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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 《汇报 》及其初期自然科学知识传播

魏梦月,李暋楠,姚暋远

(西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西北大学 编辑出版与传播科学研究所,陕西 西安暋710069)

摘要:目的暋探讨 《汇报 》的出版概况与其更名初期 (第 100号—第 211号 )自然科学知识传播,为

勾勒晚清期刊演化与科学传播轨迹提供实证依据。方法暋原始期刊文献分析和考证法。结果暋
《汇报 》初期传播的自然科学知识篇目共 412篇,物理学和动物学所占比例最高,分别为 24%,

21%;物理学知识涉及力学、光学、电磁学、热力学、声学等;动物学知识中分专题配图介绍了鱼类、
鸟类、哺乳动物等 71种动物,以哺乳类和鸟类文章最多,并对生物进化论的自然选择之说予以批

判。结论暋主编者李杕已实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传播西学中由被动接受向主动传播的身份转换。
《汇报 》是最早对达尔文进化论提出鲜明批判的传教士期刊,既体现出传教士期刊在传播自然科学

中的两面性,也体现出批判本身所具的矛盾性。
关暋键暋词:《汇报 》(1899灢08—1911灢08);科学传播史;李杕 (1840—1911);中国期刊史

中图分类号:椙206.2;椢09暋暋文献标识码:椓暋暋文章编号:1000灢274桗 (2010)04灢0747灢06

椧楀楒楑楀椥楋楑楎椩楋楑楏椺楊椾楐楄楀楀椺楎楈楖楊椺楐楑楎椺楈楏椼楅楀楊椼楀楏楌楎楀椺椾楅楊楃
楅楊楐楄楀楈椺楐楀椦楅楊楃椖楖楊椺楏楐楖

椬椗椛椡楀楊楃灢楖楑楀,椞椛椢椺楊,椯椓椣椯楑椺楊
(椨椼楄楋楋楈楋楁検楋楑楎楊椺楈楅楏楉棪椕楋楉楉楑楊楅椼椺楐楅楋楊楋楁椢楋楎楐楄楓楀楏楐椪楊楅楒楀楎楏楅楐楖/椛楊楏楐楅楐楑楐楀楋楁椗椾楅灢椥楑椻楈楅椼椺楐楅楋楊

椺楊椾椕楋楉楉楑楊楅椼椺楐楅楋楊,椢楋楎楐楄楓楀楏楐椪楊楅楒楀楎楏楅楐楖,椮楅曚椺楊710069,椕楄楅楊椺)
椓椻楏楐楎椺椼楐:椓楅楉暋椩楋楅楊楒楀楏楐楅楃椺楐楀楋楊椻楋楐楄楐楄楀楌楑椻楈楅椼椺楐楅楋楊楌楎楋楁楅楈楀楏椺楊椾楐楄楀楏楌楎楀椺椾楅楊楃楋楁楐楄楀楊椺楐楑楎椺楈楏椼楅楀楊椼楀楏楅楊楐楄楀椧楀灢
楒楑楀椥楋楑楎椩楋楑楏(椢楋.100-椢楋.211),楐楋楌楎楋楒楅椾楀楐楄楀椾楋椼楑楉楀楊楐椺楎楖楀楒楅椾楀楊椼楀楁楋楎楐楄楀楀楒楋楈楑楐楅楋楊楋楁楐楄楀楈椺楐楀椦楅楊楃椾楖楊椺楏楐楖曚
楏楆楋楑楎楊椺楈楏椺楊椾楐楄楀椼楋楉楉楑楊楅椼椺楐楅楋楊楌椺楐楄楋楁楐楄楀楏椼楅楀楊椼楀.椡楀楐楄楋椾楏暋椩楄楀楋楎楅楃楅楊椺楈楆楋楑楎楊椺楈楈楅楐楀楎椺楐楑楎楀椺楊椺楈楖楏楅楏椺楊椾楐楀楕楐楑椺楈
楎楀楏楀椺楎椼楄楉楀楐楄楋椾.椧楀楏楑楈楐楏暋椩楄楀楎楀楓楀楎楀412椺楎楐楅椼楈楀楏椺椻楋楑楐楐楄楀楇楊楋楓楈楀椾楃楀楋楁楊椺楐楑楎椺楈楏椼楅楀楊椼楀楏楅楊楐楄楀椧楀楒楑楀椥楋楑楎椩楋楑楏,
椺楊椾椺楉楋楊楃楐楄楀楉,楐楄楋楏楀楋楁楌楄楖楏楅椼楏(24% )楅楏楐楄楀楉楋楏楐,楁楋楈楈楋楓楀椾椻楖21% 楅楊楘楋楋楈楋楃楖.椝楊楋楓楈楀椾楃楀楋楁楌楄楖楏楅椼楏,椼楋楊楐椺楅楊楏
楉楀椼楄椺楊楅椼楏,楋楌楐楅椼楏,楀楈楀椼楐楎楋楉椺楃楊楀楐楅楏楉,楐楄楀楎楉楋椾楖楊椺楉楅椼楏,椺椼楋楑楏楐楅椼楏椺楊椾楏楋楋楊.椱楋楋楈楋楃楅椼椺楈楇楊楋楓楈楀椾楃楀楅楊楐楎楋椾楑椼楀椾71
楏楌楀椼楅楀楏楋楁椺楊楅楉椺楈楏楅楊椾楀楐椺楅楈,楅楊楓楄楅椼楄楉椺楉楉椺楈楏椺楊椾椻楅楎椾楏椼楋楒楀楎楀椾楉楋楏楐椺楎楐楅椼楈楀楏.椡楋楎楀楋楒楀楎,椺楈楈楋楁楐楄楀楉椺楎楀楎楀楒楅楀楓楀椾
椺楊椾椼楎楅楐楅椼楅楘楀椾椻楖楐楄楀楊椺楐楑楎椺楈楏楀楈楀椼楐楅楋楊楐楄楀楋楎楖楋楁椻楅楋楈楋楃楅椼椺楈楀楒楋楈楑楐楅楋楊.椕楋楊椼楈楑楏楅楋楊暋椩楄楀楀椾楅楐楋楎,椞楅椖楅,椺楏椺椕楄楅楊楀楏楀
楅楊楐楀楈楈楀椼楐楑椺楈,楓楄楋椺椼楄楅楀楒楀椾楐楄楀椼楋楊楒楀楎楐楅楋楊楁楎楋楉楌椺楏楏楅楒楀椺椼椼楀楌楐楅楋楊楐楋楌楋楏楅楐楅楒楀楅楊楏楌楎楀椺椾楅楊楃楐楄楀楓楀楏楐楀楎楊楇楊楋楓楈楀椾楃楀,
椺楊椾椧楀楒楑楀椥楋楑楎椩楋楑楏楓椺楏楐楄楀楁楅楎楏楐楉楅楏楏楅楋楊椺楎楖楆楋楑楎楊椺楈楐楋椼楎楅楐楅椼楅楏楀楐楄楀椗楒楋楈楑楐楅楋楊楋楁椖椺楊楒楅楊,楓楄楅椼楄楎楀楁楈楀椼楐楀椾楐楄楀楐楓楋
楏楅椾楀楏楋楁楐楄楀楉楅楏楏楅楋楊椺楎楖楆楋楑楎楊椺楈楅楊楏楌楀椺椾楅楊楃楐楄楀楊椺楐楑楎椺楈楏椼楅楀楊椼楀.
椝楀楖楓楋楎椾楏:椧楀楒楑楀椥楋楑楎椩楋楑楏(1899灢08—1911灢08);楏椼楅楀楊椼楀椼楋楉楉楑楊楅椼椺楐楅楋楊楄楅楏楐楋楎楖;椞楅椖楅(1840—1911);椕楄楅楊楀楏楀
楄楅楏楐楋楎楖楆楋楑楎楊椺楈

暋暋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出现过两种 《汇报 》,且均

创办于上海。其一是清同治十三年 (1874)由容闳

(1828—1912)协 助 上 海 县 知 县 叶 廷 眷 (1829—

1886)、招商局总办唐廷枢 (1832—1892)创办,英文

名为 椢楀楓楏椕楋楈楈楀椼楐楋楎,后更名为 《益报 》,因财力不济和

销路不畅,于清同治十四年 (1875)停刊。 《汇报 》存



在时间虽然较短,但作为上海国人自办的第一份报

纸,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二是法国天主教

华人传教士李杕 (1840—1911)主编的天主教耶稣

会期刊 《汇报 》,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后一种。
对 《汇报 》的研究目前已有一些成果 [1-7],但这

些研究大多是对其概况、宗教史或思想史角度的研

究,有些甚至还存在一些谬误,而对 《汇报 》的编辑

出版及其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学界迄今尚未有较

为深入的研究。本文从新闻传播学与科技传播史角

度,运用原始文献分析和统计的方法,对 《汇报 》的
编辑出版及其初期的自然科学知识传播内容进行深

入的探析。

1暋 《汇报 》的时代背景与编辑出版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再一次掀起帝国主义列

强争夺和瓜分中国的狂潮,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

的民族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有识之士的觉醒,救亡

图存成为当时最紧迫的要求。基于此,清光绪二十

四年 (1898)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在中国大力推行

维新变法,虽然变法最终失败,却使西方先进的思想

得到广泛传播,促成了中国第一次思想启蒙,唤醒了

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强烈愿望。同时,凭借鸦片战争

以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打破了清政府

的种种限制,取得了在中国境内公开传教和办刊的

特权。传教士报刊迅速发展起来,其数量比鸦片战

争前大为增加。传教士期刊也开始聘用中国人担任

编辑甚至主编,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在西学传播的过

程中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汇报 》即是此类期刊的

代表。

图 1《格致益闻汇报 》从第 100号起改称 《汇报 》

椘楅楃.1暋椛灢椬楀楊灢椞楋楑楀楐椧楀楒楑楀椨椼楅楀楊楐楅楁楅楍楑楀楊椺楉楀椾椧楀楒楑楏椥楋楑楎
椩楋楑楏楁楎楋楉楐楄楀椢楋.100

《汇报 》由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主办,是一份以传

播西学、报道时事为主的综合性期刊,前身是于清光

绪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1879年 3月 16日 )在上海创

办的法国天主教会机关刊物 《益闻录 》。清光绪二

十四年六月 (1898年 8月 )《益闻录 》与 《格致新报 》
合并,易名为 《格致益闻汇报 》,清光绪二十五年七

月十四日 (1899年 8月 19日 )因 “格致馆主公务殷

繁,不 能 兼 理 报 政,爰 议 将 报 务 全 归 益 闻 馆 专

办 暠[10],《格致益闻汇报 》从第 100号起改称 《汇
报 》,法文报名 椧楀楒楑楏椥楋楑楎椩楋楑楏,译意为 《大众杂志 》。
《格致益闻汇报 》报馆亦 “改名汇报馆,一切函件请

书汇报馆收字样寄送本馆,或寄法租界天主堂转寄,
今后从 《泰西报馆公例 》暠[10],每周发行两号,每期

16页,约 5920字,每年发行 100号,由上海土山湾

印书馆印刷。
清光绪二十九年一月十日 (1903年 2月 7日 ),

《汇报 》由第 449号起,由毛太纸改为有光纸单面印

刷,清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1905年 1月 25
日 )出 至 第 650号。清 光 绪 三 十 一 年 一 月 八 日

(1905年 2月 11日 )又改以第 8年第 1号起算,内
容分时事、论说、西学 3门,第一版头条还加上了

“要闻著目 暠,第二版为 “徐汇天文台气象测候表 暠,
并加注 “月之圆缺 暠(照中国海岸时刻 ),年终还加印

《全年大事表 》和全年 《论说及西学目录 》。清光绪

三十二年 (1906),《汇报 》大加改良,用上等西洋洁

白纸分印两面,既可分订,亦能总订。内容上,先科

学,次论说,后时事;形式上,《汇报 》的期刊特性越

发凸显,科学与时事内容各自独立,可分订成书,便
于读者阅读。清光绪三十三年 (1907)从第 10年第

13号起,“商情 暠栏内容续有增加,不仅有商情、钱市

等报道,也有日常所需的物资行情的报道,内容上逐

渐侧重于经济行情的报道。清光绪三十四年一月

(1908年 2月 ),《汇报 》分成 《时事汇录 》与 《科学杂

志 》两份期刊,两者可同时或单独订阅,前者仍为每

周两期,后者改两周一期,在国内外发行。清宣统三

年一月 (1911年 2月 ),《时事汇录 》与 《科学杂志 》
又合二为一,同年五月十二日 (6月 8日 ),主编李杕

去世,闰六月二十八日 (8月 22日 )《汇报 》也停刊。
主编者李杕,江苏川沙人 (今上海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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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 “中国天主教第一报人 暠。早

年曾从川沙庄松楼明经学举业,后入徐家汇圣依纳

爵公学,兼习科学及法文,受到西方文明影响。清咸

丰九年 (1859)放弃科举仕途,专习拉丁文、哲学和

神学。清同治八年六月 (1869年 7月 )晋升为耶稣

会司铎,辗转传教于苏南与皖南地区。法国天主教

会创办 《益闻录 》时,他回沪主持该报编务,此后 《益
闻录 》与 《格致新报 》合并,改为 《格致益闻汇报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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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期后又改称 《汇报 》,前后出版了 33年有余,李
杕始终担任该刊主编直到 1911年 6月 8日去世。
李杕于清光绪十三年 (1887)起还兼任 《圣心报 》主
编,光绪三十二年 (1906)起兼任震旦学院院长和哲

学教授。
办刊思想上,李杕坚持 “近世创立闻报者,殆皆

追慕古风,殷然有望治之心,不徒资谈笑,志怪异而

已也 暠,他办刊 “亦愿参司马公之意义,而效太史氏

之阐发 也 暠,力 图 “搜 万 国 之 精 华,探 五 洲 之 蕴

蓄 暠[14]。他认为,一位主编应做到 “破书万卷,立说

千篇,殆将集天下之才,供一人之用,并能出一人之

才,公天下而用者也,则其作砥柱,挽狂澜,自应使人

心世道,风俗政刑,焕然一新,猛然一觉矣 暠[14]。
李杕一向自律甚严,勤奋努力,共著译有 《圣心

月新编 》《圣依纳爵圣水记 》《圣母传 》等 60余种教

会书籍,编书有 《徐文定公集 》《古文拾级 》等书。其

中,尤以 1906年在 《汇报 》上发表的 《天演论驳义 》
最为著名,这篇文章坚定维护天主教会的利益,对进

化论进行全面批判,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此外,参与 《汇报 》编辑工作的还有赫斯慎 (椫椺楊

椚楀楀生 卒 年 不 详 )、潘 秋 麓 (1867—923)、徐 劢

(1851—1932)、徐允希 (1870—? )等人。赫斯慎,比
利时人,主要负责解答 《汇报 》答问一栏中的科学问

题;潘秋麓,青浦人,清光绪十年 (1884)徐汇公学毕

业,入耶稣会,曾担任徐汇公学校长、震旦学院副校

长,清光绪三十年 (1904)开始参加 《汇报 》的编辑工

作;徐劢,苏州人,清光绪元年 (1875)入耶稣会,长
期主持 《汇报 》和 《圣心报 》;徐允希,徐光启十一世

孙,清光绪十九年 (1893)入耶稣会,亦曾执教于震

旦,清光绪三十三年 (1907)开始接理 《汇报 》。

2暋 《汇报 》初期的自然科学知识传播

通过对 《汇报 》更名初期第 100号—第 211号

共 112期的统计,有关自然科学知识传播内容的篇

目共 412篇,其文章来源或连载科普书籍 《格致初

桄 》《西学关键 》《舆学续编 》等,或译自法美两国的

《学问报 》《格致报 》等。现根据文章所涉内容将其

划分为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工程

技术、地理学、地质学、医学、气候学、科技新闻等 11
个门 类。 其 中,物 理 学 100篇 所 占 比 例 最 高

(24% ),动 物 学 85篇 (21% )、科 技 新 闻 69篇

(17% )、地理学 62篇 (15% )、天文学 30篇 (7% )、
地质学 17篇 (4% )、化学 16篇 (4% )、工程技术 15
篇 (4% )、植物学 13篇 (3% )、气候学 9篇 (2% )、医

学 9篇 (2% )。以下将重点论述其物理学、动物学

以及对生物进化论的批判,余将另文详述。

2灡1暋物理学知识传播

物理学是研究大自然现象及规律的学科,主要

研究宇宙中的物质、能量、空间、时间及它们的相互

作用。现代意义的物理学涵盖了力学、声学、热学、
光学、电学、磁学等方面的内容及物质的结构、聚集

状态与其特性,这与李杕在 《汇报序 》提到的 “光电

声磁重热气水之学 暠研究范畴基本一致。
《汇报 》刊载的物理学知识主要来源于英国人

勃利物 (生卒年不详 )所撰的 《西学关键 》一书及法

美学问报。总体上,大致梳理了 17,19世纪以来物

理学发展的重要理论知识。其中,力学主要涵盖了

17世纪以来所建立的经典力学体系的基本内容如

杠杆平衡原理、物体重心位置、钟摆原理、物体在水

中受到的浮力、力的合成、力的运动等知识;光学主

要涉及光的直线传播,光的传播速度,光的反射、折
射、散射,以及凹面镜、凸面镜、三棱镜、近视镜中物

与像的关系,还详细介绍了 19世纪的新发现,如人

类眼睛的成像原理,并对彩虹的形成进行了深入剖

析;电磁学方面则详细介绍了 19世纪以来其主要的

应用,如利用磁石制作的指南针、德律风、以电线绘

人像的机器、无线电报技术等;热学主要介绍了空气

的密度及其成分、热胀冷缩原理、蒸汽的产生、汽机

原理、气体的液化及热气球的原理等较为前沿的知

识;声学涉及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声音的传播速

度、声波、声音的反射、各种乐器音色差异的原因,并
介绍了爱迪生 (椩楄楋楉椺楏椓楈楒椺椗椾楅楏楋楊,1847—1931)于
清光绪三年 (1877)发明的留声机原理等知识。

此外,在介绍理论知识的同时,也有实验知识的

介绍,如第 108号中对声波的论证,“以长针一刺于

小木座上,左手就案面扶之,右手持坚击之,则见针

抖战成纹,上则大而圆,下则小而长,若有灯光在旁,
则见针抖之纹作玻璃杯,形如图 (图 2),此声浪之一

证也 暠[17]。另还有第 106号 《证微孔吸力法 》、第

107号 《测云妙法 》《证泳气钟理便法 》、第 109号

《验重心法 》等。
值得关注的是,与李杕早期创办的 《益闻录 》相

比,《汇报 》介绍学科知识的时效性较强,尤其体现

在对无线电报的传播上。19世纪由意大利科学家

马可尼 (椙楑楃楈楅楀楈楉楋椡椺楎椼楋楊楅,1874—1937)发明的无

线电报装置,实现了人类史上第一次远距离无线电

通信,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信息沟通方式,对促进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革命性意义。清光绪二

十四年 (1898)马可尼在英吉利海峡两岸进行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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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对声波进行论证的图示 (《汇报 》,1899年第 2册

108号 )

椘楅楃.2暋椩楄楀楌楅椼楐楑楎楀楐楋楌楎楋楒楀椺椼楋楑楏楐楅椼(楅楊椢楋.108椨楀椼楋楊椾
楒楋楈楑楉楀,1899)

电报跨海试验成功,通讯距离为 45楇楉,清光绪二十

五年五月 (1899年 6月 )又进行了一次延长距离的

试验。清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1899年 8月

26日 )出版的第 105号 《汇报 》随即对第二次试验进

行了详细介绍,“意国学士马尔哥尼 (今译马可尼 )
创行无线电报精益求精,今年 (1899)西六月十七

日,乘法国运兵船自海中发电至岸相去六十八法里,
彼此消息灵通,无稍窒滞,虽近处设有机架,亦不能

探悉其信,前此惟发电至四十五法里而机信未免漏

泄,今则不漏泄而又远至六十八法里,将来制度日妙

又必驾今日上也 暠[18]。
此后,《汇报 》又对无线电报的应用进行了 3次

介绍,第 123号中介绍了瑞士与意大利交界处的一

座山上将要修建无线电台的消息,“瑞士意大利交

界处有一大山名曰白山,以其积雪如银,连年不化故

称之,如此山上向有电线,惟暴风频作,大雪纷飞,铜
线最易损坏而屡经修葺,动费万金宝而多不便,今西

人 椫椺楈楈楋楐首先建议劝同志及殷富士商集资设无线电

台,均筑于山谷间,闻此事已有端倪,不日即当兴游

云 暠[19]。
第 130号则转译了法国 《学问报 》报道的两位

法国人新创无线电台的消息,“法人 椖楑楀楎楀楐楀楐及 椩楅楏灢
楏楋楐君近创收电新机,在法国勃来司德地方试行无线

电报,甚行灵便,相去至二十二法里之遥 (合中国三

十四五里 )暠,而且与马可尼的电台相比,此电台 “费
资殊廉,易于推广 暠,《学问报 》还称 “无线传电之理

为我法人所得,则收报精器之成,亦惟有待于我法

人,想不久可以副天下望也 暠[20]。
第 148号中则通过与无线电报技术产生前后的

对比,详细介绍了无线电报技术所带给英国人信息

沟通上的便利。无线电报发明前,“西人向有放鸽

之法,航海远行则携鸽,舟中待深入大洋去岸数百

里,始罄书,鸽足纵之归家,借报平安,两字虽近乎戏

而亦可慰两地至思 暠,“若家中人欲通报海中绝无妙

法 暠[21]。无线电报发明后则通讯便利,可 “先发电至

英,告以某日返请设备于 椢楀楀椾楈楀楏地方,将自舟发报

于岸,英人从之,比至西九月十五日即所订之日,英
人纷纷到埠,静待舟来,候至午后二下四十五分钟,
机上铃响,作知舟已在尔,乃自举发报问舟在何处,
电云在离岸二百二十四里之洋面,自是彼此通问岸

上人告以近日新闻,舟中人则或请发电报到家或请

致电纽约或请通报法国或递银他处,内一人嘱某酒

馆早备晚膳,须丰盛美肴侯,到埠后食用 暠[21]。当

时,船上的水手会带上印书机,根据电报内容随报随

印报纸,“一到海口即将报纸发售,每张洋钱一元,
为水手之利,现马君已将此法售于美人得五十兆法

郎 暠[21]。

2灡2暋动物学知识传播

动物学研究涉及动物的形态、生理构造、生活习

性、发展及进化史、遗传及行为特征、分布等方面知

识。 《汇报 》中有关动物学知识除连载 《格致初桄 》
中部分生理学知识外,还分专题配图介绍了鱼类、鸟
类、哺乳动物、爬行动物、昆虫等共 71种动物的概

况,其中,涉及生理学内容 14篇,动物专题概况中以

哺乳类和鸟类文章最多,分别为 21篇和 20篇。
《汇报 》第 100号至第 106号分 7期连载了法国

学者白耳脱保罗 (生卒年不详 )所著的 《格致初桄 》
一书部分动物学的内容,有 《论消食 》《论血 》《论呼

吸 》《论身中热气 》《论知觉 》(两篇 )《论目 》等 7篇

文章,系统介绍了动物的消化系统、血液系统、呼吸

系统、循环系统、感觉系统及视觉系统的基础知识,
且每篇文章都配插图讲解。如 《论消食 》以人体为

例,运用人体正面及背面两幅解剖图,以英文字母 椓
至 椛标记体内重要的消化器官,全面介绍了从食物

入喉至排出体外的全过程,详细描绘了各消化器官

的形状功用。食管 “甚长 暠、“胃如袋 暠、“小肠稍粗于

巨擘 暠,“食管与大小肠,均有血脉卫护,血脉有开合

之力,使食物入食管后,向下移行,直至自大肠出 暠,
“然食物在腹,不特移行已也,又能消化为血肉,其
所赖以消化者,为润汁一种,出于肉珠,西人名为肉

核 暠[22]。论及食物必经体内消化的原因,文中分析

“食物必经脏腑,渐入肉中,乃能补养,然不消化不

能入血也,职是之由,食物方于食管中,不啻在手中,
无所裨于养身,必也化而入血,血则传之全身,乃能

滋长 暠[22]。 《论血 》则详细阐述了血液循环的过程,
“血出于心,入于络,由络入微管,由微管入筋,由筋

回至心中,循环甚速,转运一周,只须半分钟,筋之内

面软甚,刀刺之立即自闭,除腿臂大筋外,其他小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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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伤无害,络则易于是,其体颇硬,偶穿之,血即汹涌

而出,飘流至一丈之遥,不速封闭,辄有性命之危,约
每一秒钟,心一涌具血,今所谓脉细,即血经细络,如
潮水之急流也,惟太阳穴与手腕中可觉,他处则不能

觉 暠[23]。
所介绍的动物中,鱼类有喷水鱼、鲤鱼、万纸鱼

等;鸟类有孔雀、雄鸡、火鸡、鸽子、仙鹤等;哺乳类有

麋鹿、猴子、马、骆驼、绵羊、熊等;爬行动物有鳄鱼、
方头鳄、鳄等;昆虫有苍蝇、蝴蝶、蜘蛛等,《汇报 》详
细介绍了这些动物的外貌形态和生活习性。如第

104号中介绍喷水鱼 “头平而削,下唇外有牙,形如

锯腹,有气胞殊大,长不过五寸余 暠,喜食 “飞虫、壳
虫及水草各虫,每见虫飞水上,伸首出水,喷水一道,
将虫打落水中,乃食之 暠[24];第 148号详细描绘了孔

雀外貌,“首上生翠毛数茎俨然冠冕,两翼圆而凸,
尾生十八羽节,节相掩张之,则起艳丽可观,身轩昂

行走,泰然立作,倨傲态。毛之美观逾于百花珍玉,
凡天下悦目之色全备于一身,自背至尾皆作圆文,五
色相绕如带千钱 暠,可谓 “禽中最秀之品 暠,其性情

“喜登高,往往栖翘枝高架上 暠[25];第 122号介绍麋

鹿 “身壮健,轩昂可人,二角细长中空,而根处有圆

骨,角上多半作盘纹,项毛长如鬃,他肢之毛肥润可

观作淡黄色,颈前微白者多 暠,其习性 “耳目鼻三官

皆灵便,行走迅速异常,性驯良,畏崽出入必数头偕

行,鲜敢单走 暠[26]。
值得一提的是,哺乳动物中,第 159号、174号、

189号详细介绍了骆驼这一门类中的三个种群:一
峰驼、无峰驼 (羊驼 )和双峰驼。对于不常见的一峰

驼详细阐述其习性,可 “日行三百里,以八日行一千

八百里,无需饮食,行沙漠间遇有水塘则相离尚远早

已知觉 暠,而且 “其负重可一千二百斤,小驼亦有六

百斤,惟任重则缓行,日百里而止 暠[27];无峰驼则 “头
较小,毛色不一而灰色居多 暠,“其足指大开便于登

山,身小于他驼颇似寻常之鹿,举动灵捷 暠,“性驯善

耐劳,多产于秘鲁智利二国 暠[28]。文中还分析了骆

驼在沙漠中可数日不食的原因,是由于 “峰中皆肥

油,行沙漠时虽数日不食能不死,惟其峰顿缩,盖肥

油渐下补肠胃之虚也,待后得食,峰又隆起,无异于

前 暠[29]。

2灡3暋对生物进化论的批判

19世纪中叶,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 (椕楄椺楎楈楀楏
椧楋椻楀楎楐椖椺楎楓楅楊,1809—1882)创立了以自然选择为核

心的生物进化论学说,首次对生物界的产生及其发

展演化,做出了唯物的规律性解释,推翻了宗教界一

直以来所推崇的特创论在生物学中的统治地位,给

基督教、天主教等教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对整

个生物学界乃至人类学、心理学及哲学的发展都产

生深远影响。

19世纪末,随着进化论传入中国,尤其是 1898
年由严复 (1854—1921)翻译的 《天演论 》正式出版

后,给在华的传教士带来强烈震撼。为维护教会利

益,抵消进化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各传教士纷纷在

报刊上著书立说,批判进化论学说,《汇报 》即是此

类代表。
对 《天演论 》,李杕认为,“天演之说,大不合行

上之理,大不合实验之迹,大不合万民之论,要皆信

口胡言,绝无确据 暠[30]。
清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1900年 4月 25

日 )出版的第 171号 《汇报 》刊载 《物类生克说 》一
文,着重对进化论中核心思想 “物竞天择 暠的自然选

择之说进行批判。该文认为 “世物分有生、无生二

类。无生之物不能生长如金石等是,有生之物如草

木鸟兽等,得湿热之气则逐渐生长,动植二物无不如

是 暠[32]。文中还分析了动植物不同的繁殖方式 “动
物雌雄相配,传产无穷,人所共晓,而植物花蕊亦有

雌雄,人所难见,或雌雄蕊同在一处或在二处,同在

一处者相配固易,不在一处者或借风吹,或因鸟啄使

雌雄相配乃畅 暠,并强调 “物生太多亦有不便,因太

过犹之不及,使一物偏胜,将使他物无容身之地,故
造物酌其盈虚,各得中道 暠[32],明确指出各物种数量

的平衡皆由造物主掌控,并举实例进行说明:“譬如

蝴蝶花滋长发荣较他花尤易,其所以如此者因有土

蜂飞舞其间,携带花子布散各处故也。造物又恐蝴

蝶花偏胜,乃生一种田鼠,喜食野蜂,而携带花者渐

罕。又恐野蜂被田鼠食尽,更生猫狸以食田鼠,则田

鼠亦不至偏胜,是动植二物两得其平,化工之妙不可

思议矣 暠[32]。 “再以动植二物分论 暠,动物遵 “弱肉

强食 暠之法,“自相克,或造物特为克之,实不可少者

也 暠[32];论及植物,文中道 “至论植物之相克如南墨

州 楌楈椺楐椺向多本处野草,自欧人携带白术子至,彼白

术蓬蓬勃勃而 楌楈椺楐椺本处野草日行消灭,印度有一种

野草自墨人以该州草种携入,而印度野草又为其所

欺,渐亦消灭 暠[32]。基于以上论证,文末对 “英人达

文 椖椺楊楒楅楊(达尔文 )曾考得青草二十类同生一处,既
而九类消灭,只存十一类,夫此类胜则彼类衰 暠之说

提出反驳,指出虽 “达文剖析入微理固是也 暠,但 “若
谓此类渐变彼类则其说实属不通 暠[32]。

此后,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 )第 9年 54号

《汇报 》上又发表了李杕的署名文章 《天演论驳义 》,
较之 《物类生克说 》,该文则更为系统详细地对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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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进行了全面批判。 《汇报 》也因此成为传教士期

刊中批判进化论最典型的代表。

3暋结暋论

1)19世纪初,第一批传教士期刊中虽也有中国

人参与办刊,如梁发 (1789—1855)仅以刻工身份受

雇于米怜 (椬楅楈楈楅椺楉 椡楅楈楊楀,1785—1822)编辑出版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尽管后来亦有编辑、著述和

宗教传播活动,但其雇佣的身份没有根本改变。然

而,李杕以中国知识分子与天主教传教士的双重身

份主编 《汇报 》,则首次实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

传播过程中逐渐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传播,成为

中国天主教第一报人,为实现向国人独立办刊过渡,
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李杕作为 《益闻录 》、《格致

益闻汇报 》、《汇报 》等系列期刊的主编者,大致形成

了前后连贯的风格,其传播源也大多以法国相应报

刊为主,既体现独特的信息传播选择和取向,也奠定

了宗教期刊传播科学的基本范式。这在中国近代新

闻传播史上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典型范例。

2)《汇报 》是最早对生物进化论提出鲜明批判

的传教士期刊。这不仅充分体现出传教士期刊在传

播自然科学中的两面性:对一般科学知识乐于介绍

与宣传;对与教义相抵触的科学知识,则坚定维护宗

教立场坚决批判。而且,由于编者本身生物学专业

知识的欠缺,《汇报 》初期对生物进化论的批判存在

明显矛盾性:一方面,对动物学知识的介绍恰恰印证

了生物进化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仅表面地对生物

进化论提出批判,缺乏科学翔实的论证作为依据。
进化论经由 《汇报 》的传播,既体现出传教士期刊世

界观和认识论的局限性和矛盾性,从侧面展现出生

物进化论发展历程的曲折性,也无可避免地在客观

上促进了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并最终由

自然科学上的新理论发展成为一场深刻影响国人思

想洗礼,促进了思想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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