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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过文献调研与综述，分别对综合性科技期刊史研究、大学科技期刊史研究、各学科科技期刊史研究，以及解放

区、军队、少数民族、港澳台、海外科技期刊和科技期刊史料学建设作了评述。结论认为，今后应注重对早期科研系统、社团系

统、厂矿企业系统、科技期刊传播史和科技期刊个案的研究，研究方法上要注意与科学史学、新闻学史学、图书情报史学的借

鉴交融，不可忽视科技期刊最本质的东西———科学技术内容的传播。此外，还应加强外国科技期刊史的研究，这将极大地推

动中国科技期刊史的发展。

关键词! ! 中国科技期刊史! 科技期刊学! 科技期刊史料

’! 综合性科技期刊史料背景

自 ’$$: 年诞生世界上第一份科技期刊以来，人类已有

;<# 余年的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实践，这对科学技术的进程和

对科学技术成为一种职业，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无可替代的

重大影响。然而，有关科技期刊的史料相当分散和匮乏，大

多埋没于图书馆学、新闻出版学或近现代史研究的相关文献

中，有时甚至很难从文献名、刊名去甄别哪些是社科期刊史

料、还是科技期刊史料。我们仅能“ 大海捞针”，尽力寻找一

些有用的线索。

美国北 长 老 会 教 士 范 约 翰（ 又 名 樊 汉，=,>4?,4 @A?4

B,>C?,.. D-..A6E?12，’(;; F ’)’&）编制了中国第一份《中文报

刊目录》［’］，记载了 ’(’: 年至 ’()# 年间在中国境内外出版

的 &$ 种中文报刊的刊名、主编、出版地、创刊年月、发行量、

刊物性质、售价、形制等，提供了研究早期期刊史的重要线

索。范约翰 ’($# 年来华，在上海传教，任中国圣教会（G?8

H?-48C8 G>,9I JA9-8I2）秘书。他于 ’()’ 年创办《中西教会报》

（H?-48C8 H?>-CI-,4 K8L-85），有着亲身办刊实践，所以他也是

从编辑出版视角从事期刊史料建设之第一人。

"#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以及

上海图书馆对辛亥革命时期（"## 种）、五四运动时期（’:&

种），以及 ’(:& 年至 ’)’( 年间出版的期刊，作了内容介绍、

篇目汇总等工作［"，;，<］。其中，辛亥革命时期和“ 五四”时期

期刊介绍涉及《亚泉杂志》、《万国公报》、《普通学报》、《 科学

世界》、《科学一斑》等数种文理综合性或综合性自然科学期

刊。篇目汇总中有《北直农话报》、《 利济学堂报》等 "# 余种

文理综合性或自然科学期刊目录。’)$’ 年至 ’)(’ 年，全国

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编制了《’(;; M ’)<) 全国中文期刊联

合目录》，:# 家省市级图书馆参加，前后两版，历时 "# 年，收

入中文期刊近 "# ### 种，是研究 ’)<) 年以前中文期刊馆藏

最权威的工具［:］。’)() 年，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编，科学技

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科技期刊联合目录》收录中国 :$

个科技机构收藏的 ’)<) 年至 ’)(: 年间的中文科技期刊（ 含

台港地区）’# ### 余种。’))’ 年，复旦大学史和等编成《 中

国近代报刊名录》，收录了 ’(’: 年至 ’)’’ 年间在中国和海

外出版的 ’ &:; 种中文报刊和在国内出版的 ’;$ 种外文报

刊［$］。’))$ 年，刘宏权、刘洪泽主编成《 中国百年期刊发刊

词 $## 篇》，收入 ’(&( 年至 ’)<) 年间的《 益闻录》、《 学艺》、

《科学知识》、《地政月刊》、《禹贡半月刊》、《 航空知识》、《 科

学与生活》等科技期刊发刊词［&］。"### 年，伍杰主持，历时 $

年，&# 余家图书馆期刊管理工作者参与，编成《 中文期刊大

词典》，收入 ;; #;$ 种期刊，其中 ’)<) 年以前 ": ### 余种，

’)<) 年以后 ( ### 余种［(］。这些目录中几乎包含了全部科

技期刊，有它们的主办单位、创刊停刊年月、出版总期数、馆

藏分布等重要信息，是按图索骥的重要依据。这些工作还奠

定了科技期刊目录学和史料学的基础，也对科技期刊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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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一个历史性的了解。山东、北京、上海、四川、陕西等地

或历史较久的高校也分别编制有本地或本单位馆藏的旧报

刊目录或旧期刊目录。

黄时鉴整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资助项目，中

华书局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在期刊史料建

设上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根据哈佛大学 ! 燕京图书馆藏本

作为底本的 "# 期原刊，时间上起 $%"" 年，下迄于 $%"% 年，按

先后顺序统一编排，准确地公布了原件真迹，向中外学术界

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期刊史料［#］。该刊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

境内编辑出版的第一份文理综合性期刊，涉及地理学、天文

学、生物学、医学，以及蒸气机、火车、轮船等科学技术发明，

故在科技期刊史研究方面不可缺少。黄时鉴在导言中，还依

据 &’ 余条中外文参考文献，对《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做了

全面研究，涉及天文、地理等传播内容。

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

会，以及河北、上海、辽宁、湖南、陕西等省市的高校学报研究

会或科技期刊编辑学会还编辑出版了各自的学会活动大事

记、学会历届领导名录、史志整理、文件选载、人物介绍、获奖

成果目录、期刊编辑学论著目录等，亦具相当重要的史料价

值。西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也有博、硕士研

究生开始将科技史料研究作为学位论文选题。相信科技期

刊史的研究会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 综合性科技期刊史研究

综合性的期刊史研究始于 (’ 世纪初，$#$# 年罗家伦发

表的《 今 日 中 国 之 杂 志 界》为 迄 今 所 见 最 早 的 期 刊 史 论

文［$’］。$#"$ 年邢云霖发表的《中国杂志史简述》亦为早期重

要的期刊史论文［$$］。其中，涉及的科技期刊有罗振玉的《 农

学报》、王显理的《 格致新报》、杜亚泉的《 中外算报》等六七

种。

$#%’ 年，台湾环球经济社编辑张觉明著成《 现代杂志编

辑学》一书（$#%& 年 由 中 国 出 版 发 行 科 学 研 究 所 整 理 出

版）［$(］。其中，第三章为“杂志演进史”，涉及杂志名称由来、

西洋杂志演进和中国杂志演进等，略述《 中西闻见录》、《 科

学汇编》等。

$##& 年，姚远的《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出版［$"］。为将

大学科技期刊置于世界和中国的整体背景之下，该书专章论

及期刊定义、分类和功能的发展、世界科技期刊的发展、中国

科技期刊的起源、中国科技编辑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科技文

体的演变、主要大学所办的全部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

期刊名录等，说明其虽名“ 大学科技期刊史”，却仍具综合性

科技期刊史研究的特点。

谢其章 (’’’ 年的《漫话老杂志》，以及 (’’" 年的《 创刊

号风景》两部期刊史著作问世［$*，$+］，以一种讲故事般的散文

形式代表着一种新的期刊史研究风格。谢其章自称“ 渔猎旧

刊多年”，“是个不折不扣的杂志癖者，藏有新旧杂志 "’ ’’’

余册，挤占了家庭的生活空间，挪用了家庭的日常开销”。其

期刊史研究，多为消闲、文学或社会科学期刊，只很少地涉及

一些文理综合性杂志，但他深知研究科技期刊史的重要，认

为从姚远的《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 看到了期刊史写作的

方向”，惊呼“百年历史尚缺一部中国期刊史”［$,］。

(’’’ 年，宋应离、朱联营、李明山主编的《 中国期刊发展

史》一书出版（全书 "’ 万字）［$&］。其中的科技期刊史部分出

自物理学出身的朱联营之手，涉及戊戌变法时期的科技期

刊、辛亥革命时期的科技期刊、“ 五四”前后的科技期刊、(’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专业性、学术性科技期刊、抗战时期的科

技期刊、新中国成立后的科技期刊等。其特点是大致以政治

运动分期，注重科技期刊内容的传播与交流。然而，由于其

仅为整个期刊史的一部分，科技期刊不能过多展开，故所占

篇幅未免太少，加之以政治运动分期，亦未能充分体现科技

期刊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角色。

姚远、张惠民等从科技传播史角度对早期科技期刊开展

的研 究，展 示 了 综 合 性 研 究 的 新 方 向，已 发 表 $’ 余 篇 论

文［$%，$#］。

(’’+ 年，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和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科技期刊学基金联合资助

项目，姚 远、王 睿、姚 树 峰 等 的《 中 国 近 现 代 科 技 期 刊》

（$&#( - $#*#，上中下），全书 #’ 余万字［(’］，由山东教育出版

社出版。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论述中文科技期刊的工

具性研究专著。其中，将 $&#( 年创刊的《 吴医汇讲》视为近

现代中文期刊的鼻祖；将 $%$+ 年在马六甲创刊的《 察世俗每

月统记传》视为西方传教士在境外创办的最早文理综合性中

文期刊；将 $%"" 年创刊于广州的《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视

为在中国境内创办的最早文理综合性中文期刊；将 $%&( 年

在北京创刊和 $%&, 年在上海改刊的《 中西闻见录》!《 格致

汇编》视为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家合作创办最早的综合性科学

技术期刊；将 $#’’ 年亚泉学馆在上海创刊的《 亚泉杂志》视

为中国科学家独立创办的最早综合性科学技术期刊；将 $#’"

年上海科学仪器馆创刊的《 科学世界》视为中国人所办突出

“新理”、“ 新艺”，“ 不关科学者不录”的第一份纯粹科学期

刊；将 $%%# 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刊的《 约翰声》季刊视为以

研究中国文化为主的第一份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该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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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研究为特色，分学科对 !"# 余种中文科技期刊作了详细

研究，并附录其发刊词，还分地区列出了 $"%& 年至 $%’% 年

在我国和境外创刊的 & (## 余种科技期刊名录，包括刊名、出

版者、创刊年月、刊期、主要馆藏地点等。

!) 分类科技期刊史研究

!* $) 大学科技期刊史研究

大学科技期刊，是指高等学校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

所编辑出版的以自然科学或农、医、工程技术为主要内容的

定期或不定期的连续出版物。自从 &# 世纪初蔡元培在北京

大学倡导大学既是最高学府，又是最高学术机关以来，大学

期刊便一直在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演进中扮演重要角色。

$%&’ 年出版的《 清华周刊十周年纪念增刊》，集中发表

了期刊史研究、期刊评论、期刊编辑体制研讨等文章。其中，

《清华周刊》总编辑梅汝璈的《 十年来之清华周刊》一文，应

视为我国大学期刊史的开山之作。梅汝璈主要按照编辑特

点，将《清华周刊》史划分为 ’ 个时期，即：“ 自民国三年三月

至六月为第一期（创始时期）；自民国三年九月至民国八年底

为第二期（扩充、守成时期）；自民国九年四月中旬至民国十

二年正月为第三期（集稿制时期）；自民国十二年二月至今为

第四时期（新编辑制时期）”［&$］。这种个案研究的分期方法

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借鉴。其中，对废除期刊编辑制度，采用

“集稿制”，而造成期刊混乱的教训的总结，使后人知道编辑

始终应该是期刊出版中不可或缺的必须环节。

之后的大学期刊史研究，多散见于大学期刊的发刊词、

编后记或其他的综合性研究中。

&# 世纪 (# 年代初，万泉、李扬明、谢振中、刘万全、许周

鹣、唐少卿、宋应离等，开始对大学学报史进行研究，包括一

些文理综合性的大学学报。其中，以万泉发表在《 辽宁大学

学报》的《我国大学学报史考》［&&］为始，而宋应离的《 中国大

学学报简史》则为集大成之作［&!］。然而，这些工作大多囿于

“学报”或社会科学期刊的范围，对科学技术期刊只是提及刊

名或篇名，或一笔带过，仅有唐少卿发表在《 世界图书》$%(’

年第 ’ 期的《 中国高校自然科学 学 报 !# 年》专 注 于 科 技

期刊。

教会大学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大学学报，故对其开展研究

实际上是对大学学报的源头研究。李楚材的《 帝国主义侵华

教育史资料》［&’］中有“ 报章杂志、编辑出版”专章，载有林乐

知的《教会新报》发刊词、重回华海仍主公报、王治心的文字

事业与基督教、金多士的美华书馆 "# 年简史、《圣教杂志》的

由来和贡献、天主教文字事业的大概等教会期刊史料。其中

不少期刊为文理综合性期刊，涉及西方天文学、数学、光学、

力学、地学、水利学、气象学、人体生理学等在我国的传播。

$%(+ 年，陈建民发表《 近代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

年，黄新宪发表《 教会大学学术期刊探略》［&,］。&##+ 年，姚

远、亢小玉发表《 中国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考》［&"］，认定上

海圣约翰大学的《约翰声》和东吴大学的《学桴》两种教会大

学期刊为中国最早的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

&# 世纪 (# 年代末，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

组织了一系列的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研究，渐使散兵游勇式的

研究形成一种有计划的系统工作，大学科技期刊史的研究就

是在此时开始的。$%%" 年，姚远历时 $# 年完成的《中国大学

科技期刊史》出版［$!］。该著对高校主办的 $ ’## 余种文理综

合性期刊，尤其是 +## 余种科技学术期刊进行了历史性论

证，还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了主要大学主办的全部期刊。

!* &) 其他类别科技期刊史研究

!* &* $) 各学科期刊史

最早专论科普期刊史的为汪敬熙在 $%’, 年发表的《 中

国最早的通俗科学期刊》［&(］。

中国数学会编辑的《 中国数学会史料》对本会创办的

《数学学报》等期刊史料有详细记载［&%］。吴文俊《 中国数学

史大系》中有对早期数学期刊的介绍［!#］。郭世荣、胡毓达等

对我国最早的数学期刊《 算学报》从科学史角度有研究成果

发表［!$，!&］。亢小玉、姚远发表有《中国数学期刊的演进》［!!］。

对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天文学期刊史的研究鲜见报

道。目前，见有张子高、杨根对《 亚泉杂志》中化学内容和研

究［!’］，吕秉森对《药和化学》杂志的研究［!+］，王治浩对《 格致

汇编》中化学内容的研究［!,］，陈镱文对《亚泉杂志》中放射化

学内容的研究［!"］。诸平对国外化学期刊的研究［!(］，也对研

究中国化学期刊的发展有所借鉴。胡俊荣的生物学期刊研

究［!%］，吴美霞对中国天文学会所办期刊史料作了整理［’#］，王

文德等对气象期刊的研究也涉及早期天文学期刊［’$］等。

《中国地学大事典》收入了全部地学期刊，并做了简要介

绍［’&］。张银玲、徐象平等发表有 $# 余篇论文对地学期刊史

开展了系列研究［’!］。

华恕主编的《$%$" - $%(! 中国农学会 ,, 周年纪念刊》收

入了《 中华农学会会报》$%$" 年 至 $%’( 年 要 目 及 相 关 史

料［’’］。王春林、何锡源主编的《中国高等农业院校学报发展

史》［’+］，收入 ’# 余所农业高等院校学报的史料，但仅限于各

刊历届编委会名单和简要介绍。&##+ 年 $ 月，河北省教育

厅、新闻出版局、科技厅等在河北农业大学召开会议，确证其

学报为创刊于 $%#+ 年的《 北直农话报》，并在 % 月举行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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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期刊史学术研讨会暨《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创刊 !"" 周年

庆典。《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将 #""$ 年第 % 期

辟为“中国期刊史专辑”收入 #$ 篇农学等各个领域的期刊史

论文。在此前、后，姚远、宇文高峰、黄金祥等发表了 !" 余篇

研究《北直农话报》等农学期刊的论文［%&，%’］。

王吉民对 #" 世纪 (" 年代以前的医学期刊目录做了整

理，首开中国医学期刊史料系统整理的先河［%)］。《中国医学

百科全书》附录有中医期刊 ()* 种、西医期刊 #"( 种的名录，

包括刊名、主编者、发行处、创刊年月停刊情况、出版总期数

等。#" 世纪 $" 年代，蔡思熙、祝荩梅等有多篇中医期刊史论

文发表［%*，$"］。陆肇基、张遂康等有关《 中华医史杂志》、《 针

灸杂志》的研究也很有特色［$! + $(］，袁桂清等对《 中华医学杂

志》有系统研究［$%］。#" 世纪 *" 年代之后的医学期刊史研

究，一直是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工程技术期刊史的研究，尚很薄弱。张驭寰发表有《〈 中

国营造学社汇刊〉评价》，对早期代表性建筑工程期刊作了评

述［$$］。姚树 峰 对 航 空 工 程 期 刊、建 设 工 程 期 刊 做 了 研

究［$&，$’］。

(, #, #- 解放区科技期刊史

!*$’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 中国出版史料》（ 补编）中有

!*%& 年苏皖、晋察冀、山东、晋冀鲁豫、东北、晋绥、中原、陕甘

宁等解放区出版的报刊。房成祥、黄兆安主编的《 陕甘宁边

区革命史》中附录有“陕甘宁边区部分期刊目录”，录有 )( 种

文理综合性、政论、军事、青年、妇女、文学、校刊、教育、广播、

经济、科技、文摘等类型的期刊，其中科技期刊有《 国防卫

生》、《西北医刊》（ 后改为《 西北卫生》），包括刊名、创刊时

间、刊期、印刷类型、编辑出版者和主办人等［$)］。

武衡主编的《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

料》［$*］中有解放区报刊科技报道摘编。其中提及毛泽东为

军委卫生部主办的《 国防卫生》月刊题词、稿件来源、稿件内

容、发行等。

(, #, (- 中国军队科技期刊史

!*)& 年，黄 河、张 之 华 编 著 成《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报 刊

史》［&"］。!**$ 年，刘亚发表有《 大江南北的“ 游击文化”：新

四军报刊探析》［&!］。石家庄陆军学院的刘宏权、刘洪泽对中

国期刊史多有研究。第四军医大学的王睿注重于军医期刊

史的研究［&#］。

(, #, %-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期刊史

!**% 年和 !**& 年，白润生分别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字

报刊史纲》和《民族报刊研究文集》［&(，&%］。#""" 年，吴江发表

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业务的嬗变发展》［&$］。其中，认

为 !*"$ 年张荫棠、联豫在西藏创办的 !& 开书本式《 西藏白

话报》为我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期刊；!*%’ 年在呼和浩特创刊

的《新蒙》半月刊和 !*%) 年在乌兰浩特创刊的《 人民知识》

月刊已有文理综合的性质。

(, #, $- 港澳台科技期刊史

!*)* 年，尹锡组、蓝崇钰对港台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做了

调查［&&］。!**# 年，黄 增 章 发 表《 抗 战 期 间 香 港 的 中 文 刊

物》［&’］。!**& 年，姚远发表对近代台湾高校科技学术期刊及

近代台湾樟、糖、茶三大名刊的研究论文［&)，&*］。!**’ 年，姚

远的《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列有“港澳台大学期刊”专章予

以讨论。诸平从数据库中的历史文献入手，对台北帝国大学

期刊的研究，开拓了殖民地期刊研究的新领域［’"］。

(, #, &- 海外中文科技期刊史

海外中文科技期刊史研究分三种情况：一是中国留学生

在海外创办的中文期刊；二是华侨在海外创办的中文期刊；

三是当地政府、社团针对华裔或出自研究目的创办的中文期

刊。当然，也有其他国家出自政治或文化需求对中文期刊的

研究。!**" 年，孙 文 铄 发 表 有《 海 外 出 版 的 早 期 华 侨 报

刊》［’!］。!**% 年，周振鹤发表《 日本外务省对中国近现代报

刊的调查》［’#］。!**% 年，徐江莉发表《 论近代中国留学生报

刊的内容、特点及其作用》［’(］。!**’ 年，姚远的《中国大学科

技期刊史》专章论述“海外留学生社团与期刊”。!**’ 年，吴

庆棠出版《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涉及文理综合性期

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从中国到新加坡 的 复 刊 情 况。

!**) 年，王士谷出版《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涉及《 察世

俗每月统记传》、《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 年，新加

坡卓南生出版《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涉及清代 !# 种文

理综合性中文期刊在马六甲、巴达维亚、新加坡等地的编辑

出版情 况。#""% 年，谭 树 林 出 版《 马 礼 逊 与 中 西 文 化 交

流》［’’］，对在境外出版的第一份文理综合性中文期刊的创办

者马礼逊，及其“ 与近代中外文报刊”、“ 与西方近代印刷术

的传入”列专章做了讨论。早期百余种西方传教士创办的中

文期刊在海外有较好的馆藏，是西方科学技术东传中国的直

接媒介，倾力于此必会有较大收获。

%- 结语

本文综述的这些内容，只是一些最主要的方面，并不能

涵盖科技期刊史学的全部。比如，科研院所主办的期刊、社

团主办的期刊、政府或厂矿企业主办的期刊、分省市区的地

方期刊研究、科技期刊史的分期、科技期刊类型的演化、科技

期刊人物与机构研究、科技期刊馆藏史研究、科技期刊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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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科技期刊管理史研究、科技期刊评价史研究、科技期

刊编辑方法的演化、外国科技期刊史研究、科技期刊史研究

方法论、科技期刊史研究队伍建设等，均需进一步的研究。

即使是我们涉及的领域，也还有不少空白，比如俄罗斯人、日

本人、朝鲜 ! 韩国人等，从清末以来都曾在我国境内各自创

办过 "## 余种各类期刊，都对中国期刊的发展有所影响，有

必要研究之。另外，还有殖民地期刊、租界期刊、日伪期刊都

有其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

今后的工作，除分学科、分类型、分地区、断代、综合等研

究方法以外，还要特别注意科技期刊的个案研究。实际上，

科技期刊个体的发生就是类群发生的重演，个体发育与系统

发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皆着眼于笼统式的研究，势必空洞

无物，发而无感，难以产生共鸣。从科技传播学角度对科技

期刊传播史的研究也很薄弱，编辑出版者、图书情报工作者

或新闻工作者都从自己的本职出发涉猎科技期刊史，反而忽

略了科技期刊最本质的东西———其科学技术内容的传播。

其实，离开这些内容的传播，科技期刊就剩下一个空壳，也就

与科学技术毫不相干，因此这是要害。对于外国科技期刊史

的研究也仅限于鳞爪。其实，中国人早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的说法，欧洲科技期刊的起源要比我们早 "## 多年，因此，加

强对外国科技期刊史的研究，可以极大地推动中国科技期刊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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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老师：

您好！

我是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史庆华，在您的帮助和指

导下，我已经在《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发表了 * 篇论文，我已连续 ! 年

自费订阅贵刊，您们所办的刊物，在业务上给我指导并经常给我带来

新的工作思路，非常感谢您，为读者办了这样好的一个刊物。另外，

编辑部人员所体现出的敬业精神，令我感动，在我最初向贵刊投稿

时，有四五篇稿子都被退回，但审稿人近 * 页稿纸的审稿意见实在让

我佩服，也严肃了我的写作态度，所以以后投稿时，我都是认真地思

考，将有价值的稿件投给你们，自己认为不行的坚决不投，以免浪费

你们的宝贵时间。我想，当初我投稿时，也许是我水平有限，写不出

合格的稿件；也许是我没有认真，没有充分挖掘自身的潜力，但是您

们的审稿单和退稿信，让我改变了写作的态度，改变了工作的态度，

我从此认真地写稿了，也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作者了，您的编辑精神感

动了我，我决心向您学习。

新年快到了，随信带去我的问候，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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