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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暋容暋提暋要

本书运用区域文化和科技史研究方法,对清末和民国年间科研
机构、学术社团和政府部门主办的 2100余种科技期刊、高校主办的

1400余种文理综合性学术期刊和哲学社会科学期刊,特别是 500余
种高校科技学术期刊进行历史性论述。全书将我国大学期刊文化按
照不同的区域特征,划分为中心城市 (京、沪、宁 )、华北、东北、华东、
中南、西南、西北、港澳台和海外留学生所在地等九大类型,并通过对
基本数据的统计分析、区域高等教育背景和文化背景分析,以及对代
表性期刊的解剖,揭示各区大学期刊的基本面貌。

本书可供高等教育工作者、科技史工作者、科技哲学工作者、文
化研究工作者、期刊编辑出版工作者和相关的管理工作者以及具有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参考阅读,尤其对于大学期刊工作者,不失为借
鉴历史经验和溯源寻根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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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暋一

陈宗兴栙

姚远同志的新作 《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 》现已与广大读者见面,
它凝结了作者多年研究的成果,在将区域研究方法引入中国高等教

育史及高校学术期刊文化史的研究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姚远同志自 80年代初就开始致力于陕西地方科技史的研究,并

相继发表有关区域科技文化,以及中国科技文化中心转移机制等论

著。之后,他结合本职工作开展科技期刊史的研究。1990年 7月 24
日,《光明日报 》等报刊曾以 “西北大学学报编辑姚远发现西大早期

《学丛 》为我国最早学报之一 暠为题,对他前期的研究工作作了报道。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运用区域研究方法和科技史研究方法,将研究

范围扩展到全国大学科技学术期刊,从而形成了这部区域科技文化

研究的力作。
区域科学由区域地理学等学科发展而来,虽形成于欧美,然而中

国亦为其重要源头之一。在世界现存的 11000种中国地方志中,保

存有大量有关建置沿革、山川形势、自然灾害、土地开发、水利设施、
交通、物产、人口、都邑等区域自然环境和区域人文环境的研究资料。
区域科学由美国经济学者瓦尔特·艾萨德 (椬椺楈楐楀楎椛楏椺楎椾)创立于 50
年代。它是一门经济地理、区域规划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

区域性经济问题的理论和计量分析方法等。1954年 12月成立区域

科学协会,不久创办 《区域科学杂志 》,并不断出版协会的论文集等。
艾萨德又于 1958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创办了区域科学系,以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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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尔大学也开办了这种系科。70年代以后,区域科学获得长足发

展,亦使区域研究方法的内容更为丰富,产生了区域成长动力、多目

标的最优化、区域和大都市系统的经济计量模型、环境效果模型和空

间分析技术等新方法。同时,一批新的区域科学期刊随之诞生,诸如

《区域科学学报 》、《环境与规划 》、《国际区域科学评论 》、《区域科学

及城市经济 》等杂志,并且成为传播区域科学的主要工具。这与姚

远在 “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发展的学科特点 暠一章中所揭示的科学家

曻学科曻建制曻期刊的发展规律是大致吻合的。
姚远同志在中国大学期刊文化史研究过程中运用与区域科学有

关的区域研究方法,动态地和系统地考察了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夕

中国高等教育及其科技学术文化的进程。在考察其科技学术文化历

史时,他选取了科技学术期刊这一浓缩了高校学术精髓的典型对象,
并逐区、分校、择刊,对成百所大学和四五百种分布各地的科技学术

期刊作了精细的个例解剖和系统分析。这里所涉及到的研究对象,
是大学科技学术期刊文化,应该属于区域文化中城市文化的一个典

型对象,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文化地理学的特点。这的确是一件难度

不小的艰巨工作,没有一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志气、毅力和探索精

神,恐怕是很难做到的。
在论及某个大学和期刊时,他又注意分析大学与区域文化的关

系、期刊与大学学科建设的关系,以及学科与区域文化的关系。如所

举南通大学依托本地发达的纺织工业和农业,形成以纺织科技和农

学为专业特色的例子,就颇具代表性。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围绕

南通大学是留在上海还是复校南通的争论,颇能显示大学教学与学

术研究同区域文化水乳交融的关系。而且,并未因为融于南通区域

文化而影响南通大学育人的广泛性和开放性,反而却形成了 “延纳

九州,取材万国 暠和 “四方来求学者益踵相接 暠的开放之势。又比如,
在论及西北大学时,认为这所学校根植于西北区域文化的土壤,在将

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始终以光大周秦汉唐文化和创建西北新兴文

化为己任,无论是创设西安,还是南徙汉中,均成为教化民风和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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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的策源地,成为振兴区域经济文化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
西北大学先后创办的三四十种学术期刊,正是反映西北最高学府和

最高学术机关近百年演化过程的一面历史之镜。从这面镜子中获得

的借鉴,不仅是历史的,也有现在的和未来的,即所谓 “知往鉴来 暠。
因此,这些研究结果,虽然是历史性的,但对于如何发扬学术传统、光
大优良校风,使西北大学在新世纪中继续成为促进陕西和西北区域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却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在面临世纪交接之际,世界高等教育不断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我国高等教育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变革,有许多问题值得我

们探讨。 《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 》一书的出版可以给我们以启迪,吸

引更多的同志为此而努力。
高等教育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大学期刊文化的探讨也是无止

境的。作为一本新学科领域探究性的著作,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

不足,我祝愿这本书在中国大学期刊文化研究中能起到先导和铺路

石的作用,不断引出新的成果来。

1997灢04灢08于西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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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暋二

陈浩元栙

今年 3月底的一天晚上,出席研究会三届二次常务理事会的副

理事长、西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副主编姚远同志来到我房间,
送给我一个沉甸甸的纸包,郑重其事地说,这是他写的 《中国大学科

技期刊史 》一书的校样,请我指正,并恳切地邀我为它写篇序言。对

这个突如其来的信息,我颇为惊喜,没想到他的这部 50余万字的大

学期刊史力作完成得这么快。虽然我从来没有为个人的著作写过序

言,但面对小姚的这部大书,不知为什么,我竟然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他的请求。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一种缘分吧。
我与小姚相识不觉已整整 10年。那是在 1987年的初春,全国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界的 100多位同仁聚会于北京颐和园交流工作经

验。在联欢晚会上,主持人以 “他来自大西北———打一青年编辑 暠为
谜语请大家竞猜,同志们竟不约而同地猜到:西北大学的姚远。从这

时候起,我们渐成忘年之交。长期以来,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位

笑颜常开的年轻人对编辑事业的执著,对学问锲而不舍的追求,以及

在中国科技史、科技编辑学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成绩。当初和他在

一起的不少年轻人已离开编辑队伍,他却一直在这块田地里勤奋地

耕耘,已是一位有十七八年编龄的 “老编辑 暠了。据我所知,他为此

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却未曾见他有些许怨言。当看到他的这部

集近 10年心血而完成的新著时,我想我能掂得出其中的分量。我跟

小姚的 “缘分 暠,也正来自对他横溢才华的赞赏,对他奋发向上、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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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精神的钦佩。至于我的这篇所谓 “序 暠,只是说几句真心话,谈

一些阅读 《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 》的体会,引发几点感想,意在为年

轻人的成就、成才鼓与呼一番。
当前的编辑学研究,有两种趋向:一是侧重于构建编辑学框架,

讨论其概念、范畴和学科体系,或引入其他新学科的概念诠释编辑活

动,我们不妨称其为 “框架派 暠;二是从总结古今中外编辑出版积累

下来的生产实践或历史经验出发,逐渐上升为一种源于实践而指导

实践的理论体系,我们不妨称其为 “积累派 暠。其实,任何一门学科

大厦的建立,都不可能凭空而成,而必须夯筑坚实的基础。现代科学

的诞生,就是循着生产曻技术曻科学的顺序在数千年间生成的,直到

19世纪的电力革命时代才逐渐形成了生产炢技术炢科学这种双向

关系。对于编辑学这门生成中的学科来说,对其概念和范畴的讨论

固然必要,但我认为更多地还是应该从编辑生产实践、编辑工程技术

上加以总结研究,先摸清家底,做好个例解剖、人物研究、出版物研

究、重大事件分析和从各个分支的研究做起,以 “不称霸 暠、“缓称学 暠
为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特别看重 《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 》,它称

得上是站在科技期刊编辑立场 “积累派 暠的代表作之一。
从大学科技学术期刊这一角度,总结编辑实践和期刊发展规律

的论著,向来比较薄弱。过去,虽有综合性或侧重于文科的学报发展

史的研究,但专门把全国高校科技学术期刊列为专题,逐区、逐校地

进行个例解剖和全面系统的分析,却未见有人做过,本书显然属于首

次涉足这一领域的较为系统的专著。正因为如此,该课题获得了陕

西省教委专项科学研究基金和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科技编

辑学研究基金的共同资助。为了完成这一艰巨工作,姚远等同志耗

费近 10年时光,耙梳清理了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 2
100余种科技期刊和 1400余种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重点解剖了

500余种高校科技学术期刊。早期的大学科技学术期刊,大多已保

存四五十年以上,不少已有七八十年历史,故多已被列入典藏、珍本

或孤本收藏的范围,其流失、散佚或缺损相当严重,当年的创办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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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已大多不在人世。因此,这无疑是一种难度很大的抢救性工作。
我想这也许是本书先将时间下限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而

将之后的大学期刊发展列为第二步计划的缘由所在吧!
当然,为了廓清我国大学科技期刊及其编辑实践的基本脉络,就

必须对其时代背景特别是对古今中外整个科技期刊、早期中文期刊、
我国大学的其他文理综合性期刊和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有一个全面的

了解,否则所得结论就难免偏颇或缺乏立体感。因此,本书在导论篇

和专论篇对世界上最早期刊的论证、对最早的中文期刊的论证、对大

学其他学术期刊的论述也很有价值。尤其是认为报与刊同源的观

点,还有认为中国期刊的诞生存在两大源流的观点,读来都有使人耳

目一新的感觉。在研究方法上,除主要采用横向的区域研究方法之

外,也运用辩证唯物方法、批判继承方法、史论结合方法,以及鉴别、
对比、校勘、考证、统计等方法,从时代特点、学科特点、科技编辑的产

生、科技期刊编辑文体、编辑出版管理、编辑思想和方法等不同角度

作了纵向分析,从而给人捭阖裕如、纵横自在的一种意境,展示出一

幅中国大学期刊文化的生动画卷。
大学学报和专业期刊历来在整个国家的出版格局中占有重要地

位,被称为科学家的讲坛、科学前进的轨迹、时代风云的图像和科学

工作者辛勤劳动的写照。同样,大学学术期刊也是高等学府最重要

的科学档案和科学发展史册。办好学术期刊,对于促进国内外学术

交流、发现和培养人才,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以及实现高校的科

学管理和养成优良学风都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少大学校

长,诸如蔡元培、唐文治、匡亚明、刘道玉、钱令希等,均很重视办好大

学学术期刊,有的甚至提出:办好一所大学只需抓好两件事,一是教

好学生,二是办好学报。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本书所开拓的研究领

域当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本书已勾勒出中国大学科技学术期刊发展历史的基本轮廓,相

信循此线索,我们不少大学期刊均可寻根问祖,找到自己的原型。当

读到书中 “北京师范大学 暠一节时,我既感到振奋,历史上的北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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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创办过 50多种期刊;也感到汗颜,作为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自
然科学版 )》主编的我,对北师大的办刊历史竟知之甚少,自然谈不

上如何继承、发扬以往好的办刊传统,汲取经验教训了。衷心感谢姚

远等同志,他们为我们现在的大学科技期刊工作者提供了进一步研

究各自期刊史的准确的线索和丰富的素材。诚然,《中国大学科技

期刊史 》还难免有不尽完善之处,也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纰漏和问

题,但如果每家学报都能从研究自己的历史和总结自己的编辑实践

经验做起,那就会使这项工作蔚为大观。有了这样的基础,姚远同志

设想的大学期刊发展史研究的第二步计划,即新中国大学期刊历史

研究的完成,大概不再需要 10年的时间了。我想,这恐怕不仅仅是

我个人的愿望,也正是本书著者以及广大编辑同仁所期待的吧!

1997灢04灢08于北京暋暋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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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暋二

陈浩元

今年 3月底的一天晚上,出席研究会三届二次常务理事会的副

理事长、西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副主编姚远同志来到我房间,
送给我一个沉甸甸的纸包,喜形于色地说,这是他写的 《中国大学期

刊文化 》一书的校样,请我指正,并恳切地邀我为它写篇序言。对这

个突如其来的信息,我惊喜万分,没想到他的这部近 50万字的大学

期刊史力作完成得这么快。虽然我从来没有为个人的著作写过序

言,但面对小姚的这部大书,不知为什么,我竟然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他的请求。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一种缘分吧。
我与小姚相识不觉已整整 10年。那是在 1987年的初春,全国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界的 100多位同仁聚会于北京颐和园交流工作经

验。在联欢晚会上,主持人以 “他来自大西北———打一青年编辑 暠为
谜语请大家竞猜,同志们竟不约而同地猜到:西北大学的姚远。从这

时候起,我们渐成忘年之交。长期以来,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位

笑颜常开的年轻人对编辑事业的执著,对学问的锲而不舍的追求,以
及在中国科技史、科技编辑学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成绩。当初和他

在一起的不少年轻人已离开编辑队伍,他却一直在这块田地里勤奋

地耕耘,已是一位有十七八年编龄的 “老编辑 暠了。据我所知,他为

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却未曾见他有些许怨言。当看到他的这

部集近 10年心血而完成的新著时,我想我能掂得出其中的分量。我

跟小姚的 “缘分 暠,也正来自对他横溢才华的赞赏,对他奋发向上、无

私奉献精神的钦佩。至于我的这篇所谓 “序 暠,只是说几句真心话,
谈一些阅读 《中国大学期刊文化 》的体会,引发几点感想,意在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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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人的成就、成才鼓与呼一番。
当前的编辑学研究,有两种趋向:一是侧重于构建编辑学框架,

讨论其概念、范畴和学科体系,或引入其他新学科的概念诠释编辑活

动,我们不妨称其为 “框架派 暠;二是从总结古今中外编辑出版积累

下来的生产实践或历史经验出发,逐渐上升为一种源于实践而指导

实践的理论体系,我们不妨称其为 “积累派 暠。其实,任何一门学科

大厦的建立,都不可能凭空而成,而必须夯筑坚实的基础。现代科学

的诞生,就是循着生产曻技术曻科学的顺序在数千年间生成的,直到

19世纪的电力革命时代才逐渐形成了生产炢技术炢科学这种双向

关系。对于编辑学这门生成中的学科来说,对其概念和范畴的讨论

固然必要,但我认为更多地还是应该从编辑生产实践、编辑工程技术

上加以总结研究,先摸清家底,做好个例解剖、人物研究、出版物研

究、重大事件分析和从各个分支的研究做起,以 “不称霸 暠、“缓称学 暠
为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特别看重 《中国大学期刊文化 》,它称得

上是站在科技期刊编辑立场 “积累派 暠的代表作之一。
从大学科技学术期刊这一角度,总结编辑实践和期刊发展规律

的论著,向来比较薄弱。过去,虽有综合性或侧重于文科的学报发展

史的研究,但专门把全国高校科技学术期刊列为专题,逐区、逐校地

进行个例解剖和全面系统的分析,却未见有人做过,本书显然属于首

次涉足这一领域的较为系统的专著。正因为如此,该课题获得了陕

西省教委专项科学研究基金和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科技编

辑学研究基金的共同资助。为了完成这一艰巨工作,姚远等同志耗

费近 10年时光,耙梳清理了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 2
100余种科技期刊和 1500余种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重点解剖了

500余种高校科技学术期刊。早期的大学科技学术期刊,大多已保

存四五十年以上,不少已有七八十年历史,故多已被列入典藏、珍本

或孤本收藏的范围,其流失、散佚或缺损相当严重,当年的创办者们

也已大多不在人世。因此,这无疑是一种难度很大的抢救性工作。
我想这也许是本书先将时间下限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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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之后的大学期刊发展列为第二步计划的缘由所在吧!
当然,为了廓清我国大学科技期刊及其编辑实践的基本脉络,就

必须对其时代背景特别是对古今中外整个科技期刊、早期中文期刊、
我国大学的其他文理综合性期刊和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有一个全面的

了解,否则所得结论就难免偏颇或缺乏立体感。因此,本书在导论篇

和专论篇对世界上最早期刊的论证、对最早的中文期刊的论证、对大

学其他学术期刊的论述也很有价值。尤其是认为报与刊同源的观

点,还有认为中国期刊的诞生存在两大源流的观点,读来都有使人耳

目一新的感觉。在研究方法上,除主要采用横向的区域研究方法之

外,也运用辩证唯物方法、批判继承方法、史论结合方法,以及鉴别、
对比、校勘、考证、统计等方法,从时代特点、学科特点、科技编辑的产

生、科技期刊编辑文体、编辑出版管理、编辑思想和方法等不同角度

作了纵向分析,从而给人捭阖裕如、纵横自在的一种意境,展示出一

幅中国大学期刊文化的生动画卷。
大学学报和专业期刊历来在整个国家的出版格局中占有重要地

位,被称为科学家的讲坛、科学前进的轨迹、时代风云的图像和科学

工作者辛勤劳动的写照。同样,大学学术期刊也是高等学府最重要

的科学档案和科学发展史册。办好学术期刊,对于促进国内外学术

交流、发现和培养人才,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以及实现高校的科

学管理和养成优良学风都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少大学校

长,诸如蔡元培、唐文治、匡亚明、刘道玉、钱令希等,均很重视办好大

学学术期刊,有的甚至提出:办好一所大学只需抓好两件事,一是教

好学生,二是办好学报。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本书所开拓的研究领

域当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本书已勾勒出中国大学科技学术期刊文化的基本轮廓,相信循

此线索,我们不少大学期刊均可寻根问祖,找到自己的原型。当读到

书中 “北京师范大学 暠一节时,我既感到振奋,历史上的北师大曾经

创办过 50多种期刊;也感到汗颜,作为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

学版 )》主编的我,对北师大的办刊历史竟知之甚少,自然谈不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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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继承、发扬以往好的办刊传统,汲取经验教训了。衷心感谢姚远等

同志,他们为我们现在的大学科技期刊工作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各

自期刊史的准确的线索和丰富的素材。诚然,《中国大学期刊文化 》
还难免有不尽完善之处,也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纰漏和问题,但如果

每家学报都能从研究自己的历史和总结自己的编辑实践经验做起,
那就会使这项工作蔚为大观。有了这样的基础,姚远同志设想的大

学期刊发展史研究的第二步计划,即新中国大学期刊文化研究的究

成,大概不再需要 10年的时间了。我想,这恐怕不仅仅是我个人的

愿望,也正是本书著者以及广大编辑同仁所期待的吧!

1997灢04灢08于北京暋暋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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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暋暋言

(一 )

《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 》的研究时限,上溯清末,下迄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其上限以清乾隆五十七年 (1792年 )八月唐大

烈创办的 《吴医汇讲 》和嘉庆二十年 (1815年 8月 )马六甲英华书院

创办的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 》为中文期刊的代表;其下限以 1949年

10月 1日兽医学院在国庆日和校庆日出版的 《国立兽医学院校刊 》
纪念专号及院长盛彤笙思想的改造和进化为代表。其间以北京、上
海、南京、广州等地二三十年代创办的大学科技期刊为重点。全书包

括了对 2100余种中国早期科研机构、学术社团和政府部门主办的

科技学术期刊、1400余种中国高等学校主办的文理综合性学术期刊

和哲学社会科学期刊,特别是 500余种高校科技学术期刊的分析论

证。
这一时限包含了 200余年间的中国科技期刊和大学学术期刊。

研究范围主要侧重于大学科技学术期刊,但对大学前身时代书院、学
堂的出版事业特别是期刊事业亦有所追述,并作为大学期刊的萌芽。
为廓清大学科技学术期刊发展的基本脉络,也对中国新闻出版事业、
中国科技期刊事业和大学文理综合性期刊与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有所

论述或有全面的统计,并作为发展背景予以研究或介绍。
这一时限范围中的期刊,时间最久者已保存 200余年以上,最晚

者也已保存近半个世纪。其中有些期刊的创刊号已湮没无闻或难以

寻觅,有些纸质已脆化而不敷翻触,尽管已开始采用缩微胶片复制或

出版早期期刊总篇目等方法延续其保存寿命,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期

刊散佚。比如西北大学于 1913年创办的 《学丛 》,共出版 4期,现在

全国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第一期和在四川省图书馆藏有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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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期,其中第二期已佚。即便是西北大学于 1939年创办的 《西大

学报 》(共出 9期 ),虽距今不过 58年,但却连 1册也未传下来。这

些期刊的创办者们,年龄最轻者也已届古稀,采访口头史料颇为不

易。因此,我们对这一特定时限中大学期刊史的研究,实在是一种抢

救性的工作。

(二 )

大学科技期刊,是指高等学校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所编辑

出版的以自然科学或农、医、工程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定期或不定期的

连续出版物。就我国的国情来说,它历来代表着一种最富创造力的

科技学术文化现象,也是报道新思想、新发明和传播新理论的主要途

径,向称我国科技学术的最高论坛之一。自从本世纪初蔡元培在北

京大学倡导大学既是最高学府又是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以来,大学期

刊便一直在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演进中扮演主角。因此,大学期刊是

我国科学文化百年史的缩影,是国家科学宝库的珍藏,是最重要的科

学文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科技期刊的研究,既是高等教育史研

究的组成部分,也是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新闻学、
出版学和编辑学大厦最基础的工程。

我国大学科技期刊源于 19世纪末 20世纪初新学乍兴旧学犹存

的学堂时代。这时的学堂渐由中等学堂、大学堂,而高等学堂、高等

学校,最终在民国初年演进为较成熟的大学体制。大学科技期刊亦

循此路径,渐由中等学术水平的书院、学堂期刊而逐渐演化为各个区

域文化圈中的最高学术论坛。
大学期刊史研究的肇始晚于期刊诞生约 20余年。1924年出版

的 《清华周刊十周年纪念增刊 》,集中发表了期刊史研究、期刊评论、
编辑体制研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清华周刊 》总编辑梅汝曬
的 《十年来之清华周刊 》一文,应视为我国大学期刊史的开山之作。
其后,这种刊史研究散见于各种大学期刊的发刊词或编后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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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和校长秘书徐宝璜教授,在新闻学的范畴

里,借鉴美国成规,把我国报刊采访、编辑、出版实践和发展历史的研

究视为由实践经验而产生的一门科学,并将其列入高等教育和创办

涉及报刊研究的我国第一个学术团体,同时也创办了以报刊实践和

历史研究为主的学术期刊。
然而,总的来说,我国大学期刊史的研究园地则长期属于不毛之

地。直到 80年代初,李扬明、谢振中、刘万全、许周鹣、宋应离等,开
始对大学学报史进行研究。其中以李扬明在 1983年发表于 《华东师

范大学学报 》的 《中国大学学报史述略 》为始,而宋应离的 《中国大学

学报简史 》可称为集大成之作。但这些研究工作,大多囿于 “学报 暠
或社会科学期刊的范围,对科技学术期刊只是略有提及。另外,也有

个别从某个学科或某个地区的角度研究当代大学科技期刊的著述,
虽称为 “史 暠,但其循史溯源的内容却很薄弱。80年代末以来,中国

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组织了一系列大学科技期刊编辑学的

研究,渐使散兵游勇式的研究活动形成一种有计划的系统工作。大

学科技期刊史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向更广的领域推进。

(三 )

对于历史问题的研究,历来有多种方法。除运用基本的唯物辩

证方法、批判继承方法、史论结合方法、鉴别、校勘、考证、统计方法之

外,我们所取者主要为区域文化研究方法。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民族众多,语系交错,故文

化演进的区域特征极为显著。即使像孔子思想和儒家礼教这样被称

为中国文化精髓的文化,就是在汉族区域,也从未形成贯穿各代、广
被各地的一统天下。这充分表明中国区域文化的多样性。中国的历

代方志等史籍中包含有丰富的区域文化研究资料,特别是明末清初

西方区域文化与东方区域文化两大板块相互碰撞交融的历史过程,
更使中国区域文化现象发生诸多变化。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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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打破了东西文化交融形成的中国期刊文化格局,特别是高等学

校、文化机构、科学研究机构的大迁徙和大分化,更使期刊文化发生

了史无前例地重组和变异。二三十年代形成的京、沪、穗等我国大学

重心地带,随着东、西易位和城、乡易位,使抗战大后方的西南、西北

的高原或山间盆地成为战时高等教育的中心和大学期刊文化的中

心。这给向以巴蜀文化、秦文化著称的中国西南和西北部的区域文

化注入新的生机,加速了其现代化的进程。战时高等学校沿途流离,
辗转各地,或暂居某个区域,都主动将教学和科学研究与地方经济发

展相结合,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区域农业、
地方病治疗、矿产开发、地方工业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不少成就。像清

华大学昆虫学会的师生那样,一路采集标本,一路研究病虫害,一路

举行讲演、交流所得,一路撰写论文和出版昆虫学期刊的事例不胜枚

举。抗战胜利后,不少迁入内地的沿海高等学校演化重组为内地高

等学校,或为地方留下不少高校师资和学术研究人才,成为区域文化

发展的新生力量。这些正是我们从区域文化这个层面切入中国大学

科技期刊史研究的基点。
区域文化研究以人类文化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规律为对象,并

从空间角度与人地关系上探求文化景观的形态与成因、文化源地与

文化传播、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和文化区域的划置、区分和变迁

等。这就是区域文化研究方法的主要内容。笔者由此提出一种区域

科技文化的概念,并从 80年代初开始以关中科技文化为例做了许多

个例解剖,也对区域科技文化的定义、区域科技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

系和中国区域科技文化中心的转移做过系统论述。这些论述将区域

科技文化归结为特殊地理环境中的人所进行的一切有关科学技术的

活动。并且,认为在人类文化的最初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下,地理环

境对人类科技文化的最早萌芽、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奴隶制、
封建制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作为生产资料的地理环境,对科技文

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促进区域科技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个别部门自

然科学体系的建立;在现代,科技日益国际化,民族科学消亡,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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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科学实验几乎可以忽略地理因素,地理环境对科技文化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从高层次上带动和左右其发展方向。比如:海洋科技开

发基于区域海洋生化、海上养殖、海上勘查;原子能科技开发基于区

域环境中铀等核资源;石油、煤炭矿产资源的研究开发,形成油城、煤
城等;科技越是与地方生产部门相结合,就越突出其与区域文化密不

可分的关系。总之,区域环境的作用在于既为科学技术这种关键性

生产力提供发展的物质基础,又形成了多种层次和互不平衡的多样

化区域文化。人在生产斗争的实践中改变地理环境,创造了灿烂的

科技文化,而地理环境的变化又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

步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物质基础。所以,人创造了环境,环境又塑造了

人。高等教育的发展何尝不是如此,建设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大学与

适应地方经济发展改造学科专业和开展科学研究与开发并不矛盾,
也并不意味着越是国际化,就越不具备地方性;相反,一所大学只要

身处某地,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当地区域文化的一分子。同理,大学期

刊作为反映大学教学科研的镜子,哪能不带有区域文化的特征!
基于这些认识,本书将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中期的我国大学期刊

文化按照不同的区域特征,划分为中心城市 (京、沪、宁 )、华北、东
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港澳台和海外留学生所在地等九大类型。
通过对不同区域大学期刊文化发展基本数据的统计分析、区域高等

教育背景和文化背景分析,以及对代表性期刊的解剖,揭示各区大学

期刊文化的基本面貌,鉴别期刊文化的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通过

对不同时代大学期刊文化的比较,探索政治、经济、战争、西方文化和

传统文化对高等教育和大学期刊发展的影响;通过对不同学科大学

期刊与同时代相同学科其他社会机构和团体主办的期刊进行比较,
认识学科生长的规律和期刊产生的机制;通过对区域文化成分的比

较,分析文化传播与各类型区域科技文化的特色和重心所在;通过耙

梳各种期刊索引、馆藏期刊目录、期刊原件和其他文献,清理出科技

期刊、大学文理综合性期刊和大学科技期刊,然后按区域类型、出版

地、创刊先后、主办单位等多次分类整理,以期探求不同规律。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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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每区中代表性大学之期刊文化的典型分析,勾勒出重点大学

带动地方高等教育、左右地方文化、形成分布于东西南北中的若干学

术文化圈,进而构成整个中国大学期刊文化的基本线索。这若干个

学术文化圈必依托若干中心城市,在诸学府中必有一重中之重,以其

中心引力或辐射功能构成特有的区域学术文化。比如:京津之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在华北的地位;沈阳东北大学在东北地区

的地位;上海、南京、济南、杭州之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南
京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在华东地区的地位;武汉、广州、开封之

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河南大学在中南地区的地位;成都、昆明之四川

大学、云南大学在西南地区的地位;西安、兰州之西北大学、兰州大学

在西北地区的地位;留学生所在地中之日本东京;等等。当然,这些

小文化圈也有相互影响的作用,中心的迁移、分化和重组现象也很突

出。
为了避免由于从区域看全局的片面性,本书又专列导论篇、专论

篇与区域篇鼎足而立,以期从古今中外、天南海北的纵横交错之势

中,理出大学科技期刊文化的立体形貌。

(四 )

说到科技期刊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便常常使人想起培根 “读
史使人明智 暠的至理名言。在谈及科学史的功能时,英国剑桥李约

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教授也形象地说过:“科学史研究的作用,就像

汽车驾驶员所用的反光镜一样,一方面正视前方,而另一方面还要通

过反光镜观察后方,才能正确把握方向盘。暠科技期刊是科学技术的

重要载体,故科技期刊史是科学技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其研

究价值与其他史学的研究作用一样,同样能使人明智,给人借鉴。
的确,科学技术虽然把人们的物质生活提高到历代所梦想不到

的水平,在今天的自然界和社会里,到处打上了科学的印记。正像英

国哲学家罗素 (椔楀楎楐楎椺楊椾椧楑楏楏楀楈楈)所说:“说到最后,使我们的时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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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时代有所不同的,就是科学。暠但是,关于科学起源、发展和成

就的故事,却是历史当中人们知道得最少的部分之一,恐怕再也没有

什么对科学史的这种忽视更加不科学的事了。英国学者贾德 (椕.
椗.椡.検楋椺椾)在 《文明与历史 》中说:“我们不知道是谁最先接上折断

的腿骨,是谁最先造出适于航海的船只,是谁最先计算出一年的长

度,又是谁最先给田地施肥,但是,我们对那些杀人者和破坏者却知

之甚详。人们对他们的敬重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在世界上一些大

城市里的所有最高的柱石上,你都会发现一位征服者,或一位将军,
或一位军人的雕像…… 暠

然而,我们循此看科技期刊,看看它的编辑者,又处于何种地位?
英国学者迪克认为:从 17世纪以来,科技学术期刊就是报道新发明

和传播新理论的主要工具,“假设没有定期刊物,现代科学当会以另

一种途径和缓慢得多的速度向前发展,而且科学和技术工作也不会

成为如同现在一样的职业 暠。在西方,期刊编辑被比拟为 “科学侦察

员 暠、“科学守门人 暠、“高明的仲裁人 暠、“公众的导师 暠,亦被美国总

统罗斯福 (椩楄楀楋椾楋楎楀椧楋楋楏楀楒楀楈楐,1858-1919)认为是美国最重要的职

业。尽管如此,西方心理学家麦赫涅 (椡椺楄楋楊楀楖)仍然认为:“依我看,
在科学运动中,最被看轻的人当数期刊编辑了 暠。我们也试问:是谁

想到要创办第一份科技期刊? 是谁发出了第一份征稿的信函? 是谁

接待第一位科学家,并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 是谁首先给编辑戴

上 “无名英雄 暠的桂冠? 尽管我们是做文字工作的,但却像其他真正

推进文明进步的科学家一样,极不善于用文字描写自己盖世绝伦的

创造以及自己光彩夺目的人生,常使自己不名不闻,不见经传,反而

去欣赏出尽历史风头的文学家和军人的传记作品。我们为什么不能

像文学家那样拿起笔来,描绘自己的风采呢?
这些感叹也许不免偏激,但它说明: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有些

科学家说,当打开大型计算机时,看到繁星似的焊点、万千如麻的接

线、茂林般的元件,就仿佛来到宇宙的心脏,就仿佛来到密林深处,仿
佛听到松涛、鹤鸣,简直令人陶醉……,但要是将这些伟大创造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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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传之后人,让更多的人陶醉,就乏力无术了,即使写出来,也多枯

燥晦涩。科技期刊编辑何尝不是如此,这是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
我们由此不也能感触到一些历史的功能么!

要认识现在,必须了解过去,这是历史的又一重要作用。毛泽东

同志在 《改造我们的学习 》一文中早就说过:“不要割断历史。不单

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

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暠现实的问题常常包含似曾相识的历史问

题,历史的问题又常常是现实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因此,认识现在必

须了解过去,创造历史必须研究历史。客观事物的发展永无休止,反
映客观事物发展的过程也永远不会终结。实际上,历史科学是认识

世界的一个环节,也是一种重要方法,因此其作用是无可取代的。
历史的经验,可资借鉴,这是历史的又一重要功能。历代帝王,

之所以设史官,修正史,撰 《资治通鉴 》,就是要 “鉴往知来 暠。历史的

经验是极为宝贵的,无论哪个时代多么能干的人,都不可能事事亲

验,总要学习和借鉴前人已经得到的经验,才能少走弯路,避免重蹈

前辙之误。幻想一切认识亲经实验,都要取自本身的实践,排斥历史

上人们实践活动的意义,都是愚蠢的。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的悲剧往

往会重演,会再现,因而历史的经验就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从构建编辑学的学科体系来说,“追溯历史 暠和 “探索前沿 暠应为

两个重要的支点或方向。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如无这两个支点,将
很难立足。与其忙于构筑学科体系的大厦,倒不如先清理基础,弄清

家底,才不至于你刚刚构成,他又推翻重建,也不至于盲目地无视历

史而自诩首创或妄自菲薄,自惭形秽。何况早期大学期刊不少已散

佚、缺损或毁坏,创办者们又多已作古,如不抢救性地加以研究整理,
恐会造成更多的历史之谜或形成发展序列中的断链、缺环,以致终成

历史性遗憾。因此,我们呼吁期刊编辑同人,都从自己的期刊史研究

做起,也在将要出版的期刊上多记载一些可供后人研究的 “史迹 暠,
以使我们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已经做过、正在进行和将要完成的伟大

事业永世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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