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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主编的 3刊及其科学传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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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原始期刊文献考证 ,全面研究晚清民初时期杜亚

泉先后主编的《亚泉杂志 》《普通学报 》《东方杂志 》等 3刊。结

果表明 :杜亚泉首创中国学者自办的第一种综合性科技期刊 ; 3

刊的科技传播倾向形成了杜亚泉前后一贯的办刊理念。认为 :

杜亚泉是中国近代西学东渐背景下致力于西方科学知识引进

及传播的标志性人物 ,通过主编 3种综合性期刊 ,完成了从传

教士与中国学者合办期刊向中国学者自办期刊的历史性过渡 ,

开创了近代中国期刊史的新篇章。其综合性期刊特色化的办

刊实践 ,对今天期刊的发展仍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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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代中期到清代晚期 ,我国期刊完成了从传教

士办刊、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合作办刊到中国学者独自

办刊的历史性过渡。清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 ) ,杜亚

泉 (1873—1933)在上海创办的《亚泉杂志 》,是这一历

史性过渡的重要标志之一。杜亚泉之后接续创办的

《普通学报》和接任主编的《东方杂志 》,形成了其期刊

编辑思想和科学传播思想的完整体系 ,对他所主编的

3刊作系统全面的研究 ,显然在廓清整个中国期刊编

辑历史脉络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 ,对杜亚泉所办期刊的研究 ,大多集中在个案

研究、新闻史或社会科学研究层面 [ 1 4 ] ,然而 ,对其所

办全部期刊作整体性研究 ,或在解剖其期刊编辑出版

思想和科技传播思想方面 ,则鲜见报道。本文拟从这

2个视角对其作初步探讨。

1　杜亚泉与《亚泉杂志 》

　　杜亚泉 ,原名炜孙 ,字秋帆 ,号亚泉 ,笔名伧父、高

劳等。浙江会稽伧塘 (今属上虞长塘 )人。1900年秋 ,

他在上海创办亚泉学馆时始有“亚泉 ”的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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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他于 1900年 11月 29日 (农历十月初八 )在上海

创刊《亚泉杂志 》,由亚泉学馆发行 ,其宗旨是“揭载格

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学 ”[ 6 ]
,推广化学、物理、数学。

《亚泉杂志 》的载文量达 40篇 ,其内容涉及自然科学

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等 ,关于化学的文

章 23篇。其主要撰稿人是主编杜亚泉 ,除标明作者的

2篇王琴希的来稿 , 1篇周美权来稿 , 1篇叶振铎的来

稿 , 1篇虞和钦来稿 ,其余均为杜亚泉编写 ;袁翰青《中

国化学史论文集 》中 30多篇重要论文中有 4篇是杜亚

泉发表在《亚泉杂志 》上的 :因此 ,《亚泉杂志 》可以说

是一种偏重化学的综合性自然科学期刊 ,更成为后人

研究近代中国化学史不可或缺的文献。

《亚泉杂志 》对于西方化学的引进尤为突出。

1900年 12月 19日出版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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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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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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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为最早报道的说法和“鈤 ”字

为鲁迅所造的说法。《亚泉杂志 》第 6册发表的《化学

周期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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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泉杂志 》第 7、8册连续刊

登了一系列文章 ,《述鉰金瓦鈤之性情 》、《论氩 》、《论

歇留谟 》(即氦气 )、《钙之制作及性质 》分别介绍了鉰、

金瓦、鈤、氩、氦、钙等化学新元素的发现及其特性。这

些元素都是 19世纪后 30年间的重大发现 ,都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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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泉杂志》初次或更加系统地传入我国 ,氩这一元素

的命名更是杜亚泉的首创 ,这在我国自然科学研究史

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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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力于科学启蒙和科学传播的先行者之一 ;然而 ,

他虽是独立承担这一重任 ,却不以科学家自居 ,甘愿做

中国科学启蒙的奠基石。蔡元培在所撰写的《杜亚泉

君传 》中回忆道 :“人有以科学家称君者 ,君答曰非也 ,

特科学家的介绍者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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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写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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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由此可以看出 ,他将科学技术用“艺术 ”一词表

示 ,即“技术 ”之意 ,与现在“艺术 ”一词的含义无关。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固然很重要 ,但政治的发达与

科学技术是紧密联系的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政治昌明

提供基础。这成为他创办《亚泉杂志 》的初衷 ,这一思

想延续到《普通学报 》,并在《东方杂志 》的栏目设置上

有所体现。

2　《亚泉杂志 》的续刊《普通学报 》

　　《亚泉杂志 》出版第 10期后改为《普通学报 》,从

1901年 10月至 1902年 5月终刊共 5期 ,注重数理科

学并兼载时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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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卷第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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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学报 》是《亚泉杂志 》的接续 ,其创刊号并没

有发刊词、刊首语等 ,仅在首页由其主编杜亚泉题词

“文部之先声 ,学生之好友 ”[ 10 ]。其内容偏重于理化 ,

设 8个栏目 ,包括 :经学科 ,史学科 (中外历史、地理 ) ,

文学科 ,算学科 ,格物学科 ,博物科 ,外国语学科 ,学务

杂志 ;但是 ,由于《普通学报 》出版的期数太少 ,其栏目

设置后所刊载的文章类别广度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然而 ,《普通学报 》停刊后 ,虞和钦主编的《科学世界 》

成为其延续。这一点由普通学报馆在光绪二十九年四

月第 2期《科学世界 》上刊登的公告“本报自开办至今

共出五期 ,今因同志诸君另办科学世界未能再续 ,凡订

阅普通学报十期者 ,除前寄五期外 ,其余五期即以科学

世界三期交换 ,仍由普通学书室发行 ”可以证实。其

主编虞和钦也是《亚泉杂志 》和《普通学报 》的重要撰

稿人。

《普通学报 》与《亚泉杂志 》最为显著的区别是具

有相对固定的作者群。它主要刊登自由来稿 ,每篇文

章都标明其作者 ,其中不乏后来的名家 ,如第 1期末尾

《章程揭要 》中清楚地列出“执笔赞助诸君 ”有蔡元培、

周美权、谢洪赉、虞自勋 (和钦 )、林蕊初等人。蔡元

培、周美权、谢洪赉等人发稿量共 28篇 ,占总发文量的

1 /3多 ,主编杜亚泉为《普通学报 》培养了层次较高的

作者群 ,且该作者群遍及经学、史学、算学等诸学科。

这批作者在该刊停办后 ,陆续成为《东方杂志 》《科学 》

等期刊的重要撰稿人。其中 ,周美权在《普通学报 》发

表算学文章 11篇 ,他是中国 20世纪初期著名的数学

家 ,采用传统的方式研究中国数学 ,其代表著作《数之

性情 》《九九支谈 》《几何求作 》等均是在《普通学报 》

上发表的。

杜亚泉本人作为作者也为刊物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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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的文章估计亦为杜亚泉所作。此外 ,他还在第 5期上

发表专业性较强的《植物分类学 》等的文章。

3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 》的改良和科技传播

　　《东方杂志 》是我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一种大型

综合性学术期刊 ,创刊于 1904年 3月 , 1948年 12月终

刊 ,历时 45年。杜亚泉任主编的日期为 1909年 2月

至 1920年 8月。

《东方杂志 》主体部分是分类选刊当时比较权威

性的文献和时政资料。杜亚泉接任主编后 ,立即对

《东方杂志 》进行了“改良 ”。其中 ,有关理化、博物 (植

物学、动物学、矿物学 )、农、工等新增内容 ,显然是杜

亚泉自《亚泉杂志 》和《普通学报 》(包括后续的《科学

世界 》)以来的办刊风格的延续。

“改良 ”后的《东方杂志 》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以发表署名文章为主体 ,扩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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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 ,取消了谕旨、奏章等官方文件 ,同时大大压缩了时

事资料方面的篇幅 ,时政性与学术性并重 ,开创了中国

杂志界的新格局 ,以刊登各种论著为主体 ,大大地拓展

并丰富了杂志的内涵与外延。其“销行 1万份以上 ,

打破历来杂志销数的记录 ”,成为当时中国杂志界最

具影响力的大型综合性期刊 [ 11 ]。胡愈之就此指出 :

“杜亚泉先生主编《东方 》⋯⋯先后共历 9年。当时中

国杂志界还十分幼稚 ,普通刊物都以论述政治法令、兼

载文艺诗词为限。先生主编《东方 》后 ,改为大本 ,增

加插图 ,并从东西文杂志报章撷取材料 ,凡世界最新政

治经济社会变象、学术思想潮流 ,无不在《东方 》译述

介绍。而与国际时事 ,论述更力求详略 ,对于当时两次

巴尔干战争和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战 ,在先生所主编

的《东方杂志 》,都有最确实迅速的详述 ,为当时任和

定期刊物所不及。《东方杂志 》后来对于国际问题的

介绍分析 , 有相当的贡献 , 大半出于先生创建

之功。”[ 12 ]

在主编《东方杂志 》期间 ,杜亚泉除了处理繁忙的

编务、延请名家撰稿外 ,还大力译述介绍了“世界最新

政治经济社会变象、学术思想潮流 ”,在政治学、社会

学、语言学、哲学方面亦致力于“科学思想的灌输 ”[ 11 ]。

从《东方杂志 》第 8卷第 1期到第 16卷第 12期 ,他亲

自撰写和译述的关于政治时事、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方面的论著多达 300余篇。在此期间 ,有关科技传播

的内容明显增多 ,科技文章主要刊登在《新知识 》和

《杂俎 》这 2个栏目中。主编杜亚泉在《东方杂志 》上

仅发表数篇科技文章 ,如《理科小识 》(1909年第 1、5

期 )、译文《食物养生法 》(摘自日本卫生新报 , 1911年

第 2期 )、《尿粪制造燃灯瓦斯 》( 1912年第 12期 )、

《钢骨三合土建筑法述略 》(1917年第 1期 )、《最轻之

金属与最轻之气体 》(1917年第 12期 )。由此可以看

出 ,杜亚泉关注的焦点已经发生改变 ,但是 ,《东方杂

志》对科技知识的传播仍然与《亚泉杂志 》和《普通学

报 》是一脉相承的。

4　结论

　　1)《亚泉杂志 》是国人自办的以传播西方近代化

学为特色的第一种综合性自然科学期刊。其刊载文章

主要为译文 ,经由日本传入中国 ,将自然科学发展过程

中重要的学术成果系统地介绍给国人 ,这在近代期刊

传播中是罕见的。

2)《普通学报 》是一种以算学为特色的文理综合

性自然科学期刊。它以刊登来稿为主 ,主编杜亚泉开

创性地培养了层次较高的作者群 ,而且该作者群遍及

经学、史学、算学、文学等诸学科。这批作者在该刊停

办后 ,陆续成为《东方杂志 》《科学 》等期刊的重要撰

稿人。

3)《东方杂志 》在杜亚泉主编期间 ,在栏目上有重

大调整 ,是以政论为主 ,兼及科学技术传播的综合性期

刊 ,成为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期刊。杜亚泉本人虽然

在该刊上也发表少数的科技文章 ,但是 ,从其发表的大

量时政论述文章看 ,杜亚泉通过《东方杂志 》的平台已

成为一位启蒙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4)由于笔者未能证实《中外算报 》确是杜亚泉主

编 ,故本文未对该刊作介绍。从自办《亚泉杂志 》和

《普通学报 》,主编《东方杂志 》的科学传播生涯可以看

出 ,杜亚泉大胆吸纳西学并积极地传播和应用 ,他所从

事的传播活动大多为开创性的 ,而其科学救国主张和

科学传播思想始终贯穿其中 ,并且 ,杜亚泉思想的转变

极大地影响其主编刊物的栏目设置及风格 ;因此 ,杜亚

泉综合性期刊特色化的办刊实践对今天的期刊发展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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