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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复印报刊资料)

)**!G)**,

年转载数据以及
J33JV)**!

-

)**,

年数据为来源$对(复印报刊资

料)中的艺术学期刊的转载情况#被引情况#影响因子以及高被引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同时对比同领域期刊的有

关数据$展示(复印报刊资料)在艺术学研究中的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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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印报刊资料%艺术学系列期刊共
!

种#即.复印报刊资料5舞台艺术/).复印报刊资料5造型艺术/)

.复印报刊资料5影视艺术/&

)**!

'

)**,

年间#这
!

种艺术学系列期刊共转载论文
@,##

篇#年均转载
!D*

篇左右&其中#转载的论文中有
D"A

篇被
J33JV

收录#占总转载量的
!)'D,\

#而超过
"*\

的转载论文来自

非
J33JV

来源期刊&由于
J33JV

来源期刊中艺术类期刊仅有
@,

种#大量的优秀论文只能刊登在非来源期

刊上&因此#$复印报刊资料%艺术学系列期刊高度关注那些非
J33JV

来源期刊中的优秀论文&

与其他学科相比#艺术样式的繁杂多样及其各自的独立性#造成艺术学学科内部各研究领域的独立性及

其相互之间的松散关系*

@

+

,另外一方面#艺术类核心期刊的评定还存在不足*

)

+

#这对艺术学的学术研究带来

了不小的困难&而$复印报刊资料%艺术学系列期刊则为艺术学的研究带来了便利&一方面#$复印报刊资

料%没有根据艺术学下的二级学科划分期刊#而是涉及了好几个学科,另一方面#它不是根据影响因子来选择

收录期刊#还收录许多非
J33JV

来源期刊中的论文&几年来#许多学者根据二次文献转载数据分析了被转

载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G"

+

&本文将根据$复印报刊资料%中各艺术学期刊转载论文在
J33JV

中被引用情况)

各期刊的影响因子及其和同类期刊的比较#来探讨$复印报刊资料%艺术学系列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以及它们

在艺术学研究领域中发挥的作用,最后分析了
J33JV

中艺术学论文中的高引用论文#进一步阐述了$复印报

刊资料%在艺术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一
!

$复印报刊资料&舞台艺术%学术影响力分析

.复印报刊资料5舞台艺术/归属于一级学科艺术学#内容包含音乐学)戏剧戏曲学)舞蹈学
!

个二级学

科&该刊主要精选中外舞台艺术方面的最新理论研究资料#具体内容涉及戏曲)戏剧)音乐)舞蹈艺术的理

论)创作)导演)表演)评论及史料研究等方面&

对.复印报刊资料5舞台艺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分析#主要是通过统计)分析该刊转载论文的被引情

A"



况)影响因子及与艺术学中的同类期刊进行比较&表
@

给出了.复印报刊资料5舞台艺术/转载的论文和被

引数量的统计#表
)

是该刊
)**!

'

)**,

年转载论文最多的前
)*

名期刊&

表
@')**!

'

)**,

年$复印报刊资料&舞台艺术%转载论文和被引统计

类别

年 份

转载数据及
J33JV

论文比例

转载数量
J33JV

论文数
J33JV

论文比例
被引数量 影响因子

)**! @*# @+ @A'),\ !

)**# +A @+ @+'!+\ +

)**D A@ )! )A'#*\ @" *'*"##

)**" A, ), !@'*!\ @D *'*D*!

)**, A! )" !@'!!\ )# *'*,@#

合计
#D! @@# )D'@,\ ", *'*")*

表
)')**!

'

)**,

年$复印报刊资料&舞台艺术%转载论文主要来源刊

序号 刊物名称
转载
数量

是否
J33JV

序号 刊物名称
转载
数量

是否
J33JV

@

舞蹈
)" @@

中国京剧
@)

)

中国戏剧
)" @)

福建艺术
@*

!

戏剧文学
@, @!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

$

#

中国音乐
@"

$

@#

上海戏剧
@*

D

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

@D

$

@D

文艺研究
+

$

"

音乐研究
@D

$

@"

艺术评论
+

,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 @,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A

$

A

中国音乐学
@#

$

@A

民族艺术研究
,

+

人民音乐
@)

$

@+

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

,

$

@*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

@)

$

)*

民族艺术
"

$

!!

从表
@

不难发现#.复印报刊资料5舞台艺术/转载数量整体上呈下降趋势#

)**,

年的
A!

篇相比于
)**!

年减少了
)*'@+\

&与此相反#该刊的被引数量整体则呈增长趋势#除了
)**"

年有轻微下降#其他各年都较

前一年有大幅增长#

)**,

年达到最高被引次数
)#

篇次&该刊的影响因子表现为起伏上升的过程#受
)**"

年被引数量减少的影响#当年的影响因子较上一年有小幅下滑#但
)**,

年的影响因子增加了
#@'+D\

#整体

上在增长&

从表
@

中还可以发现#.复印报刊资料5舞台艺术/

)**!

'

)**,

年转载论文中的
J33JV

论文比例在逐年

上升#而在表
)

中转载量排名前
)*

名的期刊中也有
@@

种属于
J33JV

来源期刊#这说明.复印报刊资料5舞

台艺术/充分反映了
J33JV

来源期刊发表的研究成果&从表
@

中的
J33JV

论文比例就可以看出#该刊不仅

仅从少量的)高质量的
J33JV

来源期刊中转载文章#还注重从大量的非来源期刊中挖掘优秀论文#综合反映

该学科领域研究的发展水平和整体状况#促进本学科的繁荣发展&

表
!

给出了.复印报刊资料5舞台艺术/与该刊同类的艺术学期刊
)**D

'

)**,

年的影响因子&

表
!'

$复印报刊资料&舞台艺术%与学科同类期刊影响因子比较

排序 刊
!

名
影响因子

)**D )**" )**,

平均

@

音乐研究
*'@D,D *'@,#) *'@"A+ *'@""+

)

中国音乐学
*'*++! *'@#*) *'*+@+ *'@@*D

!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 *'@)"A *'*AA@ *'@*""

+"

江
!

岚
!

.复印报刊资料/艺术学系列期刊学术影响力分析



#

中国音乐
*'*"#D *'*+*# *'@*** *'*AD*

$

舞台艺术
*'*"## *'*D*! *'*,@# *'*")*

D

音乐艺术
*'*,!) *'*D+, *'*D@D *'*"@D

"

民族艺术研究
*'*#)+ *'*,@+ *'*D*, *'*DD)

,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D *'*DD) *'*!)# *'*D#,

A

戏剧艺术
*'*#)* *'*"*" *'*!*D *'*###

+

人民音乐
*'*!,! *'*!#* *'*D+, *'*#!,

@*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
*'*!#A *'*!D, *'**AA *'*)"#

@@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

*'**D@ *'*#), *'*)@! *'*)!*

@)

中国戏剧
*'**+D *'**@, *'**@A *'**#!

@!

歌剧
*'**A) * *'**)+ *'**!,

@#

舞蹈
*'**)) * *'**!, *'**)*

!!

表
!

中的统计数据表明#虽然.复印报刊资料5舞台艺术/转载论文范围有限#但其影响因子排在学科同

类期刊的第
#

'

D

名之间#在艺术学的全部期刊中#它的影响因子也是名列前茅的&排在该刊后的期刊也有

一半以上的期刊为
J33JV

来源期刊#可见该刊在艺术学界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二
!

$复印报刊资料&造型艺术%学术影响力分析

.复印报刊资料5造型艺术/归于一级学科艺术学#选稿范围包涵艺术学)美术学)设计艺术学
!

个二级

学科&刊物主要精选中外造型艺术方面的最新理论研究资料#具体内容涉及绘画)书法)篆刻)摄影)工艺美

术)民间美术)艺术考古)宗教艺术)建筑和园林艺术以及艺术理论)艺术史等方面&

表
#

给出了.复印报刊资料5造型艺术/转载的论文和被引数量的统计#表
D

是该刊
)**!G)**,

年转载

论文最多的前
)*

名期刊&

表
#')**!

'

)**,

年$复印报刊资料&造型艺术%转载论文和被引统计

类 别

年 份

转载数据及
J33JV

论文比例

转载数量
J33JV

论文数
J33JV

论文比例
被引数量 影响因子

)**! +A )* )*'#@\ *

)**# +! )) )!'""\ )

)**D ,) @, )!'"@\ # *'*@*D

)**" ", )* )+'AD\ @* *'*D#D

)**, "A )@ !*'AA\ @# *'*,+@

合计
!+A @** )D'@!\ !* *'*#A*

表
D')**!

'

)**,

年$复印报刊资料&造型艺术%转载论文主要期刊

序号 刊物名称
转载
数量

是否
J33JV

序号 刊物名称
转载
数量

是否
J33JV

@

文艺研究
!)

$

@@

东南大学学报
" )**"

)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 @)

美术向导
"

!

美术观察
)) @!

民族艺术
" )**"

#

美术研究
@A @#

同济大学学报
"

D

新美术!中国美术学院学报"

@,

$

@D

文艺评论
"

"

世界美术
@) @"

上海艺术家
D

,

书法
+ @,

西北美术!西安美术学院学报"

D

A

美术
A @A

艺术探索!广西艺术学院学报"

D

+

艺术评论
A @+

艺苑
#

@*

故宫博物院院刊
, )*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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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印报刊资料5造型艺术/每年的转载数量不多#平均每年只有
A*

篇左右#这在表
#

有所体现&说明

.复印报刊资料5造型艺术/并没有一味地追求数量#而是始终注重论文的质量#以此来保证期刊的权威性与

学术性&由于转载量的限制#该刊的被引数量同样很低#

)**,

年只有
@#

篇次#但近几年一直稳定增加#说明

其学术影响力在不断扩大&这种扩大也表现在影响因子的大幅提升上&表
#

的数据显示#

)**"

年与
)**,

年的影响因子相比上一年分别增加了
#@+\

与
#D'@#\

&

从表
#

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该刊的
J33JV

论文比例不高#平均是每年
)D'@!\

#绝大部分的转载论文来

自非来源期刊&从表
D

中的数据也看到#在转载最多的
)*

种期刊中#

J33JV

来源期刊仅有
)

种#占比
@*\

#

另有
)

种
)**"

年才进入
J33JV

#也就是说
)**"

年以后占比
)*\

&说明该刊非常关注从大量的非
J33JV

来

源期刊上选取优秀论文#以保证刊物的学术视野与学术质量&由于
J33JV

来源期刊中艺术方面的期刊只有

@,

种!

)**,

年增至
@+

种"#而且美术学方面的期刊仅有.新美术/

@

种#仅仅参考
J33JV

来源期刊发表的论文

进行学科研究具有相当的局限性&所以.复印报刊资料5造型艺术/对汇集优秀的美术学论文#促进美术学

期刊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表
"

给出了.复印报刊资料5造型艺术/与学科同类期刊
)**D

'

)**,

年的影响因子排序&

表
"'

$复印报刊资料&造型艺术%与学科同类期刊影响因子比较

排序 刊
!

名
影响因子

)**D )**" )**,

平均

$

造型艺术
*'*@*D *'*D#D *'*,+@ *'*#A*

@

新美术
*'*)A) *'*@#* *'*##@ *'*)AA

)

美术研究
*'*)DD *'*@+" *'*)"D *'*)!+

!

中国书法
*'*!@# *'*@+" *'**## *'*@AD

#

书法丛刊
*'*@A+ *'*)A) * *'*@D,

D

美术观察
*'**#! *'**## *'*@*) *'**"!

"

艺术探索
*'*@@@ *'**#* * *'**D*

,

书法
*'**,A * * *'**)"

A

世界美术
* * *'**D* *'**@,

+

美术
* *'**@@ *'**!! *'**@D

@*

美术向导
* *'**!# * *'**@@

!!

表
"

的统计结果显示#.复印报刊资料5造型艺术/的影响因子以
*'*#A*

排名首位#而且远远领先于其

他同类型期刊&表
D

中#有
)

种期刊是
J33JV

来源期刊#即.新美术/).中国书法/#这
)

种期刊的影响因子

也排在该刊后面&值得注意的是#在
)**A

年的
J33JV

来源期刊遴选中#上述
)

种期刊已被剔除出来源期

刊&在这种背景下#愈发凸显了.复印报刊资料5造型艺术/在艺术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三
!

$复印报刊资料&影视艺术%学术影响力分析

.复印报刊资料5影视艺术/主要转载一级学科艺术学下的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两个二级学科的论

文&该刊主要精选中外影视艺术方面的最新理论研究资料#具体内容涉及电影电视的理论研究)影视美学)

影视创作)影视评论)行业发展)导演)表演)史料研究等方面&

表
,

给出了.复印报刊资料5影视艺术/转载的论文和被引数量的统计#表
A

是该刊
)**!G)**,

年转载

论文最多的前
)*

名期刊&

表
,')**!

'

)**,

年$复印报刊资料&影视艺术%转载论文和被引统计

类别

年 份

转载数据及
J33JV

论文比例

转载数量
J33JV

论文数
J33JV

论文比例
被引数量 影响因子

)**! @*D !# !)'!A\ @

@,

江
!

岚
!

.复印报刊资料/艺术学系列期刊学术影响力分析



)**# @#@ !) ))',*\ +

)**D )#@ +@ !,',"\ @# *'*##,

)**" )*A +* #!'),\ )) *'*#+,

)**, @+A @*, D#'*#\ )! *'*#*@

合计
A+! !D# !+'"#\ "+ *'*##A

表
A')**!

'

)**,

年$复印报刊资料&影视艺术%转载论文主要来源刊

序号 刊物名称
转载
数量

是否
J33JV

序号 刊物名称
转载
数量

是否
J33JV

@

电影艺术
+*

$

@@

上海大学学报
@A

)

当代电影
A,

$

@)

中国广播影视
@,

!

电影文学
!" @!

艺术广角
@#

#

电影新作
!* @#

电影
@!

D

中国电视
)+ @D

电影评介
@)

"

艺术评论
)A @"

当代电视
@@

,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

$

@,

读书
@@

$

A

文艺研究
)!

$

@A

电视研究
@*

$

+

世界电影
)) @+

文艺理论与批评
@*

@*

文艺争鸣
@+

$

)*

艺苑
+

!!

根据表
,

的数据可以看出#.复印报刊资料5影视艺术/的转载数量经历了一些起伏&该刊原为
A*

页的

双月刊#

)**D

年改为
+"

页的月刊#因此
)**D

年的转载量比前
)

年成倍增加#而后随着单篇文章篇幅的增

长)月索引量的增多等综合因素的作用#转载量近
)

年略有回落&与之不同的是反映学术影响的被引数量则

是逐年增加的#而另一个反映期刊论文的学术影响的影响因子近几年也一直稳定在
*'*#

'

*'*D

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该刊的
J33JV

论文比例平均为
!+C"#\

#特别是
)**,

年的
J33JV

论文比例达到了

D#C*#\

#说明该刊对来源期刊的论文成果的反映力度大&表
A

也显示出#转载.电影艺术/).当代电影/).北

京电影学院学报/).文艺研究/等几种来源期刊的论文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表
+

是.复印报刊资料5影视艺术/与学科同类期刊
)**D

'

)**,

年的影响因子对比的统计结果&

表
+'

$复印报刊资料&影视艺术%与学科同类期刊影响因子比较

排序 刊
!

名
影响因子

)**D )**" )**,

平均

@

当代电影
*'*"A" *'*+A+ *'*",, *'*,A#

)

电影艺术
*'*A@* *'*"#D *'*"!@ *'*"+D

!

世界电影
*'*"*A *'*#), *'*##+ *'*#+D

$

影视艺术
*'*##, *'*#+, *'*#*@ *'*##A

#

中国电视
*'*)D) *'*D@A *'*D,* *'*##,

D

电视研究
*'**++ *'*)!! *'*D", *'*!**

"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 *'*)+" *'*!A@ *'*)A*

,

当代电视
* *'*)*) *'*@D" *'*@@+

A

中国广播影视
*'***A *'**D) *'*@*+ *'**D"

+

电影新作
* * *'**+# *'**!@

@*

电影
* *'**!@ *'***+ *'**@!

@@

电影文学
*'**)@ * * *'***,

@)

电影评介
* * *'**@* *'***!

!!

表
+

的统计结果显示#.复印报刊资料5影视艺术/的影响因子以
*'*##A

排在第
!

'

#

名之间#前
)

位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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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J33JV

来源期刊#排在其后的.电视研究/).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也是
J33JV

来源期刊#可见该刊在本学

科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四
!

艺术学研究高被引论文分析

我们通过对
)**D

'

)**"

年
J33JV

的论文被引统计#取出了被引
#

次以上的在中国期刊上发表的
!#

篇

论文#然后从中筛选出我们统计范围
)***

'

)**"

年内发表的被引论文#统计结果见表
@*

&表
@*

给出了

)***

年以后在国内发表的艺术学论文在
)**D

'

)**"

年的
J33JV

中被引最多的
@*

篇论文&

表
@*')**D

'

)**"

年艺术学研究高被引论文统计表

排序 被
!

引
!

论
!

文
被引
次数

复印资
料转载

@

萧兴华
'

中国音乐文化文明九千年'''试论河南舞阳贾湖骨笛的发掘及其意义
'

音乐
研究#

)***

+

)

郑中
'

论有限移位调式的对称模式
'

音乐研究#

)**! ,

!

冯小刚
'

我是一个市民导演
'

电影艺术#

)*** "

#

蔡际洲
'

中国传统音乐的生态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
'

中国音乐#

)**! #

D

杜亚雄
'

$旋宫%)$犯调%之我见
'

中国音乐学#

)**! #

"

居其宏
'

新音乐史家之胆)学)识'''对刘靖之两篇文章的八点质疑
'

人民音乐#

)*** #

,

李道新
'

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及前景
'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 #

$

A

孙绍谊
'

叙述的政治(左翼电影与好莱坞的上海想象
'

当代电影#

)**D #

+

许讲真
'

民族声乐
D*

年的辉煌历程
'

中国音乐#

)*** #

$

@*

杨民康
'

论仪式音乐的系统结构及在传统音乐中的核心地位
'

中国音乐学#

)**D #

!!

表
@*

的统计结果显示(艺术学类的论文普遍转引率很低#这也是艺术学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

+

&在全部

@*

篇高被引论文中#$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的论文有
)

篇#

J33JV

收录的论文有
+

篇&单纯从高被引论文数

量上看$复印报刊资料%艺术学系列期刊的学术影响没有
J33JV

收录的期刊广泛#但考虑到两者载文量的不

同#所以按照每千篇所拥有的高被引论文的数量计算#$复印报刊资料%艺术学类期刊仍具有一定优势&例

如#

)***

'

)**"

年$复印报刊资料%艺术学系列
!

种期刊共转载论文
)#@A

篇#按照表
@*

中的数据计算可知#

$复印报刊资料%的艺术学期刊所转载的
@***

篇论文中#就有
*'A!

篇高被引论文&而
J33JV

的艺术学期

刊#

,

年共收录论文
@"@D)

篇#每
@***

篇论文中仅有
*'D"

篇高被引论文&可见$复印报刊资料%的每千篇论

文中拥有的高被引论文数量要高于
J33JV

&

J33JV

主要以被引数量及影响因子为评判标准来选择来源期刊#而$复印报刊资料%艺术学系列期刊的

J33JV

论文比例只有
!)'D,\

#大部分来自非来源期刊#即被转载的众多优秀论文没有被
J33JV

收录#这些

论文正是通过$复印报刊资料%这样的二次文献期刊转载才得以广泛传播&应该说#$复印报刊资料%艺术学

系列期刊对我国艺术学的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当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通过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复印报刊资料/艺术学系列期刊是以论文质量为收录标准#不像目前

许多学术评价体系只关注核心期刊的论文&另外#.复印报刊资料/艺术学系列期刊跨学科的设置#也促进了

艺术学科内的学术交融&引言中提到#.复印报刊资料/艺术学系列期刊中#有超过
"*\

的论文是来自非

J33JV

来源期刊#但依然获得了比较高的影响因子#在同类期刊的排名中均处于前列#这对与转载大量非

J33JV

来源期刊的二次文献来说实属不易#也说明了.复印报刊资料/艺术学期刊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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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芳#邓三鸿#王昊
')**#

'

)**"

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二次文献转载及
I:L

即年下载率分析*

-

+

'

出版科学#

)**A

#

!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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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薇#王汉桥
'

经济学期刊二次文献转载和
I>B

下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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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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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编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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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

讯

凌兴珍著"清末新政与教育转型#出版

清末教育改革和学堂兴起是中外教育界)史学界持续关注的重要课题#清末师范教育亦是中外学界研究

的重要方面#然而既有研究却对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四川师范教育)各类型师范尤其是简易与特别师范大

量存在的事实以及教育转型过程中的新旧杂糅现象等明显关注不够#.清末新政与教育转型'''以清季四川

师范教育为中心的研究/一书力图通过实证研究而对上述方面有所突破#进而为清末师范教育乃至新政史的

研究提供一项实证成果#并为观察清末新政教育改革及其所体现的教育近代转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清末新政与教育转型'''以清季四川师范教育为中心的研究/一书#是四川师范大学社科学报编审凌

兴珍在四川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亦是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四川省

重点建设学科$中国近代史学科%重点研究项目的终期成果#并获得四川师范大学出版基金)四川省重点学科

建设基金资助出版&该书已于
)**A

年
@)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
!,

万多字#由序)绪论)正文)

参考文献)附录几部分构成&正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清末师范教育概论#主要概述中国传统教育与教化之

儒的演化)清末师范教育发展概况及其分期)清末师范教育学制类型#以作为四川师范教育的宏观背景和对

比参照,第二章为清末四川师范教育兴起与发展概况#主要就四川传统教育与教化之儒的演变)清末四川新

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四川官绅对师范教育的认识倡导与规划)清末四川师范教育发展概况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与概述#旨在纵向反映清末四川师范教育兴起与发展历史,第三至六章分别讨论清末四川各类型师范教育#

包括留日师范与日本教习教材引进)传习与简易师范)师范学堂)特别师范四种类型师范的兴起与发展历史)

办学状况及社会影响#目的是横向揭示四川师范教育的丰富内涵以及各层次各类型师范教育的发展情况)办

学环境及其社会影响,第七章为对清末四川师范教育的认识#主要通过清末四川与全国师范教育的对比#揭

示四川师范教育兴起与发展的成就)特点)影响及其教训&

正如谢放教授所言#该书至少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即资料颇为翔实而有特色#具有多维的研究视野#

研究比较细致而深入,$该书更侧重于重建史实的实证研究%&该书出版后已受到学界好评&%魏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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