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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演化史研究的新探索

——评《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

卫　玲

1. 基本内容与特色

由《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姚远副编审所著的《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一书分为 3 编 21 章,

50 万言, 研究时限上溯清末, 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书中以翔实丰富的材料, 描述了中国

大学科技期刊的发展轨迹。其间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二三十年代创办的大学科技期刊

为重点, 包括对 2100 种中国早期科研机构、学术社团和政府部门主办的科技学术期刊、1400

余种中国高等学校主办的文理综合性学术期刊和哲学社会科学期刊, 特别是 500 余种高校科

技学术期刊的分析考证。该书上编为导论篇, 主要描述期刊特别是科技期刊的发展、中国科技

编辑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科技文体的演变。其中引出孰为最早的中文期刊的争论。在分析争论

各方所持证据和疑点的基础上, 提出了作者的见解, 即认为清代的《吴医汇讲》是在中国传统文

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同于以往图书总集的出版物, 虽然其实际出版方式与近代期刊尚存在

距离, 但其已具备了不少连续出版物的特征, 是近似于丛刊而接近于期刊的一种过渡性连续出

版物。因此,《吴医汇讲》与尚待发掘的其他类似丛刊出版物均应视作中国土生土长的期刊的萌

芽。中编为区域篇, 共 11 章, 逐区介绍了北京地区、上海地区、南京及周围地区、华北地区、华东

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港澳台以及海外留学生大学科技期刊的概况、特点。通过

对大量基础数据的统计分析及对区域高等教学背景和文化背景的描述, 加上分校、择刊地对代

表性高校、期刊精细的个例解剖, 展示了各地区大学期刊的基本面貌。下编为专论篇, 首先以 3

章篇幅分别揭示了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发展的区域特点、时代特点、学科特点。之后综述中国大

学学术期刊管理的发展, 概述了自清代以来, 国家、教育部门、高校及杂志社、编辑部为加强对

期刊的管理而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最后, 对高等院校校院长的办刊思想加以评价。通观《中

国大学科技期刊史》, 在学术观点上、研究方法上、体例上不仅有其独具的特色, 而且在诸多方

面较之过去的研究亦有独到之见和新的突破。

2. 提出报刊同源的观点

关于中国报刊之源的问题, 早有纷争。有人认为, 西方传教士分别于 1815 年在马六甲出版

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和于 1833 年创刊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是在我国境外和境

内出版的最早的中文期刊, 断定这两份由传教士创办的刊物为中国科技期刊的萌芽。另一种观

点则认为“中国大约在宋代以后抄印出卖的邸报, 可视为世界期刊的雏形”。而该书作者独创性

地明确提出报刊同源说。即认为中国期刊的诞生存在着两大源流, 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 唐

开元杂报至清代官报、京报的不定期连续编排出版形式有着同样的启迪作用, 只是所起作用的

侧重点不同。作者特别指出, 元明清时代的京报, 实为如同期刊一样的小册子, 似“报”又似

·501·



“刊”。说其似报, 是其内容主要以新闻报道为主; 说其似刊, 是其外在形式主要为册页装订, 出

版周期自唐、宋、元、明、清以降主要为较长时间的不定期出版, 日报的形式则较晚出现, 二者在

编排方式、发行方式、编者、作者、读者等方面亦无多大区别。作者还以《京报》、《清华周报》、《清

华周刊》等由刊向报的演进和由报向刊的演进为例, 充分论证报刊同源说。基于这种认识, 中国

近代报刊并非仅受到由传教士作中介的西方文化的影响, 而传教士所办的刊物也受到中国传

统的书籍出版形式和《京报》形式的影响。

3. 将区域研究方法引入新领域

理论的透彻与深刻只有在方法论的科学性的基础上才能确定。该书除运用辩证唯物方法、

批判继承方法、史论结合方法之外, 主要采用了区域研究方法。区域科学由区域地理学等学科

发展而来, 是一门经济地理、区域规划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作者提出一种区域科技文化的概

念, 将区域科技文化归结为特殊地理环境中的人所进行的一切有关科学技术的活动。随着人类

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 地理环境对科技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从高层次上带动和

左右其发展方向。区域环境的作用在于既为科学技术提供发展的物质基础, 又形成了多种层次

和互不平衡的多样化区域文化。建设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大学与适应地方经济发展改造学科专

业和开展科学研究并不矛盾。一所大学不可避免地是当地区域文化的一部分, 大学期刊作为反

映大学教学科研水平的窗口, 必然带有区域文化的特征。

基于这些认识, 该书以分析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期刊与大学学科建设的关系及学

科与区域文化的关系为重点, 运用区域研究方法, 动态地、系统地考察了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

夕中国高等教育及其科技学术的发展进程。其研究对象即大学科技期刊文化属于区域文化中

城市文化的一个典型对象, 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文化地理学的特点。该书的区域篇中, 将中国大

学期刊文化按照不同的区域特征, 划分为中心城市 (京、沪、宁)、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

西北、港澳台和海外留学生所在地等 9 大类型。对大学科技期刊史的解析既有对不同区域大学

期刊文化发展基本数据的统计分析、区域高等教育背景和文化背景分析, 及对代表性期刊的解

剖; 又有对不同学科大学期刊与同时代相同学科其他社会机构和团体主办的期刊的比较, 借以

认识学科生长的规律和期刊产生的机制; 还有对区域文化成分的比较, 以分析文化传播与各类

型区域科技文化的特色和重心; 更有对各种期刊索引、馆藏期刊目录、期刊原件和其他文献的

耙梳, 以清理出科技期刊、大学文理综合性期刊和大学科技期刊, 并按区域类型、出版地、创刊

先后、主办单位等进行分类整理, 以期探索不同规律。同时, 也不乏对每区中代表性大学的期刊

文化的典型分析, 勾勒出重点大学带动地方高等教育、左右地方文化、形成分布于东西南北中

的若干学术圈, 进而构成整个大学期刊文化的基本线索。而这若干个学术文化圈必然依托若干

中心城市, 并以其中心引力或辐射功能构成特有的区域学术文化。诸如北京之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 上海之复旦大学、交通大学, 西北之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等。

《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是一部引人注目的著作, 它不仅汇集和总结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

成果, 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创造性的见解。当然, 这部著作并未完成对这个领

域的探索, 它的许多结论还有待今后大学期刊史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来验证, 但它已收到

“激励后昆, 启沃来者”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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