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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适合“普遍有效性”原则 ;但截至目前为止 ,不要说

网络出版 ,就是因特网上全球性的网络规范也没有形

成 ,有的也只是地区性的 ,或一些组织制定的一些协会

性、行业性的网络规范。如“美国全国性的组织 计

算机协会 ,它希望它的成员支持下列一般伦理道德和

职业规范 : ①为社会和人类作出贡献 ; ②避免伤害他

人 ; ③要诚实可靠 ; ④要公正并且不采取歧视性行为 ;

⑤尊重包括版权和专利权在内的财产权 ; ⑥尊重知识

产权 ; ⑦尊重他人的隐私 ; ⑧保守秘密。”[2 ]

3)建立网络出版的伦理道德原则。道德原则规定

了道德规范的内容和实质 ;道德规范是道德原则的具

体体现 :因此 ,网络出版的伦理道德原则是网络出版规

范的集中概括 ,而网络出版规范是伦理道德原则的

体现。

网络出版教育、网络出版规范随着不同的社会发

展阶段和网络出版的具体不同可以有不同的要求 ,但

对整个社会而言 ,具体出版行为的“道德”和“非道德”

标准集中反映为符合不符合网络出版的伦理道德原

则。伦理道德原则是一个总体要求 ,它可以不涉及具

体的网络出版行为 ,但它是整个网络出版道德关系的

根本指针。那么 ,网络出版的伦理道德原则有哪些呢 ?

在我们看来至少应包括以下一些原则 : ①遵纪守法 ,有

利社会。一切网络出版行为必须服从社会整体利益 ,

网络出版者的行为不得有害于社会。②平等公正。为

了使网络出版者之间的交往关系正常化 ,合理利用网

络资源 ,每个网络出版者都必须平等相处 ,公平相待 ,

彼此尊重 ,承担责任 ,履行义务。③自由自律。自由是

网络出版之魂。作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工具的网络的存

在和发展 ,就是为了把人类从传统的出版运作模式中

解放出来 ,获得更大的展示和发展各种能力的空间。

当然 ,我们要正确理解“自由”的涵义 ,它不是放任 ,更

不允许乱扔“垃圾”。④以诚相待 ,互利互惠。每个网

络出版者必须认识到自己既是网络信息资源的使用者

和享用者 ,也是网络信息资源的生产者和提供者 ,当他

在享用权利的同时 ,也在承担责任。

网络出版的伦理道德是人们自由、平等、守信、公

正、公平获取信息、运用信息、传播信息的保证。这些

伦理道德原则并不要求网络出版参与者是具有高尚道

德的人 ,只要求他们遵守起码的社会公德 ,只是一个约

束而已。伦理道德是自律的 ,法律是他律的 ,两者具有

很强的互补性。我们呼吁 ,在建设网络出版法律法规

时 ,不要也不能忽视网络出版的伦理道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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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观和办刊始末

　　《亚泉杂志》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八日 (1900

年 11 月 29 日)创刊于上海。杜亚泉任主编 ,上海北京

路商务印书馆印刷 ,亚泉学馆发行。创刊号有杜亚泉

的《亚泉杂志序》。该刊每月上下弦 (初八日和二十三

日) 各出一期 ,铅印 ,竖排线装本 ,25 开 ,单色花边封

面。每册正文 16 页。自第 5 期起改为月刊。出至光

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1901 年 6 月 9 日) 停刊 ,共

出 10 期。推测其停刊的原因 :一是“杂志中字式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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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另铸铜模 ,甚为费时 ,所以不免延误发行之期日”;二

是“本馆发行杂志 ,定价既廉 ,工料之外 ,所赚无几 ,加

以馆用有绌无盈 ,况销行甚滞 ,所耗殊多 ,今又以三分

定价之一作邮费 ,则是并工料而不敷矣”[1 ] 。该刊 1 至

10 期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

其创刊号的《亚泉杂志序》突出地表明了办刊者的

科学态度、科学立场和办刊目的。其中 ,杜亚泉浓墨重

彩地论述了政治 (泛指人类社会生活、社会进步) 与艺

术 (指工艺技术或实业、科学技术) 的关系 ,提出“自其

内部言之 ,则政治之发达 ,全根于理想 ,而理想之真际 ,

非艺术不能发现 ;自其外部观之 ,则艺术者固握政治之

枢纽矣”。他进而形象地指出 :“人身必以手、足、耳、

目、口、鼻 ,组合而成 ,脑髓只须一个 ; ⋯⋯水手要多 ,船

长只须一人 ,则存活我社会中多数之生命者 ,必在农商

工业之界”,“⋯⋯二十世纪者 ,工艺时代”。他把人的

头脑喻为政治 ,而将手、足等喻为科学技术 ,又将船长

喻为政治 ,把水手喻为科学技术 ,并预言 20 世纪为科

学技术的时代 ,认为欲图祖国富强 ,就须发展科学技

术。所以 ,“亚泉学馆揭载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

学 ,其目的盖如此”[2 ] 。

《亚泉杂志》的创办者杜亚泉 (1873 —1933) ,原名

炜孙 ,字秋帆 ,笔名伧父、高劳等。1900 年秋 ,他在上

海创办亚泉学馆时始有“亚泉”别号。他曾对蔡元培解

释说 :“亚泉者 ,氩线之省写 ;氩为空气中最冷淡之原

素 ,线则在几何学上为无面无体之形式 ;我以此自名 ,

表示我为冷淡而不体面之人而已。”[3 ]这虽系自谦 ,然

却表明杜氏对化学的钟爱 ,这恐怕也正是《亚泉杂志》

侧重于化学 ,甚至将“氩线”二字以篆体书于《亚泉杂

志》创刊号封面的原因所在。

2 　化学内容及其意义

　　《亚泉杂志》第 1 至 10 期共载文章 39 篇 ,而化学

即占 23 篇 ,还设有“化学问题”专栏 ,有人甚至由此认

为 ,“《亚泉杂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中国第一部

化学期刊”[4 ] 。这些化学文章有 :第 1 期的《化学原质

新表》和《钙之制法及质性》;第 1、3 期连载的《质点

论》;第 2 期的《食物标准及食物化分表》、《配合各色玻

璃材料方》和《显影药水方》;第 3 期有《橡皮及格搭伯

查之代用品》和《化学奇观》;第 3、4 期连载有《昨年化

学界》和《化学理论》;第 4 期有《显影新方》,第 4 至 10

期连载有《定性分析》;第 6 期有《化学周期律》;第 7 期

有《述钅司钅瓦钅日之性情》和《铍即钅谷考》;第 8 期有《论氩及

歇亻留谟》(即氦 ,helium) ;第 9 期有《论物质之溶和》和

《自来火工艺》。另外 ,在“化学题答问”栏目中还解答

了不少读者提出的问题。

其中连载 7 期的《定性分析》一文 ,由杜亚泉译自

日本医科大学教授山顺一郎校阅、平野一贯和河村汪

编著的《定性分析》一书。其“书分二章 ,上章选择盐类

中常用之物 ,分别试验 ,以示各本质、配质相感之性 ,名

曰考质分试法 ;下章则示以考质相生之法 ,名曰考质相

生法。⋯⋯定性分析云者 ,盖亦考质之意也”[5 ] 。译

此文的兴趣源于清光绪二十三年 (1897 年) 杜亚泉在

绍兴郡学任教期间的化学研究和教学活动。《亚泉杂

志》所载的化学文章 ,并非无原则地兼收并蓄 ,而是经

过比较、鉴别 ,并按照“最美”、“精当”、“完备”、少而精

和新颖的原则“译入杂志”。

其中《化学原质新表》,是杜亚泉新编的化学元素

表 ,包括 76 种元素 ,比此前江南制造局译本中的化学

元素表多出 13 种。杜亚泉对以往化学元素“名目参差

百出”的现象作了认真的“划一”工作 ,对“未有旧名

者”,即重新命名 ,而且宣布今后本杂志记述化学时 ,将

以此表为准[6 ] 。这无论从化学元素译名的统一来看 ,

还是从期刊论文科学用语的规范化表达来看 ,都具有

重要价值。与此研究工作相联系 ,杜亚泉在“去年
(1900 年) 腊底 ,承镇海虞君和钦 ,以所译《化学周期

律》一篇见示。同气相求 ,实有先得我心之乐”,遂刊出

虞和钦的《化学周期律》一文 ,从而揭示了杜氏前文《化

学原质新表》中“依原点重率”序次的规律 ,“以冀与周

期律相核证”,他还认为这是“近来新得之学理 ,向来译

书未曾述及”[7 ] 。诚如杜亚泉所说 ,《亚泉杂志》的确

是第一次介绍并刊登 1869 年俄罗斯化学家门德列耶

夫 (门捷列夫)发现的元素性质随原子量的增加而周期

性变化的化学周期律 ,这在我国自然科学研究史上有

着重要的意义[8 ] 。在此之前 ,郭嵩焘曾在 1878 年 2 月

25 日在日记中提及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 ,然而将这一

重要发现系统介绍给中国读者 ,还是 1901 年 3 月 13

日出版的第 6 期《亚泉杂志》。为使读者进一步认识化

学元素 ,该刊还先后发表了《述钅司钅瓦钅日之性情》《论氩》

《论歇亻留谟》《钙之制作及性质》等 ,分别介绍了这些新

元素的发现及其特性。王希琴来稿还最早报道了镭和

钋两放射性元素的发现 ;杜亚泉的文章还涉及原子2分
子论等新的化学理论。

除化学译著外 ,《亚泉杂志》还发表了一些化学讲

演稿 ,如《化学奇观》和《论物质的溶和》即属此类。杜

亚泉将西方的科学演说形式引入我国 ,并将演说稿发

表于科学杂志 ,这无论从科学交流传播方式的创造上 ,

还是从科学杂志创新稿源体裁上来看 ,都具有积极的

意义。

3 　其他科学内容及其价值

　　在数学方面 ,第 1 期有《算学问题四则》,第 2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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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0 期有《微积答问》和《算题答问》,主要是略论代

数、微积术原理和公式 ,并设为问答 ,以利读者讲习 ;第

4 至 6 期连载有《平圆互容新义》;第 5 期有《洛书探颐

偶编》;第 8、9 期连载有《珠盘开方法》;第 9 期有《幻视

图》等。其中《珠盘开方法》一文在介绍了利用珠算开

平方、开立方的方法之后 ,批评时下仅学笔算而忽略珠

算 ,认为应效仿日本重视珠算的做法 ,发扬光大中国的

珠算传统。其中周美权 (周达)的《平圆互容新义》用二

次曲线解初等几何中复杂的平圆互切问题 ,这在我国

初等几何研究中是一种新方法 ,确为“别开一径”[9 ] 。

在地理、地质学方面 ,第 1 期有《天气预报器》、《地

球之风向》和《探南极之航路》;第 1、3 期连载有《考察

金石表》;第 2 期有《矿物理学》;第 5 期有《论地震》;第

7 期有《论火山》。其中《矿物理学》主要论述矿物的

形、色、臭味 ,与《考察金石表》一文相辅。杜亚泉指出 :

“吾人于读书揽世之余 ,游览山川 ,搜罗金石 ,既资博

物 ,复收地利 ,较之摩挲碑碣 ,研究堪舆 ,当更有实益。

将来传习日众 ,矿业日隆 ,则记者之所希望于诸君

也。”[10 ]

其他方面 ,还有第 1、3、6 期连载的《日本长野县蚕

业同志会委员中村利无采访中国蚕业记》;第 2 期有

《蚕与光线之相关》;第 8 期有《博物学总义》;第 7、8、

10 期连载有《日本理学及数学书目》;第 10 期有《日本

太阳杂志工业摘录》。另外还有自来火工艺、麻布洗濯

法、木器塞漏法、防腐及储藏法等日用生活技术介绍

等。其中《日本理学及数学书目》一文 ,分类开列理学

总记书目 36 种、物理学书目 64 种、化学书目 86 种、天

文学书目 9 种、气象学书目 7 种、博物学书目 18 种、生

物学书目 4 种、人类学书目 5 种、动物学书目 36 种、植

物学书目 67 种、地质学书目 16 种、地震学书目 2 种、

矿物学书目 27 种、算术书目 255 种、代数学书目 69

种、几何学书目 91 种、三角学书目 35 种、高等数学书

目 20 种、对数书目 8 种、数学杂书书目 18 种、横文数

学书目 35 种。按现代学科划分统计后 ,计有数学书目

531 种、物理学书目 64 种、化学书目 86 种、生物学书

目 125 种 (含博物) 、天文学书目 9 种、地学书目 57 种 ,

总计 872 种。这一蔚为壮观的书目大致为 20 世纪初

年日本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著述的全貌 ,集中予以介

绍 ,显然对我国早期科学教育中教科书的选择、学科的

划分和对科学发展概况的认识 ,具有检索借鉴价值。

另外 ,该刊第 10 期的《日本太阳杂志工业摘录》,就“日

本著名之《太阳杂志》中所辑工业世界 ,载近世新发明

之理”,特别是就“近年杂志中摘录若干 ,以备留心工业

者之采择”[11 ] 。这种做法 ,无疑是科学杂志中科技文

摘的创始。

4 　结论

　　1) 在《亚泉杂志》之前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等人于

清同治十一年 (1872 年)在北京京都施医院创办了《中

西闻见录》( The Peking Magazine) ,属文理综合性月

刊 ,尚不能算作综合性自然科学期刊 ;英国人傅兰雅和

中国科学家徐寿于清光绪二年正月 (1876 年 2 月) 在

上海创办综合性自然科学期刊《格致汇编》月刊。同

年 ,传教士也在上海创办综合性科学期刊《益智新录》,

系《万国公报》的增刊 ,但这二者还不是中国人独立主

办的此类期刊。《亚泉杂志》是真正由中国人自己创办

最早的综合性自然科学半月刊。

2) 这份综合性科学期刊 ,受到创办者杜亚泉个人

科学爱好的很大影响 ,即突出地以化学内容为主 ,这些

化学知识又主要经由日本传入的 ,主要包括定性分析、

定量分析、化学元素表、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镭和钋

两放射性元素的发现、原子2分子论等新的化学理论。

其中 ,杜亚泉基于自己的化学讲演实践和西方科学讲

演形式 ,首倡在中国大兴科学讲演 ,并将这种体裁作为

《亚泉杂志》的稿件体裁之一 ,对于扩大学术交流具有

积极意义。

3) 综合性自然科学期刊至今仍是世界期刊之林

中的重要种类 ,它脱胎于文理综合性期刊 ,标志着哲学

社会科学期刊与自然科学期刊的分野。同时 ,它也标

志着学科虽愈分愈细却无法掩盖学科亦有综合化发展

趋势的特有现象 ,即便仅从中文的《格致汇编》、《亚泉

杂志》等综合性科学期刊 120 余年的发展来看 ,也足以

说明这种期刊类型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

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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