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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科技书刊从竖排到横排：西学东渐的历史必然

李　姗　姗
安徽大学艺术学院，２３０６０１，合肥

摘　要　文字的竖式与横式排版样式，源于东西方文化的文字
产生之异，表意与表音之别，形成了２种不同文化的阅读制式，
终因西学东渐之风，因科技传播之需要，因异域文化之交流，而

产生碰撞与变化，汉字科技书刊从竖排到横排成为西学东渐的

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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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东西方排版异同成因溯源

　　中国先民自造字伊始，即以图形符号的象形方式，
表达自我的情感思想。那是一个个自足的图画样式，

一幅图表达一个完整的意义，它建立在意义基础之上。

青铜时代，时有柱状造型出现，盖因镂刻之工需，用右

手持刀具，左手稳定器皿，故自右向左刻字为宜。其

后，人们取材竹木，在长条状的竹签上写字而成“简”，

因字多而成“册”。竖向写字的竹木，更加强化了汉人

自上而下、自右向左的读写习惯。后继之帛书、卷轴、

书册印刷排版皆袭此态。汉字构造与笔势决定了自左

上起笔、右下收笔的书写顺序，纵向书写之时气韵最为

流畅，运笔最为自然。中国人的语素文字系统，最终形

成“字序自上而下、行序自右向左”的读写习惯与排版

样式。

西方文字肇始于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由于

当时的人们认为，每个象形或者楔形文字都是自足的

体系，记忆起来太复杂，不利于传播，因此发明了另一

种文字体态———字母。后经罗马人的改造和丰富，成

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２６个字母。这种文字形态依靠
多条线性组合，每个单独的字母不能够表达一个完整

的意义，需要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才可以表示明确的

意义。建立在语音基础之上的这种拼音文字系统，成

为西方自左向右、横向排列的读写习惯与排版样式的

决定因素。

东西方文字因其诞生成因的不同，形成了纵横各

异的排列样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东西方

文化交流不多，尤其文字间的相互影响更小，因而它们

在各自的地域内平行发展，相安无事。直至 ２０世纪
初，由于西学东渐之风的强烈冲击，科技文化的广为传

播，２种文化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碰撞，受此影响，
汉字科技书刊也开始了“由竖到横”的变革时代。

２　西学东渐对于汉字科技书刊排版方式的影
响分析

　　西学，西方学术文化之略称，最早始于明朝，其涵
盖范围相当广泛。目前，对于西学的讨论更多的涉及

科学技术的内容。西学的传播，一方面伴随着西方传

教士而进入中国境内，随着传教士传播宗教教义的扩

大而扩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内有识之士的世界

意识的明朗化，翻译、引进西方科技文化的著作而日渐

深入。他们开启了中西两大文化间较大规模的交流，

我国学术界一般称之为西学东渐。

通常西学东渐被分为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２个
时期，而中西文化更深更广的碰撞则因晚清时期的被

迫开埠、战败割地而愈加深入，因此本文讨论的时间段

选择更具有代表性的后者。在晚清民初时期中，本文

依照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以社会性质为标准，将这一时

期的西学东渐划分为２个阶段进行分析研究。
２１　第１阶段：１８４０—１９１１年　这一阶段的汉字科
技书刊的兴起广传，集中在１８６２年之后。原因有二：
１）从传教士进入中国之时，科技书刊因其传经布道、
侵略国人意识形态之目的而刊印众多，后因清廷勒令

而受限；２）在知识分子、开明官绅中，早就在着力介绍
西学，并进行积极翻译和整理西方科技书刊的活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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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少力弱，出版发行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存在着局限。

这２种出版活动皆因缺少政治上的鼎力支持而未成强
大气候。清政府因战败而相继签订丧权辱国的各种不

平等条约之后，清廷上层深感失败，于是以恭亲王奕忻

为首脑的团体，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核心，决心

进行一场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它得到当时最高统

治者慈禧的支持。洋务派除了大力创办军事、机械工

厂之外，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成立专门的培养翻译人

才的机构，翻译西方科技图书。例如，１８６２年成立的
京师同文馆，专门设立了翻译处和印书处，翻译和出版

西方学术著作，截至１９０２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在其存
在的４０年里，京师同文馆师生共译西书２６种，其中科
技类图书１３种［１］。笔者查阅到的 １０种西书完全竖
排，未见横排书。

１８６８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出现，亦因出版西学
书籍而立，与京师同文馆不同的是，江南制造局更加注

重翻译出版实用性较强的图书，且以科技类为主。该

馆停办时间不详，有史可查的是１９０９年还在译书，约
存在４０年，总计已刊未刊２４１种 ［２］，其中科技类图书

１５９种。笔者查阅到的１３５种书中，８８种为完全竖排，
４７种出现了局部横排，未见完全横排书籍。在其翻译
的影响较大的１８９９年出版的《算式解法》［３］第４０页，
版面以竖向排版为主，为了算式的推演需要，出现横向

的、自左向右的排版样式。此时的翻译，将西学所用演

算的阿拉伯数字转译为汉字的“甲乙丙丁”。书中的

算式，以汉字形态出现，只有“＝”等数学符号保留了
原来的样态。由于西学算式横向展开的必然需要，考

虑到当时国人的竖向阅读方式，该版面被迫打破了原

本均匀分布的竖向文字分布，将横向的算式与纵向的

文本取齐，以避免图文互斥式的排列引起的歧义与误

读。与此同时，造成的空白，引起了版面中出现了不够

美观的空间分割，阅读中不够舒适的视觉空白。这种

零散的版面样式，在１９０３出版的《探矿取金》［４］一书
中有所变化。该书第４０页中，在将算式１４７８４００÷
３３００００＝４．４８译为相对应的“一四七八四○○”等汉
字，并保留数学符号后，将原本横向排列的阿拉伯数字

整体顺时针旋转９０°，变为竖向排列，以适合当时汉字
出版物的需要。做此种排版的图书还有１９０３年出版
的《造洋漆法》［５］、１９０５年出版的《美国提炼煤油
法》［６］等。１９０７年左右出版的《电学测算》［７］一书则
更进一步，其第１０页出现数学公式时，将原文中的阿
拉伯数字以及数学符号全部保留，然后做顺时针旋转

处理。在江南制造局所出版的４７本局部横排的汉字
读物中，按照现在的学科分类方法，自然科学类有２３
本，工艺·制造类６本，军事科学类、船政·工程·矿

学类各９本。局部横排的内容有２类，一类为图释类
文字，另一类为数学算式，阅读顺序自右向左。

在科技图书频繁出版发行的期间，晚清最早的一

份科学杂志———《格致汇编》［８］于１８７６年２月问世，
被誉为“西学渊薮”。这在当时起到了科学启蒙教科

书的作用，很多读者从生活出发，向该杂志提问，以解

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难题。１８７６年第１期第２页（右
页）为英文刊物名称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Ｍａｇｚｉｎｅ、刊物的
定位文字Ｐｏｐｕｌａ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以及版权信息，
该页所有英文从左至右横向排版。１８９２年冬季刊的
第４６页“算学奇论”栏目，对于阿拉伯数字的处理，亦
将其转译为“甲乙丙丁”等，并做９０°顺时针旋转。该
刊自创刊至１８９２年终刊，除英文版权页，所有版面竖
排，遇图释文字时使用横排，中文自右向左，英文自左

向右。这种排版方式反映出当时汉字科技书刊的转

变，恰恰对应了“横竖相冲”的态势描述。今天看来，

这种中文自右向左与英文自左向右混为一体的排法，

不符合视觉识别规律，给阅读造成极大的不便。这种

尴尬的窘相，确是当时的客观社会背景与编译者主观

心理愿望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同时期的科技类期刊还有《农学报》《格致新报》

《新学报》《算学报》《亚泉杂志》等。这些期刊的排版

规则为：遇到阿拉伯数字转译为对应的“一二三”或

“甲乙丙”，遇英文单词译为汉字或直接使用英文，均

顺时针旋转９０°后排入中文版面。
晚清时期由于政治需要、国家支持、国人对于西学

态度有所转变等原因，出版机构以官办为主，以墨海书

馆、美华书馆为代表的教会出版机构为辅，出版技术得

到引进与应用，重要的编辑、翻译出版活动较为频繁，

汉字出版物的版式样态开始出现了局部的微弱变化，

因推演、图示的需要，尤以科技书刊的变化较大。诚

然，任何一件新的事物的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横

竖相冲”的排版方式在西学东渐之风的冲击下逐渐显

露。这种冲突在那一时期的书报刊物上引发了激烈的

争论。如１９０２—１９０５年间的国粹主义者认为，横着书
写与“祖宗旧法”不合，对横排文字有着些许的调侃和

鄙夷，称其为“蟹行”，并指责横排“大逆不道”，有失国

人体统，应该沿袭竖向排版。爰此，汉字科技书刊横向

排版之路步履维艰。

２２　第２阶段：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　西学东渐的第２阶
段，可谓跌宕起伏，一波三折。辛亥革命之后，以孙中

山为主导的共和政府，重视发展与其政权相适应的资

本主义文化，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等资本主

义出版机构纷纷诞生，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导出版力

量。虽说实现了共和时代，但是新旧军阀控制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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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权，社会形势依然严峻，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接受过

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创办

《新青年杂志》，发展新文化运动，推动我国报刊出版

的逐渐活跃，酝酿了五四运动的发生。此间，由于科学

与民主的大旗高扬，汉字科技书刊的刊行与日俱增。

至１９３７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出版活动受到
严重影响，抗日战争胜利后才逐渐恢复。

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民国时期我国出版物

总数１２４０４０种，其中科技出版物 １４４３７种［８］。以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间出版的大型普及型丛书《万有文
库》［９］为例，在其收录编篡的１７１０种、４０００册丛书
中，以自然科学类、数学类、实用工业类为抽查类型，笔

者共阅２８８册，其中２４９册为竖排书籍，３２册为横排
书籍。《元素之研究》《房屋》《自来水》等７册为横竖
混排书籍。《万有文库》所有封面均为横排，不同的

是，内页竖排书籍的封面阅读顺序为自右向左，内页横

排书籍的封面阅读顺序为自左向右。竖排书籍的内页

中，遇阿拉伯数字，将其转为 “○一二三”等汉字；遇英
文单词、数理公式、化学式等，均将其顺时针旋转９０°
后排入中文版面。所有图释文字为横排，阅读顺序自

右向左。版权页为中英文混排，且中英文字排列方向

相反。

值得一提的是，在《万有文库》丛书中的《科学大

纲》［１０］为全部竖排版面，１９３０年出版，时隔３年，由同
一家出版社、同一位主编再度出版《汉译科学大

纲》［１１］时，版面已经改为全部横排了。这一版本的

《科学大纲》，是这一时期出版的综合科技图书代表作

之一。书中凡涉及英文之处，皆译为汉字，并对该词做

出脚注，将英文原文放置在脚注处，版面编排更加明朗

易读。

此阶段，科技期刊蓬勃发展，上海出现了第一本全

部横排的杂志———《科学》。它由一群远在美国的中

国留学生编写。１９１５年第１期的第 １页“社说———例
言”写道：“本杂志印法，旁行上左，并用西文句读点

之，以便插写算术及物理化学诸程式，非故好新奇，读

者谅之。”［１２］从这里可以了解到，这本杂志横排的原因

非常明确，即为了在中文中插入有关公式时便于推演

和阅读。翻阅这本杂志，所有的文章均含有脚注，使得

版面的编排更加富于条理性与规整性。此外，还可以

看到页码编序方式的变化。晚清时期的书籍，页码以

汉字形态出现，竖向书写于左下角，并且将“第ＸＸ页”
同时为掀开的左右２个页面命名。而到了民国时期，
页码以阿拉伯数字出现，横向书写于书的左下角和右

下角。受《科学》的影响，此后创刊的《园艺》［１３］、《新

技术》［１４］、《电机工程》［１５］等科技期刊，均以横排出版。

民国时期，继承了晚清时期科技图书的出版发行

样式，并在此基础上生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出版样式。

在资本主义经济背景下，民营出版业成为中坚力量。

由西学东渐风暴演变发展而成的新文化运动，倡导的

“民主”与“科学”成为图书出版的主要内容，汉字科技

书刊的大量出版，带来了新的出版样式，横排逐渐增

多，成为“由竖到横”的平稳过渡时期。

３　结束语

　　中华民族在民族危机爆发的时刻，在内忧外患的
历史背景下，奋起自强，从西方引进和学习科技文化，

遂成近代思想文化之脉。作为思想文化的传播媒

介———书籍，出现“横竖相冲”的排版现象，亦是当时

社会历史阶段特性的真实反映。随着汉字科技书刊的

逐年增加，教育的普及，在国家的大力倡导下，国人的

阅读习惯逐渐变化，汉字科技书刊在２０世纪中期终于
完成了由竖向排版到横向排版的彻底转变。

西学东渐———汉字科技书刊从竖排到横排的历史

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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