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暰晚清民初期刊演化与科学传播研究 暱

暋暋 暰主持人语 暱:鸦片战争前夕的二三十年间,一个新的科学传播媒介出现在汉字文化圈,这就是

清嘉庆二十年 (1815)8月 5日在马六甲创刊的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月刊和清道光十三年 (1833)
创刊于广州的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月刊。这两份期刊一在境外,一在境内,开创了中文期刊的

先河,并以其每月连续出版的新颖方式,大大改变了科学传播时间长,且时断时续,一时兴盛,一时

沉寂的状况,持续不断地传来境外有关科学、技术、经贸、时事、宗教的消息。清乾隆五十七年

(1792)江苏吴县 (今苏州 )唐大烈创办的 《吴医汇讲 》是中文期刊的萌芽,但这种源于中国传统的、
连续性丛书出版的期刊雏形并未在那个时代孕育成中文期刊之林,倒是新教传教士以 “上帝赐予 暠
方式促生了中文期刊的成长壮大。从 1815年至 1919年,共创办中文期刊 1184种。

期刊的信息传播速度比图书要快得多,与同期出版的图书小册子相比,期刊显然更具有连续出

版、影响持续、传播量大的优势,这在科学传播载体形态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期刊科学传播媒

介的诞生无疑打破了图书传播科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与报纸一起形成了一种持续至今的、各司其

职,分工合作,互补共存的特殊传播系统———书—报—刊科学传播系统。报纸具有即时性、简短性、
新闻性功能,书籍具有汇编性、集成性、阶段性功能,而期刊具有前沿性、探索性、时效性功能。同

时,书报刊又各自成为三个不同的子系统,与书—报—刊大系统交换能量,三者缺一不可,并功能互

补,使书 -报 -刊知识系统不断充实、更新、发展。期刊之所以逐渐成为科学成果传播的主角,是由

期刊自身的特点和科学知识的前瞻性所决定的。期刊的出版周期介于书籍和报纸之间,既能弥补

书籍出版相对滞后的缺陷,又能填充报纸深度和专业性、学术性不足的空白。加之科学的前沿性、
动态性、专业性要求能够与之相匹配的媒介出现。期刊的连续性、系统性这一特点恰好与其相符。
两者最为恰切的结合把科学知识的传播效果发挥到了极致。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 “晚清民初期刊演化与科学传播研究 暠项目 (07椮椮椬004),正是要历

史地回放这波澜壮阔的一幕,并且从 “期刊传播学 暠的新视角来揭示其演化与发展。
主持人: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姚远编审

《新青年 》的经营与传播创造

姚暋远

(西北大学 编辑出版与传播科学研究所 /西北大学 数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暋710069)

摘暋要:基于新闻事业史和科学传播角度的原始期刊文献调研和考证方法,对 《新青年 》媒介

形态作全面研究,为五四时期科学传播史研究提供典型案例。研究结果表明:《新青年 》首先改用

白话文和采用新式标点符号;首次实行轮值主编制度;通过赠送、交换、代派销售、登载广告等多种

方式经营管理,成功地使发行量达到 15000份以上;曾出版 “新青年丛书 暠、专号或专号出单行本、
合订本重印等形式,实现再传播增值或扩大传播范围。结论认为:《新青年 》一扫晚清以来中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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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传播科学多由传教士把持或国人自办期刊影响很小的局面,创造了中国近代期刊作用于社会和

与时代俱进的一个奇迹。它还以其期刊类型、办刊理念、编辑模式和传播策略,影响一批新型的国

人自办期刊,推进了文化的转型,引领了国人自办期刊的新方向,也使期刊载体的内涵、外延及其社

会功用得到空前的提升。
关键词:《新青年 》;媒介组织形态;编辑出版传播;中国期刊史;科学传播史

中图分类号:椙239灡29暋暋文献标识码:椓暋暋文章编号:1000灢2731(2010)06灢0041灢08

暋暋以政论为主的文理综合性青年月刊 《新青年 》
是一份研究成果较多的期刊 [1-3],然而从编辑出版、
媒介组织形态以及科学传播视角切入的研究还较为

薄弱。

一、编辑出版概况以及与 《科学 》的关系

《新青年 》初名 《青年杂志 》,1915年 9月 15日

创刊于上海。由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开办的群益书

社印刷和发行,青年杂志社 (新青年杂志社 )编辑,

1920年 9月第 8卷起改由新青年社印行。主编者

陈独秀 (1879—1942)。创刊号有陈独秀的 《敬告青

年 》等。

1916年 2月 15日,1卷 6期出版后因战事而停

刊半年。1916年 9月 1日第 2卷第 1期复刊后改名

为 《新青年 》月刊,一说改名是因为与上海基督教会

主办的 《上海青年 》有名称的雷同,群益书社征得陈

独秀的同意而改名。

1916年底,蔡元培 (1868—1940)约陈独秀担任

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期刊编辑部遂自 1917年 1月起

迁北京 (位于北河沿箭杆胡同九号陈独 秀 家 )。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积极投身于运动之

中,6月,在一次散发 《北京市民宣言 》时被捕。 《新
青年 》第二次被迫停刊近半年,9月,陈独秀被救出

狱,11月复刊。随后,1920年初陈独秀回到上海,
《新青年 》编辑部亦再次迁回上海。

1921年 4月 1日,自第 8卷第 6期迁广州出版。

1921年 9月再第三度迁回上海出版,并在 1923年

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理论刊物。1922年 7月

第 9卷 6期出版后暂时休刊。1923年 6月在广州

复刊后改为季刊,仍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
出版至 1924年 12月 (共出 4期 )再次休刊。1925
年 4月再次复刊,改为不定期刊出版,共出 5期。

1926年 7月 《新青年 》出完不定期刊第 5期后,最后

停刊。前后持续 11年,共出 9卷 63期。今存上海

图书馆。人民出版社于 1954年曾出版影印本。
历史上,《新青年 》杂志社自己也曾出版 “新青

年丛书 暠、专号或专号出单行本、合订本重印等形

式,扩大影响。其先是在 1918年 5月 15日出版的 4
卷 5期预告即将出版的 “易卜生号 暠;1918年 6月 15
日按时出版 4卷 6期的 “易卜生号 暠,又同时为 “易
卜生剧丛 暠单行本所作的广告:“本社拟于暑假印行

‘易卜生 暞。第一集中含 ‘娜拉 暞、‘国民之敌 暞及 ‘社
会栋梁 暞三剧。此外,并有胡适君之序言,解释易卜

生之思想 暠。该期还同时为 “萧伯纳专号 暠征稿。由

此可见其出版和传播方式的多样化。1920年 8卷 3
期载有 “新青年丛书 暠的广告,包括:第一种,克卡普

(椝楅楎楇楑楌)著 《社会主义史 》;第二种,哈谛 (椚椺楎楐)著
《疯狂之心理 》;第三种,罗素 (椧楑楏楏楀)著 《哲学问

题 》;第四种,柯尔 (椕楋楀)著 《工业自治 》;第五种,罗
素著 《到自由之路 》等。1919年 5月出版的 6卷 5
期即载有 《新青年 》1卷至 5卷再版预约的广告:“本
志出版,前后五年,已经印行三十三号,提倡新文学,
鼓吹新思想,通前到后,一丝不懈,可算近来极有精

彩的杂志。识见高超的人,都承认本志有改造思想

的能力,是中国最有价值的出版物。于是,买的一天

一天多起来,从前各号大半卖缺,要求再版的,或亲

来、或通信,每天总有几起,因此敝社发行前五卷再

版的预约券 暠。这种做法无疑又是一次很好的再传

播和再增值方式。
《新青年 》与 《科学 》杂志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

青年 》创刊伊始就在 1915年 1卷第 2期起开始在封

二等显著位置为 《科学 》杂志做目录广告,一直持续

到五四运动结束。首次广告词主要介绍了 《科学 》
的办刊宗旨和特色:“《科学 》———有志研究科学者,
有志讲求实业者,有志储学救国者,均不可不读 暠;
“《科学 》乃中国科学界惟一之月刊,为留美中国学

界热心研究科学者所刊行,宗旨纯正,眼光远大,特
色甚多,略举其要:(一 )材料新颖,包罗宏富,每阅

一篇,兴味洋溢;(二 )宗旨抱定,输入科学,政治空

谈,概不阑入;(三 )撰述自出,机杼译笔,力求雅洁,
审定名词,惟主一是;(四 )印刷鲜明,图画精细,令
阅者自生美术之观感;(五 )按月出版,绝不愆期 暠。
“今已出至第一卷第九期 暠。之后,几乎每期都有

《科学 》的目录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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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 》和 《科学 》的作者群,无论在哲学与社

会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层面,都有一定的交叉。像

任鸿隽 (1886—1961)就是这样的人物。任鸿隽曾

有日本高等工业学校、康奈尔大学文学、化学学士、
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北京大学化学教授等学历

和经历。1914年在美国发起中国科学社,次年成立

并创刊 《科学 》杂志,曾任中国科学社董事会会长和

社长。曾在 《科学 》发表了 《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 》
《化学元素命名法 》《科学家人数与一国文化之关

系 》《科学与教育 》《科学历史之时代 》等大量论文。

1918年 10月回国。刚刚由美国回到上海的任鸿隽

被报纸报道 “科学家回沪 暠,颇感 “不敢当 暠,为此特

别写了 《何为科学家? 》一文,并特别记述了 《新青

年 》杂志记者向他约稿一事。该文前言中有 “这篇

文字是我才由美国回来的时候,在上海寰球学生会

的演说,当时曾经上海各日报记载,但是记得不完

备,我久想把它另写出来,后来 《新青年 》记者来要

文章,一时无以应命,因趁此机会,把这个题目写出

来,同大家商量 暠[4]。之后,此文发表于 《新青年 》

1919年 6卷 3期。
人文方 面 的 胡 适,据 说 其 姓 名 亦 取 自 严 复

(1854—1921)所译 《天演论 》中 “适者生存 暠之意。
他 1910年到康奈尔大学后本在农学院习农,1912
年转入文学院习文,有一些科学技术背景,既是中国

科学社的发起人之一,也是 《新青年 》的主要撰稿

人,发表有 《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建设的文学革命

论 》《论短篇小说 》《贞操问题 》《武力解决与解决武

力 》《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 》《不朽 》《实验主

义 》《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 》等大量论文及文学作

品。1915年夏,他为 《科学 》杂志作 《论句读及文字

符号 》万字长篇论文,后发表于 《科学 》1916年 2卷

1期;1916年应任鸿隽之约,为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年

会撰写论文 《先秦诸子之进化论 》,由杨杏佛 (铨,

1893—1933)代在年会宣读,后载于 《科学 》1917年

3卷 1期。当 《科学 》刚从美国迁回国内时,稿件缺

乏,任鸿隽还致信胡适约稿和为年会代为征求论文。
信中提到:“今年年会论文,尚无一篇,兄在大学,于
哲学上必有新研究,能许我一篇否? 大学同志中必

多学者,请代年会征求论文 暠[5]。1920年前后,胡适

甚至还担任过 《科学 》的编辑员。 《新青年 》自然科

学方面的主要撰稿人王星拱 (1887—1949),后来也

曾担任 《科学 》在成都的通讯员。
由此,《新青年 》虽为文理综合性期刊,但毕竟

只能侧重于科学规律、科学家、科学社会功能、科学

思想、科学方法的层面,而 《科学 》杂志虽然也有些

许人文科学的内容,但毕竟为综合性科学技术期刊。
然而,却经由这一文一理两种期刊不经意的结合,使
二者的宗旨和主张更为鲜明和充实,也形成了五四

时期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更为深厚和鲜明的底蕴和

内涵。
《新青年 》也曾为五四时期的另一份偏重科学

的杂志做目录广告,那就是 《学艺杂志 》。见有 8卷

5期以补白方式载有丙辰学社编辑、上海商务印书

馆发行,1920年 11月 30日出版的 2卷 8期 《学艺

杂志 》目录广告。其主要科学论文有李贻燕的 《中
国地图学史 》、杜亚泉 (1873—1933)的 《有机化学命

名之讨论 》(其二 )和 《中国医药的研究方法 》、张资

平的 《结晶符号与几何方程之关系 》和 《约檀河之

水 》、林骙的 《运材人力之科学的管理 》等。有趣的

是该期 《学艺 》作者中作为 《东方杂志 》主编的的杜

亚泉曾经和 《新青年 》的主编陈独秀刚刚进行过历

时三载的关于保守与激进的辩论。

二、主编、撰稿人与办刊宗旨

主编者陈独秀既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

家、学者,亦为报刊活动家。原名乾生,字中甫,别署

实庵,笔名独秀、双眼等。清光绪五年 (1879)生于

安徽怀宁。清光绪二十二年 (1896)中秀才。光绪

二十六年 (1900)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光

绪二十八年 (1902)回国。他一生先后主编或参与

创办 10余种报刊,为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做出重要

贡献。清光绪二十五年 (1899)编辑安徽 《白话报 》;
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协助章士钊编辑 《国民日

报 》;清光绪三十年 (1904)秋,在家乡芜湖创办并主

编 《安徽俗话报 》;1913年流亡日本,协助章士钊编

辑 《甲寅杂志 》,从事反袁活动,1915年夏回国;1915
年 9月在上海创刊 《青年杂志 》,后改名为 《新青

年 》,兼 《中华新报 》笔政;1917年 8月任北京大学文

科学长,次年底与李大钊合编 《每周评论 》。之后,
还曾参与创办 《共产党 》月刊、《劳动界 》《伙友 》《向
导 》周刊等。1929年 11月被开除出党后,于 1930
年主编 《无产者 》、1931年创办 《火花 》《热潮 》等。

1942年 5月病逝于四川江津。
《新青年 》创刊之初的 1915年至 1917年 3卷 5

期,陈独秀在杂志上发表政论、杂谈、书信等文章 60
余篇,主要有 《敬告青年 》《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 》
《今日之教育方针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吾
人最后之觉悟 》《我之爱国主义 》《孔子之道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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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文学革命论 》等代表作。从 1917年至 1920
年,办刊宗旨由 “思想启蒙 暠转向以 “国命存亡 暠为主

而兼及思想启蒙,陈独秀发表有 50余篇政论、随感、
诗作等文章,思想启蒙主要有 《近代西洋教育 》《科
学与基督教 》《人生真义 》《有鬼论质疑 》《偶像破坏

论 》《基督教与中国人 》等,国命存亡方面主要有 《复
辟与尊孔 》《驳康有为共和平议 》《今日中国之政治

问题 》《实行民主的基础 》《法律与言论自由 》《过激

派与世界和平 》《谈政治 》等。
最初的主要撰稿人大多为陈独秀的安徽同乡,

诸如高一涵 (1885—1968)、刘淑雅 (1890—1958)、
易白沙 (1886—1921)、谢无量 (1884—1964)、潘赞

化 (1885—1959)、高语罕 (1888—1948),以及汪叔

潜、彭德尊、李亦民、孟明、汝非、薛琪瑛、萧汝霖、谢
鸣、方澍、李穆等。由此可见,初期的作者队伍还比

较单一,几乎成为志趣相投者的老乡刊物。这与

“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然不自拘限,社外撰

述,尤极欢迎,海内鸿硕,倘有佳作见惠,无任祈

祷 暠[6]的自白多少有些出入。

1916年 9月改刊名为 《新青年 》后,安徽籍作者

有所减少。1917年陈独秀受聘北京大学,《新青年 》
亦北迁北京,作者队伍遂彻底突破安徽圈,鲁迅

(1881—1936)、李大钊 (1889—1927)、胡适 (1891—

1962)、钱 玄 同 (1887—1939)、刘 半 农 (1891—

1934)、傅 斯 年 (1896—1950)、罗 家 伦 (1897—

1969)、沈 伊 默 (1883—1971)、毛 泽 东 (1893—

1976)、恽 代 英 (1895—1931)、周 作 人 (1885—

1967),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几乎所有精英,都成为

《新青年 》的撰稿者。1916年 10月 1日出版的 2卷

1期和 1917年 3月 1日出版的 3卷 1期封二均载有

《通告 》:“本志自出版以来……得当代名流之助,如
温宗尧 (1876—1946)、吴敬恒 (稚晖,1865—1953)、
张继 (1882—1947)、马君武 (1881—1940)、胡适、苏
曼殊 (1884—1918)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由本

志发表 暠。这说明,改为 《新青年 》后还特约了一批

名流作者。

1918年 1月 《新青年 》成立编委会,改变了以前

由陈独秀一人主要编辑的局面,思想启蒙的意味也

更加浓厚。之后,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
胡适、刘半农、沈伊默、高一涵等轮流编辑撰稿 (相
当于轮值主编 ),每人一期,周而复始。编委会的民

主集议制度在期刊史上亦具重要意义。

1920年初再迁上海后,陈望道 (1891—1977)、
李达 (1890—1966)、李汉俊 (1890—1927)参加编辑

工作。同年 8月起,由陈望道负责编辑工作。1923
年在广州复刊时由瞿秋白 (1899—1935)任主编和

主要撰稿人。
创刊之初,鉴于当时的时局,编者提出:“国势

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 暠;“今后时

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

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 暠;“本志之作,盖
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修身治国 暠;“本志以平

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年志

趣者,竭力阐述。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

灌输,可备攻错 暠;“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
精神上之援助 暠[6]。 “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

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暠[7]。这一

时期的宗旨显然以思想启蒙为主,以 “救治中国政

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暠[8],而对

于诸如筹安会讨论国体这样的政治问题则取 “雅菲

所愿 暠的态度。其宗旨和追求的基调:一是 “自主的

而非奴隶的 暠,即 “各有自主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

出之义务 暠;二是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暠,即 “不进则

退 暠,“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万无保守现状之

理 暠;三是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暠,即 “当此恶流奔进

之时 暠,“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暠,“一息尚存,即无守

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 暠;四
是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暠,即知 “牵一发而动全身 暠,
“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 暠,故应 “善
变 暠、“竞进 暠,绝不可 “锁国闭关 暠;五是 “实利的而

非虚文的 暠,即 “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 暠,使 “科
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 暠;六是 “科学的而非想

象的 暠,要 “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实证 暠,切忌

“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 暠[6]。其宗旨的关键词

就是 “民主 暠、“科学 暠、“进取 暠和 “开放 暠。
自从 1916年 2卷 1期起由 《青年杂志 》改为

《新青年 》后,这种主旨略有变化,即比起过去对青

年的笼统要求来,对其人生观、幸福观、体育观、国家

意识、时代意识有了更为具体而明晰的要求。陈独

秀的 《新青年 》和李大钊的 《青春 》为其确定基调。
陈独秀在谈及新旧青年区别时指出:“何为而云新

青年乎? 以别夫旧青年也,而新旧之别安在。自年

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

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 暠。实际上就是要将

“美其貌,弱其质 暠、“力不能堪 暠、“只知升官发财 暠
和 “悉秉蒲柳之资,绝无桓武之态 暠的旧青年 “自绝

望消沉中唤醒 暠,做 “二十世纪之新青年 暠[9]。李大

钊也从人之有青春、暮年和死亡,地球和宇宙也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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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白首和衰亡谈起,号召吾 “前途辽远之青年 暠、
“任重道远之青年 暠,以 “高尚之理想、神圣之使命、
远大之事业、艰巨之责任 暠,成就 “我为青春之我、我
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

民族为青春之民族 暠[10]。
从 1917年 3卷 5期至 1920年 8卷 1期,《新青

年 》虽然尚有少量思想启蒙的讨论,但办刊宗旨已

经逐渐转向 “国命存亡 暠的具体时政研究与讨论。
董根明以此时间截然划分为 “思想启蒙 暠和 “救亡图

存 暠两个阶段,稍有不妥 [11]。1919年 1月 15日,陈
独秀再次慷慨重申了 《新青年 》高举科学与民主两

面大旗的宗旨:“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
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 (椖楀楉楋椼楎椺椼楖)和赛因斯 (椨椼楅灢
楀楊椼楀)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只因为

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

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

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

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

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 若是没

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

对德赛两先生,才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暠。最

后,更是慷慨兼义愤道:“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

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

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

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
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
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

不推辞 暠[8]。
根据办刊宗旨,不同时期的栏目设置有所不同。

其月刊时期 (1915—1922)的栏目主要有论述、国外

大事记、国内记事、通信、世界说苑、读者论坛、插画

等。其出现过的内容大致可分为政治·思想、法律、
历史、社会问题、语言文字、文学 (诗、戏剧、小说 )、
传记、记事、文艺、读书笔记、读者论坛、通信、随感

录、会议报道、附录。另外,还出版过人口问题、劳动

节、工读互助团问题、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讨

论、罗素著作介绍和评论、俄罗斯研究等专栏或专

号。有关科学的内容常见于政治思想、传记、其他等

栏目。其论述、国外大事记、国内记事、通信等主栏

目维持时间较长,余则随时变动或新增,并表现出较

强的策划意识。陶虹、刘娟对 《新青年 》的栏目策划

等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12-13]。
《新青年 》的 “通信 暠栏目,主要刊载编者、读者、

作者三者的来往信件,是其最生动、最丰富的内容之

一,甚至从其议题中产生了新的论题,从而吸引了更

多的作者和读者参与。其 “社告 暠指出:“本志特辟

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

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惠

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可启发心思,增益

神志 暠[6]。

三、期刊的经营

《青年杂志 》出版后,“销路甚少,连赠送交换在

内,期印一千份 暠,到 1917年,“销数渐增,最高额达

一万五六千份 暠[14]。张国焘回忆,《新青年 》“每期

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 暠[15]。
稿费以 1915年 9月 15日出版的创刊号月刊为

准,一经刊用皆奉上海通用银元现金,每千字自 2元

至 5元。
定价以 1915年 9月 15日出版的创刊号月刊为

准:每册 2角,半年 6册 1元,全年 12册 2元;邮费

本国每册 3分,日本每册 3分,其他每册 1角。
发行的方式:一是在上海群益书社设立总发行

所,在全国各地及新加坡等地设立代派处经销;二是

通信购书 (实为邮购 ),全部 7折。在北京、天津、保
定、济南、烟台、太原、西安、昆明、贵阳、成都、重庆、
泸州、梁山、开封、广州、桂林、奉天、哈尔滨、长沙、汉
口、武昌、南昌、安庆、芜湖、芚溪、福州、厦门、苏州、
南京、无锡、杨州、杭州、常州、宁波、绍兴、温州,以及

新加坡等地设有代清机构。由代派处的分布,可大

致了解其传播范围。
在广告经营方面,初期多为群益书社的书目广

告,后期扩展至期刊和其他书局的书目广告和期刊

目录广告。与 《新青年 》相关的 《科学 》《每周评论 》
《改造 》《学艺 》《北京大学之新潮 》等。其中,甚至

将 《新青年 》与 《每周评论 》做捆绑式宣传。1918年

5卷 6期的 《每周评论 》广告即有:“看 《新青年 》的
不可不看 《每周评论 》暠的广告词,表明二者一个为

月刊,一个为周刊;一个为长篇文章,一个为短篇文

章;一个 “重在阐明学理 暠,一个 “重在批评事实 暠;各
有特色,互不重复。这些宣传,与 《科学 》等其他五

四期刊形成一种组合效应,进一步扩大了 《新青年 》
的影响。

教科书广告涉及科学内容者,包括:(1)创刊号

所载的数学教科书广告,主要为上海群益书社 “根
据日本近年最通行之教本 暠,译编的中学用数学教

科书,有 《算术之部 》《代数之部 》《几何之部 》《三角

之部 》,赵缭译 《微分积分学纲要 》,黄璜编 《实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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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积分学 》,彭延致译 《解析几何学纲要 》,仇壮瀛译

《新撰解析几何教科书 》,仇毅译著 《查里斯密解析

几何学教科书 》《平面三角法教科书 》《几何学教科

书 》《查里斯密初等代数学 》,李国钦,登彬译的 《平
面三角法 》,谷钟琦译 《平面几何讲义 》,孔宪先编

《算术难问三百解 》;张毅著 《陈榥算术问题正解 》
等。 (2)第 2期所载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的理化教科

书广告,有陈家灿编译的 《最新化学教科书 》,丛琯

珠编译、以日本田中、本多两博士在日本各学校的主

讲教材为蓝本的 《新撰物理学教科书 》,石声灏、黄
邦柱所编的 《化学教科书 》、蔡钟瀛编译的 《物理学

教科书 》,黄邦柱编译、以日本龟高德平所著为蓝本

的 《化学讲义实验书 》,谢祜生所译的 《定性分析化

学 》,史浩然所译的 《物理学讲义 》和 《化学讲义 》,谢
怀霞所编的 《详明图解动物学 》,李犹龙所编、以日

本医学士菊池林原著为蓝本的 《传染病预防法看护

法 》《中华民国地理新图 》等。 (3)1915年 2卷 1
期,鉴于 “男女之职事不同,其应用科学亦生差异 暠,
《新青年 》的出版者群益书社 “辑译女子教科书全

编,其内容材料皆以切近女子事情为主 暠,还刊出一

套师范、中学女子科学教科书广告。其内容包括

《女子算术教科书 》《女子代数教科书 》《女子几何教

科书 》《女子化学教科书 》《女子物理教科书 》《女子

生理教科书 》《女子矿物教科书 》《女子动物教科书 》
《女子植物教科书 》《女子家事教科书 》《女子簿记教

科书 》《女子缝纫教科书 》等。
其中,绝大部分编译教材,取自日本。比如,赵

缭,易应崐所译的中学用 7部 《数学教科书 》“皆日

本近年最通行之教本 暠,其教科书或重解题、或重看

护实践、或重实验的教学特点,且不致取法简陋或因

所用器械简单而使必备试验废弛,于我国当时学校

尤为便利。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译自欧美的教科

书或工具书也逐渐多起来。如创刊号中的书籍广告

《中英会话辞典 》即译自美国伯言博士 (椘.椬.椗楏灢
楐楈楑楇楀),创刊号广告中的的青年文学丛书也全部译

自欧美。这些数、理、化、生、地、医学等科学教科书

广告,不仅可增期刊收入,了解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

前夕我国科学教育及理科教科书效仿日本的状况,
也在某种程度上烘托了 《新青年 》杂志刻意追求的

民主与科学气氛。

四、编辑传播创造

其一是率先采用新式标点符号与白话文。
《新青年 》首创改用白话文和采用新式标点符

号。1916年 2卷 2期所载 《胡适致陈独秀 》的通信

中首先提出著名的 “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

仗,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之结构,不作无病之

呻吟,不摹仿古人语,须言之有物 暠等 “八事 暠。陈独

秀还就此向远在美国的胡适约稿,并迅速将其 《文
学改良刍议 》的特约稿发表于 1917年 2卷 5期。陈

独秀也发表 《文学革命 》呼应之。之后,又专门开设

语言文字专栏,先后发表有钱玄同的 《句读符号 》
《中文改用横行的讨论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减
省汉字笔画底提议 》,吴敬恒的 《补救中国文字之方

法若何? 》,朱希祖的 《白话文的价值 》,胡适的 《我为

什么要做白话诗 》,陈望道的 《横行与标点 》,俞伯平

的 《白话诗的三大条件 》等文章,作了很多有意义的

讨论。
在 《新青年 》的前 3卷,圈点停顿、圈点断句、用

顿号代替逗号或着重号等标点方式混用,并无明确

章法。从 1918年 4卷 1期起,《新青年 》开始使用新

式标点符号。标点符号铜模出自群益书社的陈子寿

和太平洋印刷厂的张秉文,系以外文标点符号作为

样板铸就。1919年 12月 1日,《新青年 》还发表 《本
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 》,作了进一步宣传。

在 《新青年 》创刊的第三年,白话文即被提上议

事日程。1917年 2月,陈独秀在 《文学革命 》一文中

肯定 “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 暠[16]。钱玄同在

1917年 8月写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也指出:“《新青

年 》杂志拿除旧布新做宗旨,则自己便须实行除旧

布新 暠[17],并认为 “我们正好借这 《新青年 》杂志来

做白话文章的实验场 暠[18]。 《新青年 》自第 2卷第 6
期起,胡适在 《新青年 》发表 8首白话诗作,沈伊默、
刘半农、鲁迅等步其后,先后发表 160余首白话诗,
数部白话小说、13部白话剧作等,从而奠定了期刊

白话文体的多样化基础。1918年 4卷 5期所发鲁

迅的 《狂人日记 》是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
这是继 《杭州白话报 》《中国白话报 》《绍兴白话

报 》《安徽俗话报 》《北直农话报 》之后,我国期刊白

话文体的一次飞跃,并使其最终演化为一场大规模

的革新运动。1920年商务印书馆 《东方杂志 》《小说

月报 》《教育杂志 》的跟进,使期刊文言文越来越没

有公开的发表场合。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

认定小学和中学的教科书可以使用白话文,并将其

作为国语。
其二是在补白中使用诗词、格言、谚语,升华编

辑传播思想。
《青年杂志 》创刊初期,对补白的处理有独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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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它不像当时有些杂志多以广告补白或直接留空,
而是几乎全部补白。其内容多为与杂志办刊宗旨紧

密相连的诗词、格言或谚语。比如:创刊号第 15页

《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 》一文的 1/2补白为署名

夏正夫的语录 “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学可惜,此日闲

过可惜,此身一败可惜 暠,既与大生物学家赫胥黎一

生的治学相符,又与 《新青年 》号召青年修身治国的

宗旨相符。创刊号 《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 》文末、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 》文末和 《现代文明史 》文
末补有葡萄牙谚语 “能为之时而不为之,欲为之时

而不能矣 暠、丹麦谚语 “谋事宜于老者,行事宜于壮

年 暠和英国谚语 “老来无学之苦,远甚于少时力学 暠,
用欧洲人的谚语补述前文 “欧洲与近世文明 暠中的

未尽含义,却又说给中国青年读者听,也补得恰到好

处。创刊号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 》一文第 8页

文末的 1/2空,补为陆游的 《夜泊水村 》,诗曰:“腰
间羽箭久凋零,太息燕然为勒铭;老子犹堪绝大漠,
诸君何至泣新亭;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

青;记取江湖船泊处,卧闻新雁落寒汀 暠,既将共和

国青年以万死报国的冲天志向补得有了新的豪气,
又使读者在空白处多了一些让人感同身受的恰当停

歇。在 《女性与科学 》一文末的整页补白为西乡隆

盛据文天祥诗改写的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

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暠,也
与全刊所倡导的精神呵成一气,只是整页只有 32个

头号字,显得有些过于空荡;1卷 5期 《大力士霍元

甲传 》文末补白为殷曼生的语录 “世界历史所载种

种伟大而能动人之事业,无不为一种愤心之成功 暠,
也颇能反映霍元甲成功的动力。1卷 5期 《述精武

体育会事 》文末以贲兴 “集乌合之众而尽心久练之,
则终成劲旅 暠,则简直就是对该文的一个提炼和升

华式的总结。
自第 2卷后,这种补白逐渐以书籍广告取代,像

2卷 3期 《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 》文末甚至任其

2/3的空白存在,特色遂不再。

五、结暋论

在中国近代史上从来没有一份期刊会产生如此

深远的影响,以致于在 90余年后仍然有不少人致力

于发掘其现代价值。它是五四运动中枢机关的代言

人和喉舌,是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扩音器。通过这

一物质载体,科学与民主这两面大旗高高飘扬在封

建势力犹在、共和概念初识的中华大地。它开创了

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给中国人的思想以深刻启迪,

先是以 “思想启蒙 暠式的润物细无声,滋养中华大

地,继而以 “救亡图存 暠式的暴风骤雨,惊醒东方睡

狮,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它与 《科
学 》两份杂志,一份代表人文思想,一份代表自然科

学,是五四运动大河的两大主要支流。二者各具特

色,侧重点各异,却又各扬所长,互补短长,一文一

理,交相呼应,相互渗透,从而形成了五四运动科学

与民主交相辉映的多层蕴涵。由于 《新青年 》更注

重于与民主思想、人的基本需求、个性的解放的密切

联系,因而更具有思想启蒙的意味,故成为五四科学

潮流中最波澜壮阔的主河道。它一扫晚清以来中文

期刊传播科学多由传教士把持,或即便有 《时务报 》
《农学报 》《算学报 》和 《亚泉杂志 》等国人自办期刊

的尝试却影响有限的局面,创造了中国近代期刊作

用于社会和与时代俱进的一个奇迹。用 “振聋发

聩 暠、“石破天惊 暠、“岩浆喷涌 暠这些词汇形容其声势

浩大的创造,确不为过。重要的是,它还以其期刊类

型、办刊理念、编辑模式和传播策略,影响了一批新

型的国人自办期刊,与 《每周评论 》《新潮 》《国民公

报 》《湘江评论 》《浙江新潮 》等期刊呼应,共同推进

了文化的转型。它也影响和改造了像 《东方杂志 》
《小说月报 》《妇女杂志 》《学生杂志 》《教育杂志 》等
旧有期刊,引领了国人自办期刊的新方向,也使 “期
刊 暠载体的内涵、外延及其社会功用得到空前的提

升。其主编轮值、编辑集议、编辑学者化、编辑引导

社会思潮、编辑传播策略、期刊经营方式,甚或期刊

罪案、主编被捕、被害、历经停刊复刊等历史的经验

和教训,都是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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