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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采用分类研究的方法对 1949 年以前的中国综合性建设类科技期刊进行了系统研究。着重对《云南建设周

刊》、《山东省建设半月刊》、《川康建设》、《农村建设》、《四川建设》、《建设评论》(北京) 、《广东建设研究》、《吉林建

设》、《建设评论》(上海)等 9 种近现代建设类科技期刊的办刊思想、特色、宗旨、栏目划分等进行了研究 ,并分析介

绍了其中刊载的某些重要文章。考证认为 ,云南建设周刊是创办最早、办刊时间最长的建设类期刊。此外 ,在分析

研究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 ,还纠正了前人某些研究中的错误或笔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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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tegrated journals of construc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fore 1949 in China are studied

with a particular st ress on journal thoughts , features , purposes of journals like Y unnan Const ruct

Weekly , S handong Provi nce Const ruct Sem i monthly , Chuankang Const ruct , Count rysi de Con2
st ruct , S hichuan Const ruct , Const ruct Review (Beijing) , Guangdong Const ruct , J ili n Const ruct ,

Const ruct review (Shanghai) . Some important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se periodicals are introduced and

analysed. Y unnan Const ruct Weekly is the earliest and published for the longest period. A mass of

historical data have been analytically studied. And some early journals are proof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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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期刊是报道科技成果和获取科技信息的窗

口 ,在传播科技信息、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学术

交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史为镜 ,可以知兴

衰 ;以人为镜 ,可以知得失 ;以铜为镜 ,可以正衣冠。”

研究历史期刊的办刊思想、办刊特色、编辑方法、科学

思想、科学方法、科学主张、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社会

功能 ,以及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认识和立场 ,能使人

明智 ,给人借鉴。幻想一切认识要去亲自实践 ,排斥

历史上人们实践活动的意义 ,是不可取的。不了解过

去就无从谈论未来。了解的目的一是增加我们的经

验和知识 ;二是使我们能将那些经验和知识传给别

人。

科技期刊大多以专业和门类划分 ,大综合性的还

是少数。但在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史上 ,建设类期刊

的大综合性可能是一只独葩 ,具有其独特的历史时代

性。笔者在查阅大量建设类历史期刊的基础上 ,对创

刊最早、办刊特色比较明显的几种期刊进行了分析研

究 ,并对部分文章的内容进行了简要介绍 ,其中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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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对当时建设的指导思想对今天的建设有一定

的借鉴与指导作用。

对 1949 年以前建设类科技期刊的研究 ,过去仅

限于个别期刊 ,尚未见过全面系统的报道。因此 ,拟

用分类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只

是初步的结果 ,有些工作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云南建设周刊

综合性建设月刊。创刊于 1929 年 7 月 ,出至

1930 年 3 月 38 期后停刊。1935 年至 1936 年又出版

新 1 至新 51 期 ,期数另起 ,1937 年改为《云南建设月

刊》(也称创刊) ,期数另起。云南省建设厅建设月刊

编辑处编辑出版和发行。1945 年改由云南省政府建

设厅计划委员会编辑出版 ,期数另起 ,出版 2 期后停

刊 (1945 年) 。

该刊以“促进建设事业 ,介绍科学常识”为宗

旨[1 ] ,主要刊登与建设有关的论著、译述、研究、调

查、计划、统计等文章。栏目有 :图表、论著、专载、法

规、公牍、报告、调查、工程、记录、统计、文艺、中外要

闻、附件等。根据每期的稿件情况 ,所设栏目常有增

减或调整。改为《云南建设月刊》后 ,创刊号曾刊载有

《本厅今后行政方针》、《今年来交通行政之检讨》、《二

十五年度云南农业建设概况》、《云南矿物概况》、《二

十五年度已办水利建设事业概况》、《本厅二十五年工

商行政概况》、《本厅林务处二十五年度行政概况》、

《本省度量衡检定所成立后之工作概况》等。此外 ,还

载有法规、公牍、调查、记录等类文章多篇。

该刊针对当时云南的形势 ,倡导加速经济建设。

例如 ,“现在非常破坏时期已过 ,这非常建设的时期 ,

就是目前要有一种‘控制’的方法 ,促其迅速成功 ,绝

对不能照寻常病态听其自然的进步 ,不但要见事办

事 ,尤要寻寻做事 ,随时力求竟进 ,占 (站)在时代面前

而不自甘落后。故本厅在去岁结束与今岁开始工作 ,

除农、矿、工、商 ⋯⋯等择要中心工作努力建设外 ,对

于经济方面、生产方面的计划和努力 ,值得人们多加

注意。”[2 ]针对当时资金散落民间、缺乏金融流通机

关 ,提出流通社会资金移作生产事业 ;针对个旧锡矿

的混乱开发 ,提出整顿个旧锡务、开发伟大富源的主

张 ;针对大家忽视边疆生产 ,提出注重边疆生产关连

国防建设等观点。这对当时的云南建设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

二、山东省建设半月刊

综合性建设半月刊。1936 年 5 月 1 日创刊于山

东济南。山东省政府建设厅编辑出版和发行。停刊

于 1937 年 5 月。

该刊以指导山东省农业、林业、工业、商业、水利、

交通、通信等各方面建设为宗旨 ,主要发表有关全省

“物质建设之专门著述及建设问题之讨论与批评”等

建设方面的理论文章、指导性文件、各种调查研究报

告等[3 ] 。其理论文章侧重于种植、养殖、合作经营

等。其栏目有插图、论著、计划、报告、公文、提案、统

计、记事、附录、征工服役等。创刊号载有郑聿浚的

《临朐鲁桑之研究》;李象震的《疏浚笃马河系计划

书》;丁礼卿的《改良农具初步计划草案》等论文。此

外 ,还有山东省建设厅的委令、训令、公函、公告、提

案、大事记等。

该刊内容丰富 ,刊文较多 ,各方面作者投稿热情

很高 ,稿源非常充足 ,创刊号发文内容多达 250 余页。

其启事中有“本刊积稿异常丰富 ,惟以限于篇幅 ,未能

尽量登载 ,愧歉无似 ,所遗鸿篇巨制 ,俟第二期出版 ,

再行选尤 (优)揭载。”[4 ]创刊号用 17 页篇幅发表郑聿

浚的《临朐鲁桑之研究》,从鲁桑的种类、鲁桑的繁殖、

鲁桑的剪定与采伐、桑园的形势及其耕耘施肥、桑具的

种类及砍伐技术、鲁桑的病虫害及防治等方面 ,对桑树

的种植与山东省桑树的改良方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

述。该文图文并茂 (共有插图 20 余幅) ,通俗易懂 ,言

简意赅 ,既有理论 ,更有实用价值和可操作性。

三、川康建设

综合性建设月刊。1943 年 1 月 1 日创刊于重

庆。川康建设杂志社编辑出版和发行 ,南方印书馆印

刷。创刊号有傅况麟的《我们的使命》(代发刊词) 。

出版至 1945 年 ,出至 2 卷 2 期。

该刊以“阐扬国父遗教、政府国策 ,促进川康建

设 ,完成抗战建国之使命”为宗旨[5 ] 。主要刊登 :各

种建设理论的阐发 ;各种建设方案的拟议 ;川康各地

经济、政治、教育、实业及其他各种建设事业实况与调

查 ;川康各地名胜、形势、物产、民风的写真 ;宣传对川

康建设有贡献的古今贤哲 ;从事各种建设事业人员的

经验与心得 ;有关川康文物的美术、文字、图画、照片 ;

各种有关建设的法规与统计资料等。其栏目有论述、

人物志、短写、四川政治史料、四川建设史料、文艺作

品等。创刊号载有任师尚的《川康兴业公司概况》;吕

超的《开发大凉山之理论及其方案》;潘昌猷的《发展

民营事业之管见》;静一的《川康工业建设刍议》;杨纽

章的《都江堰与成都平原之水利》;王锡文的《陪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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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供应之机构计划及其实施》;戴季陶的《实施西康教

育之方针》、《关于西康》;何高仪的《川康文化建设方

案》;孙鼎的《四川工业之原动力》;宋人杰的《重庆外

围 ———新东西山建设计划》;林宏仁的《川康经济建设

与计划经济》;邓锡侯的《川康建设与抗战建国》;陈访

先的《中央在川康之赈济事业》;胡焕庸的《川康建设

与地理研究》;易明晖的《四川的气候》;康心如的《四

川的商业银行在做些什么 ?》;乔西萍的《建设中之西

康》;冯云仙的《川西夷地考察记略》;黄天明的《四川

的榨菜业》;欧阳梓川的《日本掠夺下的中国盐业与川

盐》;编者的《四川滩道灌溉》、《川江的险滩》;宁芷村

的《四川水泥公司是怎样成功的》等。

该刊提出“一、我们要密切适应现实的需要 ,致力

于建设理论的探讨 ;二、我们要根据明确的理论 ,尽量

检讨已有的方案 ,搜集宝贵的素材 ,拟议具体有效的

计划 ,以备当局之采择 ,并督促其实行 ;三、我们必从

各种建设大计的实施中 ,缕述工作的优点和缺点 ,使

社会了然于建设的真情 ,而能积极投资与援助 ,鼓励

事业家进取的雄图 ,愈益坚定国人必胜必成的信心 ;

四、基于现阶段生活上的必须 ,我们必切实调查川康

的特产 ,川康原料 ,以为发展小型工业的准备 ,力谋日

用品的增产 ,尽可能地解消战时物价飞涨的痛苦 ;五、

川康幅员辽阔 ,农村社会的实况 ,不易为社会所洞澈 ,

坐是 (视)投资者裹足不前 ,企业家束手无策 ,货弃于

地 ,等于暴殄天物 ,本刊自当在统计、调查方面 ,踏实

做法 ,供设计者以最可靠的资料 ;六、我们更拟透过文

艺的形式 (小说、诗歌、戏剧、传记等) ,发扬历史的光

辉 ,描写地理的胜迹 ,记录今昔事业家、政治家、发明

家的丰功伟业 ,作当世的楷模 ,起青年的景崇 ,而能知

所奋发 ,继往开来。”[6 ]从中可以看出 ,该刊适应现实

的需要 ,致力于建设理论的探讨 ,分析现有的建设方

案 ,收集建设素材 ,拟议具体有效的计划 ,供政府参

考。另外 ,在川康特产、川康原料、农村社会实况等的

统计、调查方面文章保存一些史料。

四、农村建设

综合性建设月刊。1943 年 1 月 1 日创刊于江苏

南京。农村建设月刊社编辑 ,中国农村建设协会出版

和发行 ,时代印书馆印刷。创刊号有廖家楠的《发刊

词》。褚民谊题写刊名 ,梅思平等题词。1944 年 3 月

停刊 ,出至 2 卷 3 期。

该刊以复兴农村建设、改良农业生产技术等为办

刊宗旨 ,主要刊载“举凡理论之商榷 ,实验之报告 ,有

关于农业各方面之记载 ,无不罗列以公诸于社会”等

有关农村行政、教育、治安、卫生、农业技术、记载、特

写、农情调查、实验报告等稿件 ,栏目有专载、粮食问

题、调查与研究、农村建设概览、附录等[7 ] 。创刊号

有褚民谊的《从事农业改良者应有的认识》;李祖虞的

《关于垦荒的感想》;廖家楠的《战时农业生产》;陈端

志的《小行实验区的初期调查工作》;何嘉译的《农村

生活与农村社团》;唐有梁的《明日之粮政》;童玉民的

《中国粮食问题要论》;黄震寰的《粮食增产问题之检

讨》;胡良恕的《农田与水利》;江芝轩的《中国农村建

设应取方针的我见》;陶秉钧的《今后农村典当事业之

究讨》;徐巽行的《中国农村建设之途径》;张旦初的

《复兴农村经济声中的几个先决问题》;亚君的《长江

流域的农产资源》;孙全杰的《京郊农村调查》;顾伯明

的《水稻开花试验之研究》等。此外 ,还登载了农业评

论文摘、农村新闻摘要、农业团体简讯等。

农业是中国立国之本 ,“重农”是中华民族的生命

线 ,建设农村、发展农业是使中华民族全体走向富强

的必经之路。然而 ,事实上如何呢 ? 20 世纪 40 年代

的中国 ,民众惶恐与日俱深 ,使得农不安农 ,有些人把

其原因归结为是连年战乱、掠夺争杀、天灾人祸的结

果。褚民谊《从事农业改良者应有的认识》一文对此

进行了分析。他认为 :政治、战乱与天灾人祸等不是

农人不安于农村的根本原因 ,战乱与天灾是有时间性

与地区性的。今年如此 ,明年、后年或许恢复 ;甲地如

此 ,乙地却是另一种情况 ;水旱螟蝗能使良田成为赤

土 ,但农家人早已司空见惯。文章进一步分析 ,真正

使农民不安于农村的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导致心理上

的恐慌进而带来逃离农村的一种风气。如农村差不

多是原始生活 ,而都市是 20 世纪的生活状态 ,农村与

都市之间的生活差距“简直可以说相差好几百年”。

因此 ,要使农民回到农村去的办法 ,不是贴标语喊口

号就能解决的 ,必须“有切实的研究 ,正确的见解 ,一

致的行动 ,坚决的主张。”要打算复兴农业 ,必须做到 :

“(一)联合资本家 ,充实经济能力 ; (二) 改进农村建

筑 ,使农民安居 ; (三) 革新农村设备 ,使农民乐业 ;

(四)改善农村生活 ,使农民安心 ; (五)提倡农村娱乐 ,

使农民养志 ; (六)普及农村教育 ,使邪说不张 ; (七)奖

励农民学行 ,使事业进步 ; (八)奖励农民经济 ,使利无

不兴。”作者认为 ,如果能做到以上几点 ,则农民不劝

自归 ,农业不改自进 ,农村复兴 ,可指日而待。其复兴

农业的 8 项主张 ,对改进当时农村建设 ,提高农民的

生活水平 ,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文中最后提出 ,要想

改进农业 ,必须做到“(一)先竭力保全中国农业之长 ;

(二)非必要时 ,少使农民有变动 ; (三)劝用新法 ,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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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易者入手 ; (四)使用新具 ,先从廉利者入手 ; (五)集

资购买新具 ,先借贷试用 ; (六)贷具使用见利 ,再拨款

购买 ; (七)懋奖少年农民 ,使见异不迁 ; (八)分年推进

改良 ,俾最终收效。”[8 ]

五、四川建设

综合性建设不定期刊。1944 年 2 月 15 日创刊

于四川成都。四川建设杂志社编辑出版和发行 ,四川

省印刷局印刷。张益弘任主编 ,郭问宇、杜声农任编

辑。创刊号有编者的《创刊词》。仅见 2 期 ,第 2 期为

1944 年 2 月 31 日出版 ,当年 7 月停刊。

以“倡导四川之经济建设 ,使有助于各种建设之

成功及国家民族之复兴”为宗旨[9 ] 。其主要内容为

阐述孙中山先生建设方面的遗教 ;论述各种经济建设

原理与实施方案 ;译述国外 (欧美)经济建设的重要资

料 ;介绍各省经济建设概况 ;调查各县物产、资源及其

建设概况 ;分析以往经济建设中的得失经验 ;宣传政

府建设法令等方面的文章。主要栏目有特载、建设论

著、建设特辑、省外建设、建设征文、译述、建设人物、

调查报告、建设资料等。创刊号载有张群的《本年川

人努力之目标》;胡子帚的《如何确立战后四川经济建

设方案 ?》、《川西的工业建设》;张益弘的《国父经济建

设的原理》;郭问宇的《国父实业计划与四川经济建

设》;彭维基的《四川历代矿业史略》;卫友松的《利用

石油沟天然气行驶渝市公共汽车或发电计划》;曹国

权的《四川雷波铁矿地质》;胡竟良的《四川棉业之估

价》;董时进的《建设与建设风气》;杜声农的《对四川

经济建设的希望》;刘子健的《甘肃工业资源与其建设

前途》;四川省建设厅统计室的《四川资内糖业之概

况》;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的《抗战后四川食粮作物改进

概况》;杜国安的《大邑县神仙桥煤田地质调查报告》

等。

创刊号上张群的《本年川人努力之目标》,分析了

抗战胜利前夕国内外的形势 ,以及面临的任务。从宪

政建设、经济建设方面分析了四川的基本状况以及未

来的努力目标。政治上 :在原有基础上加紧推行地方

自治 ,完成新县制 ,实行乡镇长民选 ,训练乡镇干部 ,

划分乡镇财政 ;经济上 :促进地方经济组织的健全 ,扶

助地方经济发展 ,重点进行水利建设 ,农业增产 ,外销

物资改进 ,各县的乡镇制造等事项。最后 ,论述了人

才与建设的关系 ,提出采取多种措施培养训练人才。

六、建设评论 (北平)

综合性建设半月刊。1945 年 10 月 10 日创刊于

北平。(北平)建设评论社编辑出版 ,大业印刷局印刷

与发行。创刊号有编者的《创刊献辞》。当年 11 月停

刊 ,共出 2 期。

该刊以“对政府现实的施策”,“具有渗透的作用 ,

以求彻底 ,或是具体有效的建议于政府”,“对政府未

来的施策 ,具有诱导的作用 ,言人民之所不能言 ,告政

府之所不能知 ,广范围的 (地)供给政府以客观可靠的

资料 ,以期政府的施策 ,无悖于现实的潮流”;“启迪民

智 ,奠定民主政治基础”;“潜移默化 ,提高国民关心国

事的水准”;“发扬民意 ,完成民主政治的实际”为宗

旨[10 ] 。其栏目有社论、时评、专载、论著、译述等 ,主

要刊登“有关国家建设大计 ,诸如军事、政治、经济、文

教各门类学理之探索 ,现实之检讨评论等著述”等稿

件[11 ] 。对来稿要求“讨论的课题 ,力求其精悍 ,不求

其广泛 , 推敲彻底 , 阐述精辟 , 不为空言 , 不作泛

论”[12 ] 。创刊号载有者兴的《国庆纪念感言》;少君的

《双十节寄语同胞》;浦渔的《民生工业的建设》;邹光

鲁的《现行货币之检讨》;寒光的《乡村建设的再认

识》;季良的《东北建设刍议》;余森的《沦陷八年的华

北农村经济》;张君宝的《西亚细亚各国之经济现状

———伊拉克》等。

七、广东建设研究

综合性建设月刊。1946 年 8 月 1 日创刊于广东

广州。广东建设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和发行 ,国民印

刷所印刷。创刊号有罗卓英的《建民国进大同》(代发

刊词) 。标为月刊 ,实际为半年刊。出至 1947 年 7 月

2 卷 2 期停刊。

该刊以“研究广东复员建设问题 ,拟订方案 ,提供

政府采施”为宗旨 ,主要刊登 :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方

面的专著 ;广东省建设事业的专题研究 ;广东省经济

建设的计划方案 ;全国各地建设事业的相关报道 ;广

东省各地建设通讯 ;广东省各地建设资料 ;过去建设

事业的检讨 ;历史上各种建设事迹研究 ;其他有关建

设问题的文章。栏目有通论、专论、资料、会议记录、

专载等。创刊号载有黄文山的《国际文化合作计划刍

议》;姚宝猷的《提高行政效能实施办法刍议》;张耀秋

的《论健全县政之基本问题》;朱祖英的《崇念国父提

高中山县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刍议》;毛礼锐的《论广东

的文化及教育建设》;李翼纯的《两广矿业检讨与今后

发展之方法》;陈安仁的《各国社会救济事业与广东应

有之设施》;梁钊韬的《连南县安化工作管窥》;区琮华

的《建立广东县银行问题之商榷》;温文光的《广东园

艺事业之重要与战后设施》等。此外 ,还有《广东省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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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纲领》、《两广之雨量》、《如何解决广东粮食问题座

谈会纪录》、《东莞县民办水利工程概况》、《广东通车

公路里程》等。

罗卓英《建民国进大同》(代发刊词)一文 ,提出了

广东建设的 5 个方针 ,即“一为选贤任能 ,树立廉正风

尚 ;二为扶助农工 ,改善人民生活 ;三为健全县政 ,巩

固宪政基础 ;四为奖励科学 ,促进现代文化 ;五为发展

侨务 ,充实建设力量。”[13 ]从经济、政治、文化方面论

述了广东省 3 年的建设计划 ,提出“本省农业工业并

重 ,人民经营自由与国家的经济计划融洽为一体 ,公

营事业与民营事业的种类作明确的划分。在发动民

资侨资与欢迎外资的原则下 ,我们在广东要次第兴办

的工业 ,有钢铁、机械、电气、化学、粮食、衣服、居室

等 ;此外 ,同时要振兴与开发农业、林业、渔业、牧业、

矿业、交通、水利与企求金融之改进。”“奖励科学研

究 ,保障学术自由 ,并改造社会风气的原则下 ,我们要

急速改进学校教育、社会教育 ,奖励科学的研究与发

明 ,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改善戏剧电影 ,完成省志县志

与编印广东文献 ,扩充民众教育馆 ,成立各县图书馆、

博物馆、科学馆 ,增设巡回教育团及其他”等建设规

划[13 ] 。

黄文山的《国际文化合作计划刍议》对战后建立

一个没有战争制度的世界文化 ———这个值得全世界

人民关注讨论的课题 ,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该文认为

一是近代的民族战争与极端的民族主义有着错综复

杂的关系 ,战争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战争本能”,“世

界文化思想之演变 ,从宗教到部族 ,从封建到王国 ,从

城市到民族 ,从国家到联邦乃不易的轨辙 ;二是认为

过去的国际文化合作组织从出版、学术沟通、博物馆、

自然科学者、各种学术研究的调查者等方面的工作有

必要检讨 ,国际文化合作被冠以“知识合作”的不妥 ,

美国等不参加“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亦属不妥 ,“国

际合作运动”也缺乏完整的理论基础与长远的规划

等 ;三是认为科学应为人生而服务的理论、组织动态

和平的理论、统一世界路线的理论、国际互依的理论、

世界和平不可分割的理论等应为有关世界文化理论的

主流 ;四是认为国际文化合作的基本原则是民族战争

的终止在于战争原因的祛除 ,而战争原因的真正祛除

必须从国际文化合作做起 ,建立良好的国际文化合作

必须坚持综合的原则、功能的原则和动的均衡原则。

八、吉林建设

综合性建设类月刊。1946 年 11 月创刊于吉林

省吉林市。吉林省政府建设厅吉林建设编辑室编辑

出版和发行。发行人徐晴岚 ,吉林省印刷厂印刷。创

刊号有徐晴岚的《计划的自由经济之建设》(代发刊

词) 。省主席梁华盛为其题词“建设美丽的新吉林”。

当年 12 月停刊 ,仅出 2 期。

该刊以发展吉林、促进吉林的自由经济建设为宗

旨 ,主要刊登经济建设方面的文章 ,同时也刊登政府

的公文、政策法规、调查报告、文艺随笔等。创刊号载

有梁华盛的《建设新吉林》;傅钧陶的《吉林省交通建

设与管理》;唐开信的《合作事业的使命》;王祉厚的

《论战后我国经济制度及实业之复兴》;于海宽的《开

垦与移民》;张纯智的《松花江的洪流》;汪海澄的《新

农村建设刍议》;编者的《捣毁原子器》;鄂士谔的《人

民对政府的信仰与国家建设》;文欣的《由日本的残余

工业谈到中国工业之建设》;徐立荃的《怎样利用松花

江去开发吉林资源》;顾客的《多角型的蜕变》;郑玉波

的《论地方建设》;李枝栋的《吉林省的水产资源》;曲

毅达的《东北经济的回顾与分析》;杨润时的《谈林业

的使命》;刘励的《谈技术人才与经济建设》;叶永春的

《吉林省的造纸工业》;编者的《吉林省公务员服务信

条》;于长涛的《读了满洲农业研究三十年》;黄积盛的

《东北合作运动的概况》;陈思述的《矿业性质的检

讨》;景文的《吉林省工业概势和发展的趋向》;侯雅廉

的《吉林建设的我见》;王秉纯的《东北农业的危机与

打开对策》;李锐的《我国现代合成化学》;王权的《吉

林省森林管理概要》;赵丕卓的《东北九省洋灰工业概

观》;郑襄贤的《土地合作计划》;曹云章的《东辽河水

利的开发》等。

徐晴岚《计划的自由经济之建设》(代发刊词) 一

文 ,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式 ,在当时提出了“计划的

自由经济”主张 ,其某些观点与主张 ,对今天的经济建

设有一定的借鉴和学习作用。

九、建设评论 (上海)

综合性建设月刊。1947 年 9 月 20 日创刊于上

海。上海建设评论社编辑出版和发行 ,中和印刷厂印

刷。曹茂良任主编 ,周阆风任编辑。创刊号有编者的

《发刊词》。出至 1948 年 7 月第 8 期。

该刊以“阐发建设理论、研讨建设问题、沟通建设

消息”为宗旨 ,主要登载与建设有关的各方面著述 ,营

建技术理论与实践 ,与建设有关的科技、政治、经济、

社会、文艺及建设界名人传记等文章[14 ] 。

其主要栏目有 :专论 ,重点登载批评与说明当前

与建设有关的各种现实问题 ;研究 ,登载关于营造与

合作方面特殊性问题的叙述与分析 ;通讯 ,报道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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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实际情况 ,提出问题 ,总结经验 ,以供大家学习

借鉴 ;介绍 ,叙述古今中国建设方面卓有成就的著名

人物及其生平与事业 ;问答 ,聘请专家学者解答读者

提出的法律、医药、工程等方面的问题 ;资料 ,整理收

集营建及合作方面的各种文字。创刊号载有赵祖康

的《建设与建设人》;吴开先的《精神建设的重要性》;

王子扬的《全面建设论》、《建筑工程事业之回顾》。此

外 ,还有《市区住宅之建设》、《谈谈现在的营造事业》、

《公输般考略》、《上海港务现状与改良刍议》等 ,以及

营建始祖公输般画像、中国建筑界先驱杨斯盛先生画

像与传略等。赵祖康的《建设与建设人》一文 ,从工程

建设的角度论述了技术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该文指

出 :“欲办工程建设 ,须有‘建设人’,何谓‘建设人’?

余以为‘工程机关’‘工程学校’‘工程厂商’三者为其

主要。”“余故以为在今日而言建设 ,首当在政府与社

会皆能认识‘建设人’之重要 ,而培养之 ,扶植之 ,奖励

之。”同时 ,该文还指出 ,建设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建设

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军事的等方面。

王子扬的《全面建设论》,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

提出了开发建设西部的观点。在谈及东南沿海与西

南、西北的差距时 ,文中提及 :“我国过去的建设 ,集中

于沿江沿海一带 ,试看东南各省 ,不但工厂学校比较

多 ,就是道路、桥梁、水利等建设 ,也都步式欧美 ,渐臻

现代化。反观西南西北边远省份 ,则工商不兴 ,教育

落后 ,所有道路河渠 ,还是维持着数百年前乃至数千

年前的古老状态。”在谈到全面建设时 ,指出 :“今后的

建设 ,应当全面化。只要是中华民国的土地 ,不论东

西南北 ,我们都要建设。沿江沿海一带 ,由于战争的

破坏 ,故然极需复兴 ,即边远省份 ,还是要继续开

发。”[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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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期刊史学术研讨会在河北农业大学举行

9 月 9 日下午 3 时 ,值此《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创刊一百周年庆典之际 ,首届中国期刊史学术研讨会在河

北农业大学东校区逸夫活动中心一楼报告厅举行。会议分别由河北省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

《河北理工大学学报》主编任火编审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主编李维东编审主持。河北省新闻出版局报

刊处处长阴万森 ,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西北大学学报》主编姚远编审 ,河北省高校自然

科学学报研究会理事长、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黄金祥编审等参加了会议。来自北京、河北、陕西等

省 (市)期刊界的专家、学者在会上交流了论文。

此次研讨会由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编辑部承办 ,旨在繁荣中国期刊史研究、促进期刊学发展。

(王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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