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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无不有自己特色的校报校刊# 上海理工大学前身之一的沪江大学# 自不例外' 在介

绍沪江大学出版的校报校刊总体情况的基础上# 从主办者%%%如学校或院系( 社会实践基地#

学生# 社团%%%的视角分析这些出版物的主要特征( 文献价值# 指出沪江大学校报校刊的出

版史与沪江大学的历史命运和发展轨迹紧密相联# 这些出版物不仅可作为研究沪江大学学生

校园文化生活和沪江大学师生精英学术思想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对当今的大学生也具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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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一所大学的历史与成绩# 可以从多方面

去考查$ 学科建设% 师资队伍% 教学设施% 毕业生

状况等# 固然不失为重要的因素# 然而有无相当历

史价值报刊的出版# 亦为不可或缺的条件$ 故但凡

著名的大学# 无不有自己特色的校报校刊# 上海理

工大学前身之一的沪江大学 !以下简称 )沪大*"#

自不例外$ 其所出的报刊# 在弘扬学术% 阐发思

想% 交流信息% 发布校情% 提供实践平台等方面#

为沪江大学赢得相当的社会声誉# 并在中国近代教

育史和出版史上# 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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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沪大出版的报刊总览

据初步统计# 自 &*%' 年沪江大学创立# 至

&*+$ 年终结# 沪江大学校方及师生主办的刊物近

)% 种 !见表 &"$ 其中创办于 &*%- 年的 -上海浸

会大学堂学道院合章. ! !#.,+#.*F.>3*035$%%)+)

.,9 8#)$%$+*".%!)D*,.(47($0>)"3/0" 为最早的沪

大刊物# 也可跻身于我国最早出版的几种大学校刊

之列' 创办于 &*&$ 年的综合性校刊 -天籁.# 其

间虽有停刊% 复刊现象# 但总体上算是我国近代办

刊时间最长# 影响较大的综合性校刊之一$

##据表 &# 沪大出版的报刊# 就创办年份来看#

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 年#

其间仅有 ' 种出版物问世' 第二阶段为 &*$"(

&*!- 年# 其间共有 $% 种出版物问世' 第三阶段为

&*!"(&*)* 年# 其间只新办 &% 种出版物$ 因此#

刘湛恩任沪大校长的 &% 年# 可谓沪江大学刊物出

版的鼎盛时期$

就主办主体而言# 有以学校名义主办者# 有由

各院系所主办者# 有学校社会实验基地 !如沪东

公社" 主办者# 有以学生名义主办者# 亦有由校

内各学术团体和其他社团主办者$ 出版期限有周

刊% 旬刊% 半月刊% 月刊% 双月刊% 季刊% 半年

刊% 年刊以及不定期期刊等# 篇幅长短不一# 文体

不拘文言白话$ 其学科领域# 与沪江大学文% 理%

商综合性的科系设置密切相关# 既有文学% 教育%

商业% 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 也有自然科学类

的$ 下面从出版物主办者(((学校或院系% 社会实

验基地# 学生# 社团(((的视角来分类简述$

二% 学校或院系% 社会实验基地主办

的出版物

##沪江大学校方主办的出版物主要有 -沪江大

学章程. -年度报告书. !8#)?,,/.%B)>$(3$&

!#.,+#.*5$%%)+)" % -私立沪江大学一览. 等出版

物' 院系主办的有理学院的 -沪大科学. # 商学院

的 -沪大商刊. -新商业. 等' 学校社会实验基地

沪东公社主办的有 -学徒之友. -沪东新声. 等$

其中 -沪江大学章程. -新商业. -学徒之友. 是最

具代表者$

@@ "一$ +沪江大学章程,

-沪江大学章程. 是沪江大学最早出版的刊

物# 创办于 &*%- 年# 前后共出版几十卷$ 其创刊

号的刊名为 -上海浸会大学堂学道院合章 .

!!#.,+#.*F.>3*035$%%)+).,9 8#)$%$+*".%!)D*,.(4

7($0>)"3/0" # 中英文合刊# 载有沪江大学前身上

海浸会大学堂和道学书院董事会成员录% 教职员

录% 课程表% 章程及学生录等$ 该刊后又几易其

名# 曾有 -上海浸会大学堂章程. -上海浸会大学堂

道学书院合章. -沪江大学校道学书院合章. # &*&)

年正式称为 -沪江大学章程. !英文刊称为 !#.,+#.*

5$%%)+)F/%%)3*,& 5.3.%$+/).,9 ?,,$/,")D),30" #

&*$*年沪大获批国民政府立案后# 又更名为 -私立

沪江大学章程.$

该刊前几期为中英文合本# &*$% 年起改为纯

英文本# 除中文简章外# 其余全为外文$ &*$$ 年

起# 刊物较前期已有很大进步# 页面已从最初的几

十页增加到 &+% 页之多# 内容除前几页校历% 教职

员名录外# 共有三大部# 即普通概说 !O,%,$&'

S%("$;&.*"%"% 各科学程 !D"#$-,-"(0.#4/"% 课程

说明 !V,-3$*G.*"% "(D"#$-,-"

+&,

$

除 -沪江大学章程. 外# &*!$ 年在上海市区

开办的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也出版过学院章程#

如 -私立沪江大学 !城中区" 商学院章程. -沪江

大学商学院附设新闻学科简章. -沪江大学 !城中

区" 商学院 !日班" 银行会计学专修科简章. 等

大学章程$

上述冠名 )合章* % )章程* 等的出版物# 其

显著特点是载有 )大学章程* $ 作为大学校内的

)宪章* # 大学章程对现代大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沪江大学在成立的次年# 出版 -上海浸会大学堂

学道院合章. # 其开篇的 -经始引言. 明确规定&

)学堂须有完善之章程# 望各参谋委酌时陈良策#

时馈直言# 俾本学堂得收集思广益之效$ *

+$,尽管

最初的 -大学章程. 比较粗糙# 但随着大学的发

展# 学校不断完善的 -大学章程. 随着 -沪江大

学章程. 的出版# 学校的历史% 性质% 学制% 入

考方式% 教学内容等在社会上广泛传播# 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提升了学校的社会知名度$ 即便是今天#

在沪江大学原校址发展起来的上海理工大学# 在制

定% 完善和宣传 -上海理工大学章程. 的过程中#

也可借鉴 -沪江大学章程. 的做法# 在学校每年

出版的 -年鉴. -招生简章. 或其他出版物中# 刊

载大学章程# 以让学校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尤其是

广大高考生及其家长更深% 更全面地了解上海理工

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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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名#### 创办年 责任者### 刊期 文种# 特点

沪江大学章程 &*%- 沪大 年刊 中英文A英文 载有-大学章程.

8#)?,,/.%B)>$(3$&!#.,+#.*

5$%%)+)学校年度报告书
&*%- 沪大 年刊 英文

关于学校每年的财政#董事会通过的各项议案#以及其他
各项报告

天籁A沪江大学月刊 &*&$ 沪大学生 定期 中英文 综合性校刊

沪江!大学"年刊 &*&+ 沪大当年毕业生 年刊 英文A中英文 大学毕业生纪念册

沪大附中半月刊 &*$) 沪大附中学生 半月刊 中文 每期 )% .+%页

沪大附中季刊A

沪大附中月刊
&*$'A

&*$-

沪大附中自治会
季刊A

月刊
中文 沪大附中师生交流文学作品%评论时事的园地

科学丛刊 &*$" 沪大科学社 年刊 中文
学术性自然科学刊物#内容包括生物学%科学总论%物理
学%化学等

沪大周刊 &*$" 沪大学生 周刊 中文 一度与-天籁季刊.并行出版

沪潮A沪大附中 &*$" 沪大附中学生会
季刊A

半年刊
中文

沪大附中学生刊物#主要栏目有笑话%闲话%通信%校闻%级
闻%言论%诗%杂咏%见闻录%消息等

科学世界 &*!% 沪大科学社 非定期 中文 科普性期刊#文章篇幅短小%趣味性强

沪大科学 &*!$ 沪大理学院 半年 中文 自然科学刊物

私立沪江大学!城中区"

商学院章程
&*!$ 沪大商学院 年刊 中文 内有该院章程%课程说明%通则%各学科简章%学生名录等

沪大教育 &*!!

沪大教育研究社A

沪大教育学会
年刊 中文A中英文 教育研究刊物

沪大商业丛刊A商业丛刊 &*!! 沪大商学会 不定期 中文 经济类刊物

沪大文学 &*!) 沪大文学会 年刊 中文 文学刊物

=))A%45*("/%.(!沪大校闻" &*!)

沪江大学编译部A

沪大英文系学生
周刊 英文 沪大英文新闻类刊物

沪江附中季刊 &*!+ 沪江附中季刊编辑部 季刊 中文 综合性刊物#仅见创刊号

新商业 &*!+ 沪大城中区商学院 季刊A月刊 中文 经济刊物#偶有新闻学方面的文章

角声!期刊" &*!+ 沪大基督徒学生团契 半月刊 中文 基督教刊物

骚墨 &*!+ 沪大 &*!-届级会 不详 中文 青年大学生的思想论坛

化学 &*!' 沪大廿六级化学会 月刊 中文

社会学季刊 &*!' 沪大社会学社 不详 不详

洪钟 &*!' 沪大洪钟文艺社 不详 中文 纯文学刊物#仅见创刊号

沪大半月刊 &*!- 沪大学生出版委员会 半月刊 中文 学生刊物#为同学发表思想的园地

沪江 &*!* 沪大文学会 半月刊 中文 文学%时评刊物

学徒之友 &*!* 沪大沪东公社 半月刊 中文 职业青年读物

沪大商刊 &*)& 沪大商学会 不详 中文
介绍商学会组织#发表统计%会计%财政%金融及文艺作品%

商学会工作报告

陪都沪大校讯汇录 &*)) 不详 不详 不详

私立东吴大学%沪江大学%

之江大学联合法商工学院校刊
&*))

私立东吴大学%

沪江大学%之江大学
年刊 中文

上编东吴大学%沪江大学联合法商学院概况'下编东吴大
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联合法商工学院概况

校讯 &*)' 沪大同学会 月刊 中文 主要报告本校及本同学会消息与新闻

沪江新闻 &*)" 沪江新闻报社 不定期 中文 沪大新闻类报纸#每期)版或$版

私立沪江大学一览
!L#'',.*% "(.1,

)%*+,$-*./ "(01&%21&*"

(

&*$% 沪大 年刊 中英文 内载校史%设备%升学规定%各院系学程等

沪江大学丛讯
(

&*!& 沪大编译部 不定期 中文 沪大情况介绍

沪东新声
(

&*!" 沪大沪东公社 不定期 中文 青年刊物

!#.,+#.*!>)"3.3$(!沪江旁观者"

(

&*)% 沪大学生 周刊 英文报纸 内容大多有关校园生活中的各种轶闻趣事

沪江周报
(

&*)* 沪大学生 周刊 中文 油印报纸

沪江新声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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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新商业,

-新商业. 于 &*!+年创刊# 季刊# 沪江大学城中

区商学院主办$ &*!-年 '月出版第 -号后停刊# &*))

年于重庆复刊# 并改为月刊# &*)+年停刊$

-新商业. 季刊设有论文% 报导% 新闻学特

辑% 调查等栏目# 其主要撰稿人有张启裕% 周?%

姚铁心等$ 其中刊载的有关新闻学方面的文章# 如

&*!' 年第 & 卷第 $ 期刊载的王纪元 -编辑生活的

回顾.# 第 ! 期刊载的俞君韬 -吾国报业各问题之

检讨. % 吴承达 -新闻实习的回顾. # 第 ) 期刊载

的黄慧娟 -上海新闻事业之现状. # 尤其是 &*!-

年 ' 月出版的第 $ 卷第 $ 期 !下" )新文学特辑*

刊载的江菊林 -现阶段新闻事业应有之动向. % 俞

君韬 -改进地方报纸之我见. % 张方? -上海各

大日报副刊略评. % 周芑苞 -影评与报纸. % 陈波

语 -谈谈发展内地报纸之途径. % 严谔声和李哲文

-怎样准备做一个新闻记者. 等文章# 对了解和研

究 $% 世纪 !% 年代中国尤其是上海的新闻业和沪江

大学城中区商学院新闻系 !专修科" 办学历史有

重要参考价值$

复刊后的 -新商业. 月刊是抗战时期的重要

经济刊物# 发表有关商业的专论% 研究% 工商贸易

理论# 国内外工商实业调查# 经营管理及实际经验

报告# 报导国内外工商动态# 新事业% 新建设% 新

改革进展状况# 介绍事业成功人物# 商业常识释

义# 新书介绍与评论等$ 主要代表文章有 -论合

作经济与新商业. -夜商学院与新商业. -新商业的

意义和特质. 等理论性较强的文章# 特别是 -新

商业的意义和特质. 一文# 作者从新商业的精神%

组织% 制度% 设备% 管理% 方法% 设施% 智识等不

同层面对新商业到底 )新* 在哪里进行了深刻的

分析和论述# 为研究民国时期的新商业概况提供了

素材$ 文章 -芜湖去年的米业. -福州去年的漆器

业. -工友们的生活写实. 等侧重于记录东南沿海

地区的商业发展实况和工人们的生活状态# 有利于

放眼全国# 全面把握商业的发展情况$ 而 -美国

金银统计. -国产纸的对外贸易. -出口华茶之包装

问题. 等文章则着重对国外商业的报道及中国的

对外贸易问题# 其所附的表格和图示价值较大$ 另

外还刊有众多真实的图片# 如 -青岛及其灯塔.

-青岛之海滨大厦. 等# 对于了解当时的商业建筑

有一定价值$ 可见 -新商业. 对于全方位研究战

时商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 "三$ +学徒之友,

-学徒之友. 于 &*!* 年创刊# 沪江大学社会

实验基地沪东公社主办# 半月刊# &*)% 年停刊$

-学徒之友. 属于职业青年读物$ 该刊主要栏目有

小技艺% 学徒顾问% 笑话% 小评% 读者信箱% 伊索

寓言% 经济常识% 书报介绍% 实用学徒英语等$

-学徒之友. 是专门面向商店和工厂的学徒发

行的读物# 故其文字平易浅近$ 关于创办的缘起#

其创刊号的 -序文. 中有明确的叙述& )我国正遭

遇着亘古未有的奇变的古今# 我们需要具有新脑筋

的新青年$ 这种新青年应当有摆脱旧社会的范畴的

力量# 于惊涛骇浪之中# 把新的意识形态建立起

来$ 上海的学徒# 约有十余万人# 我以为上海最重

要的青年倒不是大中学的学生# 而是这十余万的学

徒# 因为上海是东方最繁盛的商业城# 商业建筑在

商人身上# 而商人的基础却打在饱经忧患的学徒时

代$ 然而我们再来看看身负改进上海商业的各界人

士# 他们对于促进学徒生活的工作到底有过多少的

努力0 他们曾否考虑过一个由农村出来的学徒# 对

于新的环境将用什么方法去适应0 他们曾否考虑到

一个沉浸于腐败% 暴虐% 阴森% 不诚实的生活环境

之中的青年学徒们# 他们的前途将要是如何的黯

淡0 //许多刊物上的文字也只有知识较高的学徒

总看得懂# 其他绝对大多数的学徒都被弃于冷落角

落里# 没有人去理睬他们$ 这本刊物就是要想和大

多数学徒做个好朋友$ *

+!,

-学徒之友. 的目的是和学徒们讨论各种与生

活有关的切身问题# 灌输各种知识和小技艺# 从而

促进学徒的生活# 创立新的商业意识# 曾刊登过重

要文章有 -一个学徒的奋斗史. -我的学徒生活.

-严重的米粮问题. -美国农村与吴国农村的比较.

-我的一九四零年计划. -碘石收音机装置法. 等$

该刊的发行受到广大学徒的欢迎# 扩大了学徒们的

知识面# 增长了他们的工作技艺# 同时也是今天研

究近代上海下层民众 !学徒们" 生活的重要史料

来源$

三% 学生主办的出版物

沪江大学学生主办的出版物有 -天籁. -沪江

!大学" 年刊. -沪大半月刊. % !#.,+#.*!>)"3.3$(

!-沪江旁观者. " 等$ 其中最具代表着为 -天籁.

-沪江 !大学" 年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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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天籁,

-天籁. 是沪江大学办刊时间较长的一种综合性刊

物# 也是办刊主体% 刊期% 刊名% 出版经费来源% 出版

形式% 刊载内容等变化最多的期刊 !变化详情见表 $"#

曾被认为是 )代表沪大思想与精神的唯一刊物*

+),

$

表 *@+天籁,刊名/刊期等变化情况一览表

,.<A*@U3024C2:78:./E704C5'06)%+03//.L7%D5<130:3/E D7-346%728A

刊名 起始年月A卷期 刊期 主要内容 主办者 形式 经费来源

天籁报
51,6"*3,

&*&$7' 季刊 文艺 上海浸会大学学生 杂志 自筹

天籁!报"

51,6"*3,

&*&)7&% 季刊 社论与小说 沪大学生 杂志 自筹

天籁!报"

51,6"*3,

&*&-7!

月刊
" 期A年

记事%文艺%

科学
沪大与 ! 所
中学学生

报纸 ) 校合资

天籁!报"

51,6"*3,

&*&"7)

!- 卷 & 号"

月刊
' 期A年

短篇小说%校评%

演说%科学
沪大与 ' 所
中学学生

杂志 - 校合资

天籁A沪江大学月刊
51,6"*3,

&*&*7&&

!* 卷 & 号"

月刊
社评%专论%

文艺%记事
沪大学生 杂志 沪大与期刊社

沪江大学月刊
51,6"*3,

&*$%7)

!* 卷 ) 号"

月刊
社评%专论%

文艺%记事
沪江大学月刊社%

学生
杂志 沪大与期刊社

沪江大学周刊
51,6"*3,

&*$%7&&

!&% 卷 & 号"

周刊 校内新闻
沪江大学周刊社%

学生
杂志 沪大与周刊社

沪江大学月刊
51,6"*3,

&*$&7&$

!&& 卷 & 号"

月刊
评论%研究%

译述%小说%校闻
沪江大学月刊社%

学生
杂志 沪大与期刊社

天籁
51,6"*3,

&*$)7!

!&! 卷复活A& 号"

旬刊 校闻%专题 沪江大学自治会 报纸 沪大与期刊社

天籁
51,6"*3,

&*$)7&%

!&) 卷 & 号"

半月刊
研究%文艺%

通论%校闻
沪江大学自治会 杂志 沪大与期刊社

沪大天籁
51,6"*3,

&*$'7&%

!&' 卷 & 号"

半月刊 专论%诗词%校闻 沪江大学自治会 杂志 沪大与期刊社

天籁
51,6"*3,

&*$-7&%

!&- 卷 & 号"

周刊 专论%诗词%校闻 沪江大学自治会 杂志 沪大与期刊社

天籁季刊51,6"*3,

!中英文分刊"

&*$"7+

!&- 卷 &! 号"

季刊
人文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学术文章
沪江大学自治会 杂志 沪大与期刊社

沪大周刊!与
天籁季刊并行出版"

&*$"7*(

&*!!7&$

周刊
校闻%一周大事记%

译诗译文
沪江大学自治会 杂志 沪大与期刊社

天籁51,6"*3,

!中英文合刊"

&*!+年秋
!$)卷 &号"(

&*!-7'!$'卷 &号"

季刊 论说%文艺
沪江大学出版委
员会

杂志 学生

天籁
51,6"*3,

&*)'7"

!复刊 & 卷 & 号"

论说%散文%

小说%诗歌
沪江大学 杂志 沪江大学

## -天籁. 是 )新思潮的刺激* 的产物# 与民

国差不多时间诞生$ 其创刊号名 -天籁报.# 中英

文合刊# 每季出版一册# 出版经费自筹# 上海浸会

大学天籁报社印行# 首任社长是沪大学生郑章成$

该刊曾有季刊% 月刊% 半月刊% 周刊% 旬刊等各种

出版形式# 也出现 -天籁报. -沪江大学月刊. -沪

大天籁. -天籁季刊. 等多种刊名# 还出版几次特

刊专号# 如 &*$! 年 ' 月 &$ 卷 ' 号的 -本校十五周

年纪念号. % &*$+ 年 ) 月 &) 卷 & 号的 -纪念孙中

山先生专号. % &*!' 年 && 月 $+ 卷 $ 号的 -立校

卅周纪念专号. $ 在 $% 世纪 $% 年代% !% 年代有

过几次停刊和复刊的现象$ 沪大同学珍惜 -天籁.

的历史# 采取 )天下有道则现# 无道则隐* 的态

度# 故在抗战后停办刊物达 * 年之久# 直到抗战后

-*&



####### 上 海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 $%&' 年 第 !" 卷#

的 &*)' 年 " 月才复刊# 但在当年 && 月出版沪大 )%

周年纪念号 -沪江大学 )% 周纪念特刊. 后就没了

消息$ 因为是校刊# 所以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为沪江

大学学校的师生# 如魏馥兰 !R7!7H1*.,"% 刘湛

恩% 徐志摩% 郑章成% 张资珙$ 另外# 也刊载一些

校外来稿# 其中不凡名人# 如梁启超% 鲁迅% 冯友

兰等$

-天籁. 关注的内容和视野比较宽广# 从政治

到科技# 从文化到思想都有涉猎$ 它关注当下# 讨

论的话题涵盖了民国初建如何兴邦立国# 西方民主

政治制度的引进和介绍# 妇女的解放# 当今科学技

术界的最新成果# 欧战爆发以及中国劳工的问题$

它也关注于旧时历史的陈迹# 关于孔教儒术的讨

论# 国学如何面对汹汹而来的欧化趋势等$ -天

籁. 的栏目相对固定# 但也随着时间的变化发生

一定的改变$ 其中文版# 前期主要有论说% 译著%

小说% 杂俎% 文苑等栏目# 后来逐渐增加科学% 学

说% 纪事% 游记等新栏目$ 也有一些栏目随着时间

变化进行了更名% 重组% 拆分$ 比如诗歌和散文原

来是归属于文苑栏目# 后来将文苑拆分为文录% 诗

录# 到了第 - 卷第 ! 号# 又出现了文艺% 谐文% 文

苑% 诗并立的局面# 到第 &$ 卷第 & 期# 小说% 诗

词被统归到文艺栏目下# 取代了文苑栏目$ 而其英

文版# 栏目则相对要稳定得多# 主要为 94*."$*&'

!社论" % D"%.$*F#.,4 ?$.*3',-% D"'',2, 8,E-%

?'#;%*8,E-% Q*.,$&$/ 0"3*,./% ?.1',.*3-等栏目#

变化相对小得多++,&$ (&!

$

在沪大的出版物中# -天籁. 最具大学校刊的

特征& 师生共同创办% 编辑# 师生可自由投稿# 由

编辑选登文章# 出版年代基本上伴随着大学始终$

其校园刊物% 开放的公共空间性质# 以及中英文合

刊的特色# 使得它从 )诞生开始就产生了两种话

语争夺主导权的场面* # 进而出现 )西学与国学之

争* % )文言和白话之争*

++,&!#&*

$ 它作为一种 )提

倡新思潮# 改良社会# 研究学术* 的刊物# 可与

)五四运动北京大学之 -新潮 !N,%&*--&%3," . #

清华之 -清华学报. * 媲美# 为当时的沪江大学

赢得了社会声誉+',

# 从而在中国近代大学校报校

刊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 "二$ +沪江 "大学$ 年刊,

-沪江 !大学" 年刊. 于 &*&+ 年创刊# 停刊

于 &*+& 年# 由沪江大学每年的一些毕业生组成的

年刊社主编# 相当于今天大学毕业生编辑刊印的毕

业纪念册$ 该刊初期为英文版# 到 &*$! 年发行

第 "卷时改为中英文并刻出版$ 主要栏目R?D)Q5W#

?5>Q95SD0#O989N?QJNO?8SU?5SJ8# N9QSOSJ8#

校风丛谈# 广告等$ 该刊登载内容以照片和画图为主#

每期都刊有董事会% 理事会% 教职人员情况介绍和照

片# 各学院的相关情况# 各科系毕业生照片和学习%

生活% 体育运动等内容的相关介绍# 还有江浙沪各主

要中学师生合影及学生习作% 画作等$

曾刊载 -命运. -黄浦江边. -中秋夜忆友.

-寒假中的生活& 江南纸厂实习记. -住读开心吗0.

-考试期间. 等师生代表作品# 记录学习生活和抒

发情感' 另有 -本校建筑史. -大学的发展. -校风

丛谈. -本校男女同学史. 等介绍学校发展历史情

况的文章' 刊载较多的内容还有 )男生宿舍风景

线* 系列# )% 周年校庆的 -校庆特写. # 各类

)同乡会* 等# 大篇幅报道学校的建筑% 风景以及

师生情况$ 尤其是该刊的许多近代名人# 如孙中

山% 蒋介石% 胡适% 蔡元培% 王正廷% 吴铁城等的

题词# 显得特别珍贵$

关于本刊的性质% 功用# -沪江年刊. &*$) 年

第 * 卷的 -发刊辞. 有云& )沪江年刊之发行# 于

兹九度矣$ 其内容由简而繁# 意?由浅而深# 藉庄

谐之文字# 明媚之写真# 以示莘莘学子敬业乐群之

意云尔$ 且夫聚南北之英俊# 集中外之大成# 朝夕

观摩# 以期共进# 庸讵知光阴驹逝# 骊歌高唱# 四

载聚首# 一旦分飞# 师友之情# 能不怅然于怀者

耶0 于是殚心竭力# 辑此巨帙# 风雨之夕# 聊慰离

群之感$ 鸿泥雪爪# 借今镜后# 此所以有本刊之行

世也$ 呜呼4 戮力神州# 奔走天涯# 倘于索居之

时# 一展斯册# 回首当年之乐# 则有如旧梦之不可

复寻矣4 或指曰& 某也贤# 业成矣$ 将有兴感于

中# 而生奋勉之志# 则此刊岂独备遗忘# 拱披览而

已哉$ *

+-,

该刊物由于持续时间长# 文字% 影像资料丰

富# 对研究民国时期上海学校的发展特别是沪江大

学的校史也有重要的价值$

四% 社团主办的出版物

沪江大学洋味十足# 各种学生组织和社团不胜

枚举$ 例如# 据 &*$' 年统计# 除沪大附中的各种

团体和女同学的组织# 学生团体就有 +% 多个# 类

型包括宗教社团 !如男青年会" % 学术团体 !如

商学社% 教育研究社% 科学社" % 自治团体 !如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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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治会% 学生会各级班会" % 艺术团体 !如西乐

社% 美术社" % 体育社团 !如沪大体育会% 足球

会" % 同乡会 !如两广同学会" 等+",

$ 由沪江大

学学生社团主办的出版物主要有 -科学丛刊. -科

学世界. -沪大教育. -沪大商业丛刊. -沪大文

学. 等$

@@ "一$ +科学丛刊, 与 +科学世界,

-科学丛刊. 创刊于 &*$" 年# 年刊# 每年上

半年出版# 共出 ) 期# 每期均有 $%% 多页# 主要刊

登沪江大学师生写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论文# 内

容较为学术化$ 第 & .! 期# 如期出版# 既有学生

的著述# 也有教授的大作# 且内容较为广泛# 涉及

生物学% 物理学% 化学% 地质学% 科学通论等$ 第

) 期本可在 &*!& 年夏付梓# 但因所托印刷局倒闭

将稿件遗失# 后又因 )一1二八* 战事# 学校搬

离杨树浦校园# 各主事同学无暇顾及该刊$ 在随后

的两年中# )承国内许多大学及研究所的讨索和询

问* # 科学社终于 &*!) 年出版了迟到的第 ) 期#

不过内容全为化学# 而且都是同学们自己研究所得

的文章# 且 )为提倡学术研究计# 一改以往的面

目* # 没有通论性质的著述+*,

$ 该刊对了解沪江大

学自然科学研究情形有参考价值$

-科学世界. 是于 &*!% 年 ) 月创刊的科学普

及类非定期期刊# 由沪大科学社主办出版# 沪大理

科各系具有博士学位的系主任或专家任顾问# 栏目

主要有论说% 实验% 计划% 余兴% 科学拾零% 询问

等$ 该刊与 -科学丛刊. 注重研究不同# 被定位

为 )小刊物* # 故每期不到 $% 页# 文章篇幅也较

短小# 但趣味性强# 内容以通俗的科学问题和科学

常识为主# 如 -地球发生光环的预测. -二十世纪

的科学界. -无线电收音机之装置法. -蓝黑墨水之

制法. 等$ 不过# 该刊仅于次月出第 $ 期后便没有

消息$ 当时# 国外这类杂志比较普遍# 且颇受读者欢

迎# 如 !"*),").,9 C,2$,3*$,# 7$>/%.(!"*),")# 但国

内此类出版物不多见$ 沪大科学社出版 -科学世界.#

就是为了效仿7$>/%.(!"*),")# 以 )使非习自然科学

的阅者得些科学常识*

+&%,

$ 此刊出版的时间较短# 故

在普及科学知识方面的效果并不尽人意# 但其科学传

播的理念# 在不同程度上推进近代科学中国化进程#

故它的历史功用是不应该被后世遗忘的+&&,

$

@@ "二$ +沪大教育,

-沪大教育. 是于 &*!! 年 ' 月创办的刊物#

开始定为半年刊# 后实为年刊# 停刊于 &*)& 年 &

月$ 创刊号由沪江大学教育研究社编辑% 刘湛恩撰

写 -发刊词. # 第 $ 期起由沪江大学教育学会主

办# 属教育研究类刊物# 刊载的文章既有中文# 也

有英文$ 撰稿人有林卓然% 刘湛恩% 樊正康% 耿元

学等$ 该刊以 )联络感情# 砥励学行# 致力于教

育事业# 培养服务精神# 并以研究所得贡献于社

会* 为宗旨# 研究各类学校教育问题# 内容涉及

师资问题% 学前教育% 职业教育% 个性教育% 识字

教材研究% 中小学教育% 教育心理学研究等# 介绍

国外教育概况# 刊有生活动态及书报介绍$ 该刊对

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 另外# 该

刊也曾是进步思想的宣传阵地$ 例如# 沪江大学教

育系学生% 教育学会会长# 进步青年施景兰 !后

改名施纫秋# 在沪大求学期间的 &*)& 年 &$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 # 曾做著名历史学家% 沪大教授蔡尚

思的工作# 并在 -沪大教育. 上刊载他写的论文

-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 # 发挥了蔡尚思的进步

历史观点的作用+&$,

$

@@ "三$ +沪大商业丛刊,

-沪大商业丛刊. 于 &*!! 年 &$ 月创刊# 后由

-商业丛刊. 继承# 沪大商学会主办# 为不定期出

版的经济类刊物$ 该刊倡导中国要在国际商战中

)力图自强# 打倒腐化势力# 效法欧美政策# 巩固

本身力量* # 以抵制外来侵略# 载文多侧重于灌输

商业知识# 培养商业人才# 研究理论方面和实际工

商业问题$ 刊物曾载文介绍中外工商形势# 刊登现

代经济调查报告# 内容有统制经济% 进出口商品贸

易% 粮食问题% 边疆经济% 水产经济及有关寿险%

票据% 中式簿记% 金融行市读法等知识$ 鉴于国内

对水产问题的讨论多偏重技术# 而少专论# 刊物特

邀水产专家屈若搴撰写 -中国水产统制问题的检

讨. 一文# 强调了水产问题日益严重# 普及人民

对水产经济的认识$ 沙荣存的 -渔市场在水产经

济上之效力. 一文则介绍了鱼市场的种类% 世界

鱼市场的概况及中国设立鱼市场的需要# 并详细分

析了鱼市场之优点% 鱼行制度之弊端# 对时人了解

鱼市场有着很好的导向作用$ 此外# 郑健峰的

-银行采用科学分析方法之效果. 转载自上海银行

的 -海光. # 记录了银行在营业上采用分析方法

的实例# 数据丰富# 资料详实$ 刊物还设有 )经

论丛评* 发表时人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介绍欧美

贸易战略# 如 -日本国际贸易的升降. -针锋相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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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四一七非正式宣言与拉西曼报告案. 等$ 刊

物还载有戴国荣的 -三十年来之中国公债. # 回

顾公债的起源# 并附有中国外债统计表% 世界公债

总额表% 政府发行公债及库券统计表等$ 龚强的

-我国票据沿革简史. 普及了票据发展的相关知

识# 还有 -沪江大学商学会宪章& 附本学期组织

大纲. 等$

该刊物对研究 $% 世纪 !% 年代世界经济趋于统

制经济的背景下# 国人为应对商战# 普及商业知

识# 研究商业理论与实际问题等方面具有一定参考

价值$

@@ "四$ +沪大文学,

-沪大文学. 于 &*!) 创刊# 沪江大学文学会

主办$ 主要撰稿人有周树华% 冯亦代% 冯玉权等$

该刊主要介绍郁达夫% 冰心% 郭沫若等近现代作家

的作品和创作风格# 刊有阿英等 )左联* 成员和

冯亦代等时为学生后成为知名作家的随笔及译文$

该刊提倡民族革命的文学# 批判闻逸文学# 反对

)普罗* 文学# 正如该刊第 & 期在编后所述& )文

学和任何制度一样的# 合理的就会存在的# 不合理

的就要夭亡# 吹牛的高调虽然一时也可号召得一般

头脑简单的人# 但是狐狸尾巴终究要露出他自己的

尾巴来$ 阶级的意识是后天的# 民族的意识是本能

的' 阶级的意识是建筑在利益上的# 民族的意识是

建立在种族的生存上的$ 所以高调骗人的 3普罗2

文学与实际需要的民族文学相比之下已经遍体鳞伤

了//闭关自守的沪大# 好像被万里长城围着的#

大有 3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2的世外桃源之慨$ 那

些弄日吟风% 歌恋颂爱的闻逸文学还是像鼠疫一样

的流传' 偷了普罗帽子戴的文学# 在这里居然还风

行一时$ 我真奇怪他们住在高大的洋楼上# 难道说

看不见插了外国军旗的大军舰0 难道说是真听不见

那象征着中国民族革命的黄浦江涛声0 *

+&!,由此可

见# 该刊对于把握时代脉搏# 宣扬革命精神# 提倡

革命文学起到积极作用# 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

重要的作用# 是研究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史料$

五% 结束语

沪江大学是一所美国南北浸会在中国合办的近

代 )最中国化* 教会大学# 故其出版的校报校刊

深深地烙上中西合璧的印记 !如不少刊物都有中

英文版或中英文混刊" % 动荡的时代特征 !如不

少刊物出版时断时续" $ 这些出版物# 除少数由学

校校方举办的外# 经费大都自筹# 故出版物中大都

刊载有广告# 以筹措出版发行经费$ 沪江大学出版

的报刊# 多由教师指导# 学生自行组稿% 编辑% 出

版% 发行$ 这不仅活跃校园气氛# 促进师生交流#

也为学生在校期间提供了一个上好的社会实践平

台$ 沪江大学校报校刊的出版史# 与沪江大学的历

史命运和发展轨迹紧密相联$ 这些沪大出版物# 除

了可作为研究沪大学生校园文化生活和沪大师生精

英学术思想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外# 也因其精神层面

上的价值# 能让当今 )沪江园* 那些有思想的学

生# 同样会 )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大的世界里* #

正如往昔今朝 )每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都必须在

这所大学的视线内经过* 一样$

致谢! 本文部分报刊介绍的文字# 参考上海图书馆

,全国报刊索引- 数据库的 ,文献导航- 栏目# 在

此对该栏目的相关编辑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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