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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世界》杂志的战时常识科普及科普理念 

 

付可 

(内蒙古师范大学 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科学世界》自创刊起即以向民众普及科学常识，讲解科学技术之应用作为其办刊宗

旨。抗日战争时期，该刊秉持这一宗旨，同时结合战时普通民众的需要刊载了大量相关文

章，向民众介绍战时防护、卫生等方面的实用知识。该刊在战时体现了因应特殊环境下民

众需求的科普取向，其对于弱势人群的关注以及在常识普及中传播新的思想观念以及生活

方式的做法，对于今天的科学传播实践而言是值得借鉴的。 

关键词: 战时科普,常识,《科学世界》,抗日战争 

 

科普期刊《科学世界》创刊于 1932 年，该刊以用科学知识拯救中华民族为任，持续刊

登各种科普文章。在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科学世界》将文章重点转到战时内

容，向民众介绍战时防护等战时常识，以提高国人在战争期间的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 

国内已有对抗战时期的期刊科普活动研究，以及《科学世界》期刊上的战时科普内容

的研究，但对《科学世界》战时内容并无专项研究，仅在几篇整体研究中有所提及，比

如，《科学世界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传播》(陶贤都＆罗元，2010)与《试论<科学世界>的

办刊宗旨与编辑特色》(陶贤都＆罗元，2010)。前者，通过介绍此刊的创办与发展，分析

办刊宗旨与内容和传播特色来讨论《科学世界》在科学传播中的工作。其中，对科学歌

谣、科学小说等内容有所提及，却无详细研究，仅是提及专栏名或片名。后者，主要分析

《科学世界》的编辑特色，按照编辑思路上的特点进行分类，通过详细的举例来佐证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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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编辑特色的讨论。但以上两篇均未做对战时科普内容的研究。 

对于其他刊物的战时科普专项研究有：《<少年画报>与抗战时期的科普》(夏文华＆王

依云，2020)和《抗日战争时期<东方杂志>的科技传播》(陶贤都＆李勤，2013)。以上两篇

研究专注于战时的常规常识科普，而非战时的战争常识科普；《抗日战争时期的<科学画

报>与其科学普及》则是专注于研究《科学画报》的战时相关内容，对战时背景、相关篇

目、编辑部应对战争的方式都有所讨论(贺靓，2014)。《<南宁民国日报>科学知识传播研

究》通过分析文献数量与内容讨论《南宁民国日报》传播内容和特性，其中含有对该报的

战时避险内容的研究(徐敏杰，2020)。《传播学视野下的战时<教育杂志>研究》通过对文

献的分析、归纳，研究了《教育杂志》在战时教育所做的工作(陈兰枝，2018)。 

本文以民国时期“常识”的定义为基础，主要从常识科普的实用性与适应性角度出

发，以研究《科学世界》的战时常识科普，目前国内相关研究没有类似的角度。 

笔者对《科学世界》所发表的文章进行初步整理后发现，该刊在抗日战争时刊载了大

量战时常识科普文章，尤其向民众细致讲解战时防护常识。此前的相关研究尚不多见，因

此本文意在整理《科学世界》中刊登的战时常识科普文章的基础上，对这些文章的内容加

以分析，并进而探究当时的科学作者在向公众普及这些常识时所表现出的科普理念，从而

讨论科普工作者应如何结合时代特点选择科普思路及科普方式。 

1 《科学世界》战时科普实践的背景及科普理念 

《科学世界》由中华自然科学社出版，该社于 1927 年 9 月 9 日在南京中央大学成立，

创建时社名为“华西自然科学社”。该社先后由杜长明、吴有训、冯泽芳、胡焕庸及朱章

虞等人任社长与理事长。下设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生物、心理、工学、农学、医学

等组，并先后在重庆、成都、西北、李庄、贵阳、昆明、遵义等地设立 28 个分社(蔡鸿源

＆徐友春，2012) 。 

1932 年，中华自然科学社创办《科学世界》杂志，其《发刊词》称创办该刊之目标是

“供给中小学理科教师的参考材料，和增进国人的科学常识，使明白科学的应用”(佚名，

p.1)。《科学世界》从主编到普通编辑大多为兼职，首任主编为中央大学教授朱炳海，

1937 年由高行健接任主编，全面抗战爆发后，主编频繁更换，但其中多是国内科学界各领

域专家，如吴襄(生理学家)、薛愚(药物学家)等。 

笔者通过对该刊所载科普文章以及当时的报刊所载之与“常识”相关的文章分析可

知，此处所说的“科学常识”是应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时所必需的知识，它们以科学

原理为基础，而同时又具有实用性。从对《科学世界》所载文章的初步整理也可以看到，

科普作者在讲解常识的同时也注重对其背后的科学原理的讲解，即使读者在“知其然”的

同时也“知其所以然”，进而学习以科学思维方式处理所面对的具体问题。这种“常识导

向”的科普写作方式是《科学世界》的科普实践中最重要的特点，而该刊在抗日战争时期

所刊载的大量面向普通民众的战时科普文章也正体现了这一特点。 

此前已有的研究表明，在不同的时代背景或事件下，民众的“常识体系”是不同的。



14 

 

“常识体系”类似于人类群体的“本能”，是逐渐积累而形成的生存法则，顺从“常识体

系”的人类个体可以获得生存与舒适。这个体系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虽其中的常识在不

断地推陈出新，但整体趋于平稳。由于常识与日常生活相关，其内容也因所处时代背景与

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尤其是在生存环境的剧烈改变下，“常识体系”的内容将不

再适用或不足以维持个体的生存与舒适，在这种情况下，人群有必要快速地调整和补充旧

有的“常识体系”，从而完成一个适用于新环境的新“常识体系”(王晓葵，2022)。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华空袭范围涉及 16 个省，“其中战区有粤、豫、赣、贵桂、

浙、闽、皖、湘、鄂、滇 10 省，后方有川、康、陕、甘、青、黔 6 省”(谢世廉，2005，

p.3)，空袭与全面侵华战争相伴始终，其中“自 1938 年 2 月 18 日至 1943 年 8 月 23 日止，

侵华日军出动飞机 9000 余架次，对重庆进行了长达 5 年半之久的轰炸”(徐明鉴＆王孝

询，2022,p.1)，日军“肆意滥炸任何与军事无关的工厂、商店、医院、学校、民房、车站

及码头，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以达到使中国人‘恐怖’为目的” (高晓星，

1998,p.104)。自日本自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就已实施毒气战。华北地区首先被日军作为毒

气战争的主战场。自 1937 年 7 月 27 日日军飞机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投下第一枚毒气弹

后，日本先后在华北试验推广和使用了催泪性、喷嚏性、窒息性和糜烂性的毒气武器。(谢

忠厚，2014)据南京国民政府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局的毛罗(音译)上校的调查，日军使

用毒气攻击的次数总计一千三百一十次，在一九三九年起数量剧增，尤其一九三九年达到

四百五十五次。以上统计数据仅限于南京国民政府军，不包括其他部队和地区遭受毒气袭

击的次数 (俞辛焞，1985) 。由此可知，战区民众的生活环境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以致民

众已有的“常识体系”不再足以适用于当下的生存。《科学世界》的战时常识科普文章就

出版于这一背景下。下文中将通过整体分析与主题分析，探究《科学世界》在抗日战争时

期是如何通过战时常识科普文章进行“常识体系”增补与构建工作的，以及寻找此科普实

践中的特点。 

2 《科学世界》战时常识科普 

2.1《科学世界》战时常识科普的四个阶段 

通过对《科学世界》所载文章进行整理编目统计后可得到图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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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科学世界》与战争有关的文章数量的年度分布 

 

《科学世界》的内容重心变化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2-1935)：《科学世界》于 1932 年创刊，发刊词中声明此刊以“供给中

小学理科教师的参考材料，和增进国人的科学常识，使明白科学的应用”(1932，p.1)为宗

旨，持续刊登科普文章，在此期间仅出现一篇与战时常识科普文章，虽在文章数量上未成

规模，但可知《科学世界》已有应对战争的意识。 

第二阶段(1936-1937)：1936 年第六卷第一期《科学世界》集中刊登了 22 篇与战争有

关的文章，其中含有部分战时常识科普文章，但更多的是在关于战争的思想性文章，如

《科学家与战争》(中华自然科学社欧陆英伦两分社，1938)。1937 年出版第六卷第二期至

第七期，无任何战时内容出现。第七期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科学世界》暂时停刊，编

辑部于迁至重庆。此阶段《科学世界》仍未开始构建“战时常识体系”的工作，但可看出

此时期《科学世界》比起第一阶段加深了对战争有关内容的重视。 

第三阶段(1938)：1938 年 5 月《科学世界》复刊，复刊词提出“我们为要完成这种神

圣的救亡任务，应当不惜任何牺牲以与敌人殊死作战”(1932，p.1)自此《科学世界》进入

战时模式，据统计在第七卷的七期中(第二期佚)共出现 49 篇与战争有关的文章，皆为战时

常识科普文章。可见《科学世界》在有意地通过战时常识的科普应对战争。 

第四阶段(1939-1949)：1939 年及之后，《科学世界》中与战争有关的内容减少，将重

心恢复到日常科普上。此阶段文章偶有战时常识科普出现，但更多的与战争有关的文章是

关于战后重建或增强国力等问题的讨论，可见《科学世界》在此阶段认为构建“战时常识

体系”的工作的紧急性已得到缓和，在这次工作中《科学世界》的任务已基本完成。 

2.2《科学世界》对战争的态度《科学世界》杂志这一战时模式是与其编者及作者对于战争

的态度相呼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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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本科普期刊，在抗日战争时期，《科学世界》继续“从事于普及科学的宣传运

动”，并且“侧重于抗战及国防有关的材料，以应时代的要求”(1932，p.1)。而早在此前

一卷的《科学世界》就曾刊载有以“中华自然科学社”(即《科学世界》主办机构)署名的

《科学家与战争》一文，清晰阐述了该社对于科学家在战时责任的态度，该文在对侵略战

争与自卫战争做出区分后认为，科学家的本职是探索宇宙真理，对于抹杀真理、野蛮的侵

略战争，科学家应坚决抵制；而对于为生存、正义、人类文化而战的反侵略战争，科学家

却应尽自己的能力而参加。(中华自然科学社欧陆英伦两分社，1938) 

从以上分析可知，《科学世界》在战时表现出的态度是憎恶战争，但不逃避战争，并

呼吁科学研究者认清反侵略战争的本质，加入救亡图存的工作中去。《科学世界》在抗战

期间刊载的战时相关文章也正体现了上述认识。通过初步分析可知，除了作为科学家为抗

战时期的科学工作提出建议之外，这些文章中大部分为面向普通民众的战时实用知识的普

及。后者在《科学世界》的战时相关文章中尤其具有特色，因此下文即结合具体文本做出

分析。 

2.3 《科学世界》战时常识科普文章的主题及作者分析 

通过对《科学世界》战时所刊载的实用知识科普文章进行初步分类，笔者发现，这些

文章在主题上较为集中，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战时毒气及防护相关知识、战时防空相关

知识和战时医疗救护相关知识(见表 )。 

 

表 1  《科学世界》部分战时常识科普文章主题分类 

主题 时间与卷期号 标题 作者 

毒气及防护相

关知识的普及 

1936 年第六卷第一期 近年战争毒气的医疗观 孙琪父 

1938 年第七卷第一期 防毒气须知 吴功贤 

1936 年第六卷第一期 日本化学兵器概况 方子藩 译 

1938 年第七卷第六期 数种毒气之侦查 林南曾 

1934 年第三卷第三期 毒气战争并不十分可怕 西 

1936 年第五卷第七期 军事科学毒气战争的权威 顾学裘 

1936 年第五卷第八期 军事科学毒气 

arthur marshall

著 

雪萍 译 

1938 年第六卷第一期 空袭与防空 方子藩 

防空相关知识

的普及 

1936 年第六卷第一期 空袭与防空 方子藩 

1936 年第六卷第一期 防空演习 李秀峰 

1938 年第七卷第一期 当空袭时你怎么办 佚名 

1941 年第十卷第四期 防空洞通风问题 朱壬葆 

1936 年第六卷第一期 我国都市的防空问题  

1938 年第七卷第一期 无声飞机 高梵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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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第七卷第七期 日本飞机的生产力 李秀峰 

1934 年第三卷第五期 远东最大的爆炸机  

战时医疗救护

相关知识的普

及 

1938 年第七卷第一期 经济的卫生学(一) 曙明 

1938 年第七卷第一期 战时敷伤法 顾学箕 

1938 年第七卷第三期 经济的卫生学(三) 曙明 

1938 年第七卷第三期 军医常用消毒溶液之配制法 裘 

1938 年第七卷第四期 经济的卫生学(四) 曙明 

1938 年第七卷第六期 经济的卫生学(五) 曙明 

    

《科学世界》战时常识科普文章的作者多为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员，其中不乏国内各

领域的权威人物，见表 2。 

 

表 2 《科学世界》部分战时常识科普文章作者资料 

姓名 学科背景 专业经历 
战时常识

科普文章 

顾学箕 

预防医学

家、医学

教育家 

1938 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1947 年获美国哈佛大学

公共卫生硕士学位。曾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代主

任，世界卫生组织职业卫生合作中心(上海)主任，劳动

卫生学教研室教授、主任，中国毒理学会副理事长、上

海预防医学会首任会长等职。 

《战时敷

伤法》 

顾学裘 医药学家 

1936 年毕业于上海中法大学药科。历任南京、重庆国立

药专助教、讲师、高级药剂科主任和教育部医教会药学

教育专门委员会秘书，1945 年去英国伦敦大学药学院学

习，1947 年毕业回国任浙江大学药学系副教授。1949 年

任浙江医学院教授兼药学系主任。 

《毒气战

争的权

威》 

朱壬葆 
战时医学

防护专家 

1917 年 9 月考取国立浙江大学，1925 年赴英留学。1927

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研究院，获哲学博士学位。28 年底

回国，20 世纪四十年代先后在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医学

院、上海医学院等大学任教授。1951 年参与筹建军事医

学科学院，任生理学系研究员兼系主任。1958 年领先研

究对原子武器的医学防护，成为我军“三防”医学研究

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是我国研究放射性医学的

先驱之一。 

《防空洞

通风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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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功贤 生理学家 

1929 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毕业后留在该校任

教。1935 年至 1936 年任北平死里中国大学生物系教

师。1936 年赴英国留学，获伦敦大学哲学硕士学位，

1938 年回国，任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1949 年任江苏无

锡江南大学农学院教授。1935 年以后调任武汉大学生物

系教授。 

《防毒气

须知》 

方子藩 

药物化学

家、化工

领域专家 

1927 年赴日留学，1928 年入国立东京工业大学应用化学

系预科就读医药学。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天丰化

学制药厂工作。1934 年去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化学系深

造，1939 年回国担任大风工业原料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

师。 

《日本化

学兵器概

况》、

《空袭与

防空》 

 

由表 2可见，战时常识科普文章的作者多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如朱壬葆的《防空洞通

风问题》中的内容就与生理学(计算人群空气消耗等)与军事防护相关的科学关系密切。作

者在给出较为详细的科学论述后还会针对普通民众，将文章的结论转换为易理解应用的常

识内容。而不同学术背景的作者在处理同样的主题上则有不同的角度，如《毒气战争的权

威》(顾学裘，1936)与《防毒气须知》(吴功贤，1938)两篇文章中的防毒常识部分，前者偏

重于化学角度，而后者偏重于生理角度，这样的工作有利于使民众多角度了解常识内容，

以更灵活的运用。值得一提的是，方子藩除科学家身份外，还是一个实业家，在抗战时期

大力发展制药，并研发了消炎药“消治龙”，为战时受伤军民做出了极大贡献 (徐世敏，

2015) 。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防空、毒气防护以及战时医疗救护等方面的知识成为当时民

众亟需了解的常识，于是构建“战时常识体系”的当务之急便是传播与此三个主题相关的

常识。 

在防空常识方面，《科学世界》发表的文章针对城市防空以及人民自卫防空的不同需

求分别进行了相关知识的普及。城市是空袭的重要目标，《我国都市的防空问题》一文对

城市条件做出分析认为“我们的城市，人口是密集一处的，房屋是引火易烧的，街道狭

窄，不易通风，毒气腾积不散的，同时受着以上三种炸弹的攻击，那就危险万分了”

(p.37)，随后即根据这三种情形，给出十条城市防空原则，其中包括住宅和城市基础设施

(沙玉清，1936)。《当空袭时你怎样办？》以普通民众为知识普及对象讲解防空常识，该

文一方面给出了极为实用的建议，例如“要是你在街上，就该赶快走最近的路回家。要是

离家很远，就找附近标明的公共防空壕，防空洞，或避难室去躲避。汽车，人力车，马车

都暂时停在墙边或树荫下。马驴等动物也宜拴在树旁”等；另一方面则提醒读者“动作要

镇静，思想要周到。如果你临时心理恐慌，手忙脚乱，都易遭受危险的。”(1938，

p.14) 。这些内容针对民众可能身处的不同环境而给出实际的建议，可以帮助普通民众增

加信心，减少恐慌，从而有效地应对敌军空袭，减少伤亡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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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气作为一种对人杀伤武器在战争中危害极大，因此是《科学世界》所载文章中的一

个重要主题，不仅文章篇幅更长，而且从不同的方面做出论述并给出相应建议。早在 1934

年，《科学世界》就曾刊出此刊第一篇关于毒气的战时科普短文(西，1934)，此后随着战

争的发展，《科学世界》自 1936 年起开始有意识地刊载与毒气知识及其防护相关的科普文

章。其所讲解的常识大致可分如下三类： 

一是毒气袭击的预防技术。内容包含对不同毒气性状的介绍；毒气袭击来临前的准备

(包括防毒设施设备的使用方法)，以防患于未然，降低毒气到来后的伤害与危险。 

二是中毒后的医疗救护。内容包含不同毒气中毒后的人员快速抢救方法；器物染毒后

的处理方法，以减少伤痛死亡，减少毒气袭击都的二次伤害。 

三是毒气战争应急组织。内容包括对毒气战争应急组织的人员、装备配置介绍；对毒气战

争应急设施的介绍，以使民众了解相关信息，在袭击来临时尽快找到有效的庇护场所与帮

助，增加民众抵御袭击的能力。 

战争时期，由于生存环境恶劣、资源短缺、日常基础保健以及医疗条件有限等原因，

不仅民众健康水平下降，还可能因为战争而造成人员伤亡。针对这一问题，《科学世界》

除刊登医疗卫生科普文章以供普通民众学习医学知识与技术之外，还发表有战地医疗救护

的科普文章。例如《经济的卫生学》(系列)(曙明，1938a；曙明，1938b)；曙明，1938c；

曙明，1938d)与《战时敷伤法》(顾学箕，1938)等均为这一主题的知识普及。 

2.4 同时期其他科普刊物的战时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除《科学世界》外，许多其他科普刊物也出现了与战争有关的与战争

有关的文章。 

如《少年画报》向社会征集各种战时照片，并在抗战时期逐步增加抗战新闻所占的版

面，且面对作为青少年受众群体，《少年画报》刊登了多篇诸如《飞机怎样飞翔》、《一

艘橡皮艇的制成》此类的科普文章，而战时常识科普文章仅有一篇《简单地下室构筑法》 

(夏文华＆王依云，2020) 。 

《东方杂志》的科技类内容在抗战时期多次改变焦点，如 1938 年的焦点是与抗战密切相

关的工业、资源、人口问题；1939 年则关注工业、资源问题与妇女和儿童保健(陶贤都＆李

勤，2013)。因为《东方杂志》是一本综合性杂志，其战时常识科普内容较少且零散。 

《南宁民国日报》在抗日战争时期散见战时常识科普文章，内容主要为战时避险常

识，包括防空、防毒、消防知识。但由于次报作为一本“机关报”，编辑班底并非科学背

景，战时常识科普文章多为转载，且未成为内容重点 (徐敏杰，2020) 。 

通过分析上述同时期刊物代表可发现，《科学世界》构建“战时常识体系”的科普实

践具有其独特性。首先《科学世界》有意识地集中大量刊登战时常识科普文章；第二，科

学世界的编作者多为科学相关背景，其中不乏各领域的专家；第三，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址

历经南京与重庆，此两地皆是战争惨烈的所在，故编者们身处于灾难之中，更易产生“急

需常识”的危机意识，这也有利于为构建“战时常识体系”寻找当务之急的主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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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学世界》战时常识科普方式及理念分析 

如前所述，《科学世界》刊登了大量文章，向普通民众讲解战时防护实用知识。在战

争这一特殊背景下，这些知识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常识。以下结合具体文本分

析《科学世界》中的常识普及方式以及相应的科普理念。 

3.1 讲解科学原理，缓解民众恐慌情绪 

如前所述，《科学世界》以传播科学常识为己任，其所称之“科学常识”既与民众日

常生活相关，同时包含有现代科学原理，是现代科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因此，在

《科学世界》的常识科普文章中，实用方法及其所依据的相关科学原理都会涉及，但内容

的重点是在常识的传播上，与之一起出现的科学原理是作为常识传播的辅助性内容出现

的。这在该刊的战时科普文章中尤其得到体现。对表 所列文章进行初步分析可知，在讲解

这些实用防护知识之前，作者们都会在文章前面的部分介绍其所涉及的相关理论知识，以

缓解民众的恐慌情绪。 

在《科学世界》的第一篇战时科普文章《毒气战争并不十分可怕》中，提到了 1934 年

1 月在伦敦的化学讨论会上，freeth 博士称致死类毒气的密度都很小，在空气中容易被稀

释散跑： 

譬如氢氰酸(Hydroeyanic acid)和一氧化碳致死的速度特别敏捷，但是他们在空气中

飞散得很迅速。在工厂中各种发动机放出来得废气所含的一氧化碳就不少，例如有一种啮

合自动机车(Idling motor-bus)所放出来得废气中所含得一氧化碳可达 6%，在工作紧张的

时候，空气中所含此种气体也就很多，但如空气流通，亦可使他不致停集为害……氯气常

须在谧静得空气中才有效，稍有点风都可以把它吹起跑。最毒的芥气也不能于短时间内散

布得很宽，并且一遇潮湿而疏松的泥土，他是可以自行分解的。在欧战中受芥毒气的患者

百人中死者还不上四人 (西，1934) 。 

如上可见，文中先提到两种毒气的杀伤力和空气中稀释的速度，再以工厂废气和一种

机车的实例证明生活中也存在毒气，但空气流通就不为害，且在机车了例子中给出了一氧

化碳占废气中比重的数据。随后说明氯气和芥气的弱点，并提到欧战中芥气中毒者的死亡

率。 

方子藩的《空袭与防空》虽为关于空袭的科普，但因空袭炸弹中包含数种毒气弹，涉

及到不少笔墨的毒气战争技术内容，且此文章内容都按条目分出，结构清晰。对于每种炸

弹，文章作者都会首先介绍成分、特性与破坏杀伤效果，例如在有关窒息性毒气的介绍

中，作者首先简单提及其出现和发展：“氯(cl2)为欧战时第一次施用之毒气。现乃有光气

(cocl2)起而代之”。随后介绍现存的窒息性毒气与其化学式及特性，如“氯甲酸三氯甲酯

[ccio·occl3]或(cocl2)2c…与光气同样猛毒，但因液体关系，较难挥发，具燃烧橡皮之异

臭，亦可以水消灭”(顾学箕，1938，p.29)。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例子中，作者提到了

氯甲酸三氯甲酯“亦可以水消灭”，因此化合物遇水分解的特性，故为一种防护方法。 

战时伤员人数众多，而由于专业的医务人员短缺，相应的护理工作往往会交给非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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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承担。顾学箕的《战时敷伤法》一文就注意到，在大多数的伤兵医院，敷伤的工作都

交给看护兵，但看护兵大多未受过专业训练，是为非专业人员，他们在面对紧急情况可能

会因恐惧而慌乱，这不利于对伤员的救治。因此，该文以非专业人士为目标读者，详细讲

解了各种战地敷伤技术。而在讲解具体操作方法之前，作者首先从医学的角度详解了敷伤

的重要性和作用，如“深入组织内部的细菌，根本没有外用药物可力杀灭他的，唯有凭着

组织的抵抗力去制灭他。治疗的目的，就在怎样增强这种抵抗力” (顾学箕，1938，

p.2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作者认为“敷伤的人能明白了创伤的病理，自然他能运用一

切了”(顾学箕，1938，p.23)，因此在讲解具体的敷伤技术操作时对每种技术都做出详细

且易懂的理论说明，部分操作为了应对不同情况还提供了多种方法。文中技术并不难，且

有理论知识支持，学习此文者即使曾是对于医疗敷伤一窍不通之人，也可依文中内容进行

敷伤护理。 

《经济的卫生学》中，关于病毒传播致病的部分： 

一般人每以为病菌一旦侵入人体，便立能致病，其实也未必尽然。因为(1)病菌的毒力

大小如何，(2)它的数量多寡是怎样，(3)它入体的途径是否适当，(4)和我们人体的抵抗力是

强还是弱，都对于疾病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大概少数毒力不大的病菌，不由适当的途

径，侵入抵抗力很强的人体，每不足以引起疾病。关于病菌种种，也许不能都由我们控

制；但是自己身体的抵抗力，却总是自己的事，我们大众何苦不把身体强健起来，抵抗力

增加起来，以与病菌相周旋？这便是大众卫生的基本原理。 

作者将病菌入体致病的影响因素分为病菌毒力、病菌数量、入体途径、人体抵抗力四

点，以此来论述病毒入体并非一定会致病，不需过度恐惧病菌，并呼吁民众锻炼身体，增

强抵抗力，也可抵御病毒入侵身体致病 (曙明，1938) 。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介绍具体的实用方法之前讲解相关的理论知识，其意义一方

面在于缓解民众可能产生的恐慌情绪，例如上述提到的有关毒气的相关知识其实也向读者

表明，当遭遇此类袭击时，无需过度恐慌，可运用科学常识躲避或减少毒气可能产生的伤

害；另一方面，对于不满足于仅仅获知常识的读者来说，这些相关原理的讲解则为之提供

了深入了解常识背后的科学知识的渠道。 

3.2 关注弱势人群，维护民众生命健康 

与其他人群相比，弱势人群的生存更加艰辛，在战争环境下尤其困难。《科学世界》

杂志的编者及作者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因此该刊所发表的战时科普文章对弱势给予了较多

关注，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三： 

一是关于贫民的生存保障，这在多篇文章中有体现，如《食盐与战争》中以国民健

康、实业制造、战争经费筹集三个角度分析了食盐的重要性。在食盐与国民健康部分，分

析道到民众贫富与食盐需求量的关系： 

动物性食物含盐甚多，植物性食物亦含有盐分，但其量较之钾盐，则膛乎其后，故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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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者对于盐之要求不亟，菜食者则须食多量之盐，使来自植物性食物中之钾为盐中之钠所

替代，以阻止钾离子之作用。因钾盐过多易使吾人食欲减少而影响健康也。富人食肉多，

贫人食菜多，故食盐之重要对于贫民关系尤切。(吴襄，1939) 

作者通过营养学角度分析得出菜食者应比肉食者多吃食盐，结合富人食肉多，贫人食

菜多的现实情况，认为食盐的摄入量对贫民尤为重要，故呼吁重视战时民众的食盐配给。 

在《我国战时的粮食问题》一文中，作者则建议控制粮食价格，严管粮食贩卖与运

输，设定最高市价以保证民众不论贫富，在战时都能有能力负担粮食的价格(刘伊农，

1936)。 

二是关于弱势群体的避险，例如《空袭与防空》一文对这一人群有有专门的提示： 

自卫防空：妇孺老弱之辈，不能戴防毒面具者，应收留于防空室内。但须履行下列各

项：(a)闻警报后，即将食品贮藏密器内。放水于浴缸，桶盆内。整理衣服，及病人食物，

小孩玩具等，携入防空室内，以资应用。窗户用宽厚纸密封，至少以房一间，作防空室 

(方子藩，1938) 。 

如上可见，防空室的作用是保护不能戴防毒面具的弱势群体，文中给出五条防空室的

设置及使用事项，是为了保障这些难以使用常规手段避险的人群的生命安全。 

三是弱势人群在战时状态下日常生活中的卫生问题。在《经济的卫生学·非常时期的

民众卫生》一文中，作者认为中国民族的真正危机并非飞机、大炮少，  

……像这样的民族复兴根据地，求一精神饱满活力充实之人，不可多得，这才是我中

华民族真正的隐忧，而为复兴的大障碍，值得我们深自警惕，力图补救，以达到我们真正

的最后胜利的目的。 

怎样来补救这广泛的衰、弱、老、病的现象？显然的，运用近世科学知识，讲求“卫

生”之道，是唯一有效的办法 (曙明，1938) 。 

在这里，作者将改善民众“衰、弱、老、病”状况、维护以及改善民众健康状况的意

义提升到民族复兴的高度，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有必要在民众中普及以近代科学知识为

基础的卫生常识。因此，该文以“生、老、病、死”四部分内容，普及非常时期接生、养

老、护理病人，处理逝者相关的卫生知识与具体技术。 

例如在写到“生”的问题时，作者除了详细介绍饮食营养、孕期禁忌、孕期常见的身

体异常及其解决方法之外，尤其提到难产问题。在战争环境下，由于群体体质下降，难产

现象时有发生，对此，作者建议在生产前务必去当地正式医院或妇婴卫生机构，“量量胎

盘骨体的大小，血压的高低，看看胎儿的位置，查查小便和血液等项，看有什么异态或病

态没有，好及早矫治，以免后患”。对于因战争时期情况紧急，条件实在不允许请到专业

医师的情况，文中也给出了接生的详细说明，内容为关于接生时的处置方法与婴孩窒息的

急救方法，简单可行，普通人依文章即可操作，也无需专业设备。三种脐带的无菌处理方

法，以资不同情况下采用，如若战时无酒精纱布或熨斗，就可使用纸灰止血法。后文中则

是关于婴孩的养育，主要注意“一曰营养，二曰保温，三曰传染病”，此三点都给出了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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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且语言通俗易懂的科普，此处不再赘述 (曙明，1938) 。 

从上述文章也可以看到，作者们尤其考虑到弱势人群在战时这一特殊背景下可能难以

向专业人士(例如医院、专业医护人员等)求助，因此对于相关常识时的讲解尽可能一目了

然，通俗易学，可操作性强，同时结合理论的讲解方法可让读者更全面地学习到常识的内

容，加以致用，可提高人民医疗救护水平，减少伤员死亡伤残率，在战时增加生存的可能

性。 

3.3 传播新思想，呼吁民众摒弃陋习 

呼吁民众摒弃陋习，破除迷信是近代中国科学期刊的一个共同理念，也是《科学世

界》自创刊以来的基本宗旨之一。即使处于战争环境下，这一科普理念也仍然在《科学世

界》所载文章中得到体现。 

《经济的卫生学·非常时期的民众卫生》一文主要介绍了用以维护健康的现代卫生常

识，而在讲解具有可操作性的实用知识的同时，作者也有意识地向读者传递新的思想观

念，呼吁民众摒弃陋习。例如作者在讲到人死之后的尸体处置时呼吁火葬： 

人死之后，怎样处置尸体，也是一个有关卫生的大问题。死而不殓，虽是经济省钱，

却非有情感的人类所忍为，且尸体腐烂，有碍卫生。我国的习俗，是用木棺盛殓，埋葬入

土。从卫生的立场上说，这倒没有什么可以非议之处，可是从经济的立场上看来，却未免

太浪费了；木棺的价值，贱者数十元，贵者数千元，窖入土中，便成废物，可惜熟甚！考

殓葬的意义，不外三点，一曰慰藉情感，二曰勿碍卫生，三曰经济物力。东西得各国，有

火葬之俗，既合卫生，又省物力，且合乎其特殊的宗教信仰，足以慰藉其情感。但在我

国，既无此种宗教信仰，又无焚尸场的设备，自是窒碍难行。虽国人提倡火葬者不乏其

人，恐在目前，终难实现。据在下看来，慰藉情感，莫如保存尸体于久远；勿碍卫生，于

焚化之外，莫如严密封闭，勿使腐蚀；经济物力而又适合上列之条件，莫如采用砂缸。查

砂缸为我国土产，到处皆有制造所，价格极廉，而又坚固不易腐蚀，可垂久远，是一举而

数利备也 (曙明，1938) 。 

上文可见，作者站在民众的角度分析其对丧葬的需求，总结出情感寄托、卫生保障、

经济实惠三点，并结合国内外环境讨论火葬在中国难以施行的原因。通过上述三点需求的

分析，曙明提出了砂缸入殓的办法，以兼顾民众情感、经济和保障环境卫生，中和传统丧

葬方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又如在介绍孕妇分娩常识时，该文尤其提醒务必找新式助产士或医师，而非旧式产

婆，这里也是出于对卫生以及对产妇的健康与安全的考虑，作者不仅介绍了相关的卫生常

识，也教授了接生的卫生注意事项，在述及器械、耗材的消毒及后续护理方法时，作者也

特别提示应注重无菌操作 (曙明，1938) 。 

分析《科学世界》自创办以后所发表的文章可知，这种对新的生活方式和卫生观念的

提倡正是该刊常识科普的重要内容。例如《如何增进我们的体力》中提出中国人体力增进

有三个敌人，“第一是不良嗜好，第二是性欲过度，第三是不清洁”(吴襄，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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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呼吁民众戒吸烟、吸鸦片，不要纵欲，并坚持衣食卫生，“如此，日日行之，就是

住茅屋，吃粗饭，穿破衣，而身体亦必可转强。”《酒茶烟之医学观》一文中分析了关于

酒、茶、烟的传统观念的正误，如酒，传统观念中认为其是可以增加智力和体力的饮品，

但在科学的方法证明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作者一一分析了酒的生理作用，并讨论了过

度饮酒的危害，且在文章最后，给出了酒的药用方式，如消毒、解毒，杀菌等 (苏德隆，

1932) 。上述常识内容，皆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贴合时代背景，通过对常识本身的

介绍以及对其所依据的科学原理的讲解，一方面为民众在有限的条件下更好地生存提供了

一种实用性的参考，另一方面也可促使民众从日常小事做起，逐渐摒弃陋习与迷信，更科

学地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事务。 

4 结论 

民国时期科普期刊《科学世界》自创刊起即以向民众普及科学常识，讲解科学技术之

应用作为其办刊宗旨。抗日战争时期，该刊秉持这一宗旨，同时结合战时普通民众的需要

刊载了大量相关文章，向民众介绍战时防护、卫生等方面的实用知识。常识是因时因需而

变化的，而以常识为导向的科普就有必要结合具体社会背景和民众实际需求调整内容，

《科学世界》在抗日战争时期内容重心的转变就体现了这一科普理念。 

本文以《科学世界》的战时科普文章为研究对象，对这些文章的内容以及其中所体现

的科普理念做出了分析。笔者认为，这些文章所体现出的科普理念对于今天的科学传播也

有可借鉴之处。一是根据特殊时期民众的需要进行实用常识的科普，对实用知识的讲解注

重可操作性，在普及常识的同时，这些文章也注重对常识背后的科学理论知识的讲解，从

而满足读者不同层次的需要；二是对弱势人群尤其给予关注，并有针对性地讲解相关实用

知识；三是在普及常识的同时，也注意传播新的思想观念，尤其着眼于民众在日常小事中

的观念和习惯，通过常识的普及更新读者对事物的认识，以达到使其摒弃陋习，接受新思

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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