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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普通学书室由亚泉学馆更名而来,其出版与发行的宗旨与亚泉学馆既一脉相

承,延续了亚泉学馆传播自然科学的风格,又有所创新,出版书刊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 本

文以普通学书室为研究对象,介绍其身世,分析其图书与期刊的出版发行状况,阐述其对于

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 普通学书室的出版理念,以及传播科学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值得

后世出版人借鉴。

【关键词】普通学书室　 《普通学报》 　 出版与发行　 《亚泉杂志》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外国列强从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对我国进行

侵袭。 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引起了中国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的思考。 他们先后发起了洋

务运动、戊戌变法等进步运动,但都以失败告终,于是乎知识阶层就中国图强产生了不同的

看法。 “西学救国”是当时的主流思想,但对于传播“西学”至关重要的出版环节,却掌握在

教会机构的西方人手上。 当时影响力较大的广学会、美华书馆、墨海书馆等,均是西人所

办,正所谓“有名之印字馆皆教士所立”。 面对教会出版机构的强势输入,中国近代著名的

出版人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笔名伧父、高劳)意识到我国“将来

进步之事”,可能须“借外力以成之”①,于是身体力行,投入到民族出版的潮流中,创办了亚

泉学馆,后将其改名为普通学书室。 杜亚泉一直反对当时社会政治为上的风气,宣扬“艺重

于政”,此“艺”即指科学技术。 亚泉先生是中国最早一批意识到科学技术对于强国重要性

的新型知识分子之一,该理念贯穿其整个编辑职业生涯。 他创办并经营的亚泉学馆与普通

学书室,也一直致力于培养科学人才,编译科学书刊,竭力将当时西方科学技术传播到国

内,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科学中国化的进程。

① 杜亚泉:《亚泉杂志序》,《亚泉杂志》190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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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泉学馆作为中国最早的科技期刊《亚泉杂志》的编辑及出版机构,已有学者进行过详

细研究,但其更名为普通学书室后的那段历史,却鲜有系统介绍。 普通学书室经营时间虽

短,但其出版的期刊、译著及“普通”系列教材等图书,对我国近代科学的传播、新式教育的

推广均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拟以普通学书室为研究对象,介绍其基本身世,分析其出版与

发行的特点,阐述其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等。

一、 普通学书室概述

杜亚泉少年时期就具有革新精神。 18 岁时,他已深知“括帖非所学”,感叹考据词章

“汩人心性”,而科举“误人身世”,因此自学东文、理化等西学,无师指点却能得其要领。 那

时,他深感在西方列强强势侵略下,没有科学武器的清政府难以与之抗衡,从而将“科学救

国”的信念植根于心。 1900 年秋,杜亚泉来到上海,将原名更为亚泉(亚为氩之省笔,泉为線

之省笔,有自谦“寡合”之意①),并以此名创办亚泉学馆,出版书刊,招收学员传授理化知识,

以至于有学者称亚泉学馆为“中国第一所私立科技大学”②。

亚泉学馆出版发行的《亚泉杂志》,是我国最早的自然科技期刊,以“揭载格致算化农商

工艺诸科学”为宗旨③。 《亚泉杂志》为半月刊,从 1900 年 11 月创刊至 1901 年 6 月终刊,其

中几期有所延误,至终刊为止共出版 10 期。 由于当时“杂志”两字是从日本输入的,加上

《亚泉杂志》封面设计比较花哨,不是用传统的题签方式,且其出版时又在八国联军攻占北

京期间,因此被国人误解为日本人所办《亚东时报》的续刊,常称其为“大日本亚泉学馆”

“大日本亚泉杂志”等④。 1901 年 7 月,杜亚泉为避免此种情况继续发生,在父亲的资助下,

将亚泉学馆改为普通学书室。

亚泉学馆更名的原因或许也与其出版的《亚泉杂志》举步维艰有关。 从《亚泉杂志》广

告页中的一些叙述可以判断出亚泉学馆当时也面临着严峻的经营难题,从而加快了杜亚泉

另起炉灶的行动。 如该杂志第 5 期就曾提及亚泉学馆人手不够,又加上“图式太多,排工甚

费”,以至于出现杂志发行延期的问题。 杂志第 7 期中提及,当时亚泉学馆忙于“辑算学书”

“印铺生意日繁”,又一次印证了亚泉学馆缺少人手的事实;“杂志中字式往往须另铸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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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为费时”,反映的则是出版印刷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过高是延误《亚泉杂志》发行的一大

原因。 随后出版的第 8 期上则提道:邮政司规定杂志按照印刷物投送,因此需要增加邮费。

这使得本就薄利的《亚泉杂志》又要以定价的三分之一用作邮费,因此更加入不敷出。 无奈

于各种现实因素,“《亚泉杂志》出版十期后,或许由于太专门些,发行量少……亚泉学馆于

是改设普通学书室”①。

普通学书室的出版宗旨与亚泉学馆一脉相承,编译刊行科学书籍及语文史地等教科

书,编辑出版科学期刊,同时也发行本室和其他出版机构的书刊。 1902 年夏,杜亚泉将普通

学书室的经营交由他的胞弟管理,他自己则赴任浙江南浔庞氏浔溪公学校长,1903 年返乡

与人创立越郡公学,并任该校理化博物教员和绍兴七县同乡会议长。 1904 年秋,杜亚泉经

好友蔡元培介绍,加上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夏粹芳的邀请,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理化

部主任。 当时的普通学书室营业疲顿,杜亚泉便将书室并入商务印书馆。 次年 8 月 13 日,

普通学书室在《申报》上刊载一则广告,上面写道:“本书室今已收歇,所有寄售各书号于一

礼拜内在三马路大平坊恒庆绸庄提取,逾期概不认赔,特此通知。”②

二、 普通学书室的图书出版与发行

普通学书室创办短短的三年期间,广纳海内的知识分子,形成了水平较高的作者群以

及编辑团队,因此编辑并出版了一批优秀的书籍。 除自行编辑的书籍外,普通学书室还代

理销售国内其他机构出版的优秀作品,且另有专人在海外搜集先进的读物,以期“随伴文明

之进运,企图出版之事业,以为书业改良之嚆矢”③。 对此,《普通学报》第 1 期的广告写道:

“本书室搜罗最新出版之书,凡制造局、南洋公学、益智会、广学会及一切译书诸家,均有联

约贩卖。 本书室兼售东西文书籍,有最新之东文科学书出售,有专友在日本与东京各书林

联约贩卖。”④第 2 期 74 页亦有类似的广告:“本书室现有一种英文小说书(即 Mermaid
 

Se-

ries:the
 

best
 

plays
 

of
 

the
 

old
 

dramatist———引者注)寄售,系彼国古时演曲者所作之词曲小说,

共十八巨册,每册价洋二元。 本书室兼有英文各种课本及拼音、作文、写信等书。 又大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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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典、华英字典和词林及英文文典、史记、地志、算学等书出售。”①由此可见,杜亚泉创办

书室的初衷是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传播给国民,而全无“商人”之顾虑。

在普通学书室刊行的图书中,尤以“普通”系列教科书影响深远。 据 1901 年 9 月 14 日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日)光绪皇帝颁发的兴学诏,各个地方的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同时逐

级设立蒙养学堂(相当于幼儿园)、小学堂、中学堂。 杜亚泉抓住这个机会,延聘翻译和精通

西学方面的人才,在原来已经印行《普通矿物学》 《普通新历史》等教科书的基础上,继续刊

行《普通数学》《普通化学》《普通质学》《普通植物学》《普通动物学》《普通生物学》《普通英

文典》等。 这套“普通”系列教科书是我国第一套专为中学堂编译的新式教科书,尽管因初

版比较匆忙,原印本间有讹字,但后来普通学书室的重版以及随着普通学书室并入商务印

书馆而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重版,均较好地反映了当时学科的最新水平。 其中有些教材在

多次补充与完善后,一直使用至民国。 例如,《普通新历史》初版发行一个月后出版《校正普

通新历史》,对初版进行了订正和删改;1902 年普通学书室又出版了增补近年事实的《增补

普通新历史》;1913 年商务印书馆又在《校正普通新历史》 基础上出版了《增订普通新历

史》,至 1917 年农历八月已至 28 版②。 另外,作为“普通”系列教科书的补充,普通学书室也

刊行《世界大事年表》《新式地文学问答》等学堂教学参考书。

根据《普通学报》广告页中的出版信息以及其他相关文献,笔者整理出普通学书室出版

的图书信息(见表 1)和仅发行的图书信息(见表 2)。 这些图书包括普通学书室前身亚泉学

馆初版、后由普通学书室发行的图书。

表 1　 普通学书室出版的图书一览

书名 责任者 初版年 出处

农务土质论
(美)金福兰格令希兰
著,范熙庸译

1900 《普通学报》 1901 年第 1 期 p. 82 《 普通学书
室广告》

化学定性分析
(日) 平野一贯、河村
汪合著,杜亚泉译

1901 《普通学报》 1901 年第 1 期 p. 82《普通学书室
广告》;吴小鸥著《文化拯救》p. 503

支那文明史论
(日) 中西牛郎著,亚
泉学馆译

1901 读秀数据库;吴小鸥著《文化拯救》p. 503

时务目论 泔滨渔者著 1901 读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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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书名 责任者 初版年 出处

学堂教科论 蔡寉庼(元培)著 1901 《普通学报》 1901 年第 1 期 p. 82《普通学书室
广告》　

皇朝纪略 山阴北乡义塾编译 1901 《普通学报》 1901 年第 1 期 p. 82《普通学书室
广告》　

德相卑士麦传
(日) 笹川洁著,普通
学书室编译

1901 前后
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以下简
称“民国图书数据库”)

普通矿物学 亚泉学馆编 1901 《普通学报》1901 年第 1 期 p. 82《普通学书室广
告》;读秀数据库;吴小鸥著《文化拯救》p. 153

普通植物学 亚泉学馆编 1901 《普通学报》 1901 年第 1 期 p. 82《普通学书室
广告》　

普通新历史 普通学书室编 1901 《普通学报》1901 年第 1 期 p. 82《普通学书室广
告》;吴小鸥著《文化拯救》p. 154

世界大事年表 出洋学生编译所编著 1902 读秀数据库;吴小鸥著《文化拯救》p. 155

普通新地志 普通学书室编 1902 读秀数据库

新式地文学问答 出洋学生编译所编 1902 读秀数据库

内国历史地图 亚泉学馆编 1902 交通大学图书馆编、1934 年版《交通大学图书馆
图书目录·丛书》p. 141

普通动物学 亚泉学馆编译 1901—1902 吴小鸥著《启蒙之光》p. 69

普通质学 亚泉学馆编译 1901—1902 吴小鸥著《启蒙之光》p. 69

普通化学 亚泉学馆编译 1901—1902 吴小鸥著《启蒙之光》p. 69

普通数学 亚泉学馆编译 1901—1902 吴小鸥著《启蒙之光》p. 69

普通英文典 亚泉学馆编译 1901—1902 吴小鸥著《启蒙之光》p. 69

普通生物学 亚泉学馆编译 1901—1902 吴小鸥著《启蒙之光》p. 69

理化示教 杜亚泉编译 1903 1906 年商务印书馆改正出版;吴小鸥著《启蒙之
光》p. 69

化学源流论
(英) 方尼司著,王汝
楠译

1903 《普通学报》 1901 年第 1 期 p. 81《普通学书室
广告》　

博物学大意 杜就田著 1903
商务印书馆有再版本;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
馆 1919 年出版的《涵芬楼藏书目录(直省府厅州
县志目录)》理科部 p. 9

数学揭要 不详 不详
《普通学报》 1901 年第 1 期 p. 82《普通学书室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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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书名 责任者 初版年 出处

代数学揭要 不详 不详
《普通学报》 1901 年第 1 期 p. 82《普通学书室
广告》　

算式解法
(美)好敦司、(美) 开
奈利著,(英) 傅兰雅
口译,华蘅芳笔述

不详
《普通学报》 1901 年第 1 期 p. 82《普通学书室
广告》　

植物学歌略
叶澜著,王氏小方壶
斋印

不详
《普通学报》 1901 年第 1 期 p. 82《普通学书室
广告》　

生理化学分析表 (日)高坂驹三郎译 不详
《普通学报》 1901 年第 1 期 p. 82《普通学书室
广告》　

合数术 不详 不详
《普通学报》 1901 年第 1 期 p. 82《普通学书室
广告》　

微积备旨 不详 不详
《普通学报》 1901 年第 1 期 p. 82《普通学书室
广告》　

表 2　 普通学书室仅发行的图书一览

书名 责任者 / 出版者 初版年 出处

波兰衰亡战史 (日)涩江保 / 译书汇编社 1901 《普通学报》1902 年第 4 期 p. 8《普通学书室
广告》

日本维新儿女英雄奇
遇记

(日)长田偶得 / 爱国社 1901 《普通学报》1902 年第 4 期 p. 8《普通学书室
广告》

白山黑水录 上海作新社 / 上海作新社 1902 民国图书数据库:作新社 1902 年版《白山黑
水录》版权页

可萨克东方侵略史 上海作新社 / 上海作新社 1902 民国图书数据库:作新社 1902 年版《可萨克
东方侵略史》版权页

政治学教科书 杨廷栋 / 上海作新社 1902 民国图书数据库:作新社 1902 年版《政治学
教科书》版权页

原政 上海作新社 / 上海作新社 1902 民国图书数据库:作新社 1902 年版《原政》
版权页

日本维 新 三 十 年 大
事记

上海作新社 / 上海作新社 1902 民国图书数据库:作新社 1902 年版《日本维
新三十年大事记》版权页

新编万国史略 上海作新社 / 上海作新社 1902 民国图书数据库:作新社 1902 年版《新编万
国史略》版权页

日本制度提要
(日)相泽富藏著,陶珉译 /
译书汇编社

1902 《普通学报》1902 年第 4 期 p. 8《普通学书室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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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书名 责任者 / 出版者 初版年 出处

东洋史要　 四卷
(日) 小川银次郎 / 浔溪公
学附属印书所

1902 《普通学报》1902 年第 4 期 p. 8《普通学书室
广告》

露漱格兰小传
原著者不详,信陵骑客译 /
支那新书局

1903 民国图书数据库:《露漱格兰小传》序言等

孙唐体力养成
(日) 嘉纳治五郎编,钟观
光译

1903 《孙唐体力养成》版权页

Mermaid
 

Series ( 老剧
作家的美人鱼丛书)
18 册

埃利斯(H. H. Ellis)编 不详
外国小说;《普通学报》 1901 年第 2 期 p. 74
广告

英文 课 本, 拼 音、 作
文、书信等书,大小英
文字典、华英字典、词
林、英文文典等

不详 不详 《普通学报》1901 年第 2 期 p. 74 广告

如表 1 所示,普通学书室编译出版了中学堂“普通”系列教科书以及其他专著,内容广

泛,涉及物理、化学、文学、数学、植物学、农学、教育学、史学等学科。 此外,普通学书室还代

售其他出版社出版的优秀出版物(见表 2),如上海作新社、译书汇编社等的出版物。 可见,

杜亚泉先生是希望借由普通学书室,打造一个适合全学科的学术交流基地。 这在科学本土

化早期的中国,是一个不小的创举。 虽然普通学书室未能长久地存续下去,但其经营理念

值得后世学习。

三、 普通学书室报刊的出版与发行

普通学书室自行编辑出版、发行的期刊有《普通学报》。 《普通学报》为石印小本子,每

期约 40 页,连史纸印刷,编辑人杜亚泉。 该刊为“文部之先声,学生之好友”①,其主要著者

有杜亚泉、吴稚威、谢洪赉、周天鹏、周美权、林琴南、魏充叔、蔡寉庼(蔡元培)、汤济沧、林蕊

初、赵楚惟、虞自勋(虞和钦)、陆应麟,日籍著者有竹溪腾谷、樱溪横山、鹿山柏崎、田边新、

石田羊、素轩野村、梅山弓削等。

“普通学”一词是清末时期对基础学科的统称,与之相对的是“专门学”。 因此,承继

《亚泉杂志》的《普通学报》,又增加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内容,如经学、文学、外国语学等,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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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的学科类目更加全面。 并且原来排列无序的文章被系统地分成八个栏目(版块),每一

期杂志的目录页大都清楚地按顺序列出经学科、史学科、文学科、算学科、博物科、格物学

科、外国语学以及学务杂志这八个栏目和栏目下的文章名,更加便于读者查找兴趣相关的

学科。 其中经学科栏目包括心理、伦理、政法、宗教、哲学等次级学科,史学科栏目包括中国

历史、外国历史、中国地志、外国地志等次级学科,文学科包括伦理、文典、修辞、诗歌、小说

等次级学科,算学科包括数学、形学(几何学)、代数、八线(三角函数)等次级学科,博物科包

括矿物、植物、动物、身理(生理)等次级学科,格物学科包括质学(主要指物理学)、化学等次

级学科,外国语学包括英文、东文等次级学科,学务杂志包括学堂教科、学堂章程、新出图书

评刊、海外留学通信等类①。 《亚泉杂志》的内容仅限于算学、化学、物理学、航海、天文大气、

地质矿产、蚕业、地震等,涉及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学,栏目有互相问答、算题答问、

化学答问等。 可见,与《亚泉杂志》相比,《普通学报》拓宽了学科门类,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

会科学并重,因此在知识传播上更加系统和全面。

除设定八个栏目外,《普通学报》为月刊,并采用代售机制。 这可以从该期刊第 1 期刊

载的《章程揭要》看出:“凡派报者提价十分之二,须有介绍人或先付报费几成。”②期刊发行

范围亦拓宽到苏州、扬州、宁波、杭州、绍兴、南浔、无锡、南京、嘉兴、广东、江西,由各地的书

室或学馆代售。 定购全年一元五角,十期止;定购半年八角,五期止。

此外,杜亚泉先生在经营普通学书室期间十分重视对于期刊编撰团队的培养,还规定

每篇发表在《普通学报》上的文章都须标明其作者,尤其是当时的名家,因此形成一批相对

固定、层次较高的作者群,这从《普通学报》创刊号《章程揭要》中列出的“执笔赞助”人名字

可见一斑。 这些“执笔赞助”者有林琴南(纾)、蔡寉庼(元培)、王琴希(季点)、魏充叔(易)、

周美权(达)、林蕊初(克家)、龚子英(杰)、陆应麟(鹤)、谢洪赉(鬯侯)、钟宪鬯(观光)、叶

浩吾(瀚)、虞自勋(和钦)③。 表 3 列出了已刊行的《普通学报》主要撰稿人、文章所属学科

以及撰写篇数。 从表 3 可以看出,蔡元培、周美权、谢洪赉、虞和钦发稿量共 26 篇,《普通学

报》共刊登文章 97 篇,占总文章量约三分之一。 这批作者在该刊停办后,陆续成为《东方杂

志》《科学世界》等期刊的重要撰稿人。 另外,杜亚泉自己亦有多篇文章发表在《普通学报》

的各个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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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普通学报》主要作者及其投稿篇数一览

栏目 作者 撰写篇数 作者 撰写篇数

经学科
蔡寉庼(蔡元培) 4 方泽山 1

(日)逸见晋 2 杜亚泉 2

史学科
叶浩吾 1 (日)乌谷部铣太郎 1

汤济沧 1

文学科

(日)竹溪藤谷 1 (日)松窗冈田 1

(日)东民渡边 9 (日)梅仙弓削 1

(日)樱溪横山 2 (日)樱泉小牧 1

(日)鹿山柏崎 1 (日)素轩野村 1

(日)田边新 1 林琴南 6

(日)石田羊 1 魏充叔 5

算学科 周美权 12 杜亚泉 1

格物学科
谢洪赉 2 虞自勋(虞和钦) 3

林蕊初 2 赵楚惟 2

博物科 周天鹏 1 杜亚泉 1

外国语学 谢洪赉 5

学务杂志
吴稚威 1 杜亚泉 1

钟宪鬯(钟观光) 1

注:未注明作者或作者为普通学书室编译所的文章均未统计。

除发行《普通学报》外,普通学书室也发行《科学世界》。 从 1901 年 10 月首刊至 1902

年 5 月终刊,《普通学报》共计出版 5 期。 作为《普通学报》的替代,上海科学仪器馆于 1903

年 3 月创办了《科学世界》。 对此,普通学书室在《科学世界》前 3 期刊登广告云:“今因同志

诸君另办《科学世界》,未能再续。 凡订阅《普通学报》十期者,除前寄五期外,其余五期即以

《科学世界》三期交换,仍由普通学书室发行。”①另外,考察《科学世界》撰稿人队伍,发现

《普通学报》的多数作者后来成为其重要撰稿人,加上两种期刊风格相似,因此有学者认为

《科学世界》为《普通学报》的延续②。

有的学者指出,杜亚泉任主编的《中外算报》为普通学书室于 1902 年 2 月刊行的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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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学报馆:《阅普通学报者鉴》,《科学世界》1903 年第 1、2、3 期,广告页。
王细荣、潘新:《中国近代期刊〈科学世界〉的查考与分析》,《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4 年第 4 期。



设有“文编”“演说”“译编”“来稿” “课艺” “问答”等栏目,编译收录了微分学、平面与立体

几何学、大代数、解析几何学、三角等教学参考资料,是 20 世纪初我国第一份数学专业期刊,

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数学研究和教育发展①。 其实,截至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中外算报》为

杜亚泉主编、普通学书室刊行。 1902 年 2 月 2 日,《南洋七日报》第 21 期“专件”栏目刊载

《中外算报叙》,其中写道:“世界之教育,普通学为第一;算学者,通学科中之普通学科

也。”②该文后刊载的《中外算报馆附属算学馆略章》中又有“本社以讲求普通学为主义”之

说③。 也许是因为其中也有“普通学”的字样,《中外算报》才被后世认为是由杜亚泉开办的

普通学书室刊行。 但《中外算报》实则为赵连璧(字星衫,算学学者,江苏扬州江都人)编撰,

由中外算报馆发行。 《中外算报》创刊于 1902 年 3 月,1903 年 3 月出版第 6 期后停刊,其中

前 3 期上海图书馆有馆藏④。

另外,根据《普通学报》第 2 期封面、第 3 期第 14 页的广告,普通学书室也发行《外交

报》。 该报是我国最早研究国际问题的报刊,发起人为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

生)、蔡元培、杜亚泉等,创刊于 1902 年 1 月 4 日,由张元济任主编,蔡元培等任撰述,上海外

交报馆编辑,普通学书室是其初期的总发行所,是年底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一直到

1911 年 1 月 5 日出版 300 期后停刊。

四、 普通学书室与中国近代教育

中国近代教育是在西学的传入以及国人开始尝试自编教科书共同作用下而出现的。

普通学书室所处的正是新式教育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 由于为应付“科举”而生的传统教

学用书已不适应新式教育的需求,而西方教会所出教科书与中国文化异源,不能从根本上

强大国民教育,所以当时一些新型知识分子创办的出版机构尝试自编教材,普通学书室就

是其中之一。

20 世纪初,清政府开始兴办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以及蒙养学堂。 “普通”系列教科书

正是为中学堂所编,相当于现在的中学程度。 普通学书室刊行的“普通”系列涵盖了历史、

数学、植物学、矿物学、质学(主要指物理学)、动物学、化学等学科。 当时虽有许多机构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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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编译教材,如京师大学堂、南洋公学、文明书局等,但普通学书室出版的这套教科书,

统一以“普通”系列命名,涵盖学科广泛,并且编译质量较高,其中个别科目反映了当时学科

的最新水平,因此广受青睐。 例如,由亚泉学馆编译(实际上为杜亚泉编译)、1901 年农历六

月初版的《普通矿物学》,后于 1906 年农历六月增补为商务印书馆刊行的《最新中学教科书

矿物学》,到 1910 年农历二月,该增补版已刊行到第七版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901 年清政府开始实施新政,其中之一是派遣留学生出国,多数学

生选择留日求学。 这些留日学生最大的感触便是国内普通学的缺乏,于是归国后的学生纷

纷开始编译普通学教材。 普通学书室的“普通”系列教科书很多就是在日文书籍的基础上

编译而成,如《普通植物学》主要基于日本理学博士三好学(1861—1939)的植物学著作,再

参考高桥、丹波、柴田诸氏合译的《普通植物学》,白井光太郎所著的《中等植物教科书》编译

而来。 从普通学书室编辑出版的一些刊物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对于近代中国书界的影

响,例如《普通学报》中,日本作者占了较高比例,第 1 期还专门收录了《日本假名文字考》,

用以普及日文。 普通学书室翻译的书籍,也大多是日文和英文小说。

除了编译“普通”系列教科书,普通学书室也是我国最先认识到外国语重要性的出版发

行机构之一。 19 世纪末,随着中外往来愈加频繁,国人对于外国语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掌

握一门外国语,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或可在通商口岸获得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对于知识分

子来说,是学习国外最新科技的利器;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在外交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 因此,早期图书市场上出现了许多外国语学习用书,但大多是“洋泾浜英语”。 当时专

门学习外国语的机构,一是官办的几所同文馆,二是各种教会机构。 由于教会的目的是传

教,因此并没有系统的教学办法。 1903 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开设

“外国语”一科,这标志外国语正式进入中国的教育系统。 1901 年 10 月,普通学书室的《普

通学报》创刊号刊行,其中所设的八科中就有外国语学。 由此可见,普通学书室相较于清政

府,更早地意识到外国语的重要性,可谓近代推广外语的先行者。 《普通学报》的外国语学

科,主要内容包括英文和东文,五期共发表此类文章 5 篇,它们是《英语考原》《论英文读本》

《英语句读之关系》《日本假名文字考》 《简易东文课本》,其中英文部分都由当时著名的翻

译家、著述家,英文教学界权威谢洪赉(1873—1916,字鬯侯,别号寄尘,晚年自署庐隐)撰

写。 谢氏于 1898 年出版的《华英进阶》在全国范围内都影响甚大,可见普通学书室在外国

语内容的出版上,秉持的是“最新”“最好”的理念。 此外,普通学书室的“普通”系列中学堂

教科书中就包括《普通英文典》。 总之,外国语在普通学书室的“普通学”中,一直是有一席

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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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　 语

普通学书室作为亚泉学馆的延续,其出版与发行的宗旨与亚泉学馆既一脉相承,又有

所创新。 《普通学报》在传承《亚泉杂志》以科学为主题的办刊风格上,增设了人文社会学

科,并且将文章系统分为八个栏目,更有利于读者的查阅和学习。 普通学书室刊行的“普

通”系列教科书,吸纳了国外最新的学科知识,编译质量上乘,成为第一套专为中学堂编译

的新式教科书,对推动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普通学书室灵敏地嗅到

了时代的需求,是近代中国最早推广外国语的民营出版机构之一。 一方面在《普通学报》上

增设外国语学科,用以传播英文、日文知识;另一方面编译了许多英文、日文小说,让优秀的

外国文学作品在国内得以传播。 普通学书室是近代科学中国化的推动者,是近代中国新式

教育书刊出版的探索者,也是近代践行科学与人文并举理念在出版领域的践行者。 这种出

版理念,以及传播科学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对后世出版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赵学舟,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2019 级硕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王细荣,上海理工大学特聘研究馆员(沪江学者)、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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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of
 

pub-

lishing
 

and
 

distribution
 

was
 

in
 

the
 

same
 

line
 

with
 

Ya
 

Quan
 

Bookstore.
 

While
 

maintaining
 

Ya
 

Quan
 

Bookstore's
 

style
 

of
 

disseminating
 

natural
 

science
 

knowledge,
 

Pu
 

Tong
 

Xue
 

Bookroom
 

made
 

inno-

vations
 

and
 

published
 

books
 

and
 

periodicals
 

on
 

broader
 

topic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Pu
 

Tong
 

Xue
 

Bookroom's
 

origin,
 

analyses
 

its
 

publ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books
 

and
 

periodicals,
 

and
 

discusses
 

its
 

contribution
 

to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
 

Pu
 

Tong
 

Xue
 

bookroom's
 

idea
 

about
 

pub-

lishing
 

and
 

it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of
 

disseminating
 

science
 

and
 

culture
 

are
 

worth
 

learning
 

by
 

later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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