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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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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贡献 

    4.1期刊创刊号《序》的运用 

    作为第一种中文期刊，其内容编排、文章体例、标点符号的使用、版式和装帧形式

等，无疑对以后的期刊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也关乎刊物自身的发展。开创性工作如何做，

华人对期刊的接受程度怎样，刊物的文化层次、内容编排和出版形式等如何定位？《察世

俗每月统记传》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惟一可供参照的只有当时的图书出版经验。所

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除了按月连续出版和内容上每篇文章既有篇名（与国内的《京

报》刊物无篇名有别），又相对独立外，从形式上与图书并无多大区别。作为第一种中文

期刊，借用书“序”的方式很好地解决了创刊者向读者阐发创刊缘由、刊物主张和刊载内

容及其发行方法等问题，有利于读者对刊物基本情况的了解。 

    期刊创刊号增设刊序的方法为嗣后传教士创办刊物所效仿。现在可见到早期及以后传

教士创办的中文刊物，如《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

珍》（1853）、《六合丛谈》（1857）等，都在创刊号上增加创刊序言。此后，期刊创刊

序言的体裁形式虽有，但其称谓略有区别。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六合丛谈》称序为《六合

丛谈小引》，《申报》（1872）称序为《申江新报缘起》[13]，严复创办的《国闻报》

（1897）也称刊序为《国闻报缘起》。 

    4.2标点符号的运用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的文章断句也是该刊面临的重要问题。当时无统一的标点符

号，若采用当时欧洲已普遍使用的“西洋”标点符号，轻车熟路，但恐华人难以接受，影

响阅读效果。断句与否，采用何种断句方式，势必是办刊者需要解决的难题。从《察世俗

每月统记传》可见，文章采用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句读”标点符号作为刊物统一的断句

方式（第二部分以“。”到底，似有不统一之嫌），应该说这是刊物在标点符号使用上的

成功之处。其一，句读“符号”在古文中应用时间最长，符合人们的接受习惯。其二，句

读符号中的“。”和“、”与“西洋标点”形式中最常用的“，”和“.”语意基本相

同，易为编者掌握。其三，两种句读符号具有少而精的效果，也符合当时月刊木版雕刻快

速印刷的客观实 

际。《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句读”标点符号的运用，对以后刊物书面语言断句和符号

的使用具有重要影响。 

    4.3“读者第一”的办刊理念 

    刊物是办给读者看的，刊物的效益只有通过读者才能够体现出来。在近代中文期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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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时期，办刊者的读者理念对我国期刊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所能见到的《序》《释疑篇》《告帖》《月食》等文字，不难看出刊物“读者第一”的编

辑理念。无论从刊物的内容编排（从《序》中可以看出）上，还是从出版形式上，编者为

读者服务的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内容编排上，办刊者既考虑读者的空闲时间，又注意

读者的文化层次，短小而易懂的文章适应了不同层次读者的接受程度。为了避免因专事讲

授宗教的“神理”内容而易引起读者的疲劳和枯燥感觉，调动读者阅读兴趣，编者除在讲

授语言表达上增加趣味性和精彩性外，还根据情况刊发了介绍科技和其他文化知识等内容

（如“月食 

”重要科技信息类等）。至于《序》中所讲关于期刊保存方法和《告帖》中读者索取本刊

的联系方法则更是详尽细微。

    尽管编者从读者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多方考虑，但终因文化层次和接受能力不可避免地

出现差别，为此编者在刊物中专门增加了《释疑篇》，以解答读者在阅览刊物中可能出现

的问题。对于这种“答读者”的“编者语”之类，编者不是简单地通报读者联系的方式，

而是不厌其烦地从多方面帮助读者设立不同问题，惟恐读者考虑不到。对于距离办刊地远

近不同的读者，刊物采取不同的联系和解决方法，真可谓“想读者所想，急读者所急”。

这种视读者为第一位的办刊思想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重要特征，显然成为以后期刊

发展的重要思想而被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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