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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中医期刊勃兴,作为中医传播的媒介,学术交流

的渠道和“中西医论战”的平台,中医期刊发挥了积极作用.近

代中医期刊中大量文章在保持完全不变,或稍加调整的情况

下,在不同期刊甚至同一期刊上反复刊载,且文章和作者数量

都远胜于当代.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法律

制度、学术体制有关,这实质上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特殊的中

医学术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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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一稿多刊”现象及其特点

１１　现象示例　１９０８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

纲»,历史上第一次规定了“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
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

由”[１],成为近代期刊滥觞的法律基础.科学期刊

改变了古代的关门授徒、登门造访、口耳流传、函札

往来、著述刊布等传统的传播方式,其专业程度高,
目标对象精准,保存周期更长,重复阅读率更高,迅
速为人接受 [２].加上鸦片战争以后,西医传入的

冲击和“科玄论战”中对中医生存空间的挤压,导致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医期刊勃兴[３].近代中医期刊是

学术交流传播的媒介,也是与中、西医论战的平台.
到１９４９年,先后创办的中医期刊有４００余种.由

于迅速膨胀的期刊数量与有限稿源之间的巨大矛

盾,以及中医从“口传心授”向大众广布的传播模式

转变中,引用注释制度的缺乏,造成了近代中医期

刊中有许多文章在题名、署名、内容保持完全不变,
或只作个别字词调整后,在不同期刊甚至同一期刊

上反复刊载.其实质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中医期刊

特殊的传播方式,并非完全作者主观故意的“一稿

多投”,故称为“一稿多刊”现象,见表１.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９２１年由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

的«医学杂志»,内容丰富、辐射全国,连续出版到１９３７
年,是近代发行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的中医期刊之

一,在近代中医界居重要学术地位[４].统计«医学杂

志»１７年间的所有作者发文数量,获得高发文作者群.
由于这些高发文作者,也在其他主要中医期刊上发表

文章,且时间跨越整个近代[５];故再以这些作者的姓名

为检索词,从上海图书馆的«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

库»(１８３３—１９４９)[６]中,搜索近代他们发表的全部医学

文章,建立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

１３　结果统计　经统计,在«医学杂志»中发文总数

２０篇次以上的作者有２６人,其中张锡纯、时逸人、张
山雷、黄国材、周小农、沈仲圭、杨百城等系近代中医巨

擘.虽然人数只占«医学杂志»作者总数的３％,但他

们在该杂志共发表文章１３４３篇次,占杂志载文总数的

４４．１％.查阅整个近代期间,他们从１９０５年到１９４９
年在８６种中医期刊上发表文章４９８８篇次.

通过对这些文章进行比对、判定,有１９人的４７６
篇次文章属“一稿多刊”,占全部样本作者数的７３．１％
和样本作者发文总数的１０．４％.这些文章分别刊载于

７１种中医医学期刊上,见表２.
样本作者群“一稿多刊”的文章比例和涉及作者比

例远高于２００７年国内学者调查获得医学类“一稿多

投”５％~６％的比例[７],以及２００４年国外学者调查获

得医学类８％~９％的比例(包括进行一定修改的文

章)[８].这些“一稿多刊”基本是原文刊登,或者仅仅修

改题名中的个别字词,而作者又系近代中医界学识渊博

的理论大家,其发生原因绝非“学术不端”所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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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近代中医期刊“一稿多刊”示例

文章题名 作者 刊名 发表年份

痘症论治 杨星垣 医学杂志 １９２６
痘症论治 杨星垣 医学杂志 １９２９
当归之调经作用 沈仲圭 中国药报 １９３０
当归调经之实例 沈仲圭 广济医刊 １９３１
当归之调经作用 沈仲圭 长寿(上海１９３２) １９３３
为谋自救之计敬告同仁书 张治河 现代中医 １９３６
为谋自救之计敬告同仁书 张治河 医界春秋 １９３６
为谋自救之计敬告同仁书 张治河 医学杂志 １９３７
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解及治法 张锡纯 医学杂志(吴兴) １９２０
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及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治法 张锡纯 浙江医药月刊 １９３０
论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及冬不藏精春必温病治法 张锡纯 中医世界 １９３０
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及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解并论及其证治 张锡纯 杏林医学月报 １９３０
论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及冬不藏精春必温病之治法 张锡纯 神州国医学报 １９３２
论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及冬不藏精春必温病治法 张锡纯 医学杂志 １９３２

表２　样本作者群“一稿多刊”情况(１９０５—１９４９年)

作者
总发表文章

篇次
一稿多刊
文章篇次

一稿多刊
比例/％

登载刊物种数

沈仲圭 １０５５ １９１ １８．１ ５６
张锡纯 ５９０ ８３ １４．１ １８
张山雷 ２６１ ３０ １１．５ ７
时逸人 ５０１ ２３ ４．６ ９
刘蔚楚 １７１ ２２ １２．９ ５
周小农 ５６０ ２１ ３．８ １０
费泽尧 ８８ ２０ ２２．７ ６
张汝伟 ３１４ ２０ ６．４ １１
张治河 １１９ １８ １５．１ １２
徐相任 １４０ １４ １０．０ ８
杨星垣 ７６ ７ ９．２ ２
王肖舫 ２４８ ６ ２．４ ６
赵意空 １４０ ６ ４．３ ４
杨焕文 ７９ ５ ６．３ ３
杨永超 ３５ ４ １１．４ ４
黄国材 １４５ ２ １．４ ２
王　炽 ２９ ２ ６．９ ２
张文元 ３０ ２ ６．７ ２
合计 ４５８１ ４７６ １０．４ ７１

１４　“一稿多刊”的分型　这些“一稿多刊”现象有以

下３种类型:

１)同一文章在同一刊物反复刊发.文章再次发表

时题名、内容完全相同.此类数量很少,共有２组４篇

次,发表间隔３~４年.如１９２６年«医学杂志»第３４
期,杨星垣发表了«痘症论治»«麻症论治»２篇文章,但

１９２９年«医学杂志»专栏集中介绍痢症、白喉症等传染

病的“急要治法”时,又将杨星垣以上２篇文章刊载,署
名为“前人”.

２)同一文章在不同刊物刊发.这种类型数量最

多,共有１６２组４０４篇次,多间隔０~２年发表,最长间

隔２１年.创刊于１９０８年的«绍兴医药学报»因人员改

组,于１９２４年拆分为«绍兴医药月报»和«三三医报»２

刊.其间张锡纯的投稿«答医界同人问双修之道»,被

１９２４年第１２期«绍兴医药月报»和１９２４年第１４期

«三三医刊»分别刊发.

３)题名稍做调整,内容基本不变,在不同刊物发

表.共有３３组６８篇文章,间隔多在０~１年.例如:
沈仲圭将«当归之调经作用»题名改为«当归调经之实

例»,先后在«中国药报»和«广济医刊»上发表;张汝伟

将«气不足便是水论»改为«气不足便是水说»,先后在

«绍兴医药学报»和«医学杂志»上发表.
出现第１种类型的原因,显然是因为期刊需要,期

刊编辑为之.第２种类型,间隔时间较长,却是原文照

登.如果是作者主观的“一稿多投”,在已有刊物登载

的情况下,不可能只字未改,应该是这些名家的文章被

其他刊物转载引用.第３种类型,在不同刊物的发表时

间接近,并将文章题名、内容稍做了调整,可以认为是现

代意义上的“一稿多投”,但这一类总体数量偏少.

２　原因分析

２１　期刊:稿源缺乏和传播需要　近代中医期刊的蜂

起集中于“五四”运动前后,共有２５０余种中医期刊创

办,与之相矛盾的是稿件来源紧张.«三三医报»编辑

披露说,“凡来稿没有不登载的”,并委婉解释“因为医

界皆不曾作文,皆不好作文,今居然也要作文了,所以

不选择”[９].«卫生报»苦于稿件的匮乏,发出号召:
“«常识栏»的篇幅厄需扩充,希望爱护本刊的读作赤诚

相助.”[１０]既然对投稿“不选择”就刊登,自然就有重

复发表的可能.在向作者呼吁,满足杂志的用稿量的

同时,杂志也希望提高稿件的质量,于是采取向名家约

稿或转载名家已发表的佳作的方式.时逸人在民国后

期创办了«复兴中医»并任主编.由于«中国医药月刊»
(北京)的发起人董德懋、施今墨等与之捻熟,时逸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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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为特约撰稿人.时逸人为«复兴中医»撰写文章的同

时,又多投给«中国医药月刊»(北京).于是,１９４１年

«我也谈谈伤寒»«研究中国医学几个信条»等几篇文

章,同时在这２刊发表.
同时,由中医社团和中医进步人士举办的中医期

刊,也是中医界联络的渠道和“中西医论战”的平台.
近代爆发了一系列“中西医论战”,在中医期刊上发表

文章,发动群众,参与请愿是当时重要的斗争形式.对

改进中医、批驳西医文章的刊载被视为是期刊及其社

团的立场[１１],对此类文章的广泛转载,不被认为在“一
稿多投”之列.如张治河的«贡献当局医政刍见»于

１９３７年同时在«中国医学»«现代中医杂志»«医学杂

志»刊发,表明了这 ３ 家期刊对该文提出的主张的

赞成.

２２　法律:模糊与不对等　现代意义的著作权法始于

１９１０年的«大清著作权律»,立法的缘由是“维著作一

端,东西各国均设专律,确立范围,保证权力,故学问艺

术日新月异”[１２].律令的宗旨是鼓励著作者,保护著

作权,规定“著作权归著作人终身有之,著作人死亡后

并得其继承人继续享有三十年”.１９１４年１２月北洋

政府«大总统公布出版法申令»,承袭了著作人的著作

权限;但重在对发行和印刷人严加管制,要求“出版之

文书图画于发行散布前报警察官署备案”[１３].这样,
在著者的著作权得到重视的同时,从律条上却看不到

期刊出版者享有文章的专有刊载权;因此,如果拥有著

作权的作者将自身著作“一稿多投”,由于没有追诉主

体,也就构不成违反法令,成为法律约束的模糊地带.
对期刊而言,由于律令规定“凡经呈报注册取得版

权的作品,其他人不得翻印复制及用各种假冒方法进

行剽窃”[１３],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一般没有提前“经呈

报注册”,作者还不拥有版权,其他期刊在保持原文完

整的情况下引用和转载并不违法.１９３１年司法院的

判例解释也支持了这种观点[１４].
近代出版界对文字剽袭深恶痛绝.笔者以“抄袭”

“剽袭”“剽窃”为关键词,对«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

库»(１８３３—１９４９)文献进行全字段检索,得到２６４篇对

“抄袭”问题有关的声明、公告或评论;但绝大多数限于

文学类、社会类、科技类期刊领域,医学类只查询到１
篇[１５].查阅高产作者沈仲圭发表的１０００余篇文章,
未发现有抄袭他人的文章.一方面说明中医界的抄袭

现象并不严重,另一方面反映出当时对“一稿多刊”与
“抄袭”是分别对待的.

于是,许多杂志一方面发布免责声明“凡有价值之

关于医药作品,已先见于他种印刷品者,本刊为传布各

著起见,得以转录”[１６],另一方面又排斥“一稿多投”,

说“唯一稿数投之作品,请勿加惠顾”.但采取的措施

仅仅是“一稿两投概不给酬”[１７].这样,从刊物自身没

有对“一稿多刊”加以限禁,对作者又没有有力约束措

施,发生“一稿多刊”在所难免.

２３　规范:转载体例暂未形成　近代之初,由于现代

意义上“摘要”“关键词”等学术规范还没有形成,“参考

文献”的引用模式没有建立,将文章题名稍加更改,即
认为与原文相异,拟引用者采取将原文全文转载的方

式进行.
与中医期刊相比,脉承现代科学体系的西医期刊

对转载其他刊物文章有较高的版权观念.«广济医刊»
从１９１７—１９３０年间共有９篇文章,分别注明“转录”自
«中华医学杂志»«华北医刊»«民国医学杂志»«健生医

刊»等杂志.«中华医学杂志»１９２１年发表的«霍乱症

一百医案之研究»,也注明“转录«齐鲁医刊»”[１８].
同时,西医期刊通过刊物间的转载互动,逐渐形成

了初具现代意义的转载格式.初期的转载只注明原著

者姓名,随后在文章题名处增加了“转载”或“转录”２
字,以后又增加了转载来源刊物名称、发表时间、刊登

卷期等内容,甚至以双语标注.１９２６年,«齐鲁医刊»
翻译发表J．W．Tome的«霍乱之预防法及其早期之治

疗»,注明“Jour．Trop．Med．Hyg．,July,１９２６．”[１９].

１９３３年«天德医疗新报»在转载«江北痞块病»时,用中

英文双语注明“转载«广济医刊»９卷９号”.
受此影响,部分中医作者的维权意识也逐步提高.

１９２９年陆渊雷在发表«伤寒今释»时,声明“此稿有著

作权,禁止翻印转载”.１９３１年承淡安在发表«针灸医

话»时,注明“本人保有著作权”.民国后期,部分中医

刊物在转载文章时也加以标注,如１９４０年,«新中医

刊»发表«从统计中管窥中国医学»,注明“转载«国医导

报»,第二卷第四期及第二卷第五期”[２０].随着转载、
引用体例逐渐形成,近代晚期中医期刊的“一稿多刊”
现象也逐渐减少.

２４　思想:开禁与约束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慎言为

藏拙之计,以多议为愚好之识,于是噤口卷舌,宁受杖

马寒蝉之消,以守知足不辱之戒”.中医药界尤其如

此,中医的传承历来通过“口传秘授”,甚至如果传授对

象选择“若非其人”,则“意死不敢妄传人”[２１];于是“近
世医家,能博贯汇通有阅历经验者,每闭户著书,宝藏

«金匮»,以传子孙,不肯刊布流行以公诸于世,竟有及

第门人未获一观者”.张汝伟“奉劝海内高明之士,毋
视医报为浮文,不妨各抒高见;毋以辩驳生倾轧,不妨

互相琢磨;毋以密旨而不轻传,须知世承终难永”[２２],
呼吁中医同人开风气之先,将著述公开.«医学杂志»
多次刊登声明“家传秘方予以公开”的文章.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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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中医作者能将自己的临证经验刊发,是观念

发生巨大转变,抱了决然勇气而为之的结果.这也造

就了近代中医期刊在中医学术传播中的特殊作用.
但既然拿定“公诸于世”的决心,著者的思维定式

就要广为传布,而不仅限于一种期刊,浅尝辄止.加之

许多中医期刊“昙花一现”,发行数量和传播范围有限,
强求作者只能在一种刊物发表,有悖于其初衷,自然得

不到作者的认可和遵守.

２５　作者:传播与经济　一方面,有作者希望扩大传

播效果的因素.期刊在近代中医界属新生事物,订和

阅均有限.常熟张汝伟举例“吾邑城乡合计医药界不

下千人,而订阅«神州医报»者不逾十份,订阅«绍兴医

报»者不逾五数”[２２].单纯在一种刊物发表文章,影响

十分有限.１９２０年张锡纯因为“近见医报多有于此互

相辩驳者”,在«吴兴医学杂志»上发表«冬不藏精春必

病温及治法»一文.事实上,之前的辩驳没有见诸报

端,倒是该文发表后引发了长达１４年的系列讨论.先

后有暴振华、张国华、秦丙乙、孔宣礼等１５人次在«中
医杂志»(上海)、«镇江医学公会月刊»«杏林医报»«上
海医报»等１２家医学刊物上发表文章,磋商讨论.１０
年以后,张锡纯又在１９３０年先后将刊登在«吴兴医学

杂志»的旧文选录刊登在«浙江医药月刊»«中医世界»
«杏林医药学报»上.１９３２年的«神州国医学报»和«医
学杂志»又原文转载,使这个讨论得以不断延续.直到

１９３４年,中国医学院韦冠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冬不

藏精春必病温辨»做了毕业论文,融汇各家学说而告

终[２３].张锡纯这篇文章的传播效应得到充分放大.
由作者主观故意“一稿多投”导致的“一稿多刊”,

也可能是作者为了提高录用概率,加快发表速度.沈

仲圭从１９２０年首次发文,到１９４９年共发表文章１０５５
篇次,平均每年发表３６篇次,放在当今也属高产作者.
如此高的发稿量,除了创作量大以外,也与他投稿的范

围广泛相关.许多稿件在多家刊物同时刊登,１９２９
年,«发明血炭粉者为数百年前之汉医»就同时在«医界

春秋»«中西医学报»«广济医刊»上发表.
另一方面,也不排除经济利益诱因,导致作者“一

稿多投”;但是,近代中医期刊由于办刊经费紧张,大多

稿酬微薄甚至没有现金酬劳.«医学杂志»对作者的酬

谢是“凡经本会编入杂志之稿,本会奉赠杂志若干份,
以酬雅谊”[２４].«医界春秋»表示,稿件“一经出版,当
以本社出版价值高贵之书籍奉酬”[２５].«广济医刊»表
示“编辑人胥尽义务,投稿者仅赠医刊”;该刊对于需要

稿酬者也非一口回绝,但“如有佳作而投稿人需索酬

者”,需要作者“篇末注明”,杂志会“酌量致酬”[１７].环

顾其时文史语言类的稿酬,则令中医期刊望尘莫及.

１９３４年,美国新史社的悬奖征文,一等奖达 ３００ 美

元[２６];林语堂的版税收入达到１０％ [２７].所以,经济

利益不是“一稿多投”的主要诱因.

３　结束语

　　“一稿多刊”是近代中医的特殊传播方式.
近代中医期刊萌生之初,中医著述完成了由古代

“假托他人名义”到“署著者实名”的突破.传统的中医

关门授徒、口耳流传、函札往来等传播方式实现了通过

期刊广为传布的跨越,中医学的传播取得巨大突破.
领风气之先的编辑和作者对期刊的传播效果预期很

高,甚至希望通过在期刊刊载文章,实现“得之则通,通
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的目

标[２].面对“繁杂小散”的中医期刊局面,部分编辑和

作者采取“一稿多刊”的形式,主要目的是扩大传播效

力;所以,“一稿多刊”是近代中医的特殊传播方式.但

由此带来的版面和编辑资源浪费,乃至读者负担的增

加显而易见.
借鉴“一稿多刊”可以发现期刊的近缘关系.
不管是期刊主导的“一稿多刊”,还是作者为了扩

大传播效果采取的“一稿多刊”,都在传播过程中建立

了同一期刊与不同作者,同一作者与不同期刊之间的

学术认同和互动关系,期刊之间“一稿多刊”的频率与

它们办刊理念的接近度呈正相关;同时,“一稿多刊”文
章的主题也是当时中医界广泛关注的热点和重点:因
此,通过研究“一稿多刊”的频率和主题,可以为学界挖

掘海量的近代中医医学文献提供一条便捷途径.
近代中医期刊“一稿多刊”现象的发生,与当时的

历史背景有关,也与学术传播需要有关,反映了近代早

期的期刊先贤和医家们,都曾走过一段不同于现在学

术出版传播的道路.进入２１世纪的今天,现代信息技

术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学术传播途径,也更容易发现和

鉴别恶意的“一稿多投”[２８].相信著者的学术行为会

愈来愈加规范,“一稿多刊”现象必然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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