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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传·

近代科学中国化的实践者：虞和钦

王　细　荣

（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上海　200093）

摘　要：虞和钦系清末民初由一中国传统士人转变为醉心科学的新型知识分子，是我国近代科学中国

化的积极实践者。他最先将化学元素周期律引介入中国，首次在国内推广“某化某式”的无机化学命名

法，建立首个系统的有机物意译命名体系，组织成立科学社团，创办传播科学新知或基于科学新知的实业，

主编科学期刊，编译科学教材，充任理科教员，对西方科学的本质、功用也有独到的见解，促进了西方

科学知识及科学传统在中国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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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中国化”即是科学的本土化，包括纯粹知识引进的科学传播

和从主观上真正“把西洋的科学变为中国的科学”的西方科学传统移植

两个理论上不可分割的方面。在“西学东渐”的三个历史阶段中，传教

士学术传教和洋务运动技术引进两个时段，“科学的中国化”实践仅局限

于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传播。中日甲午战争后，面对日渐式微的国势，一

批脱胎于中国传统士人的先知先觉者，开始将眼光投向西方科学，“西学

东渐”遂进入科学启蒙时期。这一时期，这批先知先觉的新型知识分子

成为科学传播的主体，传播的内容亦逐渐从科学知识，扩展到科学知识

与科学传统、科学思想等并举，即他们通过科学研习、科学翻译、科学

教育和科学实业等策略或路径，实现“科学的中国化”。在这类新型知识

分子中，除人们所熟知的戊戌改良派人士外，还有一批被历史烟尘湮没

的士人，他们自觉地放弃科举，改业科学，为实现“科学的中国化”而

筚路蓝缕，惨淡经营，虞和钦便是其中的最具代表者。

一、虞和钦生平述略

虞和钦（1879-1944），字自勋，仕名铭新，1879 年 12 月 11 日出生在浙江镇海县海晏乡柴桥的一个

儒贾世家。他的高祖、曾祖均系清代国子监生，好诗文，以经商为生。他的父亲虞景璜（字澹初，1862-

1893）则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业儒，早年考取秀才，1882 年中举，翌年试礼部不第，遂绝意仕进，一心治经谈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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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设馆授徒。

在虞和钦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科举考试对大多数士子来说仍然为求功名利禄之途，“得之则荣，失之

则辱”。虞父把自己未遂的心愿寄托于小和钦身上，希望他能承继家学，金榜题名，光宗耀祖。7 岁时，

他就开始随父诵读经书，研习词章。1888 年左右，一天晨起，开窗见大雪纷飞，想出了两句诗：山晓风初定，

天寒雪正飞，便高兴地告诉父亲，随即在父亲的指导下，续成一诗，是为作诗之始。1891 年，父亲应石

家塘林槐生家之聘，教授二子。小和钦随父侍读，与林家二子作息同律，且能恣意阅读林家书房“听雨楼”

古今齐备的藏书，并效仿父亲采拾诸说，加以论断，作《孝经注》，是为著书之始。1892 年，随父就读于

镇海县邬隘灵山书院。在灵山书院，他除诵经读史外，亦从父兼习八股文。虞母汪氏，“固甚爱子，然对

于读书，亦极严厉”。1893 年父亲去世后，母亲命虞和钦仍往灵山书院，从父执虞本初读书。次年，虞母

重病，弥留之际，忽移目注视虞和钦兄弟，虽气绝而目未闭。虞和钦惊而未哭，即跪告曰：“吾兄弟二人，

当立志读父书，谋自成学，请吾母勿忧。”[1]之后，母亲双目渐瞑。虞母望子成龙之心，绝不亚于虞父，

这自然也影响了儿时的和钦。虞和钦幼秉庭训，诵经读史，工诗古文辞，为他日后的科学中国化实践奠

定了坚实的语言文字基础。

甲午战争后，外患日亟。虞和钦始知仅恃旧学不足以御侮，乃志于西学，并先后在家乡柴桥、鄞城（今

宁波市鄞州区）、上海从事科学传播与实业活动。1899 年，他与钟观光等一起，聚乡人钟衡臧等若干志同

道合者，在自己家中创设“实学社”（后人称“四明实学会”），以研究声、光、化、电诸科学。翌年春，

实学社迁到鄞城月湖竹洲的辨志精舍（今宁波市二中址）。为了更深地了解西方科学，虞和钦等又购买北

京同文馆、上海江南制造局的科学译著和《格致汇编》等科学期刊，继续研习理化、博物知识，并按书

上所介绍的方法进行实验。不久，他们用骨灰及硫酸试制黄磷成功。虞和钦等想到黄磷是制火柴的重要

原料，便决定设厂制造，借以挽回利权。1900 年，他们赴上海向商务大臣盛宣怀处呈请制磷专利。盛宣

怀旋派员考验，获“制造得法，不让外洋”等批语，并准许专利 15 年，准予设厂制磷。1901 年 3 月，虞

和钦与钟观光一道邀请林涤庵及实学社社员张之铭等商办设厂造磷事宜，并随即集资 1 万元，租借上海南

市江南制造局附近的南池胡同（不久后迁到浦东烂泥渡），开设我国自行设计、自筹资金的第一家造磷工

厂——灵光造磷厂。但不到半年时间，灵光厂因国内缺乏必要的仪器设备和原料，成本过高、产品不旺，

以致亏本而停办。

灵光造磷厂停办后，虞和钦留沪善后，钟观光和张之铭则赴日本考察。通过考察，他们才知，新

法造磷多用电解，旧法成本高，难与竞争，于是召集实学社同人，决计改置他业，即创办科学仪器馆。

1901 年 12 月 8 日，科学仪器馆以 5000 两纹银为资本，在上海五马路（今广东路）宝善街开张营业，开国

人专门经营、制（仿）造科学仪器等教学用品之先河。

1902 年夏，虞和钦参加由蔡元培等发起成立的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并于 1902 年冬至 1903 年春，

义务为爱国学社、爱国女校教授理科课程。1903 年初，虞和钦等在科学仪器馆创办中国最早的以“科学”

命名的综合性自然科学期刊——《科学世界》，以介绍科学新知。

1905 年初，为逃避清廷对“苏报案”余党的进一步追查，虞和钦又负笈东瀛，在东京帝国大学（今

东京大学）专攻化学。3 年后学成归国，通过部试和廷试后，任清廷学部图书局理科总编纂、游学毕业生

部试格致科襄校官，并以“硕学通儒”资格钦选资政院候补议员。民国后，担任过北洋政府教育部主事、

视学、编审员，山西、热河省教育厅长，绥远实业厅长等职，其中 1923-1929 年间，应冯玉祥、商震等军

政要人之邀，参赞莲幕。1929 年 10 月，因疲于军阀间的争斗，主动离开军政界，次年 4 月返沪置办实业，

先后创办开成造酸厂、开明电器厂、建夏化学工业社等实业公司，并均任首任经理。1944 年 8 月 12 日，

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寓所逝世。

虞和钦科、艺、文俱全，一生著述颇丰，除一些科学文章、科学专著、理科教材外，还著有诗文、

中西哲学、社会学、古琴研究等方面的著作，并汇为一书，名曰《和钦全集》（共 18 种）。虞和钦亦工书法，

好操琴、造琴、藏琴，曾被誉为“海内第一藏琴家”[2]。

虞和钦一生所学所事，多属始创，其中不少为“中国第一”。他是近代中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

“教育救国”思想的积极践行者，且贡献良多。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LKText=%5B1%5D%E8%99%9E%E5%92%8C%E9%92%A6%3A%E5%92%8C%E9%92%A6%E5%85%88%E7%94%9F%E4%BA%8B%E7%95%A5%28%E5%AD%A6%E6%A1%88%E9%99%84%29%2C%E6%B5%99%E6%B1%9F%E5%AE%81%E6%B3%A2%E5%B8%82%E9%95%87%E6%B5%B7%E5%8C%BA%E6%A1%A3%E6%A1%88%E9%A6%86%2C%E6%A1%A3%E6%A1%88%E5%8F%B7%3A161311%2D5%2C%E7%AC%AC74%2C79%2C163%E9%A1%B5%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2&LKText=%5B2%5D%E6%BC%AB%E9%83%8E%3A%E9%9D%A2%E5%A3%81%E6%9D%82%E8%AE%B0%E0%82%B7%E6%82%BC%E8%99%9E%E5%92%8C%E9%92%A6%E5%85%88%E7%94%9F%28%E4%B8%8B%29%5BN%5D%2C%E6%B5%B7%E6%8A%A5%2C1944%2D08%2D21%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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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知识的引介与传播

尽管“科学的中国化”问题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才被中国学界广泛关注、讨论，但其实践的历史则

最早可追溯到明末清初，不过直到 1900 年前后，国人才成为主角，且进入大规模传播科学知识的时代，

虞和钦即是这一时期科学中国化的实践者之一。他在科学研习实践中，不但以敏锐的科学眼光，向国人

引介一些具体的科学基本理论、定律，阐释科学术语、科学名词，而且还引介和制定科学命名法，从而

为科学名词的统一化和标准化奠定了基础，促进了西方科学知识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虞和钦的这些工作，

尤以化学学科最为典型，难怪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近代化学教育的开拓者、化学教育家俞同奎先生称：

虞先生“确系今日中国化学界之鲁殿灵光”[3]。

1.化学元素周期律的引介

19、20 世纪之交，国人对西方化学知识的介绍已走在数学、物理等学科的前头。虞和钦在早年开始

研习科学时，亦以化学为主攻方向，并以敏锐的眼光，决定选择译介研习化学的工具——元素周期律和

元素周期表。1901 年 3 月 13 日，虞和钦在《亚泉杂志》第 6 册（期）上发表了《化学周期律》一文，最早

完整地向国人介绍“元素周期律”和“元素周期表”。

《化学周期律》编译稿是于上一年旧历十二月投寄给亚泉学馆的，此时《亚泉杂志》创刊仅一个月左

右，其间虞和钦曾“两奉大札商酌《周期律》译稿”。《化学周期律》正文分为五部分：原质（现称“元素”）

之天然分类、周期律表、各周期原质之关节、各属（即“主族”）原质之关节、据周期律发明之学理。其

中前四部分为该文的主体，基本上揭示了门氏周期律的内涵；最后一部分则是说明元素周期律的重大意义。

《化学周期律》发表一年后，就被近代著名金石家、收藏家顾燮光列入其所补编的《增版东西学书录》

卷三之“化学”类中，成为与徐寿、傅兰雅（John Fryer）合译的《化学鉴原》、《化学鉴原续编》、《化学

鉴原补编》等书齐名的近代汉译化学文献。

另外，虞和钦在有关化学名语解释的文章和《普通化学讲义》（上海文明书局 1913 年 3 月初版）、《中

学化学教科书》（日本龟高德平原著，上海文明书局 1906 年初版）、《新制化学教本》（与华襄治合编，上

海中华书局 1917 年 4 月初版）等著作中，也有介绍元素周期律的条目或章节。

元素周期律为 19 世纪下半叶“新得之学理”，是化学的重要基础之一，对那些于化学上稍有门径的学

习、研究者具有指引作用，亦是推动化学学科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之一，但 20 世纪初时的中文“译书中

未曾述及”。虞和钦以非凡的眼光，成为向国人引介元素周期律的第一人。他的这个工作，促进了化学学

科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从而在我国近代科学传播和化学学科的发展史册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无机化学命名“某化某式”的引介、推广

19 世纪，汉译化学书籍的底本大都源于西方各国，中文无机物的翻译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为徐寿

和傅兰雅等主张的“连书原质之名”（即直译无机物的分子式）法，如法文“oxyde de plomb”（分子式

为 PbO），译为“氧铅”，英文“lead of oxide”则译为“铅氧”；另一种为法国化学家毕利干（Anatole A. 

Billequin）等所主张的“意译”法，即按无机化合物的西文原意或者它们的化学性质来翻译，如，过氯酸

（HClO4）译为“极绿强”、氯酸（HClO3）译为“绿强”。这两种方法都存在一些缺陷，即“连书原质之名”

等于没有命名，“意译”又沿袭了西方名词本身存在的混乱和弊病 [4]，故一些研习化学的国人企求能有更

为科学、简便的无机物命名法推出。

甲午战争后，国人“师夷长技”的眼光开始转向日本，从而掀起“西学东游”的热潮。到了 20 世纪初，

汉译科学书籍的底本几乎被日文垄断，一些传统士人也纷纷学习日语，研习日文科学原著。此时，日本

的化学命名方法传入中国，并用它取代原有的命名方法，便成为国内化学界的一种趋势。虞和钦再次以

其敏锐的眼光，于 1902 年 1 月（旧历辛丑年十二月），在《普通学报》辛丑第 3 期上发表《化学命名法》，

首次将日本“某化某式”的无机物命名法引介到中国。

《化学命名法》全文共 14 页，分为“根基及残基”、“自二原（元）素合成化合体之命名法”、“自三元

素以上合成化合体之命名法”三部分，主要阐述根（或基）、二元化合物、三元或三元以上化合物（包括

酸、碱、盐）的命名法。虞和钦的这种行文安排，恰好也与为中国近代化学命名统一工作贡献最多的郑

贞文所谓的“化合物以先定根基之名为入手”之说相符。《化学命名法》介绍的“某化某式”无机物命名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3&LKText=%5B3%5D%E8%A2%81%E7%BF%B0%E9%9D%92%3A%E5%8C%96%E5%AD%A6%E7%95%8C%E7%9A%84%E9%B2%81%E6%AE%BF%E7%81%B5%E5%85%89%E8%99%9E%E5%92%8C%E9%92%A6%E5%85%88%E7%94%9F%5BJ%5D%2C%E5%8C%96%E5%AD%A6%E9%80%9A%E8%AE%AF%2C1937%2C2%2811%29%3A88%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4&LKText=%5B4%5D%E4%BD%95%E6%B6%93%3A%E6%B8%85%E6%9C%AB%E6%B0%91%E5%88%9D%281901%2D1932%29%E6%97%A0%E6%9C%BA%E7%89%A9%E4%B8%AD%E6%96%87%E5%91%BD%E5%90%8D%E6%BC%94%E5%8F%98%5BJ%5D%2C%E7%A7%91%E6%8A%80%E6%9C%AF%E8%AF%AD%E7%A0%94%E7%A9%B6%2C2006%2C8%282%29%3A53%2D57%E3%80%82


102

方法，是建立在对根基的命名基础之上的，与当时其他的无机物命名法相比，具有较大弹性或较强的包

容性。它除酸、含氧酸正盐等少数几种类型的化合物外，均在物质名词中，插有一个“化”字，并引入“亚”、

“次”、“过”，简明而明晰地给出了多化合价元素之化合物的命名，使用数字词头修饰根基名称，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化合物的分子构成。这种命名法基本上符合“信、达”标准，但其中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

有些命名法过于冗长（如硫酸亚酸化铁）；一些化学元素、化学名称与术语，叙述比较混乱，对同一物质

或元素，有的地方用日译名，有的地方用当时或是作者新创的汉译名。

《化学命名法》发表后，虞和钦即在后来编译的化学书籍和化学文章中使用“某化某式”的命名法。

其中推广无机物“某化某式”命名法最为得力之作为《化学定名表》（载于《科学世界》1903-1904 年第

2-4、6-10 号）。1903 年 4 月始，虞和钦编制的《化学定名表》陆续在其主编的《科学世界》上发表，其

中给出了 793 个化学名词，分别列出它们的中文定名、英文名、化学式，方便读者查对。如果说《化学命

名法》是“某化某式”命名系统一般法则的介绍，那么《化学定名表》中的中文定名则是该法则的具体

运用，且具有一定引领无机化学名词划一的意义。

虞和钦介绍的“某化某式”命名法尽管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但瑕不掩瑜，其简明、分类明晰、

能直接传达物质组成信息的特点还是显而易见的，故在 1908 年我国最早的官定术语标准《化学语汇》问

世之前，就有不少学者（如王季烈、尤金铺等）在编译实践中采纳了这种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虞和钦的“某

化某式”命名法，对后来我国无机化合物命名规则的制定，也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作用。

3.系统的有机物意译命名体系之建立

1892 年 4 月，当时欧洲 34 位著名化学家在日内瓦举行国际化学会议，拟定了后来称为“日内瓦命名法”

的有机化学命名方案。之后，西方各国有机化学的系统命名便有章可循。但在我国，20 世纪初仍无统一

的有机化学命名系统，这与当时我国无机化学命名已趋于统一的情形，大相径庭。1905 年始，虞和钦在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学习化学，对有机化学更有深究。1907 年 11 月，在经过五六年的探索后，正式着

手制定有机化学译义命名法案。1908 年夏，在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之际，此项工作得以完成，其专著《有

机化学命名草》亦于是年 8 月 6 日正式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虞和钦在所著的《有机化学命名草》中，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有机物意译命名体系。全书包括作者序、

凡例、目录、正文和附录。正文分为两编：第一编为“脂肪族化合物”，包括已饱炭轻质（烷烃）、未饱炭

轻质（烯烃、炔烃）、炭轻质之成盐原质置易体（卤代烃）、炭轻质之轻养置易体（醇）、醇精（醚）、间

质及拟间质（醛和酮）等 19 章；第二编为“芳香族化合物”，包括轮质及其同族体（苯类）、轮质族之成

盐原质置易体（苯类卤代物）、轻养轮质族（酚类）、植物鹻（碱）类等 16 章。附录为“原质名目表”，共

列出 77 种元素的汉译名、元素符号、英文名、法文名、德文名和原子量。

虞和钦在《有机化学命名草》中，不造一个新汉字，使得当时已知的有机物均有相应的汉译名——

或学名，或通名，或俗名。《有机化学命名草》一书，在 1921 年科学名词审查会最终所审定的有机化学名

词草案公布之前，影响了国内不少化学研习者，他们在编写化学书籍时，直接采用了此书的一些有机化

学命名。虞和钦的这个工作对后世有机化学命名法的探索者也颇有影响。1921 年 7 月，科学名词审查会决

定最后的中文有机化学名词草案的会议，就是在虞和钦、张修敏及陈庆尧三氏命名方案中进行协调的 [5]，

其中确定的具体命名法不少出自虞和钦的《有机化学命名草》，如芳香族化合物的命名法、几种数字表示

法（如以“一”、“二”、“三”等数字指明物质的碳原子数，以“二个”、“三个”、“四个”等指明表示取

代基之数的拉丁字头“Di”、“Tri”、“Tetra”等）。不过，虞和钦的有机化学命名法对后世主流法案产生影

响则主要由郑贞文实现的。郑贞文是虞和钦的东大校友兼同道，曾于 1932 年 6-11 月主持国立编译馆化学

名词的制订工作。其间，他起草的《化学命名原则）》经过讨论、修订后，于 1932 年 11 月由教育部公布

实施，次年 6 月由国立编译馆出版发行。《化学命名原则》中有机化合物部分，保留有《有机化学命名草》

中基于构造的命名法之痕迹。例如，“相同之基或官能团之数，以一、二、三……（Mono-, Di-, Tri-, …）

等数字表之”，乃继承虞氏的取代基之数以“一个”（通常省略）、“二个”、“三个”等表示，其他的如取

代基位次、母体或基中碳原子位次等的表示法，“化”、“易”等字的用法规定，等等，均承袭虞氏在《有

机化学命名草》中所确定的基本原则。

虞和钦在《有机化学命名草》中所提出的有机化学命名系统，其主旨以意译为宗，表现出之前傅兰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5&LKText=%5B5%5D%E5%BC%A0%E6%BE%94%3A%E8%99%9E%E5%92%8C%E9%92%A6%E7%9A%84%E6%9C%89%E6%9C%BA%E5%8C%96%E5%AD%A6%E5%90%8D%E8%AF%8D%3A%E4%B8%AD%E6%96%87%E6%9C%89%E6%9C%BA%E5%8C%96%E5%AD%A6%E5%90%8D%E8%AF%8D%E7%B3%BB%E7%BB%9F%E5%91%BD%E5%90%8D%E7%9A%84%E5%BC%80%E5%A7%8B%5BJ%5D%2C%E4%B8%AD%E5%9B%BD%E7%A7%91%E6%8A%80%E5%8F%B2%E6%9D%82%E5%BF%97%2C2005%2C26%283%29%3A222%2D230%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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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等人的译音命名法无法比拟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同时因不新造一个汉字而表现出来的保守性，也使得它

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如承袭传统汉字因形音相离而阻滞文化传播的缺点。郑贞文等在扬弃虞和钦确

立的一些意译命名原则和具体方法的基础上，对我国有机化学定名事业，又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正

因为如此，虞和钦早年厘定的有机化学系统命名原则能成为我国现行命名法的源本，成为他“科学的中

国化”实践之重要成就之一。

三、西方科学传统的移植

如果说科学知识的引介传播是虞和钦“科学的中国化”实践的第一个层面的话，那么，他组织成立

科学社团，创办传播科学新知或基于科学新知的实业，主编科学期刊，充任理科教员，编译科学教材等工作，

则可视为其“科学的中国化”实践的第二个层面。他的这些工作，可谓对西方科学的消化，自觉或不自

觉地促进西方科学传统的移植，拉近了科学与中国一般民众的距离，促进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生根。

1.科学团体的组织

中日甲午战争后，我国变法图强、科学救国思想日盛。1895 年，父执梅伯俨先生、同学钟观光在虞

和钦家——澹园设馆授徒。于是，虞父生前好友陈觉生、张子骧，虞辉祖等镇海古文辞或诗赋学者时来聚会，

以求学问之交流。这些为虞和钦后来组建科学团体“实学社”、“京师化学会”和“中国化学会”提供了养分。

1899 年，虞和钦与钟观光等若干志同道合者，在自己家中创设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组织之一——“实

学社”。开始时，虞和钦与钟观光等社员研读虞父生前从上海购回的《西学大成》，觉得书中所述切实而

又新奇，就一一实验，并以其所得，义务教授同人，一时远近响应，社员甚多。从近代科学发展史看，

科学社团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为便于科学交流而创建的。实学社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虞和钦及其同

道了解西方科学的需要，因而还不能称之为完全意义上的近代科学社团。但是它已经具备近代科学团体

的某些基本特征，如民间性、自治性、公益性、组织性、学术性等，并且在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同时，力

求科学研究与社会需求相结合，还奠定了虞和钦等人后来创设的科学仪器馆之基础，培养了如钟观光等

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代科学家，故可谓近代科学社团的雏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尽管它引进的科学知

识和先进生产力非常有限，但却是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基层传播的有益尝试；且在民间社团还没有法律保

障的情况下，它的创设更具有开风气的意义。

如果说实学社是一个综合普及性团体，那么虞和钦创立的“京师化学会”及其承继者“中国化学会”

则是地地道道的专门科学社团。1910 年 6-11 月，虞又被清廷农工商部右侍郎、南洋劝业会审查总长杨士

琦选调为劝业会审查官，期间与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会员吴应干、陆安、邓邦遹共事。因“见自外洋回

国学习化学者日益多”，便与同志商议，拟在国内组织化学会。11 月，南洋劝业会闭幕，虞和钦仍回北京

学部任事，并着手在北京创设化学会之事。翌年 8、9 月（农历八月）间，成立化学会的相关事宜已基本

完成。学会定名为“京师化学会”，会所设在北京彰宜门大街农工商部劝工陈列所内的工业试验所，并将

结社之事呈报巡警总厅，向民政部备案，同时拟订了《京师化学会草章》。虞和钦在随即举行的京师化学

会成立会上，与俞同奎、杨华、王季点等被选为学会“编辑主任员”[6]。然“甫成一会，而遭逢事变，又

复阒然”。辛亥革命后，民国肇造，百废思举，“谋所以富国利民者”，除了工业之外，别无他择。而所谓

的工业，“非高曾之规矩也，是在远规欧西制作之原。”于是，国人效法西国，纷纷组建学术团体。1912
年 1 月初，虞和钦的同邑同志钟衡臧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便是其中之一。不久，

为竟京师化学会的前功，实现“谋学术之昌盛，针国工之膏肓”的宏愿，虞和钦与沪上旧时同道，又成

立了“中国化学会”，并被举为学会干事。中国化学会成立之初，以上海九江路 7 号的“中华民国工业建

设会”为通信处。他们也拟订了《中国化学会章程》，对学会的名称、宗旨、事务、组织、会员之权利、

干事员之权利、经费、机关、会议等事项作了规定 [7]。

虞和钦与同道发起成立的京师化学会和中国化学会，其组织形式和学会章程，既继承了欧洲发达国

家的化学会设置，又充分考虑当时中国国情和化学工作者实情，故它们的活动计划具有可操作性。另外，

京师化学会和中国化学会，也与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有间接关系，并均有制定化学命名规则的计划，但

因动荡的时局未果，就连学会也没能成长起来。不过，它们的工作愿景和草就的章程，具有相当的史学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6&LKText=%5B6%5D%E4%B8%AD%E5%9B%BD%E7%AC%AC%E4%B8%80%E5%8E%86%E5%8F%B2%E6%A1%A3%E6%A1%88%E9%A6%86%3A%E6%B8%85%E6%9C%AB%E7%BB%93%E7%A4%BE%E9%9B%86%E4%BC%9A%E6%A1%A3%E6%A1%88%5BJ%5D%2C%E5%8E%86%E5%8F%B2%E6%A1%A3%E6%A1%88%2C2012%281%29%3A35%2D79%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7&LKText=%5B7%5D%E4%B8%AD%E5%9B%BD%E5%8C%96%E5%AD%A6%E4%BC%9A%E7%BC%98%E8%B5%B7%E0%82%B7%E9%99%84%E7%AB%A0%E7%A8%8B%5BJ%5D%2C%E5%AE%9E%E4%B8%9A%E6%9D%82%E5%BF%97%2C1912%282%29%3A4%2D5%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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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对后来中国化学学术团体的建设，促进中国近代化学的建制化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2.科学实业的创办

在某种意义上讲，近代工业化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被看作为科学实业实践的主要范型 [8]，正如任鸿

隽所说，中国“近世的实业无有一件不是应用科学的知识来开发天地间自然的利益的”[9]。虞和钦一生所

置办的实业——早年的灵光造磷厂、科学仪器馆，晚年的开成造酸厂、开明电器厂、建夏化学工业社——

也不例外，均为科学实业，其中最具代表者为科学仪器馆、开成造酸厂和开明电器厂。

虞和钦早年研习过《化学汇编》中的《格致释器》、《化学器》等介绍科学仪器的文章，后来又有实

验造磷和办厂制磷的得失经验，故对科学仪器之于科学研究、科学传播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于是在

1901 年 10 月间，虞和钦与钟观光召集实学社社员，商量以灵光余款为基本，另招新资，开办专门经营、

制（仿）造科学仪器等教学用品的公司——科学仪器馆。经过虞和钦、钟观光等人的努力，科学仪器馆

于 1901 年 12 月 8 日提前开张营业。虞和钦等新办的科学仪器馆，给当时的新式学堂和国内研习西方科学

者带来了便利，使国人“讲求科学益有门径”。1902 年春，科学仪器馆逐渐步入正轨，且迅速得到发展，

不到几年功夫，便誉满沪上，乃至全国，后来发展成为一堪与商务印书馆比肩的“文化事业中之最有名

望者”，从而在我国近代科学的中国化实践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虞和钦自诩所云的那样：“上

海为中国科学之发源地，科学仪器馆实为首功”[10]，“我国完全之教育或以是为起点矣”[11]。

开成造酸厂是虞和钦退出军政界开办的首家实业公司。1929 年 10 月，商震调任山西省主席，因不满

军阀之间的争执，再加上内心深处的实业情结，虞和钦便决意弃政不复同往，意图重操旧业。虞和钦在

北京休整半年后，于 1930 年 4 月回到了上海，随即开始筹备开成造酸厂。在筹备过程中，虞和钦为获准

工商、军政两部的备案，筹资，建造厂房，选购原料硫化铁矿石等工作，劳心劳力，日夜奔波。开成造

酸公司成立后，他被推为公司首任经理。1933 年 2 月 1 日，在经历水灾、“一·二八”事变后，开成造酸厂

最终正式投产。由于产出的硫酸品质纯美，故销路畅通，公司各董事也开始树立信心。不久，因增招股本，

筹备添制硝酸、盐酸等事情与公司一些董事有异议，虞和钦便辞去了公司经理一职，离开了公司。开成

硫酸厂的成功出货，标志着我国从此有专门的民族硫酸制造企业，外人也不能再垄断市价。另外，由于

开成的提倡，国内年来又有一两家制造硫酸的厂家出现，不仅使国家漏卮逐渐减少，而且也提高国内各

用酸企业与外企的竞争力。因此，虞和钦开办的开成造酸厂，在中国化学工业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开明电器厂是虞和钦在抗战期间创办的实业。1938 年初，中日战事使得上海形势日趋不利，虞和钦

自思年老力衰，不能为国效力，深感惭愧，便计划赶赴陪都重庆，为国家后防工作尽一份绵薄之力。后

在其次子虞先得的劝谏下，未能成行，改为留沪投身后防实业，即筹设开明电器厂，任筹备主任，并开

始招股。次年 2 月，开明电器厂开始投产。3 月 12 日，开明电器厂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次日举行公司

第一次股东会议上，虞和钦当选为公司董事，并被董事会聘为公司首任经理。开明电器厂所出的各种灯泡，

一开始就货精制良，销路颇旺，故后又续招股本，添置机器，增加出品。开明电器厂是虞和钦晚年意欲

为国效力的产物，且为他兴办实业中经营时间最长、产品销路最好的一例。建国初期，包括开明电器厂

在内的几家私营灯泡厂合并，成立一公私合营企业——天明灯泡厂。1958 年，天明厂又并入中国亚浦耳

灯泡厂，1959 年 10 月中国亚浦耳改名为上海亚明灯泡厂。今日，亚明灯泡厂已是我国照明光源的龙头企业。

其厂名中的“明”字，向人们昭示，其源头之一的开明厂是不应被后世所忘记的。

3.《科学世界》的创刊与编辑

中国近代纯粹的科学期刊始于清季光绪年间，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创刊于 1876 年 2 月 9 日的《格

致汇编》为最早。国人自办的第一种科学期刊为新学会于 1897 年 8 月 7 日在上海创办的《新学报》。两年

后又有杜亚泉主编的《亚泉杂志》问世，近一年后又被他的《普通学报》取代，但该刊在出版不到两年后，

决定停刊。由于虞和钦此前与杜亚泉有一定的联系，加上他们在科学传播上又“同气相求”，故虞和钦等

决定接替杜氏的《普通学报》，与科学仪器馆的同人于 1903 年 3 月创办《科学世界》，并在其第 1、2、3 期

广告页中登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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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世界》三期交换。”

虞和钦与王本祥共同草拟了《科学世界》的《简章》（载创刊号刊首），确定了“发明科学基础实业，

使吾民之知识技能日益增进”的办刊宗旨和期刊栏目（包括图画、论说、原理、实习、拔萃、传记、学名略解、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8&LKText=%5B8%5D%E8%B5%B5%E5%86%AC%3A%E8%BF%91%E4%BB%A3%E7%A7%91%E5%AD%A6%E4%B8%8E%E4%B8%AD%E5%9B%BD%E6%9C%AC%E5%9C%9F%E5%AE%9E%E8%B7%B5%5BM%5D%2C%E5%8C%97%E4%BA%AC%3A%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6%96%87%E7%8C%AE%E5%87%BA%E7%89%88%E7%A4%BE%2C2007%3A202%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9&LKText=%5B9%5D%E4%BB%BB%E9%B8%BF%E9%9A%BD%3A%E7%A7%91%E5%AD%A6%E4%B8%8E%E5%AE%9E%E4%B8%9A%E4%B9%8B%E5%85%B3%E7%B3%BB%5BJ%5D%2C%E7%A7%91%E5%AD%A6%2C1920%2C5%286%29%3A218%2D223%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0&LKText=%5B10%5D%E8%99%9E%E5%92%8C%E9%92%A6%3A%E5%92%8C%E9%92%A6%E5%85%88%E7%94%9F%E4%BA%8B%E7%95%A5%28%E5%AD%A6%E6%A1%88%E9%99%84%29%2C%E6%B5%99%E6%B1%9F%E5%AE%81%E6%B3%A2%E5%B8%82%E9%95%87%E6%B5%B7%E5%8C%BA%E6%A1%A3%E6%A1%88%E9%A6%86%2C%E6%A1%A3%E6%A1%88%E5%8F%B7%3A161311%2D5%2C%E7%AC%AC86%E9%A1%B5%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1&LKText=%5B11%5D%E7%A7%91%E5%AD%A6%E4%BB%AA%E5%99%A8%E9%A6%86%3A%E5%B9%BF%E5%91%8A%5BJ%5D%2C%E7%A7%91%E5%AD%A6%E4%B8%96%E7%95%8C%2C1903%281%29%3A%E5%8D%B7%E9%A6%96%E5%B9%BF%E5%91%8A%E9%A1%B5%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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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学事汇报和科学小说等）及其功能。通过统计《科学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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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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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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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区敎育会代表的宴会上致词中得到证实：“敝馆曾经编刋《科学世界》杂志一种，由现任山西敎育厅长

虞自勋先生主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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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中国最早以“科

学”命名的综合性自然科学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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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和钦办刊的科学性、思想性与进步性兼具的倾向。

《科学世界》的栏目内容，大都为科学性的文章或知识点，不仅可普及科学常识，而且有的还可以启

迪国人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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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小说”栏目，是我国科学杂志刊载“科学小说”的先行者，可起到鲁迅所言的“改良思想、补

助文明”之作用；栏目中的小说“较之纯文学，趣味诚少；然较之读科学书，则趣味浓深多矣”[13]，这是

一般科学文章所不能企及的；尤其是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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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立我国自己的科学体系奠

定了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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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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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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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学

与汉医》三篇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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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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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科学教育实践

虞和钦的科学教育实践主要体现在担任理科教员和编辑科学教材两个方面。

虞和钦早年科学传播实践中，曾先后在爱国学社、爱国女校、科学仪器馆内设的理科讲（传）习所、

北京顺天高等学堂、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等校所担任过理科教员。其中在科学仪器馆理科讲习所的授课经

历最有意义，因为在此除讲授科学知识外，也宣传民主思想，以致前来听课者不乏近代进步人士，如蔡

元培、章太炎、徐锡麟、邹鲁、柳亚子、陈其美等都曾是其学员。讲习所的学员中，不少后来成为各界

闻人，如我国近代生药学本草学奠基人、先驱和开拓者赵燏黄，著名教育家、哲学家蒋维乔，曾任北洋

政府国会议员、新中国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的蓝公武，近代教育家和地理

学专家姚明辉等。他们在这里，受到了科学的启蒙教育，有的还奠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基础。

甲午战争后，国人掀起一股“西学东游”的热潮，与之相映成趣的是赴日留学或自学日文蔚为时尚。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府当局推行一系列有助于教育发展的新政或举措，如晚清的兴学诏、癸卯学制、

废除科举，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壬子学制，以及北洋

政府关于教科书问题的规定和举措。基于西学东游的潮流、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等外部形势，以及自身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2&LKText=%5B12%5D%E7%A7%91%E5%AD%A6%E4%BB%AA%E5%99%A8%E9%A6%86%E6%AC%A2%E8%BF%8E%E6%95%99%E8%82%B2%E4%BB%A3%E8%A1%A8%5BN%5D%2C%E7%94%B3%E6%8A%A5%2C1920%2D11%2D06%2810%29%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3&LKText=%5B13%5D%E6%88%90%E4%B9%8B%28%E5%90%95%E6%80%9D%E5%8B%89%29%3A%E5%B0%8F%E8%AF%B4%E4%B8%9B%E8%AF%9D%5BA%5D%2F%2F%E9%82%AC%E5%9B%BD%E5%B9%B3%E3%80%81%E9%BB%84%E9%9C%96%3A%E4%B8%AD%E5%9B%BD%E6%96%87%E8%AE%BA%E9%80%89%E0%82%B7%E8%BF%91%E4%BB%A3%E5%8D%B7%5BC%5D%2C%E4%B8%8B%E5%86%8C%2C%E5%8D%97%E4%BA%AC%3A%E6%B1%9F%E8%8B%8F%E6%96%87%E8%89%BA%E5%87%BA%E7%89%88%E7%A4%BE%2C1996%3A823%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4&LKText=%5B14%5D%E7%A7%91%E5%AD%A6%E4%BB%AA%E5%99%A8%E9%A6%86%3A%E7%AC%AC%E4%BA%8C%E5%B9%B4%E7%AC%AC%E4%BA%8C%E6%9C%9F%E3%80%8A%E5%A5%B3%E5%AD%A6%E6%8A%A5%E3%80%8B%E5%B7%B2%E5%87%BA%5BJ%5D%2C%E7%A7%91%E5%AD%A6%E4%B8%96%E7%95%8C%2C1903%282%29%3A%E5%8D%B7%E6%9C%AB%E5%B9%BF%E5%91%8A%E9%A1%B5%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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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研习和教育部任事经历，虞和钦在1902-1917年间，积极为学校编写或翻译理科教材。在这些教材中，

主要以化学为主，而且大部分不是因约稿的出版机构改组而未脱稿，就是因时局动乱而散佚。而留存于

世仅仅几种，包括编写的《普通学歌·化学》、《新制化学教本》等，翻译的《中等化学教科书》、《化学讲

义实验书》等。这些科学教本，有的一版再版，多次印行，广受各界好评。例如，1908 年，清政府学部

颁布《第一次审定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凡例附书目表》，虞和钦译述的《中学化学教科书》、《化

学讲义实验书》均榜上有名，其中《中学化学教科书》位列化学类教科书之首。《中学化学教科书》后来

还多次再版重印，而且辛亥革命后亦通过北洋政府教育部教科书审查，截至 1913 年 10 月，再版或重印达

9 次。虞和钦在民国初编写的《新制化学教本》被列入教育部 1918 年 4 月 11 日颁布的《第一次重行审定教

科书书目》，到 1919 年 7 月，该书已出第 6 版（今称第 6 次印刷）[15]。

虞和钦所撰、译的化学教科书，一版再版，多次印行，可窥知当时这些教科书被广泛选用，受众颇多。

其向国人引介化学新知（如元素周期律、原子 - 分子说）、传播科学精神（如通过化学名家等化学史知识

的介绍）的功效，促进近代化学本土化（如列出英汉化学名词对照表）的力度，亦是昭然若揭。

四、科学思想的阐释

虞和钦“科学的中国化”实践也体现在他对西方科学思想的阐释上。他在早年科学传播实践中，将

西方的科学称为“理学”，并认为：阐明自然之理的“理学”是生产力，可“补益”、“消长”中国传统的

医学。

虞和钦所谓的阐明自然之理的“理学”，即“理科之学”，对应英文单词“science”，即我们今天所言

的自然科学。1904 年 11 月，他在《科学世界》第 10 号上发表《原理学》一文，认为理学“乃以至广至渺

之世界观念，而与社会以直接之益者也。其目虽多，而以有实用之智识为尤要。渺远之星球，荒古之地质，

人不能知也；有理学焉，则不知者知。腾空之雷霆，弥山之矿石，人不能用也；有理学焉，则不用者用。

汪洋之大海，轻清之空气，人不能行也；蝼蚁之谈话，微菌之滋生，人不能闻见也；有理学焉，则不行者行，

不闻见者闻见矣。[16]”显然，在虞和钦看来，理学是以从微观到宏观的整个世界为认识对象，是其中能

直接给人类社会带来益处的那些观念，即形而下之学，是联系宇宙世界与人类社会的纽带。总之，虞和

钦在《原理学》一文中，对于自然科学进行了明确的界定：理学即理科之学，唯有它才能阐明自然之理；

同时提出他的“科学救国论”：理学的发达，有助于国人认识自然和世界，进而改变自己当时所处的社会

经济状况，从而使自己处在社会竞争中的有利地位。

1903 年，虞和钦发表《现今世界其节省劳力之竞争场乎》（载《科学世界》第 6 号），阐述了理学是生

产力的科学思想。他说：“西人有言曰：‘现今世界大势，勿徒空谈哲理，扩张政权，唯尊尚理学，节减劳力，

则效果有不胜言，而富强可待也！’斯言也，余然之，余深然之。[17]”这里的“理学”有技艺之学涵义，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言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尊尚理学，节减劳力”则蕴涵“理学是生产力”的思想，是“科

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另类表述。虞和钦在该文中，亦以西方经济社会为例，阐发了他的科学技术观：技术

研究乃十年磨一剑的事业，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是政治界、经济界的原动力，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是永无

止境的。总之，《现今世界其节省劳力之竞争场乎》一文，正确地反映了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关系，即社

会生产力取决于技术，技术又藉以科学，从而可引导更多的国人转向科学的研习。

1903 年 10 月，虞和钦发表《理学与汉医》（载《科学世界》第 8 号），在欣赏基于西方科学的西医的

同时，对中医的一些弊端有充分的认识，并主张以西方理学来改造传统的中医，以免古老的中医将中华

民族带入灭种的可怕境地。《理学与汉医》一文，近年来曾被不少学者视为 20 世纪初极端否定中医的代表

之作 [18],[19]。他们之所以有如此的判断，确有虞和钦文中出现“汉医杀人”、“汉医足亡吾种”等偏执言论

之故，但主要还是他们断章取义使然。其实，虞和钦此文的中心议题还是主张以理学改造中医。这是另

一种形式的“科学救国”论，而且这种科学救国思想，在后来中医改革的实践中，都有具体的举措。例

如，1931 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国医馆”设定了“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医学学术及开展学术研究”的

宗旨；解放初期中央政府颁布了卫生工作“团结中西医”等三大方针后，各省市开办中医进修学校，吸收

开业中医进修、系统学习医学知识，以促进“中医科学化”。《理学与汉医》一文也影响了不少近代中国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5&LKText=%5B15%5D%E5%8C%97%E4%BA%AC%E5%9B%BE%E4%B9%A6%E9%A6%86%E3%80%81%E4%BA%BA%E6%B0%91%E6%95%99%E8%82%B2%E5%87%BA%E7%89%88%E7%A4%BE%3A%E6%B0%91%E5%9B%BD%E6%97%B6%E6%9C%9F%E6%80%BB%E4%B9%A6%E7%9B%AE%281911%2D1949%29%E0%82%B7%E4%B8%AD%E5%B0%8F%E5%AD%A6%E6%95%99%E6%9D%90%5BM%5D%2C%E5%8C%97%E4%BA%AC%3A%E4%B9%A6%E7%9B%AE%E6%96%87%E7%8C%AE%E5%87%BA%E7%89%88%E7%A4%BE%2C1995%3A282%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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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其中鲁迅是最具代表者。鲁迅是中国近代闻人，以中国文化革命主将而为当今国人所熟知。不过，

他早年留学日本时，曾决定放弃已有一定基础的地矿专业而选择医学。据有的学者研究，鲁迅的这个抉择，

除了他自己所言的“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外，也与虞和钦的《理学与汉医》

一文有一定的联系 [20]。另外，虞和钦的以科学改造中医的设想，与他的同乡兼至交，近现代医学家和卓

有成效的医学传播者，民国时期废除中医派的领袖余云岫后来提出的用科学“陶铸旧医”的思想，乃是

异曲同工。虞和钦和余云岫对待中医的态度是如此的相似，加上他们的交谊，设想虞和钦的“理学可以‘消

长’中医”的思想，对余云岫有一定的影响，亦似在情理之中。

五、结　　语

虞和钦是 19、20 世纪之交由一中国传统士人转变为醉心科学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与同时代的中国其

他新型知识分子一道，取代西方传教士而构成 20 世纪初科学中国化实践的一支重要力量。受浙东家乡文

化和儒商家庭教育的濡染，他的“科学的中国化”实践，表现出明显的宁波帮特点，如以学缘、地缘为纽带，

结成科学传播团队；以实业为目的与手段，研习与传播科学；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全国；以桐城派的语言

风格为著译旨归，力求科学传播的平民化。另外，他的科学中国化实践，多为始创性的工作，即表现出

敢为人先的精神。他尽管还称不上严格的（即社会学意义上的）科学家，然而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

以其孤特的方式促进了西方科学知识及科学传统在中国生根，堪称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型时期的弄潮儿、

中国近代化的推波助澜者。

［参 考 文 献］
[1]虞和钦：和钦先生事略（学案附），浙江宁波市镇海区档案馆，档案号：161311-5，第 74，79，163 页。

[2]漫郎：面壁杂记·悼虞和钦先生（下）[N]，海报，1944-08-21。

[3]袁翰青：化学界的鲁殿灵光虞和钦先生[J]，化学通讯，1937，2（11）：88。

[4]何涓：清末民初（1901-1932）无机物中文命名演变[J]，科技术语研究，2006，8（2）：53-57。

[5]张澔：虞和钦的有机化学名词：中文有机化学名词系统命名的开始[J]，中国科技史杂志，2005，26（3）：222-230。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末结社集会档案[J]，历史档案，2012（1）：35-79。

[7]中国化学会缘起·附章程[J]，实业杂志，1912（2）：4-5。

[8]赵冬：近代科学与中国本土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02。

[9]任鸿隽：科学与实业之关系[J]，科学，1920，5（6）：218-223。

[10]虞和钦：和钦先生事略（学案附），浙江宁波市镇海区档案馆，档案号：161311-5，第 86 页。

[11]科学仪器馆：广告[J]，科学世界，1903（1）：卷首广告页。

[12]科学仪器馆欢迎教育代表[N]，申报，1920-11-06（10）。

[13]成之（吕思勉）：小说丛话[A]// 邬国平、黄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C]，下册，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823。

[14]科学仪器馆：第二年第二期《女学报》已出[J]，科学世界，1903（2）：卷末广告页。

[15]北京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282。

[16]虞和钦：原理学[J]，科学世界，1904（10）：1-3。

[17]虞和钦：现今世界其节省劳力之竞争场乎[J]，科学世界，1903（6）：1-2。

[18]郝先中：日本废除汉医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影响[J]，皖西学院学报，2005，21（6）：69-72。

[19]范祥涛：科学翻译影响下的文化变迁[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310。

[20]沈永宝：鲁迅走向《新青年》的道路[J/OL]，中国文学演变，2003（1），[2012-03-21]，http://www.sinoss.net/ qikan/

uploadfi le/2010/1130/463.pdf。

［责任编辑　王大明］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LKText=%5B1%5D%E8%99%9E%E5%92%8C%E9%92%A6%3A%E5%92%8C%E9%92%A6%E5%85%88%E7%94%9F%E4%BA%8B%E7%95%A5%28%E5%AD%A6%E6%A1%88%E9%99%84%29%2C%E6%B5%99%E6%B1%9F%E5%AE%81%E6%B3%A2%E5%B8%82%E9%95%87%E6%B5%B7%E5%8C%BA%E6%A1%A3%E6%A1%88%E9%A6%86%2C%E6%A1%A3%E6%A1%88%E5%8F%B7%3A161311%2D5%2C%E7%AC%AC74%2C79%2C163%E9%A1%B5%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2&LKText=%5B2%5D%E6%BC%AB%E9%83%8E%3A%E9%9D%A2%E5%A3%81%E6%9D%82%E8%AE%B0%E0%82%B7%E6%82%BC%E8%99%9E%E5%92%8C%E9%92%A6%E5%85%88%E7%94%9F%28%E4%B8%8B%29%5BN%5D%2C%E6%B5%B7%E6%8A%A5%2C1944%2D08%2D21%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3&LKText=%5B3%5D%E8%A2%81%E7%BF%B0%E9%9D%92%3A%E5%8C%96%E5%AD%A6%E7%95%8C%E7%9A%84%E9%B2%81%E6%AE%BF%E7%81%B5%E5%85%89%E8%99%9E%E5%92%8C%E9%92%A6%E5%85%88%E7%94%9F%5BJ%5D%2C%E5%8C%96%E5%AD%A6%E9%80%9A%E8%AE%AF%2C1937%2C2%2811%29%3A88%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4&LKText=%5B4%5D%E4%BD%95%E6%B6%93%3A%E6%B8%85%E6%9C%AB%E6%B0%91%E5%88%9D%281901%2D1932%29%E6%97%A0%E6%9C%BA%E7%89%A9%E4%B8%AD%E6%96%87%E5%91%BD%E5%90%8D%E6%BC%94%E5%8F%98%5BJ%5D%2C%E7%A7%91%E6%8A%80%E6%9C%AF%E8%AF%AD%E7%A0%94%E7%A9%B6%2C2006%2C8%282%29%3A53%2D57%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5&LKText=%5B5%5D%E5%BC%A0%E6%BE%94%3A%E8%99%9E%E5%92%8C%E9%92%A6%E7%9A%84%E6%9C%89%E6%9C%BA%E5%8C%96%E5%AD%A6%E5%90%8D%E8%AF%8D%3A%E4%B8%AD%E6%96%87%E6%9C%89%E6%9C%BA%E5%8C%96%E5%AD%A6%E5%90%8D%E8%AF%8D%E7%B3%BB%E7%BB%9F%E5%91%BD%E5%90%8D%E7%9A%84%E5%BC%80%E5%A7%8B%5BJ%5D%2C%E4%B8%AD%E5%9B%BD%E7%A7%91%E6%8A%80%E5%8F%B2%E6%9D%82%E5%BF%97%2C2005%2C26%283%29%3A222%2D230%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6&LKText=%5B6%5D%E4%B8%AD%E5%9B%BD%E7%AC%AC%E4%B8%80%E5%8E%86%E5%8F%B2%E6%A1%A3%E6%A1%88%E9%A6%86%3A%E6%B8%85%E6%9C%AB%E7%BB%93%E7%A4%BE%E9%9B%86%E4%BC%9A%E6%A1%A3%E6%A1%88%5BJ%5D%2C%E5%8E%86%E5%8F%B2%E6%A1%A3%E6%A1%88%2C2012%281%29%3A35%2D79%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7&LKText=%5B7%5D%E4%B8%AD%E5%9B%BD%E5%8C%96%E5%AD%A6%E4%BC%9A%E7%BC%98%E8%B5%B7%E0%82%B7%E9%99%84%E7%AB%A0%E7%A8%8B%5BJ%5D%2C%E5%AE%9E%E4%B8%9A%E6%9D%82%E5%BF%97%2C1912%282%29%3A4%2D5%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8&LKText=%5B8%5D%E8%B5%B5%E5%86%AC%3A%E8%BF%91%E4%BB%A3%E7%A7%91%E5%AD%A6%E4%B8%8E%E4%B8%AD%E5%9B%BD%E6%9C%AC%E5%9C%9F%E5%AE%9E%E8%B7%B5%5BM%5D%2C%E5%8C%97%E4%BA%AC%3A%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6%96%87%E7%8C%AE%E5%87%BA%E7%89%88%E7%A4%BE%2C2007%3A202%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9&LKText=%5B9%5D%E4%BB%BB%E9%B8%BF%E9%9A%BD%3A%E7%A7%91%E5%AD%A6%E4%B8%8E%E5%AE%9E%E4%B8%9A%E4%B9%8B%E5%85%B3%E7%B3%BB%5BJ%5D%2C%E7%A7%91%E5%AD%A6%2C1920%2C5%286%29%3A218%2D223%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0&LKText=%5B10%5D%E8%99%9E%E5%92%8C%E9%92%A6%3A%E5%92%8C%E9%92%A6%E5%85%88%E7%94%9F%E4%BA%8B%E7%95%A5%28%E5%AD%A6%E6%A1%88%E9%99%84%29%2C%E6%B5%99%E6%B1%9F%E5%AE%81%E6%B3%A2%E5%B8%82%E9%95%87%E6%B5%B7%E5%8C%BA%E6%A1%A3%E6%A1%88%E9%A6%86%2C%E6%A1%A3%E6%A1%88%E5%8F%B7%3A161311%2D5%2C%E7%AC%AC86%E9%A1%B5%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1&LKText=%5B11%5D%E7%A7%91%E5%AD%A6%E4%BB%AA%E5%99%A8%E9%A6%86%3A%E5%B9%BF%E5%91%8A%5BJ%5D%2C%E7%A7%91%E5%AD%A6%E4%B8%96%E7%95%8C%2C1903%281%29%3A%E5%8D%B7%E9%A6%96%E5%B9%BF%E5%91%8A%E9%A1%B5%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2&LKText=%5B12%5D%E7%A7%91%E5%AD%A6%E4%BB%AA%E5%99%A8%E9%A6%86%E6%AC%A2%E8%BF%8E%E6%95%99%E8%82%B2%E4%BB%A3%E8%A1%A8%5BN%5D%2C%E7%94%B3%E6%8A%A5%2C1920%2D11%2D06%2810%29%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3&LKText=%5B13%5D%E6%88%90%E4%B9%8B%28%E5%90%95%E6%80%9D%E5%8B%89%29%3A%E5%B0%8F%E8%AF%B4%E4%B8%9B%E8%AF%9D%5BA%5D%2F%2F%E9%82%AC%E5%9B%BD%E5%B9%B3%E3%80%81%E9%BB%84%E9%9C%96%3A%E4%B8%AD%E5%9B%BD%E6%96%87%E8%AE%BA%E9%80%89%E0%82%B7%E8%BF%91%E4%BB%A3%E5%8D%B7%5BC%5D%2C%E4%B8%8B%E5%86%8C%2C%E5%8D%97%E4%BA%AC%3A%E6%B1%9F%E8%8B%8F%E6%96%87%E8%89%BA%E5%87%BA%E7%89%88%E7%A4%BE%2C1996%3A823%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4&LKText=%5B14%5D%E7%A7%91%E5%AD%A6%E4%BB%AA%E5%99%A8%E9%A6%86%3A%E7%AC%AC%E4%BA%8C%E5%B9%B4%E7%AC%AC%E4%BA%8C%E6%9C%9F%E3%80%8A%E5%A5%B3%E5%AD%A6%E6%8A%A5%E3%80%8B%E5%B7%B2%E5%87%BA%5BJ%5D%2C%E7%A7%91%E5%AD%A6%E4%B8%96%E7%95%8C%2C1903%282%29%3A%E5%8D%B7%E6%9C%AB%E5%B9%BF%E5%91%8A%E9%A1%B5%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5&LKText=%5B15%5D%E5%8C%97%E4%BA%AC%E5%9B%BE%E4%B9%A6%E9%A6%86%E3%80%81%E4%BA%BA%E6%B0%91%E6%95%99%E8%82%B2%E5%87%BA%E7%89%88%E7%A4%BE%3A%E6%B0%91%E5%9B%BD%E6%97%B6%E6%9C%9F%E6%80%BB%E4%B9%A6%E7%9B%AE%281911%2D1949%29%E0%82%B7%E4%B8%AD%E5%B0%8F%E5%AD%A6%E6%95%99%E6%9D%90%5BM%5D%2C%E5%8C%97%E4%BA%AC%3A%E4%B9%A6%E7%9B%AE%E6%96%87%E7%8C%AE%E5%87%BA%E7%89%88%E7%A4%BE%2C1995%3A282%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6&LKText=%5B16%5D%E8%99%9E%E5%92%8C%E9%92%A6%3A%E5%8E%9F%E7%90%86%E5%AD%A6%5BJ%5D%2C%E7%A7%91%E5%AD%A6%E4%B8%96%E7%95%8C%2C1904%2810%29%3A1%2D3%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7&LKText=%5B17%5D%E8%99%9E%E5%92%8C%E9%92%A6%3A%E7%8E%B0%E4%BB%8A%E4%B8%96%E7%95%8C%E5%85%B6%E8%8A%82%E7%9C%81%E5%8A%B3%E5%8A%9B%E4%B9%8B%E7%AB%9E%E4%BA%89%E5%9C%BA%E4%B9%8E%5BJ%5D%2C%E7%A7%91%E5%AD%A6%E4%B8%96%E7%95%8C%2C1903%286%29%3A1%2D2%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8&LKText=%5B18%5D%E9%83%9D%E5%85%88%E4%B8%AD%3A%E6%97%A5%E6%9C%AC%E5%BA%9F%E9%99%A4%E6%B1%89%E5%8C%BB%E5%AF%B9%E4%B8%AD%E5%9B%BD%E8%BF%91%E4%BB%A3%E5%8C%BB%E5%AD%A6%E7%9A%84%E5%BD%B1%E5%93%8D%5BJ%5D%2C%E7%9A%96%E8%A5%BF%E5%AD%A6%E9%99%A2%E5%AD%A6%E6%8A%A5%2C2005%2C21%286%29%3A69%2D72%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9&LKText=%5B19%5D%E8%8C%83%E7%A5%A5%E6%B6%9B%3A%E7%A7%91%E5%AD%A6%E7%BF%BB%E8%AF%91%E5%BD%B1%E5%93%8D%E4%B8%8B%E7%9A%84%E6%96%87%E5%8C%96%E5%8F%98%E8%BF%81%5BM%5D%2C%E4%B8%8A%E6%B5%B7%3A%E4%B8%8A%E6%B5%B7%E8%AF%91%E6%96%87%E5%87%BA%E7%89%88%E7%A4%BE%2C2006%3A310%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20&LKText=%5B20%5D%E6%B2%88%E6%B0%B8%E5%AE%9D%3A%E9%B2%81%E8%BF%85%E8%B5%B0%E5%90%91%E3%80%8A%E6%96%B0%E9%9D%92%E5%B9%B4%E3%80%8B%E7%9A%84%E9%81%93%E8%B7%AF%5BJ%2FOL%5D%2C%E4%B8%AD%E5%9B%BD%E6%96%87%E5%AD%A6%E6%BC%94%E5%8F%98%2C2003%281%29%2C%5B2012%2D03%2D21%5D%2Chttp%3A%2F%2Fwww%2Esinoss%2Enet%2Fqikan%2Fuploadfile%2F2010%2F1130%2F463%2Epdf%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20&LKText=%5B20%5D%E6%B2%88%E6%B0%B8%E5%AE%9D%3A%E9%B2%81%E8%BF%85%E8%B5%B0%E5%90%91%E3%80%8A%E6%96%B0%E9%9D%92%E5%B9%B4%E3%80%8B%E7%9A%84%E9%81%93%E8%B7%AF%5BJ%2FOL%5D%2C%E4%B8%AD%E5%9B%BD%E6%96%87%E5%AD%A6%E6%BC%94%E5%8F%98%2C2003%281%29%2C%5B2012%2D03%2D21%5D%2Chttp%3A%2F%2Fwww%2Esinoss%2Enet%2Fqikan%2Fuploadfile%2F2010%2F1130%2F463%2Epdf%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20&LKText=%5B20%5D%E6%B2%88%E6%B0%B8%E5%AE%9D%3A%E9%B2%81%E8%BF%85%E8%B5%B0%E5%90%91%E3%80%8A%E6%96%B0%E9%9D%92%E5%B9%B4%E3%80%8B%E7%9A%84%E9%81%93%E8%B7%AF%5BJ%2FOL%5D%2C%E4%B8%AD%E5%9B%BD%E6%96%87%E5%AD%A6%E6%BC%94%E5%8F%98%2C2003%281%29%2C%5B2012%2D03%2D21%5D%2Chttp%3A%2F%2Fwww%2Esinoss%2Enet%2Fqikan%2Fuploadfile%2F2010%2F1130%2F463%2Epdf%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LKText=%5B1%5D%E8%99%9E%E5%92%8C%E9%92%A6%3A%E5%92%8C%E9%92%A6%E5%85%88%E7%94%9F%E4%BA%8B%E7%95%A5%28%E5%AD%A6%E6%A1%88%E9%99%84%29%2C%E6%B5%99%E6%B1%9F%E5%AE%81%E6%B3%A2%E5%B8%82%E9%95%87%E6%B5%B7%E5%8C%BA%E6%A1%A3%E6%A1%88%E9%A6%86%2C%E6%A1%A3%E6%A1%88%E5%8F%B7%3A161311%2D5%2C%E7%AC%AC74%2C79%2C163%E9%A1%B5%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2&LKText=%5B2%5D%E6%BC%AB%E9%83%8E%3A%E9%9D%A2%E5%A3%81%E6%9D%82%E8%AE%B0%E0%82%B7%E6%82%BC%E8%99%9E%E5%92%8C%E9%92%A6%E5%85%88%E7%94%9F%28%E4%B8%8B%29%5BN%5D%2C%E6%B5%B7%E6%8A%A5%2C1944%2D08%2D21%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3&LKText=%5B3%5D%E8%A2%81%E7%BF%B0%E9%9D%92%3A%E5%8C%96%E5%AD%A6%E7%95%8C%E7%9A%84%E9%B2%81%E6%AE%BF%E7%81%B5%E5%85%89%E8%99%9E%E5%92%8C%E9%92%A6%E5%85%88%E7%94%9F%5BJ%5D%2C%E5%8C%96%E5%AD%A6%E9%80%9A%E8%AE%AF%2C1937%2C2%2811%29%3A88%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4&LKText=%5B4%5D%E4%BD%95%E6%B6%93%3A%E6%B8%85%E6%9C%AB%E6%B0%91%E5%88%9D%281901%2D1932%29%E6%97%A0%E6%9C%BA%E7%89%A9%E4%B8%AD%E6%96%87%E5%91%BD%E5%90%8D%E6%BC%94%E5%8F%98%5BJ%5D%2C%E7%A7%91%E6%8A%80%E6%9C%AF%E8%AF%AD%E7%A0%94%E7%A9%B6%2C2006%2C8%282%29%3A53%2D57%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5&LKText=%5B5%5D%E5%BC%A0%E6%BE%94%3A%E8%99%9E%E5%92%8C%E9%92%A6%E7%9A%84%E6%9C%89%E6%9C%BA%E5%8C%96%E5%AD%A6%E5%90%8D%E8%AF%8D%3A%E4%B8%AD%E6%96%87%E6%9C%89%E6%9C%BA%E5%8C%96%E5%AD%A6%E5%90%8D%E8%AF%8D%E7%B3%BB%E7%BB%9F%E5%91%BD%E5%90%8D%E7%9A%84%E5%BC%80%E5%A7%8B%5BJ%5D%2C%E4%B8%AD%E5%9B%BD%E7%A7%91%E6%8A%80%E5%8F%B2%E6%9D%82%E5%BF%97%2C2005%2C26%283%29%3A222%2D230%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6&LKText=%5B6%5D%E4%B8%AD%E5%9B%BD%E7%AC%AC%E4%B8%80%E5%8E%86%E5%8F%B2%E6%A1%A3%E6%A1%88%E9%A6%86%3A%E6%B8%85%E6%9C%AB%E7%BB%93%E7%A4%BE%E9%9B%86%E4%BC%9A%E6%A1%A3%E6%A1%88%5BJ%5D%2C%E5%8E%86%E5%8F%B2%E6%A1%A3%E6%A1%88%2C2012%281%29%3A35%2D79%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7&LKText=%5B7%5D%E4%B8%AD%E5%9B%BD%E5%8C%96%E5%AD%A6%E4%BC%9A%E7%BC%98%E8%B5%B7%E0%82%B7%E9%99%84%E7%AB%A0%E7%A8%8B%5BJ%5D%2C%E5%AE%9E%E4%B8%9A%E6%9D%82%E5%BF%97%2C1912%282%29%3A4%2D5%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8&LKText=%5B8%5D%E8%B5%B5%E5%86%AC%3A%E8%BF%91%E4%BB%A3%E7%A7%91%E5%AD%A6%E4%B8%8E%E4%B8%AD%E5%9B%BD%E6%9C%AC%E5%9C%9F%E5%AE%9E%E8%B7%B5%5BM%5D%2C%E5%8C%97%E4%BA%AC%3A%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6%96%87%E7%8C%AE%E5%87%BA%E7%89%88%E7%A4%BE%2C2007%3A202%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9&LKText=%5B9%5D%E4%BB%BB%E9%B8%BF%E9%9A%BD%3A%E7%A7%91%E5%AD%A6%E4%B8%8E%E5%AE%9E%E4%B8%9A%E4%B9%8B%E5%85%B3%E7%B3%BB%5BJ%5D%2C%E7%A7%91%E5%AD%A6%2C1920%2C5%286%29%3A218%2D223%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0&LKText=%5B10%5D%E8%99%9E%E5%92%8C%E9%92%A6%3A%E5%92%8C%E9%92%A6%E5%85%88%E7%94%9F%E4%BA%8B%E7%95%A5%28%E5%AD%A6%E6%A1%88%E9%99%84%29%2C%E6%B5%99%E6%B1%9F%E5%AE%81%E6%B3%A2%E5%B8%82%E9%95%87%E6%B5%B7%E5%8C%BA%E6%A1%A3%E6%A1%88%E9%A6%86%2C%E6%A1%A3%E6%A1%88%E5%8F%B7%3A161311%2D5%2C%E7%AC%AC86%E9%A1%B5%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1&LKText=%5B11%5D%E7%A7%91%E5%AD%A6%E4%BB%AA%E5%99%A8%E9%A6%86%3A%E5%B9%BF%E5%91%8A%5BJ%5D%2C%E7%A7%91%E5%AD%A6%E4%B8%96%E7%95%8C%2C1903%281%29%3A%E5%8D%B7%E9%A6%96%E5%B9%BF%E5%91%8A%E9%A1%B5%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2&LKText=%5B12%5D%E7%A7%91%E5%AD%A6%E4%BB%AA%E5%99%A8%E9%A6%86%E6%AC%A2%E8%BF%8E%E6%95%99%E8%82%B2%E4%BB%A3%E8%A1%A8%5BN%5D%2C%E7%94%B3%E6%8A%A5%2C1920%2D11%2D06%2810%29%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3&LKText=%5B13%5D%E6%88%90%E4%B9%8B%28%E5%90%95%E6%80%9D%E5%8B%89%29%3A%E5%B0%8F%E8%AF%B4%E4%B8%9B%E8%AF%9D%5BA%5D%2F%2F%E9%82%AC%E5%9B%BD%E5%B9%B3%E3%80%81%E9%BB%84%E9%9C%96%3A%E4%B8%AD%E5%9B%BD%E6%96%87%E8%AE%BA%E9%80%89%E0%82%B7%E8%BF%91%E4%BB%A3%E5%8D%B7%5BC%5D%2C%E4%B8%8B%E5%86%8C%2C%E5%8D%97%E4%BA%AC%3A%E6%B1%9F%E8%8B%8F%E6%96%87%E8%89%BA%E5%87%BA%E7%89%88%E7%A4%BE%2C1996%3A823%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4&LKText=%5B14%5D%E7%A7%91%E5%AD%A6%E4%BB%AA%E5%99%A8%E9%A6%86%3A%E7%AC%AC%E4%BA%8C%E5%B9%B4%E7%AC%AC%E4%BA%8C%E6%9C%9F%E3%80%8A%E5%A5%B3%E5%AD%A6%E6%8A%A5%E3%80%8B%E5%B7%B2%E5%87%BA%5BJ%5D%2C%E7%A7%91%E5%AD%A6%E4%B8%96%E7%95%8C%2C1903%282%29%3A%E5%8D%B7%E6%9C%AB%E5%B9%BF%E5%91%8A%E9%A1%B5%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5&LKText=%5B15%5D%E5%8C%97%E4%BA%AC%E5%9B%BE%E4%B9%A6%E9%A6%86%E3%80%81%E4%BA%BA%E6%B0%91%E6%95%99%E8%82%B2%E5%87%BA%E7%89%88%E7%A4%BE%3A%E6%B0%91%E5%9B%BD%E6%97%B6%E6%9C%9F%E6%80%BB%E4%B9%A6%E7%9B%AE%281911%2D1949%29%E0%82%B7%E4%B8%AD%E5%B0%8F%E5%AD%A6%E6%95%99%E6%9D%90%5BM%5D%2C%E5%8C%97%E4%BA%AC%3A%E4%B9%A6%E7%9B%AE%E6%96%87%E7%8C%AE%E5%87%BA%E7%89%88%E7%A4%BE%2C1995%3A282%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6&LKText=%5B16%5D%E8%99%9E%E5%92%8C%E9%92%A6%3A%E5%8E%9F%E7%90%86%E5%AD%A6%5BJ%5D%2C%E7%A7%91%E5%AD%A6%E4%B8%96%E7%95%8C%2C1904%2810%29%3A1%2D3%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7&LKText=%5B17%5D%E8%99%9E%E5%92%8C%E9%92%A6%3A%E7%8E%B0%E4%BB%8A%E4%B8%96%E7%95%8C%E5%85%B6%E8%8A%82%E7%9C%81%E5%8A%B3%E5%8A%9B%E4%B9%8B%E7%AB%9E%E4%BA%89%E5%9C%BA%E4%B9%8E%5BJ%5D%2C%E7%A7%91%E5%AD%A6%E4%B8%96%E7%95%8C%2C1903%286%29%3A1%2D2%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8&LKText=%5B18%5D%E9%83%9D%E5%85%88%E4%B8%AD%3A%E6%97%A5%E6%9C%AC%E5%BA%9F%E9%99%A4%E6%B1%89%E5%8C%BB%E5%AF%B9%E4%B8%AD%E5%9B%BD%E8%BF%91%E4%BB%A3%E5%8C%BB%E5%AD%A6%E7%9A%84%E5%BD%B1%E5%93%8D%5BJ%5D%2C%E7%9A%96%E8%A5%BF%E5%AD%A6%E9%99%A2%E5%AD%A6%E6%8A%A5%2C2005%2C21%286%29%3A69%2D72%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19&LKText=%5B19%5D%E8%8C%83%E7%A5%A5%E6%B6%9B%3A%E7%A7%91%E5%AD%A6%E7%BF%BB%E8%AF%91%E5%BD%B1%E5%93%8D%E4%B8%8B%E7%9A%84%E6%96%87%E5%8C%96%E5%8F%98%E8%BF%81%5BM%5D%2C%E4%B8%8A%E6%B5%B7%3A%E4%B8%8A%E6%B5%B7%E8%AF%91%E6%96%87%E5%87%BA%E7%89%88%E7%A4%BE%2C2006%3A310%E3%80%8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zrbt201304017&LinkType=RE&Index=20&LKText=%5B20%5D%E6%B2%88%E6%B0%B8%E5%AE%9D%3A%E9%B2%81%E8%BF%85%E8%B5%B0%E5%90%91%E3%80%8A%E6%96%B0%E9%9D%92%E5%B9%B4%E3%80%8B%E7%9A%84%E9%81%93%E8%B7%AF%5BJ%2FOL%5D%2C%E4%B8%AD%E5%9B%BD%E6%96%87%E5%AD%A6%E6%BC%94%E5%8F%98%2C2003%281%29%2C%5B2012%2D03%2D21%5D%2Chttp%3A%2F%2Fwww%2Esinoss%2Enet%2Fqikan%2Fuploadfile%2F2010%2F1130%2F463%2Epdf%E3%80%82


H. Simon and Chess (p.94)
DONG Junlin

(Universit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Abstract: Herbert Simon is a scientist who greatly infl u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chess. He has enhanced our understanding 

of chess, helped to make it more scientifi c and enriched the means of scientifi c research on chess. On the other hand, chess plays a 
signifi cant role in Simon’s scientifi c research. It is the object of his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design, the model of his interpretation 
and the tool of his scientifi c metaphor or analogy. As a casual game or scientifi c entertainment, chess gets integrated with Simon’s 
scientifi c life. The interaction of Simon and chess in science refl ects the essential relevance of science and games, scientifi c culture 
and chess culture, and scientifi c life and chess life.

Key Words: H. Simon; Chess; Science and game; Bounded rationality; Problem solving

A Protagonist in the Sinifi cation of Modern Science: Yu He-qin (p.99)
WANG Xirong

(Library of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Abstract: A fi gure who turned into a new-typed scholar who was bent on science from an old-typed Chinese scholar at the turn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Yu He-qin is a protagonist in the sinifi cation of modern science. He fi rst introduced 
the Periodic Law into China, popularized a biochemistry nomenclature of formula as “A hua B” (a certain type of inorganic chemical 
nomenclature) for Chinese people, and presented the fi rst system of a Chinese nomenclature for terms of organic chemistry. In his 
lifetime he established science leagues, promoted industry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edited science periodicals, translated and 
edited science schoolbooks and once held a position of a science teacher. He had unique and original view of the essence and fun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facilitated the rooting of science and its tradition in China.

Key Words: Yu He-qin; New-typed scholar; Sinifi cation of science

Why and How Did Engels Entertain His Program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An Unfi nished Project (p.108)

Chikara Sasaki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Abstract: For Marxist view on natural science, Engels’s unfinished manuscripts Dialectics of Nature are quite important. 
Generally speaking, however, they have so far been misunderstood. The author insists that its first editor David B. Ryazanov’s 
scientifi c and philosophical point of view should be respected. Further, the original meanings of Marx’s and Engels’s conceptions of 
“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s” should be recovered, and we have to return to their own critical thought of highly academic standard. 
Engels’s intention was to criticize, among others, “materialism of natural science” and “social Darwinism”, which were fashionable 
in his time.

Key Words: Engels; Ryazanov; Dialectics of Nature; Dialectics; Materialism; Materialism of natural science; Darwinism

Does Modern Scientifi c Research Need Reasons? (p.120)
TIAN Hua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Nowadays scientifi c research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plex.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tifi c research and 

society determines that not only does research need reasons but different stakeholders need different reasons. However, owing to 
the autonomy of science and the necessity of politics, the reasons for scientifi c research are popularized as “security” and “welfare”, 
which seem too general to be reasons. In fact, when scientifi c research is systematized, “reasons” bridge the scientifi c community 
and the government in terms of principal-agent framework. The bridge role is realized through two mechanisms: “peer review” and 
“advisory committee”, which in turn, have great infl uence on science itself and the societ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Scientifi c research; Scientifi c autonomy; Peer review; Advisory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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