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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少年画报》创刊于 1937 年，终刊于 1941 年，是中国第一份少年画报，也是中国最早的青少年科

普期刊。通过对该刊物内容的全面分析，认为《少年画报》充分考虑到青少年的认知特点、思维习惯、知

识基础，以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社会艺术、时事新闻为主要内容，呈现出科学与趣味、科学与人文、科

学与技术、科学与抗战相结合的特点。《少年画报》刊行时间恰逢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为特殊时期提高青少

年科学素养，锻炼实践能力，培育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对当代科普期刊的发展也具

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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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报是“以刊载摄影图片、绘画为主要

内容的期刊。它用形象的、直观的图像传播

信息和知识”[1]，因其形式图文并茂，内容丰

富、浅显易懂，深受读者欢迎。中国的画报诞

生于 19 世纪后期，“半系受外国画报之影响，

半系受传奇小说前插图之影响”[2]。近代史上

形形色色的画报以图画或照片的方式记录了历

史的进程，让历史更加直观、生动、鲜活。关

于画报的个案研究，论述较多的是《点石斋画

报》《良友》《科学画报》《北洋画报》《晋察冀

画报》等，研究者主要从文化、传播、艺术、

性别等视角展开讨论。研究认为，画报是中西

方文化碰撞的产物，是大众文化和都市文化兴

起的标志；画报在新知传播、思想启蒙方面扮

演着重要角色，对战时中国的宣传和动员也产

生了积极影响。陈平原、刘兵等学者将画报中

的图像纳入科学传播的研究，认为科学图像带

给读者的不仅是前所未有的新景观，更是一种

全新的观看世界、理解世界、改造世界的现代

观念；画报中的科普教育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和

可读性，满足了人们对科学知识的需求；画报

也满足了人们在战争期间对于与战争相关的军

事、武器、战事等信息的渴望，客观上提高了

人们在战争类知识方面的科学素养，可以更加

科学、理性地应对战争。

《少年画报》是“中国第一份少年画报”[3]，

也是“中国最早的青少年科普期刊”[4]。从

1937 年创刊到 1941 年停刊，《少年画报》历经

战火的洗礼，坚持普及科学、宣传抗战，对

提高国人的科学素养、提振士气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目前尚未见到有对《少年画报》所

做的专题研究，只是在近代画报的整体研究

《少年画报》与抗战时期的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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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偶有提及。鉴于该刊目标读者、刊行时间、

刊物内容等方面的特殊性与代表性，本文对

其科普的特点与价值进行整体考察。 

1《少年画报》概况
1.1 发展历程

《少年画报》创刊于 1937 年 4 月 1 日，月

刊， 每 月 1 日 出 版，16 开 本， 封 面 为 彩 色，

内容为黑白两色，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印刷并

发行。“八一三”事变后，在上海出版的报纸

及杂志，大多自动停刊，《少年画报》也未能

幸免，“工作暂时停顿，本画报遂不能如期出

版”[5]，在 8 月 1 日发行了第 5 期后暂时停刊。

1937 年底，商务印书馆的编审部迁至长沙，并

在长沙设立分厂，《少年画报》才重新出版。

1938 年 4 月 1 日，《少年画报》在长沙出版第 6

期，第 7 到第 12 期也在长沙编辑出版。之后

《少年画报》又迁到香港，第 13 期至第 49 期

在香港编辑出版。1941 年 11 月，《少年画报》

停刊，累计发行 49 期。

1.2 办刊旨趣

《少年画报》以青少年为主要读者对象，

在发刊词中，就明确提出青少年学习科学知

识的重要性：“每个少年要想取得事业的成

功，必须先求知，所知的越多，则所企图的

事业越有成功的可能。”基于此认识，《少年画

报》“举凡宇宙间的奇观，自然界的现象，生

命的种种活动和作用，机械之发明构造和利

用，以及社会艺术、史地和身心娱乐等材料，

均尽量介绍”[6]。在创刊时，《少年画报》的内

容主要包括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社会艺术，

抗战全面爆发后时事新闻的比重逐渐增大。

在呈现方式上，《少年画报》“用真实的

图画和浅显的文字介绍各种真实的知识，满

足少年们的求知欲”。“图画的作用在显示事

物的真实性。看了图画，不但可以在短时间

内明了某种事物的真相，而且可以使所见的

事物在头脑里，留一深刻的印象”[7]。就科

学知识而言，《少年画报》解释种种常见事

物的真相，即科学界最新颖的学说，如相对

论、原子构造、时间与空间的秘密、星球与

星云的性质，都用精确的图画，辅以浅显的

文字，解释清楚，无论哪一个少男少女，都

可以明白这些学说的大概。图文结合的方式

更符合青少年的阅读和思维习惯，这使得

《少年画报》深受青少年欢迎，被丁玲称为

“青年喉舌”[8]。

1.3 编辑队伍

刊物的成功与否和编辑群体息息相关。

徐应昶作为《少年画报》的编辑兼发行人，

带领同仁在艰苦的环境下完成了《少年画报》

49 期的编辑出版工作。徐应昶是近代著名编

辑，主编有“幼童文库”“小学生文库”“少

年自然科学丛书”等普及读物，其中，“幼童

文库”被王云五称为“创造性出版物”。在刊

物编辑方面，他主编了《儿童画报》《儿童世

界》。此外，他还翻译了一些外国儿童读物，

如《喜亚窝塔的故事》《彼得潘》等，由此足

见其在少年儿童读物编辑方面的丰富经验。

他在担任《少年画报》主编期间，一直秉承

向青少年传播科学知识的编辑思想，结合多

年的少年儿童读物编写和翻译经验，选取适

合青少年的科普内容，使得《少年画报》深

受青少年欢迎。

除了文字编辑，《少年画报》还聘有专业

摄影记者，吴宝基、夏晓霞、倪纲贤、张览

远、席与群等都是《少年画报》的重要图片

供稿人。《少年画报》中的多数图片都出自他

们之手，尤其是有关时事新闻的照片。他们

的摄影作品常被当时的著名刊物采用，如夏

晓霞的作品多次刊登在《战时画刊》《东方画

刊》《北洋画报》上。吴宝基的作品常被用于

《少年画报》的封面和正文。1939 年，吴宝

基作为战地记者深入前线，拍摄了大量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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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少年画报》所载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分布情况（1937—1941 年）

地区
时间
1937 年第 1~5 期

1938 年第 6、8 期

1938 年第 11 期

1938 年第 13 期
1939 年第 21、23、25、26 期
1940 年第 28、29 期

1940 年第 37 期

1941 年第 41、42、46、47 期

总发
行所
上海

长沙

长沙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国外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新加坡

新加坡

分发行所
国内

各埠分馆①

汉口、重庆、南昌、安庆、成都、西安、开封、金华、广州、梧州、昆明、
福州、香港、汕头、贵阳、厦门
汉口、重庆、成都、西安、南昌、金华、广州、梧州、昆明、贵阳、香港、
汕头、福州
长沙、重庆、成都、西安、南昌、金华、梧州、昆明、贵阳、汕头、福州
长沙、重庆、成都、西安、金华、梧州、昆明、贵阳、福州
长沙、重庆、成都、西安、金华、梧州、昆明、贵阳、福州
重庆、成都、康定、长沙、衡阳、邵阳、贵阳、常德、桂林、柳州、昆明、
开平、梅县、韶关、金华、恩施、万县、赣县、福州、西安、兰州、南阳、
庐江、广州湾、澳门
重庆、成都、康定、长沙、衡阳、邵阳、贵阳、常德、梧州、桂林、柳州、
昆明、开平、肇庆、梅县、韶关、金华、郧县、恩施、万县、赣县、福州、
西安、兰州、郑南、南阳、庐江、广州湾、澳门

注：根据《少年画报》各期出版发行信息编制。

①受战争影响，商务印书馆的分馆时有增撤，据《商务印书馆史料选编（1897—1950）》相关内容统计，抗战全面爆发
前的分馆有南京、杭州、金华、芜湖、安庆、南昌、汉口、长沙、重庆、成都、北平、保定、天津、济南、太原、开封、
西安、沈阳、福州、厦门、广州、潮州、梧州、云南、香港、衡州等处。
②新加坡分馆设立时间为 1940 年 11 月至 1942 年 2 月，新加坡沦陷后，分馆停业。

日军侵略暴行以及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照片。

这些专业摄影记者为《少年画报》提供了大

批高质量照片，不仅丰富了画报的内容，而

且大大增强了画报的可信度与可读性。

1.4 发行范围

从 1937 年 4 月创刊到 1941 年 11 月停刊，

《少年画报》从上海到长沙，再到香港，办刊

地址几经搬迁，但一直以向青少年普及知识

为己任。《少年画报》的发行随着时局变化而

变化，其发行情况从商务印书馆的发行系统

也可窥见一斑。笔者以所见 20 期刊物进行统

计，具体发行情况如表 1 所示。

总体来看，受战争影响，分发行所的数

量时多时少；在地域分布上，分发行所主要

分布在南方，北方数量极少。从 1941 年第 41

期的情况来看，《少年画报》分发行所的数量

明显增多，在分布地区上，甚至拓展到国外。

国内的分发行所不仅仅限于省会或大城市，

而且已经深入县级地区。抗战全面爆发之后，

随着文人南迁，大量上海刊物迁往后方。“在

外来文化人的推动下，抗战文化事业日渐繁

荣昌盛，起到在舆论宣传上对民众参与抗日

的引导作用”[9]。中国香港到新加坡海运方便，

作为华人聚居地，新加坡华人众多，语言相

通，有利于《少年画报》在当地的发行②。虽

然每个地区的具体发行量已不可考，但从发

行所数量的增多和层次的深化，可见《少年

画报》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和影响力。

2《少年画报》的科普特点
2.1 科学与趣味相结合

科学知识本身具有专业、严谨的特点，

通常深奥难懂，青少年理解起来有一定的困

难。为了与青少年的知识水平、思维习惯相

符合，《少年画报》在对科学原理进行阐释时

加入了趣味要素，使专业的科学知识变得活

泼生动。这里的趣味体现在知识点的选取、

呈现的方式，以及读者的参与等。比如，《少

年画报》关于“人造冰”的文章，就很容易

引起青少年的兴趣。中国很早就有使用天然

冰的历史，但“天然冰极不清洁，含有细菌，

能传染疾病，在使用上很不安全；而且都市

中天然冰的储藏量有限，不能供大量消费”。

近代科技的发达使人造冰成为可能，在人们

的日常生活中，冰主要用于食物保鲜，“一切

《少年画报》与抗战时期的科普 <<< 夏文华    王依云 研究论文



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S

094

2020 年第 6 期  总第 089 期

图 1  用氨制冰的机械的解析
注：见《少年画报》1937 年第 3 期第 37 页。

① 1 英里＝1 609.34 米。

肉类、蔬果、牛乳等，放置过久，容易腐败，

在天热时更甚，故家庭或店铺常用冰把它们

冷藏”。《人造冰》一文从日常饮食入手，讲

解科学原理，“普通冷水在空气中慢慢化气干

掉时，水要吸去空气中的热。在造冰时候，

就是利用液体化气时的吸热作用”。具体做

法是用氨气来造冰，加以相当的压力，氨气

就凝结成液体，将压力减去，液体即刻再变

成气体，同时吸收多量的热，利用这道理，

可以制人造冰 [10]。为方便读者理解，编者

还配有清晰的图片来解释人造冰的科学原理

（见图 1）。

再如，少年读者对天文学数据没有概念，

为了让他们理解天文学上的距离，编者以通

俗的语言来解释：“光线的进行速率是每秒钟

十八万六千英里①，也要走四年零三个月才走

到那里。所以我们现在看见最近一个星球的

光，不是现今的，却是四年零三个月以前的，

同样的，当我们用天文镜看一个最远星球的

光时，是在看二百五十万年前的光。至于星

云，比这个距离更远过六百倍呢”[11]。由此可

见，科学性与趣味性相结合才能更加吸引读

者，一方面可以使科学知识通俗易懂，另一

方面也可以培养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

编者认为，“娱乐是人生一种很重要的

事，它能活泼我们的身心，增进我们的工作

能力”[7]。《少年画报》经常刊登一些带有科

学性的趣味知识测验，如“记忆力测验”和

“常识测验”。“常识测验”的每个题目后面有

一个括弧，如果答案是对的，就在括弧里面

画一个（+）字；如果答案是错的，就画一个

（-）字。试举“常识测验”部分题目如下：

(1) 船向东行，比向西行轻快些。对的？

不对的？（  ）

(2)雷闪绝对不会向同样的地方打击两次。 

对的？不对的？（  ）

(3) 长成的蛾不会把衣服咬成破洞。 对的？

不对的？（  ）

(4) 人和马作百里赛跑，人可以取胜。对

的？不对的？（  ）

(5) 松鼠从树上落地时，头先向下。 对的？

不对的？（  ）[12]

这些题目的设计也是图文并茂，一题一

图，十分符合青少年的认知特性。通过常识

引发青少年的思考，在寓教于乐中传递了科

学知识。试题的答案会在“编者的话”中公

布。这些测验，大大增强了画报的参与性和

娱乐性，能够更好地吸引读者，传播知识。

2.2 科学与人文相结合

科普的概念是随着近代西方科学的输入

而产生的，从一开始就承担着“科学救国”

的使命，在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

思想之外，更注重科学精神的塑造。“科学”

一词在推广的过程中也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

具有显著的人文属性，除认识和改造自然外，

还可以用“科学方法整理固有的文物，如风

俗、习惯、道德、文化等，一切不合理的化

为合理的，并以科学方法建立新国家，如政

治、经济、社会、军事等之设计”[13]。“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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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 磅＝0.454 千克。

图 2  杠杆
注：见《少年画报》1937 年第 1 期第 17 页。

文化是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异质文化，

是伴随着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逐渐

形成的”[14]。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外来的科学

文化与本土的传统文化之间的调适也是重要

的时代课题，科学与人文的调适与融合，是

现代科普的深刻内涵。科学与人文具有内在

统一性和外在互补性：科学性是科普期刊的

立足之本，而人文精神则是科普期刊的终极

价值。

作为一份科普期刊，《少年画报》以传播

科学知识为主旨，但“并没有忘记了关于社

会、艺术各方面的材料”[7]。《少年画报》向

读者介绍了社会艺术不同方面的内容，如风

俗民情、艺术展览、传统工艺等。《少年画

报》创刊号刊登了上海市博物馆的内容，用

照片的形式向读者展示古代陶器、石器、书

画、服饰、乐器等展品。第 2 期介绍了全国手

工艺品展览会，展品有福建的漆器、江苏的

陶器、江西的瓷器、湖南的绣品等，还有信

笺、毛笔、墨水、圆规、量角器等文化用品。

通过丰富多样的知识普及，培养热爱传统文

化、增强民族自豪感的人文情怀，提高青少

年的综合文化素质，使他们成为兼具科学与

人文素养的国家建设者。

2.3 科学与技术相结合

《少年画报》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应

用技术”是刊物的主要内容之一。《少年画

报》介绍的实用技术多与日常生活密切相连。

比如，编者从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工具入手，

引导青少年从“天然工具”得到启发，进而

创造“人为工具”，比如，青蛙具有吸盘的脚

和橡皮吸盘、锹蜋的上颔和晒衣夹、大黄蜂

的螫针和注射器的针头、蜜蜂布满细毛的舌

和瓶刷……人类从自然界得到启示，发明出

各种各样的工具。编者鼓励青少年仔细观察

世界，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去改良天然的工

具为人类所用。

《最初的一部机器》对常见工具中的杠杆

原理进行了解释。使用的日常工具可以帮助

我们节省力气、提高效率，但很多人却不知

道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剪刀、手推车、跷

跷板等都是杠杆原理的应用，其实“每种杠

杆，不管它的形式怎样，都有三个点，就是

力点、重点和支点”[15]。杠杆的原理可以这样

解释明白：“支点一边的力乘它到支点的距离，

就等于其他一边的力乘它到支点的距离。因

此，一个体重约一百磅①的人，棒长六尺，假

使支点距离其他一端一尺，就可以移动约重

五百磅的石头”[15]。懂得杠杆的原理，将科学

原理与实用技术有效结合，能够更好地为生

活服务（见图 2）。

2.4 科学与抗战相结合

《少年画报》创办初期，时事新闻的篇目

有限，抗战全面爆发后，编者声明“在此非

常时期，本画报今后的内容，特别着重和抗

《少年画报》与抗战时期的科普 <<< 夏文华    王依云 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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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人们实际操作，建筑步骤非常详

细，并附有平面图和截面图示例（见图 3）。

对于实用技术的介绍大多如此，文字描述与

图示相结合，读者可以参照图文进行实际操

作。这些实用技术与抗战现实联系紧密，可

以指导读者去尝试和应用。 

3《少年画报》的科普影响
3.1 提升了青少年的科学素养

《少年画报》是以青少年为目标读者的

科普期刊，旨在向青少年传播科学文化。以

青少年为主要科普对象，是近代刊物的共识，

与《少年画报》同时代的《科学画报》在其

发刊词中也明确提出，“要中国真正科学化，

我们要极端注意的，就是本国民众和儿童。

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儿童是将来的主人”[17]。

时人评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少年画报》，“全

是摄影时事图片，最耐看。这种图片读物有

助于儿童开拓眼界增长知识”[18]。刊物主要

向青少年普及有关生物学、物理学、化学、

天文学等方面的理论和实验知识，这些知识

都是常识性的，从日常生活出发，解释其中

的科学原理。《为什么花有各种颜色》《我们

怎样嗅着香气》《为什么直升的烟预示天晴》

《蝙蝠是怎样“看”的？》《物体降落的秘密》

等科普文章从司空见惯的现象出发，引发青

少年思考。

《少年画报》所载自然科学内容，按学科

大概可分为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

图 3  简单地下室构筑图
注：见《少年画报》1938 年第 6 期第 28 页。

战有密切关系的材料”[5]。为此向社会征求各

种照片，如战士在前线奋斗的照片、各种战

利品照片、各种新式兵器照片、战时少年服

务照片等。抗战新闻的比例逐步加大，1937

年第 1 期到第 5 期，时事新闻的篇目占整期内

容的 10% ~ 20%；从 1938 年第 6 期开始，比

重 逐 渐 增 加， 占 到 30% ~ 40%；1939 —1941

年，比重达到 50% 以上。《少年画报》中的时

事新闻同样以图片为主，在新闻图片下方配

有简短的文字说明。

尽管关于抗战的战事新闻、军事知识占

据了更多的版面，使得自然科学的篇幅有所

缩减，但难能可贵的是，编辑始终秉持科学

普及的初衷，告知青少年“现代的战争，是

科学的战争，诸君生在这个大时代中，对于

科学战争的常识，不能缺乏”[5]，有效地将

抗战与科学结合起来。宣传抗战时提倡科学

技能与精神，宣传科学时兼顾战争需求。比

如《火箭》《高射炮》《大炮制造法》《飞机怎

样飞翔》《使用降落伞的技能》《大西洋的潜

水艇战》《一艘橡皮艇的制成》《伪装》《烟幕

战术》等文章在讲解科学原理的同时，更着

重于它们在战争中的应用。“战时生产”栏目

刊载的内容也多以战时急需的物资为主，比

如《战时棉纱生产》《抗战建国中的铅锌生

产》等。科学与抗战相结合，成为《少年画

报》的显著特点。

《少年画报》所载生活中的技术也与战争

相关。比如，《简单地下室构筑法》即是针对

战时人们躲避空袭的方法而作，地下室是一种

建筑在地面以下、防御飞机轰炸的建筑物，文

中详细介绍了在家中修建地下室的具体方法，

包括所需材料与具体做法。“构筑这种简单地

下室之先，须在距离住宅不远的地方择一空旷

场所，挖一地坑，如在北方，因土地干燥，可

深至四公尺半；南方地势较低，排水较难，可

挖深约二公尺半或二公尺以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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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机关枪的活跃
注：见《少年画报》1938 年第 6 期封面。

几类，基本覆盖科学的主要门类。就数量而

言，据笔者所见篇目，以生物学与物理学为

最多，化学次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当时中国各门学科发展的强弱之势，以及知

识分子对传播科学知识的主观偏好”[19]。可见，

《少年画报》传播科学知识是有选择性的，一

方面，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大多具

有很强的实用性，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可以产

生直接的效果；另一方面，可能与民国时期

中小学学校的课程设置有关系，物理学、化

学、生物学等一直是中学的重要课程，青少

年对这些科目有了一定的知识基础后，会对

相关的科学知识产生更大的阅读兴趣。课外

读物与教科书相辅助，有利于青少年科学素

养的提升。

3.2 锻炼了青少年的实践能力

理论来自实践，又用于指导实践。《少

年画报》不仅关注科学知识的传播，还注重

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实践能力。《蜡烛的实验》

等文章介绍的物理实验都是适合青少年亲身

实践的，这些实验不需要任何复杂仪器，也

不需要昂贵的化学药品，更不需要专门在实

验室里操作。实验材料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

到，实验步骤明确具体，简单易行。“拿一张

白色的厚纸，迅速地插入烛焰最低部近烛芯

处，两三秒钟后，你把白纸抽出来”，会发现

“白纸上有一个黑圈，圈的中间是白色的”[20]，

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可以证明烛焰并不是

完全烧着的。青少年通过自己探索，动手操

作，不仅可以锻炼科学实验操作能力，还可

以巩固学到的科学知识。知识是形成能力的

基础，了解生活中的一些常识，可以培养青

少年的实践能力。《溺水救护法》向青少年介

绍了溺水自救法、救护溺者法、溺者上岸后

的救护等科学知识。这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

技能，每一步都详细讲解，并说明方法要点，

有利于青少年学习相关技术，培养实践能力。

抗战的需求也激发了青少年学习知识的热情，

“我们要学救国的知识，读救国的书”[21]！这

些救国知识，与科学、与实践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

3.3 培育了青少年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少年画报》创刊后不久，抗战全面爆

发，上海沦陷后，画报社辗转迁徙，刊物的

内容也有所调整，与抗战相关的时事新闻逐

渐增多。1937 年 8 月 1 日出版的第 5 期刊载

了题为《卢沟桥》的文章，配有卢沟桥的照

片及北平近郊形势图，着力宣传二十九军英

勇抗战的事迹。同期还载有“北平学生服用

国货运动”的新闻，学生们走上街头，通过

条幅、歌曲、宣讲的方式向民众宣传“服用

国货”、抵制私货。第 8 期还刊登了世界性的

抵制日货活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一

致抨击日本，加以谴责，通过抵制日货的方

式达到援华的目的 [22]。1938 年 4 月出版的第

6 期直接以“机关枪的活跃”为封面，宣扬中

国军人抗战的壮举（见图 4）。刊物的年轻读

者通过阅读相关内容，对时事有了更为全面、

直观的认知。“当时，正值民族危机日益严

重，即报纸所说的‘寇深矣’！”“此外，希特

勒、墨索里尼、动荡的世界、莫斯科斯大林、

《少年画报》与抗战时期的科普 <<< 夏文华    王依云 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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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政府新社会，等等，也都映入我们幼小

者的脑海”[18]。

编者认为战争与科学密切相关，抗战也

与青少年紧密相连。国家于危难之时，作为

民族未来的青少年不能只埋头于书本，而是

要投身社会实践中，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少年画报》中介绍了很多科学在战争中应用

的事例，让青少年明白现代的战争是科技的

战争，科学技术在现代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青少年学习掌握科学知识，不仅可以提

高自身的科学素养，而且可以更好地服务社

会。《战时青年的任务和修养》《英勇的抗战》

《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等文章向青年人传播

了抗战的精神，对青少年在战时可以担任的

社会服务提出可能，比如救护受伤民众、照

料难民、劝募救济、侦查汉奸、参加防空防

毒、参加组训民众等 [23]，这些工作技能有望

通过阅读相关科普文章获得。

值得一提的是，《少年画报》着意宣传了

新四军在抗战中的贡献，比如发动民众，全

民参战，提倡工业合作，为游击队战士提供

物资，坚持敌后作战，感化日军俘虏使之参

加反战等 [24]。通过对新四军在南方坚持抗战

的宣传，鼓舞民众的士气，增强抗战胜利的

信心，也让全国人民了解和认识了中国共产

党，“对号召和引导广大爱国青年参加革命，

起了良好的作用”[25]。经过宣传，成千上万的

青少年自觉加入抗战行列，“我们小朋友也是

国民的一分子，我们不愿意做亡国奴，我们

也应该起来参加抗战工作，把我们小小的力

量，贡献给民族国家”[26]。青少年通过参加战

时工作，履行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增强自

己的能力，逐步提高社会责任感，这对自身

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

4《少年画报》的科普启示
进入 21 世纪后，科普期刊的发展进入转

型期，科普正处于“众声喧哗”的时代，如

何应对挑战、寻求机遇，我们可以从《少年

画报》中得到一些启示，比如刊物的定位、

内容的选取、现实问题的观照、编辑队伍的

建设、发行网络的拓展、政府的主导等。

第一，科普期刊要有明确的定位与办刊

宗旨。《少年画报》将自身定位为面向青少年

的科普期刊，为适应青少年的认知特点，无

论是内容选择还是呈现方式，都尽量图文并

茂、通俗易懂，而且注重科学实践，很好地

实现了科普的教育功能。

第二，科普期刊要顺应时代潮流，为现

实服务。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少年画

报》的科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刊物所载

内容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应用技术，都尽量

与时局相关，特别是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所

载内容更是以战时所需为主，力求在宣传抗

战中提振士气，在普及科学中提升技能，将

抗战与科普有效地结合起来，为刊物赋予了

生命力。

第三，科普期刊需要高素质的编辑群体。

科普期刊编辑的综合素养对于提升科普期刊

质量具有决定性作用。《少年画报》的编辑都

具有很好的职业素养，在儿童读物编辑方面

有丰富的经验，这就保证了刊物的质量与吸

引力，也为同类期刊的编辑提供了借鉴。为

办好刊物，编辑还注重与读者的沟通，集思

广益，发挥读者的智慧，“本志自发行后，立

刻收到许多的信。有的赞美和勉励我们，有

的对我们提出关于编辑方面的意见，这是我

们十分感谢的”[27]。《少年画报》还设有“读

者园地”栏目，专门刊登读者的作品，通过

多种方式加强与读者的沟通。

第四，科普期刊要依托成熟的出版发行

体系。《少年画报》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

并发行。作为中国近现代最成功的出版机构

之一，商务印书馆有非常完善的出版发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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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刊物的编辑、印刷、发行和销售可由自

家的组织系统包办”[28]。尽管受到战争的重创，

但商务印书馆仍竭力在各地拓展业务，以保

证相关出版物的发行，《少年画报》能够在战

争中维持近五年的时间，与商务印书馆成熟

的出版发行体系密不可分。

第五，科普活动需要稳定的环境及政府

的主导。《少年画报》创刊于上海，终刊于香

港，五年间几度搬迁。受战争影响，出版活

动举步维艰，1941 年日军侵占香港，大批刊

物停刊，《少年画报》亦不能幸免。可见稳定

的环境是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科普活动作

为一项公益性质的事业，应由国家主导，这

一点在新中国成立后科普事业的几次繁荣中

已经得到证明。总而言之，科学教育是一项

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由国家直接领导、推

动和实施，才能真正成为一项惠民工程，推

动实现提高全体国民科学素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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