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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进一步发掘河北农业大学早期刊物的研究和借鉴
价值、促进学报编辑事业更好发展，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对出

版这些刊物的先辈编辑的职业精神进行解读。认为其开通民

智、振兴农业、富民强国的办刊宗旨和办刊理想令人景仰，其精

益求精的编辑作风和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既当编辑又当作

者、甘于清贫、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值得学习、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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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农业大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早期创办过一系

列刊物，其中有创刊于 １９０５和 １９１８年的《北直农话
报》《农学月刊》等在当时较有影响的科技期刊。这些

刊物对开通民智、传播科技、促进农业教育发展和学术

研究与交流、振兴农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重要影

响，是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引

起了学界的关注。姚远、宇文高峰、黄金祥、鲁宏、亢小

玉等先后对其特色、作用及传播内容进行了研究［１７］。

本文仅就为出版这些优秀刊物做出重要贡献的先

辈编辑身上的优秀品质和职业精神进行深入解读，以

期对现代青年编辑职业操守的培养提供借鉴。

１　办刊宗旨和办刊理想令人景仰

　　明确的办刊宗旨和正确的办刊理想是做好编辑工
作的根本保证，任何年代都是决定出版物质量的生命

线，河北农业大学早期创办的刊物即如此。

１９０５年，河北农业大学前身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创
办的《北直农话报》即以“开通民智，振兴农业”为其办

刊宗旨［４］；而其后的《农学月刊》创刊之际，正值五四

运动前夕，更是极力推崇科学与民主，指斥守旧、封建、

迷信、官僚和农政不为，努力传播科学与教育兴国的思

想，并将“农业的蒸蒸日上”“国家之富强、人民之福

祉”作为崇高的办刊理想［５］。正如范文灿在《月刊祝

词》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愈天下事，大抵然也，而况最

复杂、最贵重之农事，乌可不旁征博考，以与社会之人

互相研究，借为我农事改良之一助哉？然果，何道而得

此乎？则有赖于《农学月刊》也”；“将来吾国之农业必

有蒸蒸日上之势，国家之富强、人民之福祉可随之而

至，我辈亦深受其泽。推其缘故，皆月刊之力也。为国

家祝，为人民幸，为本月刊誉也”［８］。其耿耿心胸溢于

言表。“这是一种很崇高的办刊理想”［５］。

事实证明，鲜明的办刊宗旨和崇高的办刊理想正

是河北农业大学早期刊物的先辈编辑从事出版活动的

行动指南和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这在他们精心组织

编发的一系列论说文章中得到了更好的诠释。据现有

资料考证，仅以富国兴邦为题的论说文章就有弓锡彤

的《农业为富强之母论》、张泽田的《蚕桑富国论》、郑

亚藩的《振兴农业贵乎提倡论》、铭久的《中国以农立

国易图富强论》等多篇［９１１］。《农学月刊》第２期《特
别记载》栏目还刊发了实业厅长严慈约以《改良农业，

为求国富》为题的演说词。除此以外，以富国兴农为

内容的文章很多。全刊充满爱国激情，文中处处透着

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和对救国救民良方的探索。他

们对“神州禹域”“一落千丈”忧心忡忡，对“外货入

侵”“哀鸿遍野”痛心疾首，对“农政不为”“当局复无

以倡率”、未“救吾民于困苦之中”深表痛惜，并极力推

崇英法德美等国“富强甲于全球”的用科学改良农业、

发展农工商之法，认为“富国之根本祗在无矿土、无弃

材、无游民”［５，１４］。“欲人民之积饶，国家之富强”，必

须“以农立国”，“振兴农工商”。“要是本我古人所有

的，再学习泰西办农的新法”，“则二十世纪实业中必

有我中国一旗飞扬”［１４］。这些无一不体现着河北农业

大学早期刊物先辈编辑的爱国情操和职业情怀。

２　编辑作风和工作态度值得继承与发扬

　　《农学月刊简章》第６条规定：“每次稿本修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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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经农场主任、学科主任、月刊主任议决，经校长认可，

再行复印。”这是对刊物编辑出版的严格要求。《农学

月刊》祝词中也说：“望我有编辑之责、监督之责者，务

求积极进行，慎勿始勤终怠，以期永远出版”；“每出一

稿，无不详加考核，而仍不免有见闻不及处，尤望我富

有学识经验诸公改正之，以期精益求精”［８］。这是河

北农业大学早期刊物的先辈编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

他们精益求精的编辑作风和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的写

照。正是本着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他们始终勤勤

恳恳、兢兢业业，以求刊物永远出版、福泽神州。这在

他们所编刊物中不难找到佐证。

在《北直农话报》第３期版权页的《本社预告栏》
中有这样的说明：“本报是初开办，恐销路不广，第一

期仅制了一千五百份，不料蒙海内君子争相函购，不下

旬日，全行售尽，后又续刷了五百份。但前一千五百份

中，讹字太多，所以于第二期附正误表。其续印之五百

份中都已将错字改正了。望阅报诸君子万不要错

会。”［１６］据现有《北直农话报》出版资料记载，前１至４
期《北直农话报》都在下一期或隔期的目次中注明，并

在刊后附上正误表。正误表分“门类、行数、字数、误、

正”５项，右起竖排。“第１期正误表”刊登在第２期，
共计１６行。另在第３期“续第１期正误表”中补有２
行。这样，第１期共计纠错１８处；“第２期正误表”在
第３期刊出，共纠错８３处；第４期未刊登第３期正误
表，但在第５期连刊第３、４期正误表，且字号加大，与正
文同。第３期纠错２７处，第４期纠错１５处。试想，以当
时的出版印刷条件，能做到如此周到细致，出版者所付

出的心血可见一斑，没有一种精神支撑是很难做到的。

《月刊简章》第１１条还有这样的规定：“本校负联
络农业者之天职，所发月刊原为交换知识、互资研究、

以期实行。凡我同人对于农业如有疑意，均可详细质

问，借资讨论。”这也表明了他们对事业孜孜以求、严

谨求是的拳拳之心［１５］。

遇有特殊情况延误出版，还要在后面的版权页

《本社预告》栏中刊登《本社告白》，以示歉意，寻求谅

解。《北直农话报》第６、７、８期的《本社预告》均登载
了如下内容：“本报现归官派，第一、二期报不够往各

州县发给，所以按期各补刷千余份，因延误了今年二月

出版的日期，以致延迟了半月。将报补足以后，就照旧

按期出版。望看报的诸君谅之。”［１６］这些无不体现了

河北农业大学早期刊物编辑对读者的尊重和对刊物认

真负责的办刊态度。唯其如此，才使《北直农话报》成

为“清末高等学校最具影响的科技期刊之一”，使《农

学月刊》成为“五四运动”前夕“创刊的一份重要科技

期刊，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技术传播方面，独树农业

科学技术传播的大旗”［５］。

３　既当编辑又当作者，双职俱佳，堪称楷模

　　河北农业大学早期刊物编辑大多是既当编辑又当
作者，不仅负责编校文稿，还积极为栏目撰写文章。月

刊主任兼本校教员贾范卿即是一例。作为《农学月

刊》主任，他拟写了《农学月刊》简章和其他一些出版

说明。同时，他熟谙学理，又是刊物的积极撰稿人。他

先后在《北直农话报》和《农学月刊》的《畜产》《论说

类》等栏目发表《畜产学：繁殖改良论》等一系列论说

文章，还多次为《农家余兴》《农家丛谈》等栏目撰写文

章。例如，他在《北直农话报》第８期发表的《畜产学：
繁殖改良论》中论述了牲畜繁殖改良的理由及繁殖改

良方法，指出牲畜繁殖改良一靠遗传力，二靠外制力，

并介绍国外的成功经验，还给出繁殖改良的具体办法：

“取身子强壮，用同族繁殖，如日本、高丽、中国的公母

马交合，或者取形体改样，用异族繁殖，如中国、阿拉

伯、英国的公母马交合。同族的公母马交合出来的小

驹叫做纯种，异族的公母马交合出来的小驹叫做杂种。

若是异类交合如驴和马交合生出来的名为骡，叫做混

种。这种只是一辈，不能再为生殖。”［１６］这些杂交理论

对当时的农业生产具有很大的指导价值，对西学东用、

改良我之旧法、振兴我国农业具有重要意义。

还有，《北直农话报》的范文灿，也是既编刊又作

文。他的《月刊祝词》无异于《农学月刊》简章的注解

和补充，既明确了办刊的努力方向，又表明了办刊者的

心声，对规范刊物的出版和编辑行为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他也为栏目撰写文章。例如，他为《农学月刊》

第８期的《农家丛谈》撰写了题为《土之话》的文章，以
砂土、植土、壤土等土壤之间的对话阐明土壤改良的优

点和方法。他在文中写道：“诚取彼族类造成堆肥，施

于我族中，取我族类依同法施于彼族中，如此，作物就

可藉之而发育良好，我与彼亦可渐次配合。经年既欠

佳土壤，即可生成，一举两得，有益经济正多，又岂有不

利经济可言哉？其他土壤莫不鼓掌称善。”［１７］其语言

通俗，逻辑严密，论说有力，令人信服，真正做到了“以

通俗之语达科学之理”。可见，这些先辈编辑既当编

辑又当作者，且双职俱佳，堪称楷模。

４　甘于清贫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感动

　　期刊中一般很少有关于编辑的记载，但在１９１９年
出版的《农学月刊》第１６期最后的“附件”中，却刊登
了这样一则消息：本校教员兼月刊主任贾范卿，于“八

年十二月二日抱病殁于保定寓所，身后萧条，照料无

人。同人等襄视含殓，倾助棺衾，暂妥幽魂，聊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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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１８］后面附有长达近２页的捐助者名单。
贾范卿为直隶束鹿人，从刊物发表的文章及有关

的说明文字可知其即为《农学月刊》中署名的贾树模。

如前所述，贾范卿生前曾在《北直农话报》《农学月刊》

发表了一系列论说文章。作为《农学月刊》主任，他还

拟定了该刊的简章，制定了该刊的工作制度和程序，确

立了该刊的基本内容和特色，为刊物的出版与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就是这样一位对《农学月刊》有着重

要贡献的编辑，死后却不得不靠“同人等代陈窘状”，

上至校长，下及教师职工，包括商务印书馆编辑等１０７
人捐助现洋３１３元、京钞６３元，才得以葬归梓里。

这就是河北农业大学早期刊物的先辈编辑，虽身

处穷困，却矢志不渝，为了“吾国农业之蒸蒸日上”，为

了“国家跻身于富强”，“编刊成绩，普赠要冲”，“每出一

稿，无不详加考核”，以期永远出版，精益求精。他把一

生都奉献给农业科教事业，奉献给期刊编辑事业，没有

留下田园家产，甚至没有留下子嗣后人，只留下一篇篇

论说和简章，一卷卷《农学月刊》，还有一张张账单……

这还仅是早期农业刊物编辑的一个典型代表。像

贾范卿这样默默无闻、甘于清贫、无私奉献的先辈编辑

远不止他一个人，只是限于当时的条件，目前还无从考

证清楚；但他们留下的那一篇篇充满爱国热情、令人心

动的文章可以作证，那一期期精心编排、不辱使命的刊

物可以作证！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优秀品质和职业精神

仍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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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引用率为什么低？

　　改革开放３０年来，我国的科技学术论文总数在增长，引用
率也在提高，但是国内的论文引用率仍然不够，跟我们的大国身

份很不相称，和科技投入也不相称。

我们的学术论文质量存在６个问题：１）引言过于笼统；２）
没有介绍同行工作；３）参考文献量太少；４）缺乏研究过程的重
要环节的完整信息，不会结合讨论解释得到的结果；５）原创性
的论文没有第一手的研究结果；６）不介绍同类工作已有的结
果。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很多方面入手，但如果我们提倡认真

引用别人的论文，前３个问题就解决了，第４个问题也可以部分
地解决。

我们的学术论文引用率低，就像粮食烂在仓库里，没有人

发现。引用率低有４个原因：１）浮躁风。有的人写论文的目的
只是为了评职称，拿学位，引用不引用无所谓。还有人认为，引

用了别人的观点，自己就算不上创新了。许多论文给人的感觉

是看不出他的基础工作，同行的工作，不知道他的“青藏高原”

在哪，“喜马拉雅山”在哪，但是你已经知道他是“珠穆朗玛峰”

了，是世界领先了。２）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自我谦虚，又文人相
轻。一个科学家从事工作十几年，发表论文起码有二三十篇，

可他写文章从来不引用自己以前的文章，认为那是丢脸的，要

被别人说是自引。文人相轻使得不屑于引用别人的论文。３）
受科学历史的影响。现代科技对中国人来讲是舶来品，认为自

己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引用的，没有形成引用的传统；而在西

方发达国家，引用是一个传统，科技界的第一道德就是要引用。

４）科学技术上的不成熟导致了我们缺乏引用。
提高学术论文质量，要从提高引用率开始。一方面，写论

文的专家要多引用论文，不但要引用国外的，还要引用中国的，

不但要引用自己的，还要引用同行的，引用有分量的、被公认的论

文；另一方面，从事科技管理的专家要鼓励并采取措施提高引用

率。把这２件事做好，相信中国学术论文的质量会逐渐提高。
（卞吉摘编自２００８年３月６日《人民日报》冯长根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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