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文化交流的年轻学者
———姚远编审的编辑出版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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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远 ,1955 年 1 月出生于周

文化故里陕西岐山县。1977 年

在西北大学物理学系激光专业毕

业后留校做学生工作。1980 年 ,

在科学春天的阳光照耀下 ,走进

《西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编

辑部之门 ,开始了编辑生涯 ,一干

就是 20 年。

1 　投身编辑出版事业 ,架设科技交流的桥梁

西北大学作为一所西北地区的著名学府 ,早在

1974 年就恢复了学报的出版 ,但其编辑出版条件相当

艰苦。姚远作为专职编辑入主学报的二三年里 ,实际

上独挑了从征稿、初审、请专家复审、编辑、校对、印刷、

发行等工作重担。当时西北大学还没有印刷条件 ,西

安市有规模的印刷厂也不愿接受学报这种印数十分有

限的印刷任务 ,姚远只好找到秦岭山脚下的一家印刷

厂 ,每期学报的印制他至少要跑三四趟。每遇学报付

印、校对 ,他总是清晨五六点赶车 ,晚上匆匆忙忙往回

赶。多少艰难的日子 ,那么多繁重的工作 ,他硬是凭着

一股对学报事业的热情和高度责任感 ,一步一步地挺

了过来。在他辛勤的汗水浇灌下 ,《西北大学学报 (自

然科学版)》逐渐在全国产生了影响。

西北大学是一所综合性重点大学 ,许多学科具有

明显的优势。如何突出学报的学术研究特色 ,尽快把

它办成在全国有影响的学报是姚远考虑最多的问题。

他针对当时高校学报普遍学术性不强的实际 ,提出了

西大学报只刊登纯学术论文的选稿原则。从 1981 年

起 ,学报在主要刊登研究论文的基础上 ,开辟了“第一

篇论文”“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史”“综合评述”“学术

动态”等栏目 ,在学术上积极倡导“百花齐放 ,百家争

鸣”,大力扶植科研新人。由于其学术与编辑出版质量

的明显优势 ,率先获准公开发行 ,从而为西大学人与校

内外学术界架设起一座科技文化交流的桥梁。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伴随着我国大学学

报进入上水平阶段 ,姚远主持的西大学报开始下力气

狠抓学术与编辑出版质量。在选稿上他们注重省部级

以上基金资助课题论文和博士、硕士论文的采纳 ,较早

打破内封闭状态 ,积极面向全国 ,面向国际。1993 年

西大理科学报率先改为双月刊。在 90 年代中后期 ,他

们又明确提出了“立足世界科技发展前沿 ,展示西部科

技文化风采 ,兼顾理论探索与应用开发 ,崇尚学术争鸣

与创新求实”的新时期办刊宗旨。编辑们精选稿件 ,加

大科技信息含量 ,按国际化编辑出版标准的高起点要

求编稿出刊 ,使学报的知名度步步攀升。1992 年和

1997 年 ,西大学报 2 次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期刊”,

先后 3 次被列为核心期刊 ,第 1 批进入中国科技信息

研究所选定的统计源期刊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引

文数据库》认定的 316 种固定来源期刊和中国被引频

次最高的 500 种期刊 ,1999 年 5 月 ,又获教育部授予

的全国高校优秀学报一等奖。学报上发表的大量论文

反映的成果获得了国家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美德英

俄等国的相关学科文摘都将西大理科学报发表的论文

作为固定引用文献。2000 年 1 月 14 日《科学时报》公

布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综合类科技期刊影响因子

排名”,以及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公布的排名 ,在 1999

年和 2000 年 ,西大学报连续 2 年位于全国综合性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第 1 名和全国综合类科技期刊第 4 名。

对于像西北大学这样的一所地方大学来说 ,这无疑是

一个“神话”,但这毕竟是事实 ,它的创造者就是姚远和

他的同事们。姚远为我国科技文化的广泛传播与交流

做出了重要贡献。

2 　探寻科技文明源流 ,续写科技期刊发展史

　　随着社会的前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当今出版业

要求编辑工作者既要有专业知识的厚实基础与功力 ,

又要掌握现代编辑出版理论与实践技能。姚远作为大

学学报编辑 ,对这份工作的职责和所需的素养自有其

更深刻的理解。他曾深有感触地说 :“编辑要拿起 2 支

笔 ,一支为他人做嫁衣 ,另一支用来充实自己。”20 年

来 ,他一边编学报 ,一边搞研究 ,在编研结合的出版道

路上留下了一串深深的脚印。

姚远学的是理科 ,干的又是编辑 ,置身古都西安 ,

深受周秦汉唐历史文化的影响 ,对科技发展史情有独

钟。他在初做编辑时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调研陕西科

技发展历史。他曾说 :“1981 年 ,我发表了介绍陕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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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人物的第一篇论文。从那时起 ,我产生了一种强烈

的写作欲 ,决心把陕西历史上的科技人物一一介绍给

大家。”研究历史比较困难 ,业余研究更是困难重重。

当初编辑人员少 ,肩上担子重 ,难得有多少闲暇时间 ,

但他不怕苦不怕累 ,利用节假日 ,放弃休息搞研究。他

经常利用外出开会或办事的休息机会跑图书馆、进档

案馆搞调研。功夫不负有心人 ,几年下来 ,他先后发表

了 50 余篇论文 ,完成了《陕西科技史人物传略》书稿。

最令人难忘的是 1990 年暑假 ,他独自一人在家 ,不分

昼夜地干 ,生活上胡凑合 ,当他写完《陕西科技史人物

传略》最后一稿到阳台透气时突然晕倒 ,磕掉 2 颗门

牙 ,鲜血直流 ,到医院缝了七八针后不得不住院疗养了

一段时日。如今 ,他已是陕西地方科技史研究方面公

认的权威之一。他先后独著、主编或合著有《长安科技

文明》《汉代长安辞典·科技史卷》《明清西安辞典·科技

史卷》《陕西省志·科学技术志》《陕西古代科学技术》

《汉唐气象》《中华科技史话》《从古铜车马到现代科学

技术》《陕西一百个著名人物》《陕西科技新秀》《西北大

学学人谱》等 10 余部著作。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姚远的科研像他主持的西

大理科学报一样迈向了更高的层次。随着我国编辑学

科建设的不断深入 ,他结合本职工作与科技史研究的

基础 ,确立了研究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这一新的研究

方向。大学期刊历经近百年历史风雨的吹打 ,调研工

作相当困难。为了查找早期大学期刊 ,他克服困难 ,拜

访了许多专家学者。1990 年 ,他经西北大学校长张岂

之教授介绍 ,获得北大校长吴树清和国家图书馆馆长

任继愈等前辈的支持 ,调阅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从中

发现了西北大学 1913 年出版的学报《学丛》,改写了大

学学报的历史。他前后大约用七八年时间 ,几乎跑遍

了全国有名的图书馆和有关档案室 ,复制了大量资料 ,

记录了数千张卡片 ,经长时间的分析论证 ,终于撰写成

我国第一部有影响的《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专著 (50

万字) 。专著对清末和民国年间的 2 100 余种科技期

刊 ,特别是大学主办的 500 余种科技期刊进行了首次

历史性学术性论证 ,其中引入了“区域科技文化”的研

究方法 ,极大地丰富了编辑学研究的内涵。原西北大

学校长、区域科学专家、现任陕西省副省长的陈宗兴教

授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称 :这“的确是一件难度不小

的艰巨工作 ,没有一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志气、毅力和

探索精神 ,恐怕是很难做到的”。年轻的姚远做到了 ,

他填补了科技史研究领域、新闻史领域和期刊编辑领

域的一项空白。此外 ,他还主编或合著了《科技学术期

刊撰稿指南》《实用科技写作教程》《青年编辑成才之

路》《科技期刊编辑学导论》等 10 余部编辑学著作 ,在

《编辑学报》《中国出版》《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等刊发表

了 100 多篇论文。

姚远从 2000 年初开始从科学技术史·科技期刊史

和新闻传播学·中国期刊史 ,理文 2 个方向招收硕士研

究生。继获陕西省教委专项科研基金和中国高等学校

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科技编辑学研究基金多次资助

后 ,他的“中国近现代科技期刊史研究”,已被列入中国

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点科研项目 中国近现代科

学技术史综合研究项目。

3 　关注学报公益事业 　促进科技交流的更大

发展

　　科技期刊因其发扬了众多科技工作者团结协作的

攻关精神 ,展示了集体的联合科技力量 ,总是一如既往

地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产生着重大影响。组织当今

科技期刊研究的团结协作与共同进步已经成为科技创

新发展的重要课题。姚远对此不但有深入的思考 ,而

且总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连接了他与众多期刊编辑朋

友们的难解情结。

1984 年 ,他参与陕西省高校学报研究会的筹备 ,

以后 ,他历任陕西省高校学报研究会秘书长、理科理事

长 ,陕西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高校自然

科学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 ,陕西省科学技术史学会副

理事长 ,陕西省青年科技工作者联合会副主席 ,陕西省

出版专业高级职称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

科技期刊评委会委员等多种社会职务。他时常了解各

家学报的困难 ,办会员们急需帮助解决的事情 ,很快成

为学报编辑同仁的知心朋友 ,他的真诚与热情赢得了

会员们的极大信赖。

当学报编辑 ,搞科学研究 ,组织学会活动 ,是姚远

最热爱和特别倾注的事情 ,也是他踏着时代的鼓点 ,一

路追赶而走出的一条新时期学术期刊编辑的新路。他

的确无愧于全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系统优秀编辑及陕

西省教委和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授予的高校优秀编辑工

作者的光荣称号。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理事

长陈浩元编审在谈及姚远时感慨地说 :“长期以来 ,给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位笑颜常开的年轻人对编辑事业

的执著 ,对学问锲而不舍的追求 ,以及在中国科技史、

科技编辑学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成绩。当初和他在一

起的不少年轻人已离开编辑队伍 ,他却一直在这块田

地里勤奋地耕耘 ,已是一位有十七八年编龄的‘老编

辑’了。据我所知 ,他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但却

未见他有些许怨言。”我们有理由相信 ,他的这份热情、

真诚和追求 ,一定会有更丰硕的收获。
(2008 08 23 收稿 ;2002 09 29 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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