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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益闻录 6及其自然科学知识传播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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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整理 5益闻录6中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为勾勒晚清期刊演化与科学传播轨迹提供文

献支持。方法  原始期刊文献分析和考证法。结果  详细统计出了5益闻录 6中传播的自然科学
知识的篇目总数共为 878篇,其中地理所占比例最高为 57%, 其次为物理 14%、工程技术 13%、天

文 10% ;地理学知识中,人文地理为 390篇,约占到总地理篇目的 79% ,以世界各地 /考略0为主,并

对应附有地图;物理学内容涉及声学、热力学、光学、形性学、电磁学 5个方面,其中声学、力学、光学

多为对 17世纪之前西方物理学知识的译介报道,热力学和电磁学内容涉及蒸汽机及德律风等最新

科学发明。结论  作为中国天主教第一报人李杕主笔的天主教第一份机关刊物 5益闻录 6, 在 19

世纪 70年代传教士所办期刊中极具代表性,曾在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也报道了

最早的中国行政区划地图和机器耕作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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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Wen Lu and the natural science spreading
SUN X iao, YAO Yuan, WE I L ing

( Schoo l of Journa lism & Commun ication o f Northw estUn ive rsity /Research Instituteona lis

M and D issem ina tion o f Northw estUn iversity, X ican 710069, Ch ina)
Abstract: A im  To study the dissem ination of know ledge in the natura l sc iences in / YiW en Lu0 to draw an ou-t

line of the evo lution of the lateQ ing dynasty journals science commun ication path to prov ide documentary ev idence
suppor.tMethods The origina l journa l literature ana lysis and textual researchmethod. Results Detailed statistics

of the "YiW en Lu " was made fo r the natural science know ledge tab le of articles totaled 878, o fw hich the h ighest
share of geography 57% , fo llow ed by 14% in physics, eng ineer ing 13% , and astronom ical 10% . In geography

know ledge, the human geography essays of 390, w h ich is approx im ate ly to the to ta l geograph ica l contents 79%, as
them ainstay, and correspond w ith the map. The contents o f the physics involved in acoust ics, thermodynam ics,

optics, shape sexuality, e lectromagnet ic five aspects. acoust ics, mechanics, optics are mostly the report of the

translations o fW estern physics know ledge, thermodynam ics and e lectromagnet ic content covering the latest scienti-f
ic invention of the steam eng ine and telephone. Conclusion A s the first organ o f the Catholic Church ed ited by the

first Ca tholic new spaperw r iter Teddy Lee, "YiW en Lu" is the high ly represen tative in the journa l run bym issionar-
ies of 70s in the 19th century, it has m ad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make Ch inese open their eyes and see the

w orld, as w ell as reported the earliest known map o f Chinacs prov inces d iv isions and farm ing mach ine techno logy,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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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益闻录 6是中国天主教第一报人李杕 ( 1840)

1911)主笔的天主教第一份机关刊物, 清光绪五年

二月二十四日 ( 1879年 3月 16日 )创刊于上海徐家

汇。这一时期既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活动的第



二阶段也是洋务运动后 /西学东渐 0的第二阶段。

作为特殊时期的产物, 5益闻录6呈现出了教会期刊

演化及自然科学传播轨迹的特殊性。对于 5益闻

录 6,目前已有一些研究成果
[ 1, 3 - 4, 7, 16, 20]

, 但大部分

仅局限于对其编辑出版状况或教会史角度的研究,

而对其学术传播内容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传播内

容,大多语焉不详。本文从传播史的角度,运用文献

分析和统计的方法对 5益闻录6及其自然科学知识

的传播作初步探析。

1 创刊背景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长期对外关闭的大门,

5南京条约6 5黄埔条约 6及 5天津条约 6的签订, 清
政府逐步给予外国传教士最大权利的庇护及进一步

地位的认可,他们在中国的办报活动进入了第二阶

段。在领事裁判权的庇护下,外国传教士的办报活

动由战前的南洋及中国华南沿海一带迅速扩展到香

港及上海、福州、厦门和宁波等中国沿海城市。在

19世纪 40至 90年代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 他们先

后创办了近 170种中、外文报刊, 约占同时期我国报

刊总数的 95%
[ 1 ]
。与此同时, 上海在 19世纪 60年

代以后逐渐成为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的集中地和出

版中心,法国巴黎耶稣会在徐家汇周围建立了 21所

宗教性事业机构。徐家汇成为上海天主教教务中

心,这为 5益闻录 6的创办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5益闻录 6创刊时期的社会因为洋务运动的兴

起已经转型为以求强求富为核心内容, 并进入了

/西学东渐0的第二阶段。以此为契机,中国自然科

学传播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 ) ) 西学翻译。此后,

晚清社会在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对西

方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也进行了大量的引进,参与

引进的既有军工企业系统、政府机构, 还有教会系

统。其中,教会系统通过传教士,将宣教事业与自然

科学知识引进结合起来,促成了数学、物理学、化学、

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系统输入
[ 2]
,这对

晚清社会及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

2 编辑出版概况

211 出版概况

5益闻录 6是中国天主教第一报人李杕创办的
天主教第一份机关刊物。其出版分为两个阶段,从

光绪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1878年 12月 16日 )起

到光绪五年二月初九 ( 1879年 3月 1日 )止, 为试刊

阶段,共出 6期。试刊期长达 3个月,这是当时其他

报纸所未有的。自光绪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 1879年

3月 16日 )起, 5益闻录 6正式发刊, 期数另起, 头版
特辟有 /目录 0。试刊的 6期, 均为半月刊, 正式创

刊之初, 亦为半月刊,至同年的 8月 16号起 /定每七

日一次
[ 3] 0。自光绪八年三月十六日 ( 1882年 5月

3日 )第 151号起又改为每 7日出版 2次, 直至停刊

为止。自此日起, 不仅刊期有所缩短, 而且增加了

/贸易琐事 0等内容, 深受读者欢迎, 并且以廉价招

登广告
[ 4]
。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 ( 1898年 8月 ) 5益闻录 6与

5格致新报 6 ( 1898年 3月 13日创刊,旬刊,朱开甲、

王显理主编 )合并, 易名 5格致益闻汇报 6, 每星期发
行两次。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 ( 1899年 8月 19

日 )第 100期起又简称 5汇报 6 ( Revue Pour Tous),

主编仍为李杕,并出 5科学汇报 6, 周刊, 聘比利时人

赫斯慎 (V anH ee)解答科学问题。赫斯慎返国后于

次年停刊
[ 5]
。

5益闻录6有三种发行方式: /本埠每张取钱十

文0、/外埠由代售者酌加寄费 0或者由 /各处天主堂
分发 0 [ 6]

。

212 主要编者概况

李杕原名浩然, 字问舆,后改称问渔, 受洗礼后

取教名老楞佐,别署大木斋主, 江苏川沙 (今上海浦

东 )人。

他早年攻读经史,国学根基较深,后入徐家汇圣

依纳爵公学, 深受西方文明影响。清咸丰九年

( 1859)放弃科举仕途, 专习拉丁文、哲学和神学。

清同治八年 ( 1869年 7月 )晋升为耶稣会司铎,辗转

传教于苏南与皖南地区。上海天主教会创办5益闻

录6时,他回沪主持该报编务,被誉为中国天主教第

一报人。此后 5益闻录 6与 5格致新报 6合并, 改为

5格致益闻汇报6,出 100期后又改称 5汇报 6, 前后

出版了 33年 9个月, 李杕始终担任该报主编直到清

宣统三年 ( 1911)初夏去世。清光绪十三年 ( 1887)

起还兼任 5圣心报6主编,光绪三十二年 ( 1906)起兼

任震旦学院院长和哲学教授。译著有 5辨惑危言 6

5圣母传6等 60余种,另著有5徐文定公集 65古文拾
级65墨井集6等 [ 7]

。

李杕深厚的国学根基及其兼具 /中国人0和 /天

主教司铎 0的双重身份,使得他在办刊实践中,经常

陷入无法自圆的窘况。一般情况下, 李杕可以用天

主教教规教义劝人为善, 而一旦遇到与天主教利益

相关的问题,又不得不起而为天主教利益辩护,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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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些有关教案的通讯,都由各地天主教教徒供给,

难免偏袒天主教教徒, 甚至听信仗教恃横的 /吃教

者 0的一面之词。编者无论如何秉正, 仅作纯粹客

观报道, 但在实际上他不得不担负支持舆论的作

用
[ 8]
。这对5益闻录6的创办, 大到办刊思想、内容

设置,小到语言风格的运用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除主编李杕外,参加过 5益闻录 6编辑的还有南
汇黄协埙 ( 1853) 1924)、梁溪邹弢 (翰飞, 1850)

1931)以及地理学家龚古愚 (柴 )、徐伯愚 (励 )、许采

白等。

3 自然科学知识传播内容

通过对 5益闻录 6 1号 ) 498号, 525号 ) 927

号, 1713号 ) 1761号共 950期的统计, 有关自然科

学知识传播内容的篇目共 878篇。根据文章内容将

其暂划分为天文、地理、工程技术、数学、医学、物理、

其他 7个类别。其中, 地理学知识 496篇所占比例

最高为 57%, 其次为物理学知识 127篇 ( 14% )、工

程技术知识 117篇 ( 13% )、天文学知识 84篇

( 10% ), 其他几个类别共占 6%。本文着重对前 4

个类别展开论述。

311 地理学知识

5益闻录 6中对地理学知识的介绍涉及人文地

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应用地理 4个方面。其

中,又以人文地理最多 390篇,约占到地理学知识总

篇目的 79%,所述内容以世界各地 /考略0为主,具

体涉及位置、疆域、山川、河流、气候、矿藏、动植物、

户口、历史、政治、风俗习惯等几个方面,分为亚洲的

中国部分及世界其他国家两大方面。

在亚洲的中国部分, 5益闻录 6对当时全国 25

个行政区划进行了考证, 包括直隶 (河北 )、江苏、安

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河南、广东、广西、

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 18个省,盛

京 (辽宁 )、吉林等 5个将军辖区以及青海、西藏两

个办事大臣辖区。除对 18个省、两个办事大臣辖区

单章介绍外,将盛京、吉林、黑龙江这 3个将军辖区

并为满洲,伊犁和乌里雅苏台并作天山南北路整体

进行介绍。此外,还另起专章对蒙古藩布及台湾岛

进行分述。

清代初期的传统地理学,是一种以内地 18省为

基本范围、以诠读诗经为基本内容、以文献考据为基

本方法的 /古 0地理学研究 [ 9]
。徐伯愚所撰写的亚

洲的中国部分显然沿袭了这一传统, 在对 18省的考

略中简略介绍该省的位置、疆域后以大量篇幅叙述

该省历史。如: 云南 /殷周时为蛮夷巢窟,,汉武

帝元封二年, 开西南夷, 滇王降, 以其国置益州

郡
[ 10] 0;贵州: /自春秋六国后皆为蛮夷地,,相传

武侯封洋河蛮酋济火为罗甸王,,洪武十五年始设
贵州等处 0[ 11]。虽然, 文中也有对山川、河流的介

绍,但大都从史学角度出发, 并没有用到地形、地貌

等新知识。这是其保守的地方,但同时其也有突破。

譬如对西藏、天山南北路等边疆的研究, 这是嘉道

( 1796) 1850)以后才开始的地理学研究新趋势。

再譬如在 /青海考略0一章中, 介绍了青海湖的面

积: /东西距二千余里,南北约千里0以及其边界 /东
界甘肃四川,南与西并界前藏,又界伊犁大戈壁, 北

至甘肃关外地 0 [ 12 ]
。据考证,该文是对青海湖面积

及边界的首次描述
[ 13 ]
。

对世界地理的介绍内容涉及亚洲、/欧罗巴洲 0

(欧洲 )、/亚墨里加 0 (美洲 )、/亚斐里加 0 (非洲 )、

/澳削尼亚 0 (澳洲 )五大洲。统计得出, 朝鲜、越南

等 56个国家单独成篇,亚斐里加西境、南境、东境及

澳削尼亚洲等版图较小的国家则从洲的角度整体叙

述,此外还包括对南洋群岛、东南洋群岛、太平洋群

岛的考证。

与亚洲的中国部分相比起来,对世界地理知识

的介绍要科学得多。如在 152号介绍欧罗巴洲各国

时加入了对地形的描述: /其地形如葵扇下垂者, 曰

瑞典,其从南岸突出如臂者, 曰丹马,,地形如人掌
而拊于地中海者曰希腊, 其如人股之著屐入于地中

海者,曰意大里亚列国 0再如: 叙述了气候对生产、

生活的影响: /三冬时北半坚冰凛冽, 差若北冰洋,

至北冰洋则胶结较久,一年中,直十阅月,仅于五六

月之间,严寒略退, 稍微消解,当此之时,凡渔海牛及

鲸鱼之辈,如蚁聚蜂屯, 聚集于白海之北,既有所获,

皆运贾于亚耳干日诚, 故生意茂降, 颇形热闹 0 [ 14]
。

这些对地形学知识的运用及对气候与生产生活关系

的研究在亚洲的中国部分是没有涉及到的, 尤其是

对气候的关注已开始触及到西方近代地理学的基本

理论问题,即人地关系问题。这是其进步之处。

介绍人文地理时, 5益闻录 6另外一个显著特点

就在于在各 /考略0之后对应附有各省或各国地图,

图文并茂。其中, 中国部分除直隶、江苏、安徽及江

西 4省所在期刊被部分毁坏, 无法证实是否附有地

图外,其余 21个行政区划及世界其他国家都附有地

图。如果将所刊地图合起来基本就是一张完整的世

界地图。

据考证,除 5万国公报 6 ( 1868)刊载过 5地球全

图6和 5万国地图说略 6外 [ 15]
, 之前的地图大多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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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上,期刊很少涉及。 5益闻录 6是最早刊登世

界各国地图的期刊之一。其涉及国家数目之多,版

图之完整在当时的期刊中是极其少见的, 尤其是在

刊登中国各行政区划的地图上, 意义更加重大。该

刊不仅首次在期刊上刊载中国各行政区划地图,而

且是首次以图、文搭配的形式对中国各行政区划进

行介绍的期刊。

世界各大洲包括中国各行政区划在内的考略均

出自龚古愚、徐伯愚及许采白之手,之后 3人还合出

5五洲图考6,文章内容与 5益闻录 6所载大多无异,

这些文章之后还被收录到光绪十七年 ( 1891)王锡

棋 ( 1855) l913)辑印的 5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6。总

体来说,世界地理部分较为科学,而亚洲的中国部分

则多为陈词滥调
[ 16 ]
。地图部分, 虽然刊登版图较为

完整,也涉及到经纬度、疆界、山川和河流的标志,但

并未涉及比例图示,显然此图是转载而来。

312 物理学知识

5益闻录 6所刊载的物理学知识主要涉及声学
( 2篇 )、热力学 ( 23篇 )、光学 ( 28篇 )、形性学 (力学

28篇 )、电磁学 ( 46篇 ) 5个方面。

整体上,声学、力学、光学的内容比较陈旧,多为

对 17世纪之前西方物理学知识的译介及梳理。声

学部分不完整, 仅有 2节阐述声音传播的介质、速

度、回音的产生及传播。光学包括影的定义和生成、

光的直线传播和针孔成像及光的折射、望远镜、显微

镜、暗室照相对光的三大应用。力学的内容没有超

出牛顿经典力学的范围, 也没有涉及到牛顿经典力

学的危机。

比较而言, 对热力学和电磁学的介绍内容则较

为先进。如蒸汽机一节, 文中述及: /一千七百六十

四年,英国人阿亚德有所触, 妙想顿开, 将牛高门之

法,去繁就简,精益求精, 先后历五十年, 汽机之巧,

大非昔比0。接着用大量篇幅介绍其原理: /有火炉

一,举火燃煤,炉上有锅,积水于其中,水沸则蒸汽贯

入气管,即第二百零六图 0[ 17]。以文中记载的时间

及叙述的汽机原理来看, 此即是对乾隆二十九年

( 1764)詹姆斯 #瓦特 ( JamesWa t,t 1736) 1819) ,改

良后蒸汽机的介绍。

电磁学为物理学知识中的重点介绍内容。其除

了介绍电气、电磁感应等电磁学基础知识外,还着重

介绍了电线、电报机、电灯等近代科技发明及其工作

原理。其中,特别是对德律风的介绍: /德律风为西

人巧制之一能使两人相距甚遥互言如见面。创制之

人名格辣项勃肋于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使得此

法 0 [ 18]
。接着, 同样以大量篇幅叙述其工作原理并

附有图解。该文刊于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初三 ( 1887

年 12月 17日 ), 介绍内容为光绪二年 ( 1876 )美国

发明家贝尔 ( A. G. Be l,l 1847) 1922)所发明的世界

上第一部电话机。

力学的内容虽比较陈旧, 但却刊载了形性学的

部分试验: /取洗脸盆一, 实以水深寸许, 水面浮软

木一小块,木上置纸,又取玻璃杯一,须是稍大者,继

而引火烧纸矣。其燃时将玻璃杯覆火上,便见盆中

之水直升杯中。此何以故, 因近火之气被烧而稀不

能抵杯外之气故, 杯外之气压水升杯, 凿凿可

见0 [ 19 ]
。这是 765号 /试验性学法一 0介绍的 /乡

人0对 /性学中有空气压物一说 (气压实验 ) 0的试验

过程。从中可看出, 这些试验是 /民间乡野用乡间

工具对物理知识的验证 0而并非 /科学实验方法 0。
尽管其并没有上升到方法论的层次, 但却为后来维

新派将科学方法在中国的引介和传播奠定了认识基

础。

313 工程技术知识
西方工程技术知识的引进和介绍始于明代, 如

5神器谱6 5西洋神机6等, 开始皆为军需所用, 发展

到清代则逐步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5益闻
录6中所涉及的 /工程技术 0如 /玻璃制衣 0、/屋料

奇创 0、/洗衣新法 0等就多与制造民生所需有关。

这些以新闻形式报道的西方工程技术不仅传播了先

进生产力,而且应用于社会生产,同时也促进了中国

制造业的发展。

5益闻录6是第一个记载农业机械耕作的期刊。

1880年 9月 12日第 66号所载 /机器垦荒 0一文指

出: /兹闻天津有客民在距津一百五十里地方批租
荒地五万亩,概从西法以机器从事,行见翻犁助来事

半功倍0 [ 20]
。这则报道虽没有明确指出使用什么机

械耕作,但至少说明了在 19世纪 70年代末, 传统农

业的坚冰上已经出现了裂缝, 传统一家一户的小农

经营方式被打破,该 /客民0拥有 5万亩土地的规模

并 /概从西法 /经营, 这与西式的农场性质很相似。

该则消息在最后写到: /各省农民定必有闻风仿办
者,眼界当为之扩也0,可见此则消息意义重大。按

目前的记载来看, 这是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开

端
[ 21]
。农业在中国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是

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支柱, 生产工具的改进可极大

地提高生产力。

314 天文学知识

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始于明万历三十三年三月

二十五日 ( 1605年 5月 12日 ) ,利玛窦 (M atteo R ic-

c,i 1552) 1610)写信请求罗马方面派遣 /会制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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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逐日行程表 0的人来中国 [ 22]
。至清代,西方天文

学在中国已逐步系统化。 5益闻录 6中报道的有关

天文学的知识,主要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新闻形式

对天文现象的观测、解释及预报。如 241号 /月食
纪闻0预报: /本年月食之期, 据天文西士言, 在三月

十六日自午后五下十三分起至十下十四分止,六下

以前食在日本地方,至六下二刻江南省中方可窥见,

至七下四十三分方为正食, 惟所食不多是以光不甚

暗,西士所言如此, 用特志之 0 [ 23]
; 再如 /德国测

星 0、/日蚀示期0、/行星 0/月蚀0、/彗星又出0、/行

星又现 0等。另外一种则是系统地对天文理论知识
的介绍,包括总论 ( 5节 ) , 然后对地 ( 10节 )、日 ( 3

节 )、月 ( 11节 )、行星 ( 17节 )、彗星等天体进行分述

并解释了年日、时日、节气、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的

产生。

西方天文学的引入是对我国原有天文学知识的

重要补充与扩展。同时,天文学与物理、数学等其他

学科联系紧密,对天文学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也促进

了其他学科的发展。

4 结  论

1) 5益闻录6在教会期刊中的特殊性。其创刊

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刊活动的第二阶段,主

笔李杕被誉为中国天主教第一报人, 他具有深厚的

国学根基,同时也是 /天主教司铎 0,这对 5益闻录 6

的办刊思想、内容设置及语言风格都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一方面, 5益闻录6作为中国天主教第一份机

关刊物,要以传教为主要宗旨,李杕必须维护天主教

的利益;另一方面, 作为传播宗教和发展教徒的需

要,他也适时响应 /西学为用0、/求强求富0的呼声,

在内容设置上,除传播有关天主教教规教义外,也报

道了学术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的内容。这是其

特殊之处。

2) 5益闻录6在自然科学传播中的特殊性。整

体上,与同时代其他期刊一样,以翻译内容陈旧的西

方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特征,但在人文地理学、物理

学及工程技术方面呈现出了其进步的方面, 尤其是

人文地理学,所载世界五大洲考略, 内容之详细、完

整,在同时代期刊中是很少见的。在亚洲的中国部

分考略中,不仅首次在期刊上刊载中国各行政区划

的地图,而且是首次以图文搭配的形式对中国各行

政区划进行了报道。在 /青海考略 0一文中,其还首

次提到了青海湖的面积及边界。另外, 5益闻录 6还

是第一个对使用农业机械耕作一事作记载的期刊,

从这一点来讲,其在自然科学传播史上具有开创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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