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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文献考证方法 ,考证中国近代数学期刊的发展源

流。着重对中国近代 2种最早的同名数学刊物《算学报 》进行

分析。认为中国数学期刊的发展经历了由私人办刊到学会办

刊的过程 ,且亦由综合类向专业类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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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专门的数学期刊以前 ,数学论文大多发表

在综合性的自然科学期刊之中。如 1872年 (清同治十

二年 )创刊的《中西闻见录 》,在其后陆续出版的 30多

期中 ,基本上每期都有一两篇数学论文 [ 1 ]。在《中西

见闻录 》上发表的数百篇各类论文多为译文 ,以介绍

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为主 ,而唯独数学论文几乎全部系

中国传统数学家们的新撰论文。其中 ,在 2、3、4期连

载发表的《考数根法 》为李善兰的代表作之一 ,这也是

中国传统数学家开始利用“期刊 ”这一新形式发表新

作的代表。

在日本明治维新 (1868年 )之前 ,中国的数学实力

仍在日本以上 ,然而 ,仅仅 30年之后 ,到 1898年 ,中国

即开始向日本大量派遣留学生。

为什么 1868年以前 ,李善兰的著作和译作还是日

本学习西方科学的主要媒介 ,而 30年后形势却完全逆

转呢 ? 关键是日本“明治维新 ”后 ,推行“算术以洋法

为主 ”的教育决策。日本及早采用洋算 ,成为日本数

学、科学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对日本数学的发展、教

育的振兴 ,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同时 ,也将当时依

旧闭关锁国的中国抛在了身后 ,李善兰时代的数学优

势 ,至此完全丧失殆尽 [ 2 ]。

1　早期数学论文发表的背景

　　1900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 ) 11月 ,杜亚泉主编《亚

泉杂志 》(次年改为《普通学报 》) ,专门“辑录格致算

化农商工艺诸科学 ”,“算学科 ”为其 8大学科之一 ,发

表了不少数学、几何、代数、三角学方面的文章 ,介绍西

方各国的数学知识 ,以通俗易懂、引发科学兴趣、具有

实用价值为宗旨。

1902年 (光绪二十八年 ) ,扬州知新算社社长周达

(1879—1949)东渡日本调查算学 ,购买了一套完整的

150册的日本数学杂志《数学知报 》,早期的中国办刊

人借鉴日本的办刊经验 ,开始接触现代意义上的期刊 ,

对中国近代数学期刊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 3 ]。

1905年 (光绪三十一年 ) 11月 ,保定府高等农业

学堂在河北保定创办的《北直农话报 》(半月刊 ) ,设有

“算学专栏 ”,曾自第 3期 (1905年 12月 26日出版 )连

载雨苍和梓芳的“数学须知 ”,直至第 15期。

1907年 (清光绪三十三年 ) 6月 ,科学研究会在上

海创刊的《科学一斑 》(月刊 ) ,也发表了“ + ”“ - ”

“×”“÷”“ > ”“ < ”“ = ”“ 　”等符号的含义及来

历 ,以及点线面、勾股弦等定义方面的数学文章 ;但大

部分文章译自日文 ,知识较浅 ,带有启蒙性质。

除一些综合性的早期自然科学期刊发表数学论文

以外 ,一些工程技术性期刊 ,甚至农学期刊 ,也发表过

一些数学论文。

1917年 4月创刊的工程技术杂志《学艺 》第 3卷

第 1号 (1921年 5月 31日出版 )至第 5号 (1921年 10

月 30日出版 )分别发表有钱宝琮 ( 1892—1974)数学

史系列论文 ,包括《九章问题分类考 》《方程算法源流

考 》《百鸡术源流考 》《求一术源流考 》《记数法源流

考 》等论文。这些论文代表着钱宝琮先生最早的一批

数学史研究成果 ,对启迪中国数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

学术价值。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越来越多地要求对自然现象

做定量研究 ,也使数学被应用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

农、医 ,甚至社会科学等广泛领域 ,专门的数学期刊应

运而生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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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种最早的数学专门期刊

211　黄庆澄主撰的《算学报 》　《算学报 》创办于 1897

年 (清光绪二十三年 ) 7月 ,是中国最早的数学专门刊

物 [ 5 ]
,由浙江平阳县慕贤东乡黄车堡人黄庆澄编撰。

创办地为浙江温州府前街 ,从第 2期起在上海新马路

梅福里设立分馆 ,并在时务报馆、格致书室、六先书局

和醉六堂等处设经营点。该刊自 1897年 7月至 1898

年 6月 ,月出 1册 ,每期 30～40页 ,约 1万字。共出 12

期。第 1、2期为石印 ,第 3期起改为木刻。于 1898年

(清光绪二十四年 ) 6月停刊 ,原因不详。

黄庆澄 ,浙江平阳人 ,维新志士 ,出身贫寒 ,天资聪

颖 ,但从小桀骜不驯。1886年 (清光绪十二年 )应府

试 ,因学政无理污蔑学童 ,深为不平而抗争 ,以“滋事

案 ”而被革去生员名分 ,虽于 2年后“开复 ”,仍遭官府

訾议 ,直至 1894年 (清光绪二十年 )中顺天举人。他

早年师从孙诒让和金晦。这 2位老师对自然科学的重

视和革新政治的观点 ,深深影响了黄庆澄的学识、思想

和志向。之后 ,黄庆澄又结交维新名士陈虬、陈介石、

宋平子等 ,更有进益。他创办《算学报 》的目的主要在

于帮助国人自学数学 ,他认为兴国必须普及自然科学 ,

为开发国人的智力 ,普及算学尤为重要 ,他说“不通算

学 ,犹如有脑而木 ”,因此着手筹措《算学报 》,独自编

撰。在创刊号中 ,他标明办刊宗旨 :“冀为格致之权

舆 ,以辟黄人之智慧。”[ 6 ]

《算学报 》所刊内容大部分为中国传统数学中浅

显易懂的知识及西方传入的初等数学。如第 1期的内

容为“论加减乘除、命分、约分、通分之理 ”,包括命位、

总论加减乘除之法、命分、约分、通分、总论诸分各栏 ;

第 2期的内容为“总论比例 ”;第 3期的内容为“开

方 ”;第 4期至第 10期的内容为“代数论 ”;第 11、12

期的内容为“几何第十卷释义 ”。其编排采用图文结

合的方式 ,通俗简练 ,注重结合图解 ,并列出实用的应

用题 ,使读者便于理解并学以致用 ,而他的目的也在于

此 ,希望借此能够提高普通大众的数学水平。

黄庆澄编撰《算学报 》的工作态度相当严谨 ,每期

都基本上附有“附勘误记 ”栏目 ,发现错误就在下一期

中纠正 ,并且虚心听取读者的意见和建议 ,特别表明

“本馆撰稿系出一手 ,如有错误之处 ,伏乞高明函示 ,

以便随时更正 ”。

《算学报 》中的文字虽均为传统中式 ,亦采用了一

些西式的计数法。俞樾在为《算学报 》所做的序文中

指出 :“自泰西之学行于中原而言 ,算学者有中法又有

西法 ,易曰殊途而同归 ⋯⋯黄君愚初 ,研精算学 ,于中

西之法皆能贯而通之。”由此可见 ,黄庆澄对待算学吸

取了很多西方的知识 ,并将这种心得用在了《算学报 》

上。

《算学报 》基本上是黄庆澄自己基础数学知识的

一个总结 ,面对当时普遍数学知识落后的大众 ,以通俗

易懂的方式推出《算学报 》,所以 ,《算学报 》面市后获

得了很大的成功 ,“诸君纷纷函购 ”。这种分集成册的

出版方式 ,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212　朱宪章等人创办的《算学报 》　该《算学报 》创办

于 1899年 (清光绪二十五年 ) ,是稍晚于黄庆澄《算学

报 》的第 2种专门的数学刊物 [ 7 ]。该刊由朱宪章发

起 ,得到朱成章、严槐林、严杏林的赞同和支持 , 4人一

起筹办了《算学报 》。《算学报 》的创办“专为讲求算学

而设 ,其有訾非国是 ,妄议时政者 ,谨遵上年谕旨 ,如

《湖北商务报 》例 ,概不收录 ”[ 8 ]
,这表明《算学报 》不谈

政治的稿件要求。

朱宪章、朱成章兄弟为广东番禺人 ,严杏林、严槐

林兄弟为浙江桐乡人。朱氏昆仲与严氏昆仲都是广东

番禺徐绍桢的学生。徐绍桢 ,字固卿 ,精于算学 ,著有

《勾股通义 》3卷 (1888年 ,清光绪十四年 )、《学一斋勾

股代数学 》2卷、《学一斋算课草 》4卷 ( 1897年 ,清光

绪二十二年 )。徐绍桢不但精于数学研究 ,而且善于

在教学中启发学生 ,使得严氏和章氏昆仲对数学感受

颇深 ,他们认为“今之算学胜于古昔不啻千百 ”,如加

以推广 ,以后的数学必将“远胜于今日 ”;他们还认为

“今之算学诚为超越前代 ,然天元、四元以及几何、代

数、微积各学或创、或因、或由翻译而得 ,其间不无参

错 ,亦有言而未尽而未明者 ”,“以阐明新理 ,纠正谬误

为宗 ”,且明确规定“其有浅近易知及陈腐无谓者 ,本

报概不登录 ”,体现出近代数学家们对数学高层次的

要求 ,将自己对算学的领悟公诸于《算学报 》。

《算学报 》3期共刊出文章 38篇 ,全部系朱、严 4

人“平时读书所得 ”,其内容分为 2大类 :一为 “论

算 ”,“凡阐明古义及纠正前人之失、补苴算法之阙者

附蔫 ”;另一类为“演算 ”,“凡设题演草及创立新法者

附焉 ”[ 8 ]。在这 3期的文章中 ,基本上都是对现有学

馆的课题进行求解和辨误 ,创新较少 ,但对大众数学知

识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其刊载的关于几何、代数、

微积分问题的论述 ,使“言而未尽及尽而未明 ”的问

题 ,有了比较清楚的解释。

朱宪章的《算学报 》讲究古今、中西结合 ,严槐林

在序中指出 :“不必泥古法以疑今法 ,亦不必尊西法而

贱中法 ,庶古今中西之术一融合而贯通之 ,是则吾之深

望也已 ”,表明了办刊人对待中西方文化继承和发展

的态度。

《算学报 》在创刊伊始 ,编撰者信心很大 ,“此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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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振兴实学 ,并非志图戈利 ,将来报册广售 ,尚可酌

减报费 ,以便阅者 ”,“每册至少以 30篇为限 ”;但是 ,

实际上《算学报 》只出版了 3期便突然停刊 ,而且每期

的篇数远远没有达到开始的要求。尽管如此 ,《算学

报 》的创办为我们了解清末知识界努力发展中国数学

事业的概况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3　数学期刊的发展

　　自 2种《算学报 》以后 ,近代中国又陆续出现了一

些专业的数学期刊 ,如赵连璧的《中外算报 》(1902年 ,

清光绪二十八年 )、崔朝庆的《数学杂志 》( 1912年 ,民

国元年 )等。这些期刊仍未脱离传统私家办刊的模

式 ,受个人能力影响 ,所刊载的内容亦未到达高等数学

的高度。

辛亥革命后 ,全国新设立了一批现代高等学校 ,较

早出国学习数学的冯祖荀、郑之蕃、胡明复、赵元任、姜

立夫、何鲁、陈建功、熊庆来、苏步青等人回国后受聘在

这些高等学校任教 ,在向学生传授数学知识的同时 ,成

立了一批数理学会或研究会 ,近而创办了一批对国人

有深刻影响的数理类期刊 ,高层次的学会办刊进入了

数学期刊发展的历史舞台。

这些学会创办的杂志开始多为综合性期刊 ,内容

包罗万象 ,或者与相近的学科联合出刊 ,如北京大学

1919年创办的《数理杂志 》、1929年创办的《自然科学

季刊 》,北京师范大学 1918年创办的《数理杂志 》、

1919年创办的《数理化杂志 》等 ,至 1930年 ,北平师范

大学数学会创办了中国高校第一种数学专业期刊《数

学季刊 》,中国高校开始加入到专业数学期刊的出版

行列。这些数学期刊已经完全符合现代期刊的模式。

而后 ,中国高等数学人才的发展和累积促使了中

国数学会的成立 [ 9 ]。中国数学会是中国建立最早、规

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全国性数学学术机构。它对中国

数学研究和数学人才的培养与团结起到了支柱作用。

它在成立初期即创办了会刊《中国数学会学报 》和《数

学杂志 》,这 2种数学刊物是我国影响最大的数学期

刊 ,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数学家早期许多重要的数学研

究成果均发表在这 2种会刊上。《中国数学会学报 》

及《数学杂志 》的总编辑和编委都是由数学会提供的 ,

学会在期刊的创办过程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力和财

力 ,使期刊更具有专业性和先进性。翻译西书、创办杂

志、成立社团已成为数学发展的主要方式。

纵观中国数学期刊的发展 ,可以清晰地看出它的

发展脉络。随着中国数学人才队伍的发展壮大 ,中国

数学期刊的发展经历了由私人办刊到学会办刊的过

程 ,亦经历了由综合类向专业类的细化。同时 ,专业性

数学期刊的发展 ,也跟随期刊的发展 ,经历了由丛刊向

期刊的过渡。非正规期刊和私人办刊模式渐渐退出了

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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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决定采用汉语拼音姓名的新写法

　　本刊本期刊登了我国台湾省留美学者许仲平教授

提出的中国人汉语拼音姓名写法的建议 :姓在前 ,名在

后 ,姓的字母全大写 ,名只首字母大写 ,双名间不加连

接号 ,名字不缩写。

例如 :“杨为民 ”写作“YANG W eim in”,不写作

“Yang W eim in”或“YANG W ei - m in”或“YANG W M”

或“YANG W ”。这是一个有助于解决西方人对中国人

姓名的误解的好建议。

这一建议符合中国人的姓名习惯 ,跟现行有效的

国家标准的规范也基本一致 ,差别只在于建议的姓的

字母全大写 ,而国家标准仅规定姓的首字母大写。鉴

于国内已有许多期刊对姓都采用了全大写 ,而这样做

确实便于西方人清楚区别中国人的姓和名 ,本刊经慎

重研究 ,决定从 2008年起采用姓的字母全大写的建

议。我们也吁请新闻出版界的同人都这样做 ,并请有

关部门尽快修订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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