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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清光绪二十九年 ( 1903)创刊于上海的 科学世界  之物理学和化学知识传播作全面

研究,为梳理中国近代科学传播史脉络提供新线索。方法 原始期刊文献调研和考证。结果

科学世界 虽仅出版 17期,但为晚清仅有的几份综合性科学期刊之一。其科学可救国强国, !实

无形之军队,安全之爆弹∀的思想,以及对电磁学知识的传播、对化学名词术语的确定和对中国化

学实验基础的奠定等均为重要的传播贡献。结论 科学世界 为 20世纪初年代表中国人办刊新

理念或新思想的重要科学期刊, 反映了中国科学家引入西方科学研究成果后, 立足本土的重要创

新,大大拉近了我国物理学、化学、地学与世界前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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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 ic World and its transm ission of physics and chem istry

YAO Yuan
( Research Instituteona lisM and D issem ination o fNo rthw est University, Resea rch Center for theH isto ry

o fM athema tics and Sc ience, No rthw est University, X i∃an 710069, Ch ina)

Abstract: A im Throughmak ing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the transm ission of physics and chem istry in Scien

tif ic world founded in Shangha i in 1903, to prov ide new c lues for sorting out the histo ry o fCh ina∃s modern scient ific

communication. Methods Invest igation and tex tua l research on orig inal journals as w e ll as litera tures. Results

In spite of seventeen issues, the Scientif ic w orld was one of the rare comprehensive journals o f science in the late

Q ing Dynasty. W ith the idea that sc ience is intang ib le arm ies and secure bombs, science spread by itm ade great

efforts in sav ing China and the Chinese nation. Th is journal dissem inated e lectromagnetic know ledge andmade clari

fication ofm any term ino log ies and term s in chem istry. What∃smo re, w ith sc ien tific know ledge it spread, the Scien

tif ic w orld made importan t contribut ion for lay ing the foundation of chem ical experiments in China. Conc lusion

The Sc ientificw orld, a sign if icant sc ientific periodical in the early 20
th
century, represented new idea ls and new i

deas of Chinese ta lents for the pub licat ion o f journa ls. Th ismagazine revealed the fact tha,t after br ing ing scient ific

achievements from theWest and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of that t ime, Ch inese sc ientistsmade sign ifi

cant innovations, wh ich grea tly reduced the gap betw een Ch ina∃s physics, chem istry, geology and thew orld∃smost
advanced levels in these fie 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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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科学世界  的研究已经发表有一些成
果

[ 1- 3]
。但是, 有的内容侧重于革命史、有的侧重于

教育史,这里将主要从组织传播形态入手,对其媒介

形态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作全面研究。



1 科学世界  之媒介组织形态

1. 1 编辑出版

科学世界  是中国人自办较早的综合性自然

科学月刊之一。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一日 ( 1903

年 3月 29日 )创刊于上海。上海科学仪器馆编辑部

编辑出版,图书部发行,上海英租界南四川路的中西

印书局活版部铅印。创刊号有林森的 发刊词  、虞

辉祖的 发刊词 和钟观光的 祝词 等。

该刊 1903% 1904年发行 12期后停刊, 1921年

7月复刊,期数另起, 至 1922年 7月共出 5期后最

后停刊,前后共出版 17期。其每期近 100页,大 32

开本, 蓝底白字彩色封面, 每本售价三角。其号为月

刊,阴历每月初一日发行, 其实仅 1~ 8期按月发行,

9~ 12期则未按月发行, 第 8期后整整隔了 10个

月,到 1904年 7月才出第 9期。今存南京大学、中

山大学和四川省图书馆。

其 1903年第 3期广告页所载的一则启事表明

了与之前杜亚泉 普通学报  的关系。其启事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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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这虽不过 60余字

一则启事,但它不仅表明与曾主办过国人自办第一

份综合性科学期刊 亚泉杂志 普通学报  的传承

关系, 同时它也是国人所办期刊中第一份停刊声明。

科学世界 继承了 亚泉杂志 普通学报  的有益

经验, 比如综合性自然科学期刊而偏重化学的性质、

传播内容主要源于日本、作者队伍中如杜亚泉、虞和

钦、虞和寅、周美权都曾是 亚泉杂志  普通学报  

的主要作者等,甚至在主张用现代自然科学改造汉

医的观点都很接近, 只不过 科学世界  更为激进。

在系统报道经由日本的现代西方化学方面, 特别是

在划一化学名词术语方面更是继承了前两刊的传

统,而且转载了鲁迅发表于 浙江潮  有关发现放射
性化学元素的进一步报道, 以使自己的化学特色更

为突出和更成体系。

1. 2 主办者上海科学仪器馆

科学世界 的主办者上海科学仪器馆, 创建于

清光绪二十七年 ( 1901) , 位于上海五马路 (今广东

路 )宝善街, 是为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科学仪器公

司。由虞辉祖、钟观光、虞和钦 ( 1879% 1944 )等人

发起。其基于 !开风气惟赖教育, 谈教育必须器具,

则文明之利器, 实中国前途之一大影响∀, 故 !以开

通内地风气, 补助我国教育之缺点 ∀为宗旨, !专运

东西洋各名厂物理器械、化学器械及药品、测量仪

器、绘图用种种器具、体操运动器械、庶物、植物、动

物、昆虫、矿石、岩石各标本,兼教育应用图书、大小

地球仪、影戏、幻灯、各种最新详细地图书籍等 ∀ [ 5]
。

最初主要销售从日本进口的科学仪器、药品等。光

绪二十九年 ( 1903)创设制作所仿制舶来品和修理

仪器,及至自制理化仪器、绘图仪器和体育用品。稍

后, 又创设标本制作所与模型制作所, 制作鸟兽、昆

虫、花草、鱼虾、贝类、珊瑚等标本,亦制作星球模型、

人体脏器模型等实验教学模具,主要供给京、津、沪、

宁、沈阳、汉口等地的高校使用。其器械主要有化学

器械、物理学器械、农艺化学器械、分析器械、化学药

品、测量器械、图书器械、立体模型、度量衡器、影戏

灯器械、照相器械、各种体操器械、身体检查用器械、

学校用乐器、最新式储音器、显微镜及附属品、望远

镜及双眼镜、机器工学用模型、土木工学用模型等。

光绪三十年 ( 1904)和光绪三十一年 ( 1905)复设沈

阳、汉口分馆。这些制作所,最多时曾雇佣 100余名

工人。在中国教育会主办的资产阶级革命学校爱国

女学和爱国学社成立后, 科学仪器馆不仅派人担任

义务教员,还资助了仪器、药品、标本、书籍、文具等。

科学仪器馆又是一个科学教育机构。光绪三十

年 ( 1904), 科学仪器馆创设理科讲习所, 从而开创

科学教育事业。其鉴于 !理学占学科中一大部分,
东西列国于是学固有大学专科, 而于小学儿童已极

注意。我国区域广渺,依学校通例,十八行省应有大

中小数万学校,即须有数万理科教授。惟我国自古

迄今,素无是学, 既乏材料, 又少师资,学理日新, 求

之匪易∀。为此, 特设 !理科传习所于上海, 抱普及

之忱,冀速成之效 ∀[ 6]。传习所定于光绪三十年

( 1904)春 25日开校, 设额 50名, 拟 5个月 1期, 1

年两期。光绪三十年 ( 1903)二月至六月十日第一

届 50人结业。第二期办学宗旨改为 !养成小学校

教师,教材首用高等小学校讲本,次用中学校讲本,

俱兼实验 ∀
[ 7]
。校名由 !传习所 ∀改为 !讲习所∀。学

员名额也增至 60名,看来颇受社会欢迎。钟观光、

虞和钦等人任讲习, !讲理化学五载, 讲博物学一

载∀ [ 8]
。同时, 也讲解一些仪器的使用方法和科学

原理。蔡元培等曾在该所听课
[ 9 ]
。光绪三十二年

( 1906)和光绪三十三年 ( 1907)又在沈阳和桂林开

设理科讲习所。

科学仪器馆也兼具科学书籍出版职能,先后出

版有: 日本山下胁人著, 虞和钦、虞和寅合译的 实

用分析术  ; 日本横山又次郎著, 虞和钦、虞和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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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的 生物学之过去与未来  ; 日本和田猪三郎编

纂,虞辉祖译的中学校初年级 理化教科书  ; 日本

桑野礼治原本,徐有成, 钟宪鬯合译的 教育应用儿

童心理学 ; 日本理学士山崎直方编, 虞和钦, 虞和

寅合译的 岩石学教科书  ; 日本支那调查会编, 科

学世界社译的 中国矿山志  ; 日本横山又次郎著,

虞和钦,虞和寅合译的 地质学简易教科书 日本神
保小虎编,虞和钦,虞和寅合译的 矿物界教科书 ;

德国孙唐氏原著, 日本嘉纳治五郎修辑的 国民新

体操 ; 日本平泽金之助著, 虞和寅译的 生物泛

论  ;日本中村正直译自英本、科学世界  社同人译
的 自助论 等等。另外还出版有森山 物理学教科

书  、酒井 物理学教科书  ;中村清二所著 物理学

教科书  ,以及 化学实用分析术 最新化学理论  
近世理化示教  化学提纲  中国通商物产志  

最近之满洲 地球之过去及未来  世界百杰略

传  世界发明元始家略传  矿物标本图说  圃业

改良法  生物泛论  新式矿物学  植物学教科
书  生理学教科书  动物学教科书 植物学教科

书  地文学教科书 生理学问答  等等。

2 科学思想传播

第一,科学可救国强国, !实无形之军队, 安全

之爆弹也∀。王本祥指出: !通世界万国, 有急剧的
战争, 有平和的战争, 或战以工,或战以农,要莫不待

助于理科。是故,理科者, 实无形之军队, 安全之爆

弹也。凡国于斯土者, 能战胜于斯,则其国强, 其民

富;不能战胜于斯,则其国弱, 其民贫。生存竞争将

于斯卜之, 优胜劣败将于斯观之 ∀ [ 10]
。因此, 科学

!关系于军备 ∀, !关系于工业 ∀, !关系于农业 ∀, !关

系于医术∀, !关系于交通 ∀, !关系于社会 ∀; !其他
种种之关系,述不胜述,兹所列者, 仅举其人人所熟

知者耳。他如林娜斯 (又有林奈、林内之译, 今译林

Carl von L inne, 1707% 1778)之植物学、奈端 (今译牛

顿 Isaac N ew ton, 1643% 1727 )之重力学、傅兰克林

(今译富兰克林 Ben jam in Franklin, 1706% 1790 )之

电气学、法拉待 (今译法拉第 M ichael Faraday,

1791% 1867)之磁石学, 极其效能之所至,悉足以改

革社会,左右世界而有余。呜呼大哉,理科之势力宏

矣 ∀ [ 10 ]
。这里从理科与军事、工业、农业等方面的

关系充分说明自然科学强大的社会功能。

第二,以 !一手一足之烈∀, 不如 !尊尚理学节减
劳力∀。虞和钦实际上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之关系

方面, 指出: !现今世界大势,勿徒空谈哲理, 扩张政

权, 惟尊尚理学节减劳力, 则效果有不胜言, 而富强

可待也∀。他在介绍了德国、法国依靠科学技术解

放生产力的情况后,又指出: !夫自瓦特之发明汽机

也, 去今才百余年耳, 而劳力之节减法大兴, 欧西各

国诸般工业亦极膨胀一时矣。然而犹未已也, 今且

由汽机世界一变而为电机世界矣。然而犹未已也,

今且将取空气、流质之原动力而用之,费益消极而效

益积极,其用乃若是神欤。而我支那国人复自夸四

百兆之众,欲仍以一手一足之烈, 夺之于神区鬼域之

中, 夫亦稍难矣乎! 夫亦稍难矣乎! ∀ [ 11 ]
这里涉及

了蒸汽机时代向电机时代的转变, 并预言了空气动

力时代,说明科学技术在延长和扩大人的手足功用

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

第三, 阐明自然之理的惟有 !理学 ∀ (自然科
学 )。虞和钦认为: !理学者, 乃以至广至渺之世界

观念,而与社会以直接之益者也。其目虽多,而以有

实用之智识为尤要。渺远之星球,荒古之地质,人不

能知也,有理学焉, 则不知者知。腾空之雷霆, 弥山

之矿石,人不能用也,有理学焉, 则不用者用。汪洋

之大海,轻清之空气,人不能行也;蝼蚁之谈话,微菌

之滋生,人不能闻见也。有理学焉, 则不行者行, 不

闻见者闻见矣 ∀ [ 12]
。这里显然认为自然科学在揭

示自然规律方面, 具有巨大的潜能, 且几乎无所不

能, !理科之学又安可一日缓乎? ∀

第四, !理学∀可 !补益 ∀、!消长 ∀于中国传统的
农学与医学。在谈到 !理学 ∀与传统的中国农学时,

王本祥认为 !我中国固素称以农立国者也, 而何以

农作物之产出,远不逮欧美。近且水旱连年,一夫之

所获,尚不足供一家之需。曰是惟无理科故。今夫

土壤学、肥料学、家畜饲养学、植物病理学,固农家最

要之学科,而缺一不可者也, 而此诸学科之成立, 实

悉基于应用之理科 ∀ [ 10]
。这是说要用现代科学改

造传统农学。在谈到 !理学∀与 !汉医 ∀的关系时, 虞

和钦则认为 !汉医之足以亡种, 蔽其罪曰不明理学

而已。有理学以发达之,则一切解剖、针灸、冰冻、药

治之术无不极其精妙,行见吾黄种之强将横绝于欧

亚间。尝譬之理学之于中国,一啮髓噬肉之野兽,驯

养之可为家乘。吾汉医之于吾种, 一敝精丧神之鸦

片, 必补益之, 始除蛊疾,是知欲禁吾汉医之怪术,不

可不发明理学以消长之 ∀ [ 13]
。这里显然忽视了中

国传统农学和中医学的特色, 以现代科学 !补益

之∀, !消长之 ∀, 并不为错, 但却都忽视了传统农学

和中医学自身的特点,特别是视 !汉医∀为亡国灭种
的 !怪物∀,则是极其错误的和偏执的。

第五, !鞭策我国民实业之思想 ∀, !急起 ∀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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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之。王本祥深虑我国实业基础薄弱, 指出: !我支

那&&游其工厂则手工粗拙,器械迂钝,谙练机械之

工师、洞悉蒸汽之人, 村无一人焉。一切装置管理,

胥托之外人。彼外人见我拥二万万之膏腴, 黄金委

地,百利未兴, 以为可攫而取也。于是,索铁道建设

权一国焉,索矿山建设权一国焉,索内河航业权一国

焉,索内地制造权一国焉。名曰保护,实则侵占。巨

声隆隆,高屋直矗者,白种人之株式会社也; 熙熙攘

攘,鸠形垢面, 日得数金者, 支那人受雇之小工也。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精华吸尽,生产尽失,我四千年

来完全之帝国,四百兆俊秀之同胞, 遂泯泯焉, 无闻

于世界矣∀ [ 14]
。为此, !必多述欧美先哲之奇行轶

事,乃以为之模范 ∀, !殆所谓鉴彼以诲我, 触目而感

脑 ∀ [ 14]
。所以, 在科学技术发明方面,先后发表有国

内外科学大家、实业家的肖像和著名工场、博物院、

实验室的照片或插图,包括洪积期之人骨、蒸汽机发

明家瓦特肖像、电气大王爱提森 (即爱迪生 )肖像、

巴黎大博览会电气铁道图、中国格致大家徐雪村

(徐寿 )肖像、法国巴黎世界大博览会托卡特罗之支

那馆、无线电发明者马哥尼 (马可尼 )等。在介绍瓦

特、爱迪生、马可尼等发明家的事迹时, 号召国民

!急起∀而效仿之,并重点介绍他们持之一恒的顽强

拼搏精神。比如,王本祥的 瓦特传 有: !吾草瓦特

传,吾愿吾国民知实业为生产竞争之铁甲舰、开花

弹,而理科又为实业之基本金。急起而实行之,勿贻

后日不能自存之悔也 ∀ [ 14]
。其 爱提森传  又有:

!今之学者, 一挫折即颓焉丧志, 又或诿于处境之不

良,遂灰意进取, 曾亦思傅兰克令 (今译富兰克林,

Ben jam in Franklin, 1706- 1790)始为印刷工匠, 爱提

森始为铁道间贩卖儿童时,其处境较于吾人何如乎?

呜呼, 世有读是传而兴起者乎, 虽为之执鞭所忻慕

也 ∀ [ 15 ]
。虞和钦的 日本清水诚君传  也有: !夫工

业非能一时生长者也, 必研究数年, 改良十年, 方收

其效∀ [ 16]
。

3 物理学之电磁学知识的传播

虞和钦在论及物理学时, 指出: !世界皆物也,

积物以成物,积物物以成世界, 故物者, 有至大至广

之范围,无穷无量之观念, 不以形迹拘,不以大小判,

有浑圆之地球物,迷漫之大气物, 纤细之微菌物,辉

曜昼夜之日月物,蔓衍水陆之动植物。是故,盈天地

皆物, 绕吾人皆物。极之无声无臭之端,达至不闻不

见之候,靡不有物者存焉。然则有大至广无限无量

之物, 即有至大至广无限无量之现象,亦即有至大至

广无限无量之原理 ∀[ 12]。这个 !原理 ∀, !其理何归,

厥惟理科 ∀, 具体就是理科之一的 !物之理 ∀, 就是

!物理学 ∀。 !天下有无物之处乎? 曰有, 无物之处

其名真空, 真空无物,故无理。反是则有物,且有物

物, 物与物处争竞亟矣, 而争竞之结果即视乎明物

理∀ [ 12]
。

其物理学内容侧重于对电磁学的报道。 1903

年 9期聂云台 (其杰 1880% 1953)来稿 罗其氏与妙

赫氏之无线电信新发明 附图详细报道了罗其氏与

妙赫氏继马可尼之后有关无线电信机中黏接器

( Coherer)的发明,以及美国人赛尼氏发明的无线电

信简易黏接器, 以及聂云台的附图 干电瓶制造

法 。能注意到如此细小、具体的制造技术, 足见这

位大实业家青年时代技术发明实践的丰富多彩。涉

及电磁学的还有第 6期的 无线电信发明者马哥尼

肖像  电气大王爱提森传  电信发明之历史及其

发达  物质不灭之简易实验  等。

王本祥的 电信发明之历史及其发达  从 1828

年 5月 24日莫尔斯首次电报传输试验谈起, 然后表

明这一伟大发明是在很多电磁学发明的基础上形成

的。由此倒叙,历述 1790年伽伐尼发明电池、1828

年韦伯长距离通电试验、1828年亨利发明和 1831

年电信机所用的电磁石鸣铃、1832年莫尔斯在船中

偶然发明的原始电报接收机 (附图 )、1837年地球体

通电试验、1853年二重电报机的发明、1874年爱迪

生四重电报机的发明、1840年电传笔迹和地图绘画

技术的发明、1846年电报信息可印刷于纸技术的发

明、1881年奔驰中汽车用感应电流式移动电话的发

明 (附图 ) ,止于马可尼无线电报的发明。王本祥还

给出了 1893年时全世界的 !神经中枢 ∀% % % 电信

机, 约有 1 021 832所,仅陆地上的 !神经∀长度即达

2 989 803哩, !殆为地球周围之百二十倍 ∀[ 17]。
王本祥的 十九世纪以前电气学略史  实为电

磁学史。王本祥认为: !电气学者, 实验之科学也。

今欲究其应用之原理,阐其供给之途径,舍审其发明

之基础,考其沿革之历史, 又安可得也 ∀, 并将其历
史追溯至荷马时代 !琥珀引针∀现象的发现 [ 18]

。其

文主要涉及莱顿瓶、伽伐尼电池、同性相斥、异性相

吸、1 2万尺电线通电试验、传导金属、尖端放电、富

兰克林的避电柱、纸鸢引电等。

科学世界  1903年第 11~ 12期合刊还载有科

学仪器馆新版 !英国薄登氏著, 衡山聂其杰新译的

无线电信及赫氏电浪  。其 !原书论理浅显, 释器

详明,为英文最佳之本。译者为电学专家,于无线电

信法皆经实验,故能发挥精透,词达旨显。其间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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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索解者,复为增图注释,使素不通电学者, 皆能循

理创法,按图制器,即不难以平常之器料, 自制器械,

试验其法∀ [ 19]
。这其中的聂其杰确有其人, 字云台,

生于清光绪六年 ( 1880), 湖南衡阳人, 为清光绪间

苏、浙、皖巡抚聂缉槼和曾国藩女曾纪芬之三子。

1893年考取秀才, 此后随外国人学英语、电气、化

学、工程等, 并赴美留学。 1908年任恒新纺织局总

经理, 1912年率先将蒸汽机改为电动机。1916年任

中华纱厂董事长兼总经理。 1917年任中华职业教

育社总干事,另曾与姚锡舟、王正廷、张謇、孔祥熙等

创办多个大型企业, 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全国纱

厂联合会副会长。著有 荆林聂氏续修族谱 ( 1916

年铅印本 )、德育古鉴  ( 1929年重刊 )、保富法  

( 1942年撰成 )等。

科学仪器馆还出版有森山 物理学教科书  、酒

井 物理学教科书  。杜亚泉在 物理学计算题  一

文中还摘录了中村清二所著 物理学教科书 中的

一些理论计算内容。其中涉及求质量、求密度、求相

对运动速度、求地心引力、求加速度、求气体压力、求

流体速度等
[ 20 ]
。在 日本中学校物理学科教授要旨

及细目  ,详细译介了 1902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物

理学教科大纲, 开设有: 27学时力学 (包括总论、运

动、运动之定理、由重力而起之运动、工程与储蓄力、

运动刚体之力 ) ; 24学时物性论 (包括总论、分子构

造说、固体、液体、浮体之平均、气体 ); 8学时音响学

(包括声浪、乐音、振动体 ) ; 22学时热学 (包括温度、

涨大、变态、热量、热与储蓄力、热之传播 ); 22学时

光学 (包括直进、反射、曲折、光学器具、分列、放

射 ) ; 5学时磁气学 (包括磁石、地球磁气 ); 13学时

静电气学 (包括通性、发电机、聚电器、空中电气 ) ;

24学时动电气学 (包括电流、欧姆之定律、电气分

解、电磁作用、感应、热作用 )等 8门 145学时的物理

学课程。其大纲要求: !中学校物理学专以通晓自

然界之现象,并现象相互关系为主,使生徒思想顺序

发达, 傍及发生上及生业上必要之知识 ∀; !不可据

理论上顺序教授∀, !理论上少涉于复杂 ∀, !大抵以
实验上得证明而止∀, !而其实验又不止单由书籍及

黑板上说明等,必宜实地实验, 若能使生徒自行之更

佳 ∀ [ 21]
。为什么要重实验而轻理论呢? 其大纲指

出: !考我邦 (指日本 )古来历史, 专重形而上之学

问,而于自然科学之感念甚为缺乏,故至今日以科学

上智识教授生徒 ∀。为此, 要求 !宜预备物理学应用

之件, 如器械药品等,设特别教室,另置一人司之∀。
然而, 也不是完全放弃理论基础的教学,也因为 !物

理学处处要立体几何之思想并定理, 故生徒有未习

立体几何者,当随时予以思想, 又必宜证明其定理 ∀
[ 21]
。实际上,岂仅仅是日本如此, 文化同源的中国

于此更为严重,故这一突出物理学为实验科学的大

纲对晚清中国的物理学教育, 以至整个科学教育都

有借鉴意义。

4 化学定名和我国化学实验基础的奠定

大概与主笔者虞和钦留日化学专业背景有关,

化学内容最为丰富, 计有电离、电解、原子价、溶液、

热化学、化学元素、化学定名等内容。在 !人工制造
篇∀介绍了 20余种化学合成方法。

虞和钦于光绪二十九年 ( 1903)四月开始编制

的 化学定名表  最有价值, 从第 1期一直连载至第

12期。他认为: !自同治初年迄今日,我国已译化学

书虽不多,然名目参差百出, 专业者既费参考, 续译

者又无所适从,且我国旧译本多无化学名称,俱以记

号当之。在昔用旧式时,尚便记忆, 今日既用新式,

觉如前仍用记号, 必无是理, 略之, 故不成名, 全列

之, 更冗长难读,而近时译者,又多未识旧名,译以东

语, 其字音杂凑, 虽寻常原质, 专门学家, 犹难猝

解∀。因此, !依东西各国化学名例,撰以今名 ∀ [ 22]
。

其定名表包括中文定名、英文名、化学式 3个部分,

仅 1903年 2期至 12期即涉及 793个化学名词。同

时, 通过 化学语解 等论述,确定了一些最基础的

化学名词术语,建立了一系列定名原则和规律。这

些定名远比 亚泉杂志  更为全面, 更为丰富, 是自

六合丛谈  首次引入中文 !化学∀一词以来最系统、

最权威的一次中文化学定名, 对晚清以至民国年间

西方化学的译介和我国化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其中,仅化学名词术语 !化学变化∀、!物理变化 ∀、

!反应∀、!分解 ∀、!化合∀、!化合物∀、!混合物∀、!分
子∀、!原子 ∀、!燃烧 ∀、!还原剂 ∀、!临界温度∀、!临

界压力 ∀、!蒸馏 ∀、!升华 ∀、!结晶 ∀、!比重 ∀、!比

热∀、!分子量 ∀、!原子量 ∀、!原子价 ∀、!分子式 ∀、

!化学方程式 ∀、!物质不灭 ∀、!溶解度 ∀、!饱和溶
液∀、!浓度 ∀、!稀释度 ∀、!电解质 ∀、!电离∀、!可逆

反应 ∀、!化学平衡∀、!酸性反应 ∀、!碱性反应 ∀、!中

性反应∀、!合金 ∀、!脱水剂 ∀、!周期律 ∀等, 一直沿

用至今。

虞和钦在 科学世界  中发表的化学论文包括:

2期的 论原子量  , 包括元质化合物之法则、原子

说、原子量之单位、以化合比定原子量法、定原子量、

化学上的等价量、电气等价量、结晶等价值、热学等

价量右定例外之研究等; 2期的 电离说平衡论及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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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论之讲义实验  , 包括电离、化学反应之速度、电

离质之化学平衡; 3期的 论诸力保全之法则及化学

亲和力  ,涉及吸力、反冲力、光热、电气、凝集力、化

学亲和力、光电磁力等; 5期的 电化学 涉及电气传
导度、分子传导度、解离度之推定、电解、电池之作用

等; 5期的 元质亲和价说 (即原子价 ), 由氯原子、

氧原子、氮原子、碳原子与氢原子的化合为例引入原

子价学说; 6期的 物质不灭之简易实验  用氧气中

燃烧木炭、空气中燃烧黄磷、空气中燃烧蜡烛、碘化

钾水溶液和氯化钾水溶液之化合等实验, 有效验证

了 Lavo isier!天地之间万物无论如何变化,其物质永

不消灭 ∀ [ 23]
的物质不灭定律; 7期的 溶液论  定义

!凡溶液能溶解各种之物质, 而其溶解之液体, 名曰

溶媒, 被溶解之物质, 名曰溶质,所得之液体,名曰溶

液 ∀,并论述了饱和及过饱和、渗透压力等 [ 24]
。这些

与虞和钦在之前发表于 亚泉杂志 等刊的化学译

述均有所不同,表明其化学研究和传播的进一步深

入,领域也进一步扩展,不少内容直达当时世界化学

最前沿。

科学世界  每期都载有科学仪器馆经销的化

学器械或化学药品细目。其经销化学器材包括蜡

烛、玻璃管、U型管、小天平 (附法码 )、氧气瓶、铁三

脚架、酒精灯、玻璃罩、分水器、本生电池、乳钵及乳

棒、聚气筒、氢气瓶、水槽、广口瓶、小皿、洗瓶、干燥

管、U型干燥管、球管、曲颈甑、曲颈甑受器、曲颈甑

架、大小磁锅、漏斗、滤纸、马掌型吸铁条、铁丝布、铁

盆、试筒 (含大小 12本及架、夹 )、吹火筒、三角蹉、

圆蹉、百钱玻璃管、木塞 (大小 24个 )、量杯、细口玻

璃瓶等。其经销的化学药品主要有氢氧化钠、无水

碳酸钠、黄色磷、赤色磷、氧化水银、钾、钠、金箔、镁

带、试纸、木炭、硫酸、硝酸、盐酸、阿摩民阿水、苛性

氧化钾、铬酸钾、黄血盐、硝酸银、里底母斯、靛蓝水、

氯化钙、大理石、铁粉、生石灰、石膏、黏土、漂白粉、

氧化锰、结晶碳酸钠、明矾、硫磺条、硫磺花、硝石、

锌、铜屑、氧化铜、硫酸铜、锑、水银、醋酸铅、蓖麻籽

油等。这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品类最为齐全的化学

器械和药品经销机构, 也由此可看出晚清时期我国

学校或研究机构化学实验的大致水平。

科学仪器馆也翻译出版了大量化学教科书,并

在 科学世界  作了许多介绍。其中以日本大幸勇

吉原著,虞辉祖, 虞翼祖译述的 实验化学教科书  

最具代表性。其概论章节包括:化学实验中应注意

之条件、玻璃之细工、木塞及洗瓶、溶液蒸发及结晶、

溶液、过饱和溶液、潮解及风化、硫酸、盐酸及盐、氧

气、空气之重量、空气之组成、氢气、水之组成、氯化

氢、氯气、碘、氟化氢、阿摩尼亚、硝酸、硝酸阿摩尼亚

及亚酸化氮、酸化氮、硫磺在蒸气中之燃烧、无水亚

硫酸、硫化氢、碳素之还原作用、无水碳酸、酸化炭、

吹管之用法、异形质、解、化学变化与温度、化学变化

与质量等 33章。其化学分析部分包括总论、阳伊洪

(电离之各质名曰伊洪, 有带阳电与带阳电之分 )之

反应、阴伊洪之反应、试料之溶解、阳伊洪之检出、阴

伊洪之检出等 6章。附录有粒状锌之制造、试药之

准备、储银器之调处、原子量表、水蒸气之压力、酸之

水溶液比重及组成、碱之水溶液比重及组成等,另外

还附有 26幅图示。这一教科书内容大致代表了晚

清中国化学教育的状况和水平。

5 结 论

科学世界  与 亚泉杂志  ( 1900年 11月 29

日创刊于上海 ) , 普通学报  ( 1901年 10月创刊于

上海 )是 3份相沿发展的期刊, 不仅皆创于上海, 侧

重于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内容,而且其主要撰稿人、

编辑风格 (如在多数文章后附以编后记的做法 )等

也大体一致。其中 亚泉杂志 仅出 10册, 普通学

报 仅出 5期, 二者均在创刊次年停刊, 惟有 科学

世界  断续维持近 20年, 共出版 17期, 也只有 科

学世界 将其一贯的宗旨与风格发扬光大,成为 20

世纪初年代表中国人办刊新理念或新思想的科学期

刊。

从清嘉庆二十年七月初一日 ( 1815年 8月 5

日 )传教土创办第一份文理综合性的中文期刊 (忽

略清乾隆五十七年八月所办的 吴医汇讲  ) , 到清
光绪末年的 科学世界 。中经 80余年, 中国第一

次有了系统的科学技术期刊编选原则、明白清晰的

办刊思想和求 !新∀姓 !科∀的纯粹科学期刊。从这
两大特性上看,此前清光绪二年正月 ( 1876年 2月 )

传教士傅兰雅与中国科学家徐寿创办的 格致汇

编 、后来杜亚泉创办的 普通学报  ,都还达不到纯

粹科学期刊的程度。因此, 科学世界  所开创的国
人办刊新理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是近世中文科技

期刊演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进步。另外, 科学世界  

依托于仪器经销公司、科学教育机构和科技出版机

构三重合一身份的科学仪器馆, 独具一种相辅相成

的复合传播机制, 同时背靠中西通商口岸和晚清中

国工业经济中心的上海, 也为其营造了良好的传播

环境。

科学世界  的传播内容以化学最具特色, 但它

远比同样具有此特色的 亚泉杂志  更为系统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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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它首创了科学期刊传播科学的多个第一: 一是

全面地和大范围地确定中文化学定名, 达到 790余

个化学名词以及最基础的化学名词术语, 一扫晚清

传教士期刊传播化学名词的混乱局面, 以名词术语

和化学实验为突破口及深入电化学、原子化学等领

域,大大拉近了我国化学与世界化学前沿的距离;二

是以 20世纪初前沿学科电磁学为突破口,系统介绍

电学知识,突出译介无线电信技术的深入发展,发表

马可尼之后无线电技术的新发明, 并发表了洋务运

动主导人物之后、留美学生聂云台无线电摹仿、发明

的新探索,在倡导和推动民族自主创新方面有积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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