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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先生年谱 (1873—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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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以时间为顺序 ,厘清晚清民初杜亚泉 ( 1873—1933)对西方自然科学在中国传播的贡

献 ,以及其所从事的教育活动。方法 　采用文献分析和考证法。结果 　从 1898—1933年共 36年

间 ,杜亚泉自办 2份期刊及亚泉学馆、普通学书室 ,先后在中西学堂、浔溪公学、越郡公学、速成小学

师范讲习所、新中华学院等处授课 ,共发表文章 320余篇 ,主编教材四五十部。结论 　杜亚泉是中

国近代西学东渐背景下 ,经由日本引进西方科学 ,特别是近代化学的标志性人物 ,其科学传播实践

及其科学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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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亚泉 (1873—1933) ,是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期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编辑家、教育家和思想家。北

大校长蒋梦麟、近代出版家章锡琛、《申报 》主编张

梓生都曾是他的学生。其子嗣杜其执夫妇及其外孙

田建业先生尚健在 ,并编有《杜亚泉文选 》。本文主

要从其自然科学贡献角度 ,对其从诞生至去世的生

平事迹做详尽记述和评论。

清同治十二年 (1873)

杜亚泉 ,原名炜孙 ,字秋帆 ,生于浙江会稽山阴

县伧塘乡 (今上虞市长塘 )。父亲杜锡三。

清光绪十五年 (1889)

16岁 ,中秀才。是年 ,长其 5岁的同乡蔡元培

中举人。稍后 ,因“乡居见闻寡陋 ”,进城拜何桐侯

为师 ,致力于清初大家之文。

清光绪十六年 (1890)

17岁 ,娶妻薛氏。

清光绪十七年 (1891)

18岁 ,乡试落榜。回乡后 ,觉“帖括非所学 ”,转

而从族叔杜山佳治训诂 ,读许氏《说文 》。叔杜山次

撰文记其“夏季苦热 ,则以夜代昼 ,治业每达天明。

书室北向 ,冬遇风雪 ,则闭其窗户 ,露一线光 ,仅能辨

字 ,铅其中 ,终日不出 ,仆辈咸笑其痴 ”[ 1 ]。

清光绪二十年 (1894)

21岁 ,春 ,肄业于浙江省垣崇文书院。第二次

乡试未及第。

秋 ,中日战耗传至家乡 ,他“心知我国兵制之不

足恃 ,而外患之将日益亟也 ”,“见热心科名之士 ,辄

忧喜狂遽 ,置国事若罔闻知。于是 ,叹考据词章之汨

人心性 ,而科举之误人身世也 ”。此时 ,其思想上已

产生了讲求实学而强国的萌芽。

清光绪二十一年 (1895)

22岁 ,参加全县经学岁试 ,名列绍兴第一名。

因觉学而无裨实用 ,遂改习历算 ,先中国数学 ,后西

方数学 ,研读李善兰、华蘅芳算学著述 ,“时以习代

数所得 ,与叔山佳之习天元者相应证 ”[ 1 ]。

清光绪二十二年 (1896)

继续研读数学 ,直至第二年 ,数学造诣渐精邃。

清光绪二十四年 (1898)

25岁 ,应绍兴中西学堂 (今绍兴一中前身 )监督

蔡元培之聘 ,任该校数理教习。

同年 ,参加主考官主持的算学考试 ,名列全郡

(绍兴 )第一名。此后 ,开始其置身于自然科学传播

和教育生涯。

他由“数学入手 ,而自修物理、化学及矿、植、动

物诸科学 ”[ 2 ]。同时 ,开始自修日语 [ 3 ]。购置江南

制造局翻译馆傅兰雅、徐寿所译《化学鉴原 》《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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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原续编 》《化学求数 》等书 ,穷研冥索 ,虽无师指

点 ,却能“自觅门径 ”[ 4 ]。不久 ,“得理化学之要领 ”,

“能直译东籍 (日文书籍 )而无阻 ”[ 3 ]。他曾“购得粗

拙之瓶钵 ,搜罗粉杂之材料 ,水溶火煅 ,昏瞀终日 ,丧

财耗精 ,千失一得 ”,在其带动下 ,“同志渐多 ,颇得

研究之乐 ”[ 5 ]。

图 1　青年杜亚泉

Fig. 1　The young Du Yaquan

当时的中西学堂守旧与革新两派常常争执不

合 ,中西学堂监督蔡元培回忆 :“是时教职员与学生

同一膳厅 ,每一桌 ,恒指定学生六人教职员一人。其

余教职员则集合于中间之一桌 ,先生 (杜亚泉 )与余

皆在焉。每提出一问题 ,先生与余往往偏于革新方

面 ”[ 6 ]。日久 ,与旧派学员产生较多龌龊。中西学

堂校董徐树兰不满新派教师言行 ,寻机压制。

清光绪二十六年 (1900)

27岁 , 2月 20日 ,清廷准陈夔龙奏 ,以光绪名义

命“书院山长务择经明、行修、品望素著之儒 ,尽心

训迪 ⋯⋯其或内行不修 ,乡评不洽 ,放言高论 ,沾染

康梁恶习者 ,严斥而痛惩之 ”。徐树兰命蔡元培将

之抄录挂在学堂厅上 ,蔡痛斥徐之行径后愤而辞职 ,

杜亚泉亦随之另谋高就。

秋 ,离绍兴至上海。始用“亚泉 ”别号 ,他对蔡

元培解释其意为“亚泉者 ,氩线之省写 ;氩为空气中

最冷淡之元素 ,线 (繁体“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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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到上海后 ,他很快创建了亚泉学馆 ,并招收学生

学习理化、博物方面的知识 ,一方面从事教学工作 ,

一方面办刊传播理化博物方面的知识 ,袁翰青先生

认为亚泉学馆事实上是后来私立大学的滥觞。11

月 29日 (农历十月初八日 ) ,《亚泉杂志 》创刊 ,由亚

泉学馆发行 ,其宗旨是“揭载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

科学 ”[ 7 ] ,推广化学、物理、数学。两广总督陶模甚

为欣赏 ,特命下属购买阅读。袁翰青的《中国化学

史论文集 》收录了 30多篇重要论文 ,其中就有 4篇

是袁翰青发表在《亚泉杂志 》上的。亚泉学馆与《亚

泉杂志 》在 1900年的中国实属凤毛麟角的事物。杜

亚泉也是继晚清华蘅芳、李善兰、徐寿等人以来 ,进

行科学启蒙和科学传播的先行者之一。不同的是 ,

他是独立承担这一重任 ,并不以科学家自居 ,甘愿做

中国科学启蒙一奠基石。蔡元培所撰的《杜亚泉君

传》中回忆 ,“人有以科学家称君者 ,君答曰非也 ,特

科学家的介绍者耳。”[ 1 ]由此可见 ,他将自己定位为

一名科学传播者。这一点用杜亚泉自己的诗也可以

得到诠释 ,“鞠躬尽瘁寻常事 ,动植犹然而况人 ”。[ 8 ]

杜亚泉的科学思想在《亚泉杂志 》序中体现得

比较完整 ,他指出 :

“政治与艺术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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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外部观之 ,则艺术者固握政治之

枢纽矣。航海之术兴 ,而内治外交之政一变 ;军

械之学兴 ,而兵政一变 ;蒸汽电力之机兴 ,而工

商之政一变 ;铅印石印之法兴 ,士风日辟 ,而学

政亦不得不变。且政治学中之所谓进步 ,皆借

艺术以成之。⋯⋯且吾更有说焉 :设使吾国之

士 ,皆热心于政治之为 ,在下则疾声狂呼 ,赤手

无可展布 ,终老而成一不生产之人物 ;在朝则竞

争冲突 ,至不可终日 ,果如是 ,以毋宁降格以求 ,

潜心实际 ,熟悉技能 ,各服高等之职业 ,独为不

败之绩出也。”[ 7 ]

从这段一个世纪多以前的文字可以看出杜亚泉

对科学技术与现代政治之间关系的认识。他将科学

技术用“艺术 ”一词表示 ,可能取其“工艺之术 ”之

意 ,即“技术 ”之意 ,与现在“艺术 ”一词的含义不同。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固然很重要 ,但政治的发达

与科学技术是息息相关的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政治

发达的基础。

12月 19日出版的《亚泉杂志 》第 3册中王希琴

的《昨年化学界 》一文 ,报道了居里夫妇 1898年 7

月 18日和 12月 26日宣布发现钋 ( Po)和镭 (Ra)两

种放射性化学元素 ,并精确报道了其性质、光谱线波

长。此时距居里夫妇的发现时间仅两年多。这无疑

否定了过去认为 1903年 10月 10日出版的《浙江

潮》第 8期中鲁迅署名“自树 ”的《说鈤 》一文为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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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的说法和“鈤 ”字为鲁迅所造的说法。

图 2　《亚泉杂志 》创刊号封面

Fig. 2　The first cover of Journal of Yaquan

清光绪二十七年 (1901)

28岁 , 3月 13日 ,《亚泉杂志 》第 6册出版。该

期发表的《化学周期律 》两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门

捷列夫元素周期律 ,标志着在 20世纪初 ,传入我国

的化学元素已由 1878年 2月 25日郭嵩焘日记中仅

提及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1855年合信《博物新编 》

提及 55种、1857年《六合丛谈 》提及 64种和 1871

年徐寿《化学鉴原 》中记述的 64种增至 76种。

同时 ,在其父亲杜锡三的资助下 ,开设普通学书

室 ,编译并发行科学书籍及语文史地等教科书 ,并且

招收学生传授科学知识。

“普通学 ”是当时的流行名词 ,即通常知识 ,并

无固定范围。在《奏定学堂章程 ·译学馆章程 》中

有这样的解释 :“普通学之曰九 :曰人伦道德 ,曰中

国文学 ,曰历史 ,曰地理 ,曰算学 ,曰博物 ,曰物理及

化学 ,曰图画 ,曰体操。”杜亚泉所说的“普通学 ”含

义与此还有不同 ,而是更偏向于自然科学 ,就是现在

的数理化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 ,并不涉及伦理、文

学、图画等。在 1902年 7月出版的《文学初阶 》第

五卷第七十三课中写道 :“普通学者 ,如经学、史学、

文学、算学、格致之类 ,无论将来欲习何业 ,皆有用

处。”[ 9 ]由此看来 ,杜亚泉的普通学含义偏重于知识

的实用意义。

6月 9日 ,《亚泉杂志 》终刊本出版。

10月 ,创刊并主编《普通学报 》,商务印书馆印

刷 ,刊登科学知识 ,并兼载时事政治。创刊号载有杜

亚泉的《级数求和 》。其他署名“普通学书室编辑

处 ”的《有机物质之鉴别 》、《论洋蓝 》、《土壤之种

类 》、《日本假名文字考 》的文章估计亦为杜亚泉所

作。

同月 ,蔡元培与张元济等创办《外交报 》,集资

认股 ,每股五百元。蔡元培、杜亚泉合认一股 ,商务

印书馆一股 ,张元济一股 ,其余多少不等 ,共认购九

股 ,集资四千五百元。

11月 ,《普通学报 》第 2期出版 ,载有杜亚泉的

《无极太极论 》。

12月 ,《普通学报 》第 3期出版 ,载有杜亚泉编

译的《西乡从道传 》(续 )、《谈蚁 》。

同月二十四号 ,杜氏拜望蔡元培 ,赠《亚泉杂

志 》15册。

所编译的新式教科书《格致 》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

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

1月 4日 ,张元济创刊的《外交报 》由普通学书

室发行。

29岁 , 3月 ,《普通学报 》第 4期出版 ,载有杜亚

泉编译的《西乡从道传 》(续完 )、《伦戤氏及肯德氏

简易炭酸定量器使用法 》、《岩石纪要 》、《浔溪公学

开校之演说 》等。其中 ,《浔溪公学开校之演说 》一

文谈论到东西文明 ,“吾辈今日正宜摧陷廓清 ,尽去

已败之文明 ,而后可以输新进之文明 ”,其认为对于

东西文明 ,应“不容拘泥而遏自新之路 ”,不应“一笔

抹煞 ”,而是“第一当研求科学以补东洋文明之不

足 ,第二研究固有之文明 ,与西洋之文明包含而化合

之 ,以表章一绝新之文明 ⋯⋯以为东洋之特色 ”[ 10 ]。

由此可以看出 ,其对于东西方文明的调适思想已有

体现。

5月 ,《普通学报 》第 5期 (终刊号 )出版 ,载有

杜亚泉的《心理学述略 》、《浔溪公学学课 》。普通学

书室继续经营。

夏 ,浔溪公学发生学潮 ,杜亚泉、蔡元培前往调

停。前校长辞职 ,杜亚泉继任校长。随后 ,其为实现

教育理想 ,采取多项措施 ,包括延聘当时知名教授任

教 ,设立图书馆和仪器馆 ,耗资 6 000元购买中外图

书及仪器等用于学生阅览及实习。此时 ,杜亚泉充

分认识到出版物对于科学传播及教育的重要 ,他劝

说校董庞清臣购买了印刷机及铅字以备将来办刊使

用。此时的杜亚泉由于自己的教育理想得以实现 ,

后由于发生学潮 ,杜亚泉辞职 ,浔溪公学 (未及 1

年 )停办 ,这一想法未能付诸行动。这次学潮的学

生领袖黄远庸民国后成为著名记者 ,回忆往事时 ,在

《忏悔录 》中表示 ,这次学潮实际上并没有意义 ,对

其友人致信中为当时有负杜师师训追悔不已。

7月 ,所编著的《文学初阶 》,又有称《绘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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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阶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共 6册 ,供蒙学堂

每半年读 1册 ,用 3年。该书就儿童身边常见的浅

近事物做识字课文和内容 ,并穿插各科浅近知识、伦

理修身、发奋读书学艺 ,甚至还有割地赔款的议论 ,

尤其是其自然科学知识的广度、深度和通俗性 ,都是

前所未有的。该书出版后 ,风行一时 ,不断重印 ,是

为我国最早的国文教科书之一 ,也是商务印书馆之

后编写《最新国文教科书 》的先声。杜亚泉指出 :

“蒙学一事 ,不但为学生一身德行之基础 ,实为全国

人民盛衰文野之根源 ”[ 11 ]。

1902年 7月 5日 ,在《政艺通报 》第 9期“艺学

文编 ”栏目以“会稽杜亚泉 ”署名发表《博物学总

义》,连载两期。1902年 8月 18日 ,在该刊第 12期

同一栏目发表同一名字《化学理论 》,连载 4期。

所著初小教科书《矿物学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月 ,薛夫人故 ,由于校务繁忙迟归月余理丧。

其后不久 ,浔溪公学又发生学潮 ,杜亚泉虽竭力

周旋 ,但无效 ,继而辞职 ,返回上海。

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

30岁 , 3月 8日 ,绍兴同乡会在上海徐园开会 ,

议决设绍兴教育会 ,推举蔡元培、杜亚泉为庶务。

返乡与同乡宗加弥 (字能述 )、王子余、寿孝天、

族叔杜山佳 (谱名子彬 )、杜海生 (谱名子楙 )等在绍

兴能仁寺创办越郡公学 ,杜亚泉任理化博物教员。

在此期间 ,曾在做化学试验时 ,因玻璃瓶炸碎而伤及

面部 ,以致医愈后上唇仍留有疤痕。

是冬 ,续娶王夫人。

未几 ,由于办校经费见拙 ,越郡公学停办。

清光绪三十年 (1904)

31岁 ,秋 ,应好友张元济 (字菊生 )、夏粹芳二人

之邀 ,重新返回上海。此时普通学书室由于经营不

善、亏折颇多 ,而商务印书馆正值发展之时 ,张元济

着手推动新式教育和文化启蒙 ,策划出版《最新小

学教科书 》,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和经验可借鉴的 ,

遂到处网罗编译人才 ,由于杜亚泉此时已颇具声望

的学者 ,力邀其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理化部

主任 ,杜又将普通学书室并入商务印书馆 ,在此服务

长达 28年。

杜亚泉之所以下定决心入商务印书馆的原因 ,

在他的《记鲍咸昌先生 》一文中应该说得比较清楚 ,

“时张菊生、蔡鹤卿诸先生 ,及其他维新同志 ,皆以

编译书报为开发中国急务 ,而海上各印刷业皆滥恶

相沿 ,无可与谋者 ,于是咸踵于商务印书馆 ,扩大其

事业 ,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从这段话可以看

出 ,杜亚泉加入商务印书馆是为了实现他的理想 ,即

“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 ”,
[ 12 ]他一直怀有编译书报

开启民智的抱负 ,但是之前无论办校、办刊均未能施

展其才能 ,实现这一理想。现遇到志向相同的张元

济的邀请 ,并由《普通学报 》的印刷业务对商务印书

馆的状况和夏瑞芳经营才能的了解 ,故欣然接受。

杜氏入商务馆之初 ,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发展

奠定基础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在上海北福建路唐家弄 (今福建北路天潼路附近 ) ,

随着杜亚泉的加入 ,张元济、蔡元培、高凤歧、夏曾

佑、高梦旦、蒋维乔、庄俞等人构成了编译所最早的

编译阵容。其时 ,张元济任编译所所长 ,高梦旦任国

文部主任 ,邝富灼任英文部主任。杜亚泉协助张元

济组织编译人才 ,先后将杜山佳、杜山次、杜就田、寿

孝天、骆师曾、章锡琛等人引入商务印书馆 ,包括后

来从北京大学冶金系毕业的杜其堡 ,在印刷、管理方

面也推荐不少绍兴同乡进馆工作 ,并拟定出版计划 ,

置备图书。事实证明 ,他所引进的这些人后来均成

为商务印书馆的骨干力量 ,其中 ,他自己主管植物、

矿物两门 ,杜就田从事动物学 ,寿孝天、骆师曾负责

数学 ,杜山次负责《东方杂志 》的集稿、编排 ⋯⋯,章

锡琛等在他的指导下搜集资料 ,编辑教师参考书等。

所译最新中学教科书《植物学 》、所著的《理化

示教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

32岁 ,在蔡元培所办的爱国女学讲授理科课

程 ,与寿孝天、王子余等人为不支薪俸教员。

春夏间 ,秋瑾自日本归国 ,杜亚泉以绍兴同乡名

义组织宴请之。

5月 ,《文学初阶 》全部出齐。

4月 9日 ,与蔡元培等在上海“一品香 ”召开会

议 ,协商创设理科通学所 ,议决设算学、理化和博物

3科。

8月 20日 ,商务印书馆所设速成小学师范讲习

所开学 ,杜亚泉任教师。

是年 ,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 》1905年

第 5期发表《物质进化论 》、《伦理标准说 》。其中 ,

《伦理标准说 》一文中其哲学思想已有表露 ,“他爱

者 ,以仁为本 ,而其流弊至于舍己殉人 ,墨说是矣。

自爱者 ,以修身为道之本 ,以守身为义之大 ,其流弊

至于自私自利 ,而与伦理相背 ,杨说是矣。实利者道

之结果 ,孔子以老安少怀为志 ,大学以治国平天下为

止 ,尧舜以修己安百姓为病。故伦理之目的 ,故以人

类之安全幸福为期 ,但据此立论 ,亦有专求成效 ,论

厉害不论是非 ,背于伦理之本意者。今之言伦理者 ,

折衷诸说而贯通之 ,谓伦理之标准 ,起于自爱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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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由其本能 ,加以经验 ,而终以人己之安全幸福为

目的。或直接 ,或间接 ,适于此目的者为正为善 ;不

适者为邪为恶。此吾人行为之标准也。”[ 13 ]

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

33岁 ,秋 ,与叔杜海生东游日本考察教育 ,购回

数十种日本书籍。

清光绪三十四年 (1908)

35岁 ,与汤蛰仙在沪发起组织浙江旅沪学会 ,

并担任评议员 ,反对清廷卖国借债 ,保护沪杭甬铁路

民办路权。

夏 ,为实现绍兴认股 500万元 ,以自己的薪俸资

助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同乡寿孝天等两人告假两

月 ,回乡游历 8县募资。

组织旅沪绍兴同人恳亲会 ,是绍兴 7县旅沪同

乡会的前身 ,每月聚会一次 ,有山阴县孙伯圻 ,余姚

县冯仰山 ,上虞县许善斋等人 ,直到 1911年绍兴 7

县旅沪同乡会成立结束。

清宣统元年 (1909)

1909年 10月 8日 ,《教育杂志 》第 9期发表“杜

亚泉致某君书 ”。其内容 ,大致是说 :山东刘光照君

送来所编纂之《初等数学 》、《高等数学 》两种 ,请杜

亚泉辨别优劣。杜亚泉审读 ,否定了上海西人教育

会会员称赞该书为“近今最佳之课本 ,高等一种尤

为完善 ”的说法 ,认为 :“当以言就文 ,不当以文就

言 ”,“小学数学教科书体例当以日本文部省所编小

学算术书之法为最合。近来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初小

算术书、高小算术书等 ,皆采用其法者也 ”[ 14 ]。

在《东方杂志 》1909年第 1期、第 5期上发表

《理科小识》两篇。

清宣统二年 (1910)

任浙江省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主考 ,并对数理方

面知识命题 ,竺可桢就是在这次考试中被录取赴美

留学的。

清宣统三年 (1911)

38岁 , 2月 ,始任《东方杂志 》主编。上任后 ,对

《东方杂志 》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使其销量大增 ,成

为民国初期中国影响最大的文、理、政论综合性学术

期刊。杜亚泉在《东方杂志 》的 9年期间 ,撰文 300

余篇 ,其中包括论文、时评、译文等。《东方杂志 》的

改变是杜氏办刊事业的一重大业绩。章锡琛在《杜

亚泉传略 》中这样评价 :“及君主编 ,始广大篇幅 ,多

载政治、经济、哲学、科学论著 ,一新面目 ,销行激增。

《东发杂志》之有今日 ,君之力也。”[ 15 ]胡愈之在《东

方杂志 》31卷 1号的《追悼杜亚泉先生 》一文中更坦

言说 :“《东方杂志 》是在先生的怀抱中抚育长大

的 ”[ 16 ]。

绍兴 7县旅沪同乡会在上海成立 ,杜亚泉被推

为议长 ,邵力子为副议长。杜亚泉为该会订立章程 ,

设议事会 ,连任数届。此外 ,还被推为绍兴旅沪同乡

公学校董。

6月 3日 ,《时事新报 》刊登杜氏《论政策 》。

7月 5日 ,第 6期《教育杂志 》在“言论 ”栏目摘

转《东方杂志 》杜氏的《论今日之教育行政 》一文。

辛亥武昌起义后 ,《东方杂志 》8卷 9号杜亚泉

发表《革命战争 》一文 ,旗帜鲜明地公开站在革命军

一面。

这一年中杜氏发表于《东方杂志 》的文章罗列

如下 :

3月 ,《东方杂志 》8卷 1号 ,《减政主义 》、《政党

论 》、《英国政界之现在与将来 》,译文《中国文字之

未来 》(日本山木宪著 )。

4月 ,《东方杂志 》8卷 2号 ,《述处世哲学 》、《论

今日之教育行政 》(8卷 8号连载 )、译文《加查氏之

东西两洋论 》、译文《食物养生法 》(摘自日本卫生新

报 )、译文《鼠疫之防护及看护法 》(摘自日本卫生新

报 115号 )

5月 ,《东方杂志 》8卷 3号 ,《日本人对于四国

借款之言论 》、译文《外交之新局面 》(摘自日本太阳

报作者建部遁吾文章 )、《墨西哥乱事记 》、《摩洛哥

事件 》、《纪俄相司徒连平辞职事 》、译文《东西洋社

会根本之差异 》(摘自日本太阳杂志作者户田博士

文章 )、《述处世哲学 (续 ) 》,译文《著色茶之禁止 》

(摘自日本时事新报 )

6月 ,《东方杂志 》8卷 4号 ,《英皇之加冕礼 》、

《论蓄妾 》、《英国之帝国会议 》、译文《美国之新国民

主义 》(美国罗斯福文章 )、译文《论病为兴国之基 》

(摘自日本伦理讲演集 )

7月 ,《东方杂志 》8卷 5号 ,《英国之国外投资

额 》、《再纪摩洛哥事件 》、《马可波罗事略 》、《永历

太妃遣使于罗马教皇考 》

8月 ,《东方杂志 》8卷 6号 ,《摩洛哥与列强 》、

《后四国借款抗议 》、译文《不平安慰法 》(美国赖淀

氏著 )、译文《日本之生活难 》(节选自日本新公论户

田博士文章 )

9月 ,《东方杂志 》8卷 7号 ,译文《不平安慰法

(续 ) 》、

10月 ,《东方杂志 》8卷 8号 ,《英国政争之经

过 》、《大同盟罢业 》、《川路事变记 》、《世界多事之

年 》

11月 ,《东方杂志 》8卷 9号 ,《革命战争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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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战事记 》、《论俄德协约 》、《纪意土战争 》、《海地

共和国之革命 》

1912年

39岁 ,受蔡元培之邀 ,偕同吴稚晖赴北京参加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的国音统一会 ,被聘

为该会会员 ,在早年所学的声韵知识基础上 ,注重于

注音字母和新式标点的创立 ,对注音字母的创制贡

献颇多。逗号“, ”即为其所创 ,并以《二十四史 》为

对象试验新式标点 ,历时两年多。

所著教科书《理科 》《生理学 》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 ,《植物学 》《矿物学 》修订再版。

5月 ,《东方杂志 》8卷 11号发表杜亚泉署名

“高劳 ”的《镭锭发明者居里夫人小传 》一文。

该年 ,杜氏发表于《东方杂志 》上的文章如下 :

4月 ,《东方杂志 》8卷 10号 ,《中华民国之前

途 》、《革命成功记 》、《墨西哥革命成功之伟人 》(摘

自西报 )、《英国与印度 》、译文《回回祸 》(摘自新公

论 )、译文《东洋最初之共和国 》(节选自日本太阳杂

志 )、《纪暹罗皇帝加冕礼 》、《俄波之交涉 》、《的利

波里问题 》、译文《支那革命之成功与黄祸 》(摘自西

报 )

5月 ,《东方杂志 》8卷 11号 ,译文《社会主义神

髓 》(连载至九卷三号 ,即同年 9月 ,该书作者为日

本近代社会主义理论先驱幸德秋水 )、《论共和折衷

制 》、《英德之外交 》、《德国之经营胶州湾 》、译文

《年龄论 》、《生活困难之研究 》、《临时政府借债汇

记 》、译文《万国雅片会议 》(节选自日本外交时报 )、

译文《中裁条约之将来 》(摘自日本大阪朝日新闻 )、

《英国煤矿工之大同盟罢业 》、《意土之讲和 》。

6月 ,《东方杂志 》8卷 12号 ,《中央财政概论 》、

《奥地利与匈牙利 》、《泗水华侨与和兰警察之冲

突 》、《巴拿玛运河之影响 》、《尿粪制造燃灯瓦斯 》

7月 ,《东方杂志 》9卷 1号 ,《论依赖外债之误

国 》、《银行团借债及垫款之交涉 》、《塔虎脱与罗斯

福 》、《清宫秘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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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graphica l chronology of Du Ya2quan from 1873 to 1912
CHEN Yi2wen, YAO Yuan

(Center for H 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Northwest University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A im　The contribution which western nature science is sp read in China and educational movement of

Du Ya2quan are described in time of late Q ing Dynasty and early the Republic of China. M ethods　L iterature ana2
lyzing and researching were used. Results　Two journalswere published and Ya Quan school, Pu Tong school were

founded by Du from 1898—1933, and he was taught at Zhongxi School, Xunxi School, Yuejun School, New China

School orderly. A t the same time, Du had published 320 p ieces of literature and edited about forties books. Con2
clusion　Du was a rep resentative person who introduced and sp read western natural science in China, and his

thought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had important p ractical value.

Key words:Du Ya2quan; western natural scienc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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