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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１９２２年１２月至１９２３年１月，在爱因斯坦访华前后
出版的３个“相对论专号”为例，剖析其编辑传播策略和对当代
科技期刊的启示。研究结果表明，３个“专号”以直击科学前沿
的选题策划、本“科学精神”以“启导国民”的编辑宗旨，约稿的

针对性与权威性，选择最佳发行时间等成为综合性期刊传播前

沿科学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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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出版发行“专号”，是编辑围绕某一选题来扩

大期刊影响和吸引读者而策划的特刊号。它从不同的

角度集中一整期的版面对某一热点或焦点问题进行纵

深报道，以迅速及时、内容全面、系统集中等优势弥补

期刊连续出版的零散性，从而具有较强的冲击力和传

播效果，是反映重大事件及科学进程的有效编辑方

式［１］。据作者对五四时期（１９１５—１９２７年）出版的期
刊专号的统计调查［２］，４８种期刊共推出发行了２６１个
专号，内容涉及西方社会思潮、教育思想、文学学理、哲

学及自然科学、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为当代期刊主题

策划、专号编辑和发行出版等留下了大量可供借鉴的

经验与启示；但是，相关研究文献尚缺乏。本文以

１９２２年１２月至 １９２３年 １月，爱因斯坦（ＡｌｂｅｒｔＥｉｎ
ｓｔｅｉｎ，１８７９—１９５５）访华前后文理综合性期刊编辑出版
的２个“相对论号”和１个“爱因斯坦号”为例［３５］，剖

析这３个“专号”的编辑传播策略，探讨其对办好当代
科技期刊和综合性期刊的启迪。

１　直达科学前沿的选题策划

　　当代期刊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选题的竞争，选
题策划贵在创新。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６日，英国皇家学会
和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在伦敦召开学术会议，爱丁顿

（Ａ．Ｓ．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１８８２—１９４４）发表了以日全食观测验
证广义相对论的研究报告，宣布恒星光线按照爱因斯

坦所预言的方式发生了偏折。第二天，伦敦《泰晤士

报》以 《科学界的革命———新时间空间论：牛顿引力论

的巅峰》为题，全面报道相对论时空观及爱因斯坦预

测光在引力场中发生偏转的天文学验证，引发了人类

关于时空观、自然观、宇宙观及哲学观的变革与科学革

命，相对论迅速传遍世界。

时恰逢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自然科学的重要性

已广为社会各界认同和接受，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以打破

黑暗与蒙昧的“赛先生”形象，被具有敏锐洞察力的主

编、最先感悟到中华民族需要科学强国的学者，作为改

造国人思维方式与科学启蒙的先锋，通过期刊迅速介绍

到中国。《改造》《少年中国》《东方杂志》主编及编辑，

在中国科学家队伍及专业科技期刊尚没有形成和创刊

之际，针对当时科学前沿与焦点问题，围绕尚在质疑中

的相对论理论体系、相对论通俗著书、爱因斯坦的科学

贡献以及科学精神等进行选题策划，将当时科学界誉为

“物理学之泰斗，当世哥白尼”的爱因斯坦及其“最新最

高最深之学说”的相对论，以“专号”形式，快速及时、内

容全面、系统集中地向社会民众介绍、普及与传播，其速

度之快，在中国称第一，而于欧美诸国亦不逊色［６］，构筑

起五四时期综合性期刊集中报道世界科学前沿的３大
阵地，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３个“相对论专号”的编辑发行表明：五四时期
综合类期刊融学术性、知识性及新闻性和情报性为一

体，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求真致用为宗旨，集科

学理论、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传播于一身，大力普及、

推广科学知识，成为介绍先进技术、传播科学知识的重

要媒介。在科学知识结构不断更新、科技成果转化和

科技信息传播越来越快的今天，无论综合性期刊还是

社会科学期刊或科学技术期刊，都应及时传播科学研

究的最新进展，捕捉到学科和科学研究的前沿信息，迅

速策划选题，将最新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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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迅速报道，以推动科研人员的学术研究和科技进步，

进而提升期刊的影响力和声誉［７］。

２　本“科学精神”以“启导国民”的编辑宗旨

　　作为五四时期综合性期刊，编辑发行“相对论号”
或“爱因斯坦号”这一科学性极强的特刊号启导国民，进

而改造国人世界观、自然观和宇宙观，这与３种期刊主编
对科学潮流的把握和办刊宗旨密切相关。期刊主编以其

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先进的思想知识，引导社会与科学潮

流，影响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以及期刊的办刊思想。

《改造》主编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于１９１８年欧游
归国后脱离政坛回归学术文化事业，通过组建“共学

社”，创办《改造》期刊，邀请西方学者讲学等手段传播

现代人文理念、普及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８］。强调通

过介绍世界新潮和自然科学新知识作为 “改造将来新

中国之基础”，主张普及新思想与现代科学知识“解放

国人精神、物质两方面一切不自然不合理之状态”，并

把此作为《改造》的办刊宗旨［９］。该刊曾长篇连载哲

嗣学和遗传学学理，在广义相对论实验验证的 １９２１
年，选取当时科学前沿编辑策划科学性极强的“相对

论专号”，在传入西方科学知识方面走在时代前列，引

领期刊介绍和研究相对论的科学思潮。

《少年中国》《东方杂志》继《改造》之后纷纷编辑

发行了“相对论号”和“爱因斯坦号”，向社会民众、科

学素养多很低浅的国人作了科学普及与启蒙。《少年

中国》主编王光祈 （１８９２—１９３６）和编辑魏嗣銮
（１８９５—１９９２）１９２１年均身处德国，直击了柏林出现的
反相对论集会和爱因斯坦遭受的科学攻击，对国内相

关的相对论介绍和《改造·相对论号》极为重视，本着

科学研究与交流的精神和扎实的数理基础开展相对论

研究，魏嗣銮认为其中“有善者，有未善者，甚至有甚

不善者。有与己意相符者，亦有与己意想刺谬者”，并

在德国策划编辑“相对论号”［１０］。

集中国数理学者和编辑为一身的魏嗣銮，主动与

相对论创建者爱因斯坦通信，表明中国学者、社团和学

会对相对论的认同、接纳与支持，并向爱因斯坦阐述了

编辑发行专号探讨相对论学理的想法，在经得爱因斯

坦许可后编辑专号并发表其研究心得，体现其尊重传

主并尊重学术道德的意识与精神［１１］。同时，专号为体

现本“科学精神”以“启导国民”的办刊宗旨，通过多样

化版面设计和科学性与通俗性兼容的文体编排，多方

位、多层次地凸现期刊宗旨。《少年中国·相对论号》

的封页刊有学会响应非宗教大同盟的通电，插页是爱

因斯坦的肖像以及魏嗣銮与爱因斯坦的来往书信，期

末附录蔡元培《教育独立议》［１２］。

《东方杂志》以学术性、知识性“启导国民”，将介

绍新知识、传播新文化，作为该刊的办刊重点，前后共

载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关文章２０多篇，《爱因斯坦
号》载文１３篇，其中６篇原文，４篇译文，１篇科学话
剧，并刊有爱氏小传、著作目录和爱氏夫妇的合影照。

载文量大，体裁丰富，其中以话剧形式将相对论的内涵

变成活泼有趣的爱情剧［１３］，虽然没能说明白相对论的

深奥数理，但在普及相对论知识方面却让普通民众

“知其然”，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使２０世纪２０
年代学术最幼稚的国人，也“无人不知这相对论的名

词”，增强了“专号”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

３　约稿的针对性和稿源的权威性

　　在信息时代同类期刊激烈竞争的形势下，编辑能
否吸引、争取大批优秀作者，成为期刊生存的关键。由

于五四时期期刊主编、编辑、学者、撰稿人为一身，他们

以其自身在学术圈和社会上的影响力，或以大学为依

托，或以社团为基地，凝聚了大量学界精英从而为期刊

获得了充足的稿源。据笔者对五四时期专号的作者群

进行的统计，其大多为学界名流、学界新秀或国外留学

生，且多有师承关系、同人关系或同籍关系。

以３个“相对论专号”作者群为例。
夏元?（１８８４—１９４４）是跟随相对论的创建者爱

因斯坦研修过相对论学说，并被誉为中国译介相对论

学说的第一人。徐志摩（１８９７—１９３１）曾经留学欧美，
深受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方法的熏陶，认为国人如果

接受了相对论，“则吾人必大改其宇宙观”。此２人均
与《改造》主编梁启超有师生和师承关系。

《少年中国·相对论号》主编王光祈和魏嗣銮既

为同籍又是同学，且２人同去德国留学深造。魏嗣銮
在德国哥廷根虽主修数学，但是曾大量选修过希尔伯

特（Ｈｉｌｂｅｒｔ，１８６２—１９４３）、玻恩（Ｂｏｒｎ，１８８２—１９７０）和
库朗（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８８８—１９７２）等人的数理课程，对相对
论数理之深奥研究颇深［９］。

《东方杂志·相对论号》作者群体基本来自留日

和留法的归国学生，尽管其传播源不免有“二传手”之

嫌，但由于文化背景基本相同，传播的信度和流畅度都

较高。周昌寿（１８８８—１９５０）、郑贞文（１８９１—１９６９）、
文元模等是留日的同学，且同为《学艺》期刊的编辑同

人，他们深受日本早期相对论研究者桑木雄

（ＡｙａｏＫｕｗａｋｉ）和石原纯（爱因斯坦的日本学生，爱因
斯坦访日的翻译）的影响［１４］。

这３个专号强大的作者群体大都有留学背景，他
们或直接跟随传主学习相对论，或跟随传主的学生学

习相对论以及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具有深厚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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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相对论学习经历。他们或自己办刊或与期刊主

编、编辑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其专业背景和学术影响

力使得稿件具有了学术上的权威优势与信度力量，使

读者阅读期刊时站在了当时世界科学前沿，为普及相

对论以及社会革命家提供了有力的自然科学武器。

４　追求编辑发行的最佳时效性

　　日常期刊出版发行可以说有固定的时间、栏目和
节奏，但专号的发行时间则与选题策划有直接关联。

如果错过了某个时间，即使内容再丰富也未免有“过

时”之嫌，达不到其强烈而广泛的效果冲力。

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１３日，爱因斯坦偕夫人艾尔莎乘坐
日本邮轮抵达上海。次日，《北京大学日刊》以《世界

知名的相对论之父爱因斯坦将于“新年来华”》为题进

行报道，并公布“爱因斯坦将在北京停留并在北京大

学讲学至少两周”的消息［１５］。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专门撰文《安斯坦博士来华

之准备》，简述了他于１９２０年秋通过袁希涛第１次邀
请爱因斯坦的过程。１９２１年３月１６日，蔡元培在夏
元?的陪同下与爱因斯坦会面并再次表达了邀请其来

华讲学的愿望。得知这一消息的梁启超率先在中国策

划并编辑第一个“相对论号”，并在蔡元培邀请爱因斯

坦的１个月后编辑发行了１０万字的“相对论专号”。
１９２２年底，赶在爱因斯坦第２次路过上海前的１２

月２５日，当时的出版业巨头———商务印书馆，在《东
方杂志》以“爱因斯坦专号”的形式用多篇文章介绍相

对论，成为我国近现代史上与西方科学发展同步、向国

人介绍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理论的期刊，将相对论在中

国的传播推向了高潮。

这３个专号都选在邀请爱因斯坦访华或爱因斯坦
途经上海前后，无疑对期刊销量的提升以及期刊知名

度的提高具有重大影响。

５　结束语

　　一种期刊能够结集出版一期专号，最能体现这种
期刊的办刊宗旨经及主编、编辑的编辑思路、学术敏

感、文化积累和创新意识，能较好地体现其与时俱进的

编辑思想。专号的编辑策划不仅可使当期发行量大大

增加，而且因为专号扩大了期刊知名度而使得未来单

期销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对期刊销量和传播效果的

提升是显著的。

笔者通过深刻剖析、对比爱因斯坦途经上海前后

３份中文＂相对论专号＂的编辑策略，再现了五四新文
化浪潮中相对论传播的繁荣景象，为当代办好科技期

刊和综合性期刊提供借鉴经验与启示，为进一步协调

期刊和专栏、专号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提高期刊的影响

力和传播力度打下了坚实基础。

爱因斯坦途经上海前后３个《相对论号》的出版，在
中国职业科学家队伍尚未形成之际，站在科学最前沿代

行科学家引进、传播现代科学知识，以主编的高瞻远瞩

引导科学潮流，通过专号的选题策划、编辑策略以及与

传主通信和以其学生、自然科学留学生以及社会活动

家、相关专业的专家、教师和学生组成的作者阵容，积极

介绍科学前沿知识，引进国外科学新知，把抽象、高深的

相对论知识传播给国民，在近代科学史上树起了科学传

承、科学传播的丰碑。３个专号的发行出版表明，五四运
动后期的中国，期刊已逐渐取代图书和报纸成为系统、及

时地传播新科学理论的主媒介，为当代期刊策划专号选

题和编辑策略提供借鉴经验和启迪。其历史经验表明，

期刊编辑如同一名科学战士，通过栏目策划、专号专辑策

划引领科学潮流，导引科学前进，才能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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