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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和期刊的首次飞跃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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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我国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和期刊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前期这段

特定历史时期
,

数量与品种得到较大幅度增长
,

编料 出版质量与学米水平有 了显著提
’

高
,

在整体上顺利实现 了首次飞跃发展
。

这次飞跃发展
,

促进 了我国大学科学教育研

究的更大发展
,

同时对我国现代科学技米的进步产生 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关键词 大学 , 自然科学学报 自然科学期刊 数量 质量 飞跃发展

我国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的雏形 —文理综合性学报和相应的自然科学期刊
,

早在
“
五四 ”

时期已经出现
。

象《东吴月报 》 年
、

《北京大学月刊 》 年
、

《数理杂志 》北大
,

年
、

《数理化杂志 》北高师
,

年 等即是其当时的代表和象征
。

然而
,

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

限制和次学科学教育内容的局限
,

再加上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
,

在这一时期未能得到应有的较

好发展
。

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和期刊的首次飞跃发展
,

是到了二十年代后期
,

特别是 年北伐

战争胜利之后
,

伴随着大学科学教育内容的增设
,

中国社会现代科学技术事业的起步发展和科

学化运动的兴起而开始进入其发展阶段
,

并在此后的大约十几年时间内获得了创刊以来的首

次飞跃
。

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和期刊的增长与成熟

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和期刊的生存发展
,

必然依赖于大学及相应理工科学系的开设和其教

育研究的深入发展
。

在
“

五四 ”
之前

,

我国大学较少
,

教育内容也以文科为重
,

理工科学系及专业

虽有设置
,

但发展缓慢
。

经过
“

五四 ”

新文化运动的洗礼
,

人们极大地解放了思想
,

大大促进了我

国大学及科学文化教育的发展
。

年
,

我国有大学 所
,

到
“ 五四 ”

后的 年增加到

所
,

再到 年已增加到 所
。

大约到 年前后
,

我国不仅有一批原有大学增设理工科

学系
,

同时还创办了一批注重理工科教育的综合大学和理工科专门院校
。

伴随着这些新型大学

的创办和大学科学教育内容的加强
,

大学里相应的科学学会组织或社团纷纷创立
,

探讨研究科

学的活动逐渐兴起
。

师生们讲科学
、

学科学
、

宣传
、

普及
、

推广
、

应用科学的风气 日益活跃
,

因而

相应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
。

由于科研成果的增多
,

原有的学报和期刊已难满足师生

们开展科研的需要
,

这种现实迫使了原有学报期刊的发展与新型学报和期刊的诞生
。

也从而使

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和期刊
,

这一时期在数量品种上都得到迅速增长和整体上的逐渐成熟
。

, 收稿 日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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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综合学报数量增长与理工科内容的加强

“
五四 ”

时期的学报是以文为主
,

兼登理工科内容
,

而且数量极其有限
。

但到二十年代后期
,

综合大学的学报
,

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增加
,

同时在内容上加重了理工科内容的份量
。

如在

一 年间先后创办的文理综合学报有 《岭南学报 》 年 月
、

《夏门大学学报 》

年 月
、

师大月刊 年 月
、

《湖南大学季刊 》 年
,

原名
“
湖大期刊

”

等

继续出版的有 《清华学报 》等
。

这些学报
,

理工科内容的论文逐渐有所增加
。

其中象《清华学

报 》在 年前出版的大部分卷期中都有相当部分理科教师的研究论文
。

最突出的如 年

月出版的第 卷第 期
,

发表的全部是理工科内容的论文
,

共计有吴有训
,

杨武之
、

高崇熙

等十几位教授的论文 篇
。

自然科学专版学报和有关期刊的创办

二十年代后期
,

国立中央研究院
、

全国科学学会
、

大学理工科学系的建立和科学化运动的

兴起
,

使我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业已起步发展
。

现代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又鼓舞了大学科学教

育研究的更进一步深入发展
。

就在这一时期书些有名大学率先建立了理工学院
,

随之出现了有

关理工科学学会
,

并开展了积极而富有现代科学意义的科学研究活动
,

取得了一些令人注 目的

科学研究成就
。

为适应新形势下开展科学教育与研究的迫切需要
,

当时这些大学及其有识科学

志士适时发起创办了一批自然科学专版学报或有关自然科学期刊
。

大约在 一 年间
,

大学创办的自然科学专版学报较有影响的综合性有 广州中山大学的《自然科学 季刊
,

年
,

沈阳的《东北交通大学校刊 》半年刊
,

年
,

开封的《河南大学理学院季刊 》 年
,

北京大学的《自然科学季刊 》 年
,

南开大学的《理科学报 》 年
,

国立 中央大学一

科 学研究录 不定期
,

年
,

上海的《交大季刊 》 年
,

《 国立 武汉大学理科季刊 》

年
,

清华大学的《理科报告 季刊
, ,

上海的《复旦学报 半年刊 —自然科学版 》

〔 年
,

上海的《沪大科学 半年刊
,

年
,

浙江大学的《科学报告 半年刊
,

年

等
。

医学农林方面有 齐鲁大学的《齐鲁医刊 季刊
, ,

上海东南医学院的《东南医刊 》季

刊
,

年
,

上海医学院的《 国立 上海医学院季刊 》 年
,

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农学杂

志 季刊
,

年
,

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农学 月刊
,

年
,

西北农林专校的《西北农林 》

不定期
,

年 等
。

工科方面有 《 国立 浙江大学 —工学院月刊 》 年
,

复旦大学的
《理工学报 》 年

,

北洋工学院的《北洋理工季刊 》 年
,

北平大学工学院的《工学季

刊 》 年 等等
。

自然科学期刊比较有影响的有 北大的《化学季刊 》 年
,

武大的《武昌

气象月报 》 年
,

重庆大学的《气象月刊 》 年
,

广州中山大学的《生物世界 月刊
,

年
,

北师大的《地理教学 》 年
,

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农讯 半月刊
,

年
,

浙江

大学农学院的《蚕声 》 年
,

月刊
,

金陵大学农学院的《金大农学通讯 季刊
,

年
,

中

央大学农学院的《园艺 月刊
,

年
,

浙江大学的《土木工程 》半年刊
,

年
,

同济大学

的《 国立 同济大学工学会季刊 》 年 风清华大学 —工程学会会刊 半年刊
,

年
,

浙江大学的《电机工程 半年刊
,

年
,

国立 武汉大学土木工程学会会刊 》不定期
,

年
,

《北洋工学院工科研究所研究丛刊 》 年
,

《清华机工月刊 》 年 等等
。

据
《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 》

— 等有关资料初步统计
,

从 — 年我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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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创办的比较重要的自然科学学报和期刊份数依次是
、 、 、 、 、 、 、 、 、

份
。

这种

连年较大幅度增长的势头
,

是 自然科学学报和期刊诞生以来前所未有的
。

学报和期刊的渐趋成熟

“

五四 ”
时期我国曾经创办了部分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和期刊

,

但那时受历史社会条件的限

制
,

内容比较单薄
,

学术性不强
,

而且又都难能坚持长期出刊
,

多数在办了几期或十几期后就停

刊了
。

进入二十年代后期以后
,

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大改观
。

首先
,

由于大学理工科学教育内容

的充实和从事各类科学教育研究的科技人员增加
,

大学的科研成果产出量 日益增多
,

保证了学

报或期刊稿件的源源不断和学报与期刊的长期出版
。

其次
,

伴随大学科学教育研究的加强和现

代科学技术的进步
,

在这一时期学报和期刊的编辑出版格式 日趋规范与统一
。

大部分学报固定

为季刊或半年刊 期刊则多固定为季刊或月刊
。

印刷基本上都采用了先进的铅印技术
,

并实行

了利于现代科学宣传的横排格式
。

不少刊物插进了精美的图画照片
,

规格基本上都是 开本
,

每期百页左右者已不在少数
。

从学报和期刊的整体来看
,

出现了比较整齐的面貌
。

其三
,

这一

时期的学报和期刊突出了学术特性
。

所有学报只刊登论文
,

大部分期刊也主要发表论文
,

部分

普通期刊也以发表讨论与学术研究有关文章为主
。

这种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和期刊的整齐规范
面貌和长期稳定出版秩序

,

充分显示了它走向成熟的新阶段
。

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和期刊的提高与发展

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和期刊作为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成果的反映
,

其生存发展必然依赖于大

学学术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

只有学术研究水平的逐步提高
,

才能促进刊物的自身发展
。

在

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前期
,

我国大学科学教育第一次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

一些具有现代科

学意义的理工科学系或学院逐步建立
,

大部分现代基础学科和部分工矿专业教育研究活动都

已展开
,

部分专业已开始招收研究生
。

如清华大学在 年建立了物理学系
,

又在 年开

始招收数学专业研究生
,

开创了我国大学数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之先河阁
。

由于大学科学教育的

发展和相应科学研究工作的兴起
,

我国学者独立科学成果相继产生
,

这种科学成果的日渐增

多
,

促使了我国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和期刊在这一时期的明显转变
。

其转变的突出之点不仅是数

量品种的增长
,

更重要的是学术水平的显著提高和编辑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
。

学术水平的显著提高

“
五四 ”

时期
,

我国曾创办了少数几份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 文理综合学报 和期刊
,

但那时学

报和期刊在内容上往往少有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报道
,

多载介绍西方重要新科学成就的文章
。

而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前期的学报期刊
,

在很大程度上重视了国内学者独立研究结果的

报到
,

发表了一批令人注 目的我国大学现代科学技术的早期重要文献
,

也使自身自创刊以来一

直所提倡的学术性迅速得到显著提高
,

并在整体上成为中国现代科技期刊队伍中的一支学术

期刊劲旅
。

在此略举几份当时较具代表性的学报和期刊的报道情况
,

以观其学术阵容之一斑
。

《清华学报 》
,

年 月再度复刊后
,

到 年以前一直是文理综合性学报
,

当时发表

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论文虽不是很多
,

但质量较之先前大有提高
。

如该报在 年 月集中

自然科学研究论文出版了一期专辑 第 卷第 期
。

在这期学报上发表了《金卿鱼的孟德尔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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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陈祯
、

《 效应中变线强度与不变线强度之比率 吴有训
、

《燕麦子叶去尖后之

生理的再发作用 李继侗
、

《困酶 而 之制法 》高崇熙
,

马绍援
、

《饥渴与缺少乙种

维他命症之比较 萨本铁
,

李攒文
、

《困基二烷原酸三个二烷 萨本铁
,

马绍援
,

高崇熙
、

《关
于线文面之一定理 》孙

、

《触酵花 研究之趋势及文献之介绍 》吴温珍
、

《关于同余

式的一个定理 杨武之
、

《果糖酸 及其 类 》萨本铁
,

马绍援
、

《中国各

省区面积之初步计算 杨曾威
、

《中国各级地形高度面积之推算 杨曾威
、

《吉敦路线间植物

生态的初步观察 陈封怀
、

《娱蛤之解剖 薛芬
、

《蟾蛛的反常肺 戈定邦 等 篇论文
。

到

年以后
,

清华大学为了更进一步满足广大师生开展科学研究
,

发表科学论文
,

开展学术交

流的需要
,

大约在 年创办了《理科报告 》季刊
,

用英文专载理工两院研究土作论文
。

该报告

分两种出版
,

第一种包括数学
、

物理
、

化学
、

工程四科 第二种包括生物
、

心理二学科
。

该报告到

年 月间第一种已经出版 期
,

第二种已经出版 期阁
。

发表了一批代表当时我国大学

研究水平的论文
。

如该报告曾发表过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教授的《论单原子气体全散射 射

线的强度 》 年
、

《单原子气体对 射线的散射 》 年
、

《关于双原子气体散射 射线

的记录 》 年
、

《关于气体的 射线散射系数的记录 》 年 等重要论文
。

《自然科学 》
,

—
, ,

是广州国立中山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
。

该报内容包括天

文
、

数学
、

物理
、

化学
、

动植物
、

地矿等科
。

主要发表本校教授的独立研究结果
,

达到较高水平
。

如

该报第 卷第 期就刊登了《量子说之端倪 黄哭
、

《三逆点内摆线之切线方程式之特征 何

衍漩
、

《现代战争毒气概论 》陈宗南
、

《△与 式相等电路公式之证明 朱物华
、

《论

周期 张云
、

《桦木科之研究 陈焕铺
、

《 之研究 陈可忠
、

《植物细胞中之糊粉粒 》

林乔年乏
、

《广西植物采集纪略 辛树帜
、

《氯化制纸粕法概要 》康辛元
、

《论广东矿产与制造

工业之关系 李翼纯
、

《我在广州市制革之经验 程华灿
、

《马之进化 斯行健
、

《音理余论 》

黄际遇 等 篇论文
。

此外
,

还刊载化学琐闻 则
,

天文学演讲 篇
,

并附有民国十七年六月

三 日月蚀图解等
。

其中象朱物华等人都是当时或以后我国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有名专家
。

《交大季刊 》 一
,

是上海交通 大学学报
。

该刊一开始即分专号出版
,

先后出

版了工程
、

经济
、

科学
、

管理等专号
,

是一份理工科综合性学术刊物
。

该刊主要内容有 论著
、

编

著
、

译著
、

讲述
、

转载等
。

所发表论文很有份量
。

如创刊的工程号 年 月 就刊登了《美国

麻工之电机工程合作科 胡篙岩
、

《电场 寿俊良
、

《汽轮机开车 王仁东
、

《活动桥梁 》王

兆藩
、

《汽锅之加水及放水问题 钮因楚
、

《多相交流电机之理论 陆慰宗
、

《直流电机中能

率的损耗 王端骤
、

《汽车及飞机之燃料 钱祖恩
、

《钢槽水银整流器 王平洋
、

《参观苏锡

工厂记 王运治 等 篇论文
。

《西北农林 》
,

是西北农林专校于 年 月创刊发行的一份农林科学杂志
。

其 目的任务

发刊词曾指出
“
盖拟欲研究教学诸方面

,

实地探究改进中国农业之新方法
、

新技术
,

并以有效

办法推广于 民间
,

以期复兴中国农业
,

建设 国民经济诸切要工作上
,

贡献一部分力量是也
。

⋯⋯用是纠合同人
,

各供其所知见
,

略加次第集成册
。

虽限于人力财力
,

暂难决定刊期
,

但是后

研究有得
,

自当陆续问世
。 ”闭该杂志始终注重农林

,

积极将本校研究所得汇集成册
,

奉献给广

大读者
。

如 年创刊号上就发表了《复兴中国农业论 》戴家齐
、

《关于造林园艺之我观 戴

季陶
、

《我们需要提倡西北农林建筑 李仪址
、

《本校试验场土壤之初步研究 王子芳
、

《棉

花杂交育种法 翁得齐
、

《本校农场主要作物选种之经过 郭渐速
、

《陕西武功美棉天然杂交

率之研究 刘渊睿
,

陈焕庭
、

《美国甘撤斯大学小麦育种法 沈学年
、

《开发西北中的林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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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倪文新
、

《甘宁青三省林政之概况及其改进之当议 芬次尔
、

《陕西防旱工作中林业之任

务 》齐敬鑫
、

《谓河滩地之性状及其树木之培植 赵云梦
、

《陕西秦岭黄土层与河滩林木之分

布及堪以造林之树种 夏受虞
、

《青峰森林概况 李含章
、

《华山松种子发芽试验 周文光
,

李颧
、

《陕西彬县之梨 吴耕民
,

谭其猛
、

《河南灵宝之枣 吴耕民
,

屠愕
、

《畜牧概言 李林

海
、

《陕西渭河流域灌溉计划书 巴尔格著
,

顾保康译 等 篇论文
。

此外
,

还刊载调查报告

篇
。

由此可以看出
,

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和期刊在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前期
,

既反映了我国

大学现代科学技术教育研究的整体面貌与成就
,

又报道了一批我国大学现代科学技术教育研

究的重要成果
。

这种突破性进展
,

既提高了学报和期刊的学术水平
,

又促进了学报和期刊编辑

出版事业的更大发展
。

学报和期刊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人才
、

情报与物质三大力量的强有力支持
。

科技期刊作为科学

技术的反映
,

它的发展同样有赖于人才
、

情报和物质力量的积极支持
。

只有拥有了一定的科技

编辑人才
,

聚集相当的科技工作者为其源源不断撰稿或提供成果
,

并具备一定的出版物质力

量
,

才能得以源源出版和不断发展
。

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和期刊
,

作为我国现代科技期刊的重要

组成部分
,

在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前期
,

正是获得了这三大方面的积极支持而得到一次飞

跃性发展
。

首先
,

学报和期刊的编撰队伍日益壮大
。

大学历来是高级知识分子汇聚的地方
,

二三十年

代之交前后
,

伴随着全国上下对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深刻认识
,

我国大学先后开设了现代科学内

容的教育
。

现代科学内容教育的设置与进一步加强
,

更是吸引汇集了大批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

各路人才
。

其中留学欧美归国的学生
,

就成为当时我国大学科学教育的年青有为的骨干人才
。

这些科学知识分子
,

懂科学
,

爱科学
,

讲科学
。

为了进一步传播科学
,

发展祖国的现代科学事业
,

积极开展了科学教育研究并参与了编辑出版 自然科学学报和期刊的工作
,

他们对科学研究工

作与编辑出版工作的参与
,

既形成了学报期刊的稳固作者队伍
,

又促进增强了学报期刊的编辑

出版力量
。

如在这一时期
,

各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都组成了由著名学者为编委的编委会
,

大部分

期刊则以相应学校成立的学会为依托
,

部分条件好的学校还设立了专门的编辑部
。

这种各大学

自然科学编撰力量的形成与增强
,

以及各大学间的相互影响
,

共同促进
,

从整体上促使了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和期刊编撰力量的日益壮大
,

保证了这一时期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和期刊的源源

不断出版
,

同时也为今后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其次
,

学报和期刊的影响范围迅速扩大
。

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和期刊是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成

果的集中反映
,

它的创办目的在于记录整理广大师生的科学研究成果
,

广泛开展学术交流
,

积

极传播科学技术
,

共同提高大学现代科学教育研究水平
,

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
。

在二

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前期
,

我国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和期刊的迅速增长与显著提高
,

不仅有力

地促进了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水平的显著提高
,

同时对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

广泛的影响
。

就在这一时期
,

我国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和期刊的出版
,

已由过去的北京
、

上海等少

数城市少数大学而发展到全国大多数省会城市的多数大学
。

涉及学科范围包含了基础压蟒仑学

科与应用科学的众多领域
。

部分著名综合大学的自然科学学报创办伊始就用英文出版
,

其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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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更是超越了国际界线
。

象清华大学的《理科报告 》即是如此
。

学报和期刊的这些发展变化
,

既对我国现代基础科学理论的发展与工农业生产
、

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
,

又对我国现代科学技术与世界科学技术的广泛交流与接触提供了必要条件
,

促使了中国科学

向世界科学的汇流
。

如医学院校学报或期刊的出版发行
,

不仅促进了我国医药卫生科学的进

展
,

同时为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带来了福音
。

而工程农林等学报或期刊的出版发行
,

既促进了

工程技术与农林科学的进展
,

又积极指导了工农业生产实践
,

帮助提高了工农业生产能力
。

著

名学报期刊的国际界交流
,

更是把我国科学研究成果与科学工作者推向世界
,

使我国大学科学

技术成果和学报期刊本身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重要影响
。

如 年
,

我国清华大学熊庆来

教授等人前往苏黎世参加了第九届国际数学会议
,

这是我国第一次参加国际数学会议
。

阁可以

说学报和期刊的这种发展变化
,

是创办以来前所未有的
,

是一次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大迈

步
。

综前所述可以看出
,

我国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和期刊在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前期这段

特定的历史时期
,

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大幅度增长
,

同时在质量上有了显著的提高
,

报道的科学

研究成果也有了成倍的增长
,

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

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

基本顺利实现了我国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和期刊创刊以来的首次飞跃发展
,

成为我国科技期刊

发展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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