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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办刊方略对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作用
———以美国《物理评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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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理评论》创立于美国实用主义思想盛行的时期。
２０世纪，伴随着美国基础物理学从世界科学的边缘走向中心，
《物理评论》也成为物理学界最重要的专业期刊。本文尝试通

过分析２０世纪美国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与《物理评论》的关
联，解读《物理评论》在美国基础物理发展壮大和物理学研究人

才培养中的作用。提出关于中国学术期刊办刊方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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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科研成果、引领学术研究、培养学科人才是学

术期刊的主要目标，也是评价学术期刊办刊绩效的重

要依据。本文以美国《物理评论》（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为
例，通过分析其百年办刊历史，探析学术期刊对科学研

究的引领作用和对人才培养的促进作用。

１８９３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物理系的３位教师创办
了《物理评论》，这是美国第一种物理学科的专业期

刊。经过大约半个世纪的发展，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物
理评论》成为整个物理学界最核心的刊物。时至今

日，《物理评论》及其系列刊物的地位越来越高，是全

世界物理学家了解物理学最前沿知识的重要媒介。

１　《物理评论》的创办与发展

　　１９世纪最后２５年以前，美国取得的科学成就比
较少，既没有基础物理学的专业期刊，也没有专业物理

学会，在物理学界处于边缘地位。科学的研究中心在

欧洲，英国、德国和法国的科学家已经取得现代物理学

的很多重要进展［１］。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能称作物理学

家的美国人大约２００名，其中只有１／５的物理学家能
经常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当时欧洲已有６种物理学
专业期刊，分布在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但是由于

研究水平落后，绝大多数美国物理学家与此无缘。

重实用、轻理论的思想，造成“纯科学”研究的落后

状况，引起了美国一些物理学家的担忧，为唤起全社会

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而大声疾呼，并采取各种举措。

ＨｅｎｒｙＡｕｇｕｓｔｕｓＲｏｗｌａｎｄ（１８４８—１９０１）等发起创立了美
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群众科学组织———美国科学促进会

（ＡＡＡＳ），在其明尼苏达会议中，Ｈｅｎｒｙ递交了题为《重
视纯科学研究》的报告，他充满忧虑地写道：“美国人在

物理学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太少了。我此刻的心情就像

农夫去田里收割，却只看见杂草。美国的科学研究水平

不仅是代表美国的过去和现在，更关乎美国的未来。电

话或电灯，诸如此类的发明不能代表美国的科学水平，

虽然我无意轻视这些贡献……。”［２］

１９世纪后期，美国高等教育界兴起了向研究型大
学转型的热潮。美国虽然在经济发展上获得了巨大成

功，但是学术研究以及高等教育方面却处于落后地位；

因此，美国人希望在科学、教育领域能赶超欧洲国家。

一大批美国教育改革家致力于创办世界一流的大学，

倡导德国大学“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的理念，在大

学中要教学和科研并重，实施研究生教育。康奈尔大

学（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第一位校长是 ＡｎｄｒｅｗＤ．
Ｗｈｉｔｅ（１８３２—１９１８），早年曾留学德国接受高等教育，
完全是一位古典学者，深知“纯科学”的重要性［３］。

Ｗｈｉｔｅ和其他一些大学校长鼓励教师及研究生进行学
术研究并出版研究成果。随着师生们研究热情的高

涨，美国有限的专业期刊越来越不能满足他们发表论

文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康奈尔大学物理系的３
位教师在学校的支持下创办了《物理评论》。

从创刊之初，《物理评论》的编辑们没有把期刊局

限为美国物理学家发表研究成果的领地，不论是在美

国基础物理研究水平处于世界边缘的时期，还是美国

成为世界科学中心以后。早在刊物创办的准备阶段，

远见卓识的编辑们就开始向国内外约稿，许多物理学

家给予了热情洋溢的回复，承诺会经常投稿［２］。

１８９３年７月１日《物理评论》第１期出版，共８０

８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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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刊登了５篇文章。１８９７年７月前为双月刊，后改
为月刊。创刊初期，《物理评论》在物理学界影响很

小，经历过各种困难：稿件缺乏，８０％以上的文章来自
本国，经费紧张，订阅量少。为了期刊的健康发展，也

为了解决经费困难，１９１３年，美国物理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ＰＳ）接管《物理评论》。

在《物理评论》编辑的努力和国内外物理学家的

支持下，《物理评论》平稳发展，容量不断增加。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历低谷期，发稿量较少。１９２６年
由明尼苏达大学物理系教授 ＪｏｈｎＴａｔｅ（１８８９—１９５０）
出任主编后，迅速发展。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物理
评论》成为全世界物理学界公认地位最高的期刊，声

望卓越，许多欧洲物理学家每到出版时就会翘首盼望

这份从北美运送过来的杂志。

１８９５—１９１４年间，全世界的物理学论文引用《物
理评论》和德国的《物理学年刊》（ＡｎｎａｌｅｎｄｅｒＰｈｙｓｉｋ，
１７９９年创办，是国际上历史最为悠久的物理专业学术
期刊之一）上发表文章的比例是１∶８。１９３１年，《物理
评论》第一次胜过了《物理学年刊》，在各种物理文献

中被更多地引用，１９３０—１９３３年，这２种期刊被引用
的比例变为３∶１［４］。

《物理评论》的容量也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康奈尔

大学教授通过统计发现，从１９３６年开始，《物理评论》全
年总页数翻倍的周期是１０年。１９２６年，《物理评论》全
年的期刊摞在一起的厚度足有２．７ｍ。１５年之后，二战
前夕，这个厚度增加到４．６ｍ，这还不包括《物理评论快
报》（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Ｌｅｔｔｅｒｓ）和《美国物理学会通报》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５］。

２　《物理评论》的办刊方略

２１　专家办刊与编辑队伍的相对稳定　《物理评论》
的成功离不开那３位创刊人。他们的性格、爱好和研
究领域各不相同，但都是从事物理学研究的专家。

ＥｄｗａｒｄＬ．Ｎｉｃｈｏｌｓ（１８５４—１９３７）：《物理评论》创
刊人中的第１位，１８９３—１９１３年第一任主编，直到期
刊由美国物理学会接管。他还在１８８７—１９１９年期间
任康奈尔大学物理系主任，１９０７—１９０９年任 ＡＰＳ主
席。Ｎｉｃｈｏｌｓ著作颇丰，有一些至今还被图书馆收藏，
如《电流计》《物理学概要》《物理及应用电子实验室手

册》等。他曾经为美国的几所大学编写过物理学教

材，对美国的一代物理学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ＥｒｎｅｓｔＭｅｒｒｉｔｔ（１８６５—１９４８）：《物理评论》创刊人
中的第２位，他担任该刊编辑２０年。从１９１９年继任
康奈尔大学物理系主任，直到１９３５年退休。他在美国
物理学会中服务时间长达５０年，担任过多种职务，包

括学会的秘书长和１９１４—１９１６年期间的学会主席。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Ｂｅｄｅｌｌ（１８６８—１９５８）：《物理评论》创刊人

中的第３位。期刊由美国物理学会接管后，他于１９１３—
１９２３年间任主编，为《物理评论》服务了近３０年。Ｂｅ
ｄｅｌｌ在耶鲁大学完成本科学习，１８９２年在康奈尔大学获
博士学位，１８９３年晋升为康奈尔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１９０４年成为应用电学教授。Ｂｅｄｅｌｌ对物理学的贡献主
要在电力应用的理论和技术方面，他曾提出交流输电优

于直流输电的理论，在这方面的先知先觉他甚至超过了

爱迪生（ＴｈｏｍａｓＡｌｖａＥｄｉｓｏｎ，１８４７—１９３１）。
在《物理评论》的创办初期，这３位编辑还是期刊

的主要撰稿人，除了物理学论文，还负责撰写书评、简

讯以及一些纪念文章。同时，他们还是美国物理学会

的发起人，可以说，他们是美国物理学发展的重要推

进者［６］。

《物理评论》一直保持其引领地位，还有一个重要

的原因就是编辑队伍相对稳定。比如其子刊《物理评论

快报》在办刊的５０年（１９５８—２００８）中，只换了４个主
编。ＳａｍＧｏｕｄｓｍｉｔ（１９０２—１９７８）当了１６年主编，直至
１９７４年退休。现任主编ＪａｃｋＳａｎｄｗｅｉｓｓ（１９３０—）是耶鲁
大学教授，从１９８７年开始出任主编至今［７］。

２２　编辑部直接退稿与庞大的外审团队　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从事物理及相关学科教学和科研的人数激

增，大批科研成果需要发表，因此，编辑部的稿件接受量

也逐年直线上升；但能正式见刊的论文数量却相对有

限。比如：１９８７年收稿约５００篇，录用约２００篇；１９９７年
收稿约１０００篇，录用约４００篇；２００７年收稿约３５００
篇，录用１０００篇［７］。一个原因是刊物版面有限，二是随

着数量增加稿件质量却相对有所下降。这种情况下如

何保持刊物的质量和领先性就是一个难题。

《物理评论》及《物理评论快报》的做法是：

第一，增加编辑部退稿的数量和比例，即把质量差

或者不是十分重要，不是很前沿的稿件直接由编辑部

退回；因为编辑有最终的决定权。例如，《物理评论快

报》编辑部，直接退稿的比例已经由２００４年的１２％，
提高到２００７年的２４％，今后有望达到３５％。直接退
稿减轻了外审专家的负担，这样也能使他们更精心地

处理每一份稿件，填写最公正、客观的评审意见。

第二，聘请数量多、组成广泛的审稿专家队伍。美

国物理学会的数据库里有５万多名审稿专家，他们不
限于来自欧美，而是几乎遍及全球物理学研究比较发

达的国家和地区。如《物理评论快报》的中国审稿人

就超过３００名。美国物理学会为此设立了“杰出审稿
人奖”，以感谢这些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

２３　重点推介“里程碑”式的论文　著名华裔管理学

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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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徐淑英曾说过，做管理研究的作者，除了看全球顶级

管理学期刊外，最重要的还要看每种期刊定期从发表

的论文中评选出来的优秀（获奖）论文，那是对该论文

的二次评价。她认为这些二次评选出来的论文代表了

国际组织管理研究的范式和标准，有助于国内研究者

从研究问题选择、研究方案设计、理论基础整合和分析

方法的确定等多方面提高研究质量，以便参与国际管

理学界的对话与交流。《物理评论》也是如此，在 ＡＰＳ
为期１年的庆祝活动中，有一项是从１９５８—２０００年期
间ＰＲＬ所发表的文章里挑选出５０篇“里程碑论文”，
发布在“ＰＲＬ５０周年庆祝网站”上供人们免费阅读。
这些里程碑式的论文包括以下４类［７］：第１类是报告
重大物理学发现的文章；第２类是对物理学相关领域
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的文章；第３类是开创了新的研究
领域的文章；第４类是导致不同学科的交流和促进，达
成学科融合与新知识产生的文章。

这一举措，极大地提高了刊物的学术地位和学术

影响力，其全球学术引领作用更加显现。

２４　广泛的国际推介活动培养潜在“作者源”　好的
学术刊物离不开高质量、有影响的作者群，全球顶级期

刊更需要全球推介行动的辅助。在２００８年《物理评论
快报》创刊５０周年之际，美国物理学会在全球开展了
为期１年的演讲和刊物推介活动，当时在中国的活动
是ＡＰＳ所属期刊的总编辑吉恩·斯普拉尔斯负责，他
率领１９８４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的 ＰＲＬ编辑缪凌博
士等来到中国，对北京、上海、天津、合肥、武汉等地的

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访问。这种全球性的演讲和访问

以及相关推介活动对增进世界各国物理学界对《物理

评论快报》投稿规则、稿件要求等诸多方面的了解非

常有益，从另一方面说也是在培植自己的“作者源”。

３　《物理评论》对物理学研究的引领和对人才
培养的促进作用

　　诺贝尔物理学奖从１９０１年开始第一次颁发，用以
奖励在物理学领域有最重要发现和发明的人，备受世

界各国关注，也是物理学界的最高奖项。学术期刊发

表的成果若干年后能获得诺贝尔奖，也充分说明了刊

物本身对科学研究的引领作用。１９０１—２０００年，物理
学奖颁发了 ９４届，共 １６２人次（１６１人），其中 ６７位
（６８次，巴比２次获奖）美国物理学家，占获奖总人数
的４１．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仅有 １人获
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获奖人数是７人，
低于英国和德国，二战后，开始明显高于其他国家［８］。

笔者根据１９０１—２０００年的所有美国诺贝尔物理
学奖获奖者在《物理评论》上发表文章的情况进行了

统计分析，得到表１（据ＳＰＳＳ输出表整理）。

表１　 １９０１—２０００年美国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在《物理评论》上发表的论文统计

参　　量 极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获奖年份 ７７ １９２３ ２０００ １９７３ １８．９１
论文数量 ２９３ ３ ２９６ ６３．０３ ５２．４１
首次发表文章年龄 ３０ １７ ４７ ２７．０８ ４．９３
首次发表文章年份 ９３ １８９５ １９８８ １９４７ １８．０６
持续发表时间／ａ ６０ ６ ６６ ３９．９８ １５．７６

现对表１作如下说明：
１）《物理评论》在美国物理学界以及全球物理学

界具有重要地位，是２０世纪物理学最重要和最权威的
期刊。绝大多数美国一流的，乃至世界一流的物理学

家都把《物理评论》作为自己与同行交流的重要平台。

在统计的６７位美国获奖者中，有６４位都曾在《物
理评论》上发表过文章，占统计总人数的９５．５％，他们
在《物理评论》上发表文章的人均篇数是６３篇。获奖者
在《物理评论》上发表文章的时间跨度平均是３９．９８年，
时间最长的达到６６年，可以说覆盖了几乎每位获奖者
毕生的研究阶段，而且全部跨越于获奖前后，可以说得

益于美国获奖者对本国的这份核心物理学期刊的保护

与热爱，更应该说与《物理评论》自身水平分不开。

２）对年轻学者的悉心栽培。表现在《物理评论》
对年轻的物理研究者始终给予大力扶持。获奖者们在

《物理评论》上首次发表文章的年龄大多在２０～３０岁
之间，也就是刚刚开始从事物理研究的时间。

在统计的６７位获奖者中，首次在《物理评论》上
发表文章的平均年龄是２７岁，最年轻的仅１７岁。在
６７位统计对象中，首次在《物理评论》上发表文章时年
龄在 ２５岁（含 ２５岁）以下有 ２５人，占总人数的
３９１％，３０岁（含３０岁）以下有５８人，占８７．５％。此
外，更可贵的是，这种对青年物理学研究者的扶持贯穿

了《物理评论》的发展初期和已获盛名的成熟期。

其中尤为突出的是：１９６５年获奖者 ＪｕｌｉａｎＳ．
Ｓｃｈｗｉｎｇｅｒ（１９１８—１９９４），１４岁进入纽约市立学院学习，
１６岁时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物理学论文，１７岁时就在《物
理评论》上发表了２篇文章，一篇是《双散射下的电子极
化现象》，另一篇是《中子的 β衰变》。１９８３年获奖者
ＳｕｂｒａｈｍａｎｙａｎＣｈａｎｄｒａｓｅｋｈａｒ（１９１０—１９９５）在印度马德
拉斯大学读书期间，年仅１９岁，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
论文《统计理论的一般形式》。

这种做法在《物理评论》的创建早期或许还不足

为奇，我们可以理解为期刊在物理学界的学术地位没

有建立起来，已经成名的物理学家不会将自己的论文

投给此时的《物理评论》，期刊就成了年轻人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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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地；但从统计结果中我们看到，这种现象延续至

今，说明《物理评论》有一支专业的审稿队伍，慧眼识

人，使有思想的年轻人能脱颖而出。如果审稿人没有

对物理学知识的深入了解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是没有

勇气发表在校大学生的论文的，当年还名不见经传的

在校学生后来竟走在了物理学界的最前沿。另一方面

说明《物理评论》的任人唯贤的办刊理念，审稿人具有

高尚的科学道德和严肃的专业精神。实际上，《物理

评论》坚持执行严格的同行匿名审稿制度，不论投稿

人的地位声望，只看文章的内容。《物理评论》在１９３６
年还曾经拒绝过爱因斯坦投来的一篇关于引力波的文

章，因为这篇文章没有通过同行的匿名评审［９］。《物

理评论》对所有投稿人不以个人的名气作为选稿的标

准，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成就了一批年轻人，对他们

今后献身于物理学是一种极大的鼓舞［１０］。

３）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国际分布表明世界
科学中心的转移。获奖者越来越明显地集中在美国。

２０世纪前５０年，美国共有８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占获奖总人数的１５．１％；２０世纪后５０年，美国共有５９
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占获奖总人数的５５．１％：标
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科学活动的中

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种优秀的学术期刊对一个

国家科技昌盛的重要作用。

４　对中国学术期刊的启示

　　《物理评论》创办的意义远远超过了物理学知识
的传播或者讨论，是美国物理学进入真正基础科学研

究阶段的象征，使美国物理学在落后的状况下与外界

展开对话，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物理学家［１１］。《物理评

论》为美国物理学从边缘地位走向中心起到了重要的

推进作用。这给我们国内学术期刊一定的启示。

第一，坚持正确的办刊理念和价值取向，引领科学

研究，为学科发展服务，培植本学科研究队伍应该成为

主题。

第二，对稿不对人的编辑队伍以及勤奋公正、具有

学科前瞻性眼光的外审队伍的建设是保证办刊质量的

关键。

第三，对学术期刊的去行政化管理是一个大趋势，

以保持刊物的科学特征。

第四，加强编辑部与本学科各方向学者的交流，加

强对刊物的推介而不是坐等稿件，对于扩大稿源和提

高稿件质量十分重要。

第五，快速给作者反馈评审意见，是产生良性互动

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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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录期刊中析出的文献时不能以期代卷

　　著录期刊中析出的文献时，对不设卷且每年只出
版１卷的期刊，其年卷期标志和页码应著录为“年份
（期号）：页码”；但有人却错将期号放到卷号位置，著

录成“年份，期号：页码”。

例如 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附录 Ａ的 Ａ．７的示例
“［３］亚洲地质图编目组．亚洲地层与地质历史概述

［Ｊ］．地质学报，１９７８，３：１９４２０８”，就犯了这一错
误。其中处于卷号位置的“３”其实不是卷号，而是期
号，当时的《地质学报》尚未设卷。这一示例的正确著

录应为：“［３］亚洲地质图编目组．亚洲地层与地质历
史概述［Ｊ］．地质学报，１９７８（３）：１９４２０８”。

（郝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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