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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分析了 "# 世纪初期张相文创办《地学杂志》的基本状况。对张相文在《地学杂志》创办中的办刊理念和办刊特点

以及该刊在我国科技期刊史上的地位进行了重点探讨，通过对其刊物内容与特点的分析和办刊风格的评价，认为张相文所创

办的《地学杂志》是我国近代最早、且影响最大的地理学期刊，同时也是一份以地理学为主，兼顾其他学科的综合性学术期刊，

在我国近代科技期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 ! 中国地学会! 《地学杂志》! 地理学! 科技期刊

! ! "# 世纪初是我国新文化运动孕育和发展的时期，随着大

批留学生纷纷回国，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文化理念和教育

思想也相继传入我国，对我国学术界、教育界的沉闷气氛形

成强烈冲击。另外，"# 世纪初又是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时

期，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山

河破碎，神州动荡。国内军阀割据横行，殆无宁日。在这内

忧外患的时期里，大批爱国学者以“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

使命感纷纷成立学术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试图以期刊为阵

地，唤醒国人的救亡意识，实现其“救国”、“救民”的愿望。

在当时所创办的学术期刊中，张相文的《地学杂志》是一

个典型代表。

)! 张相文与《地学杂志》的创办

张相文（)&(( = )’>> 年），字蔚西，别号沌谷，江苏泗阳

人，出身农家。早年曾中乡试，但放弃科举，决心钻研地理

学。在耳闻目睹了中国甲午战败后民不聊生、残破不堪的局

面后，更激起了他立志地理学研究，实现报国的愿望。清光

绪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 = )’#> 年），他只身到上海南

洋公学攻读史地，兼教地理课程，并自学日文，通过日文研究

西方地理学。

光绪三十三年到民国二年（)’#+ = )’)" 年），他北上天

津，担任北洋女子高等学校校长，一边从事教育管理，一边继

续从事地理教学与研究。清宣统元年八月（)’#’ 年 ’ 月）在

天津创立“中国地学会”，次年出版会刊《 地学杂志》。)’)"

年，学会地址迁至北京。

)’)+ = )’)’ 年，应蔡元培先生之邀，张相文任教于北京

大学，开设“ 中国地理沿革史”一课，遂后将主要精力放在

“中国地学会”的组织管理以及《 地学杂志》的编辑出版上，

直到 )’>> 年病逝。

在长期繁忙的教学与研究中，张相文感到要树立国人的

爱国意识和救亡图存观念，仅靠大学有限的教学远远不够，

必须使地理学知识广泛普及，才能收到寓教于民的效果。于

是，他一方面通过编撰出版地理教科书来普及地理学教育；

另一方面通过组建中国地学会，创办《地学杂志》来组织学术

力量，传播地理学知识。

《地学杂志》创刊于中国地学会成立翌年，即清宣统二年

正月（)’)# 年 " 月），)’>+ 年抗战前夕停刊，前后共历 "& 年。

初为月刊，年出 )# = )" 期，后因经费拮据，先后改为双月刊、

季刊甚至半年刊。)’"> 年后因经费极度困难，不得不几次停

刊。)’"+ 年起又恢复为季刊，一直到 )’>+ 年。在当时战乱

的年代里，该刊可以说基本上能保持连续出版。刊文内容广

泛，涉及到 "# 个学术专题，其中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经济

地理、政治地理和人口地理的文章最多，涉及到我国农、林、

牧、水利、交通、矿产等各个领域。其次为自然地理和地质地

貌、探险、考察游记、地理志、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教学方

法、教育思想等方面的文章。同时，还重视对国外有关地理

学研究成果以及最新地理信息、前沿动态的介绍与评论。另

外，对地图的运用也极其重视，每期首页必载一幅地图，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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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质图、地貌图、水文水系图、文物古迹图等近百幅［!］。

"# 《地学杂志》的办刊特点

"$ !# 旗帜鲜明地弘扬爱国精神

《地学杂志》诞生在我国近代新旧交替和内忧外患的社

会动荡时期，自创刊伊始，张相文就与编辑同仁深切地感到

“数年以来，非惟边缴多事，内地亦几遭蹂躏而莫敢谁何，推

原祸始，实由地学隔膜，有以增敌之骄，而短我之气”［"］的现

实状况，创办《地学杂志》正是出于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试

图通过期刊这个传媒载体广泛传播社会各界的爱国思想和

进步主张；同时，对国民也能进行地理知识的普及和教育，使

其通过《地学杂志》这个窗口，更深刻地了解我国的地理面貌

和民俗物产，从而激发其热爱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出于这样

的办刊思路和理念，张相文便把刊物的重点放在国计民生

上，以便通过对国计民生问题的探讨，来探寻我国当时积贫

积弱的症结所在。于是，他鼓励编辑人员和学会成员“ 各怀

集思广益之心，籍收增壤益流之效，则庶几山川扼塞、河渠水

库、原隰土宜、疆域险易、方物息耗、交通便否皆有以周知其

故，而发抉搜剔，靡使内有利蕴，外有孽媒，则裨益于学术、政

治者，岂浅鲜哉”［"］。同时，他还与编辑同仁对刊物的内容体

系做了明确地说明，即“ 拟以见闻所得，汇录杂志，其礼裁则

略依史例，变易其规，经以中夏，纬以列邦，搜罗故实，博采新

闻，其目的则注重于民生之消长、物产之盈虚、疆圉之沿革，

国际为尚，教材次焉，其文章则恢奇博丽，不限一格，撷精味

腴者取之，追幽凿险者取之，崇论宏议者取之，其他民俗、歌

谣、蛮书、虞志，凡有关于地学足以发人深省者亦汲汲焉取

之”［%］。不难看出，关注国计民生，普及地理教育，弘扬爱国

精神是该刊的办刊宗旨，也是其明确的办刊定位。

"$ "# 强调学术研究与实际考察相结合

《地学杂志》虽诞生在清末，但与“ 舆地”、“ 考据”和“ 八

股”式的治学模式迥然不同，反映在载文中，一方面注意吸取

传统治学方法的优点；另一方面则强调学术研究与现实的结

合，地学会会员“ 皆有调查报告之责任”［&］等。如此强调实

际考察和社会调查的重要性，表明该刊不仅注重地理学的治

学特点，而且已开始脱离旧地方的窠臼，向现代地理学转变

的趋向。而张相文本人不仅是力主这一转变的倡导者，也是

积极进行社会考察的实践者，他率先垂范，撰写的“ 河套与治

河之关系”、“论导淮不宜全淮入江”、“ 长城考”、“ 成吉思汗

陵寝辩证书”、“漠北铁道”等文莫不是实际考察的结果。其

足迹所至或是对自然景观、地形、地貌的客观描述与合理解

释，或是对有价值之遗迹、遗物和人文景观的考证与详究，考

察中所获取的多方面素材，诸如水土保持、风沙防治、土壤改

良、黄河治理、河套开发、植树造林等国计民生问题都成为他

的研究论据而增添了学术论文的说服力，也增强了学术研究

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正是在他的组织带动下，《 地学杂

志》非常注重来自于实际考察方面的研究成果，截至 !’( 期，

共登载此类性质的文章 )& 篇，至于与考察活动密切相关的

游记、见闻和随笔等一类文章更是不计其数，反映出该刊严

谨求实的治学特点。

"$ %# 广开学术讨论之风

提倡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不迷信权威，不拘泥于条条框

框，各抒己见，勇于创新是《 地学杂志》的又一特点。它倡导

平等民主的学术讨论，广泛吸纳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对一

些有争议的问题，甚至不惜版面、连篇累牍地予以报道和登

载。在这一过程中，张相文与屠寄关于塞北成吉思汗陵寝的

辩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在当时的学界影响颇大。双方你

争我辩，往复多次，而每一次《地学杂志》都能给予及时刊载，

以推动学术讨论的深入进行。再如导淮问题在民国初年也

极其引人注目，加入到这一讨论中的有权柄一时的政府官

员，有资深的水利专家和经济学家，也有敢抒己见的大学教

师和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等，一时讨论之风异常活跃，争辩

之激烈难分伯仲，对此张相文和《地学杂志》均能予以密切关

注，一方面不失时机地将各方观点的撰文及时登载，发挥刊

物在学术讨论中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学者，张

相文对参与这一讨论也极其兴趣，先后发表了“ 导淮一夕

谈”、“论导淮不宜全淮入江”两文，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总之，《地学杂志》倡导的平等、民主的学术讨论不仅使

所讨论的问题愈辩愈明，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深化，而且对转

变当时保守、沉闷的学术风气、活跃学术氛围也大有裨益。

"$ &# 重视对国外地理学的研究和域外地理信息的传播

《地学杂志》除将刊载重点放在国内的研究成果上以外，

对研究国外地理学的成果和域外学者的有关论著也极为重

视。在创刊号登载的《 中国地学会简章》中就开宗明义地写

道：“本会以联合同志研究本国地学为宗旨，旁及世界各国”

云云，因此各个栏目均有“ 旁及世界各国”的论作出现，既有

国人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题论文，也有海外纪行和见

闻，同时还有介绍域外独特的自然景观和风物民情的文章。

如李志敏的“英吉利经济地理”、智珠的“ 日本樱岛火山之爆

裂”，张星烺的“德国旅行记”、杜佑周的“游美途中纪程”、志

群的“秘鲁之矿产”、功溥的“ 暹罗风俗谈”等。而对于域外

学者的相关论著也能积极组织专家进行翻译，及时刊发，如

陈庆粹翻译的“西伯利亚矿业谈”、谢惠译的“ 美国森林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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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于如的“南澳洲农产概况”、史廷飏“德意志经济地理”、

曹世惠“阿根廷国之班巴平原”等。透过这些刊文可以看出，

该刊开拓了国人的视野，使国民了解域外、认识世界的一个

重要窗口，同时对加强中外学术文化交流，提高我国地学研

究的整体水平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 #$ 注重图表的运用

作为一份地学刊物，除文字论述外，图表的运用是不可

或缺的。由于图表是以直观简捷、高度概括和形象化的语言

形式来面对读者的，因而《 地学杂志》能予以高度重视，先后

登载有地质图、地貌图、水文水系图、文物古迹图以及“ 中华

民国省道 县 区 域 表”、“ 世 界 铁 路 道 路 一 览 表”等 近 百 幅

（张），突出了地理学的学科特点，使该刊在传播地学信息、提

高人们阅读效率方面的功能得到充分体现。

!" %$ 文章内容与体裁的多元化处理

《地学杂志》辟有图迹、论丛、杂俎、说郛、邮筒、本会记

事、图书介绍等七个栏目。在学术论文的刊载上，除以地理

学为主外，还兼顾地质学、气象学、水利学、经济学、民俗学、

人口学、历史学、考据学以及教育学和国际关系学等，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它是以地学为主，兼顾文理不同学科的综合性

学术期刊。同时在刊载的内容和形式上，除专题性研究论文

外，还注意吸收和采纳其他不同体裁的文章，诸如议论、序

跋、传记、诗歌、游记、随笔、见闻、书目索引、文献辑录、论著

介绍、地理问答等等。特别是游记和随笔数量较多，这其中

有张相文的“齐鲁旅行记”、“ 豫游小识”、“ 塞北纪行”，翁文

灏的“四川游记”，智珠的“ 西藏杂谈”，卢广镕的“ 辛亥武昌

起义时见闻录”等等。由于游记、随笔、见闻等文章体裁宽泛

随意，内容活泼有趣，形式不拘一格，最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加之有感而发、挥洒自如的文采文风，既增添了文章的可读

性，也突出了《地学杂志》能融学术性与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

的办刊风格，对我们今天的编辑同仁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 评价与小结

《地学杂志》在张相文的大力扶持和培育下，自创刊以后

虽历经磨难，但总的来说一直不断发展，加之张相文能率先

垂范，积极撰稿，组织和带动了一大批会员、社会名流、大学

教授以及著名学者等，形成了一批学术层次较高的作者队

伍，诸如翁文灏、丁文江、朱士嘉、宋教仁、李长傅、竺可桢、张

印堂、白月恒、丁谦、王相玲、章鸿钊、盛叙功、王成组、冯承

钧、黄文弼、黄国璋等，每期刊文能结合时局发展和国计民生

问题，或探讨学术研究，或讨论民族意识的觉醒，或商榷军事

的成败与得失，或交流国内外地学信息等等。由于这些爱国

学者和著名人士的积极参与和踊跃撰稿，使《地学杂志》的稿

件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迅速攀升，其影响也日益扩大。

据统计，从《地学杂志》创刊到抗战前夕的 !’ 年时间里，先后

共出版 (’( 期，载文达 (#!) 余篇，撰稿人数达 %)) 余人，不仅

有效地组织和聚集了一批爱国学者，壮大了学术力量，而且

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学界的肯定，并在广大读者中也产生了

广泛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近代教育、科技和文化的发展，

为后来各种地学期刊的创办开辟了一条途径。

综上所述，兹对张相文所创办的《地学杂志》小结如下：

（(）该刊是我国创办最早的地理学期刊，在 (*+* 年以前

的学术期刊中，它不仅延续时间长，而且参与人数之多、社会

影响之大，均可堪称后来各类学术期刊的典范。在我国科技

期刊史上应占有突出的地位。

（!）从其刊载的内容分类来看，该刊以地理学为主，同时

还兼顾其他文理不同学科，并适时刊登一定数量的游记、域

外信息介绍、地理问答等。可以说既是一份涵盖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也是一种融知识性与可读性、

学术性与趣味性相互交融的信息载体。

（&）除文字外，该刊还能大量地使用图表和照片这一形

象化语言形式，不仅突出了地理学期刊的特色，而且也便于

地理学知识与思想的广泛传播。

（+）该刊诞生于清末我国社会大变革和大动荡的时期，

终止于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因此，自始

至终办刊条件都困难重重，但张相文能和编辑同仁齐心协

力，不甘屈服，不仅战胜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和阻力，而且

在刊物质量上诸如选题策划、专栏设置、版面设计、编排规范

程度、印刷工艺等方面均较前有大幅度提高，反映出他们崇

高的办刊理念和可贵的敬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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