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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科学社是近现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综合性科学社团，它团聚了数千

名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精英，促成并参与了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发生发展，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迁。
１９１６年９月，中国科学社成立南京支部，后来依照社章将其改为南京社友会。１９１８年１０月，中
国科学社的办事机构由美国迁回国内，并在南京设立事务所，其总部也设在南京，主要在南京发
展。１９２８年，中国科学社迁入上海新社所，转以上海为发展中心。中国科学社的同仁对相伴１２
载的南京抱有深深的感情，他们以科学的精神来表达这份情感。中国科学社于１９３２年出版了
《科学的南京》，其中包括竺可桢的《南京之气候》、秉志的《南京之自然史略》、谢家荣的《钟山地
质及其与南京市井水供给之关系》、赵亚曾的《南京栖霞山石灰岩之地质时代》、张春霖的《南京
鱼类之调查》、林刚的《南京木本植物名录》、张更的《雨花台之石子》、赵元任的《南京音系》、张其
昀的《南京之地理环境》等，以科学的方法系统研究了南京的地理环境、气候、地质、动植物、矿
物、方言等。这些论著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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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南京》序

金陵为吾国旧都，素以名胜著。记载之书殊多，其常见者，率皆夸美

风景，详叙古迹，陈说沿革；或则如《秣陵集》①者，杂以诗歌，以舒怀感，

大概皆文学之作，而与科学无与也。自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来，从事建

设，不遗余力，全国视线复集中于金陵。惟关心于斯土之自然环境之性

质者，如欲知其地质之构造，水石之成分，动植之分布，气候之变迁诸事

实，则苦记录之缺乏，欲参考而无由，此岂非大憾事哉！科学社同人，不

乏久居南京从事于教育实业者，间有本其对于该地自然科学各现象之研

究，著写论文，登载于历年来本社所出版之《科学》，其中不无有价值之

作，或供留心建设者之参考。惟因其散见于各期中，以致读者批阅，殊感

不易，本社编辑同人有鉴于此，爰仿前岁编《科学通论》及《科学名人传》

之成例，取《科学》杂志中有关于南京之文字汇为一编，更特别征求数文，

以补其不足，成一小册，名之曰《科学的南京》。吾人深望此书之出，不但

可供研究新都者之参考，且可引起国人研究本国科学之兴味，盖吾国地

大物博，随时随地，皆有可研究之资料。惟因注意乏人，遂使此种智识，

① 记述南京历代名胜的诗文集，又名《金陵历代名胜志》。陈文述撰。６卷，附２卷。陈文
述（１７７１—１８４３），字退庵，号云伯，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嘉庆五年（１８００）举人。历任江
都、昭文、全椒等地知县。嘉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９）秋，陈氏因公在金陵羁留月余，作题咏历代名胜
之诗３００余篇，并对名胜之缘起、遗址、史迹、所涉人物等略加注释和考证，按年代排列编集。因
金陵古称秣陵，故名《秣陵集》。书前附有《金陵历代纪年事表》、《秣陵图考》各１卷。年表起于
东汉建安二年（１９７）孙策受封吴侯，终于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南明弘光政权结束。另配图１４幅，

绘春秋至清代金陵舆地形势，每图均论其城建置、方位、规模等。———校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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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感缺乏，有时反须求之外人所著之书籍，可耻孰甚！虽然，科学记载，

最贵新确，本编所载，多数年前所观察与讨论，衡诸最近所见，或须有补

充与纠正之处，此则有待于异日续编之出也。是为序。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　王琎　谨志

科 学 的 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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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社与南京
———代校注者前言

　　在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了把光明带给人间而从上帝那里盗
来火种，最终不惜牺牲了自己。２０世纪初，一群中国留学生想把曾给西
方带来现代文明的科学之火传播到中华大地，于是，他们办起了我国最
早的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并创立了一个综合性的科学团体———中
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１９１４年从美国纽约州绮色佳（Ｉｔｈａｃａ）小镇走来，

１９６０年黯然退场于上海，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和山重水复，其
间有１２年以南京为发展中心，把科学的火种撒向南京，与南京结下了千
丝万缕的联系。

　　一、中国科学社的创建

“１９１４年夏天，当欧洲大战正要爆发的时候，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
学的几个中国学生某日晚餐后聚集在大同俱乐部闲谈，谈到世界形势正
在风云色变，我们在国外的同学们能够做一点什么来为祖国效力呢？于
是，有人提出，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刊行一种杂志
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就拟一个
‘缘起’，募集资金，来做发行《科学》月刊的准备。”①

最初在这个“缘起”上签名的依次为胡达（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
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杏佛）、任鸿隽等９人。９人当中，杨
铨、任鸿隽是稽勋生，余下７人皆为官费留美生。根据任鸿隽的回忆：
“因为要发行《科学》杂志，他们才组织科学社。必须说明，此时的科学社
并无正式组织，或者可以说它暂时取一种公司形式，入社的须交股金五

①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载《中国科技史料》，１９８３年第１期，第２—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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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作为刊行《科学》资本。”①１９１４年６月２９日，“科学社”发出具体的工
作草案和招股章程。据胡适回忆，“最初的章程是杨铨手写付印的”，具
体内容如下②：

（一）定名　本社定名科学社（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二）宗旨　本社发起《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月刊，以提倡科学，

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
（三）资本　本社暂时以美金四百元为资本。
（四）股份　本社发行股份票四十份，每份美金十元，其二

十份由发起人担任，余二十份发售。
（五）交股法　购一股者限三期交清，以一月为一期；第一

期五元，第二期三元，第三期二元。购二股者，限五期交清；第
一期六元，第二、三期各四元，第四、五期各三元。每股东以三
股为限，购三股者其二股依上述二股例交付，余一股照单购法
办理。凡股东入股、转股，均须先经本社认可。

（六）权利　股东有享受盈余及选举被选举权。
…………

从上面的章程可以看出，此时的科学社只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以集
股的方式吸收社员，交纳股金即可成为该社社员。章程寄到各地后，入
社者十分踊跃，在不到３个月的时间里就积聚了７７人。科学社专门成
立了以杨铨为部长的编辑部，在召开几次会议后，《科学》第一批１－３期
的稿件由毕业回国的总经理黄伯芹带回上海，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黄伯芹见时势不好，失去信心，“几乎要停
办”③。但在留美社员的坚持下，科学社新聘环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朱
少屏为总经理，专门经营《科学》杂志的销售发行，并把环球中国学生会
会址静安寺路５１号作为《科学》杂志的总发行所。１９１５年１月１日，《科

科 学 的 南 京

①

②

③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载《中国科技史料》，１９８３年第１期，第２—１３页。

胡适：《回忆明复》，载《科学》，１９２８年第１３卷第６期，第８２９—８３０页。

任鸿隽：《外国科学社及本社之历史》，载《科学》，１９１７年第３卷第１期，第１５—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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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创刊号在上海诞生，从此近代中国的科学宣传与普及进入“新时代”，
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也迎来了“新契机”。

《科学》是发刊了，可是科学社的宗旨是“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
名词，传播知识”，仅出版一份杂志“名不副实”。因此，社中同仁深感“以
杂志为主，以科学社为属，不免本末倒置之病者”，邹树文提出了将“科学
社”改组为学术性社团的建议。董事会在发信通告社员、征求意见后，遂
委派胡明复、邹秉文、任鸿隽负责起草社章。社章规定，中国科学社社员
分为５类，即普通社员、特社员、仲社员、名誉社员和赞助社员。

具体来说，即①：
（１）普通社员。“凡研究科学或从事科学，赞同该社宗旨，得社员２

人介绍，经理事会之选决者为普通社员。”普通社员为该社基本成员，占
社员组成的主体。普通社员的入社费为每人１０元，入社后每年纳费

５元。
（２）特社员。“凡本社社员有科学上特别成绩，经董事会或社员２０

人连署之提出，得常年会到会社员之过半数之选决者为本社特社员。”据

１９３０年版的《中国科学社社员录》，特社员有１１人：汪兆铭（汪精卫）、吴
伟士、吴敬恒（吴稚晖）、胡敦复、马良、马和、孙科、蔡元培、张轶欧、周美
权、葛利普（Ａ．Ｗ．Ｇｒａｂａｕ）。

（３）仲社员。“凡在中学三年以上或其相当程度之学生，意欲将来
从事科学，得社员两人（但一人可为仲社员）之介绍，经董事会之选决者
可为该社仲社员。”仲社员入社两年以后，由社员２人之介绍，经董事会
选决成为该社正式社员。

（４）名誉社员。“凡于科学学问事业上著有特别成绩，经董事会之
提出，得常年会到会社员过半数之选决者为本社名誉社员。”数十年间，
国内外仅有张謇、爱迪生、格林满（Ｍｉｔｌｏｎ　Ｊ．Ｇｒｅｅｎｍａｎ）、李约瑟（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ｅｄｈａｍ）４人当选。张謇为南通实业大王，爱迪生为国际发明大家，格
林满为美国韦斯特生物研究所主任、国际知名的生物学家，李约瑟为著
名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专家。

中国科学社与南京———代校注者前言

① 《中国科学社总章》，载《科学》，１９１６年，第２卷第１期，第１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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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赞助社员。“凡捐助本社经费在２００元以上或于他方面赞助本
社，经董事会之提出，得常年会到会社员过半数之选决者为本社赞助社
员。”赞助社员的选举主要在年会期间进行，当选者多为年会的赞助者、
筹办者。据任鸿隽回忆，赞助社员有２０余人，包括徐世昌、黎元洪、熊克
武、傅增湘、范源濂、袁希涛、王搏沙等。这些人多为政界、军界、实业界、
教育界以及文化出版界的显要。

另外，社章还规定了“终生社员”。凡社员一次纳费至１００元（美金

５０元）者为终生社员，不再缴纳常年费。据１９３０年版的《中国科学社社
员录》，终生社员有任鸿隽、杨铨、秉志、竺可桢、胡适、翁文灏等６７人。

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５日，社章为全体社员表决通过，以“联络同志，共图
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将股份公司形式的科学社改组为学术社团形
式的中国科学社，成立董事会、分股委员会、书籍译著部、图书馆部和《科
学》编辑部等职能机构，开启了全面筹划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历史进程。

　　二、中国科学社在南京的发展

　　１．成立南京社友会（１９１６．９—１９１８．１０）

为了便于社员联络和举办学术活动，中国科学本社还在社章中对分
社以及社友会的成立作了规定。“凡一地社员在４０人以上的得设立分
社，在２０人以上的得设立社友会。”①从１９１５年开始，社员们陆续回国，
很多人选择南京作为职业生涯的起点。如过探先，１９１５年回国，应聘至
江苏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并担任校长；张准（张子高）、孙洪芬、王琎于

１９１６年回国后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钱崇澍，１９１６年回国，先执教
于江苏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后执教于金陵大学；邹秉文，１９１６年回国，
先执教于金陵大学农科，１９１７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主任；周仁，

１９１５年回国，１９１７年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由于南京聚集了一大
批中国科学社社员，因此在南京的社员们便倡议成立中国科学社南京支
社。１９１６年９月２４日，南京支社成立会议在南京第一甲种农业学校举
行，到会者１８人。会议议决了１０条简章，举定过探先、邹树文、钱崇澍３

科 学 的 南 京

①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载《中国科技史料》，１９８３年第１期，第２—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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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理事，并按照章程推举过探先为理事长。此时南京支社有社员２０
人，具体为：邹树文、郭秉文、杨孝述、张准、吴家高、顾维精、过探先、钱崇
澍、许先甲、李协、朱箓、陈嵘、吴元涤、唐昌治、曾济宽、余乘、陈方济、庞
斌、范永增、吴致觉。① １９１８年，在南京的中国科学社社员又有增加。据
《科学》杂志记载，这一年在南京各高等学校供职的中国科学社社员有：

南高的郭秉文（时任代理校长）、陶行知、原颂周、吴康、王琎、邹秉文、徐
尚、张天才、吴家高、贺懋庆、胡先骕、周仁（周子竞）、郑宗海、张准、陈容、

朱箓；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许先甲（时任校长）、李协、范永增、杨孝述；江
苏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的过探先（时任校长）、钱崇澍、孙思尘、陈嵘、唐
昌治、曾济宽、吴元涤、余乘；金陵大学的钱天鹤、凌道扬，共计３０人。②

南京支社是中国科学社第一个地区性的二级机构，后来依照社章改为南
京社友会。

“科学的种子”移植国内并生根发芽不仅仅是一二个人的事情，一个
相对宽松的氛围尤为重要。中国科学社社员在南京的集聚为科学氛围
的营造创造了条件。杨杏佛在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１３日去汉阳途经南京的日
记中就曾记到：“晨九时半同志道至中正街河海工程学校见郑辅华、李宜
之、杨孝述诸先生，十一时至高等师范学校见周子竞、徐志芗、张子高、吴
康、朱箓、胡步曾、郑宗海诸先生……晚在秉文（邹秉文）家赴科学社董事
请宴，与席者：许少南、杨孝述、钱崇澍、过探先、周子竞、胡步曾、应尚德、

郑辅华、钱天鹤、李宜之、邹秉文诸君……席终谈《科学》编辑事，皆以宜
即振作精神为然，然后推定仍以钱崇澍君为总编辑，胡先骕、王季梁为副
编辑。”③由此可见当初中国科学社领导者们创业的劬劳。

　　２．确定以南京为总部（１９１８．１０—１９２０．３）

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２６日，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和《科学》杂志原编辑

部部长杨铨归国。此前，金邦正、周仁、过探先、胡明复、竺可桢等已陆续

中国科学社与南京———代校注者前言

①

②

③

《中国科学社纪事》，载《科学》，１９１７年第３卷第８期，第９１３—９１６页。
《中国科学社纪事·本社社员之调查》，载《科学》，１９１９年第４卷第７期，第７１２—

７１４页。

杨铨：《杏佛日记》，载《中国科技史料》，１９８０年第２期，第１３６—１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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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中国科学社本部由此移至国内，他们先后在大海大同学院和南京
高等师范学校各借一屋作为办事处①，并试图将上海作为社务中心。

任鸿隽、杨铨一踏上故土，就与胡明复、朱少屏、邹秉文等联络，寻求
中国科学社在上海的发展方略。据杨铨日记记载，他回上海的第二天
（１０月２７日），就与任鸿隽、胡明复等前往环球中国学生会，与朱少屏见
面，“谈《科学》事及时事约数十分钟”。嗣后，他们不断会面讨论筹款与
《科学》编辑等事。

１０月２９日：杨铨应胡明复邀，晤胡敦复、朱文鑫、曹雪赓等，“席间
言《科学》文字日少，非沪上会员为力将不济，曹、朱两君皆允为力，朱君
尚非会员亦于此时允入会，亦来沪后一得意事也”。

１０月３０日：杨铨与朱少屏、胡明复等“共议科学社筹款办法，至九
时始散”。

１１月１日：杨铨与任鸿隽拜访章太炎，“恳先生为科学社作募捐启”。

１１月２日：杨铨与任鸿隽、胡明复到环球中国学生会演讲，讲题分
别为《个人效率主义》、《何为科学家》、《最新之电子学说》。

１１月５日：杨铨等到青年会，“议《科学》发行事与基金募集筹划”。
到１２月７日，任鸿隽、杨铨、邹秉文、胡明复、朱少屏等才最终议决

中国科学社筹款办法②：
（１）上海筹款定明年三月一日起；
（２）用分团法筹款；
（３）在三月前各人竭力先向各方筹集。
但中国科学社领导人在上海的活动效果并不明显，只得纷纷离开回

国后落脚的第一站上海，赴南京、武汉、北京等地寻找职业，上海作为社
务中心的理想“破灭”了。

当时中国科学正处于起步阶段，供学人发挥才能的科研机构几乎没
有，偌大的中国只有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等少数高校和地质调
查所等机构差强人意。因此，大批留学生回国后不是徜徉于官场，就是

科 学 的 南 京

①

②

《中国科学社纪事·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上海大同学院两校》，载《科学》，１９１９年第４
卷第５期，第５０８页。

杨铨：《杏佛日记》，载《中国科技史料》，１９８０年第２期，第１３６—１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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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连于商场，只有一小部分人致力于近代教育与学术体系的建立。上海
此时虽然已经是中国的工业中心、西学输入中心、新闻出版业中心，但有
名的高校还是难以寻找，圣约翰大学在科学方面不能与金陵大学相提并
论，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当时还叫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复旦大学、
大同学院在科学方面也很薄弱。因此，对于主体专习科学技术的中国科
学社社员来说，想要在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上有所作为，上海提供的空间
实在有限。

杨铨本欲在上海谋职，并与周仁、王季同等筹备创办工厂，终因资金
缺乏而无果。看到洋行中的中国职员办事情形不啻“洋奴”，自己留在上
海，“亦不过此中一人耳，为之毛骨悚然”。他的岳父赵凤昌也劝导他“能
为中国人办事自较为西人执役优也”，于是远赴武汉就任汉阳铁厂的成
本科长。冶金出身的周仁，回国后满怀激情地想去汉冶萍公司工作。经
多方接洽，都无结果。１９１６年，经史量才推荐，周仁担任《申报》馆新馆
建筑与安装机器的工程师，但终非长久之计，无奈之下翌年到南京高等
师范学校任教。

南京因有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金陵大学、江苏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
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等大学，成为社员聚集之地，也一时成为中国科学社
社务中心。１９１９年８月８日，中国科学社鉴于“事务日多，所假南京高
等师范学校房屋不敷应用”，决定把事务所“迁移到城北大仓园一号洋房
内办公”。①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通过社员王伯秋的活动，张謇的上书争取，北
洋政府批复南京成贤街文德里的一处官房先由中国科学社“暂行借用，
不收租金”。但是中国科学社要设立图书馆、创建研究所，这不是临时租
房所能解决的。于是中国科学社又通过张謇继续斡旋。１９２０年２月２９
日，张謇又上书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和财政部长李思浩：

徐大总统钧鉴、赞侯总长大鉴：
据科学社社长函称：“本社于八年十一月呈请财政部拨给

江宁县城文德里官房，为中国科学社开办图书馆及研究所之

中国科学社与南京———代校注者前言

① 《中国科学社南京事务所迁移通告》，载《科学》，１９１９年第４卷第９期，第１　１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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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于是年十二月奉批‘准予暂行借用，不收租金’等因。惟
查本社性质及事实，对于暂行借用一节，不得不请改为永久管
业者，已拟续呈。希更为一言，以成国家维持学社之盛”等情。
按该社所持理由有三：一、该社为永久储藏及连续研究之用。
一经陈设，势难轻移。陈列适宜，且须改作。二、美国卡尼基学
社允赠该社图书，亦以该社必有永久藏书屋宇为交换条件。人
之为我谋者至重，则我之自视未便过轻。三、该社全系研学问
题，旨趣高尚，中外赞助者，前途之希望甚大。乃领一官房而不
可得，将来修改之后，时时有收归官有之虞，亦非所以示提倡鼓
励之意。是三说者，细思亦是实情，而对于卡尼基学社之表示
尤要。除由该社正式续呈外，谨为达意，幸赐察准，既予杖以扶
弱，毋刓印而不封也。不胜企感。敬请钧安。①

同日，张謇致函中国科学社：

敬启者：
昨奉大函，敬悉一一。论情事嫌于得陇望蜀，而一劳永逸，

亦未始非计。东海及财政二函业已遵缮。鄙人之意一再为请
者，良以科学为一切事业之母，诸君子热忱毅力，为中国发此曙
光，前途希望实大。所愿名实相副，日月有进，毋涉他事意味及
其恶习，则所心祝者耳。复颂大安。②

张謇认为中国科学社已经免费租得了社所，还提出“永久管业”要
求，有“得陇望蜀”的嫌疑。鉴于中国科学社所提的条件和理由又很充
分，他非常乐意再次帮忙。但这样做的理由是他认为“科学为一切事业
之母”，中国科学社致力于发展中国科学自然切合他的理想和思想，并希

科 学 的 南 京

①

②

张謇：《致徐世昌、李思浩函》，载杨立强、沈渭滨、夏林根等编《张謇存稿》，上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１５—２１６页。

张謇：《致科学社社长函》，载杨立强、沈渭滨、夏林根等编《张謇存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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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社员们专心于科学，不要心有旁骛和沾染恶习。据任鸿隽回忆，经过

６年的努力，该社所才最终由“借用”变为“永久占用”。①

１９２０年３月，中国科学社董事会执行部和《科学》编辑部迁入新
址。② 成贤街文德里社所有南北两栋西式楼房，中国科学社将南面一栋
楼房用作设立研究所、博物馆，北面一栋楼房用作设立图书馆、编辑部、
办事处。胡刚复任图书馆馆长，严济慈就在这里帮助他审理《科学》稿
件，整理图书，编目分类，并步入科学的殿堂。１９２３年严济慈从东南大
学毕业时就被中国科学社破例吸纳为正式社员。③ 许多来华的国际知
名人士如罗素等也曾在这里演讲。成贤街文德里社所的取得对于中国
科学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任鸿隽称其为中国科学社“各种事
业的发轫”。１９２０年７月，在学社第五次年会以及庆祝社所和图书馆成
立会致词中，任鸿隽阐述道：“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高低，不是拿广土
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
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现代科学的发达与应用，已经将人类的生
活、思想、行为、愿望，开了一个新局面。一国之内，若无科学研究，可算
是知识不完全；若无科学的组织，可算是社会组织不完全。有了这两种
不完全的现象，那末，社会生活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科学社的组织，是
要就这两方面弥补缺陷。所以今天在本社社所内开第五次年会，并纪念
社所及图书馆的成立，是一件极可庆幸的事……”④

　　３．走向鼎盛（１９２０．３—１９２８．２）

《科学》杂志的暂时发刊和固定社所的取得并不能保证中国科学社
的生存与发展，迁回国内后中国科学社一直面临资金短缺的窘境，关门
歇业的威胁时刻存在。因此，回国伊始中国科学社领导层的主要精力放
在发起５万元基金捐款上。蔡元培、范源濂分别写了募捐启事。蔡元培
的募捐启事内容如下⑤：

中国科学社与南京———代校注者前言

①

②

③

④

⑤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载《中国科技史料》，１９８３年第１期，第２—１３页。
《中国科学社概况》，载《科学》，１９３１年第２０卷第１０期，第８１１—８１８页。

严济慈：《〈科学〉杂志与中国科学社》，《编辑学刊》，１９８６年第４期，第３８—３９页。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载《中国科技史料》，１９８３年第１期，第２—１３页。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载《中国科技史料》，１９８３年第１期，第２—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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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征集基金启

当此科学万能时代，而吾国仅仅有此科学社，吾国之耻也；
仅仅此一科学社如何维持如何发展尚未敢必，尤吾国之耻也。
夫科学社之维持与发展，不外乎精神与物质两方面之需要。精
神方面所需者为科学家之脑，社员百余人差足以供应之矣；物
质方面所需者为种种关系科学之设备，则尚非社员能力之所能
给，则有待于政府若社会之协助，此征集基金之举所由来也。
吾闻欧美政府若社会之有力者，恒不吝投巨万资金以供研究科
学各机关之需要。今以吾国惟一之科学社，而所希望之基金又
仅仅此数，吾意吾国政府若社会之有力者，必能奋然出倍蓰于
社员所希望之数以湔雪吾国人漠视科学之耻也。爰题数语以
左券。

中华民国七年十二月卅一日　蔡元培

范源濂的募捐启事内容如下①：

为中国科学社敬告热心公益诸君

今之世界，一科学世界也。交通以科学启之，实业以科学
兴之，战争攻守工具以科学成之。故科学不发达者，其国必贫
且弱；反之，欲救其国之贫弱者，必于科学是赖。此证以当今各
国实事，无或爽者。吾国迩年以来，渐知科学之重要。顾言者
虽多，其能竭尽智尽虑以振起科学为惟一职志者，舍中国科学
社外，吾未见其二也。该社创办科学杂志，嘉惠学林，亦既有
年。兹拟募集基金５０　０００元，为筹办图书馆及维持杂志之用。
鄙人美其前途之志并乐观其成也，特书数语以为左券，并以告
热心公益之君子。

民国八年二月　范源濂

科 学 的 南 京

①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载《中国科技史料》，１９８３年第１期，第２—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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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和范源濂对政府和社会寄以厚望，认为要募集５万元基金是
轻而易举之事。可是基金募集结果却出乎主事者的意料。任鸿隽从

１９１８年底开始先后在广州、上海、南通、南京、北京、武汉、成都、重庆等
地历访各界名人，“沿门托钵”，到次年４月不过收获１万有奇，到１９２２
年７月，共收到普通基金中银１　０００元又公债票１　０１５元、美金１　６９３元、
英镑１５５镑，建筑金中银１　０００元，永久社员中银２　３７５元、美金１７５元
又公债５０元，与目标相差甚远。① 当时中国虽然经历了所谓“资本主义
黄金时代”的发展，但中华大地毕竟狼烟时起，正常的社会生产不断受到
各种各样的干扰，客观地说这一结果还算差强人意。

为了争取更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中国科学社的领导层积极推进一
项改革。他们聘请了当时所谓的“社会名达”担任科学社的董事，而原先
年轻的领导者则改任为理事。为此，他们在１９２２年于南通举行的第七
次年会上提出修改社章，把原先的董事会改为理事会（最初由１１人组
成，各任期２年，每年改选５人），专司执行业务；另设董事会（共９人组
成，各任期９年，每年改选３人），执行经济大政方针。新的董事会第一
任董事为：马相伯、张謇、蔡元培、汪兆铭、熊希龄、梁启超、严修、范源濂、
胡敦复等９人，蔡元培被推举为董事长。新的理事会第一任理事为：竺
可桢、胡明复、王琎、任鸿隽、丁文江、秦汾、杨铨、赵元任、孙洪芬、秉志、
胡刚复等１１人。董事会成员除了征集基金和讨论某些经费问题外，很
少过问科学社的工作。真正负责科学社领导工作的，还是理事会那一班
人。改革的成果显著，困扰科学社多年的经费问题获得了初步的解决。

１９２２年后的中国，虽然军阀混战与南北对抗仍然是社会的主流，但
是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科玄论战”的启蒙，特别是随着中国科学社
等科学社团大力提倡科学研究并具体实践，科学氛围渐渐形成，无论是
学术人才还是学术机构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到１９２６年７月，全国有国
立专门以上学校２０所，公立专门以上学校４９所，私立专门以上学校２４
所②；同时，一些专门学会也开始创建。在此环境下，中国科学社逐步发

中国科学社与南京———代校注者前言

①

②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载《中国科技史料》，１９８３年第１期，第２—１３页。

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３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版，第１９９—２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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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面旗帜。

１９２３年１月，中国科学社董事会呈准国务会议，由江苏省国库每月
拨２　０００元辅助社务。每月２　０００元的固定收入是当时中国科学社最大
的进项，有力地保障了中国科学社各项活动的开展。① 当年董事会还具
名向政府上说帖，请求政府用赔款关税兴办科学事业，“吾国近年以来，
群知科学之重要矣，顾提倡科学之声，虽盈于朝野，而实际科学之效，终
渺若神山，则以实际讲求者之缺乏，而空言提倡之无补也”；并指出在西
方科学的发展历程中学会组织的贡献极大，这些学会的发展都曾得到政
府的大力支持。因此请求政府从退还的赔款和加抽的关税中拨出１００
万元，用于资助学术团体开办研究所、博物馆，另拨３００万元作为基金，
“庶几吾国科学得所依藉以图发展，不惟可与西方学术界并驾齐驱，国家
富强之计，实利赖之”；并附录了一份设立理化研究所、生物研究所以及
建造博物馆的计划书：理化所开办费３６．８万元，经常费１１．６万元；生物
所开办费２６．５万元，经常费８．７万元；博物馆开办费３２．５万元，经常费

１１．５万元。此乃一个庞大的国家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置计划，与后来国
民政府设立的中央研究院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②

中国科学社也对自身的未来发展做了系统规划，主要是设立研究
所、博物馆、图书馆和创办杂志，研究所包括理化、生物、卫生、矿冶及特
别研究所，博物馆包括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工业商品博物馆，杂志则分为
专门和通俗两类。总图书馆及自然历史博物馆设在文化中心北京，理化
研究所及工业商品博物馆设在工业中心上海，生物与卫生研究所设在南
京，矿冶研究所设在广州，其余图书馆和特别研究所根据各地需要随处
可设。③ 中国科学社的这个规划气势恢宏，其目标是要在全国建立一个
学术机构网络，似乎有当今中国科学院的影子。当时该计划已经有相当
基础，在这些城市社友会不但已建立起来，而且还相当活跃。广州社友

科 学 的 南 京

①

②

③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载《中国科技史料》，１９８３年第１期，第２—１３页。
《本社请拨赔款关税上政府说帖并计划书》，载《科学》，１９２３年第８卷第２期，第１９２—

１９５页。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之过去及将来》，载《科学》，１９２３年第８卷第１期，第４６０—

４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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