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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分析《时务报 》的科学技术与科学思想传播的内容和意义。方法 　原始文献考证

和分析比较。结果 　《时务报 》是清末维新派人士创办的重要言论报 ,也是科学技术的宣传阵地 ,

它介绍了西方的无线电、X光机、气球的发展、潜水艇、冶金、军事科学、农业科技等实用技术发明和

西方的科研体制、诺贝尔奖、生态保护等科学思想。结论 　《时务报 》的科学技术传播对中国近代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推动社会前进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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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务报 》是清末维新派人士汪康年、黄遵宪、

梁启超等人发起创办的 ,为戊戌时期宣传西学最多、

影响最大的报刊。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一日 (1896年

8月 9日 )在上海正式发刊 ,出旬刊 ,形如线装书 ,每

册 24～30页不等 ,约 3万字 ,分“论说 ”、“谕旨恭

录 ”、“奏折录要 ”、“京外近事 ”、“域外报译 ”(“英文

报译 ”、“东文报译 ”、“法文报译 ”)、“路透电音 ”等

栏目。作为维新运动的喉舌 ,《时务报 》大力提倡维

新变法 ,宣传资产阶级政治学说 ,对中国近代思想界

产生过重要影响。同时 ,《时务报 》又是一份以译报

为主要内容的报纸 ,在分析传播国际形势、各国商情

与中外商务、社会科学原理、外国新闻的同时 ,对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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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即从科技传播史的角度

进行分析与评价。

1　《时务报》的创办和办刊宗旨

甲午战争以后 ,由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为救亡

图存 ,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积极奔走

组织学会 ,创办报刊 ,大力鼓吹变法维新。清光绪二

十二年 (1896) 1月 ,上海强学会遭到封禁 ,于是维新

派决定继续创办报刊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上海强

学会成员黄遵宪会同汪康年 ,并在梁启超等人的支持

下 ,《时务报》于上海创刊 [ 1 ] ,由梁启超担任主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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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 :“阅报愈多者其

人愈智 ,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报刊要“广译五洲近

事 ,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 ,而不至夜

郎自大 ,坐眢井以议天地矣 ;详录各省新政 ,则阅者知

新法之实有利益 ,及任事人之艰难经画与其宗旨所

在 ,而阻挠者或希矣 ; ⋯⋯旁载政治、学艺要书 ,则阅

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 ,而不至抱

八股八韵 ,考据词章之学 ,枵然而自大矣 ”。他坚信 ,

只要“准此行之待以岁月 ,风气渐开 ,百废渐举 ,国体

渐立 ,人才渐出”[ 2 ]。

在《时务报 》的译报栏目 ,涉及英文、日文、法文

及俄文 ,再加之“路透电音 ”,力求体现“广译五洲近



事”这一特点。译报来源是近期各国的报刊和外国人

在中国大城市所办的外文报刊。《时务报 》创刊至光

绪二十四年 (1898) 7月共出版 69册 ,据统计 ,其中译

文来自英文报刊 39种、日文报刊 30种、法文报刊 9

种、俄文报刊 8种 ,另有语种不详的 3种 ,共 89种。

《时务报》的译文内容所占比例最大 ,在 70%以上 [ 3 ]。

内容以论说为主 ,有政论、时评、策划、专论、大事述评

以及人物传记。从文体形式上看 ,译报可分为论说与

新闻两类 ,其中刊载科学知识等资料共 145篇 [ 4 ] ,介

绍了西方诸多科学技术发明、发现和科学思想 ,向中

国知识分子快速提供了一个了解、认识世界的重要平

台。

2　《时务报》的科学技术知识传播

19世纪末 ,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许多对人

类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不断诞生 ,它

们成为《时务报 》介绍的重要内容。

211　无线电

1895年 ,意大利工程师马可尼 (1874—1937)和

俄国物理学家波波夫 ( 1859—1906)各自发明了无

线电报。次年 ,马可尼赴英国取得了无线电报专利 ,

无线电报开始得到推广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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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报 ”一词在中国的最早出

现。文中说 :“意大利人马考尼 ,年少而好学 ,尤精

于传电 ,新得其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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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秒跳二万五千万次 (即频率为 25 000万 Hz) ,所谓

汉忒象浪 (即赫兹电磁波 )是也。其发也性直 ,返射

之角度 ,与透物之斜度 ,与光无异致。 (马可尼 )近

挟其术抵伦敦 ,白于其友溥利司。溥氏优于电报学 ,

为之招集同志 ”,观看马可尼表演无线电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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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置厅事两旁 ,一箱电发 ,则他箱内之

小钟铮然应之。溥氏又云 ,马氏新法英国邮政大臣

已定议试行 ,经费在所不计。初次拟在烹那齿与海

湾之某小岛试行之 ,信若有效 ,则于航海大为便利。

⋯⋯无论水陆 ,随时随地可以通信 ,无设线之烦并无

虞敌人之潜毁 ,诚行军之利器也 ”[ 5 ]。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一日 (1897年 6月 30日 ) ,

《时务报》31册又登出《电浪新法》:马可尼近“得一新

法 ,名曰电浪”。“英国邮政局电股长泼利士君 ,系电

学专门名家 ,渠意此法一出 ,电报不用线杆之日 ,当不

远矣。据马可尼自称 ,用大小合度、力量相当之电机 ,

数英里之遥 ,凭空发信 ,现用哈子 (赫兹 )法之电浪试

验 ,竭此浪之力 ,究竟可及几远 ,为传递消息之用。于

一英里之外 ,设一电机 ,并在隔一山处 ,亦设一机 ,激

动电浪 ,则两机俱应 ,是则电浪竟能穿山水矣”。马可

尼设想在英国设一架五、六百匹马力之电机 ,“再在纽

约 ,亦设一电机 , ⋯⋯伦敦纽约即可通电”。

2. 2　X光机

自从德国物理学家伦琴 (1845—1923年 ) 1895年

发现 X射线以后 ,这一技术几乎同时在许多领域得到

迅速地推广和应用 ,尤其是在医学上。《时务报》光绪

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 (1896年 8月 19日 )第 2册刊登

了译自日本《西字捷报 》的《照像新法 》,文中提到 :

“美国少将马理司 ,在本国搜费司报 ,扬言牢忒 (X)照

像新法为益甚大 ,其子官居少佐 ,由印度请假返国 ,一

日乘马不备 ,伤及于脑 ,兼及其臂 ,并因脑病。莫测其

臂伤之所在 ,而臂肿愈甚。少将万分焦虑 ,欲查伤原

时病人不受苦楚之法 ,惟有用牢忒照像机探之 ,始知

臂骨脱节 ,非骨碎也。后脑病既愈 ,遂用麻木药 ,为其

接臂骨 ,奈臂肿过甚 ,又莫测其究愈与否 ,因复用照像

法以探之 ,始知平复如初。少将因言 ,自今而后 ,无论

何处医院 ,皆宜备用牢忒照相机器云”[ 6 ]。

《时务报 》第 18册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 (1897年 1月 23日 )又刊登了译自《横滨日日报 》

的文章《电光摄影奇观 》:“凡目不能见之物 ,用劳忒

根 (X)光带摄影新法 ,即能照出影像。此法叠经精

愈求精 ,现在不独身内骨架之外形易于见诸照相机

镜内 ,即较大不透光之上焦易能视见 ,由此活人之心

在身内跳动 ,以及骨架之影确能显见。兹将密希甘

大书院试验此法情形录登如下 :密希甘大书院之长 ,

近由医家数人 ,帮同在格致堂用巧制器具 ,叠次悉心

试验 ,诸君及所请各客 ,得见活人心动 ,且人走动之

时并能见其身上各处之骨动静 ,实属奇观。各客不

甚精格致理者 ,见之莫不骇然 ,警而悚然惧焉”[ 7 ]。

以上两条新闻是 X射线发明在中国的最早报

道 , 1897年苏州博习医院即引进了 X光机 ,当时上

海出版的《点石斋画报 》曾予以报道介绍 [ 8 ]。

2. 3　飞行器的研制和发展

1783年法国工人蒙特哥菲尔设计的热气球进行

了载人升空表演 ,在人驾航空器发明之前 ,人们都是

靠气球升空来完成升高探测的梦想。由于人类的好

奇和军事的需要 ,气球飞行活动在 19世纪掀起高潮 ,

气球的研制也在结实耐用、可操控等方面不断发展。

《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廿一日 (1896年 11月 25

日 )第 12册刊发了译自《东京日日报 》的《气球难

破》,文中说 :“俄、法、奥各国 ,讲究气球窥探敌营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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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久。近经试验 ,颇称合意。新式来福枪子击球 ,被

伤较轻 ,以击中之洞太小 ,放出之气亦少球仍浮而不

落。此指球之升在离地九百七十五尺者言之。⋯⋯”

同时 刊登了译自英国《公论报》的《德国新式气球 》,

文中说 :“德国兵官新造风筝气球 ,近在柏林试验 ,甚

称合式 ,其球直圆形 ,向底渐大 ,有尾如舵 ,然能使球

转向如意。球周围有网 ,网上附一篮 (对面坐人如船

车式 ) ,球上面相离二十码 ,配有一小气球 ,形如风筝 ,

使在空中指出风吹方向耳”[ 9 ]。

《时务报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一日 (1987年 3月

3日 ) 19册又刊发了译自《纽约讲学报 》的《从御气

球 》一文 :“德国柏林京城赛艺场近出新式气球 ,迭

试两次 ,其球升高至六十五英尺 ,可旋转行驶 ,惟观

者之命是听。创制之人名胡尔佛 , 自言曰 ,无论风

力之大、风向之变 ,莫不从御 (操纵 ) ,故名为从御气

球 ,然未历试 ,尚难骤信。球状如橄榄 ,其尖向风 ,可

减所受风力 ,下系长方竹筐。筐长五码 ,中置八匹马

力之小机器 ,推转风扇两叶 ,状如汽船之暗轮叶 ,对

径三码 ,横置于筐前 ,以主球之进退。筐底又平置同

式之风扇 ,以主球之上下。两风扇每分钟可旋五百

转。筐后又有方式之舵 ,大于筐等 ,以左右之。胡氏

又造较小气球数个 ,已腾空五十三次 ”[ 10 ]。

2. 4　潜水艇

1893年 ,美国人霍兰建造了同现代潜水艇大体

相似的潜水艇 ,创刊号的《时务报 》即予以报道 ,文

名为《入水船 》(译自《伦敦东方报 》) :“英国现代美

国造一入水船 ,系改籍美国之英国阿尔兰省民人名

荷兰者所创。船形如吕宋烟 ,所有三轮 ,但须船上烟

筒浮升水面 ,可用三倍涨力机器使之运动。若全船

入水 ,则烟筒须封盖 ,而轮用水气压力转动。如水气

不足 ,另有电气使之行动。船身能浮亦能沉 ,如仅船

身入水 ,而尖顶塔、天气管及烟筒等件 ,仍出水面之

上。船行速率每点钟计十二半海里。若全船入水 ,

烟筒气管亦已封盖。⋯⋯船可入水至四十五尺 ,虽

入水如此之深 ,而其船身坚固 ,足御水之压力 ,仍可

浮在水中。每点钟能行六里半海里 ,再入水船无论

停走行驶之际 ,均可随时全船入水 ,深浅随便。更可

使之浮升水面 ,迟速又随便。全船在水中时 ,更有巧

法 ,用镜一方 ,俾在水面回光入气管 ,庶船上管驾可

观敌人动静 ,得以尾随驾驶 ”[ 11 ]。

《时务报 》13册又刊发了《海底行船新法 》(译

自英国《公论报 》)一文 :“鲍尔铁漠 (美国地名 )船

厂新造一船 ,可在水中行驶 ,正在工作 ,尚未告竣。

此船在水中深六十尺处 ,每点钟能驶八海里或九海

里 ,在水面时运动之力用烧煤油之锅炉 ,发热气至三

倍涨力机器 ,其器可有马力一千八百匹 ,船上并配有

贮电之具并电池等器。船进水中 ,烟筒缩小紧封至

不漏气 ,遂运动使用电力 ,船上人所需养 (氧 )气另

有气柜供给。柜中之气用气盘更换 ,气盘与浮在水

面之树胶管相接云 ”[ 12 ]。

2. 5　冶 　金

西方国家 19世纪的冶金技术 ,《时务报 》也有

不少报道 ,第 11册刊登的《制钻石新法 》(译自英国

《公论报 》)中说 :“金钢钻之取诸坚钢也 ,虽有此说 ,

人咸异之 ,往往不信 ,讵知实有其事。数年前 ,有名

毛乙生者 ,以铁烧至三千度 ,灌足炭精 ,用极重压力 ,

结冷后 ,有几分炭精成细微光明之物 ,即真钻石也。

又有名洛塞尔者 ,每想照现在新法所造坚钢 ,其中应

有钻石可取。今已试验各种坚钢 ,始知其所想之理 ,

实有可考之据 ,其法以坚钢镕化 ,挨次浸在浓硝强及

钾绿养三及轻沸 ,及硫强诸水中 ,即得钻石 ”[ 13 ]。

《时务报 》19册也刊发了《电制坚钢 》[ 14 ]一文 :

“《法国艺学报 》云 :电学家叨克士近以电气炼钢 ,坚

硬逾恒 ,以所制之钻钻铁板 ,较以常法所炼极坚之钢

钻迅速倍之。后用大显微镜细加审谛 ,若新发于硎 ,

无少损。其锯截且若泥沙 ,其凿能錾开宽英尺一寸 ,

厚半寸之钢条六次 ,又厚二分之钢板一次 ,而锋利不

刓。用制刀匕 ,割一分径之铁丝 ,直如棉线 ,此皆众

工程师所历试而无爽者。闻其锻法 ,以烧红之钢 ,淬

于通电之水 ,令电气透过 ,如电镀者然。其法有益于

匠作 ,盖不可胜计 ”。

2. 6　军事科学

西方新式武器的研制 ,《时务报 》也有诸多报

道。

《天气雷 》(译自《伦敦东方报 》)载《时务报 》第

1册 :“《电学新报 》近论气雷甚详 ,雷系一小球 ,加满

天 (氢 )气 ,能在离地五百尺至一千尺高处载三十磅

至四十磅之重物。球之较小一端配有圆形金管 ,内

有电机 ,能燃球内之气 ,球底挂一篮 ,篮内盛最烈炸

药 ,遇物炸裂 ,其力甚猛 ,交战备用 ,颇称简便。据创

造气雷者云 ,凡围困城池或解重围 ,寻常非大队不能

奏功 ,用气雷一卒足以济事 ,其简便如此 ,讵非行军

之利器呼 ”[ 15 ]。

《时务报 》12册《破水雷新器 》(译自《伦敦东方

报 》)说 :“法国新造一器 ,可破水中所埋炸药及鱼雷

等物 ,惟此器如何造法 ,外人莫从知之 ,颇觉诧异。

屠琅地方试验此器果合式 ,如法人所自道者。则鱼

雷船但须装配此器 ,驶入埋设炸药之处 ,可保平安无

事。以炸药皆先炸燃不能为患 ,若是则攻守海口之

法 ,必须另行更张矣。法国海部纳用此新器否 ,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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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不急于听候消息也 ”[ 16 ]。

《时务报 》29册还刊登了《试验炮弹穿力 》(译

自《英国公论报 》) ,报道说 :“有削飞而脱厂所制炮

弹 ,力能穿坚 ,久已驰名。英国国家近令其制造二百

个 ,以备新式丝炮所用。其弹之穿力现经试验 ,即从

二百个之中随意挑捡 ,装入丝炮 ,炮之口门计十寸

径 ,演放之时 ,其弹力直透过十八寸钢面五金和质之

甲板 ,板后托以六寸熟铁 ,又八寸厚之坚红木 ,最后

一层尚有三寸厚之铁 ,弹子洞穿数层而出 ,陷入土堆

中 ,此土堆系在甲板之后者。英政府因将此次所制

之炮弹如数收存备用矣 ”[ 17 ]。

217　农业科技

18世纪末 ,西方的农业科技也有很大的发展 ,

《时务报 》对此也给予了及时报道。

《电气利于园圃 》(译自《英国公论报 》)载《时

务报 》第 15册 :“昔讲究电学之人 ,初不料电气果能

有实用于农家也 ,但由近来查验之中究得其质 ,几乎

无所不能 ,奥国耕犁使用电气 ,业经派吞吐脱在案。

至耘草耙收禾车及割禾打禾机器使用电气者 ,均得

见于美国赛会场 (世界博览会 )中 ,其器之用法 ,经

验颇称合意。现有田地 ,专备试验之用 ,其耕耙肥润

各法 ,以及撒种后复盖以土 ,又去蔓及打禾收禾所需

工程 ,几无不借用电气之力。而收用电力 ,尤以在浜

上设一水轮 ,使浪转水轮生电为最省 ,需费亦较少 ,

精益求精 ,将来耕田必以电气为本而后止 ”。“考纳

尔书院试验用电光照射草木 ,验得草木晚间受电光 ,

日间受日光者 ,比之未用电光照射者生长较速 ,生菜

苋菜及红萝卜 ,又同类之蔬菜 ,受电光之感者 ,仅需

寻常一半时候即已成熟。美国老圃劳荪者 ,曾以电

光用之园圃 ,获利丰厚。遂于草木屋内 ,设一电灯 ,

试一二季度后知 ,同一土地 ,冬季种生菜、红萝卜 ,感

以电光 ,所产较速 ,菜亦较佳。老圃草木屋内自用电

灯以来 ,所获之利 ,百分之加二十五至四十分不

等 ”[ 18 ]。由此可见 ,在 100多年前 ,西方已经掌握温

室效应和干预植物生长的原理。

《盐质利农》刊登于《时务报》第 25册 ,是译自德

国干立厂 (化肥企业 )的一份说明书 ,其中有 :“当今

之时 ,格致日精 ,农务相赛 ,由入作息入俦。欲图其

利 ,固重讲究耕种之法 ,尤必审度其地之肥瘠。同一

土地 ,或因连次种刈 ,而地力已尽 ,或因久未耘植 ,而

壅溉失时 ,亦有本系瘠区硗壤者 ,凡此皆已失有用之

质 ,即不能生发其所种之物 ,而出产亦因之遂少矣 ,是

故旷土荒田 ,非以钾养 (氧 )、磷酸硝及淡 (氮 )气等培

而肥之不可。此三物之所以宜讲究者也。三者之外 ,

有时尚须加用石灰及镁质 ,今姑不且论 ,惟以钾养

(氧 )言之 ,诚为肥田所必需 ,使用之以时 ,必能收土厚

获丰之效也”。文中还详细给出了各种化肥的性质、

用量和注意事项。其中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指出“青

肥能供淡气颇多 ,有腐烂草木之质 ,其土必松 ,易聚潮

气 ,寻常使用必获丰收 ,是为最省之法”[ 19 ]。

除以上归纳的 7个方面外 ,尚还有天气利用、救

生新法、五色来由、海底照像、脚踏火龙 (消防车 )、

开河利器 (挖泥船 )、电犁新法、泅水新机、海面装

煤、兵船烧油代煤、岛石吸铁、电器兵轮、电线消雷、

试验风雨等科技新发明和新发现的报道。

3　《时务报》的科学思想传播

国际社会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 ,近代

科学技术的兴起 ,使得西方各国得到很大发展 ,落后

的中国只有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国富民强。

《时务报 》即因此而鼓吹西方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 ,

报道种种新事物新思想 ,以唤起国人之觉醒。

311　倡导西方的科研体制

国人麦孟华在《总论》(《时务报》28册 )中指出 :

“西国民间学会遍地 ,教务有会 ,政学有会 ,商务有会 ,

工艺有会 ,一切地舆天算动植医化声光电热之学 ,莫

不纠合大众 ,互相摩擦 (交流 ) ,大者数十万金 ,数百万

人 ,比较有资 ,考验有藉 ,讲究有人 ,推行有力。故绝

域之国 ,教会可派人以传教矣 ;五洲之远 ,地会可派人

以测验矣。又其甚者 ,挟商会之力而遂亡印度。中国

每虑一事 ,不思合群 ,以言格致 ,则物质之新理 ,化合

之新法 ,独智不足以穷悟也。以言制造 ,则运化之巧

机 ,测量之仪器 ,独力不足以购办也。以言贸易 ,则资

本不厚 ,诸商竞轧 ,独谋不足以牟利 ,而它人且得抵隙

以抑勒之也。”强调要“二人同心 ,其利断金 ,地球诸

国 ,其能强而国富而家者 ,罔不由足道矣”[ 20 ]。又有 :

“西国农工竞于新法 ,石膏以化土 ,鱼料以肥培 ,电

器以速长 ,沸汤以 　地 ,玻罩以御寒 ,汽机以播刈。

一切机器日新月异 ,徒守旧法 ,必不足以尽地利

矣”。在提倡大农业思想方面 ,他指出 :“若用新机 ,

而田亩不广 ,则阡陌界错 ,旋转费时 ,所事无几 ,不尽

其用 ,所得之利不敷租工。泰西机器之利 ,所以亦独

厚大农也。中国人其田绝无联合 ,上农之耕罕及百

亩 ,一用新机必至亏折 ”。在倡导发展经济作物方

面 ,提出南方发展桑茶 ,北方广种葡萄、棉花 ,“葡萄

可以酿酒 ,棉花可以纺线织布 ,苟能博求良法 ,劝导

民间 ,则余利丰盈 ”。

312　强调生态保护的思想

《时务报 》第 15册发表译自《东京日日新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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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论》一文 ,可以说是近代最早关注生态环境问题

的文章。文中有 :“夫山林者 ,雨水所源 ,山林荒废 ,即

与霖雨洪水相为关系。宜夫近年以来 ,水害荐臻 ,春

雨秋霖 ,洪水泛滥 ,殒民生糜国帑 ,为极大矣。是虽有

河政之不修 ,而河政也者必与林制相待 ,始完治水之

功 ,则焉得归罪于河政之不备哉。山林荒废如彼 ,而

招此洪水惨祸 ,则其咎果谁执乎。夫拘目前之利害 ,

而忘永远之计。滥伐之弊 ,有谁不明 ,植树造林之益 ,

亦有谁不知 ,明知焉而不能为之 ,是为常情所制也。

苟设可由之法 ,立可则之度 ,不使民趋一时之利欲 ,而

保护永远之利益。以立国家之长计 ,岂非治国者当务

之急乎”。另外 ,又特别指出 :“森林之荒废 ,与治水之

颓堕 ,其罪不归于政府 ,又将谁属乎 ”。“何为保安国

土 ,森林能捍止土沙流出 ,能涵养水源 ,能防卫风潮 ,

能防备洪水 ,能除避水害 ,能防遏大风飞沙 ,能防止颓

雪坠石之灾难。森林之能利物如斯 ,保安国土 ,莫要

于此。然则保护森林 ,以讲至当之道为最要也 ,若保

护之道未备 ,林政不举 ,则一朝风雨 ,忽致洪水泛滥 ,

殒没无限民生 ,国帑私财销耗巨万 ,驯至萎靡农桑 ,阻

碍工业之兴盛 ,遏抑商业之畅销 ,盖有不可殚述焉。

山林之政 ,关系国运之消长如此 ”。“国家要广出资

财 ,购民管山林 ,以谋保护营林之事 ,庶几无损民人之

利益 ,而成保安国土之实也 ”。并强调 :“民人既得植

树管林之利权 ,其繁者伐焉 ,疏者植焉 ,按时计期以入

山林 ,是亦林政之举也”[ 21 ]。

313　倡导科研奖励 ———对诺贝尔奖的报道

现代的科技奖励制度极大地推动了科技发展 ,

诺贝尔奖的设立可以说是这种制度的肇始。1896

年 12月 10日诺贝尔去世 ,生前留下遗嘱 ,设立世界

性的科学奖励基金。1897年 1月 2日 ,瑞典各家报

纸公布了诺贝尔遗嘱的重要内容 ,当日英国路透通

讯社也编发了关于诺贝尔逝世及遗嘱的新闻电讯。

《时务报 》(第 18册 )在栏目“路透电音 ”中 ,首则新

闻报道了“诺白尔乃首创达乃麦炸药者也 ,将其所

有资财甚巨 ,几尽捐作各国公款 ,以供奖励考究格致

之用 (西正月初二日 ) ”[ 22 ]。

《时务报 》第 37册对此又作了跟踪报道 ,刊登

了《瑞典人挪勃而散财以兴格致 》(译自西七月初十

美国《格致报 》)一文 ,文中说到 :“瑞人挪勃而君 ,创

行新法家之巨臂也。有昌明格致之志 ,爰不惜巨款 ,

以求绝学久矣。其有此举也。挪勃而以美银九百万

圆为振兴格致之用 ,而教化即寓乎其间。夫鼓励之

道 ,必有所籍。挪勃而此举不第以奖劝精深格致家 ,

普天之下皆将为所感动 ,奋发而不能自己矣。其收

效为何如乎。挪勃而所贻之款 ,五分之 ,以求五种之

学。有能于格致中得其至要极新之法者 ,赠之以五

分之一 ;有能研究化学 ,精而益精以造于无上上等

者 ,赠之以五分之一 ;有能精究医药 ,无毫发遗憾以

疗众生病者 ,赠之五分之一 ;有能语妙天下 ,为文章

圣手者 ,赠之以五分之一 ;有能联络各国相亲如兄

弟 ,且使之遣散兵以息干戈 ,设法举董以主和局者 ,

赠之五分之一。凡此五者 ,惟能者是与邦国种类 ,俱

所不问其途 ,亦可谓广矣。该奖款须分年交付 ,每人

每年可得洋六万至八万圆。原挪勃而所以出银之

意 ,则此款目的实可靠 ,且众意亦深相倚信 ,谓必能

按年分赠也。夫设奖劝学 ,前人有行之矣。而挪勃

而奖款之巨 ,实出意料之外。故恐格致家视为子乌

虚有之事 ,而不以为意 ,然便由官经理。首年即照数

分给 ,则诸格致家之意 ,当为之有变。而挪勃而之志

必有以副之矣。格致家穷年圪圪 ,操隐索奇 ,而有人

焉 ,分其余润以沾养之 ,则是格致家分内之所应有 ,

受之而无愧者也。此后 ,格致教化将为所引人于圆

满之域 ,而不自觉也。经此一番提倡 ,而近人创兴之

事 ,将益见信于天下矣。夫不耕何茹 ? 如挪勃而之

所为。盖因有秋收之望 ,而先之以春作也。噫 ! 才

与财 ,二者不可兼 ,故天下有格致家 ,不可无挪勃而

其人。所可惜者 ,必迟至今日 ,而始有此举也 ”[ 23 ]。

这篇文章是对“路透电音 ”的补充和丰富 ,且内容更

加详尽 ,意义论述更加充分。

4　《时务报》科技传播的历史评价

《时务报 》在当时深受思想开明的士大夫和新

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欢迎 ,有的官员

甚至封建大吏也以订阅《时务报 》为时髦 ,湖广总督

张之洞曾称赞《时务报 》“识见正大 ,议论切要 ,足以

增广见闻 ,激发志气 ⋯⋯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

之报 ”。湖南巡抚陈宝箴、江苏学政龙宗师等饬令

各府州厅县订购 ,给各级官员及书院学生阅读 ,并指

出 :“西人格致制造等学 ,月异而岁不同 ,昔年译出

之书 ,至今日已多废弃 ,将欲旁搜而远采 ,必须随时

为变通。⋯⋯查上海有《时务报 》、《商务报 》两种 ,

皆从各国报中译出 ,于一切中外时事 ,言之具有端

委 ,非市井猥琐诸报道听涂说所可比 ”[ 24 ]。该报销

行量最多时高达 17 000余份 ,创造了当时国内报刊

发行量的最高记录。梁启超后来回忆说 ,该报创刊

不久即“一纸风糜海内 ,数月之间 ,销行至万余份 ,

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举国趋之 ,如饮狂泉 ”。中

国近代社会识字人不多 ,报刊的销售一般不过数百

份 ,《时务报 》的销量在中国近代史上可算是个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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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时务报 》对西方科技的报道有很强的时效性

和全面性 ,都是译自近期的中外报刊 ,一般是两个月

左右 ,甚至更短。由于《时务报 》的大力倡导 ,当时

全国各地开办了许多以宣传变法、崇尚西学的学会 ,

如“算艺学堂 ”(湖南 )、“测量会 ”(南京 )、“农学会 ”

(上海 )等 ,这实际上是中国近代学会的萌芽。在

1898年的“百日维新 ”中 ,清廷宣布开办京师大学

堂 ,令各省主办中、小学堂 ,以及各种实业 (农、茶、

丝 )学堂 ,成立译书局 ,奖励发明创造 ,保护专利权

等 ,这些都与《时务报 》的宣传、倡导有绝大关系。

我国的科技报道是随着近代报刊的诞生而发展

起来的 ,像《时务报》这样的媒体刊发的译稿快速提供

的各种外国信息 ,可以让中国志士尽快掌握时局之

变 ,传教士为主要作者的中译西书不再是他们获得世

界知识的主要源泉 [ 4 ]。维新派出于向西方学习 ,强中

以攘外的目的 ,《时务报》密切关注世界各国的政治、

经济、军事形势特别是跟踪世界科技发展动态 ,介绍

先进科技成果 ,使国人了解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 ,再

通过认识世界明白科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要发展科

技必须改变阻碍其生长的社会制度 ,营造适宜的社会

环境 ,他们是从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发

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 25 ]。科学的传播促进了中国人

民的觉醒 ,从这种“格致新理 ”中汲取思想营养 ,变革

旧的观念。总之 ,《时务报 》在传播科学知识、鼓励科

学精神、提倡科学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对中国近

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推动社会前进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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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issem 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sc ientif ic thoughts of Sh iwubao

ZHANG Hui2m in1 , YAO Yuan2

(1. Institution of Journalism and Publication Scienc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2
na; 2. Institute of Edi2Publ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A im 　To study the content and significance of Sh iw ubao in dissem inating technology and scientific

thoughts. M ethods　L 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Results　Sh iw ubao is an important p iece of news2
paper founded by the Reform Clique in late Q ing Dynasty. It is also the p ropaganda position, introducing the tech2
nology inventions such aswireless, X2ray machine, air ballon, submarine, metallurgy, m ilitary science, agricultur2
al technology and scientific thoughts such as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 the Nobel p rize, ecological p rotection and
so on in western countries. Conclusion　The dissem 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scientific thought of Sh iw ubao p 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 romoting China′s modern technology and socie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Sh iw uba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ed newspaper; L iang Q ichao ( 1873—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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