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1 年 8 月，第 41 卷第 4 期，Aug． ，2011，Vol． 41，No． 4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收稿日期: 2011-02-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07XXW004)

作者简介: 陈啸，女，安徽马鞍山人，从事期刊传播史研究。
通讯作者: 姚远，男，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从事科学传播史研究。

《留美学生季报》及其初期科学救国思想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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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留美学生季报》初期科学救国思想，为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线索。
方法 采用原始期刊文献分析和考证法。结果 《留美学生季报》认为中国科学因“嗣响无人，遂

成陈迹”，故无从发展，为中国贫弱之症结; 强调科学乃富民强国之利器，与人生、与人之价值、与救

国有着密切联系; 提出以科学促进兵工农林水利的发展，“以工商业为之辅”，并建立科学的学界，

将教育视为救国的重要手段。这是实现科学救国的 3 个主要途径。结论 《留美学生季报》与先

前的科学救国思想相比具有更为进步和全面的科学观，强调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的重要性，为酝酿

五四运动前夕的民主与科学氛围做出了积极贡献; 与《科学》《新青年》《学艺》形成了美国、中国本

土、日本传播科学救国思想的犄角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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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Students'Quarterly and its early thought of sav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CHEN Xiao，YAO Yuan
(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of Northwest 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Dissemination of 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9，China)

Abstract: Aim To study The Chinese Students'Quarterly's early ideas about saving the nation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provide new clues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scientific thought history．Methods The original journal lit-
erature analysis and textual research methods． Results The Chinese Students' Quarterly introduced this idea: No
one inherited China's science in ancient time，so there was no development and thus resulted in the poverty in Chi-
na． It is important for promot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science and science has very close link with life，hu-
man values and saving nation． Science can promote agriculture，forestry，military and other sector development．
And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the science through establishing a scientific network，which were three most impor-
tant ways to save the nation． Conclusion In order to brew the scientific atmosphere for the ev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The Chinese Students'Quarterly had mad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dis-
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ideas in China，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with science，New Youth，Wissen and Wissen
schaf．
Key words: The Chinese Students' Quarterly; the thought of sav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science communi-
cation history

《留美学生季报》( The Chinese Students’Quarter- ly) ( 以下简称《季报》) ，创刊于 1914 年，作为留美



高潮时期创办的文理综合性期刊，“该刊并不注重

具体科学内容的引进或传播，而是更注重于从科学

观、科学精神、学科分化、科学方法、科学立国、救国

的大处着眼，去激发国人的科学意识”［1］。这对促

进科学救国思潮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拟通过

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3 个层次梳理《季

报》中的科学救国思想。

1 《留美学生季报》与其创刊背景

留美高潮的出现，壮大了留学生队伍，为留学生

组建社团，创办刊物提供了条件。据统计，“1905 年

留美学生有三十多人，1910 年增为五百多人，1911
年又 增 为 六 百 五 十 人，至 1918 年 多 达 一 千 多

人”［2］。由此 可 见，留 美 高 潮 出 现 于 清 宣 统 三 年

( 1911) 前 后，原 因 有 二: 首 先，清 光 绪 三 十 一 年

( 1905) 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众多知识分子想通过

出国留学谋求出路。其次，清光绪二十六年( 1900)

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从清光绪二十七

年( 1901) 起向各国赔偿 9. 8 亿两白银，这就是庚子

赔款。后因赔款超出实际损失，清光绪三十四年

( 1908) 美国国会通过了《庚款余额退还议案》，退款

为派遣留美学生提供了经费，规定每年至少派 100
名留学生。另外，留学生的选拔也很严格，要通过包

括外语在内的多门考试，这使得留美学生的水平普

遍很高，这也为创办高质量的期刊提供了基础。
留美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促使各种留美学生

社团的建立，如东美留学生会、西美留学生会、东西

美学生联合会、留美学生勤学会、公义社、科学社等。
这些社团会定期举行集会，《留美学生年报》载明:

“每次集会，收益甚大，其由著有三: ( 一) 大会之后，

精神振作，友谊坚固，素不相知者，亦因大会而相知;

( 二) 各校学生会，因运动及款待及演说辩论等之竞

争，而团体愈益坚固，明年之预备愈益周密; ( 三) 美

国尊敬中国人之心，亦大增加”［2］。这些留美学生

组织的社团还出版多种刊物，其中发行最早、影响较

大的就是《季报》。
《季报》创办于 1914 年，当时中华民国仅仅建

立两年，随着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结束，“建设”取

代了“革命”。同时，由于留日学生运动始于清光绪

二十二年( 1896) ，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 留日学生

人数就达到 1 万多人，比留美高潮早了 10 年左右，

且学习文科者居多。因此，留美学生很早就意识到

自己的留学任务，已不同于留日学生，在《留美学生

年报》中提出“中国似醒未醒初醒之时，有日本留学

生之书报，有日本留学生之詈骂，有日本留学生之电

争，而通国之人大醒。……今日中国已醒矣，已从新

矣。铁路当实行建筑，矿务当实行开办，财政当实行

整理，至机器化学造船等事皆非言论所能之事，非学

浅者所能举办，又非无实习者所能大成。事为建设

之事，时为建设之时，欲于此时而欲有影响于国事

者，非 有 建 设 之 学、建 设 之 能 及 建 设 之 精 神 不

可”［3］。形成此种认识的另一个原因为，留学学生

多是学习理工者。根据 1918 年留美学生所学科目

统计表明，“在 1 124 名留学生中，学理、工、商、农、
医 等 自 然 科 学 者 有 700 多 人，占 总 人 数 的

62. 7%”［4］。由此可见，《年报》创办之时，留美学生

已经认识到科学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实用之学

是留美学生所追求的目标。
清宣统三年( 1911) ，东美学生会编辑出版的中

文杂志《留美学生年报》是由清宣统元年( 1909 ) 创

办的《美国留学报告》改组而来。《留美学生年报》
共出版了 3 期，后于 1914 年 3 月正式改组成为《留

美学生季报》，为中国留美学生会会刊。《季报》每

年 1 卷，1 卷 4 期，分别为春季号、夏季号、秋季号和

冬季号，32 开本，由每年的 3，6，9，12 月在上海出

版，共出版了 50 期。从创刊到 1916 年底由中华书

局印行，1917 年后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直至 1928 年

停刊。《季报》刊登的文章内容多样，“从自然科学

到社会科学，不下几十门”［5］。其主要读者“不是外

国人，而是中国的知识阶级———知识阶级并不限于

有学问的人，我们的意思是，一般识字能看报的民

众。关于介绍西方思想一层，本报所持的完全是

‘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忠实地把西方思想介绍给

国人”［6］。
《季报》分为编辑部和干事部两个部门，人员的

选择是通过东美、中美、西美三地留学生会在每年夏

季年会上按会员人数比例选举产生。“《季报》职员

任期一年( 正月一日至次年正月一日) ，次年总编辑

由本届编辑员互举产生，总干事亦是，当选者有半年

时间准备次年任内的事务”［7］。

2 科学救国思想的传播

2． 1 “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来的科学救国思想背景

我国科学救国思想最先发源于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 1785—1850) 提出的“师敌长技以制敌”后，

魏源( 1794—1857) 在此基础上提出“师夷长技以制

夷”，主张通过西方科学技术来抵御外来侵略，而洋

务运动则是对林则徐与魏源思想的实践，是科学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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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思想的萌芽时期。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康有

为( 1858—1927) 发表的《物质救国论》中，明确提出

“科学实为救国之第一事，宁百事不办，此必不可缺

者也”［9］。此为国人第一次明确提出科学救国的口

号，这也成为了科学救国思想正式形成的标志。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救国思潮形成，因为科学救国

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引导社会发展方向的

大众思维运动”［8］。因此，只有所倡导的思想得到

社会成员的认可，并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才能形

成社会思潮，而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和《科学》杂志的

创办与发展，为科学救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沃土，大

量关于科学救国思想文章的发表，对国人科学救国

观念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由此而起科学救国思潮

正式形成［9］。然而，在《科学》杂志创办之前及初

期，《季报》首先开始介绍科学救国思想的开创之功

不可没。
朱起蛰在《季报》发刊词中指出“吾留美同人负

岌海外，国人之所期望，父老之所训诲，固无日不以

祖邦为念。羡彼北美民国，而欲以其目所见、耳所

闻、心所得，以为是者，语与吾国人久矣”，并期望

“参以美国之成业，考其用意，摭其精华，以斟酌而

张大之”［10］。又 据 潘 光 旦 ( 1899—1967 ) 提 及《季

报》的使命时所言，“近而言之，可谋求学界自身的

进步; 远而言之，可供国内各种改革运动的参考”。
另外，他还进一步规划了《季报》的报道范围，“西方

学说与社会生活的介绍; 留学界对于国内种种运动

的意见或主张; 采纳西方文化时之标准问题; 留学生

运动之方策问题; 留学界自身生活之促进”［11］等。
由此可见，《季报》的重要任务: 一是参照美国立国

之道，引进西方先进学说，建立适当的文化选择标

准; 二是以科学救国为先导，以《季报》传播为媒介，

以国内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谋求国内科学界、学术

界、教育界的自身进步; 三是发表有关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社会发展的种种建议，指导国内变革。
2. 2 “吾国贫弱之症结者何? 科学是也”

杨铨( 1893—1933) 在《科学与中国》一文首先

肯定，“中国未尝无研究科学之人也，隶首作算术九

章，禹贡言九州山川河源之势，降而至山海经之谈怪

异，博物志之志生物，皆有科学的趋向”。但是，中

国并未形成系统的科学。究其原因，杨铨认为“卒

以嗣响无人，遂成陈迹”，故“中国之无科学，责不在

民，而在后世”［12］。另外，他还指出，中国古代封建

统治者多采用愚民政策，国民素质低，文人士大夫又

多重视虚文，也是造成中国科学无从发展的原因。
他在《创立国家学会刍议》一文中论及其原因为“无

国立机关以鼓励之，无公立社会以提倡之”［13］。黄

琳在《中国宜除去守旧性根说》中也指出当“英俊豪

迈之流”，“欲舍旧谋新，引社会于改革之一途”之

际，“腐朽迂儒反哑然笑之”，“必摧残而夷灭之然后

快”［14］。总而言之，杨铨认为，长达数千年的中国传

统科学，在近代未被继承光大，也未形成人文传统的

社会基础; 黄琳认为，中国科学的发展缺乏上层建筑

基础，并遭遇了封建势力与腐儒的强烈抵制。就此，

任鸿隽深刻揭示，“前清季年所授之举人、进士、翰

林，又不知几千百人，安得言无学界，顾吾试问此无

数博士、硕士、翰林、进士之中，有能对以特殊问题，

就一专门科学，发一论，建一议，令人奉之为圭臬，如

西方学界所称之 Authority 者几何人”［16］，同样说明

在科举制度下的无数博士、硕士、翰林、进士之中最

缺乏的素养就是“专门科学”，因此，他们才会对以

科学救国为主的舍旧谋新之举“哑然笑之”、“灭之

然后快”。蓝兆乾在《科学救国论》中，指出“吾国贫

弱之症结者何? 科学是也。其为学博大精深，一切

富强之法所自而出也”［15］。所以，若求中国各项事

业之发达，唯有科学，这是国家富强的根本。
2. 3 “欲为根本之救国”，“科学为唯一之利器”

杨铨在《科学与中国》中就提出科学乃强国富

民之利器，他认为兴办实业，改革政体虽然是救国的

良方，但是若想富民强国则只有利用科学。在《介

绍 ＜ 科学 ＞ 与国人书》中，他从 3 个方面更进一步

地阐述了科学的重要性。他在文章开篇就给科学下

了一个明确定义: “科学者，有统系、有真理之知识

也”。他认为科学包罗万象，“大之而宇宙，小之而

霉菌，深入于心灵感应，浅至于饮食居处，莫不有科

学存乎其间”。因此，科学与人生、与人之价值、与

救国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与人生的关系在于

“欲于人类史中有数十年之历史，举所谓天竞、物

竞、国竞、社会竞，皆当一一胜之也。胜之之道万端，

而科学为唯一之利器”; 与人之价值的关系在于，

“人之多以异于禽兽者在知智识”，“世界之人借科

学之力，其智识方兼程而进”，而中国守着过去的辉

煌，夜郎自大，“则自彼文明国人视之，虽未必侪于

禽兽，亦去野人不远矣”，“人而至此，则人之价值扫

地”; 与救国之关系在于“救中国者，万口同声，莫不

曰教育实业，夫教育实业，皆不能离科学而独立者

也。科学者，教育之中坚，而实业者，科学之致用，则

欲为根本之救国，舍科学安归”［16］。概括起来，杨铨

主张: 一是国人要建立科学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强调

国民拥有科学素养的重要性，并将科学素养视为人

区别于禽兽的根本，否则“人之价值扫地”，尊严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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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二是若要实现救国，需发展教育与实业，其二者

的发展又离不开科学，“科学者，教育之中坚，而实

业者，科学之致用”，所以科学为救国之利器。
2. 4 “欲图存救亡，当以兵工实业、农林水利、矿工

等业”，“为唯一重要问题”
在意识到科学乃救国之方后，科学救国之路该

如何走，则成了《季报》中诸多文章的讨论重点。
第一，利 用 科 学 促 进 兵 工 农 林 水 利 的 发 展。

《科学救国论二》中明确指出: 一是“今欲图存救亡，

当以兵工实业为唯一重要问题，而尤急者，为飞机、
潜艇、无线电、汽车、枪炮之制造”; 二是“今欲固邦

本而拯民生于饥馑陷溺，则首要于农林水利，矿工等

业次之”。他认为“是故兵工者，竞存之本计，农林

水利者，生民之急务，其途广歧，其理精微，其发达之

道何由，曰科学也”。因此，“今欲发达兵工农林水

利之诸科学”，必须“以理化为之本，数学为之基，实

验工作为之辅，学会专校为之倡，因功尽能”。因为

数理化与上述几个部门的关系在于“兵工农林水利

者，数理化之产儿也，近世之所谓物质文明者，数理

化之变相也。习三者而不以施诸兵工农林水利诸

业，则如系名马于槽枥，难昭致远之功。兴兵工农林

诸业，而不习三者，则如向断港而浮槎，终其身无到

海之望。大哉三者，其科学之根基乎”［17］。
第二，国家应“略移其储蓄之资，以营实业，聘

专门之材，以主其事”。科学的发展需要经济的支

持，这一观点在《科学救国论二》中就有直接的阐

述，蓝兆乾认为在中国科学之所以被称为无用，还有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财力支持不足，致使科学对于国

家的重要性不能体现出来，所以国家应该“略移其

储蓄之资，以营实业，聘专门之材，以主其事，一事权

之寄以尽其学，不以成败挫其志，不以迟缓灰其心，

将见营业发达”。另外，国家还可以建设实验工厂，

提倡专利优先，让学有所成者可以学以致用，而不致

用人不当，造成人才浪费，“故曰发达科学以工商业

为辅”［17］。
2. 5 “国内承平之度”和“国人向学之诚”为建立学

界之两大基础

任鸿隽在 1914 年 6 月发表的《建立学界论》中

认为，“国无学界，其行事不预定，其为猷不远大”，

“学界之关系一国，岂特其未来之命运而已，实则当

前之盛衰强弱，皆将于学界之有无为正比例焉”。
因此，必须建立学界，但“学校也，学会也，派遣留学

生也”，“乃建设学界之手段”，“建设之事，基础必先

于手段”，所以建立学界的基础有二: “一在国内久

安无事”，面对国内战事不息，“生计凋敝，人相竞于

私利私害”，“使不得从事学问之途也”的现状，“唯

有建设学界，以铸造健全之分子”，“为正本清源之

策”。因此，学者犹如人群之花，“唐室以莳之，甘露

以灌之，忧惧其不植，若乃临以斧斤，牧以牛羊，而曰

繁华璀璨之期”。“二在国人好学心诚”，在于“少数

为学而学，乐以终身之哲人”，而不在于“多数为利

而学，以学为市之华士”，而在留学生中就有“谋一

己之荣利”，“及其归也，挟术问世，不必适如所学，

唯视得钱多者斯就之已耳”的“华士”，此种人无法

帮助学界的建立。另外，“社会组织未完之故”，令

留学生“归而无学校足供砥砺”，“无图书足供参

考”，“无工场足供实验也”，“无师友足供切磋也”。
所以，建立完善的学界，“正唯吾留学生之责”。留

学生若想建立学界，必须做到两件事，即“兼通国

学”与“令为教习”。通晓国学可知己知彼，成“完全

学者”;“令为教习”，可“以其学传播于数百人”［18］。
同年 9 月，任鸿隽又发表了《建立学界再论》，提出

“今日为学，当以何方法乎”的命题。“今日为学，当

取科学的态度，实吾人理性中所有事”，“吾所谓学

界者，当为格物所致，科学的学界，而非冥心空想，哲

学的学界”。这就是他的回答。他认为当今从事科

学者“当不特学其学，而学其为学之术”，“然则其为

学之术奈何，曰归纳的论理法是已”，“即凡研究一

事，首重实验，而不依赖心中悬揣”［19］。
综上所述，任鸿隽认为学界有无作为与国家的

兴衰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必须建立学界。这只有在

两个基础上才能实现，即国家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层

面，形成一种尊崇科学的社会建制，以及“国人好学

心诚”的基础上，并且具体可通过兴办现代教育，创

办学会，建设“学校工场”，发展留学教育，让留学生

成为“完全学者”，并让其在某校任教等手段让“学

术传播流衍”［19］。另外，如果要建立学界，必须要了

解科学，了解科学才能得到为学之术，学者可以通过

归纳的论理法入手，用实验去证明，以此种方法去了

解自然的奥秘，这才是为学之道的关键。
2. 6 “学会为人才养成之所”、“学术制造之场所”

和“民智之促进团”
在《季报》中还有多篇文章论述了建立学会对

于发展科学与教育的益处。如，陈炳基的《中国宜

组织科学研究学会》，张贻志的《创立国家学会刍

议》等。其中，张贻志在文章中较为全面地总结了

建立学会的 4 个好处。首先，“学会为人才养成之

所”，文中认为“尚有国家学会，则有志深造之士，可

以入为会员，领其俸，给不致以生计而辍其学业，将

来人才之辈出，可操左券”。其次，“学会为学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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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场”，“有学会则全国学子可以相聚于一堂，相

与析疑，相与问难，相与交换其智识，相与衡量其短

长”，“合国人之心思才力，从而朝夕研究，则学术之

昌明可指日可待”。第三，“学会为学校之良导师”，

“有国家学会，则会员多为专门学者，自能各出所

长，发为著述，而良善之教科书”，“相聚一堂，意见

自易于化除，而名词自无患乎淆杂，是于著述中，兼

收统一名词之效”。第四，“学会为民智之促进团”，

“学会平日之讨论，均可汇而成书，或由国家之资

助，或由私人之集合，刊为业报或杂志，以饷国人。”
此举“既可引起研究之兴趣，兼可灌输以世界之新

智识”［13］。
总而言之，学会可以帮助“有志深造之士”继续

学以致用，以此减少人才的浪费，为众多学子提供一

个讨论学术的场所，以促进中国学术的发展，还利于

翻译外文著作，解决学校教科书不足的问题，同时可

以统一专有名词的翻译，以便后人的学习，还可以通

过学会创办期刊，帮助国民了解科学常识，以提高其

研究的兴趣。另外，张贻志还结合中国的国情指出

“吾国科学方在萌芽，无待讳言，使一时即分设各科

学会，不惟势有所不能，即力亦有所未逮，为今之计，

宜先设以国家学会以为之先声”。他认为学会的创

立应该先由留学生倡导，然后再联合国内的大学共

同创办，而学会的主要经费应由政府资助，其余的由

社会捐助。学会的成员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名誉

会员”，有借阅书籍的权利并负有撰写论文的义务;

另一类为“俸给会员”，由学会给予津贴，但有编辑

书报及审定名词等责任［13］。
2. 7 “科学之方法”及“科学方法之唯一精神”

从林则徐提出“师敌长技以制敌”开始，国人就

开始认识科学、学习科学，但是成果却不大，“其故

何在哉? 在乎浅尝与骄吝也”［13］。因此，运用科学

方法就显得至关重要。
在《科学方法论一》( 1917 年 4 卷 1 期转载自

《科学》) 中，胡明复( 1891—1927 ) 首先介绍了归纳

与演绎两种方法，“科学之方法，乃兼合归纳与演绎

二者，先作观测，微有所得，乃设想一理以推演之，然

后复作实验，以视其合否，不合则重创一新理，合而

不尽精切则修辅之，然后更试以实验，在演绎之，如

是往返于归纳演绎之间”［20］。胡明复的文章中，最

为精髓的部分，是其对“科学方法之精神”的阐述，

他认为“科 学 方 法 之 惟 一 精 神，即‘求 真’”，“知

‘真’则事理明，是非彰，而廉耻生，知‘真’则不复妄

从而逆行”，并且科学精神的“立真去伪”可以“排除

迷信与妄从”。另外，他提出解决社会与国家问题

时可运用科学方法，对发生的事件进行调查研究，找

出其优点与弊端，并且以此为戒，总结经验，达到防

患于未然的效果。胡明复还探讨了实用与求真之间

的关系，他认为“真理既明，实用自随，此自然之势，

无庸勉强者也，是以‘求真’为主体，而实用为自然

之产物，此不可不辩者”［20］。为了让读者不对真理

和“科学律令”的关系产生误解，他又著《科学方法

论二》( 1917 年 4 卷 1 期转载自《科学》) ，明确提出

不能轻易认为“科学律例”即是自然真理，“事变之

通则，谓之科学之律例”。如果“科学之律例在今日

为真理者，明日又以得新发现而成残缺不全矣，则今

日认为之真理，又为假设的也”［21］。
而江履成在《论研究科学宜从实用上著手》开

宗明义地提出留学生应务实不能纸上谈兵。因此，

他强调研究科学时的“四个必要”: 即“学会之必

要”;“实地观察或练习之必要”; “熟悉母国及此邦

情形之必要”;“科学常识之必要”［22］。
总之，胡明复的两篇文章不仅介绍了归纳与演

绎两个基本方法，强调了“求真”以及明辨“科学律

例”本质对于习得科学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他

将对科学方法的运用上升到了治理国家的层面，并

希望借此解决或避免社会问题。另外，江履成的文

章中对于“实用”的反复论述，则利于改变国人研究

科学时追求其功利性一面的态度。

3 结 论

第一，与洋务运动时期和康有为的科学救国思

想相比，《季报》有着较大进步。洋务运动时期的科

学救国思想只停留在了技术救国层面，即利用西方

科学技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康有为的科学救

国思想强调了科学救国的重要性，提出通过“开办

实业学校、小学增机器、制木二科、创立博物院、设立

各种模型图馆、创办制造厂、创办实业学校等”［8］来

发展科学，而《季报》中关于科学救国思想的阐述更

为系统与详尽。《季报》是依托于中国留美学生会

创办的，而其成员都是站在当时的科学高地———美

国之上，其传播的众多科学技术、科学思想更具权威

性与时效性。《季报》传播了较为全面的科学观，它

强调将科学体制化和运用科学方法的重要性，以及

国人在研究科学时应持有“求真”的科学精神和务

实的研究态度，这对于解决过去科学救国思想中存

在急功近利，只追求科学功利性一面的弊端有积极

意义。另外，《季报》还强调建立科学的学界，并建

议通过建立学校、学会、翻译书籍、统一翻译科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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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等手段实现，以此达到科教救国的目的。
第二，《季报》为酝酿五四运动前夕民主与科学

的氛围做出了积极贡献，它与《科学》杂志之间相辅

相成，堪称姊妹刊，并比《科学》更早地系统介绍了

科学救国思想。首先，《季报》与《科学》之间在编

者、作者、读者各层面有着众多的联系。两份期刊均

由留美学生发起创办，《科学》月刊的发起人中，过

探先( 1886—1929) 担任过《季报》的总干事、任鸿隽

为《季 报》1915 年 的 主 编，杨 铨、胡 明 复、赵 元 任

( 1892—1982) 都为《季报》撰写过稿件。其次，1914
年杨铨在《季报》发表的《科学与中国》一文是其创

办《科学》月刊及科学社时所发，这意味着将科学社

成员酝酿已久的科学救国思想公诸于世。1915 年

蓝兆乾的《科学救国论》，则是第一篇以“科学救国”
为题的文章，系统阐述了科学救国理论，并产生了深

远影响。从其编者按可知，此篇文章蓝兆乾本投于

《科学》，并应登于《科学》第八期，但当时第八期尚

未出版，任鸿隽又认为本文十分重要，所以破例刊登

于《季报》，这一处理表明《季报》与《科学》的密切

联系。最后，《季报》中有多篇关于介绍《科学》杂志

以及科学社的文章，如《介绍?科学?与国人书》《科

学与科学社》《论吾国学者宜互相联结于中国科学

社以促进国势》。其中，《科学与科学社》是邹秉文

( 1893—1985) 在东美留学生年会上的演说辞，作为

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之一，他在文中积极倡导维持

科学社的运行。《季报》对于《科学》杂志与科学社

的介绍，进一步扩大了它们的影响力，这对于促进科

学救国思想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三，《季报》与《科学》《新青年》《学艺》形成

了美国、中国本土、日本对于传播科学救国思想的犄

角之势。《季报》以先声之势，配合《科学》杂志以传

播自 然 科 学 为 主，同 时 极 力 宣 传 科 学 救 国 思 想。
《学艺》创办于 1917 年，作为一个文理综合性质但

偏重于科学的杂志，它侧重于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家

和自然科学工作者要联合起来，一起推进社会改革。
另外，它还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
《新青年》则以传播民主为主，兼述科学观念，强调

科学与民主的辩证统一关系，即民主以科学为基础，

科学又以民主为前提，以及科学对于促进社会进步，

破除迷信方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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