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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科技期刊的恢复与相应发展
Ξ

——中国科技期刊史纲之六

朱联营　郭新年
(　延安大学, 陕西延安, 716000　)

摘　要　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之后, 随着科学机关团体学会的回迁复原, 过去创办而

战时断断续续出版或停刊的很多科技期刊开始恢复正常出版。同时创办了部分新的

科技期刊, 使中国现代科技期刊编辑出版事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与相

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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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9 月, 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全面胜利, 经过战争磨难的广大人民群众, 在饱尝了

民族科技文化落后, 国力贫弱处处被动挨打受人欺负的巨大痛苦之后, 极其渴望在尽快重建家

园的同时, 重视发展本民族的科技文化教育事业。广大科技文化教育工作者更是有感于责任之

重大, 积极投身于科技文化建设之中。科技期刊作为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更是受到极大关

注, 随着机关学校的逐步回迁复原, 现代科技期刊编辑出版事业也开始恢复战时的创伤, 进入

重建的新阶段。

1　现代科技期刊编辑出版事业的恢复

抗战前夕, 中国现代科技期刊编辑出版事业发展到一个鼎盛时期, 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创刊

了全国性的高质量的学术性期刊、部分著名大学学报和众多的科普期刊, 组建了一支颇具实力

的编辑出版队伍, 形成了中国现代科技期刊前所未有的新格局。然而这一新格局创立的时间还

很短, 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便因战争而停顿下来。所以战后, 中国现代科技期刊工作面临一项

重要任务就是恢复战前创办的重要刊物的正常编辑出版和相应的提高发展。为此, 众多科技社

团学会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编辑先驱们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积极的贡献。

中国科学社战后迁回上海。著名《科学》杂志从 1945 年第 28 卷 2 期交上海科学公司印行

起迁上海出版发行。1945 年临时出双月刊, 到 1946 年起恢复月刊正常出版, 到 1949 年已经出

版至第 32 卷。该杂志在抗战后到全国解放时的几年时间里, 积极报道了我国科技工作者的研

究成果和介绍了有关最新现代科技知识。更有意义的是该杂志为庆祝中国科学社成立三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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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专门征集了一批总结中国三十年来各门学科科学进展的名家论文, 从 1945 年第 5 期起陆

续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计有: 吴承洛的《三十年中国化学之进展》, 黄汲清的《三十年来中国地

质学》, 李晓舫的《三十年来天文学之进步》, 张肇骞的《中国三十年来之植物学》, 洪式闾的《三

十年来中国人体寄生虫之鸟瞰》, 陈遵女为的《三十年来之中国天文工作》, 杨钟健的《三十年来

之中国古生物学》, 茅以升的《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 涂长望的《三十年来长期天气预报之进

步》, 任美锷的《最近三十年来中国地理学之进步》, 魏景超的《三十年来中国之真菌学》, 李善邦

的《三十年来我国地震研究》, 卢于道的《三十年来国内的解剖学》, 伍献文的《三十年之中国鱼

类学》, 吴襄的《三十年来国内生理学者之贡献》, 张昌绍的《三十年来中药之科学研究》, 朱洗的

《三十年来中国的实验生理学》, 严镜清的《最近三十年我国之公共卫生》, 周培源、王竹溪的《中

国近三十年来之理论物理》, 倪尚达的《中国三十年来的无线电》等。这些论文对中国过去三十

年的科学事业作了回顾总结, 对今后的发展提出了看法和期望。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中国现代

科学技术发展事业的一次历史性总结, 为解放后中国新科技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舆论先

导作用。此外, 中国科学社的著名刊物——《科学画报》也在抗战胜利后很快恢复了正常出版,

设置了“新物理”、“新化学”、“新医学”、“新仪器”、“新发明”、“新机械”、“新航工”、“新工艺”、

“世界工程”、“科学农场”、“名人传记”等栏目。为广大青少年学生认识科学技术, 学习科学知识起

到了引导作用; 为工农大众学习利用科学技术知识, 帮助解决生产实际难题起到教育指导作用。

中华自然科学社总社战后迁回南京。《科学世界》移到上海编辑, 并恢复月刊出版发行。该

刊为祖国尽快恢复战争创伤, 先后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科学专号。中华化学工业会抗战胜利后,

1945 年 11 月在上海召开临时大会, 12 月选举产生了新的理事会, 决定将总会迁回上海。1946

年会刊《化学工业》第 18 卷第 1、2 期合刊出版。1947——1949 年又按期出版了第 19——21

卷, 共 3 卷 12 期。中国化学工程学会战后迁回天津。1948 年, 在天津将《化学工程》(季刊)第 15

卷 4 期恢复出版。1949 年又出了第 16 卷 4 期。1950 年, 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刊《化学工业》与中

国化学工程学会会刊《化学工程》合刊, 改名为《化学工业与工程》继续出版。中国生理学会主办

的《中国生理学杂志》, 战后由张锡君回协和医学院努力恢复, 1948 年出版 1 期, 1949 年出版 2

期, 3 期, 估计总共发表论文 30 多篇。静生生物调查所主办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也在 1948

年又出版了新 1 卷第 2 期, 1949 年出版了新 1 卷第 3 期。

中国化学会抗战后迁回南京。《中国化学会会志》也随会迁至南京出版。从 1946 年到 1949

年 5 月会志出版了第 13——16 卷, 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在此期间, 学会还将 15 年来之会志

重新付印。中国物理学会主办的《中国物理学报》战后从 6 卷 2 期起由成都移至北平印刷出版。

到 1948 年时巳出至第 7 卷 3 期。中央研究院战后由成都迁回南京,《科学记录》等刊也迁回南

京出版。《科学记录》一直出至 1948 年。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的《从刊》于 1947——1948 年

续出了 2 卷;《中文汇刊》则在 1949 年续出了 1 号。

上海科学大众社出版的《科学大众》, 1946 年 10 月恢复月刊出版。该刊在王天一先生主持

下, 办刊形式灵活多样, 内容丰富多彩, 涉及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工业、农业、卫

生等。既设固定栏目, 也适时出版有关专辑。恢复出版后, 每期约 70 页左右, 发文 20 篇左右。

到 1949 年 10 月已出版至 6 卷 3 期。《科学大众》当时作为一份很有影响的科普刊物对科技知

识的普及教育起到重要的作用。

除了上述主要学会社团主办的刊物战后迁回原地恢复正常出版外, 还尚有很多科技刊物

也曾恢复出版, 只是年代久远, 一时难以调查。象一些大学, 由于校本部的回迁和教学科研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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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恢复, 战前及期中出版的学报和刊物也有恢复出版。如清华大学的《工程学报》(半年刊,

1945——1950)、《地学专刊》(不定期, 1943——1947) 和《地学集刊》(季刊, 1943——1948) 等,

浙江大学的《化工通讯》(季刊, 1935——1951)、《电工通讯》(年刊, 1939——1948)、《土木通讯》

(不定期, 1939——1949) 等,《福州大学自然科学研究所研究汇报》(不定期, 1945——1952) 等

都在抗战胜利后得到恢复出版。

2　现代科技期刊编辑出版事业的相应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由于广大科技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努力, 全国性科学学会 (社团)和高等

院校工作的恢复与相应发展, 不仅使过去编辑出版发行的一些科技期刊得到恢复, 同时在一些

相关学会或高校也创办了一些新的科技期刊, 使现代科技期刊在这一时期得到一些相应发展。

上海中华化学工业会于 1946 年 5 月创刊《化学世界》(半月刊) , 任命曹梁厦先生担任主

编。该刊当年出版第 1 卷 16 期。1947 年起改为月刊发行, 从 1947——1949 年按期出版了第

2——4 卷共 36 期。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T he Chan iese Geophysica l Sooety) , 1947 年 8 月正式

成立, 陈宗器先生荣任理事长。该会“为在国内谋学术研究工作取得密切之联系并在国外与专

门学会互通声气及交换刊物起见, 刊行中国地球物理学报一种”[1 ]。学会专门成立了由翁文波、

方俊、李善邦、赵九章、陈宗器、傅承仪、雇功叙、谢家泽等组成的学报委员会, 由翁文波任主任。

在同仁们的艰苦努力下, 学报于 1948 年正式创刊, 为半年刊。依照国际惯例, 用英、法、德三国

文字任何一种发表论文。从 1948 年创刊到 1955 年停刊, 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科研论文。台湾省

工业研究所于 1947 年 1 月创刊了《工业研究月刊》。其出版原因是:“工业的研究, 必须与工业

建设相配合, 才能发挥出伟大的力量。本省工业研究所自接收以来, 为期巳逾一载, 赖我同仁兢

兢业业, 本临渊履薄之精神; 在长官贤明督责之下, 听夕惕励, 工作巳有进展; 又蒙社会贤达, 时

赐过誉奖掖; 惶愧之余, 益自奋勉; 兹为与各界采取更密切之联系起见, 乃出版期刊, 作为经常

之报道, 亦所以就正于专家也”。[2 ]该刊为 16 开本铅印, 设论著、研究专报、调查报告、技术论坛、

译文介绍、科学珍闻等栏目, 发表了一批工业科技文献, 为战后工业研究与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当时著名的《大众医学》和《大众农业》都是 1948 年在《科学大众》的基础上创办的通俗医

药和农业月刊。《大众医学》的任务在于普及医药常识, 改进民族健康;《大众农业》的任务在于

发扬农业科学, 促进农村复兴。为了完成各自的任务, 刊物编辑人员做了大量艰苦而卓有成效

的工作。发表了一大批医药卫生和农业科技知识文章。《大众医学》还曾适时出版过“儿童专

号”和“妇女卫生专号”。为普遍提高民族科技文化素质做出了贡献。

国立西北农学院在抗战胜利之后, 不仅恢复了《西北农林》的正常出版, 还新创办了《西北

农报》、《中国昆虫学杂志》等刊物。《西北农报》1946 年 9 月 15 日创刊, 月刊, 16 开本, 每期约六

七十页。由西北农学院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发行。该刊创办初的主要栏目有: 论著、研究、

调查、译述等。发刊辞中指出:“编辑出版方面, 自二十五年起, 曾发行‘西北农林’一种, 专载具

有研究性之学术论文, 其合于学术化及通俗化之期刊, 尚付缺如。现为适应社会之需要, 特创办

《西北农报》, 逐月发行。”“我国农业刊物, 为数甚少, 西北方面, 尤为缺乏, 本报发行之旨趣, 即

在弥补此项缺陷。倘能因本报之发行, 而引起农业机关农业学校以及社会显达之注意, 此类刊

物, 风起云涌, 则尤为本报衷心所求, 此其一。我国农业技术落伍, 农民生活贫苦, 其主要原因,

即在新科学研究试验与实际农业经营脱节。本报之发刊, 在使本院研究教学诸方面所获得之新

技术与新方法, 以有效方法推广于农民, 并对西北之农业, 作更深切之了解, 俾教学研究更能超

—38—第 3 期　中国现代科技期刊的恢复与相应发展——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简史之六　　　



乎实际, 此其二。”“本报一方面尽量介绍国外最新农业研究之成就, 以供吾国农民之采用, 一方

面极力搜求我国固有之农 (事) 经验, 藉作改进研究之根本, 期以自身为桥梁, 使新科学与旧经

验得以密切联系。”“西北地处边陲, 国人向多漠视, 农业改进工作, 亦较落后。实际西北幅员辽

阔, 特产丰富, 倘能改进利用, 不特农产可望增加, 对于工业建设, 亦可多所助益。故本报企望对

于西北农业改进与农村复兴, 多抒言论, 藉引起国人之重视, 共同为大西北之开发与建设, 携

手努力。”[3 ]为了办好该刊, 学院组成了由王绶、王云章、白榕森、余立基、沙玉清、周尧、孙耀华、

章文才、郭敏学、程宇启、路葆清、甄瑞麟、熊伯蘅、潘泳珂、谌克终等为委员的编辑出版委员会,

由熊伯蘅任主席, 王绶任书记。在编辑出版者的艰苦努力和辛勤劳作下,《西北农报》连续刊

行到 1948 年 12 月, 出版至第 3 卷第 1 期, 前后共出版了 13 期, 发表有关农业科学技术文章

102 篇, 约 100 万字。[4 ]

《中国昆虫学杂志》(创刊名《昆虫与艺术》) , 1946 年创刊, 双月刊。由国立西北农学院著名

昆虫分类学教授周尧先生独资创办的“天则昆虫研究所”编辑出版。该杂志为普通昆虫学及经

济昆虫学之杂志, 用中文刊登昆虫学研究报告、名著翻译、书报评介、学者评传等, 附西文摘要

并精美插图。该刊为 16 开本, 每期约 16 页。原计划每年出 1 卷 6 期, 但实际上由于战争等原

因, 第 1 卷延迟一年后才出版全, 所以第 2 卷已延至 1948 年。1949 年出版了第 3 卷。先后发表

了一批有关昆虫学研究报告文献。此外,“天则昆虫研究所”在当时还编辑出版了《中国之昆

虫》和《昆虫通讯》两种刊物。《中国之昆虫》1946 年创刊, 不定期, 16 开本, 第 1 卷 (期) 92 页。为

昆虫形态学与分类学之专门杂志, 用英、法、德、意、腊丁五种语言发表论文, 并附中文摘要。实

际上解放前只出了 1 期。《昆虫通讯》是《昆虫与艺术》的副刊, 至解放时只出版了 2 期。

除此而外, 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还创办了很多种科技期刊。如清华大学的《科学报告》

(1946——1948) , 上海交大的《交大造船》(年刊, 1947——1948) , 上海中华医史学会的《医史杂

志》(季刊, 1947——1952) , 南京水利工程总局的《长江水利季刊》(1947——1948) , 长春东北科

学技术学会的《东北科学》(月刊, 1946—— 1947) , 台湾科学振光会的《台湾科学》(季刊,

1947——1949) ,《中国土壤学会会志》(半年刊, 1948、10——1950、12) , 台湾省土木建筑工会联

合会的《台湾营造界》(月刊, 1947—— 1949) 等等。据《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

1949) 大概统计, 从 1946 年到 1949 年全国逐年新创刊的科技期刊大约分别为: 141、219、107、

23 种。加上恢复出版的期刊, 从总体上看比战时已有了相应的发展。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全国解放的几年时间里, 中国现代科技期刊编辑出版事业虽经广大科

技文化教育工作者, 特别是科技编辑先驱的艰辛努力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与相应发展, 但终因国

民党反动派挑起战争等原因所致, 始终未能得到其应有的发展。就规模数量而言连抗战前水平

都不及, 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然而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在 1949 年开

始当家作主, 为中国现代科技期刊的新生转变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技术基础和优越的社会主义

建设环境, 使中国科技期刊顺利开始迈向当代建设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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