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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科技期刊传播科学的研究视角并采用原始期刊文
献分析考证法，研究创刊于１９１５年的中国《科学》月刊在传播科学
方面的编辑策略，为近代中国以期刊为媒介的科学传播史研究提

供新线索。《科学》以中国科学社为依托，清一色国外留学生的创

办者与主笔者，“专述科学，归以效实”，图文并茂等独特的科学传

播编辑策略推进科学与科学教育传播，对近代中国科学传播与发

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开拓了现代科技期刊传播科学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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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月刊是以“科学”命名的中国历史上最早

的综合性现代科学期刊，１９１４年６月由任鸿隽、胡明
复等留学生筹备，１９１５年１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发行，１０月２５日在康奈尔大学成立了《科学》月刊杂
志社，１年后更名为中国科学社。该刊从创办开始至
１９５１年，共出３２卷３６９期。１９５６年停刊，１９５７年７月
复刊，任鸿隽任主编，由中国科学社编辑，上海科学技

术出版社出版，续为３３卷１期，出版至１９５９年，共出
４１卷，历时４５年［１］。可以说，《科学》是在中国最艰难

时期，出版发行数量最多、历时最长，而且是“整个‘五

四’时期唯一一种综合性科学杂志”［２］。

《科学》一改各刊惯用的从右至左竖排做法，采用

国际上通用科学符号，以世界通行的从左至右横排、

“西文句读点之”［３］。其栏目主要有论文、调查、新闻、

杂俎、科学消息、科学咨询、科学插图等。论及的内容

有算学、物理学、化学、农学、生物学、天文学、医学等自

然科学，还传播了水利、工业、工程与技术、实业等科学

技术研究，并将科学与教育联系起来，强调科学教育的

重要性。《科学》的主办者还身体力行，传播科学，践

行科学教育事业，逐渐将西学完整的自然科学体系、科

学思想与方法以及科学教育理念引入中国。“格致”

一词在中国自古有之，但“科学”真正引入我国仅有

１００余年的历史，直到民国初年，在学术界才广泛地将
“科学”逐渐取代“格致”。“科学”一词在中国的相对

规范化，即始于《科学》月刊［４］。

关于对该刊的研究，相关学者主要围绕创办者任

鸿隽的科学教育思想、中国科学社已发表的一些成

果［５７］，也有作者完全从期刊编辑的角度作了基本研

究［８］，而本文则侧重于运用原始期刊文献分析法和考

证法，以科技期刊传播科学作为研究视角，对该刊科学

传播的编辑策略作深入探讨。

１　以中国科学社为依托的发行传播

　　中国科学社是１９１５年创办的中国近代史上最早
的民间综合性科学社团。第１届董事会董事有任鸿
隽、赵元任、胡明复、秉志、周仁等５人，任鸿隽任社长，
赵元任为书记，胡明复为会计，杨铨为编辑部部长。

１９１６年，胡明复、赵元任、杨铨到了哈佛大学，也因此
科学社从康奈尔大学迁往哈佛大学。１９１８年因科学
社的主要成员回国，它又从美国迁回中国，总社设在南

京高师（现南京大学）。１９２９年总办事处及编辑部迁
至上海，在美国设有分社，另在上海、北京、南京、广州、

梧州、苏州、重庆、沈阳、青岛设有社友会［１］。１９２２年，
刊行《中国科学社论文专刊》（西文，年刊，出版至１９４７
年，共９卷）和《研究丛刊》（西文，共出３册），１９２５年
又创办《生物研究论文丛刊》（动物、植物组，出版至

１９４２年，各出版９卷和１６卷），１９３３年又在上海创办
《科学画报》半月刊，先后出版了《科学译丛》《科学丛

书》等。中国科学社本着“发达科学于吾国”的宗旨举

办各种活动和出版发行诸多刊物，但《科学》月刊的编辑

出版一直是中国科学社最主要的活动和任务之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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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９年秋，中国科学社被迫终止并结束其所有活动。
中国科学社从发起之时，就以“联络同志，研究学

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９］为宗旨，“刊行科学杂

志以灌输科学智识”［１０］。在科学社的章程中也强调：

“本社发起《科学》月刊，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订

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９］同时，《科学》编辑部的主

编、成员与作者皆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而且中国科学

社常常倾其所有支持该刊的出版，在《科学》创刊号例言

和发刊词中指出：“一文明之国，学必有会，会必有报，以

发表其学术研究之进步与新理之发明。”［３］。由此可见，

中国科学社是《科学》刊行的坚强后盾，其以强有力的社

会建制支撑该刊的出版发行，而《科学》则是科学社举办

的活动之一，成为科学知识传播和科学教育的舆论组织

和阵地，二者的存在与发展宗旨殊途同归，相辅相成，互

相促进，共同发展，促使科学在更为广泛的民众中传播，

对于近代中国科学具有重大的启蒙意义。

２　清一色国外留学生的创办者与主笔者

　　《科学》的主要创办者和编辑者任鸿隽、胡明复、赵
元任、杨铨、过探先、章元善、秉志、金邦正、周仁等是清

一色的留学生，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等知名学

府，专攻化学、数学、物理、机械工程、农学、昆虫学、森林

学等，他们都获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一流学府的自然

科学教育使他们具有良好的学术背景。他们征集稿件、

负责审稿、统一编辑格式，审定科学名词，负责会计，管

理财务，谋求科学社与《科学》的生存与发展。他们也是

该刊的主笔者或核心作者，直接撰写科学论文、编译文

章，以其深厚的科学研究功底与先进的科学思想倡导科

学，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以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

将他们毕生的精力投入到科学研究、科学教育和科学编

辑活动中，大大地推进了我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

在此特别提及《科学》创办者之一的任鸿隽先生

（１８８６—１９６１），字叔永，浙江湖州人，晚清末科秀才。
１９０８年他东渡日本留学，后考入高等工业学校专攻应
用化学，又师从章太炎习国学［１１］。１９１１年归国后任
孙中山临时总统府秘书。１９１３年，他愤世弃官去美求
学，考入美国的“以擅长科学著称”［１２］且“所有的纯粹

及应用科学，都该与文学及其他人文学立在同一地

位”［１３］的康奈尔大学。任鸿隽虽就读于该校文理学

院，但实际上侧重于主修化学和物理学，１９１６年毕业获
学士学位。之后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化学工程，

１９１８年毕业获硕士学位。经过中国系统国学教育的侵
染与西方科学精神的熏陶，使他成为具有良好人文素养

的一名科学家，而且他坚持“文学与科学之于教育，乃并

行而不可偏废”［１４］，特别强调“科学本身尤为重要”，“言

科学教育而不可不先言科学”［１５］等科学与科学教育思

想，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将西方科学及精神引入中国。回

国后，任鸿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校长、中华教

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秘书、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是我

国著名的化学家和教育家。他不仅为首创办了《科学》

月刊，而且是该刊的核心作者，撰写了《科学与教育》

《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实业教育观》《吾国学术思想

之未来》《科学与工业》《化学元素命名说》《化学于工业

上之价值》《实业学生与实业》《欧洲制糖工业发达史》

《宇宙构造论》《世界构造论》《说铝》《一九一七年原子

量表》等多篇科学与科学教育论文，专门论及化学、物

理、实业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以及科技

史等，向中国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教育理念，为我国的

科学传播与促进科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除以上《科学》月刊的９位创办者和核心作者之
外，该刊还有其他许多作者，如竺可桢、李篨身、王、

钱宝琮、胡刚复、唐钺、李寅恭、钱崇澍等皆留学伊利诺

大学、哈佛大学、里海大学、伯明翰大学、加利福尼亚大

学等著名学府，他们与任鸿隽一样倡导科学救国思想，

在《科学》上发表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科学论文，传播

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图发展我国的近代科学。

３　以“专述科学，归以效实”为办刊宗旨

　　《科学》的办刊宗旨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智识为
职志”。在其创刊号《例言》中指出：“本杂志专述科

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科学原理之作必取；

工艺之小亦载，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

其他。”［３］该刊从创办开始，一直围绕其办刊宗旨，传

播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以及科学

教育和科学，并从初期的倡导阐发科学和原理及科学

效实发展到逐渐刊发国内学者的科学研究成果。

但是，《科学》亦指出“虽专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

识为旗帜，然以吾国科学程度方在萌芽，亦不敢过求高

深，致解人难索，每一题目皆源本卑近，详细解释，使读

者由浅入深，渐得科学上智识”［３］，可见，《科学》在明确

其办刊思想为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的同时，并进一步

强调必须与中国科学实际发展情形紧密结合，传播内容

要讲求方法，办刊目的旨在使国人渐得科学智识。在其

发刊词中特别指出其办刊宗旨的缘由：“百年以来，欧美

两洲声明文物之盛，震烁前古，翔厥来原，受科学之赐为

多。”［１６］并明确指出我国之所以落后于欧美的真正原因

在于科学的缺乏，因此，国人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

知识，发展科学，振兴民族。《科学》和中国科学社的宗

旨都是急中国之所需，以提倡科学、传播科学、阐发科学

为己任，求真致用，使国人渐得科学，振兴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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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图文并茂，以推进中国科学教育

　　《科学》从创刊至１５卷，仅关于教育与科学教育的
论文就有１０４篇，其中专门论及算学、生物、化学、地理
等自然科学教育、教育方法以及实验教学、师资培训的

论文就有６２篇之多。在《科学》上，任鸿隽率先强调“科
学于教育之重要”［１４］，并分析了科学教育“何以大部分

皆属失败，岂不曰讲演时间过多，依赖书本过甚，使学生

虽习过科学课程，而于科学之精神与意义，仍茫未有得

乎？”［１５］胡明复也明确指出学校科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非如水之可灌入”［１７］，任鸿隽还进一步指出科学教育

“不在于物质上之智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

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１４］，并将西

方的归纳法引入中国，指出此科学方法“足为东方人之

金针者”［１８］。任鸿隽还在《解惑》中特别指明“真正之

科学智识，当于学校教科实验室中求之”［１９］。这些先进

的科学教育思想与理念无疑为当时中国的科学教育指

明了前进的方向。《科学》编者还设立了固定的《科学

教育》专栏，并出版了《科学教育》专号。由此可见，《科

学》的编者、作者以其为传播媒介，在全面传播西方先进

的科学、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的同时，将西方的科学教

育理念引入中国，以科学教育培养更多的科学人才。

《科学》还辅以大量的国外大学科学实验室、科学

讲堂、图书馆、实验设备器械插图以及概念图、算学图、

曲线图、生物解剖图等来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及科学教

育。据对１～１５卷索引的调查统计结果，与国外大学、
实验室、图书馆等相关的科学教育插图达 ６０幅之
多［２０］。例如：第１卷第２期有哈佛大学图书馆，第６期
有康奈尔大学藏书楼阅览室、化学分析室、化学讲堂、机

械实业所等，第９期有歇加哥大学的赖尔生（Ｂｙｅｒｓｏｎ）
物理实验室，第１０期有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第５卷第
１０期有斯坦福大学的矿床学会实验室；第１０卷第９期
有上海南洋大学机械及电机工程实验室；第１２卷第７
期有上海南洋大学试讲耕田机及学生成绩陈列室；第１３
卷第４期有芝加哥大学的莱凯士天文台及其世界最大
值四十时经折光天文镜和二十四时经

!

光天文镜；第１４
卷第８期有东北大学理工学院的科学馆和物理实验室，
第１１期有中央大学化学系及化工科实验室。由此可
见，《科学》本着“传播世界最新科学智识为职志”，以其

形象生动、易见易显的传播科学的编辑特色，图文清晰

直观、相辅而行，以多种方式践行科学教育活动，全面推

进近代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

５　结论

　　《科学》以其独特的编辑策略将西方的科学、科学

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教育理念传入中国，开创了近代

中国传播科学的新时代。首先，中国科学社在创立的

同时创办了《科学》月刊，且二者皆以传播科学为宗

旨，这不仅说明了科学社是《科学》的坚强后盾，有力

地保障了该刊的出版发行，而且说明了科学社充分认

识到在科学传播中期刊起到的重要作用，使《科学》成

为学术团体办刊的典范。其次，《科学》集具有很高科

学素养的社员、编辑与作者３种身份于一体传播科学，
以各种方式践行科学教育，不仅对我国近代科学的传

播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大大促进了科学教

育体系的建构，更重要的是开拓了现代科技期刊传播

科学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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