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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地学期刊的区域分布特征

张银玲
(西北大学 学报编辑部,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通过大量资料的统计和分析对比, 对我国 20 世纪前半期地学期刊的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结

果表明: 华北地区是中国地学期刊的发源地, 其地学期刊是随着中国地学会、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国

地质学会及其他地质研究机构的成立才得以繁荣发展的; 华东地区的地学期刊发展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 是随着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迁入、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地方地质研究机构和一些学会组

织的成立而发展的; 西南地区的地学期刊是随着抗日战争爆发, 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

研究所和一些学会组织的内迁, 以及地方地质研究机构的成立而繁荣的; 中南地区的地质期刊主要

由地方地质研究机构创办, 地理期刊主要由高校创办, 学会组织创办的期刊偏重于矿业; 西北地区

的地学期刊数量较少, 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末, 但中国最早的石油地质期刊在此创办。结论认为, 中

国地学期刊是依托中心城市而发展的, 且受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影响较大, 地质研究机构、学会和

大学是创办地学期刊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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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近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

各地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发展不平衡, 地质事业及地

学期刊在区域上的分布亦不平衡。按当时中国的行

政区划分为华北、华东、华中、西北、西南、东北 (东北

地区资料暂缺) 六大区, 笔者对各大区 20 世纪前半

期地学期刊的发展历史作过系统的分析和研

究[1～ 5 ], 本文对中国地学期刊 (主要为地理、地质, 不

包括气象)的分布特征进行分析论证。

1　地学期刊的区域分布概况

1. 1　华北地区

此地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历来交通发达, 物产

丰富, 是我国开发较早的地区。在历史上, 华北地区

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才荟萃, 一直是我国经济文

化的重心地带之一。该地区的地学期刊主要集中在

北京市, 共 26 种; 天津市和山西省各 2 种; 内蒙古地

区 1 种。我国的地质勘探与开发事业以及地学期刊

的创办均发源于此, 它是随着中央地质调查所 (原称

地质调查所, 为区别于地方地质调查所, 1941 年后

改称中央地质调查所, 本文统称为中央地质调查

所)、中国地质学会以及其他地质机构的成立而开始

发展的。

该地区创办最早的地学期刊是中国地学会

1910 年创办的《地学杂志》, 也是中国创办最早的地

学期刊。中央地质调查所创办《地质汇报》(1919

年)、《地质专报》(1919 年)、《中国古生物志》(1922

年)、《燃料研究专报》(1930 年)、《地震专刊》(1930

年)、《土壤专报》(1931 年)、《土壤特刊》(1935 年)

等。中国地质学会创办《中国地质学会志》(1922

年)、《地质论评》(1936 年) , 北京矿业联合会创办

《矿业联合会季刊》(1923 年) , 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创

办《矿冶》(1927 年) ,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创办《地球

物理学会志》(1948 年)等。高校创办的有: 北京大学

地质系地质研究会的《地质研究会年刊》(1920 年) ;

清华大学地学系的《地学汇刊》(1930 年)、《地学专

刊》(1943 年)、《地学集刊》(1943 年) ; 天津国立北洋

大学采冶系的《采冶年刊》(1932 年)。政府机构创办



的有北京农商部矿政司的《矿业报告》(1926 年)、太

原山西农矿厅的《矿业季刊》(1929 年)。地方地质机

构创办的有察绥矿产调查所的《矿产地质》(1947

年)、北平经济部矿冶研究所的《矿冶通讯》(1948

年)。该地区创办的地理期刊仅有禹贡学会的《禹贡

半月刊》(1934 年) ,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地理月

刊》(1934 年)、《地理教学》(1937 年)。

1949 年前, 华北地区共创办地学期刊 31 种, 其

中地质期刊 27 种, 占总数的 87. 1% ; 地理期刊 4

种, 占 12. 9%。该区地学期刊 80% 在北京市, 共 25

种。从创办单位看, 地质研究机构共 11 种, 高校 9

种, 学会 8 种, 政府机构 3 种。从时间上看, 该地区地

学期刊主要繁荣于 20 世纪 20 年代至抗日战争爆

发, 抗日战争期间除部分期刊迁往西南和西北出版

外, 几乎全部停刊。抗战胜利后, 除清华地学系的两

种期刊迁回北京继续出版外, 还新创办有 3 种期

刊[1 ]。

1. 2　华东地区

此地位于长江中下游, 是我国近代科技文化与

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其所处位置优越, 通商口

岸较多, 是外来文化与科技期刊传播的中心地带, 科

技期刊的种类和数量也位居全国第一[6 ]。其地学期

刊是随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福建地质土壤调

查所、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中国地理学会和中央大学

地学系的成立, 以及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迁入而发展

起来的。

该地区创办最早的地质期刊是中华矿业同志会

于 1912 年创刊的《中华矿业同志会会志》。另外, 还

有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创办的《矿冶》(1927 年) 和《中

国矿冶工程学会会刊》(1929 年) , 以及中央研究院

地质研究所创办的《地质研究所集刊》(1928 年)、

《地质研究所西文集刊》(1930 年)、《地质研究所丛

刊》(1931 年)、《地质研究所专刊》等。中央地质调查

所于 1935 年迁至南京后继续出版《地质汇报》、《地

质专报》、《中国古生物志》、《燃料研究专报》、《土壤

专报》、《土壤特刊乙种》等。地方地质机构创办的期

刊有: 浙江省矿产调研所的《浙江矿产调研所汇报》

(1932 年) ; 福建省地质土壤调查所的《土壤报告》

(1941 年)、《地质矿产报告》(1942 年)、《福建省地质

土壤调查年报》(1942 年) 等。该地区的地理期刊主

要有中华地学会 1932 年创刊的《地学季刊》、中国人

地学会 1932 年创刊的《方志月刊》、中国地理学会

1934 年创刊的《地理学报》、中国地理研究所创办的

《地理》(1941 年于重庆创刊)等。

1949 年前, 华东地区创办地学期刊 50 种, 其中

地质期刊 38 种, 占总数的 76% ; 地理期刊 12 种, 占

24%。该地区的地学期刊 78% 在江苏省, 共 39 种,

而江苏省则有 33 种在南京, 占 66% , 其他地区 11

种。从其创办单位看, 研究机构 22 种, 学会 15 种, 政

府 9 种, 高校 4 种。另外, 地质期刊以地质研究机构

创办的最多, 共 20 种, 约占 50% 以上; 政府、学会各

9 种。地理期刊则以学会创办最多, 有 6 种, 约占

50%。其余高校 4 种, 研究机构 2 种。从时间上看,

华东地区地学期刊主要繁荣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抗战爆发前, 抗战期间除福建地质土壤调查所创办

的几种期刊和中国矿冶工程学会的《矿冶》继续在华

东地区出版,《地质研究所西文集刊》、《地理》、《地理

学报》及地质调查所的 5 种期刊迁至四川继续出版

外, 其他均已停办。抗战胜利后, 整个华东地区的地

学期刊仅有从四川迁回的《地理》、《地理学报》等, 总

共不过 10 种[2 ]。

1. 3　西南地区

此地地形复杂, 地域广阔, 高原崎岖, 高山和盆

地相互交错, 交通不便, 但地质矿产丰富。抗日战争

前, 仅云南、贵州两省设有农矿厅等政府地质机构。

抗战爆发后, 西南地区成为抗战大后方, 随着地质研

究机构及高校的迁入, 该地区的地质事业得以空前

发展, 地学期刊也随之繁荣。

该区创办最早的地质期刊是成都四川矿业总会

1913 年 8 月创刊的《四川矿业杂志》, 其次为贵州省

农矿厅的《贵州农矿月报》(1930 年) 和贵州实业厅

的《农矿通讯》(1930 年) ; 创办最早的地理期刊是四

川陆军学院测量学校 1912 年创办的《测量界》。抗战

爆发后, 除了迁入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主办的《地质汇

报》、《地质专报》、《土壤》、《土壤特刊》、《土壤专报》,

中国地质学会主办的《中国地质学会志》和《地质论

评》, 中国地理学会主办的《地理学报》、中央研究院

地质研究所主办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丛刊》等

继续出版外, 还有西南矿产测勘处 1941 年创办的

《矿测近讯》、《临时报告》(年报) , 四川省地质调查所

创办的《四川省地质调查所丛刊》(1938 年) , 中国地

理研究所创办的《测量》(1941 年) 和《地理》、《地理

专刊》(1943 年) , 中央大学地理系 1942 年创办的

《中央大学研究院理科研究所地理学部专刊》。抗战

胜利后, 随着科研机构以及高校的回迁, 绝大部分地

学刊物停刊, 只有中央地质调查所主办的《地质汇

报》、《地质专报》(甲种)、《土壤专刊》, 中国地质学会

主办的《中国地质学会志》、《地质论评》, 中国地理学

—944—　第 5 期　　　　　　　　　　　　张银玲: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近代期刊的区域分布特征　　　　　　　　　　　　　　



会主办的《地理学报》等刊物迁回原地并继续出版。

整个西南地区 1949 年前共创办地学期刊 41

种, 其中地质期刊 29 种, 约占总数的 70. 8% ; 地理

期刊 12 种, 约占 29. 2%。从时间和区域分布来看,

抗战前主要集中在云南、贵州和四川等省, 且数量

少, 仅有 6 种; 抗战后主要集中在四川省。从创办单

位看, 以科研机构创办的最多, 共 18 种; 其次高校为

10 种; 其他学会 6 种, 地方政府机构 3 种, 生产单位

4 种[3 ]。

1. 4　中南地区

该地区地域辽阔, 跨度很大, 北起中原, 南到珠

江三角洲, 境内工农业基础雄厚, 水陆交通发达, 是

我国近代率先与西方进行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带

之一[1 ]。中南地区的地学期刊主要由河南、湖南、两

广、江西地质调查所等地方地质研究机构创办, 其次

由湖南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及湖南矿业总会等创

办。

该地区创办最早的地学期刊是中华矿业杂志社

创刊于 1917 年的《矿业杂志》, 其次为湖北省实业厅

1925 年创办的《湖北地质矿产专刊》。该地区地质期

刊的繁荣是在各省地质调查所成立后才开始的, 而

且是在形势动荡、经费困难的情况下艰难维持和发

展的。这包括: 两广地质调查所创办《两广地质调查

所年报》(1927 年)、《两广地质调查所临时报告》

(1928 年)、《地质年报》(1928 年)、《两广地质调查所

特刊》(1929 年)、《地质集刊》(1943 年)、《地质矿产

报告》(1943 年) ; 湖南地质调查所创办《湖南地质调

查所报告》(1927 年)、《湖南地质调查所专报》(甲

种, 1934 年)、《湖南地质调查所专报》(乙种, 1936

年)、《湖南地质志》、《湖南经济地质志》、《矿业专报》

等; 河南地质调查所创办《河南地质调查所汇刊》

(1932 年)、《河南地质调查所地质报告书》(1933

年)、《地质专报》(1934 年)、《地质报告书》(1934

年)、《河南省沙金矿调查报告》(1940 年) ; 江西地质

调查所创办《矿声》(1930 年)、《江西地质矿业调查

所年报》(1933 年)、《江西地质矿业调查所专报》

(1936 年)、《江西地质调查所临时报告》(1938 年)、

《地质汇报》(1939 年)、《江西地质调查所工作报告》

(1939 年)、《土壤专刊》(1941 年)。高校创办的期刊

有: 中山大学地理学系的《地理学季刊》(1933 年)、

《地理集刊》(1937 年)、《地理与旅行》(1939 年) ; 湖

南大学矿冶工程学会的《矿冶期刊》(1940 年)、《矿

冶通讯》(1946 年) ; 广东省文理学院的《地学丛刊》

等。政府机构和学会创办的有, 湖北省政府农矿厅的

《农矿月刊》(1929 年) , 广东省建设厅矿业调查所的

《矿业特刊》(1934 年) , 广东省建设厅的《矿业专

号》, 湖南矿业总会的《湖南矿业总会特刊》(1928

年)、《矿业汇刊》(1928 年)、《矿业》(1929 年) , 长沙

湖南楚怡工业矿冶学会的《矿冶》(1934 年)等。

1949 年以前, 中南地区共创办地学期刊 42 种,

其中地质期刊 38 种, 约占总数的 90% ; 地理期刊 4

种, 约占 10%。从创办单位看, 以地方地质研究机构

创办的最多, 共 25 种, 约占 60% ; 其他的高校 8 种,

政府机构 4 种, 学会 5 种。从区域上看, 广东省 14

种, 湖南省 13 种, 江西省 8 种, 河南省 5 种, 湖北省

仅 2 种[4 ]。

1. 5　西北地区

此地虽然地域广大、矿产丰富, 但其地质矿产调

查工作则开始较晚。抗战爆发后, 随着国立西北联合

大学、国立西北大学的成立、玉门油矿的开发以及新

疆地质调查所和中央地质调查所西北分所的成立,

地学期刊才得以发展。西北大学创办的地学期刊有:

地理系 1939 年复刊的《地理教学》(北平师范大学

1937 年 1 月创办) , 是该地区最早的地学期刊; 地质

系 1948 年创办的《地质通讯》。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甘

肃分公司 (玉门油矿的前身) 勘探处创办有《石油地

质专刊》(1947 年)、《地质杂讯》(1947 年)、《石油地

质汇刊》(1948 年)、《甘青油讯》。地质研究机构创办

的有: 中央地质调查所西北分所的《矿产简报》(1943

年)、《地质简报》(1947 年) ; 新疆地质调查所的《地

质矿产简报》(1944 年) 。

该地区 1949 年前共创办地学期刊 9 种, 其中地

质期刊 8 种, 约占总数的 89% , 地理期刊 1 种, 约占

11%。从创办单位看, 地质研究机构 7 种, 约占总数

的 78% , 高校 2 种, 约占 22%。从区域上看, 甘肃省

6 种, 陕西省 2 种, 新疆仅 1 种。从创办时间看, 该地

区的地学期刊创办较晚, 最早的《地理教学》比我国

创办最早的《地学季刊》(1910 年) 晚了近 30 年, 而

且数量少 (仅有 9 种) , 刊期短, 但我国最早的石油地

质期刊却随着玉门油矿的开发而肇始于此地[5 ]。

2　地学期刊的分布特征

2. 1　地学期刊以中心城市为依托而发展

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看, 区域性工农业经济

发展导引和制约着城市发展的数量、规模、职能和空

间布局, 也决定着科学技术成就、规模、管理模式, 以

及科技社团、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因此, 与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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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伴生的科技期刊, 必然受到城市这一政治、经济、

教育、科技文化中心发展的巨大影响。近代以来, 我

国绝大多数的高等学校建在城市, 工商业、交通、医

疗机构、科学社团、管理机构亦集中在城市, 而作者

和读者队伍及从事科学研究的工程技术人员、教师、

大专院校学生和科技管理人员也主要分布在城市。

这就决定了科技学术期刊的发展必然以城市为依

托, 而更多的是以中心城市为依托[7 ] , 地学期刊也遵

从这一规律, 以中心城市为依托而发展。例如: 华北

地区的地学期刊主要分布在北京地区; 华东地区在

南京、上海、杭州; 中南地区在广州、长沙、南昌、开

封; 西南地区在重庆、成都、贵阳; 西北地区在西安、

兰州。

2. 2　地学期刊的发展受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影响

由于矿产资源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 一个国

家矿产资源的勘探与开发以及地质事业的发展, 影

响着国家工农业生产的布局、规模, 甚至矿业型城市

的形成, 故中国的地质研究机构及学术团体一直是

随着政治中心而存在的。因此, 中国地学期刊的发展

与其他科技期刊不同, 除受中心城市效应影响外, 受

政治文化中心的影响更大。

1927 年前, 北京是近代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

中心, 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地质研究机构、中国地质学

会等学会组织和大学的地质系都集中在北京, 因而

华北地区 85% 的地学期刊均在北京市。1927—1937

年和 1945—1949 年, 南京是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

这一特殊的历史原因, 使南京的经济、科学技术和高

等教育文化借此获得了仅次于北京的发展[7 ]。因此,

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 地质科学中心也随之南移, 中

央地质调查所和中国地理学会、中国人地学会等学

会均迁入南京, 1928 年在南京又成立了中央研究院

地质研究所和一些地方地质研究机构, 华东地区的

地学期刊得以繁荣。抗战爆发后, 大部分地学期刊又

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而迁出, 抗战胜利后部分期刊

复回原地出版。总之, 1949 年前华东地区的地学期

刊 66% 在南京出版, 共有 33 种。1937 年抗战爆发

后, 西南地区变成了抗战的大后方和政治中心, 随着

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等地质研

究机构、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理学会和高等院校的

迁入, 以及西南矿产测勘处、四川省地质调查所的成

立, 西南地区的地质事业和地学期刊得以发展和繁

荣, 且主要集中在四川省。抗战胜利后, 随着科研机

构及高校的回迁, 除部分地学刊物迁回南京和北京

继续出版外, 该地区绝大部分地学期刊停刊。

2. 3　地质机构、学会和高校是创办地学期刊的主力

1949 年以前, 地质学在中国的发展主要依靠 3

个阵地: 政府地质研究机构、地质学会、大学地质

系[8 ] , 地学期刊的发展亦主要依靠这 3 个阵地。

中央地质调查所是中国建立最早、规模最大、影

响最广的地质机构, 它所创办的《地质汇报》、《地质

专报》、《中国古生物志》等刊物是我国创办最早、历

时最长的地质刊物, 我国早期许多重要的地质勘察

和研究成果均在此发表。另外, 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

所自成立就特别注重讨论地质学方面的重要理论,

创办的刊物虽然刊期不长, 但记录了该所在构造地

质 (地质力学)、第四纪冰川、古生物学等方面大量的

研究成果。两广地质调查所、湖南地质调查所、河南

地质调查所、江西地质调查所、四川地质调查所、西

南矿产测勘处、福建省地质土壤调查所、新疆地质调

查所等地方地质机构由于经费困难, 所办期刊的刊

期一般较短, 但刊载的论文却是中国地质事业发展

的宝贵资料。中国地理研究所创办的《地理》、《地理

专刊》在奠定早期中国地理学学科方面, 发生了积极

的影响。

中国地学会创办的《地学杂志》是中国创办最早

的综合性地学期刊, 中国地质学会创办的《中国地

质学会志》、《地质论评》是我国创办最早的专门地质

期刊, 也是水平最高, 历时最长的定期期刊, 直到现

在还在继续出版, 我国早期高水平的地质学术论文

均在此发表。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创办的《矿冶》是集

学术研究、矿产调查和开采及新闻为一体的综合性

矿业期刊, 亦是创办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矿业期

刊。中国地理学会创办的《地理学报》是地理学界影

响最大、质量较高、延续时间最长的定期地理期刊,

也是反映早期中国地理研究高水平成果的重要学术

期刊。

大学创办的地学期刊有中央大学地学系的《地

理杂志》、《地理教育》, 中山大学的《地理学季刊》、

《大地月刊》, 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地质研究学会年

刊》, 清华大学地学系的《地学专刊》、《地学集刊》, 国

立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的《地理教学》, 中央大学地

理系的《中央大学研究院理科研究所地理学部专

刊》, 西北大学地质系的《地质通讯》等, 在培养地学

师资和充实地学人才方面发挥了特有作用。

3　结　论

1) 从中国地学会 1910 年出版第一份《地学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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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至 1949 年, 我国共创办地学期刊 173 种, 其中地

质期刊 140 种, 约占 80% ; 地理期刊 33 种, 约占

20%。

2) 地质期刊主要是全国性学会和地质研究机

构、大学, 以及地方地质研究机构创办的。全国性学

会、地质研究机构主办的期刊质量高, 刊期长; 地方

地质研究机构和大学主办的期刊一般刊期较短。

3) 地理期刊主要是全国性学会、中国地理研究

所和高校创办的。学会和中国地理研究所主办的期

刊一般刊期长, 质量较高; 高校主办的期刊虽数量

多, 但刊期短, 且多为不定期刊。

4) 由于历届政府重视地质事业, 中国的地质研

究机构及学术团体一直是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而存

在的。因此, 中国地学期刊受政治文化中心影响较

大, 是以中心城市为依托而发展的, 而且在区域上发

展不平衡, 东部比西部数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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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g iona l d istr ibution character ist ics of Ch inese geo-per iod ica ls
in the f irst ha lf 20th cen tury

ZHAN G Y in2ling
(Edito ria l D epartm ent of Journal, N o rthw est U niversity, X i′an 710069, Ch ina)

Abstract: T h rough sta t ist ics and analysis of the vast data, the geograph ica l d ist ribu t ion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 ics of Ch inese geo2periodica ls in the first ha lf 20th cen tu ry have been analysed. T he resu lt

ind ica tes that N o rth Ch ina A rea is the b irthp lace of Ch inese geo2periodica ls, the geo2periodica l boom ing

w as associa ted w ith the found of the Ch inese Geo2society, the Cen tra l Geo logica l Invest iga t ion In st itu te,

Ch inese Geo logica l L earned Society and the o rgan iza t ion of geo logy. T he geo2periodica ls of East Ch ina

A rea developed in la te 1970s, a lone w ith imm igra t ing of the Cen tra l Geo logica l Invest iga t ion In st itu te and

estab lish ing of the Cen tra l In st itu t ion s of Geo logica l In st itu te, the local geo logy o rgan s and som e learned

society o rgan iza t ion s. T he geo2periodica l of Sou th2W est Ch ina A rea w as flou rish ing w ith b reak ou t of the

W ar of R esistance. A gain st Japan, imm igra t ing of the Cen tra l Geo logica l Invest iga t ion In st itu te, Cen tra l

In st itu t ion s of Geo logica l In st itu te and som e L earned Society O rgan iza t ion s, a lso w ith estab lish ing of local

geo logy o rgan s. T he Geo2periodica ls of the Cen tra l2sou th Ch ina A rea w ere m ain ly founded by the local

geo logy o rgan s, and the geograph ica l periodica l w as m ain ly founded by advanced schoo ls, w h ile the

periodica l founded by learned society o rgan s w as emphasized on m in ing indu stry. T he geo2periodica ls of

the N o rth2W est Ch ina A rea w ere rela t ively sho rt in quan t ity, and beginn ing in the la te 1920s, bu t the

earliest petro leum geo logica l periodica l of Ch ina w as estab lished in here. T he conclu sion s have show n that

the develop ing of the geo2periodica ls of Ch ina are based on the key city, and influenced by po lit ica l cen tre

and cu ltu ra l cen tre, the geo logica l in st itu te o rgan s, learn societ ies and un iversity are the m ain un it in

estab lish ing the geo2periodica ls.

Key words: the first ha lf 20th cen tu ry; geo2periodica l; the reg ional d ist ribu t ion characterist 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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