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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关中学报》是 1906 年陕西宏道高等学堂主办的一份文理综合性学术

杂志 , 它是陕西以至西北地区诞生最早的期刊 , 也是中国最早的高等学校学报。作

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 , 它在宣传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传播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和文

化 , 进行学术交流 , 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关中学报》的创办及办刊宗旨

晚清的中国教育体制在欧风美雨的冲刷下逐渐出现新旧递嬗 , 1901 年 1 月 29 日 , 清廷

发布上谕 , 实行所谓新政。是年 8 月 , 又颁布“兴学诏书”, 鼓励兴办学堂 , 而后 , 全国出

现了大规模的兴办学堂的热潮。次年 , 陕西省在省城西安考院及崇化书院旧址设立陕西大学

堂 , 又将三原宏道书院改为宏道大学堂 (后改为宏道高等学堂) , 并将毗邻的泾阳味经、崇

实书院并入。宏道高等学堂“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 , 以各学有专长为成效”, 设内政、外

交、算学、方言四科。学堂设有图书馆、阅报室 , 并集中了以胡均为学堂监督的一批进步人

士组成的师资队伍。1906 年 , 由于时局发展及社会的需要 , 宏道高等学堂的几位教师协商

创办《关中学报》, 宏道高等学堂在《移送学务处关中学报文》中说道 :“窃照东西各国振兴

学务不遗余力 , 每事皆有学 , 每学皆有报 , 所由进化甚速 , 国势益强。中国近年以来 , 学校

林立 , 报纸日增 , 而学报尚少 , 识者憾焉。陕省河山四塞 , 交通不便 , 阅报者已落落如晨

星 , 况于学报文化之灌输既迟 , 学界之发达益缓。自非设法开通难期进步。本院筹思及此 ,

爰嘱二三士绅拟定章程 , 创为关中学报 , 大旨在开通风气 , 输入文明。征文虽宽而持论必归

于正 , 取材虽博而索值必极其廉。各门科学 , 则为小学利用起见由浅易入精深。即校外修业

之士按期购阅 , 亦可渐窥门径。至于教育一门 , 语焉尤详。冀于办学之员绅 , 师范之教员有

所取资 , 立意颇为周密。兹当第一期出版 , 由该馆呈送前来本院复阅 , 尚属妥善合行移送 ,

为此备移。贵处请烦查照鉴正转呈督 (抚) 部堂院 , 并发省城各衙门、各学堂及各府、直隶

州转发所属各州县各学堂。以后各处定报交费发报等事 , 即径向三原关中学报馆及省城分馆

交涉 , 以省文牍 , 仍将购阅若干份报明”。[1 ]

礼泉县举人、宏道高等学堂教员王世德又在《关中学报序》中写道 : “学务上尚有其附

属物 , 在也学报。盖人智以交通而日进 , 知识以交换而倍增。世界各国之文明 , 不皆其地之

产物也 , 亦彼此相运转而已 , 有如日本文明骤进之国也 , 然何者为其地之产物 , 何者不自运

转而来。运转速则文明之增进也速 , 运转迟则文明之增进也迟。若其僻处一隅 , 自为风气不



能有所运转 , 或运转矣 , 而不得其所以运转 , 则其学术必且窒塞不灵 , 不能自立于学战之世

界。吾念及此 , 吾为吾国学界惧 , 吾为吾陕学界大惧。昔十字军之东征 , 实载吾东方之文物

以归 , 而欧洲之文学以兴 , 今复取而归之东方 , 以为吾兴学之资 , 是在我之善为运转而已。

游学他方 , 乃运转文明之正义 , 然需费浩繁 , 不能普及也 ; 编译书籍 , 乃运转文明之捷法 ,

然过劳披阅 , 恐难卒读也。⋯⋯而效益甚大者 , 举莫学报若也。欧美各文明国 , 莫不以报章

之多寡为其国学术进退升降之原故 , 其所以提倡之者不遗余力。农工有报 , 商业有报 , 政法

有报 , 经济有报。有普通报、有专门报。要而言之 , 无事不有学 , 既无学法不有报 , 无人不

知学 , 即无人不阅报。而又加之以印刷之精 , 轮舟铁路之便 , 一新理之悟 , 一新法之出 , 朝

甫脱稿 , 夕已印行 , 朝出伦敦 , 夕入巴黎 , 不数日 , 而各国学士文人皆持有其国之译本。相

与探讨 , 相与研究 , 相互证明 , 相互辩论 , 有所缺则相与增补之 , 有所误则相与纠正之。是

学术上之大会合 , 是学术上之大竞争 , 其促进文明之力非常伟大。”在谈到筹办刊物的必要

性时 , 他又谈到 :“我国报章之发轫 , 仅十数年。我国科学之发轫 , 才数年耳。前此虽有报

馆 , 无裨学务 ; 虽研科学 , 亦祗少数之人 , 于学界无大影响也 , ⋯⋯当此兴学伊始取资正

多。而独至所谓学报者 , 仅疏疏落落如晨星之可数。是则文明之不足 , 尚有待于扩充者也。

⋯⋯大东洋东 , 大西洋西 , 学海潮流 , 滔滔乎奔注于吾国 , 弥漫于沿海一带 , 稍一停蓄 , 遂

向大陆趋赴而来 , 我大陆学界 , 当有以迎之 , 不当有以拒之 , 尚有以通之 , 不当有以塞之。

取其已发达之文明 , 以助我文明之发达。取其已进步之学术 , 以助我学术之进步。是则吾陕

学界上最急之务 , 凡我学界中人 , 皆与有责者也。同人有见于此 , 而知对于学务上、地方上

俱有应尽之义务也。不揣木寿昧 , 创为此编。⋯⋯譬之军事 , 学堂其正兵 , 学报乃其游兵也。

取诸彼以与此 , 使吾陕学界与全国学界、全球学界 , 如影随形 , 如响应声 , 有息息相通之

势 , 以助成我陕人之新道德、新知识、新技艺。以助成我国学界上之能力 , 使之雄飞于世

界。”[2 ]

《关中学报》1906 年 6 月 1 日创刊 , 每月二册 , 朔望出版 , 每册零售 9 分。32 开本 , 60

页 , 铅印 , 通栏竖排 , 采用古籍线装书册。报馆在三原县北城崇贤街 , 分馆在省城西安南院

门 , 并在陕西各县及甘肃兰州等地设有代派处。为了提高办刊质量 , 该报还在 1906 年第 13

期封面刊登告示 :“本报创办伊始 , 缺点甚多 , 谬承诸君子不弃 , 俯赐采纳 , 销数日增 , 敢

不勉竭愚诚冀酬雅谊。现已从京、津、沪、汉及日本增购新闻杂志多种 , 当益博览旁搜 , 以

期材料丰富”。《关中学报》停刊时间不详。据史载 , 1910 年 (宣统二年) 宏道高等学堂改

为宏道高等工业学堂 , 辛亥革命时 , 学堂自行停办 ,《关中学报》可能也随即停刊。

二、《关中学报》的内容及其特色

《关中学报》的编辑兼撰 (译) 稿人主要有胡均、张秉枢、王世德等一批进步人士。其

主要人物胡均 , 三原东关人 , 乡试中举任内阁中书 , “公车上书”之举为骨干之一。戊戌政

变后 , 以“康党”中坚人物革职 , 返里后 , 专心从事教育 , 先任宏道书院山长 , 继任宏道高

等学堂监督。张秉枢 , 祖籍陕西临潼 , 勤奋好学 , 尤对数学独具钻研精神 , 是清末陕西著名

的数学家。乡试中举后被任命南郑县知事 , 因不满迫害“康党”, 拒不赴任做官 , 到宏道学

堂边教边学 ,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 考取官费留日。归国后 , 同胡均共同主持宏道高等

学堂 , 后任西安府中学首任总教习 , 终身致力于科学、教育。有上面办刊宗旨和这些进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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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作为主笔 , 就决定了《关中学报》的科学态度、进步立场和既反映校内作者的科研成果 ,

又为基础教育服务的二元方针。

《关中学报》的栏目设置 , 有文牍、论说、教育、经学、政治、历史、哲学、地理、理

科、实业、杂俎、要闻等。从 1906 年、1907 年两年的部分刊物来看 , 刊登有以下方面的内

容 :

(一) 文牍 : 学部奏设遵议裁撤学政请设直省提学司摺 , 沈兆　条陈扬州府属学务改良

事宜 , 马相伯观察续禀两江督帅稿 , 移送学务处关中学报文 , 江苏学务总会致各分会书 , 晋

抚恩奏晋绅创设中学堂由官筹款协助摺 , 学部奏提学使办事权限章程摺 , 学部奏定考验游学

毕业生章程 , 直隶袁奏拟定法政学堂章程规则摺 , 学部咨各督抚文 , 学部颁定各学堂议罚章

程 , 学部官制草案 , 学部奏定师范学堂毕业奖励章程、大学堂师范毕业生出洋游学章程等。

(二) 论说 : 关中学报序 (王世德) , 论宜严订学律 (录大公报) , 讲求普及教育法论

(留美学生稿 , 连载) , 论普及教育增进国民程度为立宪预备 , 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 (选录 ,

连载) , 教授新法 (选录) , 论学堂宜用官话 (王世德) , 论我国民亟宜组织风俗改良会以补

教育之不足 (小学教习朱志彝 , 连载) , 国文之研究 (选录) 、陕西兴学论 (选录) , 兴教育

宜先正明学者之宗旨说等。

(三) 教育 : 东瀛教育家丛谈撷要 (吴县沈恩孚 1904 年赴东考察学务两月 , 自成游记一

篇。主要采访帝国教育会会长迁新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文部省视学官冈

五郎等人的谈话记录 , 连载) , 教育目的论 (江口辰太郎 , 连载) , 伦敦初等教育之状况 , 高

等一学年理科教授之资料 (胡均译述) , 初等小学第一学年国文教授案 (胡均译述) , 小学地

理教授法等。

(四) 经学 : 大学古义 (刘古愚 , 连载) 。

(五) 政治 : 日本宪法释义 (壁千 , 连载) 。

(六) 历史 : 迦太基将军汉尼巴传 (李效功) , 东洋史表解 (李效功、胡均译 , 连载) 。

(七) 哲学 : 哲学提纲 (上海震旦学堂讲义 , 连载) , 伦理学讲义 (王世德 , 连载) 。

(八) 地理 : 欧罗巴各国首府志 (君可) , 速成师范·中国地理 (胡均编著) , 中国铁路一

览表 (选录) , 沙漠者亦中国之宝库也 (孙瑗) , 云南腾越厅属物产人种矿厂调查等。

(九) 理科 : 理化试验须知 (张秉枢译意 , 连载) , 生理卫生表解 (张秉枢译 , 连载) ,

理科思潮 (张秉枢) 。

(十) 实业 : 采取石油法 (节译 , 张秉枢) , 肥料篇 (张秉枢译辑) , 商业杂志 (即辙合

制度 , 张秉枢译) 。

(十一) 杂俎 : 汇集了外国许多科技知识和新创造发明。如人工造丝 , 操纵鱼雷 , 蓄音

信片 , 轰散冰雹 , 瀑布功用 (水力发电) 、火油新制 , 女士航海 , 海底通道 , 火中头盔 , 人

力催眠 , 胎产新说 , 发现新脑 , 乳粉新法 , 显微远镜 , 无线电机 , 尸能久藏 , 无烟火药 , 电

话便民 , 自然电灯 , 生电新法 , 升天有术 (汽球) , 声有异同 , 气水养生 , 火山变态 , 调查

聋人 , 电报传字 , 以光治病 , 测潮汐仪 , 治痨要理 , 帆船电机 , 验温之法 , 阻煤自焚 , 粉墙

机器 , 煤气燃灯 , 制宝石法 , 航海新器 , 摄影新法 (彩色摄影) , 地底古迹 , 电话进步 , 取

鱼新法 , 以电锯木 , 电放烟火 , 捋牛乳机等。

(十二) 要闻 : 主要是教育新闻 , 如学部教育研究所开办 , 兵部学馆之内容 , 京师大学

堂之内容 , 请饬中小学堂注重实业 , 学部拟通咨各省广设幼稚园 , 大学预科学生于暑假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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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湖北矿产 , 大学堂拟添官话科 , 议派学生学习裁判 , 报界发达 , 学部议考泰西学制 , 学堂

爱国 , 派员赴东学习监狱 , 学部声明留学生应试资格 , 请禁缠足之快闻 , 议拟改订新法律 ,

考试事专归学部 , 设陆军大学之先声 , 创办数学讲习会 , 振兴实业 , 留学铁道之调查 , 川汉

铁路改道之计划 , 等。

(十三) 广告 :《关中学报》1906 年第 2 期刊登陕西味经官书局印行“学堂应用书籍”3

页 , 有《中国现势论》、《东洋史要》、《西洋史要》、《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英文文法》、

《汉文教授法》、《东语初阶》、《伦理学》、《法国格物课程》、《京师大学堂讲义初编》、《中等

地理教科书》、《原富》等学术著作、中小学教材和文化用品。期刊为出版机构作广告 , 这可

能是较早的例证。

从以上所列可以看出 ,《关中学报》刊载的内容有以下特色 :

(一) 鲜明的时代性和进步性。从维新运动开始 , 康、梁等维新人士始终主张“去塞求

通”、“广开民智”、宣传“西学”作为富国强民之道。《关中学报》积极贯穿这一主张 , 而且

政治倾向也颇具进步性和科学性 , 把译介和传播西方先进文化和近代科学作为主要工作之

一 , 例如介绍欧美、日本的教育制度和概况、教授方法、政治学说、法律制度、哲学思想

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 该刊在《教育目的论》一文中提到 : “社会主义发明最迟 , 其宗旨

不若国家主义之过于偏 , 与世界主义之全无爱国心 , 为今世界所最重”,[3 ]客观地为先进学

说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据考证 , 最早向我国介绍社会主义、马克思学派的是西方

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1899 年在 121～124 期上连载的 , 由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译意、

中国人蔡尔康笔述的英国人颉德著的《社会进化》一书 ,[4 ]在中国人办的刊物中 , 推崇、介

绍社会主义 ,《关中学报》可能还是比较早的。

(二) 综合性的多学科性。《关中学报》所发表的文章既包括了经学、史学、教育学、哲

学、伦理学、语言学、政治等人文社会科学内容 , 又包括物理、化学、地理、采油、肥料、

生理卫生、工业制造等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内容 , 文、理、工兼容。特别是张秉枢在《商

业杂志》一文翻译介绍的西方国家工业制造广泛采用的标准化 : “预依种种之基准 , 以制造

物品为之准备 , 无论何时有一顾客 , 顷刻即可应付 , 此种制度即名之曰辙合制度 (以其闭门

造车 , 出门合辙之说 , 话意相近 , 故易今名) 。依此制度以从事制造 , 不惟省人工 , 省资本 ,

即顾客亦能迅速购买所需之物品。如将船舰之各部分 , 预依一定之基准而制造之 , 则属甚

易。⋯⋯愿我国制造家广采此制度 , 随各国之所需而制完全之物品 , 以决输赢于世界 , 则社

会之幸也。”注重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相统一 , 表现了与早期国内外科学期刊大致相同的综

合性特色。

(三) 栏目设置的多样性。《关中学报》以编译和著述相结合 , 注重发表校内教师的研究

成果 , 集科研、教学、译著、政治、文牍、要闻、杂俎于一体。既有《教育目的论》、《陕西

兴学论》、《国文之研究》、《沙漠者亦中国之宝库也》、《云南腾越厅属物产人种矿厂调查》这

样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 , 又有《欧罗巴各国首府志》、《中国地理》、《理科试验须知》、《教

授新法》、《高等一学年理科教授之资料》等为教学服务的辅导教材 , 还有大量的教育文件、

奏折、要闻以及国外科技新发明、科学新发现的报道 , 既有学术性、知识性 , 又有新闻性和

情报性 , 上转下达 , 提高与普及并重 , 体现了早期杂志报刊合一的多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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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中学报》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

杂志和报纸一样 , 也属于公众传播层次的媒介 , 其真正价值 , 是它的思想、精神内容的

价值和传播信息的价值。美国传播学者彼德森在其著作《20 世纪的杂志》中说到 : “尽管杂

志的及时性不如广播和报纸 , 但它仍能十分及时地反映新近发生的事件。它的及时性和连续

性 , 使它区别于书籍。连续出版的杂志 , 可以刊登读者反应 , 对问题展开讨论 , 故能使争论

长期持续下去 , 可不断增加其影响 , 而不是一次终结。杂志更多的是吸引作者的理智 , 而不

是他们的感觉和情绪。一句话 , 杂志的特性充分地满足了从容不迫、好品头论足的读者对解

释性和指导性媒介的需要”。[5 ]早期的报纸和期刊 , 大多无明显区分 , 出版周期大致相同 ,

均为周刊、旬刊或半月刊。如《万国公报》 (周刊) 、《时务报》 (旬刊) 、《新民丛报》 (半月

刊) 。从内容说 , 同样都刊登新闻 , 发表政论 ; 从形式说 , 开本大小、有无封面、是否装订 ,

也大同小异。只是到了后来 , 由于读者的需要 , 杂志才不刊登新闻而以刊登文章为主 , 形式

也逐渐变成介乎报纸与书籍之间 , 且刊期拉长 , 成为月刊、季刊。而报纸出版周期缩短 , 变

为周报、双日报、日报。20 世纪初我国报刊还是初创时期 , 数量尚少 , 在无现代传播媒体

的情况下 ,《关中学报》毅然承担起传播西方的新文化、新观点、新思想的重任 , 这不但在

陕西 , 就是在全国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关中学报》为半月刊 , 出版周期快 , 时效

性强 , 内容丰富 , 在启迪民智、普及教育等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关中学报》发行后 ,

因指导新学甚力 , 有人持半本学报到咸阳论教育 , 即时被聘为该县教谕 , 一时传为美谈。该

学报在当时影响之大 , 由此可见一斑。[6 ]

我国大学期刊源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新学乍兴旧学犹存的学堂时代 , 这时的学堂渐由

旧式书院 , 中等学堂 , 高等学堂 , 大学堂 , 最终在民国初年演进为成熟的大学体制。大学期

刊亦循此路径 , 渐由中等学术水平的书院、学堂期刊而逐渐演化为高等学校的学术论坛。[7 ]

目前较为流行的说法是 , 我国最早的大学学报是 1906 年 6 月创刊于东吴大学的《东吴月报》

(学桴) , 但辛亥革命前称大学者均为教会大学 , 国人办的学堂 (包括京师大学堂等) 尚无一

所称为大学。更为有趣的是《关中学报》和《东吴月报》创刊时间相同。但《关中学报》是

学堂主管 , 教师主办的刊物 , 而《东吴月报》是由文理学院学生会主办的刊物 , 两刊均为

32 开本 , 前者为半月刊 , 60 页 ; 后者为月刊 , 35 页。从刊物容量、学术水平、编辑出版质

量来看 ,《东吴月报》实在难以和《关中学报》相比。《关中学报》的编辑出版、印刷质量已

完全具备了现代杂志的基本特点 : (1) 定期出版 ; (2) 具有连续性 ; (3) 刊登不同作者的多

种作品 ; (4) 出版周期短 , 时效性强 ; (5) 出版经官方许可 ; (6) 正式向社会征订发售。且

编校认真 , 印刷精美 , 彩色封面 (有红、绿、黄等色) , 空白处还补有尾花。又全国清末有

大学堂三所及高等学堂 24 所 (陕西有陕西高等学堂和宏道高等学堂两所) [8 ] , 按奏定学堂章

程 , 高等学堂属于大学教育。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 , 除陕西宏道高等学堂外 , 其他 26 所

尚无办刊的任何记载 , 所以说 ,《关中学报》是我国学堂时代创办最早的期刊 , 是我国大学

学报的萌芽 , 也是陕西以至西北诞生最早的正式期刊。尽管清末有些学堂办有一些刊物 , 但

严格来说并不是期刊 , 而是一些汇编、丛抄、公报等内部交流资料。就教育杂志而言 , 《关

中学报》虽然晚于王国维 1901 年在上海创办的《教育世界》, 但却早于商务印书馆 1908 年

创办的《教育杂志》, 它在中国近代期刊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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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学报》创刊至今已近百年 , 但有些文章现在看来仍极有价值 , 像强调学习西方先

进科学文化的重要性 , 对普及教育的种种论述 , 学习普通话 (《论学堂宣用官话》) , 正确处

理德、智、体三者的关系 (《论教育与国家的关系》) 等。刊登的《中国铁路一览表》、《云南

腾越厅属物产人种矿厂调查》是研究中国铁路史、云南民族风情、矿产资源的珍贵史料 ; 有

关外国的科技新闻 , 如《电话进步》 (电传 , 可视电话的研制) 、《摄影新法》 (彩色照片) 、

《蓄音信片》 (录音机) 、《海底通道》等 , 都是国外科技发展的同步报道 , 有的近些年在我国

才开始使用和普及 ; 登载的有关教育文件、奏折、新闻是研究清朝末年中国以及陕西省教育

史、科学史和学术文化史的重要文献。当然 ,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 , 《关中学报》也有一些不

尽人意的地方 , 如有的文章连续时间太长 , 且下转没有文题 , 期刊没有统一编码 , 而是以每

篇文章排序 , 目录页只有篇名而无作者姓名等 , 但它仍不失为当时的最好期刊 , 其办刊宗旨

和编辑思想值得我们借鉴。

作者 :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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