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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先生和《自然科学进展》

田 中卓

(北京科技大学
,

北京 1咤X x〕8 3 )

从 19 84 年起
,

国家计 委分两批建设 153 个 国家

重点实验室
,

大大加强 了我国的基础 和应用基础研

究工作
。

这批实验室是通过专家评议择扰挑选出来

的
,

师昌绪院士是首席评审专家
。

在高层策划时
,

师

先生提出要为这些实验室办一个刊物
。

于是国家计

委发文委托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以下简称基

金委 )做实验室定期评估并办《自然科学进展 》 ( 以下

简称 《进展 》 )
,

基金委为此设立了实验室办公室做好

这两项工作
。

按国家计委文件
,

对 《进展 》要求很高
,

要求办成
“

内容丰富
、

高水平并具有国际影响的综合性学术期

刊
” ,

因而 必须征集 优秀 稿件
,

同 时办 中
、

英文 刊
。

19 8 9 年 10 月开始筹 备
,

师先生亲 自兼任主编
,

邀我

协助办理
。

办刊涉及征稿
、

编辑
、

出版
、

发行等大量工作
,

而

基金委不可能设立庞大的机构
,

所 以第一件事是 由

师先生约请科学 出版社社长苏世生 同志会谈
,

决定

通力合作
,

把 《进展 》委托给《中国科学》
、

《科学通报》

强大的编辑班子
。

基金委设编辑部管理征稿
、

审稿

并决定取舍
,

科学 出版社管理编辑
、

出版
、

发行
。

这

件事得到科技界 的热烈支持
,

许多老科学家不但为

《进展》出谋划策
,

还送来 了一批批优秀稿件
。

师老亲 自部署
,

物色第一届编委人选
,

他把各有

关部
、

委和农
、

医方面 主管 学术 的领导人 请来 当顾

问 ;基金会各学部帮助邀请的编委都是学术界知名

人士 ;后来又请来一批国外知名学者
,

组成了国际顾

问委员会
。

199 0 年年底
,

《进展 》试 刊期 间
,

正好赶上期刊

整顿
,

国家科委暂时停止审批新刊
。

可是 《进展 》要

在 19 91 年正式出版中
、

英文刊
,

没有办好准办手续
,

就不能在国内
、

外发行
。

在师先生的努力促成下
,

并

得到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支持和帮助
,

终于使期刊

得以正式创刊
。

期刊办起来 以后
,

扩大发行非 常重要
,

当时 的

《中国科学 》编辑部 主任朱咸滨 同志建 议我们办邮

发
。

我们走访报刊发行局
,

他们有他们 的难处
,

他们

说
: “

人手有限
,

任务很重
,

另散发行打一个包只拿 1

分钱
,

实在无力接受新刊 了
” 。

在这种情况下
,

又是

师老亲 自写信给当时北京市主管科技的副市长陆宇

澄同志
,

编辑部朱文瑜同志盯着这件事
,

结果拿到陆

宇澄同志的批示
,

要求作为重点支持 《进展》的邮发
,

使 《进展 》中文刊在国内的发行量翻了一番
。

国外发行更加 困难
,

我们 以师先生担任中国科

学院主席团成员
、

《进展》主编的名义
,

向世界上许多

知名的出版社写了信
,

要求代理 《进展 》的国外发行
。

但当时西方经济增长率下 降
,

国际出版界估计期刊

发行量会下降 15 %
,

所 以他们都 回了一封客客气气

的信
,

表明发行综合性和地 区性的新刊无利可图
,

不

想在当时介人
。

在很 困难 的情况下
,

突然出现了一

线曙光
。

第二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使用 了世界

银行的低息 贷款
,

在筹建过 程 中
,

每年召开工作会

议
,

除国内专家外
,

有世行专家 参加
。

19 91 年成都

会议
,

世 行 专 家 eB
a m e r

先 生 专 程 来 访
,

他 见 到

《P or g er s s i n N a t u
间 s e i e n e e

》
,

很感兴趣
,

他说他正要

在会议上强调信息交流的重要性
,

想不到你们已经

办出期刊来 了
,

他问我们有什么困难
,

我们提了国外

发行问题
。

由于世行也支持科技信息交流
,

和出版

界有联系
。

他带走了一些样刊
,

回到华盛顿以后
,

和

英国著名学术 出版社 aT yl
o : a

dn arF cn i s tL d 的总裁

eS vl ey 谈 了此事
,

对方 回伦敦研究后 回信表示愿 意

合作
,

而且对期刊走 向世界提出了一些意见
。

当时
,

发达 国家的科学院对苏联解体后苏联科学院的处境

比较关心
,

在德国为此召开国际会议
,

师先生作为中

国科学 院代 表列席会议
,

他 就决定 顺道 到伦敦 和

aT y lo r

an d
arF cn is 会谈

。

他到伦敦后
,

突然发烧
,

吃

了自备药
,

又引起药物反应
,

不思饮食
。

在这样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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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
,

他本来可 以告诉使馆
,

住进医院
,

但他仍坚持

和 aT y lo r 。 n d Far cn is 会谈
,

达成了一个原则性 的框架

协议
,

后来 由我去完成合同文本
。

当时
,

他已不能在

国外久留
,

我们收到他从伦敦发来的电传
,

到京 日期

明显错 了 1 天
,

可见他长时间发烧
,

已影响思维
。

我

和给他开车的王师傅商量
,

决定提前 1 天去机场接

他
,

接到他时
,

他已经行动迟缓
,

疲惫不堪
,

在车上他

说
: “

这一会真想到要回不来了
” 。

一位年逾古稀
、

德

高望重的科学家
,

为了弘扬中国科学
,

鞠躬尽瘁到这

种地步
,

我每次谈到此事此景
,

不禁泪下
。

他的这种

精神一直鞭策着我们
,

期 刊虽然难 办
,

也一定要把

《进展》办到国际科学社会 中去
。

师老非常关心下属的成长
,

《进展》创刊后不久
,

《中国科学》 4 0 年庆典
,

师先生要我替他去参加
,

而

且给我一封信
,

要会议主持人把我引见给科技出版

界的要人
,

可见师先生对后人的栽培
,

用心良苦
。

顺

便提及一件事情
,

可能对后人认识出版事业的重要

性有点帮助
。

那天
,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 召

同志致词肯定 《中国科学 》的贡献以后
,

突然发问
,

有

没有从《中国科学 》创业时期一直坚持到现在的老编

辑在这里 ? 那位老同志非常谦 逊
,

坐在最后一排 的

角落里
,

光召同志请他站起来
,

大厅里爆发了当天最

热烈的掌声
。

说明他献身于这个光辉 的事业
,

人 民

不会忘记他
。

师老除了关注科技发展的全局外
,

也

非常重视期刊工作
,

他曾说过
,

基金会办刊
,

涉及科

技领导问题
。

虽然《进展》还远远不能像 N at u er
,

cs i
-

en
c e

那样
,

指点科技发展方 向
,

但师老是要我们朝这

个方向去做的
。

他办了许多刊物
,

担任工程院副院

长也主管科技出版工作
。

期刊办 了一阵子以后
,

师老看我还 比较卖力
,

就

叫我当编委
,

后来又 叫我当副主编
,

我说
: “

不必 了
,

我已离休
,

个人的事已画了句号
,

能在您跟前做些有

益的事
,

已心满意足
,

决无名利之想
” 。

但他坚持要

这么做
,

对我说
: “

办好《进展 》
,

在你的一生中也是重

要的一件事
” 。

后来回味这句话
,

觉得师先生纠正我

无职一身轻的态度
,

我以基金委的客人 自居
,

发挥余

热
,

做一点算一点
,

不负什 么责任
。

从 长期 的接触

中
,

我感到他的人生态度
,

在为人 民服务的过程 中
,

只有生命的句号
,

不会在有生之年对 能够承担的责

任画上句号
。

这就是我们劝他 年事 已高
,

应当节劳

时
,

他常说的诸葛亮 的名言
, “

鞠躬尽瘁
,

死而后 已
” 。

看来
,

他在向我压担子
,

从此 以后
,

我感到《进展》的

好坏
,

我有责任
。

办刊一定要提高质量
,

使之能被 国际知名 的检

索系统所接受
,

科学家就 能检 索到期刊 中的论文
。

对基础研究来说
,

最重要 的检索 系统是美 国 I n
ist ut et

fo r S e i e n t i if e I n fo mr at i o n ( 15 1 )建立的资料库
,

它的主

要产品分 内外 圈
,

内圈吸收 3 0 00 多种 期刊
,

称为

S e i e n e e C i tat i o n I n de x

( S C I )
,

每季 向订户送光盘 ;外圈

吸收 5 千多种期 刊 (包括内圈 )
,

称 为 SCI xE p an d ed
,

简写为 S CI E
,

每周 向订户送磁盘
。

从 19 91 年起
,

我

们和 15 1建立了联系
,

寄样刊给他们
。

开始时
,

他们

回信对新刊要观察一段时间
,

18 个月后再联系
。

到

19 95 年第 3 次联系时
,

被接受 的可 能性 已 经增大
。

师老趁黄孝瑛 同志赴美探亲之 时
,

委托他到 151 访

问
,

促 成 了 这 件 事
,

151 决 定 于 19 9 6 年 起 收 录

《P or 尹
5 5 i n N a t u ar l S e i e n e e

》进入 s C IS e a cr h
,

R e s e a cr h

A le rt 和 C u

err
n t C o n te n t s / hP y s i e al

,

C h e m i e al a n d E a rt h

cS ie cn e s ,

这 就是 所谓 的外 圈
。

从 此 以 后
,

凡 登在

P or ser
s s i n N at u

alr S e i e n e e 的论文
,

全部进入 S C IE 磁

盘
。

由于 151 的知名度很高
,

各 国在其 中所 占的份

额成为该国科技实力的标志
。

国内过去 比较重视内

圈
,

因而许多单位都不承认登在外圈期刊中的论文
。

15 1官员认为他们 收录 的期刊
,

不论 纳人 S CI 还是

SI E
,

都是优秀的期刊
,

国内如果不承认登在外 圈期

刊中的论文
,

还会有谁 向这些好不容易被 151 接受

的杂志投优秀稿件呢 ? 因而我们认为国内必须承识

外圈期刊
。

在师老的支持下
,

我们于 19 97 年 2 月 13

日
、

2仪旧年 2 月 24 日两次撰文刊登在 《科技 日报 》

上
。

这个问题现在已妥善解决科技部信息系统虚怀

若谷
,

倾听大家的意见
,

认为从事物 发展 的观点来

看
,

目前有 必 要把 分 析 范 围扩 大 到 S CI E
,

决 定从

2 0《X) 年起
,

同时发表对 S CI 和 S CI E 的分析报告
。

师先生平易近人
,

知人善任
,

对下属关怀备至
,

重要的事情
,

事必躬亲
。

我这个人直言不讳
,

在他面

前
,

我没有说过 《进展》的好话
,

总是提这样那样的问

题
,

有的主意是要得罪人的
,

他听 了以 后
,

只要言之

有理
,

就鼎力支持
,

有时
,

早上提一个问题
,

午间休息

时
,

他的亲笔信已 由秘书送给编辑部了
。

值此师先生 80 华诞
、

《进展》 10 周年之际
,

我愿

意把《进展》创办时期师先生 的一些事情写下来
,

作

为精神资源
,

代代相传
,

希望后人像师老那样
,

不是

从职业的角度
,

而是从国家的事业 的角度
,

参与期刊

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