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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调阅 1915 —1948 年《清华学报》原始文献的基础

上 ,对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文理综合性质、编辑出版特色、经营

特色、学术传播内容 ,以及在中国大学学报发展史上的地位、作

用与意义作了系统研究。认为 :它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中、

英文 2 种版本出版的高校学报 ,奠定了中国文理综合性大学学

报的基本模式 ,并将其推至极致 ;它摒弃清末民初期刊经由日

本传入西学的传统渠道 ,开创了从欧美直接引入西学的新途

径 ,为“五四”前夕科学与民主氛围的酝酿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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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辛亥革命前夜 (清宣统三年四月)的清华学

堂 (旋改清华学校) ,是用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一所留

美预备学校 ,其高等科为 4 年制 ,稍后改为大学一年

级 ,故初期的性质介于大专和大学之间。1912 —1914

年创刊有文理综合性质的《远德杂志》《清华周刊》,之

后在 1949 年以前创办有《国学论丛》《地学汇刊》《清华

科学报告》《清华土木工程学会会刊》《气象季刊》《工程

季刊》《清华机工月刊》《工程学报》《昆虫浅说》等 80 种

期刊。其中 ,《清华学报》( Tsinghua Journal) 最具代表

性 ,就此 ,已有一些初步的宏观研究[1 5 ] 。

1 　编辑出版与经营特色

　　《清华学报》为一种文理综合性学术月刊 ,1915 年

12 月创刊于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学报社编辑 ,清华学

校印行出版。严复、黎元洪、梁启超等相继题写刊名。

1915 12 —1919 12 出版的 1～4 卷中 ,1、3、5、7 期为英

文版 ,2、4、6、8 期为中文版 ;第 5 卷的 1、3、5、7 为中文

版 ,2、4、6、8 期为英文版。1920 —1923 年停刊 ,1924

06 复刊后改为半年刊。1928 年改由清华大学学报编

辑委员会主办。1931 年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出版委员

会编辑 ,学校出版事务所发行。1934 年改为季刊 ,自

1941 年改为半年刊。抗日战争期间 ,随校迁昆明出

版 ,抗战胜利后迁回北平出版。1948 年后 ,内容渐以

自然科学为主。1915 —1948 年 ,先后共出版 20 卷 ,90

余期 ,并曾出版过 1～10 卷目次索引 ,是迄今所见 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高校历时较久 (33 年) 、出版期数较

多的文理综合性学报之一 ,与今《清华大学学报》一脉

相承。

《清华学报》是我国最早使用中英文 2 种版本出

版 ,且初以英文版为主的高校学报 ,也是最早在刊名上

缀以“学报”2 字的高校学术期刊 ,亦为清末民初时期

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文理综合性高校学报之一 ,并在学

术性、探索性和舍弃日本间接渠道传入西学而代之从

欧美直接传入西方最新科技学术等方面开创了高校学

报的先河。

《清华学报》的编辑出版人员分为教师 (专任中英

文掌校、编辑) 和学生 (兼任总编辑、中英文编辑和经

理) 2 部分。教师中 ,先后任职者有杨恩湛、饶枢龄、高

祖同、陈桢、戴元龄、王文显、狄玛、刘大钧、吴景超、朱

自清、吴宓等 ;学生中 ,先后任总编辑或负责者有陈烈

勋、陈达、杨振声、浦薛凤、吴景超、朱自清等。学生时

代的叶企孙、梁思成亦曾做学报英文编辑 ,教师中梅贻

琦、闻一多、曾昭抡、潘光旦、萨本栋、顾毓　曾任编辑。

知名学者梁启超、胡适、王国维、叶企孙、周培源、赵元

任、吴宓、朱自清、马寅初、杨树达、冯友兰、杨振声、罗

家伦、金岳霖、吴有训、陈寅恪、翁文灏、闻一多、王力、

俞平伯、张光斗、刘仙洲等均曾参与学报的编、审、撰等

工作 ;罗家伦、熊庆来、叶企孙、金岳霖、赵元任、吴有

训、陈寅恪、冯友兰、翁文灏曾为编委 ,其中每届编委中

均有数名外国学者。

《清华学报》的编辑出版体制采取了经费 ———校资

与自收相结合、编辑 ———教师与学生相结合、文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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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与英文版相结合、内容 ———西学与中学相结合

的独特方式。其中 ,广告经营颇具特色 ,诚如其经理部

所介绍的 :一是“出版以来颇承阅者称许 ,国内外杂志、

报章与本校交换者 ,一年之内已达 140 余种”,亦“销路

极广”,“登广告者必得绝大之利益”;二是“本校每年由

各省行政长官考送学生 ,均以本学报购赠亲友”,“如登

广告必名驰各省”;三是“本校每年派遣学生游学美国 ,

本学报随学生所至 ,阅者甚多”,“如登广告必声闻他

国”;四是“本学报直接寄达京内外公署及各公益机关

者极多”,“如登广告则招徕必广”;五是“各处军商界购

阅本学报者甚多 ,而以学界为尤夥”,“如登广告生意益

旺”;六是“本学报中文、英文轮流出版”,“如登广告 ,或

用华文 ,或全用英文 (德、法文亦可用) ,或华洋文按期

轮流换用 ,或华洋文同时并用 ,悉听尊便”;七是“本学

报专为研究学术 ,并非营业 ,兹为便利商家 ,并为本学

报筹措印刷费起见 ,招登广告 ,所定广告费较国内各杂

志 ,极为低廉”。另外 ,在美国 ,亦设有清华学报经理

部 ,任用 2 人“经理在美发行事宜”[6 ] 。学校也设有清

华留美学生监督处。1915 —1919 年 ,《清华学报》出版

的 30 余期 ,每期均有 10 余种广告 ,包括书刊目次预

告、国内外公司介绍、工业产品或商品推介等多方面 ,

按其广告价目和印刷等成本核算 ,以及多年连续出版

不辍等因素考量 ,应该是盈余可观。这是早期高校学

报最为成功的经营范例之一 ,尤其是其中英文版间出、

在美专人经营、随留美学生所至、广告文种华洋文“悉

听尊便”等经营特色 ,与此前借官府发行为主渠道或以

国内发行为主有很大不同 ,显然为清末民初高校学术

期刊所独有。

《清华学报》的办刊宗旨概括起来 ,为“博通今古 ,

融贯中西”,“阐发学理”,“传播学术”,“集思广益”,“以

资考镜”,“互相交换 ,互相观摩”[7 ] 。具体地说 :一是

“对于中外学术风俗之优良、可资传播者 ,加以选择 ,用

中英文分别译登 ,借以发扬我国之幽光 ,灌输泰西之文

明”;二是“以其所知求其所不知 ,以其所能求其所不

能 ,随时随地皆足以供吾人之研究”[7 ] ;三是“对于国

内外文艺事业之关于我国教育者 ,或专记载或加讨论 ,

以为发达教育之补助”;四是“能使阅者窥知本校内容 ,

国内外各学校以杂志、报章交换者 ,彼此可收切磋观摩

之效”[8 ] 。这与今日高校学报作为本校学术交流窗口

和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功能已无太大差别。学报的编者

们还进一步认为 :“学报者 ,交换知识之渊薮也 ,清华学

子 ,以学报有益于学业者甚大。特于课余之暇 ,译述欧

西有用之书报 ,传播学术 ,或以心之所得发为文词 ,或

以平时所闻者为余录。虽零纨碎锦不为巨观 ,而别类

分门 ,颇具条理。诸君子之苦心热力有足多者。语云 :

君子以文会友 ;又云 :所以求乎朋友先施之。方今学理

日新 ,文化日进 ,凡足以资考镜者几乎美不胜收 ,且人

之好学谁不如我。苟以此册与各界各校所出之伟著 ,

互相交换 ,互相观摩 ,则此后诸君子之学识 ,日以增进 ,

而本报亦继长增高 ,益求完备。学报之称庶能名副其

实欤 ?”[7 ]在这里 ,除高校学报的学习园地功能以外 ,

还被赋以“以文会友”“传播学术”“以资考镜”的功能和

促进各校各界间观摩交流的功能。这是有关高校学报

社会职能的最早论述。

2 　学术内容与传播特色

　　《清华学报》的栏目主要有著述、选论、学术、教令、

法令、文艺、图画、丛录、广告等。

中文版创刊号见有科学史、数学、物理学、天文学、

生物学、地学、医学、经济学、工程技术等广泛内容。其

中有 :张可治的《七十年来科学发达史》,王祖廉的《三

平分角度法》,刘树墉的《无线电报》,郭应钟的《群星之

原始及其构造》,布乐题的《中国白蛉与疾病之关系》,

陈达的《美国有操纵世界银行之希望》,陈烈勋的《虫与

鸟之关系》《空中铁道》等。其中大部分文章具有较强

的学术性 ,即便像《无线电报》《空中铁道》这样看似普

及介绍的文章 ,其实也已有较深入的论述。其他各期

较重要的自然科学论文有 :叶企孙的《考正商功》《中国

算学史略》《清华学校大礼堂之听音困难及其改正》,萨

本栋的《长途交流电线之算法》,周培源的《三等分角法

二则》,顾毓　的《四次方程求拓法》,李俨的《梅文鼎年

谱》《李善兰年谱》,王国维的《水经注跋尾》,吴有训的

《Compton 效应中变线强度与不变线强度之比率》,杨

武之的《关于同余式的一个定理》,闻一多的《天问释

天》,1947 年钱伟长的《超音速之对称圆锥型流动的渐

近解法》(英文) ,屠守锷的《机翼性能的简单求法》,丁

文江、翁文灏的《中华民国新地图》,刘仙洲的《续得中

国机械工程史料十二则》,等等。

在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 ,在 1924 —1941 年 ,

梁启超、胡适、马寅初、王力、赵元任、陈寅恪、冯友兰、

钱穆、蒋廷黼、金岳霖、顾颉刚、吴晗、张岱年、朱自清、

俞平伯、朱光潜、朱君毅、唐钺、夏鼐、陈梦家、梅贻琦等

大师均有论文发表于学报。

英文版创刊号亦为文理综合性质。英文版 1916

年第 2 卷第 1 期有 :美国公使芮恩的《中华民国五年十

一月份教育界之新兴潮流》,总统府法律顾问韦罗贝的

《共和政体之讨论》,清华学校教员狄玛的《美国移民问

题》,经济学士刘大钧的《中国经济主义发达史》,清华

学校校长周诒春的《毕业训词》等。1917 年第 2 卷第 5

期有 :《中国之工程教育》《蔡谔传》《职业概谈》《中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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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等。

从内容来看 ,《清华学报》的发展大致可分为 2 个

阶段和 2 大问题。

2 个阶段 :一是 1915 —1919 年的引进西学为主 ,

中学研究为辅阶段 ,主要是通过欧美报章杂志翻译、编

译、综述其最新科学技术、民主思想、教育思想、经济学

理论等 ,间以中国问题研究 ;二是 1924 —1947 年的中

国问题研究为主 ,或融入西学研究中国问题 ,其间以介

绍西学前沿为辅阶段 ,主要是留学归国学者直接运用

所学研究中国的科学、工程技术、工业、农业、政治、经

济、教育、文化等问题 ,探索科教救国之道。

2 大问题即中学与西学。西学所据渠道主要有美

国的《科学》( Science) 、《科学月刊》( The Scientific

Monthly) 、《纽约大观报》《波士顿教育报》《19 世纪》,

英国的《数学报》(Mathematical Gazettc) 等 ,有的译介

距原刊出版时间仅为数月。

《清华学报》还通过编辑记述、论著提要、广告页等

栏目报道了 30 余种同期出版的报纸或期刊的目次预

告或撰著提要 ,如北京大学的《理化杂志》,中国科学社

的《科学》,《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等。其撰著

提要介绍无疑预示着高校期刊的新类型 ———文摘期刊

的产生。

20 世纪 30 年代 ,《清华学报》一度以人文科学为

主 ,英文版停办后一度改为中英文各半混排 ,1948 年

则改为纯自然科学学术期刊 ,1947 年以前的绝大部分

时期 ,保持了创刊之初文理综合的性质。这种性质 ,与

当时的科学发展总趋势很好地吻合 ,也与早期清华文

理综合的性质相得益彰 ,营造出了文理融通、互相渗透

的适宜氛围 ,成为大师成长的适宜土壤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像学者的摇篮 ,发表了一大批学术大师的处女

作、第 1 篇论文 ,或其代表作 ,所发的一些论文端直就

是某个学科或某个研究方向的创始之作 ,以致我们在

追溯一些学科源头或追溯大师们的学术生涯时 ,不得

不阅读早期的《清华学报》。它也像一艘旗舰 ,引领了

20 世纪 20 —40 年代的学术潮流和文理综合性高校学

报的走向 ,并将这种文理综合性的高校学报模式推向

极致。众多的大师选择在一种大学学报上发表其早期

论著 ,如陈寅恪甚至前后在学报发表 17 篇论文 ,闻一

多发表 11 篇 ,冯友兰发表 10 篇 ,朱自清发表 8 篇 ,钱

伟长发表 3 篇。1930 年 ,吴有训在学报上发表了他回

国后关于康普顿效应的第 1 篇论文 ,与其他论文形成

系列 ,进一步证实康普顿效应的存在。这几成名作云

集之势 ,构成了高校学报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有景观或

现象 ———我们权且称其为“清华学报现象”。叶企孙更

是从一名学报的学生英文编辑 ,到在学报上发表其第

1 篇论文 ,到成为一位清华教师 ,到担任学报编辑部主

任 ,再成长为名驰世界的一位科学大师。学报编辑们

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 大师们是被什么力量所吸引 ,

非得在如林期刊中选择《清华学报》? 这一现象 ,有很

多发人深省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3 　地位、意义与结论

　　循中国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的进化史来看 ,1915

年 12 月创刊的《清华学报》并非最早 ,而是晚于 1889

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约翰声》季刊、1906 年苏州东吴

大学堂的《学桴》月刊、1913 年西安西北大学的《学丛》

月刊[9 ] 。最早的 2 种为教会学校刊物。上述期刊虽为

文理综合模式 ,然而科学技术内容往往处于次要地位 ,

或大多只是些科学知识报道 ,除《约翰声》采用中英文

各半混排外 ,余皆为纯中文版。

《清华学报》是我国最早的中、英文双版同时出版

的文理综合性高校学报 ,也是最早在刊名中冠以“学

报”2 字的高校学术期刊。《清华学报》在西学东渐中

的传播渠道也与清末民初的其他期刊有所不同。这就

是 ,它不像《北直农话报》或者《学丛》那样 ,借助留日师

资经由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传播西学 ,而是借助留美师

资和创办文理综合性英文版学报直接从欧美传入最新

的西学。

《清华学报》对高校“学报”作了最早的定义 ,赋以

“传播学术”“以资考镜”“互相交换 ,互相观摩”“借知本

校内容”“以文会友”等内涵 ,制定了第 1 份高校学报章

程———《清华学报简章》,创造了校资与自我经营筹资

相结合的成功经营机制和范例 ,而且构建了大师辈出

的学术平台 ,将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模式发挥至极致。

同期同校的《清华周刊》在《清华学报》于 1924 年复刊

前夕还就办好学报展开讨论 ,发表了芬的《我对于清华

学报组织上的讨论》,董鸣的《不成问题的学报问题》,

张荫麟的《清华学报组织问题》,王造时的《清华学报之

组织计划》(附学报简章)等 ,也载文研究校办刊物发展

史和校办刊物“集稿制”和“编辑制”的优劣 ,并据一度

放弃编辑的经验教训最终得出了编辑永远是期刊出版

不可或缺的必须环节的结论[10 ] 。这些研究同样具有

重要意义 ,在高校期刊编辑学史上亦为拓荒之举。

《清华学报》的另一个重要创造是与其后 1919 年

1 月的《北京大学月刊》一起奠定了 20 世纪初期中国

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这一期刊类型的基本模式。《清

华学报》编辑部特别指出创刊的初衷是 :“欲求博通今

古 ,融贯中西”[7 ] ,“因为学问的范围是很广的 ,所以本

报的论著 ,不用机械式地分类 ,除文苑一门暂时不登

外 ,其余的著作 ,但求与本报宗旨相合 ,俱可选载”[11 ] 。

29 编 　辑 　学 　报 第 18 卷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为这种“文理综合”的性质提供了

理论依据 ,他认为 :“今日大学 ⋯⋯通识为本 ,专识为

末”“今日言学问 ,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

学三大门 ,学子对此三者之间 ,能识其会通之所在 ,而

恍然于宇宙之大 ,品类之多 ,历史之久 ,文教之繁 ,要必

有其一以贯之之道 ,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

此则所谓通也”[12 ]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倡导大学

学术社团与期刊的同时 ,也对这种“文理综合”的现象

作了阐发 ,认为绝不能“守一先生之言 ,而排斥其他”

“局守一门 ,互不联系”或“学文学者蔑视科学 ,治一国

文学者 ,不肯兼涉他国 ;治自然科学者而不肯稍涉哲

学”,主张“文、理是不能分科的”[13 14 ] 。

之后 ,以学校名义主办并冠以“学报”2 字者有

1931 年复旦大学的《复旦学报 (自然科学版)》和《厦门

大学学报》,1932 年 5 月的《北平大学学报》,1939 年西

北大学的《西大学报》和《云南大学学报》,1945 年的上

海《交大学报》等。

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这种类型虽在我国仍然存

在 ,却已非主流 ,已为文、理分离的另一种综合类型所

取代 ,即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版和综合性自然科学版

2 种大学学报 ,可视为清华、北大文理综合性学报模式

的一个变种。它与科学既有综合化趋势 ,又有精细化

趋势以及综合性大学通识性育人模式非常吻合 ,既符

合科学发展规律 ,又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 ,故为一个

历史性的合理存在。

史实无可辩驳地证实 ,并非像过去人们以讹传讹

的说法 :中国大学的综合性学报模式是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随高等教育体系从苏联传入的。我国大学的综合

性自然科学学报或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的模式 ,

是“五四”运动前后由《清华学报》和《北京大学月刊》这

种文理综合性学报模式演变而来并逐渐分化而成的 ,

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 ,有着自己特定的历

史背景、发展序列以及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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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书刊中允许“2 万 1 000 册”这类表示吗 ?

　　问 　从《编辑学报》上经常可以看到“2 万 1 000

册”“1 万 3 500 余家”一类表示 ,请问这类表示在科技

书刊中允许吗 ? 有什么依据 ?

答　允许。在科技书刊中对于带法定计量单位的

量值也可以表示成这种形式 ,如“20 万 3 300 t”。

GB/ T 15835 —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中说 :“非科技出版物中的数值一般可以‘万’‘亿’作单

位。”这一说法是不全面、不准确的 ,它否定了在科技书

刊中用‘万’‘亿’来表示数值和量值的合理性和正确

性。国家计量局 (84) 量制字 180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使用方法》规定 :“亿 (108) 、万 (104) 等是

我国习惯用的数词 ,仍可使用 ,但不是词头。习惯使用

的统计单位 ,如万公里可记为‘万 km’或‘104 km’;万

吨公里可记为‘万 t·km’或‘104 t·km’。”这里并没有

强调适用于哪类出版物。既然“万 km”的表示允许 ,那

么在科技书刊中“万 A”“亿 kW·h”等表示也属正确。

GB/ T 15835 正确地指出 ,可以同时使用“亿、万”

作单位 ,如 1990 年人口普查人数为 11 亿 3 368 万

2 501人。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引申出“50 万 3 000 V”

“867 亿 1 300 kW·h”等表示也是正确的。 (诸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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