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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学生》 是开明书店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创办的综合性月刊，该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活泼的语

言、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新颖通俗的事例传播了大量科技知识和信息。介绍 《中学生》 的发展概况、传播内容及

传播特色，并进一步揭示该刊在启迪民众、提高民众科学素养，对推动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发展方面所发挥的

积极作用。 《中学生》 的特色和办刊经验亦可为当今科普期刊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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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正逢学制改革不久，数十万特殊

年龄的青年含混于“中学生”这一概念下，而

除学校本身以外，没有期刊以这一群体为读者

对象关心他们的近况与前途， 《中学生》 便

在此时应运而生。该刊作为综合性月刊，以先

进的思想内容、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中学

生及其他青年读者，对那个时期的广大青年产

生了深远影响。然而，目前对于 《中学生》

的研究还大都局限在该刊作为一本语文教育刊

物在教育思想及语文文风方面的影响，对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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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科学传播方面的研究几近空白。本文对

新中国成立前 《中学生》 的科学传播内容、

特点和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以凸显其价值。

1 新中国成立前《中学生》杂志科学传播概况
《中学生》 于 1930 年 1 月由我国著名教

育家夏丏尊在上海创办，主要读者对象为中

学程度的青年，是开明书店创办的影响最大、

存在时间最长的综合性月刊。该刊 《发刊辞》

宣布“本志的使命是：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

不足；供给多方面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

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1]。并谈到

该刊的旨趣为“辅助中学程度青年性行、知

能各方面的基本学习”[2]。 《中学生》 从创刊

号起出到 76 期，从未间断，然而 1937 年“八

一三”淞沪抗战后，由于日本的大举入侵，该

刊的编辑部和印刷厂都被敌人的炮火所损坏，

无法继续刊发。

直到 1939 年 6 月，在经过 22 个月的休刊

后，几经周折终在桂林复刊，但为适应战时的

环境与需要，把原来的月刊改为半月刊，由于

战时种种物质条件的限制，复刊后常有脱期

现象。而在再次恢复月刊后，随着篇幅增加，

转述关于各种基本学习的文章有所增加，直

接谈抗战的文章有所减少。在 1943 年第 64 期

中谈到原因为：“这在我们，并不是受到了大

后方一般社会风气的影响，我们始终认为抗

建大业是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这种艰巨的工

作，必有待我们无数的优秀的青年来担当，而

优秀青年的培养，非现实所流行的短期训练

之类的办法所能济事，也必须经过一个较为

长期的锻炼才能够成功。怎样使青年身体、品

行和知能各方面的基础坚实起来，这是一个

很迫切而实际的问题，这问题最近一年来，

本志同人，常常在注意着，今后的本志，还是

想就这方面多用一点力气。”

《中学生》 本着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原则，

将提高中学程度青年各方面知识和能力作为己

任，在材料的选择上考虑青年朋友的阅读能

力，结合现实积极宣传国内外先进科学和技

术，鼓励有志青年应多学、多思考，为中华民

族青少年群体科学素质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贡

献。从 《中学生》 创刊至新中国成立前，刊

载的科技方面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国内外最新科

技报道知识，以编译方式改写成适合中学程度

读者群口味的文章，并辅以科普作家撰写的科

学小品文，此类文章一般以连载的方式出现。

例如，从 1936 年第 62 期至 1937 年第 76 期连

续刊载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先生的 《菌儿自

传》，全书以菌儿自述的方式，以生动活泼的

形式、妙趣横生的比喻把细菌对人类的危害和

预防表现得淋漓尽致，向人们传播了医学科学

与公共卫生的知识、思想和精神。

《中学生》 内容注重准确性。叶圣陶作为

该刊的主编，在文章质量上非常负责，同时也

要求编辑人员在编稿和审稿中要反复琢磨，任

何差错都不能放过。为了保证杂志的准确性和

科学性， 《中学生》 约请贾祖璋、顾均正、高

士其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撰写稿件，并提前

告知他们是为中学程度的青年而写作，要注意

文章的通俗与趣味。例如，连载顾均正的 《科

学趣味》、 《电子姑娘》、 《化学奇谈》，刘

薰宇的 《马先生谈算学》，胡伯恳的 《生物学

讲话》 等，这些文章在注重科学性的同时不缺

生动性，既能帮助青年学好功课，扩展视野，

又能帮助其他读者自学进修，增长知识。而连

载后的文章又出版单行本，编为 《开明书店丛

书》，让更多的读者受益，有利于保存和传承。

广告可以传递信息，活跃经济；可以指导

消费，提高企业声誉；广告沟通产、供、销渠

道，介绍商品信息、产地、质量、性能、价

格。既使消费者了解商品的情况，根据需要选

购商品，又使企业提高知名度。在当时 《中

学生》 已经注意到了广告的巨大魅力。从总

体上来看， 《中学生》 所刊发的科技广告一

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开明书店所印行的

各种书目介绍；另一种为产品广告，这些商业

广告一般为人们在平常生活中用得比较多的

东西，当然也有诸如“矮克发‘伊速固’免返

光分色软片”等类的高科技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 《中学生》 在第二类广

告中一般采用软广告形式进行传播。例如，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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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天一味母厂的味母 （汁） 广告词为：“某学

校学生，因为菜味不好，发生‘饭厅风潮’，

把盆碗摔了一地。结果由训育主任将为首滋

事的学生记了大过，同时把厨子更换。但换了

厨子之后，菜味还是不好。有一位聪明的学

生，他在上饭厅的时候，随身带着一瓶‘味

母’在每碗荣里放上一小匙，全桌的同学都

觉得滋味十分鲜美……本志的读者！你嫌校

中的饭菜不好吗？请买一瓶‘味母’或‘味母

汁’去试试看！‘味母’、‘味母汁’系天一

厂制造，味美价廉，国货中首屈一指，各地食

品店均有经售。”[4]在介绍“味母”等系列调味

料时采用软广告形式，相对硬广告来说，软广

告有渗透力强；商业味道淡，可信程度高等优

点，这样有利于吸引读者，提高产品的购买

率，当然也可能带来误导消费者的负面影响。

目前， 《中学生》 仍在出版，该杂志现由

共青团中央主管、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主

办，是我国中学生最为喜欢的综合性读物之一。

2新中国成立前《中学生》的科技传播特点
《中学生》 刊登大量介绍科技的文章，不

仅普及了科学知识、破除迷信，提高了民众的

科学水平，为科学技术在当时的传播作出了重

要贡献，而且在经济建设中通过推广生产、生

活相关的科技知识，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起

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前的 《中学

生》 的科学传播更显示出了其鲜明的特色。
2.1 内容全面，图文并茂

《中学生》 刊登的关于科技知识的内容十

分丰富，涉及物理、化学、天文学、地理、气

象学、军事、医学等多个学科，不仅包含农、

林、牧、副、渔等行业，还上及远古、下及未

来全面概括论述。为形成系统性和逻辑性，这

些知识常被安排在 《科学零拾》 专栏中，该

栏选取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现象为由头，对其

中涉及到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等进行阐述，

已形成 《中学生》 杂志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组

成部分，成为读者了解国内外最新技术、发明

和研究动态的一个重要窗口，这不仅有利于形

成品牌效应，更能培养读者的忠诚度，提高杂

志的影响力。例如：在 1930 年创刊号中，共

有文章 44 篇，其中有 《弹性的现在》、 《一

个关于迷信的测验》、 《一斤棉和一斤铁是否

一样重》、 《世界最深的洞》、 《细胞的形状

》、 《俄罗斯的新历法》 等 13 篇关于科技的

文章。这些文章涉及物理、化学、天文学、地

理、生物学等方面，内容广博，成为中学程度

青年的精神营养大餐。 此外，围绕不同学科

的知识， 《中学生》 每期都有 《气象学讲话

》、 《数学讲话》、 《化学讲话》、 《物理讲

话》 等栏目中的至少两个专栏，专门论述相

关学科的知识，使读者在专栏中受到熏陶。

而考虑到读者的阅读水平和能力的限制，

在介绍这些科学理论和先进技术、发明方面，

常常辅之以图画、表格，使读者更易理解和接

受，“新闻”的信息量更大，更加形象生动。

例如，在 1931 年第 12 期， 《文身之话》 的第

二部分介绍文身的方法与经过时，采用图画的

形式，将用于文身的工具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这就加深了读者对文身工具的认识和了解，比

用大段文字描述相关形状更能让读者理解和接

受，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而在介绍文身

牵涉到的皮肤组织时，利用 《文身的皮肤之断

面由显微镜所见者》 这幅图，向读者全面展示

了文身对于各皮肤组织的影响以及相关科学常

识，让读者对文身有一个全面透彻的理解。此

外，该刊还时不时穿插漫画，教会读者应该学

科学、懂科学、用科学等等，例如 1930 第 7

期漫画 《卫生家》，画面主要讲述在清晨一人

在池塘边晨练的场景，同时还配以文字说明让

大家注意身体健康，每天坚持锻炼。

另外， 《中学生》 除了传播大量的科学

知识、科学方法和发明之外，还注意传播科学

精神。在爱迪生逝世不久， 《中学生》 在

1931 年第 19 期专门发文 《悼爱迪生》 表示

悼念，并在 1931 年第 20 期和 1941 年第 51 期

发表文章 《爱迪生对将来发明界的预言》 及

《死神与爱迪生》 介绍了关于爱迪生相关的发

明和对未来发明界的预测，表现了一位科学家

对科学界前景的展望，激励着读者为这个美好

前景不断奋斗。1944 年第 73 期中摘录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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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Thomas Edison》 介绍爱迪生的生平和

趣事，让读者了解一个伟人科学家背后的平

常事。哥白尼、牛顿、赫胥黎等著名科学家在

《中学生》 杂志中也都得到了介绍。
2.2 题材新颖，语言通俗

《中学生》 作为一份月刊，虽在新闻时效

性方面不及报纸，但其紧跟时代步伐，介绍国

内外先进科学技术，从基础科学研究到实用创

新等全面覆盖，为中学生开阔眼界提供了便

利，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1939 年 《中

学生》 复刊后更是适应战时环境和需要，发

表了大量关于抗战中军事物理知识的文章，其

中不乏很多介绍我军和敌军军事武器对比的佳

作。例如，在 1940 年第 20 期中 《糜烂毒气

之治疗》、 《塑胶飞机》 等文章都与军事有

关，让人看到了科技对军事战争的影响。而为

了适合中学程度的青年的阅读能力，贾祖璋、

顾均正等作家非常注重语言的通俗性。该刊中

的作品大多能联系生活和生产实际。例如，讲

物理知识时，就经常通过事例来解释生产、生

活上的一些问题，使读者通过具体事例快速理

解物理知识；并且能用生动活泼的文学语言、

深入浅出的描述和活灵活现的比喻，使作品具

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但文章并没有为趣

味而趣味，在趣味中又包含着深刻的思想性。

又如， 《以眼还眼》 一文标题新颖别致，

用仿拟的手法，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活

用为其表面意思，用一只眼睛取代另一只眼

睛，让人眼前一亮。该文开头写道：“用一个

活人眼球上的透明的角膜，补上一个盲者的眼

球，还是目前外科医术上的一个奇迹。但这种

手术在美国试验成功了。”[5]运用对比的手法，

首先阐述这种外科手术是很难得实现的，铺

垫开展这种手术的艰难，但后边笔锋一转说

这种手术在美国成功了，这正是作者的高明

所在。虽然该项新技术在 1943 年 11 月美国的

《Collier’s》 被报道，但是考虑到中美之间交

流不畅等原因， 《中学生》 在 1944 年刊发此

文章算是有时效性的了。

在介绍金属元素钨时是这样开头的：“别

以为他是稀有金属元素，你便对他有着忽视的

心理，你要知道，在现代工业的领域中，他是

一只突起的生力军呢。回想二十世纪初年，那

时他还是实验室中的隐士，与世无闻的他却以

崭新的姿态出入于轻重工业之间，成为最活跃

的一员……”[6]该段话以跟读者面对面交流的口

气，运用拟人手法将钨的过去和现在进行概述

式的描绘，给人一种轻松活泼的感觉，使读者

有继续阅读的兴趣。另外，《玻璃住宅与玻璃

摩天楼》 （1930 年第 8 期）、《中学生自制的回

旋益能器》（1949 年 208 期） 等也属于此列。
2.3 贴近实际，注重互动

《中学生》 杂志以中学生为主要读者对

象，十分注重内容的贴近性。虽然当时 《中

学生》 杂志社的同人并没有明确提出“以受

众为中心”的概念，但是已经注意到读者对于

整个杂志社的作用和影响，在内容和材料的选

择上，以贴近读者为目的，用科学解释平常生

活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揭露伪科学和迷信，让

人在不知不觉中学到知识，摆脱愚昧，强化了

科普的效果。且 《中学生》 非常注意与读者

的互动和反馈，经常召开与读者和教育界、学

界的相关座谈会，虚心听取读者的意见，不断

改进内容和版面，在进行正确舆论引导的情况

下不断满足读者的需要。

在 《编辑室》 一文中提到：“一是本志

前在内地复刊，为适应战时环境与需要，内容

体制颇与战前不同，今后决定恢复原来的性

质，以辅助中学程度青年课余或业余各科基本

学习及性行思想的修养为主旨。二是多多与各

地中等学校和中学教师发生关系。三是扩大读

者园地，鼓励青年读者投稿、通信，并组织读

者会或中学生之友社，使读者见互相通信，总

之期望中学生真正成为读者自己的杂志。”[7]可

见， 《中学生》 杂志社不仅注重本社与读者

之间的互动和沟通，还注意读者与读者之间的

互动，以使读者之间相互学习、互相提高，不

断促进自身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另

外，还注意对读者的来信进行回复，及时了解

读者的相关需求，专门设立 《通讯·问答》 这

一栏目对读者提出的问题进行细致回答，不断

加强与读者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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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应读者的要求，承接 《中学生》

四月号周伯棣 《谈米》 介绍米的产销概况和米

的物理性质一文，该刊在 1948 年 206 期 《米

的化学成分》 中介绍了米的化学性质，让读者

了解了平常生活天天接触到的米的各种性质。

在 1932 年第 30 期 《适于中学生阅读的生物学

书介绍》 则详细回答了读者来信反映不知读哪

些生物学入门书的问题，在介绍每本推荐书时

列出该书的主要观点、态度，以飨读者。

《电石是什么》一文开头：“跑进烟草店，

或百货公司，常有一种自动点火器，只要用手

在按钮上一捻，那气盖便即开放，而里面浸着

汽油的灯带，即被燃着……这火和火星是从什

么地方来的？细看其内容构造，便知是由所谓

‘电石’的与他物起了摩擦而发生的。但电石又

是什么呢？”[8]该文以生活中常见的自动点火器

为例连续运用几个疑问引出要讨论的电石话题，

挑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在趣味中学到科技知识，

有利于科普。 《研究地理之兴趣》 一文在讲述

了研究地理的价值后，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日

常生活与地理知识:“诸君富于求知心，学源于

思思起于疑，诸君的日常生活，实在处处有待

地理知识来解释。……家庭中日常所用什物，

例如早晨洗面的棕榄香皂，每天着的橡皮鞋，

用的自来水笔，棕榄香皂是由椰子油橄榄油做

的，橡皮鞋及自来水笔管，俱是树胶做的，世

界上什么地方产这种椰子及树胶？中国在什么

地方也能够出产？”[9]这些都从读者的实际生活

出发，贴近生活介绍有关地理常识，选取的材

料也是生活中所常见的，这样就让读者产生心

理认同和地域认同，有利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2.4 趣味游戏，科学益智

考虑到读者对象主要为中学程度的青年，

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等还未完全形成，对事物

的兴趣也处于一种好奇阶段，如果引导得当的话

可能对青少年产生积极影响。因此， 《中学生》

注重对青少年朋友兴趣的培养与开发，利用科

学趣味题、益智游戏等方式提高中学生对科学

的兴趣。而关于这些题目的答案一般在下一期

才公布，给读者朋友充足的时间思考，且能够

调动读者的胃口，期待下一期的到来，这样有

利于形成固定受众群，增强读者的忠诚度。

在 1947 年第 191 期中有 《纸杯不燃》、

《猜座位》、 《关于填字游戏》、 《“聪明的猎

人”答案》 等几篇文章是关于科学趣味实验、

益智游戏的，这些文章图文并茂，采用故事的

形式，利用大串的疑问，激励读者去思考，从

而培养他们对数学、天文学等科学的兴趣。

3 新中国成立前《中学生》科技传播的影响
《中学生》杂志社集一批优秀的教育家、科

普作家及编辑出版家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编辑工作

队伍，他们之间经常进行正式或者非正式性的学

科知识和编辑思想交流，其实也是一次科普过

程，可以看作是科学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他们在

《中学生》这一平台上不断锻炼和成长，很多原

先不是作家的人走上了专业科普的道路，对现今

的科技新闻工作者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中学生》 杂志以中学程度青年为主要读

者对象，文章大都以多姿多彩的文学形式，生

动活泼地传播以天文学、数学、化学等科学知

识，实现科学与文学的联姻。这对普及科学知

识，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增强民族自尊

心、自信心和凝聚力，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该刊注重对各学科知识的介绍和普及，在当时

那个封建色彩和迷信思想比较浓厚的时代犹如

给身在黑暗中的青年一剂良药，带他们走出误

区，接受新思想和科学技术发明的熏陶，培养

了读者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丰富了读者对

象的科学知识，促进了思想启蒙；激发了读者

的科学求知欲，在提高读者创新和创造能力方

面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1947 年，柏图先生

在 《青年知识》 杂志上介绍 《中学生》 时谈

到：“《中学生》 是一种平淡无奇的杂志。你

想从这里找寻刺激，那你定会失望。不消说这

里边‘眼睛吃冰淇淋’之类的东西一定没有，

即使是慷慨激昂的政治号召性的文字也不常有

的。然而平淡并不等于衰萎。…… 《中学生》

可能成为每一个人殷切而善良的教师、朋友和

同志。当你不知不觉的从他那里学会了呼吸正

义、诅咒黑暗的时候，才会惊骇于一种平淡的

刊物竟也会在人的心中唤起一种力量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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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 《中学生》 在推动我国科普

事业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使中国从落后走向

先进迈出了巨大一步，成为推动中国科学事业

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而在媒介融合趋势

不断加强的今天，随着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科

普期刊要站稳自己的地盘，可从 《中学生》 杂

志中得到以下启示：一是定位要清晰。针对不

同的受众群体，应对其教育程度、兴趣爱好等

进行分析，在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注重科学

性的前提下，“投其所好”，选对题材，选准

角度。二是内容要出色。由于科技内容与其他

相比，更具科学性和专业性，要写出特色并不

容易。科普期刊可结合时事热点，利用图文结

合形式，用贴近生活的语言解读事件背后的科

学原理，传递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态度

和科学精神。三是要注重互动。随着科学技术

的进步、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受众已不再是

简单地“被动接受”。因此，科普期刊要进一

步加强和树立读者意识，“纸上纸下”增强互

动，不断扩大影响力。具体来说，“纸上”可

利用有奖问答、有奖征文、趣味益智游戏等形

式增强与受众的互动；而“纸下”则可邀请科

普作家、相关领域的专家开展形式多样的讲

座，组织户外科学考察、科学实验等活动，加

强读者的忠诚度和信任感，做一个有社会责任

感的权威科学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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