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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的办刊理念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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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文献资料法，剖析《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的创办背
景、刊物内容和发展历史。认为：其成功之处主要在于树立了

精品意识，立足本土，办出自己的特色，使该刊真正成为反映静

生生物调查所科研成果的窗口；科技期刊的发展需要依托于研

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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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是民国时期最大的民办

生物学研究机构———静生生物调查所（Ｆａｎ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ｙ）创办的。该所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
董事会和尚志学会于１９２８年设立的，以“静生”命名
是为纪念已故的“以提倡自然科学为职志”的范源廉

（静生）先生 ［１］。首任所长由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所长秉志兼任，１９３２年起由胡先继任。新中国成立
后，静生生物调查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合并，重

新组建了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

《汇报》创刊于１９２９年，是该所主办的英文版学
术刊物，附有中文提要，其英文名称为《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
Ｆａｎ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ｙ》。《汇报》在初期为动
物学与植物学合刊，自１９３４年第５卷起，植物学与动
物学分别出版，但卷号连续不变，１９４０年各出版至第
１０卷。动物学的第１０卷是终卷。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汇报》被迫停刊。１９４３年７月１日《汇报》在
江西泰和县杏岭村复刊出版，卷号重新起算，即新１卷
１号，静生所复员后《汇报》又分别于１９４８年、１９４９年

出版了新１卷第２期和第３期。至此，出版了２０年的
《汇报》结束［２３］。新中国成立后，《汇报》就成为《植物

分类学报》的前身之一。《汇报》之所以持续２０年，而
且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至１９３５年国外已有２００多个
研究所与静生所交换《汇报》［４］，这与它的办刊理念

是分不开的，其办刊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１　科技学术期刊是研究机构的窗口———需树
立精品意识

　　学术期刊是研究机构向外展示研究成果的重要媒
介，科研成果通过期刊公诸于世，为科学界所了解，成

为全世界共享的知识，静生所的领导人秉志、胡先对

此有深刻的认识；所以，静生所在最初的计划中就提出

“发行生物专刊以供国内外学者之参考”，自１９２９年
开始出版《汇报》，为所内外研究人员提供了发表成果

和开展学术讨论的平台。

胡先十分注重学术成果的质量，极力提倡树立

精品意识，不轻易发表不成熟的成果，不盲目追求学术

成果的数量，曾说：“甚愿吾国出版界，少发表未成熟

之著作，以免开吾国学术界浅薄之风气。”［５］为此，《汇

报》建立了科学期刊界通行的评议人体制、编辑出版

制度以为知识的相对可靠性提供制度保障。

根据静生所第１～１０次年报所载论著目录统计，
１９２８—１９３８年该所共在国内外近５０种期刊上发表论
著３００多篇，其中发表在《汇报》上的有１６０篇左右，
约占总数的５３％［１］，说明它是静生所发表论著的主要

媒介。例如：静生所第１任所长秉志在第１卷上就发
表了他的３篇论文《厦门及其近处之动物》《安阳殷墟
出土之龟甲》《哈尔滨螺类之新种》；静生所的第２任
所长胡先把他的大部分论文也发在《汇报》上，如

《中国东南部植物进一步观察》（１９２９）、《中国植物小
志》（１９２９）、《中国之紫金龙属植物》（１９３０）、《中国安
息香科新属：木瓜红属》（１９３２）、《中国紫草科之新属：
车前紫草属》（１９３６）、《云南山毛榉科之记述》（１９４０）
等；现代蕨类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开拓者秦仁昌，先后发

表的以《中国蕨类植物研究》为题的论文１１篇，在《汇
报》第１～４卷上发了第２、３、４、５、９、１０部分等６篇［６］；

中国木材学的创始人唐鐀的论文《穗果木科木材解剖

之研究》《华南阔叶树村之鉴定》《中国衳子植物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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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等也发表在《汇报》上；我国真菌学的开拓者

周宗璜在《汇报》上也发表了《贵州菌类小志》《小五台

黏菌志略》《华北之黏菌》等［４］。

《汇报》遵照国际惯例，用英文发表，以便与国外

机构交换。至１９３５年，静生所与２００多家国内外机构
交换《汇报》。《汇报》的广泛交换，对静生所起到了大

力宣传的作用，使静生所声名远播，蜚声中外，《汇报》

真正成为静生所的窗口，第一次实现了中国生物学与

国际接轨［７］。

２　科技学术期刊要办出特色———需立足本土

　　学术期刊影响力大小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能否刊载
高水准的研究论文，对于影响力与吸引力远不及世界

名刊的中国科学期刊来说，国际影响力提升不可能依

靠外国的研究工作，立足本土、自力更生，逐步从整体

上提高国内的研究水平是最根本的途径。

中国近代名刊基本产生于地质学、生物学等这些

当时受到优先发展的学科，这些学科正是因为中国地

大物博，资源丰富，外国人不可能对此有深刻研究，尤

其生物学最初只是对动植物的分类研究，这更体现出

地域特性。

《汇报》正是因为建立在本土研究的基础上才引

起世界学术界的认知，如《汇报》发表的《厦门及其近

处之动物》《中国植物小志》《中国裸子植物木材之研

究》《贵州菌类小志》《大熊猫之新研究》等。特别是

１９４８年胡先、郑万钧合著的《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
杉新种》最具学术价值，正式向学界报道了水杉的新

科、新种及发现经过，此发现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科学的

重要成就，对植物形态学、分类学和古生物学均有重要

意义。这篇文章的发表宣告“活化石”水杉的发现，震

动了当时国际植物学界，是中国植物学界最值得自豪

的一件事［２３］。这些在当时有着很大影响的论文反映

的都是对中国本土生物资源研究的成果。

３　科技学术期刊的生存需依托于研究机
构———更需要经费作保障

　　静生所１９２８年创建于北平，即使在抗战初期，由
于是美国退还庚款资助，请求美国保护，仍留在了北

平，期间《汇报》持续出版，从未间断。到１９４１年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日美交恶，静生所被视为美国财产，日

军强行进入，静生所所有东西尽落日军手中，部分人员

南迁江西泰和，继又西迁云南丽江，至此静生所的活动

被迫中止，同时《汇报》也停刊。至１９４３年，由于江西
泰和聚集了静生所的部分人员，《汇报》新１卷１号在
这里出版。１９４６年抗战胜利后，在胡先的积极倡导
下，静生所又在北平复员，但仅是植物部复员。静生所

复员后，《汇报》于１９４８年又得以复刊，但也只是恢复
了植物学。由于静生所终未恢复到战前的元气，经费

异常拮据，所以，《汇报》复刊后仅出了３期［４，８］。这足

以说明研究机构是科技学术期刊赖以生存的基础。

静生所的经费皆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拨

给，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它每年拨给静生所的经费分别是２
万８０００、３万、４万、５万４２００、５万４２００、６万６０００、７
万６０００、９万、９万、９万５０００国币元［９］。这在当时来

说是比较充裕的，其他生物学研究所不能与之相比。

稳定的资助使静生所能够不断增聘人员，添购仪器设

备和书籍，增强了静生所的研究实力，从而才有高质量

的论著发表在期刊上，引起国内外科学界的关注。由

此可见，科技学术期刊没有研究机构做后盾，尤其是没

有经费，是无法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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