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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期刊传播学原理 ,对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创刊于清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的《北直农话报》半月刊的白话农学传

播语言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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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创刊于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的《北直农话报》半月刊 ,以中西融通谋兴农强国和

以通俗之文达科学之理的传播理念 ,建立了连通农之

全程的传播回路 ,成为我国清末科技期刊最为成功的

发行传播范例之一[1 ] 。其科技传播语言亦极富特色 ,

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特专文予以探讨。

话语作为基本的文化符码 ,统一控制着认知图式、

语言和知识。《北直农话报》按农学学科所设的栏目 ,

构成了其话语生产的控制体系。史实证明 ,它选取的

传播符号或传播语言 ,维系了传播回路的通畅。

1 　引进科学术语及对外来语的处理

　　在一些一级学科或主干学科上 ,《北直农话报》输

入的学科名称 ,大部分已与今天的规范说法无异。在

一些科学名词方面 ,与今有一些差别。如将 :物体称为

“物件”;加速度称为“渐加速度”;旋转称为“圆形运

动”;椭圆称为“长圆”;离心力称为“远心力”;向心力称

为“求心力”;地心引力称为“地球求心力”;分子结合力

称为“凝集性”;韧性称为“黏韧性”或“柔软性”;延展性

称为“延性”或“引长性”;辐射称为“放散”;光合作用称

为“同化作用”;氮气称为“淡气”;啤酒称为“麦酒”;浓

度称为“沃度”; 88. 6 称为“八八奇零六”等等。另外 ,

也有一些中国传统科学的说法和西方当时已逐渐淘汰

的说法。比如“格致学”和“博物学”。

在涉及米 (metre) 时 ,音译为“昧多鲁”,其千分之

一 ,译为“迷离昧多鲁”。1906 年第 6 期梓钱的《土壤

的分类》一文述及土壤物理学的 3 项重要成分时 ,即有

“怎么叫做砾呢 ? 其各个粒子的直径大 (四迷离昧多

鲁)者 ,就称为砾 (一昧多鲁是日本的三尺三寸 ,一昧多

鲁的一千分之一是一迷离昧多鲁”[2 ] ;1906 年第 8 期

子丹的《农产制造 :麦洒酿造法》一文提及直隶高等农

业学堂试验场从日本购进酿造啤酒的大麦名 ,音译为

“过鲁丁灭龙种”,并括注了日文“ � …Ë …ƒ Ó Á Î

Ó”,这似隐含有敌视以龙为图腾之中华民族的意思 ,

但未见有相应的编辑处理 ;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年) 第

7 期荫墀译自日文的《畜产门》一文 ,译不出美国一种

用 3 条腿跳行 ,用 1 条腿换行 ,1 h 可行三四十里的快

马种名“细蹀马”时 ,还用日文“¨ Í ⁄ � …”做了括注 ,

可能是一时很难选取合适的中文译法之故。

另外 ,也有将西方长度或面积化为中国市制的 ,如

1906 年第 6 期憩南的《格致学 :重力性》一文 ,即将质

量单位换算为市斤 ,将米制换算为市尺 ,“奇零 (小数

点)以上的位为米粒密达英尺 ,一米粒密达尺 ,合中国

三厘一毛五丝”;将平方米换算为方丈、方寸 ,将英里括

注为“一英里合中国三里”,将牛奶容积换算为“三斗四

五升”;将十八世纪 ,括注为“西洋所用纪元后的年号 ,

是中国现在一百多年前”等。

2 　图、表和注释的使用

　　图表是简明和形像表述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手法 ,

《北直农话报》除在每期封面墨线绘有植物、动物、昆虫

等图画外 ,在文中也有不少插图 ,图文并茂地表明了复

杂的科学问题。如 1906 年第 7 期封面上绘有逼真的

蒲公英 ,雨生的《博物学》论及柿子的种子胚、胚乳、种

皮时 ,就有“竖切种子为两片的图”和“放大的胚”2 幅

图 ,并用甲、乙、丙、丁、戊、己、庚等注释种子各层名称 ;

1906 年第 8 期子丹的《麦酒酿造法》在论及酿啤酒时

控制麦芽干燥温度图示中 ,已开始用到“H”“75 -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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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等外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表示时间和温度 ;1906

年第 8 期秀含的《病虫学 :多足纲》一文所绘的昆虫构

造图 ,将步行昆虫从触角到尾节 ,编为“一至十九号”,

一一注释 ,又分成口部、眼部、触角部等甲、乙、丙几大

部分 ,还将头部 ,腮部局部放大再行细部注释 ,可谓一

清二楚 ,从而突显了图示的独特语言功能 ;1906 年第 6

期子丹的《农产制造 :酿造室的修盖法》既有美国压榨

机、发酵鼓形桶的图示和各构件的符号说明 ,也有榨出

果液平均成分中水分、糖分、酸类 ,橡皮质 (胶质) 、蛋白

质、灰分的数据列表。同期《农艺化学》一文中也有“马

铃薯百分中含有淀粉的比重卡线表 ,同期《栽桑适地》

一文有往日本购回桑秧的种类、早桑、中桑、晚桑和每

2 000 株两年苗的定价的无线表 ,以及第 7 期述及饲料

养分时 ,有碳水化物、蛋白质、脂油、骨粉、骨粉制过磷

酸钙、矿质过磷酸钙等各种养分的无线表 ,并在未测项

中还用一字线注明。

为了扩大知识面 ,佐证有关观点 ,也常用注释手

法。1906 年第 7 期　臣的《园艺学》在论及可在七八

年生的果树行间套种矮　木孛、梨等二三年生果树 ,七

八年后再除去矮性果树时 ,就括注指出“敝学堂的试验

场 ,创设了一个果园 ,就是这个样子 ,亦很有效验”;同

上文的另一处在论及要保持果园里太阳光线照射和空

气流通 ,以利果树生长时 ,就括注 :“植物没有光线的害

处 ,在植物病理学上说过 ,可以参考参考”;1906 年第 8

期竺生《森林学 :水源涵养》一文论及“水准面”,括注有

“即地内之水皮 ,如挖井几尺深见水 ,几尺下即是水准

面”,解释非常清楚。

另外 ,也见有一些类似参考文献或出处的用法。

如 1906 年第 6 期凤楼的《俄国的农事教育》一文 ,即注

明译自日本北海道《农会报》。1906 年第 10 期《草木

移植心得》注明“录自候官萨端所译原本”,同期《选录 :

中国急宜注重农产》一文注明选自《敝帚千金》等 ,均可

视为出处。然而 ,“纪事”栏中 ,摘转了全国其他报、刊

的大量农学消息 ,却只注明省份 ,而未注明出处 ,稍觉

遗憾。

3 　口语、俗语和方言的运用

　　其口语化很普遍 ,如“吸住咧”,“风哩 ,云哩 ,水哩

⋯⋯”,“大大地下些本钱”,“改良改良”,“学学这个法

子”,“要求着一天比一天好才是呢”,“试先说说”,“分

别分别”,“细细说明就是了”,“明明白白地说说罢”,

“你说是不是呢”,“照这样看起来”,“如大家不嫌絮烦 ,

就再为大家说一说罢”,“大家听着 ,觉说的这个话儿必

以为离奇”等。另外 ,还有“成日介”、“成年介”、“比方

比方”、“刻下”(现在) ,“干系”、“样数”、“凑合”、“妙法

儿”等河北方言的运用。

一些俗语的用法也恰到好处。1906 年第 8 期范

卿的《畜产学 :繁殖改良法》一文论及遗传时 ,即以民间

俗语做解释 :“将门出将子 ,又说是粪堆上不长灵芝草 ,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又说什么侄女随姑 ,外甥随舅 ,

这都是遗传力的讲究 ,不过是习而不察就完了。”在述

及植物叶面与温度的关系时 ,认为“植物平日生长到成

熟 ,皆因着叶的吸收和蒸发的力量 ,所以保护植物叶也

属重要的”。然后 ,用俗话使这一理论更为通俗化 ———

“俗话说‘一处有病 ,全身为之不良’,叶与植物的关系 ,

也与俗话一样的道理 ,叶的吸收和蒸发作用一失 ,植物

的全身遂至伤败。”[3 ]

1906 年第 6 期允升的《森林学 :调和气候》一文说

到夏天时 ,太阳晒不进林子 ,就凉快 ,冬天时 ,林地上的

热放散不出去 ,就比林外暖和时 ,有 :“那位老哥说咧 ,

人又不是鸟儿 ,谁能常在树林子里住着呢 ? 唉 ! 你听

差了。我说的这话 ,却不是这么样 ,还有一段细微的道

理呢 ! 我再说一说 ,你再听一听罢。”在述及森林里冬

暖夏凉后 ,又说“森林有这么大的利益 ,吾甚望阅报的

诸君 ,细细地将这利益和那乡间的老百姓们说说 ,使他

们费点资本 ,买些树秧子栽栽 ,不负做《农话报》的苦心

哩”[4 ] 。这其中的“老哥”、“说咧”、“唉”、“听差了”、

“再说一说”、“再听一听罢”、“树秧子”、“栽栽”都是河

北乡间俗话 ,也带有一些方言 ,读来倍感亲切 ,如拉家

常 ,如唠嗑 ,不带有说教 ,却又融入了科学道理 ,这种语

言处理 ,显然比演说体更具传播力。

4 　修辞与趣味性的表现

　　为便于理解 ,比喻的手法也常被使用。如 :论及

“种子发芽”,即喻作“婴儿脱胎”;论及种子学上的“胚

乳”,就比喻“这胚乳就是预先贮藏的营养分 ,和那慈母

以乳食赤子是一样的道理”;论及果树间距疏、密因地

而异 ,避免养分不足时比喻“有一石粮食 ,只可够一人

吃一个月 ,若是一个月两人吃这一石粮食 ,每饭还能吃

饱吗 ,大家想想 ,若是每饭吃不饱 ,身体还能结实吗 ,这

个植物 ,亦是一样的道理”。述及“种子与温度”时 ,引

入了一种化学药品 ,名“盐化石灰”,具有与种子“温度

一同上下的性质 ,所以饱有的水分不容易失去 ,这样种

子就是受高温度也无妨”。然后 ,比喻说 :就像种子里

边“有个寒暑表一样”[3 ] ,非常形像生动。然而 ,也有

个别不大恰当的比喻 ,如提到“欧洲上的国度 ,同有牛

马户籍”,然后括注比喻说“就像中国的户口册似

的”[5 ] ,将西方的“牛马户籍”和“中国的户口册”相提

并论 ,很不顺耳。

为示亲切 ,文中也常出现作者、编者身份 ,或与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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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对话。如 1906 年第 6 期泽卿的《选录》即有 :“然

而作报的人 ,常看见外国报上 ,说哪一园庄稼得了新

法 , ⋯⋯作报的人看见这些话 ⋯⋯。”1906 年第 7 期铭

九的《社说 :北清防旱以种树为要说》,本为“社论”文

体 ,但也极具故事性 ,设计了作者 (先生) 、“一农家拌

(扮)者”和“一念书打拌 (扮) 者”之间的席地“坐谈”形

式 ,引入“北清种树防旱”这样严肃的论题 ,很亲切、通

俗地论述了森林何以能调和气候、涵养水源、致雨防旱

的道理。

为增加趣味性 ,也常在论述性文章中适当插入一

些诗词、笑话或故事。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年)第 11

期铁珊的《肥料学》文末有六字句“十亩闲闲屋两楹 ,催

耕布谷迓头鸣 , 肥施陇际桑条秀 , 雨惠田畴麦穗

青”[6 ] ;同期钟鲁的《作物学》文末有“带露叶盈蚕箔 ,

翻云麦熟田家 ,白水千塍秧马 ,绿阴几户缫车 ,日午鸣

蝉远近 ,风薰飞燕横斜 ,男女适均劳逸 ,相逢只说桑

麻”[7 ] ,分别描述了河北一带的田园风光和男女同工

同劳 ,事于蚕桑的情景。又如 1906 年第 7 期所载荫墀

的《畜产门》一文 ,在论及西半球的美国尚未立国前的

七八百年前 ,原无马 ,亦不知‘马’字怎么讲。“美国人

和外国打仗 ,听见说敌国有‘人马’,就极害怕。赶到两

军对垒 ,看见敌国的兵 ,有四条腿 ,前面有一个大脑袋 ,

上边又有一个小脑袋 ,跑得极快。他们说这是两个脑

袋的怪物 ,这就叫做人马 ,于是不敢对敌 ,就统统跑了。

怎么回事呢 ,他们不知道人是人 ,马是马 ,人骑在马上 ,

所以他们就说是两个脑袋的怪物”[8 ] 。然而 ,正是这

样一个国家 ,过了七八百年 ,已经是良马“种类极多”,

成为“以马著名的国家了”,“这却不是别的缘故 ,就是

美国那有学问的人 ,年年留心改良 ,不靠粗人去做这养

马的事 ,所以能养出好马来呀”。“咱们中国的蒙古、

陕、甘、新疆、青海等地 ,本是天然的牧场 ,牲口的种类

甚多 ,性质又很老实 ,容易使用 ,原是当以畜产著名的

啊 ! 那知道传流四五千年 ,到了今日 ,直落得是人不

如 ,你说这是老天爷薄待我们吗 ?”[8 ]这关键是我们用

旧法办畜产 ,没有靠学问去改良品种。然后 ,再一一论

说改良畜种与科学饲养的办法 ,即收到极佳的科学传

播效果 ,既不盲目崇洋媚外 ,又不妄自菲薄 ,也说得有

条有理 ,哪有不为老百姓所接受的道理。

至于其“小说”栏内所载的《阿藏格》农学小说 ,则

更是妙趣横生 ,将如何种庄稼、收获 ,如何修盖农舍等

农事写入小说 ,并通过亲友、邻居的参观、讲解 ,说明为

什么这样做的道理 ,可谓寓科学于小说。正如主办者

所说 :通过此栏“描写农家的景况 ,讲究农学的新法 ,令

人一看有乐于为农之想”[9 ] 。

5 　结论

　　在传播语言方面 ,该刊考虑到上海《农学报》“专译

学理 ,收效无多”的“前车之鉴”[10 ] ,也基于“农佃程度

尚低”,故“从浅近入手”,“演成白话”,以使“阅者易

晓”。而且 ,寓高深学术于白话 ,形成了“阳春白雪”与

“下里巴人”兼而有之的独特传播语言。诚如直隶高等

农业学堂监督黄王景所说 :“《农话报》全用白话 ,把自己

所得于心的公之于人 ,愿识字的人 ,念给不识字的人听

听 ,辗转相传 ,如法办理 ,要能够人人都看此报 ,智慧一

定开启。”[9 ]根据这些原则和“前车之鉴”,《北直农话

报》对科学术语、外来语、注释、图表等作了通俗化处

理 ,使用了大量口语、俗语或方言 ,也使用了大量的故

事、笑话、对话、座谈等形式增加趣味性 ,从而达到了

“以通俗之文 ,达科学之理 ,野老田夫亦能通晓 ,实于农

业有裨”的良好效果。

这在我国早期科学技术白话文的进化史上具有重

要意义。其中 ,有关农学、林学、气象学、病虫害命名、

啤酒酿造、农产制造、土壤与肥料方面的一些名词、术

语、译法、图表使用、注释出处等奠定了以后逐渐规范

化的基础。

《北直农话报》对我国科技书面语文化的贡献 ,不

仅限于使文字从人工记忆向科学知识贮存的转化 ,它

还脱离口语传播的局限 ,在农学家 (叙事者) 和野老田

夫 (受众)间构建起一个有效运转的科技白话文传播体

系 ,从而不仅成为创立科技期刊白话文体系的先锋 ,也

成为推动农业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发展以及教化民风的

原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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