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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近代首份《科学世界》的宗旨主要是传播科学新知、绍介实业技能、宣扬科学思想、提供科学教育方法与教

科内容，兼具科学性、思想性与进步性的特点。它与此前的《亚泉杂志》、《普通学报》一脉相承，具有承继关系。首份《科学

世界》的续刊，基本上沿袭了原来刊物的风格，但与之同名的另外几种近代刊物，则相互独立，相互间也无承继关系。中国近

代这几种《科学世界》中，除中华自然科学社编行的《科学世界》外，其他几种由于出版的时间较短，故它们在普及科学知识

方面的效果并不尽人意，但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推进近代科学中国化进程的历史功用，是不应该被后世所遗忘的。
关键词 《科学世界》 科学期刊 虞和钦 科学中国化

中国近代纯粹的科学期刊始于清光绪年间，以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创刊于 1876 年 2 月 9 日

(光绪二年正月十五) 的《格致汇编》为最早。国人

自办的第一份科学期刊为新学会于 1897 年 8 月 7
日(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十) 在上海创办的《新学

报》。1903 年 3 月 29 日(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一)，

虞和钦等在上海创办的科学仪器馆又新出一份综

合性的自然科学期刊《科学世界》。通过查阅中国

近代的科学期刊史料，检索上海图书馆研发的《全

国报刊索引数据库(1833 － 1949)》、CADAL(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大学数字图书

馆国际合作计划) 数据库，基本上可以确定，该刊是

我国最早冠以“科学”二字的期刊。又据《上海图书

馆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中国近代名为“科学

世界”的期刊，除上海科学仪器馆刊行的《科学世

界》外，还有上海南洋公学( 上海交通大学前身) 出

版的《科学世界》，上海沪江大学( 校址现为上海理

工大学)科学社出版的《科学世界》，以及南京中华

自然科学社出版的《科学世界》［1］。本文主要利用

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

大学图书馆的近代馆藏相关文献，考查上海科学仪

器馆刊行的《科学世界》之基本信息、主要特点、与

先于它问世的一些科学期刊之关系，并简单介绍其

几种同名刊的基本概况，以明晰我国近代几份冠以

“科学世界”的期刊之源流，澄清一些关于它们的

错讹。

1 《科学世界》的概貌与主要特点

上海科学仪器馆刊行的《科学世界》于 1903 年

3 月 29 日(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一)出版创刊号，到

1904 年 12 月 7 日(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一)出版第

10 期后，便停刊。后又于 1921 年 7 月复刊，期数另

起，到 1922 年 7 月第 4、5 期合刊出版后，最终停刊。
根据《科学世界》创刊号的封面、版权页，第二

期卷末广告页的《社所及售例》，可以知道，该期刊

为月刊，农历每月初一出版，由上海科学仪器馆编

辑部编辑，科学仪器馆图书部总发行，其社所设在

科学仪器馆内。
通过统计《科学世界》前期 1 － 10 期所刊的文

章，出自虞和钦之手几乎涉及各个栏目，且所占比

例较高 ( 见表 1)，尤其是“学名略解”栏 目，则 是

他独揽，再加上他与王本祥共同起草刊物《简章》，

表 1 《科学世界》(1 －10 期)主要栏目文章总篇数与

虞和钦所撰篇数统计一览表

统计项 虞撰篇数 总篇数 虞文所占百分比(% )

社说(论说) 4 8 50

理论(原理) 17 36 47

实习 8 20 40

拔萃 25 64 39

传记 1 13 8

教科(教育) 3 11 27

历史 2 5 40

学名略解 4 4 100

注:统计中，凡连载文章每期刊载部分均以 1 篇文章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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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 年初他为逃避清廷对“苏报案”余党的追查离沪

赴日留学，而《科学世界》在上一年的 12 月 7 日出版

第 10 期后突然停刊等事实，故尽管《科学世界》没有

明确其主编，但可认为虞和钦是其实际的主编兼主

笔。这在后来《科学世界》续刊编辑徐调均于 1920 年

11 月 4 日晚科学仪器馆举行的欢迎各省区教育会代

表的宴会上致词中得到证实:“敝馆曾经编刊《科学

世界》杂志一种，由现任山西教育厅长虞自勋(虞和

钦字自勋———笔者注)先生主任”［2］。
《科学世界》创刊号刊首的《简章》，对刊物的宗

旨、主要栏目进行了详细的规划
［3］。细读《简章》，

《科学世界》的概貌、各栏目［包括图画、论说、原理、
实习、拔萃( 实验法)、传记、教科、学事汇报、小说

等，实际上后来增加“历史”、“学名略解”、“选钞”、
“专书”等栏目］的功能一览无遗。例如:原理栏目

“有推理，有归纳，皆以上穷天巧求原则也”，体现刊

物的学术性功能;拔萃包括“新理之短片”、“新艺之

略法”，学事汇报包括“调查报告”、“试验成绩”，故

这些栏目体现刊物的情报性功能;论说刊载“科学

上一般之知识”，教科刊载有“教科书及细目”，学名

略解则是对科学名词、科学术语进行阐释，故这些

栏目体现刊物的知识性功能;“人非挫折不名，事非

困难不成，纪其经历，皆师资也”，故传记、历史等栏

目，则体现刊物的启迪性功能。而《简章》所声称的

“发明科学基础实业，使吾民之知识技能日益增进”
的宗旨，则是《科学世界》办刊理念的最好诠释，它

与近代中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

国”之思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虞和钦依托科学仪器馆这个集科学仪器产销、

科技出版和科学教育于一体的实业，主编《科学世

界》近两年时间，共出 10 期，不仅传播科学新知、绍
介实业技能、宣扬科学思想、提供科学教育方法与

教科内容，而且还在广告中登载一些进步书刊的出

版信息，体现了刊物科学性、思想性与进步性兼具

的特点。
《科学世界》的各栏目内容，大都为科学性的文

章或知识点。例如，“学名略解”栏目的文章，可让

初学者“得以因名见义，不费脑力”，客观上促进我

国化学等学科的专用名词和术语的统一工作，从而

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全面实施的科学中国化奠定

了基础;“拔萃”栏目所介绍的“新理之短片、新艺之

略法”，集中介绍了科学与技术的新知识点;“小说”
栏目的“取发情趣，不关科学者不录”的选稿标准，

更是《科学世界》的科学性之突出表现。另外，《科

学世界》也刊发国人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如沈毅

的《论各面形移补条段之法》(载第 7 期)，其中一些

研究文章还是国内某些学科的奠基性论著，如虞和

钦的《中国地质之构造》(载第 2、3 期)，是国人撰写

的关于地质构造研究方面的第一篇论文，比鲁迅于

1903 年 10 月以笔名“索子”发表在《浙江潮》第 8 期

上的《中国地质略论》(曾一直认为是我国第一篇介

绍中国地质方面的文章)还要早
［4］。

《科学世界》的思想性主要体现在发刊词和论说

等栏目的文章中。《科学世界》创刊于 20 世纪初，此

时国人的科学素养几乎为零，因此除介绍西方的科学

知识外，科学思想的传播，即虞和钦在《简章》所言的

“输高尚之理想于我国民”，也是其要务之一。例如，

林涤庵(署名为“林森”)、虞辉祖在他们各自的《发刊

词》中提出，讲求实业是救亡图存的当务之急，而实业

的发达有赖于科学知识的掌握;王本祥的《论理科与

群治的关系》，从科学与军事、工业、农业、医学、交通、
社会学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具体说明自然科学的发展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另外，《科学世界》
所传播的科学思想还体现在虞和钦的《原理学》、《现

今世界其节省劳力之竞争场乎》、《理学与汉医》三篇

文章中，它们的主旨可分别概括为:科学是唯一能阐

明自然之理者，科学是生产力，科学可“补益”、“消

长”中医学等科学思想。不过，这里也有偏颇之处，如

忽视中国传统农学和中医学的特色，一味地以现代科

学“补益之”，“消长之”［5］。
《科学世界》的进步性，则主要体现在每期首尾的

广告中。《科学世界》各期首尾广告，刊载不少书刊出

版信息，例如，第 2 期关于《女学报》的广告称:“本年第

二期《女学报》现已出板(版)，欲阅者请至三马路苏报

馆或新马路华安里女报馆购取可也”［6］。这些广告涉

及的书刊，其中不乏当时的进步期刊，如《译书汇编》、
《湖南游学译编》、《浙江潮》、《女学报》等。《科学世

界》能在晚清那思想禁锢的年代，刊载这些进步书刊信

息，也说明其本身所具有的进步性。

2 《科学世界》与《亚泉杂志》、《普通学报》
的关系

《科学世界》第 1、2、3 期广告页中载有《阅普通

学报者鉴》，其中写道:“本报自开办至今，共出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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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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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世界》三期交换，仍由普通学书室发行”［7］。
《普通学报》于 1901 年 10 月(农历九月)创刊，由普通

学书室编辑、杜亚泉主编，其前身为《亚泉杂志》。
《亚泉杂志》是杜亚泉辞去绍兴中西学堂教职后，随

蔡元培到上海所办的第一份报刊。杜亚泉原任中西

学堂理科教师，教授数理化等课程，所编《亚泉杂志》，

是国人主办较早的自然科学期刊之一。当时日商《亚

东时报》停刊未久，社会上误以为《亚泉杂志》即《亚

东时报》的继承者，往往称之为“大日本亚泉学馆”、
“大日本亚泉杂志”。为避免误会，杜亚泉决定把亚

泉学馆改名“普通学书馆”，另出《普通学报》，同时改

为有政论内容的综合性期刊。《普通学报》刊登的科

学知识，在当时很有影响。该报于 1902 年 5 月(光绪

二十八年四月) 出版第 5 期后停刊。由于《普通学

报》是《亚泉杂志》的替代者，故可认为，《科学世界》
与杜亚泉此前主编的《亚泉杂志》、《普通学报》是一

脉相承的，它们具有承继关系，这或许同虞和钦、杜亚

泉之间的较近关系有关。
虞和钦是在一次社交活动与杜亚泉相识的。因

他们有相似的经历和志趣，虞和钦便得到杜亚泉的赏

识与扶持，先后在杜亚泉所主持的《亚泉杂志》、《普

通学报》上发表多篇科学文章。关于早年弃科举而转

习科学的经历，杜亚泉写道:“改志购译书读之，得制

造局所译化学若干种而倾心焉，以谓天下万物之原理

在是矣。穷日力以研究之，购造粗拙之瓶钵，搜罗纷

杂之材料，水溶火煅，昏暓终日，丧财耗精，千失一

得”［8］。杜与虞和钦等“皆于举世不为之时，彼此不

谋而合，从事科学”，真可谓志同而道合者，难怪杜亚

泉认为虞和钦与自己“同气相求”［9］。正因为如此，

虞和钦主编的《科学世界》，亦可发现不少杜亚泉的

痕迹。例如，《科学世界》与《亚泉杂志》、《普通学报》
有类似的编辑风格(如在一些文章前或后附以编者

记)，它们都是综合性的科学期刊，内容大都来自日

本，且都偏重化学，就是作者中也有不少相同者。《普

通学报》第一期末尾《章程揭要》中呈列有“执笔赞助

诸君”:林琴南、蔡元培、王琴希、周美权、谢洪赉、魏允

叔、钟宪鬯(观光)、陆应麟、叶浩吾、虞自勋(和钦)、
林蕊初等人。他们中不少人后来成为《科学世界》的

主要撰稿人，如虞和钦、钟观光、周美权等。另外，《科

学世界》刊载不少杜亚泉亲自撰写或编译的文章(如

第 2 期《普通植物学教科书序》、第 2 期《物理学计算

题》)，就连该刊的发行或零售也部分由杜亚泉主持

的普通学书室办理。

尽管《科学世界》与《亚泉杂志》、《普通学报》
有不少相似之处，但《科学世界》在传播近代科学，

尤其是化学知识方面更为系统和深入
［10］。另外，

《科学世界》具有的求“新”姓“科”之纯粹科学期刊

特征，是《亚泉杂志》、《普通学报》和更早的《格致汇

编》等科学期刊所缺乏的，再加上《科学世界》系统

的科学技术期刊编选原则、明白清晰的办刊思想，

因此《科学世界》所开创的国人办刊新理念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是近世中文科技期刊演化史上的一个

重要进步
［11］。

3 《科学世界》续刊及其他几种同名刊述要

科学仪器馆刊行的《科学世界》在 1904 年 12
月 7 日(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一)出版第 10 号(期)

后，因“当 时 国 人 对 于 科 学 观 念 尚 多 冷 淡”而 停

刊
［12］。不过，虞和钦本人并未提及停刊原因，估计

很可能与虞为逃避清廷对“苏报案”余党的追查而

离沪赴日留学有关。现在书刊上一般都认为《科学

世界》前期共出版 12 期
［5，10，11，13］，这可能源自这些

书刊的作者对《科学世界》的猜测，其猜测的根据可

能为《科学世界》第 10 期 102 页起双数页页眉误印

为“科学世界第十一十二期合本”。
1921 年 7 月，《科学世界》又在科学仪器馆复

刊，当月 24 日的《申报》对此曾有报道:“河南路科

学仪器馆，设立二十余年，对于教育界多有辅助，近

更附设科学世界社，编辑《科学世界》季刊一种，以

浅显之笔墨，阐明科学之原理，而尤以注重实用、灌
输常识为该刊唯一之目的，定价极廉，闻第一期业

已出版云”［14］。《科学世界》续刊为季刊，每季首月

首日出版。关于《科学世界》续刊的缘由，有云:“近

今有识之士，竭力提倡科学职业教育，已见萌芽，凡

关系科学之著作刊行日多，均足以辅学校教育之不

及，惟所谈学理，类皆高深、奥妙，非有科学门径者

不能领悟，故科学常识不易普及……兹因时势之需

求，爰拟赓续前志，重行编印”［12］。“数典未可忘

祖，温故 益 以 知 新; 启 万 众 之 文 明，造 大 千 之 智

识”［15］。《科学世界》续刊的宗旨为“赓续旧业，灌

输科学之知识，发挥科学之精神，冀为吾国思想学

术上略尽绵薄”［16］。《科学世界》续刊虽然没有明

确栏目名称，但根据其目次可知，它与前期《科学世

界》刊载的内容大同小异，包括题词、插图、论说、原
理、技艺、实验法、科学仪器使用法、杂纂、人物传

记、理科教育、杂报( 含科学新闻)、纪事等( 其中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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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科学仪器使用法、纪事等为新增栏目)，正所谓

“包罗万有，纳芥子如须弥，搜辑众长，广百川之学

海”［17］。续刊的《科学世界》开本与前期的《科学世

界》一样，均为大 32 开本，但印刷质量要差一些。
1922 年 7 月 1 日，《科学世界》续刊在出版第 4、5 期

合刊后，最终停刊(原因未见其详)。
20 世纪上半叶，除上海科学仪器馆刊行的《科

学世界》外，至少还有另外三种也以“科学世界”命

名的刊物，它们是:上海南洋公学出版的《科学世

界》、上海沪江大学科学社出版的《科学世界》、南京

中华自然科学社创办的《科学世界》。前两种《科学

世界》维持的时间都很短，仅两三个月就停刊了;中

华自然科学社编行的《科学世界》则持续近 20 年的

时间，并成为现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科学通报》的源头之一。
南洋公学的《科学世界》于 1920 年 4 月创刊，

为上海南洋公学出版、科学世界社总发行的综合性

自然科学月刊(暑期中 7、8 两月休刊)，主要刊载科

学常识性的文章、科学界信息、科学杂谈、问题解释

和通讯等，以期“对于社会上尽灌输科学知识和鼓

吹科学观念的责任”，在上海、北京、天津、济南、开

封、南京、苏州等 14 个城市以及日本设有发行代办

处，仅出 3 期，于 1920 年 6 月停刊。
沪江大学的《科学世界》是于 1930 年 4 月创刊

的月刊，由沪大科学社出版，沪大理科各系具有博

士学位的系主任或专家任顾问，荣耀隆任总编辑，

栏目有论说、实验、计划、余兴、科学拾零等，不过仅

于次月出第 2 期后便突然停刊。
中华自然科学社编行的《科学世界》是在国难

当头之际，其社员于 1932 年 11 月在南京创办、以中

小学教师和中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平民化的通

俗杂志”。该刊编辑部先后设在南京、重庆、成都、
南京和上海(自 1947 年 1 月出版的第 16 卷第 1 期

始)，其内容和出版情况，在抗战前、抗战期和抗战

后三个时期，均不一样，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
［18］。

1951 年 4 月，中华自然科学社解散，将《科学世界》
移交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与中国科

学社出版的《科学》合并出刊，定名为《自然科学》。
1952 年 6 月，《自然科学》又并入中国科学院于 1950
年创办的《科学通报》。

4 结语

科学仪器馆刊行的《科学世界》，是我国第一份

冠以“科学”二字的期刊，也是国人自办的最早综合

性科学期刊之一，且与杜亚泉主编的《亚泉杂志》、
《普通学报》一脉相承，但在传播化学等近代科学知

识方面更为系统和深入。它不仅具有学术性、情报

性、知识性、启迪性等功能，而且兼具科学性、思想

性与进步性的特点。它的续刊，基本上沿袭了原来

刊物的风格，但与之同名的另外几种近代科学刊

物，则相互独立，相互间也没有承继关系。不过，它

们与首份《科学世界》一样，均是民间人士主办的科

学普及类的综合性期刊，其出版地大都为上海，内

容也基本上都是既包括纯粹科学，也包括应用科学

的技术。这些特质或许与当时中国知识界仍普遍

将“科学”理解为与传统经学相对立的“分科之学”，

“学”、“术”不分，以及上海为西学传播的前沿、赛先

生上岸的主要落脚点等情形相关。中国近代这几

种《科学世界》中，除中华自然科学社编行的《科学

世界》外，其他几种由于出版的时间较短，故它们在

普及科学知识方面的效果并不尽人意，但它们在不

同程度上推进近代科学中国化进程的历史功用，是

不应该被后世遗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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