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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科技期刊成长发展的主要原因及影响

一一中国科技期刊史纲之四

朱 联 营

摘 要 本世纪 年代到 年代中期
,

中国科学技术事业 由近代向现代的过渡和转变 科

技期刊作者
、

编样力全的加强 印利技 术条件的改善子是促使 中国现代科渡期 刊迅迷成长发展的

主要原因
。

与此同时
,

中国现代料技的成长发展又首先对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产生 了积极而深

远的影响 其一 团结 寸科学人才 凝策 了科学力黄 其二 促进 了中国科学教育及研究的勃兴

和工农亚生产技术的大 力发展 其三 促进 了中国现代科学向世界科学的汇流
。

关祖词 现代科技期刊 社会环境 出版面挽 科学教育研究 科学技术力全 科学汇流

科技期刊作为科学技术信息的主要载体和传播

媒介 其生存和发展主要取决于其所处容观社会环

境和其 自身 主观 所能报道的科学技术信息的科

学价值 质量
、

刊物本身的编辑出版面貌和她所

能产生的社会意义 在本世经 年代到 年代中

期 中国社会上正兴起科学化运动的热浪 广大爱

国人士正渴望获得科学知识 发展 自己的科技事

业
。

中国现代科技期刊正是运载了深受时代欢迎的

科技信息 以全新的编辑出版面貌
,

呈现在社会广

大读者面前
,

影响培育了一代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

人才 为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事业莫定了荃础 同

时获得了现代科技期刊自身的飞跃发展
。

现代科技期刊成长发展的主要原因

社会原 因
。

科技期刊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产物 因而它的成长与发展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
。

在本世纪 年代到 年代中期 中国社会发生了

重大的变化 首先是北伐战争取得了胜利 建立了

民国政府
。

随着民国政府的建立
,

出现了官方的科

学教育管理研究机构
。

诸如中央研究院
、

北平研究

院 即是这一时期的产协
。

其次
,

是大学理工科教

育有了长足的发展 社会上及大学校园里群众科技

学术团体纷纷创立 诸如在这一时期北大
、

清华
、

浙大
、

南开
、

中山大学
、

复旦
、

交大等校都设置了

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象数学
、

物理
、

化学
、

地学等

一些科系 同时也出现了中国数学
、

物理
、

化学
、

地理
、

夭文学等全国性学会
。

由于这种社会的发展

变化使得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在这一时期签本上实现

了由近代科学技术向现代科学技术的过渡和转变
。

这种过渡和转变的明显标志是 学习引进西方

近代科学技术不再仅着眼于军事等一些实用技术

而是注重宜传科学思想 介绍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

相结合 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批出国留学人员怀

着一藕爱国热心
,

带着西方近代文明的科学文化思

想和知识回到祖国
。

他们许身祖国的科学文化事

业 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批科学家和提倡普及科

学技术 宜扬科学思想教育的有识之士 经过
“五四 ”

新文化运动的洗礼 人们的思想得到极大

的解放
。

科学思潮对科学文化各界乃至大众产生了

极其深远的积极影响 在一批进步人士的努力下
,

到二十年代末期政府组建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
·

开

始指导或影响全国科学技术研究事宜
。

相应的专业

科学学会或社团相继成立 使一向分散自由作业的

科学技术研究状况得到一些改善
。

不少学者自觉自

愿地联络在一起 形成了一股较过去任何时候都强

大的科学技术研究力量 “ 年代末开始掀起科

学化运动 人们想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的热潮正在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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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和迅速发展
。

在这种科学思想逐步深入人心的形

势下 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开始起步并迅速得到

发展
。

象数学
、

物理
、

化学
、

生物
、

地学
、

地质
、

医学等学科已陆续形成了一批科研力量 产生了一

批质童更高数量更多的研究成果
。

然而 面对科学

技术的这种新变化 原有的科技期刊无论从数量
、

品种
、

层次都已不能满足 日益增长的科研成果急待

发表的需要 由此在新形势下 如何提高原有科技

期刊报道水平 尽快创办适应新形势科技期刊的紧

迫任务就成了广大中国科技工作者和中国现代科技

期刊界的当务之急 这种发展变化和间题的提

出 有力地推动了现代科技期刊的成长发展
。

,

自身原因
。

中国现代科技期刊在这一时

期的成长发展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其自身努

力
。

这一时期科技期刊从编辑组织和力 上得到加

强 各刊办刊思想
、

目的明确 编辑方针措施切合

实际 期刊阵容分为学术性和科普性两支队伍 学

术性期刊 专突出了其学术性和特点 科普性期刊

突 出了宜传普及推广科技知识的普及性特点
。

此

外 学术性期刊不但突出了学术性 而且特别注重

报道了国内科学先驱们的独特研究结果 科普性期

刊拓宽了宜传范围 提高了普及水准 学术期刊与

科普期刊的独立发展和有机配合 不仅适应了研究

层次读者的需要 也满足了学习科技知识读者的藉

要 这种研究与学习的共同发展与互相促进 为中

国现代科技事业的起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羞础 科

技期刊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个自身原因就是随着工业

技术的进步
,

这时的印刷出版条件得到了较大改

善 这一时期出版的期刊荃本上采用了当时先进的

铅印
,

用纸质量也大为提高
。

部分期刊已在刊物中

编入精美的擂图插画 由于印刷条件的改变 刊物

都有了统一的 开本
,

较固定的页码 。页左

右
。

加上刊期缩短 报道的信息容量有了成倍的

增长
。

这是科技期刊创办以来在编辑出版形式上的

一次巨大改革
·

也正是这种改革使得原有的新创科

技期刊适应了科技发展的需要
。

现代科技期刊对中国现代科技的重要影响

团结 了科学技 术人 才 凝 策 了科学技 术力

黄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告诉人们 其发展速

度不仅取决于财力与物力的相当投入 更重要的取

决于科学技术人才力量的强弱 在 年代初 中

国除了有一部分在国内长期坚持科学研究的人才

外 又增加了另一部分了解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专

门人才 这就是当时留学归国的年青科学家们 但

这些在国内外成长起来的人才 除了少数 , 部分组

织在一起外 大部分人才还分散在各地独自进行着

艰难的科学研究
。

要想迅速发展中国的现代科学技

术事业
,

迫切地需要把这些分散的科学力量联络在

一起 形成一股集体的强大的科学技术力量
。

而当

时的中国现代科技期刊正象一条联络的纽带适应了

这一需要
。

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摇篮 是中国政府

的部分科研机构
、

群众性和科学学会 或社团 和

含理工科的高等院校
。

而这些科研机构
、

科学学

会
、

以及含有理工科的大专院校 在 年代中期

后 尚处于初创阶段 其财物及人力急需要发展壮

大
。

如何发展壮大 并着手进行相应的科学教育和

研究 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间题
。

为此 这些

机构
、

学会 积极创办了科技期刊 大专院校创办

了自然科学学报
。

他们利用这些科技期刊跨越时空

的功能发表各自的科学研究成果
。

宜扬科学技术主

张和思想
。

中国科学社通过 《科学 》杂志的发行
、

交流和联络 其社员 由初创时的 人
,

增加到

年的 。。。人
。

并在这一时期增设了有关科学

馆所
‘

在 气二十年代‘ 全国一级及地区一级的主要

科学学会总共成立了 个 到 了三十年代 学会

成立的数盈猛增 总共成立了 个
。 ” 在这一时

期成立的全国性的中国数学
、

物理
、

化学
、

地理等

学会 团结汇聚了中国最高级的科学人才 为中国

现代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积蓄了雄厚的实力
。

促进 了中国科学教育研究的勃兴和工农

业技术的大力发展
。

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或阶

段 科技成果达到了一定的数量与质量
,

自然而然

地形成和产生了其传播媒介一一科技期刊
。

科技期

刊产生的目的 在于记录整理巳有的科技成果
。

传

播并利用这些成果 提高人类的科技研究教育水平

和利用能力 因此 科技期刊的产生
、

成长与发

展 必然地影响科学技术的生长发展
。

二三十年代

中国科技期刊的成长发展推动和促进了中国科学教

育研究的勃兴和工农业生产技术的大力发展
。

中国科技期刊基本上源于官方科研机构
、

群众

性科学学会 或社团 及大专院校 这些部门象科

技人员的学术家庭 而他们所创办的各类科技期

刊 便成为活动的园地
,

在这一块块各具特色的园

地里 作者们畅谈各自的学术观点 发表各自研究

成果 切磋研究方法和技巧 交流了思想 联络了

感情 统一了认识
,

形成了一股科学研究的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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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既学 术性期刊是这 洋 科普期刊也是如此
。

象

著名的 ‘科学 》杂志 注二三十年 代突出其学术性

发表了一批 重要的独立研究成果
,

发现培养了不少

科学 人才
。 ‘

如 华罗庚即是在 心科学 》上发表了 锐苏

家驹之 光数的五次方程解法不能成立的理 由 》的论

文 而 波熊庆来看中提携到清华大学的
。

在二三十

年代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的创办发展 更是鼓舞了大

学理科教育研究人员的科学信念 他们一边从事科

学教育 一边研究科学理论 获得研究成果及时在

学报上发表
。

本校及各校 本学科及其它学科之间

互相交流
、

相互渗透 既广开了研究渠道 又促进

了各自研究教育的深入发展
。

在
“

五四 ”

前后 中

国的大学中开始设置理科 但仅见算学
、

地质
、

矿

产等
。

到 了二三十年 代之交各理工及综合大学不仅

设置了物理
、

化学
、

生物
、

工程
、

建筑等系 有条

件的大学还设置了理工等学院和开始招收研究生
。

如 年清华大学就成立了物理系 年清华

大学第一次招收数学研究生 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招

收数学研究生 在这一时期先后有北京大学
、

清华

大学
、

中山大学
、

浙江大学
、

武汉大学等校都建立

了理学院或工学院
。

一批农学院和医学院也相继成

立 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大学科学教育的深入发

展 在这一时期科普期刊的创办和迅猛发展 更是

配合学术期刊给一向科学气氛比较沉闷的中华大地

上注入 了一股科学新风
。

象中华自然科学社的 《科

学世界 》
、

中国科学社的 《科学画报 》
、

《科学的中

国 》等一批著名科普期刊大力介绍最新的世界科学

知识 积极宣传与人们生产实际与生活密切相关的

技术知识 普遍地受到大众的欢迎和喜爱 部分刊

物的行销范围也打破了当时国统区的界限 寄到了

红色的革命根据地时机关学校
。

促使二三十年代的

中国出现 了一个科学化运动的热潮 人 们学科学

研究科学 发展科学教育 从而使得科学研究和教

育出现 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思 想解放的先声 是生产力

不断提高的先 导和促进 主产关系转变的标志
。

二三

十年代中国现 代科学技术的起步发展和现代科技期

刊对科学技术成果的宣传报道 促进了当时工农业

生产的大力发展
。

如在化工方面 周瑞在 《黄海化

学工业研究报告 》上发表了关于 《电解法制纯铝初

步试验 》论文 这是中国研制的第 份高钝铝 试

验样品 当时利 时这 灿铝制做了中国第一个飞机模

型
。

团在探矿找矿方面 也有相当突出的成就
。

一

批地质矿藏专家写出了既有学术价值 又有指导实

践意义的地质矿产调查报告
。

在这些报告材料的基

础上
,

组织 了矿产开采 发掘 出大量的地 质宝藏

支援了工业生产的大力发展
。

在农业生产方面 农

学杂志介绍了农学专家的大量调查研究结果 人们

利用这些结果于生产实际 在选种
、

育种
、

培育
、

提高产量方面取得可喜的收获 一批高产新品种和

先进的播种技术逐步被人们所接受和采纳
。

在医药

卫生方面 由于医学杂志的积极宣传 西医药技术

逐步被人 们开始广为接受 中医药也有新的发展

人们普遍地开始重视了疾病的御防工作 人民的体

育素质有了相应的提高
。

促进 了中国现代科学向世界科学的汇流
。

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科技期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

创刊或出版了一批重要的高层次的科学研究杂志

而其中的一大部分还是外文版
。

如 《中国化学会会

志 》 《中国物理学报 》
、

《中国数学会学报 》
、

《静

生生物调查所汇报 》等都是外文版广州中山大学的

《自然科学 》 季刊
、

北平研究院的 《动物研究

所中文汇报 》
、

上海交大的 《交大季刊 》
、

中国科学

社的 《科学 》等即是中文版 这些刊物不仅刊载了

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最优秀科学研究成果
,

同时用

西方人惯用的语言符号和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 跨

山越海把她传遍世界各地
,

使世界科学界重新看到

了中华民族的现代科学星光 促使了世界科学界与

中国科学界的广泛接触与交流
。

也使中国科学界获

得了走向世界科学界学习交流的更多机会 大约在

二三十年代之文中国现代科技期刊中的好多期刊已

同国外的科学机构建立了交换关系 如 《科学 》
、

《中国地质学会志 》等
。

这些期刊不仅向世界科学

界介绍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同时也把中国学者

介绍给世界科学界 部分科学家先后 出席了国际科

学会议 为中国现代科学向世界科学汇流 加速中

国现代科学发展的进程开通了渠道
。

注释

〔 〕朱联 营 ‘中 国件技 期刊 第一 次 飞 跃 发 展探析 》

《延安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版 年 第 期
。

」据湖北省科技社田研讨会 筹 编 《中国科技 社

团 索引 》 年 月
。

仁 」王 治 浩 ‘中 国近代化学大事记 》 《中 国科技 史

料 》 年 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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