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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科技期刊的传播渠道及其信息流动模式探讨

———以《地学杂志》为例

雷　雁　林
《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７１００６９，西安

摘　要　以《地学杂志》为例，探究清末民初科技期刊的传播渠
道及其信息流动模式。研究认为，清末民初，中国科技期刊的

传播渠道主要有４种：会员内分发；邮寄、分售、代售；交换、赠
阅；以官方渠道进入学堂。其信息流动模式主要有２种：学科
共同体内的交流；向社会民众的传播。这２种信息流动模式并
不是单向和孤立的，而是形成了循环、融汇、互动的信息流，强

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科学技术近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　科技期刊；清末民初；传播渠道；信息流动模式；《地学
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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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对于清末民初科技期刊的研究大都集

中于期刊的种类、期刊内容、期刊特点、期刊对于学科

以及社会的功效等方面，对于其传播渠道及其信息流

动模式的研究只在一些文章中零星提及［１］。本文以

《地学杂志》为例，探讨这一时期科技期刊的传播渠道

及其信息流动模式，以期从传播角度探讨科技期刊是

如何推动中国科学技术近代化的。

《地学杂志》１９１０年３月（宣统二年正月）创刊于
天津，中国地学会编辑出版，是清末民初科技期刊中具

有代表性和颇具影响力的刊物，其传播渠道和信息流

动模式基本反映了这一时期科技期刊在此方面的

状况。

１　《地学杂志》主要的传播渠道

１１　会员内分发　《地学杂志》与这一时期大多数科
技期刊一样，是由各种专业性学会创办的，会员是这一

时期科技期刊的核心受众。《地学杂志》创刊号上刊

登的《中国地学会简章》中写道：“本会以联合同志，研

究本国地学为宗旨”，该简章第 ５条“入会”中写道：
“凡有志研究地学者，或由本会会员介绍者，或投函本

会，由会员认可，皆可入会”；该简章第４条“会员”中
写道：“……其中外名人，能以资力图书，协助本会者

均推为名誉赞成员”（名誉会员）［２］。

由以上记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地学会会员分为

２类：正式会员和名誉会员。对于这些会员，《中国地
学会简章》第８条“会员之利益”中写道：“会员应得会
中所刊布之报告杂志（《地学杂志》）一份，本会不另

取资。”［２］

中国地学会由张相文等２７人发起组建，“赞成者
甚众”［３］。《地学杂志》几乎每期都刊登会员题名，创

刊第１年就发展会员１０２人，此后虽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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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十人入会。１９１３年，中国地学会进一步发展，江
苏省江北支部成立，题名会员３６人［４］。随后，天津河

北地学会支部、清江浦地学会支部等相继成立。根据

《地学杂志》刊登的会员题名进行统计，会员人数近

５００人。名誉会员虽比正式会员人数少，但根据《地学
杂志》刊登的名誉会员题名，人数也接近３００人，单是
１９１３年第１期杂志刊登的“名誉会员题名”就有３６人
之多。这些名誉会员多为社会名流，政界、商界都有，

而且有英美、日本学者，这就大大拓宽了《地学杂志》

的传播范围，扩大了其影响。

１２　邮寄、分售、代售　《地学杂志》１９１２年开始刊登
《地学杂志售例》，办理邮寄业务。《售例》中写道：“凡

愿定购者，可投函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本会事务所，即

当按期照寄……”［５］。从《地学杂志》刊登的邮寄价目

表中我们可以知道，该杂志邮售最初的几年，主要是国

内读者，１９２８年复刊后，邮寄对象扩大到日本、南洋、
欧美各国，日本、南洋的邮资与国内相同，每册５分，欧
美各国每册１５分。
１９１２年，《地学杂志》的封底刊登出了其分售处。

分售处最初只有７家，位于天津、北京、汉口、广州、保
定等地。随后不断增加，最多时达３４家，仅北京就有
１２家。分售点遍布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南
昌、长沙、汉口、成都、云南、广州、杭州、武昌等地。

《地学杂志》刊登的《地学杂志售例》中，除讲明邮

售的方法外，还讲到了代售，规定“代售自三份至五份

售资九折，六份以上八折……惟售出之价不得多加於

原定数目……代售者所有售价均需先惠，如有确实保

证，亦可通融……”［５］。

１３　交换、赠阅　《地学杂志》非常重视期刊的交换，
在其多期刊物的封二上刊登《本会与各报社启事》，要

求与各报刊进行交换。启事称“敬启者：本会援报界

公例，与海内外诸大新闻社交换者已数十份，惟方域所

限，不能遍观，时以为憾。如热心公益诸君子愿出其著

作与敝会杂志互换知识，无论何种报纸，均表欢迎

……”［６］。《地学杂志》还在其刊物中多次刊登交换杂

志的目录。在其１９１５年第１２期刊登的交换目录中，
将交换杂志分为杂志类和新闻类，杂志类又分为国内

交换和国外交换，涉及杂志１８种，报纸１８种。在１８
种杂志中，有５种来自日本。除了在杂志上刊登交换
启事，中国地学会还在日本东京（１９１１年王桐龄，后由
中村久四郎接任［７］）和法国巴黎（１９１２年，魏耀亭［８］）

派驻了外交员，外交员的首要任务就是“管理交换新

闻杂志”［７８］。根据《地学杂志》所刊列的交换目录，与

《地学杂志》进行交换的报刊应不少于５０种。
在《地学杂志》刊登的《本会纪事》中，多次记述了

中国地学会向学部、水利部、外交部等部门，向直隶总

督等官员赠送《地学杂志》的事。值得一提的是，笔者

在西北大学图书馆看到几期《地学杂志》的封面上都

盖有“赠阅”２字的图章，虽不能确定其赠阅的对象，但
可以肯定，赠阅也是《地学杂志》的一种传播渠道。

１４　通过提学司进入学堂　１９１０年，《地学杂志》在
其第３期《本会纪事》中刊载《三月二十九日总理傅咨
送各省提学使札饬直属各学堂稿》一文，记述了时任

直隶提学司提学使的傅增湘以公文的形式向各地提学

使、学堂推介《地学杂志》，希望各省提学司能将《地学

杂志》列入光绪二十八年学部通行的《奖励制造教育

用品章程》所规定的教学用品之内，给各地学堂采阅。

傅增湘时任中国地学会、《地学杂志》总理，他在该文

中写道：“今该项杂志研求学术，有裨教科，允宜广为

提倡，以备各学堂采阅……。”［９］随公文，向京师督学

局、吉林、安徽、贵州、奉天、河南、广东、江西、黑龙江、

山西、山东、湖北、福建、陕西、湖南、甘肃、浙江、四川、

广西、新疆、江苏、云南等省提学司赠送《地学杂志》共

１９４册，要求各提学司将这些杂志分发到其省的各中
学堂、各初级师范学堂、各高等小学堂、各优等小学堂，

以备阅览。随后，黑龙江提学使、云南提学使回信傅增

湘，说明其已将附送的《地学杂志》分发到了各学堂。

云南提学使在信中要求中国地学会此后按期邮寄全年

杂志６份，“为学堂参考之用”［１０］，并附送相应资费。

２　《地学杂志》的信息流动模式

　　姚远先生在其《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一书中，创
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科技传播历程理论，他认为，中国科

技传播经历了科学家—学科—建制—期刊的发展过

程［１１］。科学家以及学科及其建制的形成，主要完成的

是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吸收和移植，光有这些还不足以

完全支撑起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科技的传播和

发展还需要一种现代的传播工具，一方面为团结和组

织起来的科学家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催进这个学科

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化，另一方面将这些科学知识传

播给社会大众。科技期刊作为科技传播历程的最终环

节，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这一任务。

科技期刊实现以上任务是靠其信息流动完成的，

因此，探究科技期刊的信息流动模式，可以更加清晰地

了解科技期刊是如何推进中国科学技术的传播与发

展的。

清末民初的其他科技期刊与《地学杂志》一样，主

要有以下２种信息流动模式。
１）学科共同体内的交流。这一信息流动模式应

该是这一时期科技期刊推动中国科技传播与发展最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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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方式。

首先，传播了科学知识，更为可贵的是，这一时期

的科技期刊，“内容由过去单一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变

为介绍西方技术与报道国内自主创新成果同时并

举”［１２］，传播了很多最新、最前沿的科学知识。《地学

杂志》与当时其他科技期刊一样，大多数文章都是翻

译日本学者的，但有些文章已经摆脱了只能从日本获

得二手知识的束缚，而直接来源于英、美等近代科学的

发源地。同时，《地学杂志》还发表了很多中国学者最

新的研究成果，一些文章成为了中国地学发展奠基

之作。

其次，为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学术讨论的平台。

就《地学杂志》而言，多次刊登过张相文与屠寄关于塞

北成吉思汗陵寝的辩论的文章，在学界影响颇大；民国

初年，有学者提出了“导淮入江”的观点，《地学杂志》

发表了《导淮宣告书》《淮与江河关系之历史地理说》

《导淮一夕谈》《论导淮不宜全淮入江》等多篇观点各

异的文章进行辩论，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化。

第三，团结了学界人士，形成了学科发展的合力。

《地学杂志》１９１１年第１期“本会纪事”中发表了中国
地质学奠基人张鸿钊所写的《敬告同志九则》一文，呼

吁大家搜集地图、地学书籍，采集矿物、岩石、化石标

本，提供矿产线索，取得了良好效果。

２）向社会民众的传播。这一信息流动模式虽然
不１）的模式那么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对于中
国近代科技的传播和发展来说，此信息流动模式必不

可少，至关重要。一个学科的发展，仅依靠几个留学西

方、日本的学者是无法完成的，它需要培养更多的学者

不断加入，同时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才可能维糸，而

科技期刊向社会公众的传播，正是在完成这一任务。

科技期刊向社会民众的传播并不是单向的。《地

学杂志》专门设置了《邮筒》一栏，解答读者的来信提

问，“商量往复，不厌详尽”［２］。此外，《邮筒》还刊登了

很多读者的“来函辨误”，有关于文字方面的错误的探

讨，也有关于文章内容的辩论。由此看见，科技期刊在

向社会民众传播时，其信息流动是双向互动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地学杂志》这２种信息流
动模式，每种流动模式内，信息流动都是双向互动的，

而且这 ２种流动模式之间也不是割裂的，它们通过
《邮筒》这个栏目实现了２种信息流动模式的融合贯
通。《地学杂志》正是通过这种循环、融会、互动的信

息流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地学的传播和发展。

３　结束语

　　清末民初，中国科技期刊出现了第一次办刊高潮，
期刊众多，学科纷杂，办刊模式多样，传播渠道也各有

特点，例如《科学世界》，它是由上海科学仪器馆创办

的，该刊向购买仪器和在期刊上做广告的客户赠送期

刊，成为其独特的传播渠道；因此，本文以《地学杂志》

为例探讨的清末民初科技期刊的传播渠道，是这一时

期科技期刊的主要传播渠道，一些科技期刊独有的传

播渠道不再赘述。

此外，从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清末民初，一些科

技期刊的确流传到了日本甚至欧美国家，但笔者认为，

我们不能就此论断，中国的科技信息反流到了国外。

分析当时的历史状况，笔者认为：清末民初科技期刊流

传日本、欧美只有象征意义，而无实际功效，所以，这一

时期科技期刊的信息流动只限于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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