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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对中国初创科技期刊科学文化交流思想的认

识 ,促进新时期期刊科学文化交流思想的创新发展 ,在考察中

国科技期刊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的基础上 ,对其初期编

辑出版思想进行客观分析探讨。认为其科学文化交流思想的

初期形态是 :主要介绍“西学”,兼倡本土科学 ,普及科学技术知

识。这一比较符合当时社会实际的思想 ,为以后科技期刊文化

交流思想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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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刊最早是以纸型印版的形态面世的 ,是传

统纸型印版图书的派生或延伸。它有别于书报等文化

知识传播工具 ,是近代以来文化知识传播交流工具的

新生族。任何生产劳动工具 ,都因为生产劳动的需要

而产生 ,并体现创造者的某种思想意愿。期刊因为文

化知识传播交流的时代需求而出现 ,必然贯穿创办者

的特有文化传播交流思想。

“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知识体系、

价值观念、生存方式等构成的观念形态的复合体。”[1 ]

文化的内容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 ,人们认识自然、了解

社会历史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创新、积累 ,并变得越

来越丰富。“十六七世纪以来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

相对独立的科学文化系统逐渐形成”[1 ] ,并对人类社

会发生着愈来愈深刻的影响。由东方传统文化滋养下

的近代中国不断受到拥有近代先进科学技术文化的西

方列强侵扰的历史现实 ,迫使中国人民深深感受到科

技落后给自己民族带来的痛苦和屈辱。不甘任人宰割

的有识之士便产生了“科学救国”的强烈愿望 ,大声呼

吁传播交流近代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 ,教育和武装国

民 ,自强不息 ,拯救华夏民族。这便是中国科技期刊于

近代晚期出现的主要社会原因 ,也是其文化传播交流

思想滋养生发的土壤。在这样的民族情绪和文化思想

土壤中生发的科技期刊文化传播交流思想深深打上了

历史的烙印和明显的地域色彩。

1 　介绍“西学”的文化交流主张

　　近代中国受人侵略的历史 ,使华夏有识之士产生

了“以夷人之长技制夷”的愿望 ,创办科技期刊 ,广泛介

绍西方近代先进科学技术知识 ,正是实现这种愿望的

一种途经 ,因而介绍“西学”,宣传其科学知识、精神和

方法成为中国初创科技期刊最初萌发的一种文化交流

主张。

1876 年 2 月 ,化学家徐寿在其具体主持集稿和编

辑的《格致汇编》的序中说 :“书名曰汇编 ,乃检泰西书

籍 ,并近事新闻 ,有与格致之学相关者 ,以暮夜之功 ,不

辞劳悴 ,摘要摘译汇集成编 ,便人传观 ,以此门径 ,渐窥

开聪益知。”“汇编”之意 ,欲将西方格致之学 ,广行于中

华 ,令中土之人不无裨益。“或须知某矿物、物件为何

物何用 ,均可寄信下问。如有所知 ,则必于后卷详细复

明 ,不取刻资。”该刊前后出版 7 年共 60 册 ,广泛介绍

了西方科技知识和理论 ,以及新的技术、装备和产品。

1897 年 4 月 ,农学会主办的《农学报》创办初期就

有外国农林业科技知识介绍 ,到后期仍有译篇一栏 ,主

要刊登介绍国外农林状况及技术知识的文章 ,尤以介

绍日本农学著作的最多。

1898 年 3 月 ,以崇尚西学 ,普及西方科学知识为

宗旨的《格致新报》创办人朱开甲在《格致新报缘起》中

说 :“甲午役罢 ,世变益丞 ,天下志士 ,咸思变计 ,学会报

馆 ,林立通衢 ,盖已知习之不足振兴 ,而格致实该治国

本天下之根柢也。然以中国地舆之广 ,齐民之众 ,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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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学堂 ,无论格致之道之得与否 ,即得矣 ,亦安能家喻

户晓 ,速于置邮而传命哉 ,则报尚焉。”该报内容“一曰

理性 ,探道之大原 ,辩理之真伪也。⋯⋯一曰形性 ,分

为四项 :声光气电水热力重诸事 ,隶于物性。金银、木

炭、鸟兽、血肉诸事 ,隶于物理。质点凝动变化分合诸

事 ,隶于化学。药性病状人体骨架诸事 ,隶于医学。”由

此可见 ,介绍“西学”是中国科技期刊从诞生之时起便

体现出的一种文化交流主张。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 ,是自然科学中物理、生物

及医学的革命时期 ,1900 年前后 ,物理化学、地球物

理、地震学等方面的新学科相继诞生 ,数学、化学、地质

学领域研究进入新的阶段。1900 年 ,杜亚泉先生创办

的《亚泉杂志》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这些最新成果。

如介绍了化学元素和原子量 ,钋、镭 2 种放射性元素的

发现和化学性质 ,以及元素周期律等。1903 年创办的

《科学世界》则积极介绍了牛顿级数和挪威数学家阿贝

尔在级数、椭圆积分和椭圆函数理论上的贡献。1910

年创办的《地学杂志》中章鸿钊先生撰文介绍了世界各

国的地质调查事业。1915 年创办的著名《科学》杂志

最早介绍了射影几何等国外基础科学成果。1917 年

创办的《中华药学杂志》也主要介绍西方近代科学和医

药技术。1907 年创办的《理工》宗旨中明确指出 :是将

留学欧美学生的“学堂课程编为杂志”,“以图输入理工

两科知识于内地间”。

自 1876 年由国人徐寿首编科技期刊起到 1919

年 ,中国创办的诸多科技期刊中的所设栏目 ,大多数有

译述 (译林)专栏或专门文章。不少译作都是中国对国

外新学的首次介绍。这种日渐发展的办刊特征 ,明显

体现出一种主要介绍“西学”,传播西方科技文化新知

的文化交流思想。

2 　兼倡本土科学的文化创新意愿

　　“就一个国家来说 ,文化精神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层

结构或思想基础 ,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和精髓 ,聚合着各

种文化的本质属性 ,是一个民族生存、延续、发展的重

要支柱。”[2 ]民族文化精神只有具有了新的科学特质、

民主内涵、创造活力 ,才能成为时代先进科学文化精

神 ,促进民族社会历史的进步与发展。没有民族本土

先进文化的基石 科学文化的不断创新发展 ,难以

形成具有时代精神意义的立邦基础 ,建树强大的国体

和民族形象。中国近代晚期创办科技期刊的有识之士

认识到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 ,因而积极加以介

绍 ,唤起国民学习 ;但同时注意到建立自己本土科学文

化基础的重要性 ,尽管这项建设工程相当艰难 ,他们还

是抱着满腔爱国热情 ,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1903 年创办的《科学世界》连续刊发了虞和钦的

地质科学论文《中国地质之构造》。它分序言、中国之

地貌、地质之发育史 3 节 ,将中国的地貌、地史和地质

构造向读者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文末还附有“地史统

系表”,成为本世纪初研究中国地质构造的重要文献。

1910 年 ,天津创办的《地学杂志》不仅是当时影响较大

的期刊 ,而且是发表国内学者实地考察研究成果较多

的期刊 ,如曾发表了地学家张相文的《大梁访碑记》《论

导淮不宜全淮入江》《长城考》等文 ,章鸿钊的《论杭属

以石灰代肥之隐忧》《矿床浅说》等文和其他一些地理

学者及地质学者的重要文献。1913 年创办的《中国工

程师会会报》发表了中国杰出工程师詹天佑的《京张铁

路工程纪略》,它对中国人自行设计、自款修筑的京张

铁路勘探和修建的种种具体规程细则都做了详细的描

述 ,首次为在复杂环境中修筑铁路提供了经验资料。

地质学家李四光曾在詹天佑诞辰 100 周年集会上称 :

“詹天佑领导修建京张铁路的卓越成就 ,为深受侮辱的

当时中国人民争了一口大气 ,表现了我国人民的伟大

精神和智慧 ,昭示着我国人民伟大的将来。”[3 ]《京张

铁路工程纪略》是詹天佑留给我们今天科技界的伟大

科学技术成果和精神遗产。

1915 年创办的《科学》《中华医学杂志》《观象丛

报》等一批影响中国早期现代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

要科学期刊 ,海纳国内外众多国人学者 ,大量发表了近

现代科技学术界各派学说观点 ,共同探索中国科学技

术事业的发展道路。譬如 :《科学》在创办初期就发表

了中国气象学家竺可桢最早的论文《中国之雨量及风

暴说》,中国化学工业先驱侯德榜的《碳化矽之制造》和

《中国油业之前途》等 ;《中华医学杂志》发表了《猩红热

原因之新发明》《保存古医学之商榷》《外科辩证论》等

文献 ;《观象丛报》发表了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先驱蒋炳

然自编的《实用气象学》一书全文。这些期刊发表国内

学者研究成果的论文虽然为数还不多 ,研究深度也还

不够或很有限 ,但它预示了中国近代科技文化的创新

和向现代科学的转变 ,表现出中国初创科技期刊也注

意到发表国人的研究成果 ,在主要介绍“西学”的同时 ,

兼倡本土科学的文化创新意愿和编辑出版实践的历史

特征。

3 　普及科学技术的文化教育观念

　　20 世纪 30 年代 ,爱因斯坦就指出 :科学影响人类

社会有 2 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大家熟悉的 ,科学直

接并在更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

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 它作用于心

灵 ,尽管草率看起来这种方式好像不大明显 ,但至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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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方式一样锐利。”[3 ]科学技术期刊是社会历史

发展到一定阶段 ,科学技术水平发达到一定程度的必

然产物 ,是物质和精神性内容共存的同一体。对科学

知识、思想和方法而言它是一种运载传输工具 ,对社会

大众而言它又是一种用来便于接纳和吸收科学知识、

思想和方法等精神食粮的有效工具。它可以跨越时空

的阻隔 ,具有能够反复阅读的优势 ,让社会大众享受到

建立在严格条件限制下的正规学校教育以外的那一份

科学文化的滋养 ,并在更加广泛的程度上提高社会大

众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生产劳动技能 ,促进社会历史的

不断进步。中国初创科技期刊尽管为数有限 ,各刊侧

重点不尽相同 ,出版影响范围还不很广 ,但普及科学技

术的文化教育观念业已形成 ,教育作用也得到充分

体现。

1915 年 ,中国新文化运动正蓬勃发展 ,科学和民

主 2 面旗帜被高高举起。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留美

学生创办的著名综合性科学杂志 《科学》,对科学

文化普及教育极其重视 ,它首先采用新的编排方式 ,使

用新式标点符号 ,并用白话文体发表文章 ,开展有关科

学精神、思想、方法的热烈讨论和科学技术知识普及教

育的广泛宣传。如任鸿隽先生的《解惑》指出 :“吾以为

国人应有科学之需求 ⋯⋯凡一切兴作改革 ,无论工商

兵农 ,乃至政治之大 ,日用之细 ,非科学无以经纬之

故。”邹秉文先生的《科学与农业》用国外应用科学改良

动植物种类、防治动植物虫病、制造肥料、改良农具、便

利交通以发展农业的事实 ,充分说明农业非科学不能

振兴。侯德榜先生的《科学与工业》一文 ,从办工业的

原料、资本、人才、器械、管理、销发与科学的关系出发 ,

说明工业与科学密切相联的关系 ,即“无科学不能振兴

工业 ,无工业无以促进科学 ,科学、工业两者辅车相依 ,

莫能脱彼而独立”。

《科学》杂志发表的这些论科学的文章对当时国

民 ,特别是普通社会大众认识科学、学习科学、应用科

学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而《北直农话报》《浙江广

济医报》《观象丛报》《学艺》《水产》《湖北农会报》等一

批五四运动以前创办的科技期刊 ,都十分注重科学技

术知识的普及教育 ,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刊登通俗易懂

的科普文章 ,面向一般读者。正如《北直农话报》宗旨

所指出的 :“用白话把自己所得于心的公之于人”,使老

百姓“知道五谷如何下种 ,树木如何培植 ,牲畜如何养

育 ,肥料如何制造”。《观象丛报》在每一期的报告中都

刊登了当月的《北京气象测候表》和《中国各地气象测

候表》,积极为工农业生产服务。《浙江广济医报》刊登

了《说麻风》《上海之吗啡》《 肺痨之警告》等文章。《学

艺》刊登了《不可思议之原子价》《低温度》《 说煤》《牛

之用途》《胰子之主要成分》《挥发油代用品》《煤与燃

料》等科学常识短文。

五四运动之前 ,除专门注重科普的期刊之外 ,其他

科技期刊也都不同程度地发表了有关的科普文章。这

些中国初创的科技期刊 ,特别是注重科普的期刊宣扬

的普及科学技术的文化教育观念 ,以及发表科普文章

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影响 ,为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

的起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看出 ,从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初期的五四

运动之前 ,中国面世的科学文化传播交流工具的新生

族 科技期刊 ,不仅形成了自身的新生初态 ,而且业

已形成一种带有中国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化交流思想雏

形 ,即主要介绍“西学”,兼倡本土科学 ,普及科学技术

知识的文化教育传播交流思想。这一期刊文化传播交

流思想尽管才刚刚萌发或远不够成熟 ,有好些方面只

是犹如星星之光一般 ,但毕竟闪现出一线光芒 ,为中国

科技期刊文化交流思想的日渐成熟与丰富 ,为中国科

技期刊出版事业的更大发展带来了无限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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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 号 有 哪 些 用 法 ?

　　问 :请问 ,冒号有哪些用法 ?

答 :冒号主要有 2 种用法。

第 1 种是提示下文 :1)用在称呼语后边 ; 2)“说、想、指出、宣布、例

如、如下”等动词后边需要时可以用冒号 ;3) 用在总说性话语的后边 ,引

起下文的分说 ;4)用在需要解释的词语的后边 ,引出解释或说明。这第

1 种用法 ,大家比较熟悉 ,这里不必举例。

第 2 种是总结上文。这种用法见得较少 ,大家比较生疏 ,但掌握了

很有用处———可以加强文意的表达 ,所以我们编辑人员应当熟练掌握。

国家标准举了一个例子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 ,在化学系学习 ;李萍进

了中等技术学校 ,读机械制造专业 ;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 :我们都有

光明的前途。”

这是一个由 4 个分句组成的复句。在冒号处 ,若用逗号 ,就把第 3

个和第 4 个分句加在一起与前 2 个分句并列起来了 ,显然不对 ;若用句

号 ,就把第 4 个分句与前面 3 个分句的意思割裂开来 ,它们的逻辑关系

未予表示清楚———用了冒号 ,就恰到好处。
(同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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