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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文博类期刊探析

李守义 (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 北京 10 。。06)

辛 迪 (中国书店出版社 北京 !。0052)

提要 : 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 , 文博类期刊的历史并不太长 ,数量也不是很 多 。然而 , 文博

类期刊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产物 , 是中国近代文博事业发展的重要窗口 , 是近代文博研究成果

交流的重要平 台 , 在 中国近 代文博事业 发展 史上 占有相 当重要的地位 。 它对 国外先进 博物馆 学

理论 、 考古学理论的引进和近代中国文博事业的兴起做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 , 系统杭理 出近代

文博类期 刊的历 史发展脉 络 , 对研 完整个近代文博事业 发展 史是至关重要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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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时 期 , 在 “科学救 国 ” 理念 的 引

导下 , 新式知识分子以 “启迪民智 、 普及科学 、 促

进学术交流 ” 为宗 旨 , 创办了大量的学术期刊 , 并

在 2 0 世纪二三十年代迎来创办期刊的高峰 , 形成

了现代出版史上著名的 “期刊热 ” 。 在这一时期文

博 类期 刊111开 始陆 续 登 台 。 据 不完 全统 计 , 民 国时

期 , 自国立 历 史博 物 馆 1 9 2 6 年 创办 《国 立 历 史 博

物 馆 丛 刊 》 开 始 , }法续 创 刊 的 各 类 文 博 类 期 刊 达

2 0 多种 , 反映 出这一时期文博事业的迅速 发展和

国民对考古文博知识的普遍需求 。但由于 日本侵华

及国内战火不已 , 正在发展中的文博类期刊同整个

国家 、 民族 的命 运一 样受 到 了严 重摧 残 。这 一时 期

的 文博 类期 刊也 存在 着 出版 刊期 不稳 的缺 陷 , 有些

创办仅一期便夭折 , 有些几易刊名 、 刊载内容有所

偏移 等 。 因此 , 探讨 这一 时期 文 博类 期刊 的办 刊 背

景及其特点 , 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文博事业发

展 史至 关重要 。

(一) 诞生与初兴 (1926一1929年 )

从 2 0 世纪 2 0 年 代开始 , 中 国文博事 业迎 来

了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 。据统计 , 至 19 2 9 年 , 全国

文博类机构有 6 0 余个 。随 着专 门性文 博机构 的出

现 , 旨在传播知识和学术交流的文博类专业期刊也

相继 创 刊 。

图1 民国时期文博 类期刊创刊时间统计表

一 、民国时期文博类期刊的创办与发展

依据 民国时期 文博类期刊 基本走势 图 (图1) ,

可以将其大致划分 为三 个发展阶段 。

! . 第一 本 文博 类期 刊-— 《国立 历 史博 物 馆

丛刊 》

国立 历 史博物 馆 于 1 91 2年 开始 筹设 , 1 9 2 6 年

1 0 月1 0 日正式对外开放 。为 了 “念职 责之 宏巨 ,

思攻 错 于他 山 ” l2] , 于 开放 之 日即 出版 了 《国立 历

【l] 本又探讨的文博类期刊 , 主要以刊载文物研究 、

以 自然科 学为主要 内容的 《博物 学杂志 》 、 《博物 杂志》

[2 」《国立历 史博物馆丛刊》 发刊辞 , 第1年第 1册 ,

考 古研 究和博物 馆学 的期 刊为研 究对象 , 兼涉部分报 纸副刊 。

等期刊 不在探 讨范 围之 内。

19 辞 , 第 l年 第l册 , 1926 年 10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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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博物馆丛刊 》 (以下简称 《丛刊 》 ) 第一期 , 并

于19 2 7年出版丛刊2期 。

《丛刊 》 第一期 “发刊词 ” 明确阐释了刊物的

目的与任务 。其 目的是 : “本刊之作 , 虽以报告馆

务 , 说明藏品为归 , 而职志所存 , 亦凝藉兹舒布 ,

庶缨鸣之益 , 获教时贤 ” ; 其任务是 : 一 曰保文物

以存国性 , 二曰辑 史料以供研究 , 三曰重实验以正

虚诬 , 四 曰整 旧说 以成 学术l1] 。

《丛 刊 》 全 面 反 映 了 国立 历史 博 物 馆 的 主 要

业务工作 。刊载 了 《本馆馆址沿革考 》 、 《本馆开

馆记事 》 等 , 发表了馆藏文物研究的最新成果 , 如

《模制考 工记车 制记 》 、 《馆藏周代彝器记 》 、

《太医院针灸铜像沿革考略 》 、 《太平天国玉玺考

略 》 等 。此外 , 还刊载了馆藏文物精品的图片 , 如

内言卤 、 牺尊 、 巨鹿宋代故城桌椅 、 宋本 《论衡 》

残卷 、 马绍愉致吴三桂书和敦煌石室唐人写经等 ,

供读者鉴赏 。

《丛 刊 》 还首 次披 露 了一批 国立 历史博物 馆所

藏的档案材料 , 以供学者研究 。如 《满清人关前与

高丽交涉史料 》 , 内容包括崇德年间(16 36 一16 43

年)清与朝鲜往来文书 70 余件 ; 《海外所存敦煌经

籍分类 目录 》 将英国人斯坦因 、 法国人伯希和 、 日

本人橘瑞超所盗敦煌文献依类编纂 ; 《盛京清宫藏

品录 》 则介绍了教育部戴克让等人在盛京清宫调查

的内府书画 、 瓷器 、 历代古器及清室奇珍异宝等藏

品目录 ; 《明清之 际史料丛残 》 为1 9 2 2 年国立历

史博物馆清理 内阁档案所获的明清史料 ; 《辽彭城

郡王刘公墓志铭并跋 》 为 19 2 7年在 内蒙古发现的

辽彭城郡王刘继文墓志铭的拓本 。

“除搜集 古物 外 ” , 国立历史博物馆 “特注

意于发掘调查模制之三事 , 于以得前人未明之义 ,

正先儒说解之失 ” 121 , 陆续刊发了该馆人 员的考古

发掘报告 。 如 《丛刊 》 第一期刊发 了 《巨鹿宋代

故城发掘记略 》 , 第二期刊发 了 《信阳汉军发掘

记 》 , 分 别记述 了该馆人 员19 21 年在河北 巨鹿 、

1 9 2 4年在河南信阳考古发掘工作成果 。并且还发

表 了有关考古学基础的论述 , 如连续三期翻译刊发

了日本近代考古学家滨田耕作的 《考古学通论 》 ,

向文物考古爱好者介绍现代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研

究 方法 。此外 , 《丛刊 》 还专设 《考古译丛 》 栏

目 , 介绍国外考古最新发现及成果 , 让文物考古爱

好者及时 了解国外考古出土的新资料及其价值 。

由于时局动荡 、 经费短缺 , 《丛刊 》 仅出版 3

期便停刊 , 但作为第一本国人 自办的文博类期刊 ,

具有划时代的 、 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

2 . 文博 类期刊 的初 步 发展

《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 》 开启了国内文博类期

刊创办的先河 。 2 0 世纪二三十年 代 , 随着各地博

物馆与文博考古学术团体纷纷设立 , 其他文博类期

刊也相 继 出现 。这 一时 期的刊 物 主要有 :

《故宫周刊 》 : 创刊于1 9 2 9年 10 月故宫博物

院成立四周年之 际 , 至 19 3 6 年 4 月出版 到第5 10

期 , 后 因战争原 因被迫停 刊 。 1 9 3 6 年 5 月起 , 原

《故宫周刊 》 改名为 《故宫旬刊 》 , 期数 另起 , 至

19 3 7年3 月因时局不稳而停刊 。 《故宫周刊 》 文图

并茂 , 内容丰富 。全面介绍了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历

代帝王后妃像以及晋唐宋元时期的珍贵书画 , 具有

较高的文献价值 。 《故宫周刊 》 曾出增刊六种 , 均

为纪念双十节特刊 。此外 , 这一时期故宫还编辑出

版了 《故宫月刊 》 、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 》

等刊物 。

《安阳发掘报告 》 : 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出版的专刊之一 。对于创刊 目的 , 李济在 “发

刊词 ” 中写道 : “有好 多朋友 , 认识 的 , 不认识

的 , 都急于要知到 (道 ) 我们这次挖掘的经过及新

出土 的实物 。 因为挖 掘没完 , 我们事 实上 不 能作 个

完全的报告 ; 因为我们又要继续挖掘去 , 时间上也

不容许我们这时就作一篇完全的报告 。因此我们决

定部分 的分 期发表 我们 研究 的结 果 ; 这种 专 刊就是

为此而设 。l3] 由李济任总编辑 , 傅斯年 、 陈寅烙 、

[l 1 《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 》 发刊辞 , 第1年第1册 , 1926年10 月。

[2]同上 。

[3 』《安阳发掘报告》 发刊词 , 载 《安阳发掘报告 》 第1期 , 1929 年 12 月 。



《中国博物馆 》 2013 年 ,期 } 口 日

董作宾等人任编辑 。 1 9 2 9 年 1 2 月至 19 3 3年 6 月在

上海出版 , 共四册 。安 阳殷墟第 1一7次发掘 工作简

报和相关研究文章均发表于此 。

(二 ) 发展与兴盛 (193任一1936年 )

2 0 世纪 30 年代 , 中国文博事业进入第一个发

展高潮 。 至 19 3 4 年 , 全国博物馆 、 古物陈列所达

20 0 余家 。据不完全统计 , 1 9 3 0一1 9 3 7年期间 , 新

创刊的文博类期刊有 10 余种 。主要有 :

《中国营 造学 社汇刊 》 : 创刊干 1 9 3 0 年 ,

1 9 4 5年停刊 , 共计 出版7卷2 3期2 2册 , 由中国营

造 学社编辑兼发行 , 汇集 了中国营 造学 社的主要

研 究成果和 工作情 况 。从 《中国营 造学 社汇刊 》

出版周期来看 , 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 1 9 3 0 一1 9 31

年为第 一阶段 , 不定期出版第一卷和第二卷 , 共 5

册 , 研究范围侧重古籍整理和外籍之译述 ; 1 9 3 2 -

1 9 3 7 年为第 二阶 段 , 季 刊 , 出版第 三 卷至第六

卷 , 共 1 5 册 , 研 究 范 围侧 重 实地 与 文献 互 证 相 结

合的测绘调查 ; 194 4 一194 5年为第三阶段 , 每年

只出版一册 , 出版第七卷的第一 、 二期共 2 册 , 研

究 范 围主要 是 四川 、 云南 地 区汉 代石 阔 、 崖墓 、 唐

宋砖塔及少数木结构建筑 、 民居等的调查 。

《河北 第一 博物 院半月刊 》 : 自1 9 3 1年 9 月

至 19 3 7 年7 月共出 14 1 期 , 期间曾数次更改刊名 。

第 1一28 期名为 《河北第一博物院半 月刊 》 , 1 9 3 2

年 1 1 月出版第 29 期时 改称为 《河北 第一博物院半

月刊 画报 》 , 至第4 9 期改为 《河北 第一博物院 画

报 》 , 从 1 9 3 5年 1 0 月 第8 0 期起 改 称 《河北 博物 院

画刊 》 。 该 刊 于抗战 爆发 后 不久停 刊 。 博物 院 及办

刊者力事灌输 “文化教育以及社会需要之知识 , 周

不力事灌输 , 并竭力征求中外古今学者之著作 , 广

为 发 表 , 以之 为 社会 与文化 沟 通之 枢 纽 ” 川。 刊发

内容 门类 齐全 , 知识 面 涵盖广 泛 , 涉 及动植 物 、 化

石 、 民俗 、 文物 、 字画 、 古文字 、 野外调查 和古建

筑 介绍等 方面 。

《浙 江 省立 西 湖 博物 馆 馆 刊 》 : 1 9 3 3 年6 月

创刊 , 至 19 3 5年 6 月 , 共出版 4期 。内容涉及西湖

博物馆发展史 、 动植物化石 、 文物研究和考古调查

报告等 。

《金石书画 》 l2] : 创刊于 19 3 4 年9 月 , 为 《东

南 日报 》 副刊 。初为旬刊 , 后改为半 月刊 。 1 9 3 7

年 8 月 , 因抗战爆发而停刊 , 共 出87 期 。主编余绍

宋在发刊词中宣明办刊宗旨 : “金石书画之有裨于

学术与人生 , 而为一国文化之表现 。夫温故知新 ,

古有明训 , 吾国苟欲跻于真正文明之域 , 自非阐扬

固有之文化不为功 。而欲事阐扬 , 则必以所固有者

广播于大众 , 使古人精神所寄 , 渐以浸渍 于人心 。

有所观摩 , 有所凭藉 , 庶几足以发其兴趣 , 油然生

敬爱故国之思 , 而乐于从事 , 以渐臻夫发扬光大之

域 , 此不易之义也 ” 131 。所刊内容为历代金石 、 书

画 、 印章 、 书法 、 竹木雕 、书法论著等名人作品 ,

是一份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艺术品味的专业刊物 。

《考 古 》 : 是 2 0世纪 3 0年代 各地相关学者组

成的学 术团体 “考古学社 ” 的社刊 。创刊于19 3 4

年 12 月 , 终刊于 19 3 7年 6 月 , 共 出版 6期 。以 “我

国古器物学之研究 , 纂辑 , 及其重要材料之流通为

主旨 ” 。主要刊载中国古代文物之研究成果 , 包括

考古著作 、 古器物 照片 、 拓片等材料 , 以及古代文

学及考释等 , 还有考古者的履历 、 自述 、 考古图片

著作 目录等资料 。

《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 》 : 由中国博物馆协会

编辑 出版 。 1 9 3 5年 9 月创刊 , 至 19 3 7年5 月共出版

2 卷10 期 。该刊 “以研究博物馆学术 , 发展博物馆

事业 , 并谋博物馆之互助为宗旨 ” 。发表 了有关博

物馆问题的研究论文和博物馆的工作报告 、 计划 ,

报道了该会会务及国内外博物馆的情况 , 并介绍了

考古发掘 、 文物考察等方面的新著 。

《古泉学 》 : 是 中国古泉学会会刊 。 1 9 3 6年6

月 , 由叶恭绰 、 吴稚晖等人发起创刊 , 到 19 3 7年6

月停刊共发行5期 。 《古泉学 》 “以阐明古泉学识 ,

研究古泉制作 , 鉴定真鹰 , 辨 别时代 , 启人好尚之

【l] 严智怡 : 《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 》 发刊词 , 载 《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 》 第1期 , 19 31 年9月 。

[2 』《金石书画》 为 《东南日报 》 副刊 , 因其数量和影响有限 也可将其划为 “刊 ” 一类传播媒介 。

[3 』余绍宋: 《金石书画》 发刊词 载 《金石书画 》 第1期 , 19 34年9月 。



圈组 } 理论与实践

心 为宗 旨 ” 。对 于创刊 目的 , 杨恺龄 在其撰 写的

《弃言 》 中写到 : “顾古今古泉著作 , 瑕瑜互见 ,

毫厘千里 , 审择为难 , 而珍秘之本 , 又鲜流传 , 欲

求其考订翔实 , 抉泉货精英 , 惮读者奉为圭桌者 ,

殊不多观 , 同人等有鉴干此 , 爱编订古泉学 , 其体

例以考正 (证 ) 典籍 , 蓖求珍本 , 研究币制为主 ,

籍谋海内外学者互通声气 , 并供本会会员发表之机

会 , 以其研 究所 得 , 时时公诸 世人 , 际兹草创伊

始 , 简陋在所不免 , 幸赖阅者之扶持匡正耳 。 ” [1]

《河南 博物 馆馆 刊 》 : 1 9 3 6 年 7 月创刊 ,

1 9 3 8 年 3 月停 刊 , 共出版 15 期 。 主要刊登 了有关

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及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 、 考

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 。

《中 国考古学报 》 : 1 9 3 6 年 《安 阳发掘报

告 》 改 为 《田野 考古报告 》 , 出版1 册 , 编辑 人

员基本是 《安阳发掘报告 》 原班 人员 。 1 9 4 7年 ,

《田野 考古 报告 》 改为 《中国考 古学 报 》 。至

19 4 9 年 , 共出版 3册 。对于改名原因 , 李济称 :

“这本刊物终于能与读者相见 , 自然是一件可幸的

事 。 编辑部 主张把这刊物 的名称再 改一次 : 叫着

考̀古学报 ' , 并从第一本田野考古报告就改起 ,

即最近 翻 印这一 期时 改 为此名 , 这 是很 有道理 的 。

田野考古工作的恢复 , 在最近的将来是一点希望没

有 ; 但考古组的工作却不能不继续 。田野工作人员

彼此在屋内读读书 , 除写作未完成的报告外 , 再多

写点靠背椅子的考古文章 , 也许对考古学可以有更

新的贡献 。这却并不是说 考̀古学报 ' 将没有田野

考古报告的文章 , 只是说 , 田野考古报告将来只能

成为这刊物 的一部分稿子 , 也许是大部分的稿子 ,

那要看看环境与发展了 。 ” l2]

(三 ) 衰落 (1937一1949年 )

1 93 7 年抗战爆发后 。由于战争破坏 , 物价 不

稳 , 交通瘫痪 , 中国文博类期刊的编辑 、 印刷和发

行等环节均受到严峻挑战 。除个别期刊得以保全

外 , 大部分被迫停刊 , 甚至销声匿迹 。

但此时的文博类期刊并未完全进入回落期 , 在

艰难困苦的环境中 , 一些期刊还是陆续创刊 , 并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 。丁守和称 : “抗战时期的学术思

想与文化比起 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不仅毫不逊色 ,

而且实际上获得了空前进展 。 中国学术思想与文化

在战 争的洗礼 中获得 了新生 , 延续 了新文化运动

的余绪 , 创造 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另一个黄金时代 。

其 中一个最 明显的证据 , 就是 据不完全统计 , 在

短短八年中 , 仅中文期刊就有六千种之 多 。 ” }“!这

从文博类期刊发展的形势上也得到了印证 。 1 9 4 0 -

1 9 4 7年 , 主要有5 种文博类期刊创刊并有一定的发

展 。 分 别是 :

《泉 币 》 : 由中国泉 币学社创办 , 双 月刊 。

自194 0 年 7 月创刊至1 94 5 年 9 月停刊 , 共 出版3 2

期 。创力、人张炯伯在发刊词中称 : “晚近研究泉币

学 者不乏 人 , 顾具科学知识者 , 苦脸未靓 实物真

品 , 参考无资 , 落放空谈 。富有实地经验者 , 苦放

未受科学洗礼 , 研求有志 , 不得其门 。斯学之未能

发扬光大 , 未始非两者隔阂 , 为阶之历 。本志期尽

沟通之责 , 劝撮合之劳 , 庶几融海内泉家学者放一

炉 , 收相得益彰之效 , 诅不快 哉 。 至提携后进 ,

诱掖初学 , 本志之刊 , 尤不容缓焉 。 ” I4] 以此为宗

旨 , 刊物集中反映了中国20 世纪4 0 年代钱币研究

的成果和状况 , 收录 了大量的资料图片 , 是泉币研

究与收藏的珍贵参考资料 。

《江西文物 》 : 是 “专研究江西文化 经济并

注重地 方文 献 ” 的刊物 , 由江 西文物 社 编辑 发行 ,

1 9 4 2 年创刊 , 共发行2卷 9 期 。刊物 “以研究赣省

之文化经济为帜志 , 尤注意征考地方文献 , 一面欲

自课研究之成绩 , 而就证于社会 , 一面藉此为引人

参加研究之媒介 , 而扩充协作互助之热情 ” 151 。

[l ] 杨恺龄 : 《古泉学》 井言 , 载 《古泉学》 第1册 , 1936年6月 。

[2 」李济: 《中国考古学报》 前言 , 载 《中国考古学报 》 (即田野考古报告) 第2册 , 19 47 年 。

[3 」丁守和: 《抗战时期期刊介绍》 '̀前言 ”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9年 , 第3页 。

[4 」张炯伯: 《泉币》 发刊词 , 载 《泉币》 第1期 , 19 4 0年7月 。

【51 《江西文物 》 发刊词 , 《江西文物 》 第l卷第1期 , 194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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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博物馆单刊 》 : 分另lJ干 19 4 4 年 、 1 9 4 8

年出版两期 。第一期刊发了冯汉骥 《永陵 》 (英文

版 ) 一文 , 为永陵考古发掘工作简报 。第二期刊发

了冯汉骥 《元八思 巴蒙文圣旨碑发现记 》 和韩儒林

《成都蒙文圣旨碑考 》 两篇考证文章 。

《文物周刊 》 : 为 《中央 日报 ·沪版 》 副刊 ,

1 9 4 6年 1 0 月创刊 , 1 9 4 8年4 月停刊 , 由上海市立

博物 馆 主 办 , 出 版 了11 0期 。 主要 介绍 文物 信 息 、

考古发掘等 。

《国立沈 阳博物院 筹备委 员会汇刊 》 : 创刊

于1 9 4 7年 10 月 , 共出版 1 期 。 刊载 了金毓撇 ((i 茜

文老档考 》 、 傅振伦 《苏联博物馆界概况 》 、 阎文

儒 《罗氏 “高昌壁画著华 ” 的年代商榷 》 等文章 。

此外 , 1 9 4 6 年 1 0 月该院古物馆还编辑 出版了 《历

史与考古 》 专 刊 , 刊载了裴文中 《中国之彩陶文

化 》 、 阎文儒 《西安 榆林窟调查报 告 》 、 李文儒

《吉林市附近之史迹及遗物 》 等文章 。

除 了上 述重 点 介绍 的刊物 外 , 上海 市 立博物 馆

在 《民报 》 上创办 了 《上海市博物馆周刊 》 , 华西

协和 大学 博物 馆 编辑 出版 的 《华 西大学 博物 馆 抽 印

丛 刊 》 (英 文版 ) 等 刊物 。

二 、 民国时期文博类学术期刊的时代特点

文博类期 刊是推进 文物 、 博物馆学研 究 , 加

强 博物 馆 间 的 联 络 与 合 作 , 促 进 文 博 事业 发 展 的

一个重要阵地 , 它是文博事业 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 。 民 国 时 期 文 博 类 期 刊 的 发 展演 变 主 要 有 以 下

几个特点 。

(一 ) 文博类期刊与文博事业相并而行

文 博事 业 的 发 展 决 定 了文 博 类期 刊 的 发 展 ,

文 博 类 期 刊 的 发 展 , 又 反过 来 推 动 了文 博 事 业 的

发展 。 2 0 世纪二三十年代 , 中国文博事业进 入第

一 个 发 展 高 潮 。 据 统 计 , 全 国 博物 馆 、 古 物 陈 列

所 19 2 8 年仅 13 家 , 至 19 3 4 年达 2 5 0 余家 。 与此

相 应 , 文 博 类期 刊 也 纷 纷 创 刊 。 据 统 计 , 1 9 2 6 -

1 9 2 9 年创刊 5种 , 1 9 3 0 一1 9 3 6 年创刊 9种 , 1 9 3 7 -

1 9 4 9年 创 刊7种 。 文博 类期 刊的 出现 , 为学者 们提

供 了及时公布和了解研究成果的机会 , 提供 了学术

交流和学术争鸣的园地 , 在传播 、 普及文物 、 博物

馆和考古知识方面发挥 了很好的作用 , 推动 了文博

事 业 的发 展 。

(二 ) 出版周期 、 出版地不稳定 , 持续时间短

因时局 不稳 定 , 这一时期的 文博类学术 期 刊

大部分都很短命 , 往往 出版两三期即告停 刊 。 如李

济在 《中国考 古报告 》 中所称 , “出 了一期 , 抗

战就开始 了 ” , 第二期的稿件 “在抗战的第 三年

就 集成 了 ; 所 有写作人 , 都是 田野工作人 。但 在

二十九年 (1 9 4 0 年 ) 夏天付印的时候 , 他们大半

都 已星散 , 战事的演变 , 终于使这部难得付印而不

能按期 出版 ; 直到 了敌人投降一年以后 , 承印人才

把打的纸版清出来 。纸版居然没毁 , 实给予编辑人

一种望外的喜悦 。 ” }1}此外 , 因抗 日战争爆发导致

停刊的还有 《故宫周刊 》 、 《故宫旬刊 》 、 《中国

考古学报 》 、 《古 泉学 》 、 《金石书画 》 、 《考

古 》 、 《河北第一博物院 半月刊 》 、 ((i 可南博物馆

馆刊 》 、 ((西湖博物馆馆刊 》 和 《中国博物馆 协会

会报 》 等 。

还 有一些在 甲地 创办 , 但 因战争被迫迁 徙乙

地 重新续编 。 如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 创刊于北

京 , 后因时局恶化被迫停刊 。 1 9 4 4 年该 刊在四 川

李庄复一刊 。该刊编者在 《复刊词 》 中称 : “第六卷

第四期 出版的时候 , 正值七七抗战爆发 , 此后本社

南迁 到 长沙 , 到 昆明 , 又到 了四 川南溪 的 李庄 。 虽

然在建筑调查研究及服务方面 , 我们都极力不使中

辍 , 但 本社 刊物 则 因印刷 方面 的 困难 无法解 决 , 停

顿至 今 已满 七 年了 ” 。 “为 急于 见到 我们 所调 查的

记录及报告 , 本社社友 们 曾多次建议我们恢复 刊

物 。但因已往我们这种工作 , 最重照片及测绘 , 图

之清晰印刷 , 需用极精良之铜版锌版甚多 , 故在抗

战后方未能努力做到 。直到今年 (1 9 4 4 年 ) 我们

经 再三 踌躇 考虑 之后 , 始决 定改 弦 更张 , 暂 时 因陋

就简 , 降低印刷标准 , 改用石印 。我们将插 图直接

绘版 , 而不用照片 , 只希望这简单注解 , 仍能将建

筑结 构 之大 概 印象 , 略 示梗 概 。 原物 艺 术 方面 仅能

[l1 李济 : 《中国考古学报 》 前言 、 载 《中国考古学报 》 (即田野考古报告) 第2册 19 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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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在可能范围内表现一二 , 更精审之 图录只有侯

诸将来 ', 。 I1]

此外 , 因文博类期刊为纯学术性质 , 难以吸引

私人和企业的赞助 , 多由知识分子 自筹资金创办维

持 , 并且因受众面相对较窄 , 难以靠发行维持 , 一

旦出现资金短缺 , 就不得不面临停刊的命运 。

(三 ) 办刊者具有鲜明的救国意识

在救亡 图存的时代思想主题 中 , 文博类期刊的

办刊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带有爱国救亡的感情色彩 。

有的期刊以 “科学救国 ” 为旗帜 , 努力向国人介绍

西方近代考古学理论 , 以普及科学为己任 。如 《国

立历史博物馆丛刊 》 在其创刊词中明确提出了办刊

目的之一是 “保文物以存国性 ” , 认为 “与夫国性

之所寄 , 而思所以护持光大 , 生其爱国爱种之心 ,

是皆在博物馆之搜罗设备考订说明 。有以启迪而振

作之 。 , , 2̀]

《江西文物 》 发刊词中也称 : “三四十年前 ,

楼人即锐意研究我国势 , 几乎无孔不人 , 专著不下

千种 , 期刊名目甚繁 , 其处心积虑 , 可恨亦复可惊

也 ! 西洋人之游 历我 国者 , 或著专书 , 或选游记 ,

出版后 , 其国人争相购阅 , 我国近代考古学上之重

大发现 , 首推敦煌石室 , 亦西洋人为之先导 , 诚我

国民心之耻 ! 然外国人之研究精神 , 不亦大可效法

乎 ? ……窃谓抗战建国之大时代中 , 有识之士 , 工

作不外两途 : 即实行与研究 , 各自埋头苦干 , 同足

报效国家 , 且文化经济 , 为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之

两巨轮 , 就此二者勤加研究 , 尤于建国有益 。 ” l3]

其中饱含着炽热的爱国之情 。

(四 ) 刊物质量高 , 学术影响力大

这一时期创办的文博类学术期刊 , 选择论文严

格 , 注重 学术 质量 。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 汇集 了中国营造学社的

主要研究成果和工作情况 , 代表 了当时中国古建筑

研究的最高水平 。 “中国营造学社 ” 朱启铃 、 梁思

成 、 刘敦祯 、 !斓铎 、 梁启雄和单士元等人先后调查

了15个省 22 0 多个县的历史遗构 , 测绘 、 调查和摄

影 了2 00 0 多个建筑 , 基本上掌握了 自魏晋到明清

时期的建筑实物资料 ; 在文献典籍整理方面 , 他们

对浩瀚的古籍进行考辨源流 , 对中国建筑 自远古至

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有 了较清楚的认识 。这些

成果全面反映在7卷 23 期的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

上 , 是研究 中国古代建筑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资

料 , 极其珍贵 。

对于稿件质量 , 《泉币 》 有着严格的要求 。张

炯伯在发刊词中写到 : “他山攻错 , 收切磋琢磨之

效 。体例翻新 , 免著滥阅厌之消 。 不同人云亦云 ,

务期精益求精 。 … …研究学术 , 新 旧门户之见 , 坚

白异同之辨 , 势所难免 。辨难驳洁 , 藉求真理 , 事

所应有 。讥刺攻汗 , 意气用事 , 旁敲侧击 , 离平

本题 , 作无谓之论 争 , 失学者之风 度 , 本志无取

焉 , 此类投稿 , 恕不录登 。平则致和 , 激则召争 ,

编辑同人 , 应一本和平为宗旨 , 不作过激之言论 。

凡创一议 , 立一说 , 必本诸货币原理 , 史志依据 ,

实事求是 , 言之有物 , 力避穿凿 , 不尚空谈 ” 。张

炯 伯还 对稿件 引 文做 了严格 要求 : “经 传诸 子 史汉

历代食货志 , 凡关干泉币纪载 , 见诸通 典 、 通志 、

通考 、 图书集成 , 及诸家谱录者 , 大抵辗转传钞 ,

… …耳熟能详 , 不容再落案臼 。欲求新知创解 , 真

确资料 。 … …近时研究学问 , 注重实地调查 , 如王

茂荫之对咸丰宝钞官票 , 曾上条陈 , 先后十四条 ,

《东华录 》 《清史稿 》 均所不载 。有王磺君者 , 亲

至皖 省王氏故 乡 , 访其后人 , 询其究竟 , 是项条

陈 , 原原本本 , 钞录一通 , 登在光明杂志 。此种孜

孜为学精神 , 最堪钦敬 , 尤可效法 ” 。 I4]

《金 石 书 画 》 主 编 余 绍 宋 为表 示 办 刊 严 谨 ,

定 下 了刊 例 。诸 如 : 习见之金 石 , 寻常 之书 画 , 不

录 ; 有关于书画之著录 , 非稿本或有刊本流传而甚

多者 , 不录等 , 凡计十条 。以保证每期的高质量发

【l]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 复刊词 , 第7卷第1期 1944年 。

《国立历 史博物 馆丛刊 》 发刊辞 , 第l年 第1册 , 1926年 10 月 。

《江西文物 》 发 刊词 , 第 1卷第 1期 , 1942 年 。

1JI.2气、r..fL

[4 1 张炯伯 : 《泉币 》 发刊词 载 《泉币 》 第1期 , 19 40年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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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如多期连载的宋拓汉碑 《西狭颂 》 、 赵孟倾正

书 《道德经 》 和王晕仿古六段横幅 巨卷等 , 都是难

得一 见的珍贵精品 。

(五 ) 关注国外学术发展动态

受 民主和科学 社会思潮的影响 , 在 宣传国内

学者科研成果的同时 , 办刊者还密切关注西方的学

术发展动态 , 向国人介绍国外文博界的最新研究成

果 。 《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 》 连续 3 期翻译刊发了

日本近代考古学家滨田耕作的 《考古学通论 》 , 介

绍现代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 。同时 , 还专

设 《考古译丛 》 一栏 , 刊载 了 《有史时代以前之人

类 》 、 《有 史时 代以 前之 印度 》 、 《墨 西哥之 金 字

塔 》 、 《罗马城中发现埃及之方尖石塔 》 、 《莫斯

科附近发现史前时代之脑部 》 、 《目视者 口中埃及

吉扎之发现 》 、 《马之木乃伊在萨喀拉金字塔附近

发现 》 等文章 , 介绍了国外考古最新发现及成果 。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 非常重视与国外同领域

的 交流 , 翻 译 引介 了 国外汉 学家 在建 筑 史领域 的研

究成果多篇 , 如 《英叶慈博士营造法式之评论 》

《英叶慈博 士论 中国建筑 》 、 《叶慈博士据永乐

大典本法式 图样 与仿宋刊本互校记 》 、 《伊东忠太

博士讲演支那之建筑 》 、 美国亚东社会月刊 《建筑

中国宫殿之 则例 》 、 《法人德密那维尔氏评宋李明

仲营造法式 》 、 《乾隆西洋画师王致诚述圆明园状

况 》 、 《法 人评 宋李 明 仲营 造 法式 》 、 《英人 中 国

建筑 》 等 , 几乎全是 当时 发达国家学者的研究成

果 。与 日本的学术交流也很密切 , 《营造辞汇纂辑

方式 之 先例 》 一 文主 要是 对 日本编 辑 出版 建筑 方面

的 辞 汇 、 辞 书进 行研 究并 加 以介绍 。 同时 , 中国营

造学社也将该社的新动态 、 学 术成果等译为英文 ,

例如 《中国营造学社缘起 》 、 《中国营造学社开会

演词 》 等都有英文翻译 。可见 , 中国营造学社的学

术研究不只限于国内交流 , 而是放眼国际 , 希望在

世界 范围 内与同 行交 流 。

《中国博物馆协 会会报 》 刊登 了国外博物 馆

界最新 的研 究成 果 , 如 赵儒 珍译 《现代博 物 馆之 形

式与功 用 》 、 《纽 约科 学 工艺 博物 馆概 况 》 和 《记

坎拿大国立博物馆 》 , 傅振伦译 《苏维埃联邦博物

馆概 况 》 , 李 永增 译 《博物 馆 的理 想建筑 法 》 , 陈

宗静 译 《保 存 古物 之方 法 》 等 ; 同时还 设 《博物 馆

界 》 一栏 , 介绍国外博物馆的最新发展状况 。

(六 ) 地域相对集中

从民国时期文博类期刊出版地区分布 图可以看

出 , 主要集中干上海 、 北京 、 杭州 、 沈阳等地 。上

海 、北京高居其首 , 占26.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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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民国时期文博类期刊出版地区分布图

上海得近代文明之先声而兴起新学之风 , 成为

民间社团最为活跃的地区 。 民国时期共有 6种文博

类期刊在上海创办 , 其中有2 种由民间社 团创办 ,

分别是 中国泉 币学社主办的 《中国泉币学社 》 和中

国古泉学 会主办的 《古泉学 》 。这两种期 刊也是

民国时期仅有的专 门器物 类刊物 。北京 经元明清

三朝定都以来一直是政治 文化 中心 , 传统 文化积

淀 深 厚 , 民 国时 期 又是 新 文化 运 动 的 策 源 地 。 此

期 共有 6 种 期刊 创 刊于 北 京 。 杭 州 、 沈 阳 等地 成 为

文 博 类 期 刊 的 重要 创办 地 , 也 与其 经 济 、 文 化 发

展 密不 可分 。

结语

从 1 9 2 6 年 《国 立 历 史博 物 馆 丛 刊 》 创 刊 到

1 9 4 9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前 , 受 国内外环境影

响 , 中国的 文博类期刊先 后出现 了2 0 多种 , 但因

时局动荡 , 大多都存续时间不长 , 有的几易刊名和

压缩刊次 , 由月刊变为双月刊 , 再变为季刊 、 半年

刊 、 年 刊 , 但 还是 难 以 为继 , 甚 至 只 出版 1期 便 夭

折 。 可以 说 , 民 国时期 文博 类 期刊 的兴衰 起 伏 与 当

时 的社 会环境 、 时 代 背景 紧密 相联 。 这 些 历史刊 物

至今依然是中国近代文博事业发展历程的见证 , 是

重要 的思 想文 化遗 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