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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史话
·

西南高校近世科技学术期刊的发展

妇匕 远

我国西南地区一般指四川
、

云南
、

贵州三

省和西藏 自治 区 曾含西康省
,

后撤
。

此地

盆地与山脉相互交错
、

高原崎岖
、

盆地富庶
、

地域广大
、

民族众多
,

形成 了一种典型的盆地

文化和高原文化
。

在我国原始时代
,

文明发展

呈多元性发展势态之时
,

云贵高原是较为活跃

的核心地带
,

蝴蝶人
、

东方人
、

元谋人 曾创造

了灿烂的原始文化
。
川之后的巴蜀文化

、

藏文化

更为 中华文明增添了夺 目的光彩
。

及至近世的

抗 日战争时期
,

此地成为战略大后方
,

重庆市

亦成为战时政治经济
、

科学文化的 中心之一
。

这时我 国的 高等学校
,

有很大一部分迁 至西

北
、

西南一带
,

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即为当时

具有代表性的两所大学
。

这些内迁的高等学校

大都办有学术期刊
,

加之地方院校所办的学术

期刊
,

使这一区域的学府文化呈现了历史上从

未有过的繁荣之势
。

由于这些大学来 自全国各

地
,

因此
,

它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我国高校学术

文化的水平
。

有不少大学期刊的发展史
,

恐怕

都或 多或少 地要在 这里 寻找历 史的缺环或源

头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把这一区域的高校学术

期刊发展史作为一个典型剖面
,

对研究我国高

校整个学术期刊史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四川高校科技学术期刊的发展

四川大学

四 川大学的前身为 年在成都建立的

尊经书院
。

在兴办新学的浪潮 中于 年筹

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 辛亥革命后改称成都高

等学校
。

年 创办 了 四 川 通省 师 范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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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改称成都高等师范学校 等数个学

堂
,

这些成为四川大学的雏形
。

年
,

四川

高等学校发展为国立成都大学
,

设置文
、

理
、

法 个学院 个系
。

次年成都 高等师范学校

发展为国立成都师范大学
,

设置文
、

理
、

教育

个学院 个系和艺术
、

体育两个专修科
。

由

辛亥革命后的 所专门学堂发展而成的 所 专

门学校合组为公立四川大学
,

设法政
、

中国文

学
、

外 国文学
、

农
、

工 个学院 个系
。

以

上 所大 学 又 于 年 合 并为 国立 四 川 大

学
,

设置文
、

理
、

法 个学院和 中文
、

史学
、

英语
、

教育
、

数学
、

物理
、

化学
、

生物
、

法

律
、

政治
、

经济 个系和体育
、

艺术两 个专

修科
。

原工学院并入省立重庆大学
,

农学院则

独立为四川省立农学院
。

年以前
,

四川大

学共设有文
、

理
、

法
、

师范
、

工
、

农 个学

院
,

以及 中文
、

外文
、

历史
、

算术
、

物理
、

化

学
、

生物
、

地学
、

法 律
、

政治
、

经济
、

教育

学
、

航空工程
、

土木水利工程
、

电机工程
、

化

学工程
、

机械工 程
、

农艺学
、

森林学
、

园艺

学
、

植物病虫害学
、

蚕桑学
、

农业经济
、

农业

化学
、

畜牧兽医等 个系
,

还有文科
、

化学

两个研究所
。

年以后
,

先后将成都理学

院
、

铭贤学院
、

大川学院
、

西南学院
,

以及华

西大学
、

成华大学
、

重庆大学
、

川北大学
、

云

南大学的部分院系并入
。

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时期和称为国立成都

大学时期办有不少教育
、

经济
、

文学
、

史学类

杂志
,

是四 川大学历史上创办期刊较 多的时期

之一
。

同时
,

四 川大学的前身之 一

—国立成

都师范大学也办有 《西南教育 》月刊
。

正式组成公立四川大学之后
,

创办最早的

期刊 为 农 学 院 农 业 推 广 部于 年 创办 的

《四 川大学农科学院月刊 》
,

仅办 期
,

现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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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省图书馆
。

在 年组建成国立四川大学

之后
,

农学院约于 年又创办 了 《再生稻

研究 》
,

共办 期
,

约停刊于 年 月
,

现藏南京大学图书馆 于 年 月创办 了

《新农林 》双 月刊
,

约 办 卷 期
,

停刊 于

年 月
,

现存四川省图书馆 于 年

月创办了 《营养专报 》
,

共办 期
,

约停刊于

年
,

今存北京等图书馆 于 年 月

由农业经济学会创办 了 《农村经济季刊 》
,

共

办 期
,

约停刊于 年 月
,

今存四川省

图书馆 于 年出版了 期 《川大农学季

刊 》
,

当年即停
,

今存 中科院
、

重庆大学等图

书馆 于 年 月由中国农政研究社创办

了 《农业论坛 》月刊
,

共办 期
,

于当年 月

停刊
,

今存北京
、

北京大学等图书馆
。

组成国立四川大学的第二年
,

理学院也开

始 出版学术期刊
。

先是 由该院物理 实验室 于

年 月创办 了 《气象 月刊 》
,

共办

期
,

约停刊于 年 月
,

现存北京
、

北京

大学和四川省等图书馆
。

这恐怕是当时西南地

区出版最为正常的一份科技期刊 了
。

之后于

年 月由理学院生物学会创办了 生物学

报 》
,

办 期即停
,

现存四川大学等 图书馆

于 年 月 由理学院生物系出版 了 《峨嵋

植物图志 》 卷 期
,

当年即停
,

今存北大和

四川省图书馆
。

文学院
、

法学院
、

师范学院和校方也办有

文学
、

政治经济
、

法学
,

以及院刊
、

校刊等刊

物
。

学校于 年至 年 月出版子两卷

《四川大学应用化学研究处报告书 》
,

今存北京

图书馆
。

华西大学

由美
、

英
、

加三国的 个教会于 年

筹建
,

年正式成立
,

定名为私立华西协合

大学 简称华西大学
,

是我国最早以医
、

牙

学科为特点的综合大学
。

初设文
、

理
、

教育
、

医
、

牙等科
。

年改系为科
,

设文
、

理
、

医

学 院
,

并增设 制药系
,

以后 又 增设牙 医 学

院
,

附设有综合性华西医院
、

仁济男医院
、

仁

济女医院
、

五官科医院
、

精神病院
、

麻疯病院

等
。

文学院设有 中国文学
、

外 国语文
、

教育

学
、

乡村建设
、

社会学
、

经济学
、

哲学史学
、

音乐
、

美术等 系 理学院设有数学
、

物理

学
、

化学
、

生物学
、

制药
、

农艺
、

家政等 系

和 个农业专修科 医学院设有内科
、

外科
、

妇产科
、

儿科
、

五官科
、

护士等 系和医学检

验专修科 牙学院设有 口腔内科
、

口腔外科
、

口腔病理
、

康复学等 系
。

该校于 年即

设有学士
、

医学博士和牙医学博士等学位
。

抗

战时期
,

燕京大学 北京
、

中央医学院 南

京
、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

金陵大学
、

齐鲁大

学 济南 等相继迁入与该校合作办学
。

华西大学创办的第一份期刊是 《华西教育

季报 》,

创刊于 年 月
。

在科技期刊方面
,

华西大学煌华学会于

年 月创办了 《大众科学季刊 》
,

共办

期
,

停刊于 年 月
,

今藏四川省
、

北京

大学等图书馆
。

医学会于 年创办 了 《华

西协合大学医学会会刊 》
,

但仅办 期
,

今存

北京大学图书馆
。

农业专修科于 引 年 月

创办 了 《华大农学 》
,

亦出版 期即停
,

今存

北京
、

南京和四川 省图书馆
。

农业研究所于

年 月也出版了 期 《华西协合大学农

业研究所研究专刊 》
,

今存北京图书馆
。

药学

社于 年创办了 《华大药学社社讯 》
,

共办

期
,

停刊于 年 月
,

今存北京和南京

图书馆
。

博物馆亦干 年出版 了 期 《华

西协 合大学博物馆丛刊 》
,

今存 四 川 省 图书

馆
。

牙医学院于 年创办 了 《华大牙医学

杂志 》
,

共办 期
,

年尚有新版出刊
。

这

是我国高校较早的牙医学杂志
,

也是体现该校

办学特点的一份科技学术期刊
。

乡村建设系于

年 月创办了 《华西乡建 》月刊
,

共办

期
,

停刊 于 年 月
,

今存北京
、

四川省

等图书馆
。

在社会科学方 面的期刊以经济 类期刊居

多
,

其他如文化
、

人物
、

文学的刊物也很有特

点
。

年至 年底又 出版 卷共 期

《人物季刊 》
,

是近代高校所办刊物 中
,

迄今见

到的唯一一种专门研究人物的期刊
。

它与

年 月创刊的北平 《人物月刊 》和 年

月创刊的上海 《人物杂志 》
,

是我国近代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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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史上专门报道人物的三种重要期刊
。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创建于 年
,

原系省立
,

后

改为国立
。

初期仅设文
、

理预科
。

年始设

文
、

理 两学院
。

年增设农学院
,

年

省立工 学院 并入
,

设立 工学院
。

至 年
,

共设理
、

工
、

文
、

法
、

商
、

医 个学院
,

以及

数学
、

物理
、

化学
、

地质
、

机械
、

电机
、

矿

冶
、

建筑
、

土木
、

化工
、

外 文
、

中文
、

教育
、

政治
、

法律
、

经济
、

会计统计
、

银行保险
、

企

业 管理
、

医 学 等 个 系 及 体 育专 修 科 等
。

年以后
,

将学校确定为培养工业技术人才

的多科性土科大学
,

将文
、

理
、

法
、

商
、

医等

院及化工
、

建筑
、

土木等系并人他校
。

该校 于 年 月 由测 候所 创办 了第一

份学术期刊 —《气象月刊 》
,

共办 卷 期
,

停刊于 年 月
。

这 一 刊物与创办 于 犯

年 月的四川大学 《气象月刊 》同名
,

但连续

办刊时间及期数则远远少于前者
。

年 由学

校校刊编委会创办 了 《重庆大学校刊 》 半月

刊
,

原刊名冠有“ 四 川省立 ” ,

自 年 月

始冠 以“ 国立 ”。

该刊共办 期
,

为该校 出版

期数较多的刊物之
一 ,

今存于重庆大学等图书

馆
。

年 月
,

由学校工商管理学会创办 了

《工商管理 》月刊
,

共办 卷 期
,

约 于次年

月停刊
,

今存武汉
、

重庆 市
、

南京等图书

馆
。

年 月又 由重光体育季刊社创办 了

《重光体 育季刊 》
,

共办 期
,

于次年 月停

刊
,

今存北京和贵州省图书馆
。

年还 由化

学 工程学 会创办
一

《重 大化 毛 》
,

办 期 即

停
,

今存该校图书馆
。

抗战时期迁川高校期刊的发展

三台东北大学

首先 迁 川 的 高校 为 东 北 大 学
。

年
“ 九

·

一八 ”事变之后
,

这所 首先受到 日本侵华

之害的 高等学校 即开始 内迁
,

相继 分散在北

平
、

西安以及四川三台等地
。

年始迁回沈

阳
,

继迁北平
,

年一 部分师生再迁回 沈

阳
。

该校 由张作霖于 年创办于沈阳
,

设

有文
、

法
、

理
、

工 个学院
。

该校在沈阳
、

北

平等地时就办有八九种综合性或文
、

理
、

农类

西南高校近世科技学术期刊的发展 —姚 远

期刊
,

在迁徙 中大部分停刊
,

但也有部分复刊

或新创办的期刊
。

内迁三台的具体时间不 清
,

但创刊 于 年的 《东北大学周 刊 》停刊以

后 于 年在三 台复刊
,

原办约有 期
,

复 刊 后 办 有 期
,

停 刊 于 年 月
。

们 一 全国中文期刊联合 目录 》 录有东

北大学于 年 月在四 川 三台创办 《东北

大学季刊 》
,

实为在此地复刊
。

该校
几

年

月在 二台创办了不定期刊物 《志林 》
,

共办

期
,

停刊
一

年 月
。

’ 年 月 该校地

理学会在三台创办 了 《地学 》杂志
,

但仅办

期
,

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

年 月该校史

地经济研究室在三台创办 不定期刊物 《东北

集刊 》 又 称 《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 部

集刊 》
,

共办 期
,

停 刊 厂 】 年 月
。

年
,

该校化学系也创办 《化学通 讯 》
’代

年刊
,

仅办 期
,

今存复旦大学图书馆
。

重庆 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
,

是 年 月改

称国立 中央大学的
。

年“ 七
·

七 ”事变之后

的 月
,

中央大学开始西迁入川
,

除医学院和

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迁成都而外
,

余皆迁至 玉

庆
,

年上半年分批迁回 南京
。

该校在南京

时 即办有 余种期刊
, ’ 迁渝之后 大 部分 停

刊
,

只有部分复刊或新办期刊
。

在社 会科学期 刊 方 面
,

复 刊或新 创 有

《社会科学季刊 》
、

《教 育丛刊 》
、

《农林月刊 》
、

《时 事研究 》 月 刊
、

《教 育心 理 研究 》 季 刊
、

《史学述林 》双月刊
、

《中国文学 》月刊等
。

在科技期刊方面最
一

早在渝复刊的 为 《畜牧

兽医季刊 》
,

该刊于 年 月在南京创
,

抗战期间暂停后迁渝复刊
,

年 月再度停

刊
,

共 办 卷 期
。

其 次 为 《机 工 》 平年

刊
,

该刊大约 年在 南京创刊
,

抗战期 间

停 刊
,

年 在 重 庆 复 刊
,

共 办 卷
,

年再度停刊
。

《中大电声 》则是 年

月在重庆新创办的季刊
,

共办 期
,

于

年 月停刊
,

今存南京大学 图书馆
。

《中央大

学土木水利工程学友会会刊 》 年 月创刊

于重庆
,

仅办 期
。

《肮工季刊 》 年 月

由航空工程学会创刊 于重庆
,

共办 卷
,

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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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次年 月
。

《化工 》月刊 年 月由化学

工程分会创刊于重庆
。

共办 期
,

约于

年停刊
。

《中央大学研究院理科研究所地理学

部专刊 双月刊
,

年创刊于重庆
,

共办

期
,

于 年停刊
。

其他迁川高校的期刊

除东北大学和 中央大学之外
,

迁川并办有

期刊的还有 中山大学
、

金陵大学
、

齐鲁大学
、

东吴大学
、

金陵女子大学
、

燕京大学
、

交通大

学
、

北京大学
、

武汉大学
、

同济大学等
。

中山

大学 于 年 月在重庆复刊 《现代史学 》
。

金陵大学于 年在成都 复刊 《金大青年 》

月刊 年在成都复刊 《金陵学报 》半年

刊 另外在成都创刊了 《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

校友通讯 》,

共办 卷
,

停刊于 年
。

另有

《金陵大学文学院通讯 》
、

《金陵大学 中国文学

研究会会刊 》
、

《金陵文摘 》等
。

齐鲁大学于

年 月和 年 月在成都创办了 《贵

善 》半月刊和 《国学季刊 》
,

还于 年

月创办了 《学术丛刊 》
。

东吴大学于 年在

重庆创办 了 《东吴通讯 》
。

燕京大学于 年

月和 年 月在成都创办 了 《燕京 》和

《燕大通讯 》
。

交通大学于 年在重庆创办

了 《交大土木 》
。

武汉大学于 年在乐山创

办了 《法律生活 》 于 年 月在乐山创办

了 《机力年刊 》 又于 年 月创办了 《大

陆 评 论 》和 《中国西部大学学报大陆 词 说 》

等
。

四川省高校期刊概况

在 年以前
,

四川省最多时共办有高

等学校 所
,

到 年时为 所
。

目前所

见最早的期刊为成都牙医学校于 年 月

创办的 《医学月刊 》
,

该刊仅办 期于 月停

刊
,

另外
,

成都外语专门学校
、

重庆神学院
、

成都美术专科学校
、

重庆世界佛学院
、

重庆中

央政治学校
,

江津支那内学院
、

成都省立技艺

专科学校
、

康定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
、

重庆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

重庆陆军大学
、

江津女子

师范学院
、

乐山中央技艺专科学校等学校也先

后创办了期刊
。

从 年至 年
,

四川高

校共办期刊 种
,

其 中科技期刊 种
。

办

刊最多的学校为四川大学
,

约 种
,

其次为

华西大学
,

为 种
。

抗战期间迁川学校共办

约 种期刊
,

其 中最早迁川和复刊最早的为

三 台东北 大学
,

所办刊物 为 《东北大学 周

刊 》,

年创刊
,

年在三台复刊
。

待续

·

消息
·

《中国图书馆和情报机构名录大全 》出版

由辛希孟
、

郝蕴卿
、

张树华
、

金恩辉主编的 《中国图书馆和情报机构名录大全 》已由东北大学出版社出

版
。

该书共收录全国公共系统
、

学校系统
、

党校系统
、

中央国家机关和科学研究系统
、

医院系统
、

工会
·

厂

矿企业系统
、

台湾省的图书馆
、

资料室和情报机构共 家的单位名称
、

建馆 所
、

室 时间
、

通讯地

址
、

邮政编码
、

电话
、

馆 所 长或负责人姓名
、

概况 含馆藏
、

馆舍面积
、

建成时间
、

主要技术设备
、

人

员数量及其结构
、

藏书特色
、

主要服务内容和方式
。

书后附有索引
,

以汉语拼音为序
,

便于快速检索
。

该书旨在促进海内外
、

国内外图书馆和情报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 帮助广大读者
、

用户和社会各界人

士了解全国图书馆和情报机构的概况 为出版社
、

书刊发行部门和图书情报技术设备厂家提供经营信息
。

作为教育
、

科学和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图书馆和情报机构的信息服务工作
,

在改革开放的路线
、

方

针
、

政策引导下
,

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

此书的出版对此将起十分积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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