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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对中国现代科技期刊文化交流思想的认识 ,在

考察其由近代向现代性质转变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的基础

上 ,对它的编辑出版思想进行客观分析探讨。认为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 ,中国现代科技期刊的科学文化交流思想经历了突

出发展学术研究性、改革提高普及教育水平 2 个过程 ,至抗战

前期形成普及提高并举科学文化交流的成熟主导思想。这一

思想丰富了中国科技期刊科学文化交流的思想内容 ,推动了中

国现代科技期刊的飞跃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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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技术首先产生于西方 ,中国科技期刊最

初是为了引进介绍这些先进科学技术知识 ,达到以“师

夷之长技制夷”,实现民族自强的目的而创办的。正像

国人学习西方科学先从学习基于科学成果的技术成果

开始一样 ,中国人初期创办科技期刊传播科学文化 ,也

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一般性介绍新知识新技术的层

面 ,并没有也不大可能较系统而深层面地向国人交流

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和成果。新技术的产生源

于新的科学发现 ,一个民族没有厚实的科学文化基础 ,

没有自己的科学文化创新发展 ,不可能有先进新技术

的产生和持续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 ,引发了国人对近代

科学文化教育更深刻的反思。科技文化教育界的众多

有识之士从创办出版科技期刊的实践中 ,看到了它在

国民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自身的不足 ,并敏感地觉

察到专向普及不应是科技期刊完全的社会功能 ,而促

进科学文化教育的全面提高发展 ,才是科技期刊的根

本任务 ;因此 ,在五四运动之后 ,他们大胆探索转变科

技期刊的文化交流思想 ,不断运用于编辑出版实践 ,逐

步形成了新时期普及提高并举科学文化交流传播的指

导思想。

1 　普及提高并举文化交流思想产生的背景

　　近代中国社会自“洋务”自强、变法维新运动以来 ,

到 20 世纪初期 ,继辛亥革命又兴起新文化运动。新文

化运动兴起之时 ,正是赴欧美留学的学子们相继开始

回国之际。他们了解西方近代科学与技术 ,熟悉国情 ,

深知祖国迫切需要科学文化的普及教育和提高发展 ,

便积极投身于祖国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创业之中。

他们创办科学社团学会 ,把国内外培养起来的科学人

才组织起来 ;献身高等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及时播撒科

学的种子 ;筹办科技期刊 ,传播科学文化思想与知识。

他们的这种爱国思想行为 ,有力地促进了新文化运动

的深入发展。至 1919 年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反

帝反封建 ,提倡科学与民主精神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

主要思潮。

在这种进步思想浪潮推动下 ,中国社会大众对科

学文化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 ,在有识之士的努力

下 ,科学社团学会不断增长 ,至 20 年代后期政府中央

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相继成立 ;高等理科教

育迅速发展 ,许多大学相继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工

程、水利等专业系所 ,初步奠定了中国现代科学文化教

育的基础。

这种历史性的社会变革 ,引起了全社会对科技期

刊的更加广泛关注 ,引发了期刊界人士的深入思考。

他们总结初创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经验 ,认为原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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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期刊学术研究性薄弱 ,要发展科学文化 ,必须开展自

己民族的科学研究工作 ,因而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办

刊思想愿望在原有科学普及思想的编辑出版基础上反

映出来 ,成为新时期普及提高并举科学文化交流思想

的肇始。

2 　普及提高并举文化交流思想的形成与实践

　　如果说中国初创科技期刊的主要色彩是一般科学

普及教育性质的话 ,则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转变为

具有科学研究和科普教育互补的性质。在这一转变过

程中首先是突出发展了学术研究性 ,其次是明显提升

了普及教育性。至抗战前夕形成普及提高并举的科学

文化交流思想 ,呈现出学术、科普两性互补 ,共同发展

的全新出版格局。

“中国社会虽然从鸦片战争 (或许更早些) 开始就

直面西方的特殊舶来品 ———科学 ,但对科学有比较全

面而深入的理解则开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 ,从这

以后有了中国的科学化运动 ,有了全社会范围的科学

知识的普及 ,科学教育的推广 ,科学人才的培养 ,科学

机构的设立 ,科学报刊杂志的兴办 ,并完成了中国科学

的体制化过程 ,在科学的专门领域出现了一批大师级

学者 ,取得了国际同行认可和欣赏的科学研究成果。

自此至抗战前的十几年 ,被誉为中国科学事业的黄金

时代。”[1 ]

五四时期科学文化教育界对科学问题的热烈讨

论 ,加深了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 ,也激发了科学文

化教育界人士大胆探索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和对科学普

及教育的巨大热情。他们认为 :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 ,

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强弱程度 ;要使祖国强盛 ,必须提高

国民的科学文化素养 ,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 ;发展科学

的根本出路在于科学的探索和创新 ,科学探索与创新

有赖于社会科学文化整体发展水平。为此 ,他们组织

科学社团学会 ,献身于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其中创办

新的科技期刊 ,成为他们积极推动科学文化事业发展

的重要方式。

方式之一 :创办新学术期刊。著名教育家蔡元培

先生当年认为“大学者 ,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因此他亲

自创办了《北京大学月刊》(1919) 。他在发刊词中说 :

“北京大学之设立 ,既二十年之兹 ,向者自规程而外 ,别

无何等印刷品流布于人间。自去年 (1917 年) 有日刊 ,

而全校同人始有联络感情 ,交流意见之机关 ,且亦借以

报告吾校现状于全国教育界。顾日刊篇幅无多 ,且半

为本校通告所占 ,不能载长篇学说 ,于是有月刊之计

划。”其愿望也如发刊词所示 :是为了进行学术研究 ,网

络众家学说 ,发表各方面的学术见解 ,广泛进行学术交

流 ,“破除专己守残之陋见”,创造学术研究上的自由空

气[2 ] 。中国水利工程学会 1931 年创办《水利》月刊时

编者也认为 :“吾国水利工程界同志 ,向无联络之机关。

各学其学 ,各事其事 ,彼此不相闻问 ,淡然若望其为一

国兴利弭之急先锋者 ,此吾同志之过也。今幸吾同志

及时自觉 ,有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之组织 ,并首先谋及出

版月刊 ,使吾同志之所思所学所事所成就 ,皆及籍本刊

以表见。学理因切磋而益显 ,事业因互助而益宏 ,行见

中国水利学问与事功均因时而俱进 ,则此刊为不虚

矣。”[3 ]

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 ,在一大批有识之士致力于

科学研究探索思想的影响下 ,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东

北交大、中央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著

名大学或率先创办了科学研究性质的自然科学学报或

期刊 ,或对原有学报或期刊进行了改革。据不完全统

计 ,从 1928 至 1937 年 ,大学创办的比较重要自然科学

学报和期刊的总份数逐年依次为 5、11、11、8、7、12、6、

5、6、3 种[4 ] 。这些学报和期刊 ,及时反映本校教学和

科研的新成果 ,广泛对外开展学术交流 ,有力地促进了

高等学校理科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科学研究的积极起步

与快速发展 ,成为中国学术类科技期刊中的一支重要

的有生力量。

与此同时 ,这一时期先后成立的许多学科专业社

团学会 ,也纷纷创办了具有现代科学技术意义的学术

研究性期刊。如从 1922 至 1936 年 ,先后就有中国地

质、天文、气象、物理、化学、地理、生理、植物、动物等学

会 ,以及其他在全国有影响的一些社团创办了各自的

会刊 ———杂志或学报 ,这些学术性期刊以发表学会会

员的科学研究成果为主 ,积极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

其中很多会刊 (报) 是用外文出版的 ,向国外有关研究

机构交换资料 ,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学术活动层面。如

《中国生理学杂志》,其“每期内的论文 ,在英、美、德、法

的生物学、医学和心理学的文摘杂志都有摘要登出 ,并

且许多的论文都能引起外国研究同一问题的学者底

注意”[5 ] 。

方式之二 :全面提高科普期刊的整体水平 ,扩大社

会影响面。20 世纪 20 年代前期 ,许多科学社团学会 ,

包括大学在内很大程度上把科技期刊的主要编辑出版

精力倾注于专业学术性期刊 ,科普期刊的改革发展相

对较慢。到 20 年代后期 ,一场“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

国固有的文化 ,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 ,以

科学的精神光大中国未来的生命”[6 ]为己任的科学化

运动在中国大地兴起。

科普期刊的出版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特别是科技

期刊界先辈们的深沉思考。1933 年南京成立中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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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化运动协会 ,编辑出版了会刊 ———《科学的中国》半

月刊。中国科学社于同年创办了著名的《科学画报》月

刊 ,其目的正如它的《发刊辞》中所说 :“要中国真正科

学化 ,我们要极端注意的 ,就是本国的民众和儿童。民

众是国家的根本 ,儿童是将来的主人 ,需要科学去解决

他们生活和事业的困难。”“中国科学社此次发刊《科学

画报》的宗旨 ,最主要的就是要把普通科学知识和新闻

输送到民间去。”[7 ]

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认为 :我国科学不发达是由

于懂得科学的人太少 ,以致国家的科学文化水平难以

提高 ;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 ,首先要普及科学 ,广大人

民群众掌握了科学 ,不仅可以利用科学发展生产 ,还可

以在科学思想的影响下 ,解放思想 ,进一步发扬民主思

想 ,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科学文化、生产和人民大众的生

活水平 ,增加国力 ,抵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8 ] 。中

国生物科学学会于 1936 年 1 月重新创办的《生物学杂

志》编者在其《发刊辞》中说 :“在目前已有之生物科学

定期刊物中大抵均属关于分析与记录性质之研究报

告 ;间有综合性论文之作 ,每散见于概况自然科学各部

之期刊中 :二者或偏于专门 ,或迷失于多种科学论文之

海。至于以生物学为对象 ,而内容看重综合性研究之

介绍 ,题材不必均属创造 ,而实具普及生物学知识 ,诱

掖初学者深入斯学之功能者尚不多见。本刊自励之使

命 ,思弥此缺憾。凡举现代生物学界研究之趋势 ,生物

学各部门言研究方法之叙述 ,各项重大生物学问题之

讨论 ,国内外重要生物学新刊之介绍 ,国内外生物学界

消息之记载 ,要为本刊发表之主要内容。”[9 ]“冀求对

于国中大学生物学系学生 ,中小学生物学教师 ,农艺、

医学界以及一般读者中之不忘情于生物学知识之培养

者供给一种适宜之读物。”[9 ]

在这种深入普及教育思想的指导下 ,科普期刊从

综合和专业这 2 个方面都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例如综

合性的先后创办的还有《科学世界》(1932) 、《科学时

报》(1934) 、《科学大众》等。许多专业或专门性质的学

会先后创办的专业科普期刊有《中医杂志》(1922) 、《纺

织时报》(1923) 、《中国养鸡杂志》(1928) 、《华北养蜂月

刊》(1929) 、《水电季刊》(1929) 、《蚕业导报》(1929) 、

《航空杂志》( 1929 ) 、《电工》( 1930 ) 、《电业季刊》

(1930) 、《陕西水利月刊》(1932) 、《棉业》(1933) 、《无线

电》(1934)等。这些期刊通俗易懂 ,内容丰富多彩 ,吸

引了社会各界广大科技爱好者。特别是像《科学画报》

等期刊图文并茂 ,内容鲜活 ,吸引了众多普通科技爱好

者 ,尤其在广大中小学生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

播下了科学的种子。

据对《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 —1949)并参

考有关文献的初步统计 ,从 1928 至 1936 年各年创办

的科学技术期刊的数量依次为 66、109、76、100、119、

141、149、131、86 种 [10 ] ,而且这一时期创办的科技期

刊大多数出版持续时间较长 ,其中很多科技期刊至今

还在继续出版。

从总体看 ,这一时期出版的期刊无论数量还是质

量都有了极其显著的提高 ,极大地提高了科学研究功

能和普及教育水平 ,搭建了中国现代科技期刊的主体

框架 ,加快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进程。

3 　结语

　　综上所述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 ,中国科技期刊

界已经打破普及教育的文化交流思想局限 ,在社会上

下呼唤创立自己民族的现代科学技术基业的声浪中 ,

产生了促进科学研究的期刊文化交流思想 ,在编辑出

版的探索改革实践中 ,开创了科技学术研究期刊的新

领域 ,革新了科学技术普及教育期刊的出版局面 ,实现

了由普及向普及提高并举的科学文化交流思想的适时

进步转变与成功实践 ,丰富并发展了中国科技期刊科

学文化交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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