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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澄清究竟哪本期刊是中国第一份中文期刊，我们
通过追根溯源，梳理中国期刊发端的史实，否定了某些人宣称

的２００年前由外国传教士在马来西亚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
传》为中国第一份中文期刊的主张，以雄辩的史料确认：２２３年
前由国人在苏州创办的《吴医汇讲》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

份中文期刊。

关键词　中国第一份中文期刊；《吴医汇讲》；《察世俗每月统
记传》；期刊发端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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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５年，无论对世界期刊史还是对中国办刊人而
言，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在全球共贺世界上第

一本期刊诞生３５０周年之际，究竟哪本期刊是中国第
一份中文期刊？这是长期以来一直争论的问题。但

是，近十几年来不断有人以戈公振在 １９２７年出版的
《中国报学史》［１］中说的“若在我国而寻求所谓现代的

报纸，则自以马六甲所出之《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最

早，时民国前９７年（嘉庆二十年）西历１８１５年８月５
日也”为依据，斩钉截铁地认定：２００年前英华书院传
教士马礼逊和米怜１８１５年８月５日创刊于今马来西
亚马来半岛西部城市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ａｇａｚｉｎｅ）是“中国第一份中文期
刊”［２４］，新加坡人卓南生也出书力挺［５］。更引人瞩

目的是２０１５年６月３日中国期刊协会发出的《关于颁
发“从事期刊出版工作３０年”荣誉证书的通知》中说：
“今年是中文期刊诞生２００周年”，“经请示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中国期刊协会决定在中文期刊诞生２００周
年之际，拟颁发‘从事期刊出版工作 ３０年荣誉证
书’”。［６］长期以来有关“中国第一份中文期刊”的争

论，被一纸《通知》定了音，似乎至此有了定论。

然而我们认为，这个“定论”下得过于轻率，它完

全不符合中国期刊发端的史实，因此，很有必要通过追

根溯源，理清史料，让真正的“中国第一份中文期刊”

实至名归。

２　中国期刊发端史实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图书馆目录版本学者王重民
（１９０３—１９７５），将安徽徽州府婺源县（今属江西）江旭
奇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十一月所著，次年十
月出版的１２册《朱翼》称为世界上最早的期刊和中国
最早期刊。方志学者宫为之在《编辑之友》撰文附会

其说法［７］。但是，《朱翼》没有固定名称、宗旨，特别是

没有无限期出版或连续出版的任何证据，只是提供江

旭奇在子册中“愚按正月寅、二月卯、三月辰、四月巳、

五月午、六月未、七月申、八月酉、九月戌、十月亥、十一

月子、十二月丑”的说法，并按其１６１５年１１月至１６１６
年１０月完成１２册即停的情况推测“它可能是连续出
版物”。实际上，它仅仅是供给士子们应付科举考试

的一种“类书”。后来，王重民自己编辑出版的目录学

著作中，也将《朱翼》归入类书，故此说应予否定。

从报、刊同源的角度看，《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

出版）认为：“中国大约在宋代以后抄印出卖的邸报，

可视为世界上期刊的雏形”［８］。《邸报》仅可“视为”

“期刊的雏形”，但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期刊。

姚远在《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等论著中提出了中国

期刊的３大源流说，以及报刊同源离析和丛书、丛刊孕育
期刊等中国期刊发源和历史分期的如下重要原则［９１２］：

一是受唐以来千余年间报纸出版形式的启发而

生。如唐玄宗开元十二年至十四年（７２４—７２６）的“开
元杂报”、唐宋元明清时的《进奏院状》《邸报》《京报》

等连续发布或周期性发布、求新求快、册页式装订等出

版传统。其似报似刊，以致戈公振等学者难以区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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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将“报刊史”合一研究［１］。晚清时大多刊名冠以

“报”，如１８９７年的《利济学堂报》半月刊、１９０５年的
《北直农话报》半月刊，所有报社、杂志社统称报馆，《大

清印刷物专律》《大清报律》亦将报刊一律划为“新闻纸

类”。晚清民初时期，报与刊的分化、嬗变逐渐加剧。

二是受宋以来近千年间丛书、丛刊图书连续出版

形式的启发而生。自南宋《儒学警语》这种连续出版

的丛书或丛刊，演至元明清以迄近代，已不下两三千

种。及至清代，丛书和丛刊已略有区别，丛刊在统一的

丛刊名下汇辑多人的单篇文字、分辑、不定期连续出

版，在西方，已将此称作连续出版物。清乾隆五十七年

（１７９２）八月，江苏长州（吴县，今苏州）人唐大烈（笠
三，？—１８０１）刊刻的《吴医汇讲》，正是在南宋以来丛
刊出版形式启发下诞生的、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期刊。

与丛刊不同的是，《吴医汇讲》清楚地以卷标明次序

号，而且是征集多作者的单篇文章组成。它虽带有某

些丛刊的痕迹，但它在１０年内不定期按卷次连续出版
发行的做法、“随到随镌，不分门类，不限卷数”“陆续

赐教”“卷以日增”的无限期连续出版形式、“发前人所

未发”的新颖性、“广以奉征”的征稿方式、“苟能各通

一理，不妨两说并采”的争鸣方式、“反复细阅，再商之

二三老友，考订尽善，方始付梓”的同人编审方式、“采

取者果多，存止者亦复不少”的采用率、对坊间翻刻必

究等表明，已完全具备了现代期刊的基本特征。

三是经由西方传教士的“上帝赐予”而传入。如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１８１５，马六甲）和《东西洋考每
月统记传》（１８３３，广州）。世界上最早的期刊，为１５８８
年（相当于中国明神宗万历十六年）创刊于德国法兰

克福的《书市大事记》半年刊，１６６５年（相当于中国的
清康熙四年）创办的《博学者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
Ｓｃａｖａｎｓ）、《哲学汇刊———世界各地有创造才能者当前
的探索、研究和劳动的若干总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可见西方期刊较早
地从小册子嬗变为定期出版的现代意义上的期刊，之

后在中国陆续发生了西士独立办刊、中士作为佣书或

刻工参与办刊，中士、西士合作办刊，中士独立办刊、在

日本美国等国外编辑而在中国境内出版发行、中西文文

章混排期刊等重要过渡事件。由此，现代意义上的期刊

出版形式传入中国成为一种必然，但却非唯一源流；从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时间远比《吴医汇讲》晚就可

以判定，决非由西士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中文期刊”。

３　第一份中文期刊非《吴医汇讲》莫属

　　历史事实表明，中国期刊的起源，既受到本土文化
的影响，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而本土文化的影响更

为深远。如果割断历史，割断传统，不做全面、深入调

查研究，仅以戈公振在８８年前出版的“史料丰富而不
确切”的《中国报学史》中说的“若在我国而寻求所谓

现代的报纸，则自以马六甲所出之《察世俗每月统记

传》为最早”［１］，以及此后出版的沿袭戈公振说法的

“权威”论著，如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的“《察

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世界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

“１８１５年，标志着中国近代报刊开始”［３］等断言为依
据，轻率地认定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以外创办的《察世

俗每月统记传》为“中国第一份中文期刊”，而否认在

深厚的本土文化基础上自然演化而成、比《察世俗每

月统记传》早２３年且由国人创办的《吴医汇讲》，则是
不合理、不公正的，也是妄自菲薄、数典忘祖的表现。

本文第２章已提及，《吴医汇讲》具备了现代期刊
的基本特征。它首创期刊文献传播基本样式（见图

１）；确定期刊“医门”的专业性，提倡学术争鸣；实现体
裁多样化，使用了序文、编者按、作者小传、论文、经验

交流、讲述记录稿、编读解答、医书评论、医学常识等体

裁；实现了稿件来源多元化；创造了编辑初审与同人复

审相结合的编辑程序；形成了署名的原始形式；首先传

播叶天士温病学说，首先提出中国版的“希波克拉底

誓言”等等。１０年间共发表分布在长州、无锡、常熟、
太仓等地４１位医家的９６篇医学论著，包括主编者唐
大烈的１５篇。令人信服的事实雄辩地表明，《吴医汇
讲》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最早的中医杂志”［１３］，也是中

国第一份中文期刊。

　　注：封面上书出版时间“乾隆壬子岁（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
新镌”；右竖书主编者“唐笠山（唐大烈）纂辑”；中竖书刊名《吴

医汇讲》；左竖书宗旨“凡属医门佳话，发前人所未发者，裒集成

编，诸同学如有高论，并望光增”，内容提要“附各书校讹、伤寒

辨症歌、周身经络总诀”。

图１　《吴医汇讲》第１卷封一

其实，以往对于哪本期刊是第一份中文期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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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认定，也不乏质疑之声，严昌洪１９９０年发表的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不是我国第一份近代报刊》［１４］

和姚远１９９７年发表的《中文期刊源头考：论〈吴医汇
讲〉之归属并与苏铁戈先生商榷》［１１］就是典型的２例。
经过对我国报刊发展史比较全面的研究考查，我们坚

定地认为，现在应该认真清理过去一些“最早的现代

的报纸”“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等含糊其辞、以讹传

讹的说法，还中国期刊史的本来面目，认定《吴医汇

讲》是“中国第一份中文期刊”。对于这一正确论定，

《辞海》［１３］、中医史家［１５］、科学史家、科技期刊业界人

士等均先后主张或认同。游苏宁和陈浩元２０１５年在
他们联袂发表的文章中还自豪地说：“经过历代先哲

的不懈努力和全体办刊人的戮力同心，２０１５年，中文
期刊迎来问世２２３周年，作为毕生为人作嫁的办刊人，
我们有幸共同见证这一辉煌的历史时刻。”［１６］他俩所

指的“问世２２３周年”的中文期刊，就是《吴医汇讲》。
客观地说，正是《吴医汇讲》和西方传教士在此之

后传入国内的近代期刊一起，标志着中国期刊诞生的

２大源流。但论“第一”，以创刊时间先后来算，自然不
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而是非《吴医汇讲》莫属。

４　结束语

　　在中国这样的有着５０００年文明史的国度，发明
纸张、发明活字印刷术、出版过数十万卷图书，出版过

两三千种连续出版的丛书、丛刊和创办世界上最早报

纸的文明之邦里，如果说仅仅有“上帝赐予”的期刊这

一种形式，而不会在丰厚的文化积淀中自然演化出

“期刊”这种形式，那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而在举国上

下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摒弃历史虚无主义的今天，

中国的办刊人尤其不应数典忘祖，而应勇敢地站出来

否定那些片面的、缺乏科学依据的“论定”，理直气壮

地向世人宣布：《吴医汇讲》才是货真价实的“中国第

一份中文期刊”！２０１５年是“中国第一份中文期刊”创
刊２２３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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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　气　歌
马秋明∥２０１５０５０１

序言　在工作中遇到拙作时，编辑同人大多不免很生气，在此作莫气歌一首，以奉劝同人莫生气。

遇到拙作莫生气，换位思考需谨记。作者亦是不容易，糙文并非他本意。

职责分工有差异，编辑职能在此体。编作沟通先定气，不良情绪要平息。

倘若火大己不已，结果必将皆为弊。气坏身体无人替，回头想想又何必。

自己形象变矮低，刊物亦被作者弃。良誉建立实不易，毁誉只需一时气。

奉劝同人莫生气，善待作者要牢记。不气不气真不气，快乐工作是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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