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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论坛
·

发扬奥运精神
,

弘扬中华文明

办好中国科技刊物
`

夏建白 “

( <科学通报》编辑部
,

北京 1 0 0 7 1 7 )

〔摘 要」 简要介绍中国科技刊物发展历史和美国著名科技刊物
,

强调继承前人的传统
,

办好中国的

科技刊物
,

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和科学知识的传播
,

将中国科技刊物办成弘扬中华文明的一个窗口
。

〔关键词 〕 科技刊物
,

影响因子
,

评价体系

1 中国科技刊物历史
’

(中国科学》和 <科学通报》创刊于 19 5 0 年
。

中国的科学期刊最早创始于 1 91 5 年
。

1 9 14 年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忧心国事
,

抱定
“

科学救国
”

的理想
,

发起出版《科学》 ( cS i en c。
)月刊

,

以提倡科学
,

鼓吹实业
,

审定名词
,

传播知识为宗旨
。

发起人是任鸿隽
,

参与的有
:
胡明复

、

赵元任
、

周仁
、

秉志
、

章元善
、

过探先
、

金邦正
、

杨杏佛
、

任鸿隽等 9

人
。

19 14 年在美国的倚色佳小镇成立中国科学社
,

首任科学社 5 位董事是
:
任鸿隽 (会长 )

、

赵元任 (秘

书 )
、

秉志 (会计 )
、

胡明复和周仁
。

杨杏佛任《科学》

编辑部部长
。

这是中国现代科学的第一个民间社团

和科学杂志社
。

《科学 》月刊创刊号于 1 9 15 年 1 月在上海发行
。

办刊方针是
: “

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
” 。

发表

文章归纳为 6 类
:

科学通论
、

各科知识
、

科学史与科

学家
、

科教事业发展
、

科学新闻与知识小品
。

19 1 5 年爱迪生致函赵元任
,

祝贺《科学》杂志创

刊
。

其中写道
: “

(科学》证明了我一直持有的观点
:

世界正在见证一个最伟大的现代奇迹
,

一个伟大国

家
,

中国
,

觉 醒到文字教育是 国家强 盛和进步的根

本
。 ”

19 18 年 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和 <科学》杂志

编辑部长杨锉回国
,

中国科学社由此移归国内
。

1 9 2 5 年 《科学 》连载
“

科学名词审查会
”

审定的

物理学和算学名词
。

19 2 7 年国立科研机构— 中央研究院和北平

研究院相继成立
。

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和领导成

员中除少数几个人以外
,

都是中国科学社成员
,

如
:

总干事杨锉
、

气象所所长竺可祯
、

地质所所长李四

光
、

物理所所长丁西林
、

化学所所长王进
、

工程所所

长周仁
、

动植物所所长王家揖
。

从此中国科学社的

作用慢慢被中央研究院代替
。

19 3 0 年 <科学》刊登华罗庚
“

苏家驹之代数的五

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
”

一文
,

华以此为契机

走上成才之路
。

1 9 3 4 年 《科学》改版
,

由传播知识为主变为正式

的学术刊物
。

刊物的宗旨为
: “

其宗略规托英国《自

然》 (喃ut er )周刊
,

美国的《科学》 ( sc ien c 。
)

,

德国之

《自然科学》 ( D i 。 肠
t u r w i s se n s s e人aft )等杂志

。 ”

1 9 4 9一 1 9 5 0 年
,

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
,

新中国

成立中国科学院
。

中国科学社留在上海继续活动
,

但由于它是私立民间社团
,

难以为继
。

19 5 1 年 (科

学》停刊
。

(中国科学》和 《科学通报》创刊
。

1 9 5 9 年中国科学社宣告解散
,

全部资产 (房屋
、

经费 8 3 5 4 2
.

7 9 元
、

书籍
、

设备等 )移交中国科协
。

1 9 61 年创办人任鸿隽病逝
。

《科学》给我们的启示
:

( 1) 抱着
“

科学救国
”

的伟大 目标
,

积极传播科

学知识

(科学》的创刊是在 20 世纪初期
,

民国初年
,

中国正

处于经济科学落后
、

受列强欺凌的水深火热之中
。

当

`

本文系作者在第 31 期双清论坛
“

科技期刊在国家自主创新体系中的作用
”

大会上的报告
.

`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科学通报》主编
.

本文于 2 0 0 8年 9 月 3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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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留学美国的精英们忧心国事
,

抱定
“

科学救国
”

的理

想
,

创办《科学》杂志
。 “

发刊词
”

中强调国家富强与科学

有直接联系
, “

世界强国
,

其民权国力之发展
,

必与其学

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
,

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
” 。

( 2) 科学社团与《科学》刊物的紧密联系

在办《科学》的同时
,

留美学生任鸿隽等在康乃

尔大学成立了《中国科学社》
,

通过募捐的方式
,

在中

国开展科学研究
。

《中国科学社》是中央研究院
、

中

国科学院的前身
,

成立之初
,

即分几个学部开展活

动
。

各学部的负责人大都是中国科学社成员
,

他们

分别是
:

物理算学— 饶毓泰
、

化学— 任鸿隽
、

机

械工程— 杨杏佛
、

土木工程— 郑华
、

农林— 邹

秉文
、

生物— 钱崇澎
。

《科学》作者群中有 28 人当选为 19 4 8 年首届中

央研究院院士
,

如
:
华罗庚

、

严济慈
、

叶企孙
、

竺可祯
、

茅以升
、

侯德榜
、

李四光
、

翁文颧
、

曾昭伦
、

杨钟健等
。

( 3) 具有中国特色
,

结合中国实际
。

当时中国

的一些重要科学成果都发表在《科学》上
,

如
:

19 2 8 年发表文章要 目
:

中国第四纪人骨之发现 (翁文颧 )

种子植物分类学之近来趋势 (胡先啸 )

江苏昆虫局治蝗报告 (杨惟义 )

钟山地区及其与南京市井水供给之关系 (谢家荣 )

天文台之设备 (张饪哲 )

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 (刘敦祯 )

19 3 0 年发表文章要目
:

中国科学的前途 (葛利普 )

最近天文学之进步 (余卡松 )

中国化学基本工业与中国科学之前途 (孙学悟 )

航空与天气 (竺可祯 )

周 口店之骨化石堆积 (杨钟健 )

中国猿人化石之发现 (裴文中 )

近世生物学家对于死的研究 (石磊 )

现今科学之宇宙观 (李琦 )

关于有机化学名词之建议 (曾昭伦 )

科学对于物质文明的三大贡献 (竺可祯 )

在当代物理学中的确定率与因果率 (严济慈 )

( 4) 艰苦奋斗
,

创办者们具有为在中国发 展科

学
、

传播科学的献身精神

赵元任 自传中说
:

在初期
,

我们这些创办人
“

试

图节约我们微薄的收入
,

以便使中国科学社得以维

持
。

我们一位康奈尔同学邓宗赢发起了一个经济上

的节食竞赛
,

一些时候是每天 5 角
,

另一些时候则是

每天 3 角 5 分
,

很快我们两人便都因感冒而躺倒
” 。

胡明复说过
: “

我们不幸生长在现在的中国
,

只

可做点提倡和鼓吹科学研究的劳动
,

现在科学社的

职员社员不过是开路的小工
,

哪里配称科学家
。

中

国的科学将来果能与西方并驾齐驱
,

造福人类
,

便是

今日努力科学社的一班无名小工的报酬
。 ”

2 美国著名科技刊物简介

2 0 0 7 年中国科学院出版和科普委员会代表团

赴美国考察美国的科学杂志社
,

本人作为成员参加

了考察
。

下面简单介绍美国几个主要刊物的情况
。

2
.

1
PL oS ( P u b l i。 L i bar 理 of cS i e n e 。

) B i o l o gy

2 0 0 4 年于旧金山创刊
。

网上发行刊物
,

主要 目

的是推动 O p en
一

A cc es S
( O A )运动

,

要使生物医学研

究发表的结果 自由使用
,

允许它们被无限制地重新

分配和使用
。

财政收入主要来 自
:

( i) 私人基 金
,

( ii) 作者出

版费
,

一篇 6 页的文章
,

平均 600 美元
。

特点
:

非盈利
,

体现社会在科学研究方面所作大

量投资的价值
。

2
.

Z C七11

19 7 4 年波士顿 M IT rP es S
创刊

。

声誉很高
,

19 9 4 年至今共有 10 位诺贝尔生物奖获得者的文章

发表在 袅 11 上
。

系列刊物中 a ll 的影响因子 2 9
.

2

( Na
t u er 2 6

.

7 )
,

平均 2 0
。

特点
:

( i) 编辑队伍素质高
。

( ii) 不断的创新精

神
,

随时的质量控制
,

根据学科发展
,

不断推出新的

分册
、

新的专栏
。

( 111) a zz 被 E ls e v ie :
收购

,

但 E l s e -

vi er 给予充分的自主权
。

2
.

3 P N A S

1 9 14 年于华盛顿创刊
,

以生物学为主
。

美国科

学院院刊
。

每年收到 9 0 0 0 篇稿子
,

发表 总页数

20 00 0
。

主要发表研究报告
、

评论
、

展 望和讲座
,

以

及美国科学院院士的重要工作和新闻发布
。

特点
:
充分发挥美国科学院院士对院刊的支撑作

用
。

成立了一个由各学科院士组成的庞大的编辑委

员会
,

成员 150 人左右
。

来稿中有 13/ 是编委 自己

审
,

2/ 3 由编委找审稿人审
。

每一届编委任期 2 年
,

在

2 年的任期内
,

编委全身心地投入到编辑工作中来
。

2
.

4 A A A S / cS ien e e

1 9 0 0 年由 E id s
on 赞助

,

于华盛顿创刊
。

2 0 0 5 年有 12 0 00 篇稿件
,

7 % 的接受率
。

审稿

编委包括 10 0 多名世界顶尖科学家
,

评估稿件的科

学意义和真实性
。

然后还有 1/ 4 文章还需 2 个审稿

人进一步审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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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

( i) 历史悠久
,

( ii) 严格的审稿制度
,

保证

了发表文章的高质量
。

( iii ) 在纸质刊物出版的基础

上
,

他们积极开展 网上业务
。

如他们最近开通了一

个名为
“

E ur e k A l e rt ”

的科学新闻网
,

随时报导最新的

科学新闻
。

2
.

5 A M s (美国气象学会 )

共出版了 AJ S ( J
.

A t m o s p人e r i。 S c i e n c e 、
)等 9 种

刊物
。

经费来源
:

( i ) 赞助
,

如 N s F
、

N O A A
、

N A S A
、

O N R 等
。

( ii) 会员费
,

美国本土会员一万多人
,

每

年经费 12 0 0 万美元
,

70 0 万美元用在出版杂志上
。

A M S 杂志 水平属 于 中等
。

AJ S 影 响 因子

2
.

07 8
,

同类刊物中排名第 13 位
。

J尸O ( J
.

hP ys i ca l

O ce o n
go ar Ph y )影响因子 2

.

1
,

排名第 9
。

特点
:

学会办刊物
,

稳定
、

保守
,

创新性不够
。

目

前遇到投稿数量猛增
,

出版周期延长的困难
。

3 一些思考

3
.

1 将中国科技刊物办成弘扬中华文明 (现代科学

技术 )的一个窗口

中国经济发展
,

国际影响增大
。

特别是 2 0 0 8 年

奥运会
、

2 0 10 年世博会是促进中国和世界交流的大

好机会
。

中国需要了解世界
,

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
。

奥运会前夕
,

国际上少数人利用藏独分子等闹事大

肆将中国妖魔化
。

这次奥运会
,

全世界的人来到北

京
,

受到了一次活生生的教育
。

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
,

我们给全世界人民展示了

中国几千年的博大文明
,

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

明
。

近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
,

科技实

力大大提高
,

一些领域达到或超过 国际先进水平
。

我

们不但要向世界宣传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

而且也要

宣传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

改革开发以来所取

得的重大科技成果
,

大大提升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

力
。

所以办好中国的科技刊物
,

是我们这一代编辑出

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光荣任务
。

为此资金方面希望得到国家的支持
,

特别是基

金委的支持
。

3
.

2 中国科技刊物走向世界
,

首先要保证代表我国

科技水平的稿子有一部分能发表在中国的刊物上

我们已经在各种场合采取了主动约稿的方法
,

包

括对新当选院士
,

希望能收到一些高水平的论文
,

但

收效不大
。

关键在评价体系
。

现在不论评奖
、

申请杰

青
、

评院士等
,

都看发表文章的影响因子
,

导致了国内

好的稿件都投到国外
。

改变评价体系
,

不是一个部门

的事情
,

需要上级领导和各部门的配合才能解决
。

作

为一项临时措施
,

建议不论哪种申报材料中
,

代表性

论文必需有 10 %一20 %发表在中国刊物上的论文
。

3
.

3 提高主编和编辑的事业心和水平

一个刊物能否办好
,

关键在于编辑队伍
。

一份好

的刊物往往是由
“

编辑型学者
”

和
“

学者型编辑
”

共同

办起来的
。

主编
、

编委和编辑要有强烈的使命感
,

对

真理有执着的追求精神
。

同时要求主持每个学科的

编辑
,

首先是学有专长的学者
,

也就是专家
。

他的知

识面要宽
,

对该学科的研究现状
、

水平以及研究队伍有

全面的了解
,

能衡量和判断该学科论文的学术价值
。

美国科学杂志的主编和编辑不少是青年人
,

博

士水平以上
,

做过一段研究工作
,

知识面广
,

有社会

交往能力
。

最主要是他们有很强的事业心
,

与作者
、

审稿者
、

出版者密切联系
,

随时了解信息
、

动态
,

不断

跟踪已出版刊物的影响
,

及时调整方向改进工作
。

3
.

4 办出刊物的个性特色

邹韬奋先生曾说过
: “

没有个性和特色的刊物
,

生

存已成问题
,

发展就更没有希望了
。 ”

个性特色是在长

时期内形成的
,

要尽量保持和突出刊物的个性特色
,

给读者
、

作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

但不能墨守成规
,

要

不断创新
,

不断发展
,

顺应科学事业的发展
,

更好地为

科学事业服务
。

特别是在销售渠道
、

网络建设
、

提高

审稿质量和速度
、

缩短出版周期
、

增加可读性等方面
,

还要向国际的先进刊物学习
,

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

(注
:

中国科技刊物历史 资料 来 自
:

类洪业
,

《科

学》杂志与中国科学社史事汇 要 ( 1 9 14 一 19 6 0)
,

《科

学》2 0 0 5 年 1一 5 期
,

上海科学技米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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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 15 s t r e s s e d t o e a r r y o n t h e t r a d i t i o n o f o ld e r g e n e r a t i o n , r u n b e t t e r t h e C h i n e s e s e i e n t i f i e io u r n a ls
,

p r o m o t e t h e d e v e lo p m e n t o f C h i n e s e s e i e n e e s a n d t h e p r o p a g a t io n o f s e ie n t if i e k n o w l e d g e
.

M a k e t h e C h i n e s e jo u r -

n a l s a w i n d o w o f P r o Pa g a t i n g t h e C h in e s e e i v i li z a t i o n
.

K e y w o dr s s e i e n t i f i e io u r n a l
,

i m p a e t f a e t o r , e r i t e r i o n s y s t e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