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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无线电报技术经由期刊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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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整理晚清无线电报技术经由期刊在中国传播的特殊途径 ,分析期刊传播无线电报技术

的重要意义和影响。方法 　采用文献分析和考证法。结果 　详细列出了晚清期刊中有关无线电报

技术的文献 ,并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期刊作重点分析。以 3份期刊为例 ,介绍早期在中国通过期刊

传播的无线电报技术。《时务报 》最早出现“无线电报 ”以及“电浪 ”(电磁波 )一词 ;《知新报 》最早

报道传真电报知识 ;《东方杂志 》较为深入地传播了无线电报技术的广泛应用。结论 　晚清期刊传

播无线电报技术完全不同于图书和报纸的传播渠道 ,这对信息交流、新闻事业和社会文化生活产生

了重大影响 ,同时奠定了无线电技术专业期刊产生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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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线电报技术是人类近代史上科学理论向实践

应用的一次代表性转化。在无线电报技术发明之

后 ,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 ,其中期刊取代报纸和书

籍成为早期无线电报技术向中国传播的最主要途

径。早期的无线电报技术传播多见于各类文理综合

性期刊 ,并逐渐形成体系 ,对其后无线电报技术专业

期刊的形成以及无线电报学科知识的系统传播有着

深远的意义和影响。目前已有一些研究成果 [ 1 - 3 ]
,

但其中董贵成惟独缺少对《知新报 》中无线电报技

术的考证 ,以及对《东方杂志 》传播无线电报技术广

泛应用的研究 ,并且尚未有人对晚清期刊中关于无

线电报技术的传播作详尽的文献调研。本文即从科

技期刊传播史的角度 ,运用文献分析和统计的方法

对无线电报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内容和方式 ,及

其影响作初步分析。

1　晚清无线电报技术经由期刊传播的
文献调查统计

　　19世纪末 ,无线电报技术经由期刊传入中国。

晚清期刊传播无线电报技术的文献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晚清期刊中无线电报技术传播文献调查 [ 4]

Tab. 1　The sta tistics of rad iotelegraphy technology spread ing in la te Q ing D yna sty

期刊名 篇名 出版时间 期号 备注

时务报 (上海 ) 无线电报 1897205202 第 25册

电浪新法 1897206230 第 31册

无线电音法 1897212214 第 48册

集成报 (上海 ) 无线电报 (时务报 ) 1897205216 第 2册

各国电信统计 1897207204 第 7册

电浪新法 (时务报 ) 1897207214 第 8册

实学报 (上海 ) 电报新法 1897209226 第 4册 后续 1期



续表 1

期刊名 篇名 出版时间 期号 备注

蜀学报 (成都 ) 无线电音 1898207 第 6册

国闻汇编 (天津 ) 马可尼游历东土记 1898208205 第 5册

知新报 (澳门 ) 演示无线电信 1899205220 第 87册

无线电信可用 1899206218 第 90册

无线电音 1899207218 第 93册

试用无线电音 1899207228 第 94册

无线电音之法 1899208216 第 96册

述无线电信之法 1899209205 第 98册

详论电报各法 1899209215 第 99册 后续 1期

日本试办无线电信 1899211213 第 105册

无线电音又一法 1899211223 第 106册

查办无线电音 1899212223 第 109册

湖北商务报 (武汉 ) 无线电报 1899208206 第 11册

无线德律风 1899208206 第 11册

比京无线电报 1900205219 第 37册

论无线电 1901206207 第 73册

无线电最长距离 1901206207 第 73册

无线电已通 1903203209 第 132册

清议报 (横滨 ) 无线电报 1901208224 第 89册

集成报 (上海 ) 试验无线电报 1902205201 第 36期

改用无线电 1902206201 第 40期

政艺通报 (上海 ) 无线通电新法 1902205222 第 6期

无线电信之创造者 1902209216 第 14期

电话述奇 1902210216 第 17期

地球最新工艺录 ———电报留声 1903202227 第 2年第 2号

无线电报图说 1903204212 第 2年第 5号

记太平洋无线电报 1903205211 第 2年第 7号

火车电话 1903205227 第 2年第 8号

各国无线电报事业 1903207209 第 2年第 11号

电传笔迹 1903211219 第 2年第 20号

无线德律风 1904201202 第 2年第 23号

无线电之新改良 1904203201 第 3年第 1号

无线德律风出现 1904204216 第 3年第 4号

无线电报破坏水雷之法 1904208225 第 3年第 13号

无线电报原理之发明 1904211221 第 3年第 19号 后续 1期

德律风原理之发明 1904212207 第 3年第 20号 后续 1期

水中电话 1905204205 第 4年第 3号

最新无线电 1905204219 第 4年第 4号

无线电塔 1906204208 第 5年第 5号

无线电报说略 1906206222 第 5年第 10号 后续 1期

无线电装置避雷针 1906206222 第 5年第 10号

无线电话 1906206223 第 5年第 10号

衣囊电话器 1906209203 第 5年第 15号

电传照相法 1907202227 第 6年第 1号

自由车上之无线电 1907202228 第 6年第 1号

怀中用无线电话器 1907203228 第 6年第 3号

地球与火星通信 1907205226 第 6年第 7号

铁路上无线电 1907207210 第 6年第 10号

美国传声机之新发明 1907207224 第 6年第 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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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期刊名 篇名 出版时间 期号 备注

水中传递电话之新法 1907210207 第 6年第 12号

秘密之新无线电 1908203217 第 7年第 2号

大陆报 (上海 ) 巴黎之无线电信新闻 1903202207 第 3期

意国扩张无线电 1903207204 第 8期

商务报 (北京 ) 无线电报 1903212229 第 1期

无线密电新法 1904204216 第 9期

东方杂志 (上海 ) 无线电破坏水雷新法 1904210204 第 8期

无线传声 1905201205 第 60、61合本

无线电 1905202201 第 114册

英订无线电新章 1905203215 第 3年第 2号

无线电报之原理 1905206227 第 2年第 5期

无线电之发达 1906208214 第 3年第 7期

万国无线电报会议 1906212205 第 122号

政治馆拟设无线电 1906212215 第 123号

无线电报大会续志 1906212215 第 123号

大西洋无线电告成 1907212229 第 158号

无线电话 1908203222 第 163号

新制无线电机出世 1908206228 第 173号

无线电报之新式 1909203216 第 6年第 2期

论无线电报之作用 1909212207 第 6年第 11期

无线鱼雷 1909212207 第 6年第 11期

铁路分段传信之无线法 1909212207 第 6年第 11期

电浪弭战之新法 1910201206 第 6年第 12期

日本新发明之无线电信 1910201206 第 6年第 12期

火车电报 1910201206 第 6年第 12期

论无线电报 1910201206 第 6年第 12期

北洋学报 (天津 ) 论无线传电之原理 1905203220 第 41期

关陇 (东京 ) 自动车与无线通信 1908202202 第 1号

世界之进步 ———无线电信之大成功 1908203203 第 2号

半星期报 (广州 ) 本省大事 ———沿海设无线电 1908205214 第 10期

万国商业月报 (上海 ) 无线德律风 1908204 第 1期

无线电报横行大西洋 1908209 第 6期

无线电照相技术 1908209 第 6期

广益丛报 (重庆 ) 新发明之无线电 1910210227 第 7年第 9期

中西教会报 (上海 ) 莫柯尼无线电报之进步 1911204223 第 8卷第 2号

海军 (东京 ) 远距离之无线电信 1909212201 第 2期

交通官报 (北京 ) 苏州电话局章程 1909209228 第 2期

东三省电话局章程 1909209229 第 2期

太原电话局章程 1910203210 第 8期

北京电话局招考司机生简章 1910211216 第 25期

收发无线电报暂行章程 1911201215 第 29期

电话价目 1911201216 第 29期

中国商业杂志 (上海 ) 无线电信筹费 1910202224 第 1号

小说时报 (上海 ) 无线电语 1911204218 第 9期

国风报 (上海 ) 强迫设置无线电 1911201201 第 1年第 33期

教育杂志 (上海 ) 无线电信之进步 1912205210 第 4卷第 1号

　　由表 1可以看出 ,早期无线电报技术的传播共

涉及 25种期刊共 102篇文章。其中包括的期刊种

类有文理综合性期刊 16种、技术类期刊 2种、工商

经济类期刊 4种、文学类期刊 1种、教育类期刊 1

种、教会类期刊 1种。晚清传播无线电报技术的期

刊中文理综合性期刊占半数以上。就创刊地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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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超过半数以上的期刊创刊于上海 ,其中上海 13

种 ,成都 1种 ,重庆 1种 ,武汉 1种 ,澳门 1种 ,天津 2

种 ,广州 1种 ,北京 2种 ,日本横滨和东京 3种。

早期的无线电报技术传播主要以综合类期刊为

主 ,多为介绍新知识的文章 ,如《时务报 》中刊载的

《无线电报》、《电浪新法 》、《无线电音法 》等。随后

才出现了介绍原理的科技类论文 ,其中不乏最新的

发明及技术的专业介绍 ,如《东方杂志 》中刊载的

《无线鱼雷》、《铁路分段传信之无线法 》、《日本新发

明之无线电信 》、《火车电报 》等。随着无线电报技

术的发展 ,在期刊中传播的内容也有所变化 ,晚清后

期出现了诸多法规性的文章如《交通官报 》中刊载

的《苏州电话局章程 》、《东三省电话局章程 》、《太原

电话局章程 》等。从晚清后期期刊中的文章来看 ,

无线电报技术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其知识的传

播也自成体系 ,为其后无线电技术专业期刊的出现

奠定了传播基础。

2　传播无线电报技术最为得力的 3种
期刊

211　《时务报 》最早命名“无线电报 ”和“电浪 ”(电

磁波 )一词

　　《时务报 》是清末维新派人士汪康年 ( 1860—

1911)、黄遵宪 (1848—1905)、梁启超 ( 1873—1929)

等人发起创办的 ,为戊戌时期宣传西学最多、影响最

大的期刊。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一日 ( 1896年 8月 9

日 )在上海正式发刊。它在介绍和宣传西方科学技

术的新发明、新发现和先进科学思想也有突出贡

献 [ 5 ]。创刊号首载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

申明“去塞求通 ”之宗旨。文中指出 :“血脉不通则

病 ,学术不通则陋 ”,“西人之大报也 , ⋯⋯言政务者

可阅官报 ,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 ,言兵学者可阅水陆

军报 ,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 ,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 ,

言医学者可阅医学报 ,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 ,言格致

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电专门名家之报 ,有一学即有

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 ,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

证以图事 ,赜者列为表。朝登一纸 ,夕布万邦 ,是故

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 , 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

益 ”[ 6 ]。

其中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一日 ( 1897年 5月 2

日 )《时务报 》第 25册刊出译文《无线电报 》,这是中

文“无线电报 ”一词在中国的最早出现 [ 7 ]。同年第

31册刊出译文《电浪新法 》[ 8 ]
,首次在期刊中提出了

电磁波在中国的最早中文译名 ———“电浪 ”。自此 ,

拉开了无线电报经由期刊传播的序幕。《无线电

报 》一文的发表 ,距离马可尼 (以下有“马考尼 ”、“马

罗哥尼 ”等译法 , Guglielmo Marchese Marconi, 1874—

1937)获得无线电报专利仅一年时间 ,由此可见无

线电报技术经由期刊传播速度之快。

《无线电报 》一文介绍了早期的无线电报技术

起源于“意大利人马考尼 ,年少而好学 ,尤精于传

电 ,新得其悟 , ”并且从科学的角度介绍了无线电报

“其传也无事于线 ,不用电磁石 ,但用摩擦而生之

电 ,凭空发递 ,激而成浪 ,颤动甚疾 ”,并用科学的数

据说明了无线电波的频率为“每秒跳二万五千万

次 ”(215 ×10
8
Hz) ,揭示了无线电波的物理性质为

“所谓汉忒像浪是也。其发也性直 ,返射之角度 ,与

透物之斜度 ,与光无异致 ”,并从理论上支持了光波

动说。同时 ,文中还记述了无线电报的试验场景 :

“发报与接报处 ,并无尺寸之线 ,其电报器具 ,不过

两木箱。演说时 ,远置厅两旁 ,一箱发电 ,则他箱内

之小钟铮然应之 ”[ 9 ]。从中可见无线电报技术已经

由理论变为实物发明。其中不乏科学理论知识 ,还

包含了科学数据的介绍。

212　最早报道传真电报知识的《知新报 》

《知新报 》( The Reformer China)是维新派所办

文理工综合性时事五日刊。曾拟名《广时务报 》。

清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1897年 2月 22日 )

创刊于澳门。何廷光 (穗田 )、康广仁 (幼博 , 1867—

1898)任总理 ;梁启超等为主要撰述人。该刊初为

五日刊 ,自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1897年 5月

31日 )第 20册起改为旬刊。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

五日 (1900年 2月 14日 )第 112册又改为半月刊。

约出版至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1901年 1月

20日 )第 133册停刊。其办刊宗旨如吴恒炜在《知

新报缘起 》一文中所说 :“报者 ,天下之枢铃 ,万民之

喉舌也 ,得之则通 ,通之则明 ,明之则勇 ,勇之则强 ,

强则政举而国立 ,敬修而民智 ”,即通过斯报 ,使民

通、明、勇、强 ,进而使国立民智。其有关科学技术的

内容主要反映在农事、工事、矿事、各国纪闻中 ,自光

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1897年 2月 27日 )第 2

册起 ,又新增“格致 ”栏 ,集中报道科技事件 [ 10 ]。

在无线电报技术传播方面 ,主要有无线电信的

原理 ,无线电音的各种方法 ,查办无线电音的应用

等。《知新报 》的《显字新机 》一文报道澳大利亚人

发明“电气传字 ”机器 :“如在此处以字粒印作何字 ,

则彼处亦显出其字形 ”。如果将这种机器以与安装

电话的方法接至店铺或家庭 ,“则传递信息与函寄

无异 ,但徐急快慢不可同日而语 ”。文章说 ,这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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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已有人在德国申请专利 ,德国邮政总局大员 ,见此

机器之妙 ,急于推广应用。这显然是对“传真电报 ”

发明的最早中文记述。直至 1930年 ,传真电报始获

实际应用 ,但《知新报 》已在早于其 30余年的萌芽

初期将其传播至我国 [ 11 ]。

213　《东方杂志 》深入报道无线电报的广泛应用

《东方杂志 》为文理综合性月刊 ,为旧中国历时

最久的大型综合性刊物。清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五

日 (1904年 3月 11日 )创刊于上海。上海商务印书

馆出版。在无线电报技术传播方面 ,有无线电破坏

水雷新法、无线电之发达、无线电报之新式、论无线

电报之作用、电磁波干扰、日本新发明之无线电信、

火车电报等。《东方杂志 》由于杜亚泉 ( 1873—

1933)等一批科学家的参与 ,吸引了国内外一批科

学家、发明家、工程师、大专院校教员投稿 ,从而使其

发表的科学技术文章显然保持了与国际科技进步大

致同步的水平 ,其中也不乏有关无线电报技术的文

章。其翻译所据之蓝本摆脱了 19世纪中后期主要

根据传教士译本的局限性 ,而是以英、美、日、德等发

达国家的报纸、杂志或演说为据进行最新的翻译介

绍 ,不少报道距其原出处仅一两个月的周期 ,这就大

大提高了国内杂志报道科技新成果的新颖性。另

外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国内学者有关原创研究

论文的发表数量越来越多。

《东方杂志 》于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 )第 2卷

第 5期丛谈中《无线电报之原理 》一文初步介绍了

无线电报技术的基本原理 :“无线电报能凭空传信 ,

譬犹投石于河 ,水生圆浪。电气放空中 ,亦有圆浪 ,

可传至数千里外 ”。同时 ,还提到了无线电报的收

发情况 :“此地放电 ,彼地收之。以电之断续 ,知报

者欲作何字 ,以若干字连贯之 ,便知。此即无线电原

理 ”[ 13 ]。第 3卷第 7期丛谈中《无线电之发达 》一文

介绍了无线电报技术用于航海 :“英美往来邮船 ,皆

装有无线电报 ,可以相互问讯。一日有船遇雾 ,及出

雾见日 ,因发一电与他船 ,谓我已出雾。忽得复电

云 ,我船后六十里 ,尚在雾中。又有自德国往纽约之

船 ,与由美国往德国之船 ,相遇于大西洋 ,两船相距

一百二十三里 ,因用无线电报 ,一路间谈 ,直至相离

较远而止。又有一船进口 ,尚未望见口岸塔灯 ,于夜

半发电十二次 ,其岸上一一收到。又有一船 ,夜间行

进口岸 ,遥望岸上灯塔 ,双易式样 ,因此处塔灯本红

色而转动 ,今但见两种白色定灯 ,颇为疑虑 ,发电致

问 ,旋得复电云 ,活灯已坏 ,故以此补之。由是以观 ,

无线电报之在行船 ,实万不可缺也 ”[ 14 ]。宣统二年

(1910年 )第 6卷第 12期中《电浪弭战之新法 》中介

绍了法国的李邦博士通过对无线电波穿透性的研

究 ,提出在战时利用无线电波“向敌舰发放 ,一遇舰

身或火药舱所阻 ,则电力骤发 ,船身必至瓦解 ,火药

必至爆发 ”,以此为基础设想从此“止息一切战

争 ”[ 15 ]。《日本新发明之无线电信 》一文中介绍了

明治三十九年 (1907)日本“递信省电气试验所 ”的

年轻技师“鸟泻右一 ”发明了一种检波器并进行试

验 ,“试验所用电力 ,虽仅有一马力 ,可横断大西洋。

马罗哥尼式无线电信 ,用七十马力至五百马力 ,电力

多时威而锐。仅一马力 ,得此广之结果者 ,殊为非常

好之成绩 ,且经费亦省 ”。由此可见 ,当时日本发明

的检波器大大提高了无线电报的传输距离 [ 16 ]。这

些均反映出《东方杂志 》对无线电报技术广泛应用

的传播已相当深入和全面。

3　结　论

晚清无线电报技术经由期刊在中国的传播使国

人首次获取了无线电报技术的最新知识。无线电报

技术使我国电报通信完成了由“有线 ”到“无线 ”的

飞跃 ,同时也使传播符号由电信号变为电磁波信号 ,

使信息的迅速传播完全摆脱了实物介质的束缚。无

线电报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在前期只有零星的报道 ,

之后随着受众范围的扩大以及科学基础的建立 ,逐

渐形成了体系。其中 , 1897年《时务报 》对“无线电

报 ”和“电浪 ”(电磁波 )的最早命名、1898年《国文

汇编 》对无线电报发明者马可尼亚洲之行的首次报

道、1899年《湖北商务报 》对无线电话的最早报道、

1902至 1908年《政艺通报 》对无线电报的图示、火

车电话、手写笔迹电传、水中电话、无线发射塔、衣囊

电话 (或怀中无线电话器 )、电传照相、加密无线通

信等的最早报道、1906年《广益丛报 》对万国无线电

报国际会议的最早连续报道、1905年《大陆报 》和

1909年《交通官报 》对英国和中国无线电报管理规

章制度的最早报道等等 ,均在无线电报技术在中国

的传播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无线电报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表明 ,期刊已经成

为晚清中国传播新技术的主要媒介。这有两方面的

原因 :第一 ,西方科学技术在晚清中国传播的一个主

要途径曾经是以西方传教士为主要作者的中译西

书 ,由于书籍翻译成中文的过程相对漫长 ,并且不具

备学科体系的连续性和系统性 ,而期刊由于其传播

速度快和定期连续出版的独特优势 ,从而取代图书

成为传播新技术的主要媒介。第二 ,期刊与报纸相

比 ,报纸虽然较快、较新 ,但却仅能局限于新闻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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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而其传播内容的学术性、专业性、科学性以及

报道深度明显不如期刊 ,这也促使期刊取代报纸成

为无线电报技术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媒介。然而 ,我

们也要注意由于自唐宋元明清以来报刊同源发展所

造成的晚清中文期刊“似报又似刊 ”的特点 ,以及中

文期刊诞生之前图书在科学技术传播中的积淀、传

承作用 ,以便恰当地评价期刊在科技传播中主媒介

地位的演变和以后专业性科技期刊以及专业性无线

电报期刊产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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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otelegraphy technology spread via journal
in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ONG Yi2wen, YAO Yuan
(Center for H 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Institute of Edi2Publ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A im　To arrange the survey of radiotelegraphy technology sp read via journal in China in the late Q ing

Dynasty,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M ethods　L iterature analyzing and researching were used. Results

　L ist all the literatures about the radiotelegraphy technology sp read via journal in the late Q ing Dynasty, and ana2
lyze the rep resentative journal, and take examp le for 3 journals to introduce the radiotelegraphy technology which

sp read via journal in the late Q ing Dynasty. The words of radiotelegraphy and electromagnetic wave first appeared in

Shiwubao; telautogram technology was first reported in Zhixinbao; wide use of radiotelegraphy technology sp read in

dep th in Dongfang Journal. Conclusion　 In the late Q ing Dynasty, radiotelegraphy technology sp reading via journal

is different from the sp reading via book and newspaper, it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2
tion, journalism and social culture,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of society of radiotelegraphy technology p rofessional

journal.

Key words: journal in late Q ing Dynasty; radiotelegraphy technology sp read; Shiwubao; Zhixinbao; Dongfang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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