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在报告中看到，《鲁
迅全集》除了获得中国文学、
外国文学、文化学三项论文
引用国内学术著作第一名之
外，还获得了哲学论文引用
国内学术著作第四名，宗教
学论文引用国内学术著作第
八名，历史学论文引用国内
学术著作第三名，以及艺术
学论文引用国内学术著作第
七名，新闻传播学论文引用

国内学术著作第二名。
而清末到民国之初的文

化巨人梁启超，《饮冰室合
集》仅获得历史学论文引用
国内学术著作第一名，文化
学论文引用国内学术著作第
三名和哲学论文引用国内学
术著作第八名。另一位文化
巨人胡适，《胡适文存》仅获
得中国文学论文引用国内学
术著作第五名，文化学论文

引用国内学术著作第七名。
此外，哲学论文引用国

内学术著作第一名为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第二名为冯
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
六名为冯友兰著、涂又光译
的《中国哲学简史》。哲学论
文引用国外学术著作第一名
为孙周兴选编的《海德格尔
选集》，第二名同样为海德格
尔著作《存在与时间》。

鲁迅梁启超冯友兰傲视群雄文化榜

鲁迅在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文化学三项论文引用国内
学术著作中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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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弘）继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
响力报告》《中国人文社会科
学期刊学术影响力报告》之
后，由南京大学特聘教授苏
新宁担任主编的《中国人文
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
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
版，以下简称报告）昨天发

布。《鲁迅全集》不仅名列中
国文学论文引用国内学术著
作第一名，外国文学论文引
用国内学术著作第一名，文
化学论文引用国内学术著作
第一名，还进入其他五个学
科论文引用国内学术著作的
前十名，成为影响力最大的
著作。

报告主编苏新宁称，报
告从策划到数据处理，从撰
写到最终出版，历经了近 10
年时间。课题组从 CSSCI
的论文中抽取出数百万条
被引用的图书数据，并进
行纠错、归并等处理，然后
根据布拉德福定律和 20/80
规律，为各学科拟定了图书

遴选标准，共选取了 3140 种
图书。

苏新宁说，“本书的出
版的意义在于：为我国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更为
有效的参考资源，向学者推
荐阅读学术著作，帮助图书
馆或研究机构补充馆藏。
促进出版社注重学术著作

的出版，促进我国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的繁荣等都有着
极其现实的意义。这也是
一部首次全面评价我国哲
学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
力的大型专著。另外，对
出版社学术影响力的评估
也提供了一个科学客观的
途径。”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发布

《鲁迅全集》横扫八大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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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
学术影响最大

报告还对国内出版社学
术影响力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名列总排行前五位的是人民
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
馆、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在分类排行
中，人民出版社在经济学、政
治学、社会学、新闻学与传播
学均名列第一。

而中华书局在宗教学、历
史、民族学、中国文学、文化学五
类中排名第一，此外，中华书局在
考古学、语言学、艺术学、图书馆
情报与文献学中排名第二，新
闻学与传播学中排名第四，而
法律出版社则获法学第一。

近日发布的《中国人
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
力报告》。

在社会科学的排名中，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乡
土中国，生育制度》获社会学
论文引用国内学术著作第
一名，而民族学论文引用国
内学术著作前三名均为费孝
通的著作：《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费孝通文集》和《乡
土中国，生育制度》。

而管理学论文引用国内
学术著作前三名均为张维迎
著作，分别是《博弈论与信息
经济学》《企业理论与中国企
业改革》《企业的企业家：契

约理论》，而经济学论文引用
国内学术著作也有张维迎的
两本书入选，分别是：第一名
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第六名为《企业理论与中国
企业改革》。

此外，经济学论文引用
国外学术著作第一名科斯等
著、刘守英译的《财产权利与
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
度学派译文集》，政治学论文
引用国外学术著作第一名为
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
华等译的《变化社会中的政

治秩序》；政治学论文引用国
内学术著作第一名为王逸舟
所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
与理论》；法学论文引用国外
学术著作第一名为埃德加·
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的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
方法》；法学论文引用国内
学术著作第一名为王泽鉴
的《民 法 学 说 与 判 例 研
究》；社会学论文引用国外
学术著作第一名为詹姆斯·
S·科尔曼著的《社会理论的
基础》。

费孝通张维迎社科夺魁社科榜

冯友兰三本著作获哲
学论文引用国内著作前十。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
育制度》获社会学论文引用
国内学术著作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