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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 科学  杂志的发展史进行回顾, 研究其办刊的过程、编辑出版情况及其对中国社

会、科技等方面发展的贡献,以及与其主办者中国科学社的关系。方法 采用文献分析法和考证

法。结果 科学  杂志的编辑出版受到了国内外学术泰斗、名人政要的关注, 虽然经历了一个复

杂曲折的过程,但在其主办者中国科学社的努力下,一直持续到 1959年。 科学  的办刊理念、管
理机制、编辑出版的方式等都有自己的特色。结论 科学  杂志的编辑出版, 在中国出版史上有

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传播科学知识,影响了国人的科学观念,还开创了最具现代意义的中国

科学期刊模式;它还通过其示范作用,把西方科技社团的办会方式和与之依存的科学期刊办刊方式

介绍给中国学会工作者和科学期刊工作者,并且将科学期刊的社会功能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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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im Tom ake a retrospect o f the histo ry o f the development ofScience, the study of its pub lish ing, edi

t ing, and its contribut ion to the development o fCh inese soc iety and techno logy, together w ith its re lationsh ip w ith

China Soc iety o f Science.Methods A pply ing literature ana lysis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Results The ed iting and

publish ing o fScience attracted attent ion of domestic and fore ign academ ics. Wh ile undergo ing a complex and tortu

ous process, the pub lishion o fScience still had susta ined fo r 45 years in the ir efforts o f the Ch ina soc iety o f sc ience.

Its runn ing concep,t m anag ingm echan ism and the pattern o f ed it ing and pub lish ing expressed its ow n feature. Con

clusion The ed it ing and pub lish ing o fS cience played an important ro le in the Chinese pub lish ing history. It no t on

ly d issem ina ted scient ific know ledge wh ich influenced on scient ific concept of theCh inese, but also created a ch ine∀

s model of scien tific w ith modern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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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期刊科学传播史上, 不能不提及 科学  

杂志及其主办者中国科学社。 科学  是我国现代

出版史上创刊最早、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

性科学期刊。如其首创者任鸿隽 ( 1886# 1961)先

生所说, ∃是国内出版最早的科学刊物的一种 % [ 1 ]
。

它与 新青年  一起, 构成了五四运动前夕一文一

理、文理互补, 且共同竖起科学与民主大旗的标志性

刊物。创刊以来, 从各个角度的研究均给予很高评

价。美国科学家爱迪生 ( Edison Thomas A lva,

1847# 1931)写信祝贺 (刊登于 科学 1916年 2卷

1期 )和应约寄最新照片用于刊登, 并且发出 ∃伟大

中华民族在觉醒 %的感慨; 在法国的蔡元培回信祝



贺 (刊登于 科学  1917年 3卷 1期 ); 黎元洪

( 1864# 1928 )、唐绍 仪 ( 1862# 1938 )、伍 廷芳

( 1842# 1922)、张謇 ( 1853# 1926)、范源濂 ( 1875#

1927)、黄炎培 ( 1878# 1965 )、黄兴 ( 1874# 1916)等

政要均题词祝贺 (均刊登于 科学 1916年 2卷 1

期 ) ,自 3卷 1期采用了黄兴题写的刊名。樊洪业先

生认为: ∃ 科学 &&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产物,

是任鸿隽那一代 ∋科学青年 (为实现救国理想而纵

横驰骋的一块 ∋创新基地 (。他们在中西文化的沟

壑间修桥铺路,更在科学救国的目标下,探索中华民

族走向新生而应确立的价值观念, 为此率先擎起了

将 ∋民主 (与 ∋科学 (并举的现代化旗帜, 成为神州大

地上在新文化运动惊雷乍响之前悄然绽放的第一枝

报春花 % [ 2]
。

1 科学  的编辑出版与贡献

1 1 科学 的编辑与出版
综合性科学技术月刊 科学  ( Science) ,由处于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科学社于 1914年 6月开始

筹备和编辑, 1915年 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出

版。1929年中国科学社社员集股成立中国科学图

书仪器公司后,改由该公司印刷所印刷。

从 1914年 6月筹办 科学  月刊至 1918年 9月

在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科学社第三次年会闭幕, 该刊

的编辑出版工作一直在美国完成, 另在上海设立经

理部, 委任中国学生会干事朱少屏 ( 1882# 1942)任

总经理,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办理印刷,而发行则以

中国科学社名义进行, 并委任先行回国的过探先

( 1889# 1929)为经理部长, 在国内具体经理发行事

宜。任鸿隽、杨铨 (杏佛, 1893# 1933)等为主要负

责人。

1915# 1919年 5年间, 均可按月出版: 1915年,

1卷,出 1 464面; 1916, 2卷, 出 1 402面; 1917年, 3

卷,出 1 399面; 1918# 1919年, 4卷, 出 1 244面;

1919# 1920年, 5卷, 出 1 282面
[ 3]
。 1924年, 1925

年曾因军阀混战而一度拖期。 1943年曾一度改为

季刊。 1937, 1938, 1939, 1941, 1944年度均有合刊

现象。 1951年出版 1期增刊后至 1956年停刊。

1957年 7月复刊, 任鸿隽任主编, 由中国科学社编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续为第 33卷 1期。

出版至 1959年, 共出 41卷, 历时 45年。其出版编

卷情况为: 1915# 1917年, 1~ 3卷 (每年 1卷, 每卷

12期 ) ; 1918# 1920年, 4 ~ 5卷 ( 24期 ); 1921#

1929年, 6~ 13卷 ( 96期 ); 1930# 1931年, 14~ 15

卷 ( 24期 ) ; 1932# 1936年, 16 ~ 20卷 ( 60期 );

1937# 1944年, 21~ 27卷 ( 52期 ) ; 1945# 1950年,

28~ 32卷 ( 55期, 1951年补出增刊 1期, 编入 32

卷 ) )。

按任鸿隽的统计: 从 1915年创刊到 1950年第

一次停刊的 35年中出版了 32卷, 369期, 347册, 千

余名作者的近万篇文章, 约 3 000万字。其中发表

的论文,据统计其第 1卷至第 41卷发表了 3 200余

篇科学论文
[ 4 ]
。陈首、任元彪以文章为单位对其 1

至 32卷所作的统计,则有 8 964篇 (不含杂俎、文献

集萃、消息等短文 )
[ 5]
。

1 2 办刊宗旨及栏目

∃ 1914年夏天,当欧洲大战正要爆发的时候, 在

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几个中国学生某日晚餐后聚

集在大同俱乐部廊檐上闲谈, 谈到世界形势正在风

云色变,我们在国外的同学们能够做一点什么来为

祖国效力呢? 于是,有人提出,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

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

科学呢? % [ 1]
这就是 科学 诞生的最初缘由。

在其 发刊词  中对办刊缘由和宗旨作了更为

明确的说明: ∃同人不佞, 赖父兄伯叔之力, 得负笈

远西,亲睹异邦文物之盛,日知所亡,坎然其不足也。

引领东顾,眷然若有怀也。诚不自知其力之不副,则

相与攫讲习之暇, 抽日月所得,著为是报,将以激荡

求是之心,引发致用之理, 令海内外好学之士, 欲有

所教于同人者,得所藉焉。是则, 同人所私愿而社稷

尸祝之者也% [ 6]
。在复蔡元培 ∃祝 科学  %的信中,

任鸿隽也有 ∃窃不自揆力之不副, 就修学之暇, 发起

此 科学 杂志, 将以为传输学术之机关, 作起国人

好学之气 %[ 2]的说法。虽然, ∃迩来杂志之作亦夥 %,

但 科学  创刊伊始即提出不仅仅满足于 ∃摇笔鼓

舌%,或 ∃摅写怀抱, 发舒性情 %,而是要 ∃以激荡求是

之心,引发致用之理 %
[ 6]
, 亦即 ∃以阐发科学精义及

其效用为主,而一切政治玄谈之作勿得阑入焉 % [ 1]
,

认为 ∃为学之道, 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本

杂志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科学原

理之作必取, 工械之小亦载 % [ 4 ]
。其中的 ∃效实 %即

指 ∃科学之效用 %, 而 ∃科学之效用, 请得略而陈之,

今夫吾人今日,陆行则驭汽车,水行则驾轮舟, 绝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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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驰, 一日千里, &&此发明蒸汽机关者之赐也。趋

利赴急,片时可寄千里之书, &&则发明电力机械者

之赐也。且也,机械之学, 进而益精, 蒸汽电力,以为

原动, 则一日而有十年之获, 一人而收百夫之

用 % [ 6]
。这显然既不同于晚清时期传教士借传播科

学知识以获取传教权利的办刊宗旨, 也不同于五四

时期携科学以推行主义、颠覆社会的办刊宗旨。然

而, 科学 也并非不问国是, 而是深谙 ∃世界强国,

其民权国力之发展, 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

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 ∃百年以来, 欧美两洲

声明文物之盛,震铄前古,翔厥来原, 受科学之赐为

多 %; ∃数千年来, 所宝为国粹之经术道德, 亦陵夷覆

败,荡然若无&&虽闭关自守,犹不足以图存 %; ∃然

使无精密深远之学, 为国人所服习, 将社会失其中

坚,人心无所附丽% ∃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 而为芸

芸众生所托命者, 其惟科学乎, 其惟科学乎! % [ 6 ]
。

这正是 科学  在众多之 ∃欧人学术门类%中 ∃独有取

于科学 %的关键所在, 也是 科学  在 ∃迩来杂志之作
亦夥%中先 ∃临渊羡鱼 %,后 ∃退而结网 %,并独创专肆

科学的新杂志门类的原动力所在。

科学 办刊目标的演进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一

是以 ∃传播世界最新科学智识为职志%的创刊初期,

强调 ∃一文明之国, 学必有会, 会必有报, 以发表学

术研究之进步与新理之发明 &&同人方在求学时

代,发明创造,虽病未能, 转输贩运, 未遑多让 % [ 6 ]
;

二是演化成为 ∃发表新知创作之机关%的成熟时期,

期望 ∃他日者, 学术昌明, 研究精进, 安知不与他国

之学术杂志同占学界上之要位, 令讲学者引证曰

∋见某年 科学 某卷 ( ,则吾人之愿毕矣%
[ 6]
。由此

可见, ∃ 科学  的目的,不但是传播新知以促进科学

的研究,还要发表研究结果以建立学术的威权。这

个目的虽然未必遽能达到,但 科学  编辑的内容则
显然是从这条路径进展。我们试看 科学  首二三

卷登载的文字,以鼓吹科学效用及解释科学原理的

为多; 到第三四卷以后,则渐渐登载国内科学家自己

的研究结果; 到最近几年来, 则以英国的 自然 杂
志 (N ature )为模范, 注重在发表专门研究的著

作 % [ 6]
。

其栏目有论著 (含通论、论文、实业谈、卫生谈、

调查、名词审查、社论、研究简报、论文提要、科学论

坛等 )、杂俎 (含书报评介、文献集萃等 )、科学消息

(含国际消息、国内消息、科学进步 )、科学咨询 (含

来件、答问等 )、科学社纪事、学术通讯、图画、广告、

编后记、索引等。跟随科学进步的步伐, 科学 随

时增加新的栏目。如 ∃科学思潮 %、∃科学新闻%、∃书

报介绍%、∃书报评介 %、∃科学通讯 %、∃科学拾零 %

等。

2 主办者中国科学社

中国科学社是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

美学生胡达 (明复, 1892# 1927)、赵元任 ( 1892#
1982)、周仁 ( 1892# 1973)、秉志 ( 1886# 1965)、章

元善 ( 1892# 1987)、过探先 ( 1889# 1929 )、金邦正

( 1887# 1946)、杨铨、任鸿隽等人发起, 1914年开始

筹备,次年 10月 25日成立,初名 ∃ 科学  月刊杂志
社%,一年后始有 ∃中国科学社 %之称。

第一届董事会 (后改称理事会 )由任鸿隽、赵元

任、胡明复、秉志、周仁等 5人组成, 任鸿隽任社长,

赵元任为书记,杨铨为编辑部长, 胡明复任会计。其

社员分为普通社员、永久社员、特别社员、仲社员

(预备性质 )、赞助社员、名誉社员 6种。蔡元培

( 1868# 1940 )、马 君武 ( 1881# 1940 )、张轶 欧

( 1881# 1938 )、周 美权 ( 1868# 1940 )、竺可 桢

( 1890# 1974)、葛利普 ( AmadeusW illiam Grabau,

1870# 1946)、吴稚晖 ( 1865# 1953)、孙科 ( 1891#
1973)等先后被邀任特别社员; 美国著名科学家爱

迪生 ( Thom as A lva Edison, 1847# 1931)和中国著名

实业家张謇被聘为名誉社员, 并设有 ∃爱迪生电工

奖%。永久社员有胡敦复 ( 1886# 1978)、任鸿隽、胡

明复、竺可桢、李垕身 ( 1889# 1985)、刘柏堂、杨铨、

胡刚复 ( 1892# 1966)、李协 (仪祉, 1882# 1938)、过

探先、邹秉文 ( 1893# 1985)、胡先骕 (步曾, 1894#

1968)、许寿裳 ( 1883# 1948 )、王琎 (季梁, 1888#
1966)等;赞助社员先后有伍廷芳、唐绍仪、范源濂、

黄炎培、徐世昌 ( 1854# 1939 )、黎元洪、熊克武

( 1885# 1970 )、傅 增湘 ( 1872# 1949 )、袁希 涛

( 1866# 1930)、王搏沙、谭祖安、蒋介石 ( 1887#

1975 )、张静江 ( 1876# 1950 )、宋子文 ( 1894#

1971 )、陈陶遗 ( 1881# 1946 )、傅筱庵 ( 1872#

1940)、江恒源 ( 1886# 1961)、张乃燕 ( 1894# 1958)

等。社员在 1914年初创时有 35人; 1919年, 435

人; 1924年, 648人; 1929年, 981人; 1934年, 1 500

人; 1939年, 1 714人, 1944年, 2 354人; 1949年,

3 776人。

1915年将最初的公司组织形式改为学社组织

形式。最初的董事会设于纽约州绮色佳 ( Ithaca, 今

译 ∃依萨卡 % )的康奈尔大学; 1916年因骨干赵元任、
胡明复、杨铨到了哈佛大学, 董事会遂迁至波士顿肯

波里奇 ( Cambridge,今译坎布里奇或剑桥 )的哈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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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1918年, 主要成员回国, 社址亦由美国迁回国

内, 1919年定址于南京。 1929年总办事处及编辑部

迁上海。在美国设有分社,另在上海、北京、南京、广

州、梧州、苏州、重庆、沈阳、青岛设有社友会。总社

在各地每年轮流举行一次年会。其下属机构有图书

馆、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科学咨询

处等。

1959年秋, 该社理事会决议, 将所有财产、书

籍、设备捐献给国家。中国科学社遂终止活动。

这是留学生在国外成立的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

科学团体。其宗旨为 ∃联络同志, 研究学术, 以共图
中国科学之发达 %。它团结了我国早期一批著名的

科学家, 如李四光 ( 1889# 1971)、竺可桢、周仁、丁

燮林 ( 1893# 1974 )、茅以升 ( 1896# 1989)、唐钺

( 1891# 1987 )、邹秉 文 ( 1893# 1985 )、卢 于道

( 1906# 1985 )、曾昭 抡 ( 1899# 1967 )、熊 庆来

( 1893# 1969 )、柳贻 征 ( 1880# 1956 )、严 济慈

( 1901# 1996 )、张东 荪 ( 1886# 1973 )、马 寅初

( 1882# 1982 )、吴贻 芳 ( 1893# 1985 )、萨 本栋

( 1902# 1949)等都曾是社员。其主要活动有开展

科学研究活动、组织审定科学名词术语、协助科学教

育、举办科学演讲、派员参加国际科学会议、建立国

际科学交流关系、举办科技展览、举办科技奖励等。

其两个重要创造:一是实行科学咨询,成为我国科技

社团最早建立的科技咨询机构,并最早开展了科技

咨询服务活动;二是参加国际会议和设立科学图书

仪器公司,成为我国科技社团最早兴办的科技服务

事业, 从而为中国早期科学事业做出拓荒性贡

献
[ 7]
。

其最主要的活动为年会。 1915年 10月至 1918

年 10月在美国期间曾经召开过 3次: 第一次年会于

1916年 9月 2日至 3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安陀埠

的菲力普高等学校举行,任鸿隽、赵元任、杨铨、竺可

桢、唐钺等 37人到会; 第二次年会于 1917年 9月 5

日至 6日在美国罗岛州普罗维屯斯城布朗大学举

行,任鸿隽、赵元任、杨铨、竺可桢、唐钺、凌鸿勋

( 1894# 1981)、侯德榜 ( 1890# 1974)、李垕身等 38

人参加;第三次年会与中华工程科学社联合召开,于

1918年 8月 30日至 9月 2日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举

行, 任鸿隽、赵元任、杨铨、秉志、吴承洛 ( 1892#

1955 )、戴芳澜 ( 1893# 1973 )、金岳霖 ( 1895#

1984)、陆费执 ( 1892# ? )等 46人到会,当时的民国

教育总长范源濂亦到会演讲。

除此之外, 被列为该社活动的第一项任务就是

出版科学丛书、科学译丛和论文专刊等。其中最主

要的期刊就是 科学  月刊和 1933年 8月 1日创刊

于上海的 科学画报  半月刊。 1922年创刊 中国科

学社论文专刊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Science Socie

ty of China,西文,年刊, 出版至 1947年, 共 9卷 )和

研究丛刊  (西文,共出 3册 )。 1925年创刊 生物

研究所论文丛刊  (动物组, 西文, 出版至 1942年,

共 16卷 )、生物研究所论文丛刊  (植物组, 西文,

出版至 1942年,共 12卷 )和 生物研究所专刊 (森

林植物志、药用植物志各 1册 )。自 1955年起,中国

科学社还出版 中国科学史料丛书  和 科学史料译

丛 。其中有: 李俨的 中国古代数学史料  ;王琎等
的 中国古代金属化学与金丹术  ; 吴襄、郑集的 生

理学与营养史料 ; 张昌绍的 现代的中药研究  ; 汤

佩松的 现代中国植物生理学工作概述  ; 王有琪的
现代中国解剖的发展 ;蔡无忌、何正礼的 中国现

代畜牧兽医史料  ; 任鸿隽译的 爱因斯坦与相对

论 、最近百年化学之进展  ; 蔡宾年、蔡叔肩译的

俄国物理学史  等。另外还出版有 地质力学的基

础与方法  中国科学二十年 科学的南京  植棉

学 地质学  地文学  生药学  中药研究史料  

中国桥梁史料  等科学丛书或科学译丛 [ 8]
。

中国科学社还首创我国第一个科学期刊社团。

1947年 7月, 科学  与 科学画报  联合 工程界  

化学工业  化学世界  中华医学杂志  水产月

刊 世界农村  科学大众  科学世界  科学时
代 纺织染工程 现代铁路 电工  电世界  学

艺 医药学 纤维工程  等期刊, 成立中国科学期

刊协会,并于 7月 6日发表 中国科学期刊协会成立

宣言  。

3 结 论

中国科学社由 ∃ 科学 月刊杂志社%起家,并以

科学 杂志为机关刊物和喉舌的一个科学社团。

其成员亦多系集编辑、作者、社员三种身份于一身

者。 科学  忠实记载了中国科学社从诞生到结束
的完整历史,中国科学社有时几乎是倾其所有也要

保证 科学  的出版。没有 科学 , 中国科学社就只

能是科学家脑子中的一个记忆而已, 绝不会有现在

如此丰富、如此翔实的这数千万字的文字记载。然

而, 如无中国科学社这样强有力的社会建制作支撑,

如无在此旗帜下团结起来的数千名科学工作者作为

社员、编辑和作者, 科学  也就成为无源之水难以
维继。由此, 科学  不仅开创了最具现代意义的中

国科学期刊模式, 而且继 格致汇编  亚泉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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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世界 之后,养成了百余名近代中国第一批科

学家、编辑、作者三重身份合一的新一代科学期刊编

辑队伍。 科学 还通过其示范作用, 把西方科技社

团的办会方式和与之依存的科学期刊办刊方式介绍

给中国学会工作者和科学期刊工作者, 并且将科学

期刊的社会功能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即 科

学  的首创者任鸿隽所说的: ∃历来科学历史家都以
科学刊物的兴盛为科学发达的必要条件之一, 正是

因为有了刊物,科学发明才能迅速地传播,普遍地讨

论,而后科学真理才能明确的成立, 而为人类所利

用。从这个角度来看, 一切科学必须满足两方面的

要求: 一是给科学工作者以发表论文的机会;二是给

科学家以讨论问题的便利。这是研究科学者的最低

要求, 也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 ∃所以, 科学

刊物只要条件允许, 自应以多为贵 % [ 9]
。这是中国

科学社理事长给科学社团与科学期刊关系的最好注

释。的确,科学期刊和科学社团同为科学存在与发

展的重要社会建制形式, 也是科学家立足社会的必

要生存条件以及科学发达的必要条件。科学社团靠

科学期刊起家,科学期刊又与科学社团相伴而生,互

为依存,荣辱与共。这就是我国近代科学期刊与科

学社团发展之间关系的写照,而这种关系也是成就

留学生社团所办刊物中延续时间最长的综合性自然

科学月刊的必要条件。1947年 7月, 科学  月刊联

合 18种科学刊物首创的我国第一个科学期刊社

团 # # # 中国科学期刊协会, 及其所发表的 中国科

学期刊协会成立宣言  无疑向世人更明白地昭示:

科学期刊已壮大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职业, 科学期

刊编辑自科学社团和科学家群体中分化而出, 也已

分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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