可以呼應、強化大學的國際化政策。因為我們相信，只要按照嚴謹的

學術要求辦刊，同樣可以讓中文刊物走向世界，中文學術也應該走向世界、擁抱世界。

4. 除了本刊既有的側重文史哲的傳統外，我們也希望從人文和社科的角度，關注人口、氣
候變遷、生態、技術、社會性別、和平危機、全球化以及南方問題等人類所面對的重大問題。

這也是“國際化的中文學術，中文學術的國際化”在內容上應該有的面向。因為普遍的關懷，

應該是中文學術走向世界的其中一個重要前提。

嚴謹、嚴肅、嚴格地面對學術，是本刊編輯體制的自我期許和自我要求。我們也相信，嚴

謹、嚴肅、嚴格地面對學術是本學報可以被學界接受的最為重要的保證。我們也堅信，嚴謹、

嚴肅、嚴格地面對學術，也是讓澳門大學學報為學界作出貢獻的必由之徑。

                                             

                                               2024年9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