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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上第一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探微 

杨 勇 

摘 要: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近代期刊中目前见到的第一种中文期刊，现在很难看

到其实物资料。以该刊“封面”《序》《释疑篇》《告帖》和《月食》等文章体裁及其出

版形式的影印件为材料，对刊物创刊前的准备概况、出版内容、编辑特征和刊物的出版贡

献等进行探讨。 

关键词: 近代出版史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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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出版与发行 

     2.3.1  出版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于1815年（清嘉庆二十年），基本上为每月出版一次的月

刊，连续出版至1821年（清道光元年）。刊物每期平均6～9页，共出版7卷，524页。现在

英国大英图书馆有存。该刊编者中米怜为主笔，马礼逊、麦都思和中国的印刷工梁发也曾

为刊物最后数期撰稿。但是由于他们在撰稿时多用笔名，或不署名，所以现在很难区别文

章的具体作者。不过，刊物的编辑工作则主要由米怜来做。可以看出，办刊者同时又是刊

物的主要作者（刊物也刊有其他转载文章），当时尚未出现非编者撰稿投寄刊物的作者，

这是近代刊物创始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为了刊物能够满足读者不同的阅读需求，

吸引读者，刊物的编者已经注意到非编者的投稿作用。米怜在1819年曾对非编者稿件表示

出兴趣。他说 

：“为使这份刊物办得更有吸引力，传教者必须拨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即全神贯注在有

关的工作上。同时，还应该集合各不同文采的作品。编者希望今后自己能在这方面投入更

多的时间，并希望有更多的同仁能够掌握中文，从而使该刊登载更多有益且体裁多样的文

章——特别是迄今尚未被论及的题目。”[5] 

    2.3.2  发行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刊印（木刻雕版印刷）于马六甲，发行范围遍及东南亚各地华

侨聚居地及中国本土。该刊为免费发行刊物。刊物第一期《告帖》中说：“凡属呷地（指

刊物出版地马六甲——作者注）各方之唐人，愿读察世俗之书者，请予每月初一二三等日

打发来人到弟之寓所受之。”然后，另“通过朋友、通讯员、旅行者及航运等”方式流传

各地，中国大陆也有“九省”之广。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最初的三年，每期印刷份数约500份，1819年每期增至1000

份，可见影响已呈扩大态势。为了进一步提升刊物的影响，编者又将已经刊发过、他们认

为“有价值”的文章，每年精选编辑出版。这种“精选版”的出版与发行，无疑克服了原

刊物连载文章的分散缺点，具有讨论问题深入、内容相对系统、有利于长期保存等特点。

“精选版”的运用，是近代刊物创始时期的一个创举。《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到

1819年各卷每期平均页数及印数见表1，1815年到1821年“精选版”每期页数及印数见表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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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编辑特征 

    3.1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刊名浅析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刊名很特别，“察世俗”一词应是刊物主要内容的集中体现，

它反映了播道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就是说，该刊是关于播道者用他们的眼光

看待世界、时空、万事万物和人与人、人与神、人与万物之间关系及其内容的。《察世俗

每月统记传》序中说，是“神”创造了“天地人万物”，人们不能只观察一地事物，一种

“人之风俗”，需要勤问“万世万处万种人，方可辩明是非、真假”。没有一种人全对，

一种人全错；没有一个地方什么都最好，另一个地方什么都最臭。这一地人有好坏、智愚

之分，另一地人也有好坏、智愚之别，所以人们“不可不察万有，后辩明其是非矣，总无

未察而能审明之理”。因此，要“勤功察世俗人道”，才可能分清“是非”。 

    所谓“勤功察世俗人道”，既是传教所需，又是由于长期以来，清政府采取强硬的

“闭关锁国”政策，东西方文化差别进一步拉大，为了消除相互之间的敌意和不信任感，

播道者希望以和善的面孔通过讲做人处世的道理，使东西方距离和文化之间的差距得以逐

渐缩小。说穿了，刊物主办者就是依据这一目的，让更多的读者阅读该刊，听从他们所谓

的“审明之理”。读者为了达到办刊者认定的“智者”境地，最后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播道

者的忠实信徒。这既是办刊者的最终目的，也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主要内容，所以

“察世俗”一词从表面上集中体现了办刊者这一思想内涵。 

    “每月统记传”，有“月刊”之意。自《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21年终刊后，由米怜

的助手麦都思创刊于巴达维亚（现雅加达）的另一中文月刊《特选撮要每月纪传》

（1823—1826）创刊；此后，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在广州创刊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文月刊。后创刊的这两

种刊物刊名中基本上都用了“每月统记传”（前一种为“每月纪传”，少了“统”字，

“记”字改为“纪”，其原因可能作者在此认为“记”“纪”相通）。“统记传”，有连

续之意，故“每月统记传”有现时的“月刊”解。 

     3.2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封面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封面据实物资料及影印件表明[7、8]，该刊高19cm，宽12cm，

封面正中为特大号方宋体字，刊名自上至下竖排，两竖线将刊名框于正中；右侧写有圣贤

警语：“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封面左下侧写有“博爱者纂”（米怜笔名）[9] 。

    3.3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内容编排 

    3.3.1序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序》为米怜所撰[10]，全文不含标点共568个字，字体为

方宋体，版式为自右至左竖排，文言文体，标点不占字数标于需停顿或句终处字右侧。 

      1927—1929年戈公振先生在欧美考察期间（也即在《中国报学史》出版之后），曾

去英国大英图书馆查阅我国鸦片战争之前传教士所办的中文刊物实物资料，之后在他撰写

的《英京读书记》（作为1927年商务印书馆版的附录于1955年由三联书店重印）中记载了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后又有《告帖》［11］（与《序》为一整体）一则，不含标点共

113个字，字体为方正宋体。 

      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中可以看出，该序相当于现时的“创（发）刊词”，与

现时图书“序言”相似，即除告诉读者本书任务、目的和主要内容外，还就成书的有关情

况加以说明。该序由三部分构成。 

    其一，第一部分是该序的重点内容，所占篇幅最大。它告诉读者读什么？刊物刊载什

么内容和读者如何阅读及要达到何种目的？ 

    其二，告诉读者刊物的出版情况及保存方法。由于期刊在当时是一种有别于书籍而从

未有过的出版读物（与当时国内出版发行的《京报》刊物有本质的区别——不加编辑的

“文献照录”），如何认识，如何阅读，乃至如何保存，刊物出版者有必要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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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告诉读者该刊的发行方式。分别就刊物出版地及周边地区的读者获取刊物的时

间和联系方式作了详尽说明，相当于现时刊物的“发行启事”。 

        3.3.2  “编者语”类的运用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创始之初就已经注意到“编者语”类的运用，为了获取办刊

的最佳效果，在内容编排上，刊物非常重视与读者交流，及时为读者解难释疑。1819年5

月号刊载了《释疑篇》一文，米怜结合已出版五卷刊物中读者阅读后可能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解决的方法。《释疑篇》类似现时刊物中的“编者启事”、“告读者”或“作者·编

者·读者”栏目及其内容。《释疑篇》全文不含标点共323个字。 

    此外，《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了使刊物内容增加读者的兴趣，还编排了读者身边感

兴趣的重要信息之类。1815年8月号刊登了一则在刊物出版地马六甲可看到月食的天文现

象 [12]。 (ID: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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