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４３ 卷第 ５ 期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河 海 大 学 学 报 （ 自 然 科 学 版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ｏ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４３ Ｎｏ．５
Ｓｅｐ． 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３８７６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５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 ０８ １８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１２５３１５２３）
作者简介： 王红星（１９６２—），男，河北滦县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水文水资源、水利科技期刊研究。 Ｅ⁃ｍａｉｌ：ｈｄ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ｘｉｎｇ＠ １６３．ｃｏｍ
通信作者： 季山（１９３７—），教授。 Ｅ⁃ｍａｉｌ：ｊｉｓｈａｎｄ＠ １６３．ｃｏｍ

《河海月刊》的历史定位和社会影响

王红星１，张松波１，季　 山１，马敏峰２，高建群２，李向东１

（１．《黑龙江大学工程学报》编辑部，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０； ２．河海大学期刊部，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８）

摘要： 介绍由中国第一所水利高等院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现河海大学）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创办的

《河海月刊》的创办背景、办刊宗旨及栏目设置等，考证其历史定位，探析其社会影响。 考证及研究

表明：《河海月刊》是中国创办最早的水利科技期刊；《河海月刊》对我国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是造

就了一支高水平的作者队伍；《河海月刊》发表的一些论著至今仍具科学价值；《河海月刊》秉承的

“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办刊理念，严谨求实、开拓创新的办刊精神得到了传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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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科技期刊是中国科技期刊的重要组成。 回顾我国的水利科技期刊研究，从摸清期刊家底、探索办刊

之道到分析文献计量、评价学术影响等，走过了 ２０ 多年历程，取得了显著成果［１⁃６］。 我国现有 １００ 多种水利

科技期刊［１］，约占国内科技期刊总数的 ２％。 水利科技期刊研究越来越受到期刊工作者的重视，这不仅丰富

了我国科技期刊的研究成果，而且对中国水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然而，有关我国近现代（１８４０—１９４９ 年）水利科技期刊的研究几乎为空白。 以期刊数量为例，有的只提

及 １ 种［７⁃８］，有的列举了 １０ 多种［９］，众说纷纭；至于水利科技期刊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少有文献提及。 笔

者拟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从考察中国第一所水利高等院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现河海大学）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创办的《河海月刊》入手，通过查证其创办背景、办刊宗旨和栏目设置等，考证其历史定位（指近现代中

国水利科技期刊按创办时间早晚的排名），探析其社会影响，肯定其科学价值，弘扬其办刊精神，进而研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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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近现代水利科技期刊，以填补中国近现代水利科技期刊研究的空白，完善中国水利科技期刊的发展历史。

１　 《河海月刊》的历史定位

１ １　 创办背景

清末民初，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内受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加之洪旱灾害频繁，民不聊生。
中国近现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奉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宗旨，对家乡南通等江淮地区遭受的风暴潮

和洪旱灾害深有体会，因此他重视土木水利工程建设人才培养工作。 １９１４ 年，时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及全

国水利局总裁的张謇更加感到水利人才的缺乏，力主加速水利人才培养。 经多方呼吁、亲自联络、筹措经费、
聘请教师、商定校址、审定办学方案，１９１５ 年 ３ 月在南京创办中国近现代第一所水利高等院校———河海工程

专门学校（现河海大学，以下简称“河海”） ［１０］。 办学者深知水利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因此开宗明

义提出“注重学生道德思想，以养成高尚之人格；注重学生之身体健康，以养成勤勉耐劳之习惯；教授河海工

程必需之学理技术，注重自学辅导、实地练习，以养成切实应用之学识”的教育方针，倡导“聘请富有工程经

验而热心教学者为师；注重教学方法，使学生能活用理论，而不专致力于记诵；广储仪器设备，以供学生实验；
组织参观工程以资感发，派遣实习以增阅历”的教学要求和方法［１０］。 办学伊始，应水利机构和社会的要求，
专业教师带领高年级学生支援抗灾抢险和水利工程建设蔚为风气，师生在实践中有所认识、创造和总结。 为

了适应教学、生产和科研工作的需要，普及、推广和引进国内外水利科学技术知识，交流思想以进事功［１１］，许
肇南校长和李仪祉教务主任于 １９１７ 年创办了《河海月刊》和《河海周报》 ［１０］。

《河海月刊》共出版 ４ 卷，每卷 ６ ～ ８ 期，每期 １００ 页左右，起初为油印本，第 ２ 卷第 ２ 期起改为铅印本。
１９２１ 年 １２ 月《河海月刊》停刊，１９２３ 年创办《河海季刊》，现只存有第 １ 卷第 １～２ 期，每期 ２００ 页左右。 《河
海周报》于 １９２４ 年夏由河海工科大学（该年“河海”因东南大学工科并入而更名）接办（与之前出版的卷、期
连算），１９２７ 年 １ 月停刊，共出版 １５ 卷，每卷 １５～２０ 期，每期数十页。 《河海月刊》《河海季刊》和《河海周报》
封面和正文例等如图 １、图 ２ 所示。

图 １　 《河海月刊》《河海周报》《河海季刊》封面

Ｆｉｇ． １　 Ｃｏｖｅｒｓ ｏｆ Ｈｏｈａｉ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Ｈｏｈａｉ Ｗｅｅｋｌｙ， ａｎｄ Ｈｏｈａｉ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 ２　 办刊宗旨、栏目设置及其他

　 　 《河海月刊》以研究学术，联络师生、校友，互通信息为办刊宗旨。 《河海季刊》以讨论工程学理及建设为

办刊宗旨。 《河海周报》办刊宗旨大致同此。
《河海月刊》设置有论著、调查、纪事、通讯、文艺、附录等栏目；《河海季刊》设置有论著、实验、译述、调

查、时评（评论工程得失）、记录、通讯、校闻等栏目；《河海周报》设置有专著、时评、水利汇闻、工程拾零、校
闻、校友信息、文艺等栏目。 ３ 种期刊中非科技方面内容（文艺、校友信息等）只占很小的比例，因此它们是名

副其实的水利科技期刊。
３ 种期刊由学校出版部编辑出版，先后兼任编辑的教师有李仪祉、汪胡桢、徐乃仁、丘葆忠、朱实甫、许心

武等［１０］。 撰稿人为本校教职员、毕业生和修业生，也有少量认同办刊宗旨的校外人士。 １９１９ 年北京大学教

６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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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河海月刊》章程、发刊词，《河海季刊》第 １ 卷第 ２ 期论文

Ｆｉｇ． ２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Ｈｏｈａｉ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ｎｄ ａ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ｉｓｓｕｅ ２ ｏｆ ｖｏｌｕｍｅ １ ｏｆ Ｈｏｈａｉ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授胡适在《河海月刊》第 ２ 卷第 ７ 期、第 ８ 期上发表了题为《许怡荪传》的文章。
３ 种期刊的办刊经费除来自于本校教职员、毕业生（每人每年交 ２ 元）和在校生（交 １ 元）外，不足部分由

学校补贴。 《河海月刊》每期定价 ０ ４０ 元，刊物向国内外发行。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河海周报》改为铅印本，赠送、
订阅达 ３００ 份［１２］。 （据统计，１９１９ 年在校教职员、毕业生和在校生合计约 ２００ 人［１０］，《河海周报》几乎人手

一册，实际赠、订约 １００ 份。 《河海月刊》赠送、订阅情况应大致相同。）
１ ３　 历史定位

首先，考证《河海月刊》《河海季刊》《河海周报》的创办时间。 对于《河海月刊》，徐乃仁［１３］ 认为创自民

国六年十二月（１９１７ 年 １２ 月）；刘晓群［１０］认为 １９１７ 年冬创刊；文献［１４］则写为“１９１７． ［１２］”（据文献［１４］，
加方括号代表目前考证困难，创刊月份暂由推算估计得来）；而现存《河海月刊》第 １ 卷第 １ 期封面标明出版

时间为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第 １ 卷第 ２ 期为 １９１７ 年 １２ 月（图 １）。 《河海季刊》始自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 年）发

行［１３］，该刊第 １ 卷第 １ 期封面标明出版时间为 １９２３ 年 ３ 月（图 １）。 根据物证，认定《河海月刊》和《河海季

刊》创办时间分别为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和 １９２３ 年 ３ 月，至于《河海周报》，文献［１２］和文献［１０］都认为创办于民

国六年（１９１７ 年）冬季。 虽然国内图书馆现存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 年出版的第 １３～１５ 卷《河海周报》，未找到其创刊

号，但可以肯定伍杰［１５］和姚远［９］的观点———《河海周报》创办于 １９２５ 年 ９ 月缺乏依据、有误。
以下分析《河海月刊》等按中国近现代水利科技期刊创办时间早晚的排名。 姚远［９］ 认为（中国）高校最

早的水利期刊为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于 １９２３ 年 ３ 月创办的《河海季刊》，这一说法有误。 如前所述，《河
海季刊》创办之前已有 １９１７ 年冬创办的《河海月刊》和《河海周报》。 程鹏举［１６］认为中国第一份水利技术专

刊———《水利》于 １９３１ 年 ７ 月由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主办，因未给出论证依据而存疑。 笔者根据文献［１４］资
料统计，１９１７—１９４９ 年我国累计出版 ５０ 种水利科技期刊（１９１７ 年之前无水利科技期刊），按期刊创办时间先

后排名显示，《河海月刊》《河海周报》并列第一，《河海季刊》位居第九，《水利》排第二十一位［１７］。 因此，程
鹏举［１６］的说法有误。

综上所述，《河海月刊》创办于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河海周报》创办于 １９１７ 年冬季，《河海季刊》创办于

１９２３ 年３ 月。 可以确认，《河海月刊》是中国（包括中国高校）近现代创办最早的水利科技期刊，其历史定位

毋庸置疑。
从栏目设置和刊登内容看，《河海季刊》是《河海月刊》的延续，《河海周报》则是《河海月刊》的姊妹刊。

现存《河海月刊》较为完整（只缺存少数几期），而《河海周报》缺失较多（１５ 卷中只存后 ３ 卷若干期），因此精

准确定《河海周报》同为中国创办最早的水利科技期刊尚待进一步考证。
《河海月刊》是中国近现代创办最早的水利科技期刊，有这样的历史定位并非偶然，得益于中国第一所

水利高等院校创建者的高瞻远瞩、对知识传播的深刻认识以及比较雄厚的师资力量。

２　 《河海月刊》的社会影响

由于可供研究的现存资料较少，只能根据现存的《河海月刊》 （含 ２ 期《河海季刊》）和若干期《河海周

７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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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探析《河海月刊》的社会影响。
２ １　 发表师生生产科研成果，构建当代水利学科体系雏形

１９１７ 年我国海河流域发生大水，“河海”特科毕业生承担五大河堤修复技术工作。 翌年春季在校正科生

应邀协助工作，直至竣工。 一些毕业生其后参与测绘华北地形图以及规划整治方案。 １９２１—１９２２ 年、
１９２８—１９３１ 年陕西省大旱，李仪祉教授率领毕业生实地查勘，制定灌溉工程修建计划，主持兴建泾、洛、渭、
梅四惠渠等灌溉工程［１０］。 《河海月刊》及时报道本校教师和毕业生的生产实践成果，同时大量发表本校教

师和毕业生总结的中国治水理论和实践，介绍引进西方水利科学技术的科研成果。 现将上述生产科研成果

文章沿用《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第二版）学科分类，并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含河海工科大学）开设的相关

课程、自编教材讲义对照列于表 １。

表 １　 《河海月刊》等发表的文章与学校相关课程、自编教材按学科分类对照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Ｈｏｈａｉ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Ｈｏｈａｉ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水利学科名称 相关课程 自编教材 文章篇名

水力学、河流及海岸
动力学学科

水力学、水力工学、水力实验 实用水力学
《水力学之发展》 ［１８］ 、《美国水力学研究之近况》 ［１９］ 、《满宁氏流
速公式》 ［２０］ 、《通用流速公式之误点》 ［２１］ 、《潮汐论》 ［２２］等

工程力学、岩石力学、
工程结构及材料学科

结构原理、土石结构、土石工计
划、土 工 及 隧 洞、 钢 结 构 （ 选
修）、工用材料、材料检验、钢筋
混凝土计划、钢筋混凝土

土工及隧道、
钢筋混凝土
计划、土石工
计划

《单柱梁计画法》 ［２３］ 、《双柱梁计画法》 ［２４］ 、《计画钢屋架重量之
公式及表》 ［２５］ 、《土压力之新理论》 ［２６］ 、《三合土与海水之关
系》 ［２７］ 、《中国之水门汀业》 ［２８］ 、《美国铁筋三合土的研究》 ［２９］ 、
《最近上海工程材料市价表（１０ 月调查）》 ［３０］等

水文与水资源学科 水流测量、水文学 水文学

《关于大汛见闻杂录》 ［３１］ 、《北五省旱灾之主因及其根本救治之
法》 ［３２］ 、《说量雨及制雨图法》 ［３３］ 、《流速仪试验后之公式》 ［３４］ 、
《流速计施测之研究》 ［３５］ 、《管形浮标测量法》 ［３６］ 、《转台式之流
速仪检定台》 ［３７］ 、《水患之预防法》 ［３８］等

水利工程勘测学科
平面测量、形势测量、大地测量，
矿石论、工用地质学

《勘察永定河一得》 ［３９］ 、 《滋河与滹沱河地面高底实测之开
始》 ［４０］ 、《扬子江下游之地质调查》 ［４１］ 、《永定河为黄河故道说
之不确》 ［４２］ 、《直隶诸河源流说》 ［４３］ 、《美国大地测量测定子午
线法》 ［４４］等

水利规划学科 水工计划
《直隶北运河问题之根本解决》 ［４５］ 、《长江治导报告书》 ［４６］ 、《长
江濬治计画》 ［４７］ 、《黄运交会诸问题》 ［４８］ 、《重农救国策》 ［４９］等

水工建筑物学科 水工研究
水功学、水工
试验

《水功学》 ［５０］ 、《虹吸溢道》 ［５１］ 、《汉水及其堤工》 ［５２］ 、《新式之
护岸埽工》 ［５３］ 、《美国威尔森坝》 ［５４］ 、《密西西比河之河堤》 ［５５］ 、
《德国水功著述调查》 ［５６］等

水利工程施工学科 工用机械（选修）
《疏浚及疏浚机》 ［５７］ 、《机器汲灌江水入城之意见书》 ［５８］ 、《黄河
上游堵口之进行》 ［５９］ 、《山东河务报告堵口工程》 ［６０］ 、《永定河
决口堵筑工程始末》 ［６１］等

水利管理学科 经济原理、管理学 管理学

防洪学科
《论天津被水之由及补救办法》 ［６２］ 、《津埠积水宣泄计划意见书
节要》 ［６３］等

灌溉与排水学科 灌溉工学
《农田之水利》 ［６４］ 、 《漕渠》 ［６５］ 、《应用毛竹筒导水灌溉之建
议》 ［６６］ 、《灌溉用水量》 ［６７］ 、《俄罗斯水利田之将来》 ［６８］等

水力发电学科
直流电工学、交流电工学、机械
功学（选修）

《水力之将来》 ［６９］ 、《水电厂核定图样》 ［７０］ 、《美国水电力之发
展》 ［７１］等

航道与港口学科
河工学、渠工学及河川之渠化、
港工学、港口学

河工学
《海港概论》 ［７２］ 、《海堤建筑计画》 ［７３］ 、《海岸之保护》 ［７４］ 、《去
年松花江航运状况》 ［７５］ 、《美国内河航运之将来》 ［７６］等

城乡供水与排水学科 给水工学（选修） 给水工学

水土保持学科 《治水与造林之关系》 ［７７］ 、《森林与水功之关系》 ［７８］等

环境水利学科 《灌溉恶果之预防》 ［７９］

水利史学科等
《五十年来中国之水利》 ［８０］ 、《中国之治水事业》 ［８１］ 、《永定河历
代决堤修治表》 ［８２］ 、《太湖水利经籍录》 ［８３］等

８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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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中学校开设的相关课程所用教材为国外学科体系教材，初期以美国的居多［１０］。 １９２２ 年起，部分课

程使用对生产科研成果文章进行充实、加工并结合中国实际的自编教材讲义。 通过对国外学科体系进行修

正、改造，逐渐形成当代中国的水利学科体系。 换言之，《河海月刊》和《河海周报》参与构建了当代水利学科

体系雏形。
２ ２　 传播生产科研成果，推进水利教育发展和水利工程建设

《河海月刊》《河海周报》发表的生产科研成果文章，被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广泛阅读、学习和应用，有力

地推动了水利教育和工程建设的发展。
刘晓群［１０］举例说，李仪祉教授在《河海月刊》上发表的《潮汐论》 ［２２］、《北五省旱灾之主因及其根本救治之

法》 ［３２］、《黄运交会诸问题》 ［４８］、《重农救国策》 ［４９］、《森林与水功之关系》 ［７８］等被学生们当作最切合实际的教材

来学习。 李仪祉、汪胡桢、许心武、郑肇经等教授对已发表的论文进行充实、加工，编写成《水功学》《水工试验》
《实用水力学》《最小二乘法》《给水工学》《水文学》《河工学》等教材讲义，这些教材紧密联系中国实际，效果良

好，深受师生欢迎和赞扬［１０，８４］，打破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办学初期英文教材一统天下的局面。
在教师和校友的熏陶影响下，在校生结合查勘实习、调查研究，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报告和建议，被推荐在

《河海月刊》和《河海周报》上发表，如《农业部第一棉业试验站灌溉调查》《勘察徐属八县河道情形报告书》
《绥远水利考察记》《太湖流域工程规划雏议》《整理湖北水利雏议》《直隶河工积弊之讨论》等［１０］，激发了学

生们的学习热情。 １９１９ 年 ９ 月“河海”设置毕业设计教学环节，由学生自行选题和调查研究，在教师指导下

完成毕业论文，锻炼、培养了学生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学校增设研究部指导和评阅论文［１０］。 毕业设

计环节为《河海月刊》提供了作者资源和稿源。
国民政府鉴于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严重洪旱灾害，开始兴建一些现代水利工程。 “河海”毕业生

和专业教师应用所学知识，借鉴校刊上刊登的技术方法，在这些工程中做出了贡献［１０］。 百度百科特别提到，
１９１７ 年天津水灾后中外合办的水利工程有不少欧美工程技术人员参与，一些“河海”毕业生基础扎实，工作

勤奋和优异表现令大家刮目相看①。
２ ３　 造就作者队伍，培育近现代水利事业人才

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河海月刊》《河海周报》共有作者约 １００ 人，其中发表 ５ 篇以上文章约 １６ 人，５ 篇以

下 ８０ 多人。 表 ２（作者简介参考文献［８５⁃８８］及百度网等编写）系 ２６ 位作者名单及简介。 由表 ２ 可见，《河海月

刊》《河海周报》的创办者李仪祉和核心作者汪胡桢等（发表文章较多，影响较大）也是发行量和影响均较大的

两大期刊———《华北水利月刊》和《水利》（含《水利特刊》）的创办者和核心作者（其中 ２ 位作者还是 １９４９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水利学报》的作者）；大多数作者成为水利教育和工程建设的

栋梁人才。 由此可见，培育造就一支高水平的作者队伍，是《河海月刊》和《河海周报》对社会的最大贡献。
２ ４　 一些论著至今仍被引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在《纪念李仪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李仪祉先生撰写了大

量水利科学论著，现能看到的专著、论文、计划、建议等近 ２００ 篇之多［８９］，其中《潮汐论》 ［２２］、《北五省旱灾之

主因及其根本救治之法》 ［３２］、《黄运交会诸问题》 ［４８］、《水功学》 ［５０］、《森林与水功之关系》 ［７８］等发表在《河海

月刊》上，这些论著今天仍然有其科学价值，值得我们借鉴［８９］。 《陕西省志·水利志》在李仪祉传中说：李仪

祉一生发表论著 ２００ 多篇，对治理黄河、淮河、海河、钱塘江和扬子江等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方略和论

述［９０］。 该文所列第一篇即为发表在《河海季刊》上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水利》 ［８０］。
仲维畅［９１］的《汪胡桢先生与母校河海》引用了汪胡桢在《河海月刊》《河海季刊》《河海周报》上发表的

《津埠积水宣泄计划意见书节要》 ［６３］等 ５８ 篇文章。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工程技术编水利卷１》 ［９２］引用须恺在《河海月刊》上

发表的《海堤建筑计画》 ［７３］等 ２ 篇文章。
取上述 １９８０ 年以来出版的书籍和 １９９０ 年以来网络发表的文章作为统计源，根据总被引频次的定义，

《河海月刊》和《河海周报》截至 ２０１３ 年的总被引频次为 １１４ 次。 仅少于被引用、检索的 １１ 种期刊中的《水
利》总被引频次［１７］。

９９４

① 百度百科·须恺。ｈｔｔｐ： ／ ／ 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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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河海月刊》《河海周报》作者简介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ｒｉｅ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ｏｆ Ｈｏｈａｉ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ｎｄ Ｈｏｈａｉ Ｗｅｅｋｌｙ

作者姓名

发表文章篇数

《河海月刊》
《河海周报》①

《华北水

利月刊》① 《水利》①② 《水利学报》③
作者简介

李仪祉 ５５ １６、译文 ２ １５、译文 ２
“河海”教授、首任教务主任，两度留学德国，曾任华北、黄河水
利委员会委员长，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中国水利工程
学会第一至六届会长等，中国近现代水利奠基人

汪胡桢 ５８ １ ３８、译文 ２ ２ “河海”毕业，留学美国，曾任“河海”、中央大学教授。 新中国
成立后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

顾世楫 ２０ ２ １６、译文 １ “河海”毕业，曾任浙江之江大学教授等。 新中国成立后任之
江大学土木系主任等。 中国现代水文科学的开拓者

须 恺 ８ ４ １０ “河海”毕业，留学美国，曾任中央大学水利系主任。 新中国成
立后任水利部技术委员会主任等

宋希尚 ９ ５ “河海”毕业，留学美国，曾任黄河堵口总工程师等。 １９４９ 年
后任台湾大学教授、台北工业专门学校校长等

许心武 １０ ３ “河海”毕业，留学美国，曾任“河海”教授、河南大学校长、中
央大学水利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设计院工程师等

丘葆忠 ６３ “河海”毕业，留校任教，曾任江西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
抗战期间主持修建赣江“马当防线”工程和“湖防工程”

徐世大 ２ ３２ １１
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下同）毕业，留学美国，曾任“河海”教
授、华北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天津海河工程局局长等。 １９４９
年去台湾，任石门水库设计委员会总工程师等

张含英 １ １２ １２、译文 １ ２
北洋大学毕业，留学美国，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北洋
大学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水利学会第一至二届理事
长、水利部副部长等

沈百先 ４ ８
“河海”毕业，留学美国，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第七至九届会长、
水利部政务次长。 １９４５ 年去台湾接收水利，任台湾大学教授
等。 晚年定居美国

刘钟瑞 １ ４ ４ “河海”毕业，曾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水电
部基建司总工程师等

胡步川 ３ ３ ２ “河海”毕业，曾任西北水工试验所所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水
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主任等

朱墉 ８ ３ “河海”毕业，曾任《河海季刊》总编辑

肖开瀛 ３ １０ “河海”毕业，曾任上海南通学院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任安徽
省水利厅副厅长等

沈宝璋 ５ ２ “河海”毕业

徐乃仁 ５ １ “河海”毕业，曾任“河海”教授、出版部主任，中央大学教授

何之泰 ２ ５ “河海”毕业，曾任中央大学教授、浙江省水利局局长、湖南大
学工学院院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长江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等

蔡 振 ２ １ “河海”毕业，曾任水利部水文司司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水利
部水文局副局长等

宋文田 ２ １ “河海”毕业，曾任山东省水利局局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
省农业厅、山东省水利厅厅长等

雷鸿基 １ １ “河海”毕业，留学美国，曾任南京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副局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三门峡工程局副总工程师等

许寿祖 １８ “河海”毕业

江 浚 １９ “河海”毕业

郑 箎 １３ “河海”毕业

吴树声 ３、译文 ３ “河海”毕业，曾在全国水利局等任职

杨孝述 ５ “河海”教授，曾任“河海”第四任校长，中国科学社总干事等

张廷谦 ８ “河海”毕业

注：① 系不完全统计；② 含《水利特刊》；③ 统计截至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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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河海月刊》的继承和发展

１９１５ 年，我国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迄今已有百年历史，堪称我国水利史、教育史上的大手笔，外国人

士对此也赞誉有加。 “河海”首届正科生、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第七至九届会长沈百先回忆：“欧美教育及工程

专家来校参观，惊为世界仅有之水工大学，赞誉我政府贤明远大之措施，以水国著名之荷兰，且派员观摩，计
划仿办。 对倡办人谋国之忠，眼光之远，备致敬佩”①。

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办学伊始就创办有《河海月刊》和《河海周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河海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的前身，是开我国近现代水利科技期刊先河之作。 作为具有百年办学历史的河海大学，而
今已是一所以水利为优势学科的行业特色大学，创办的学术期刊，如同其百年办学史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从

小到大的继承和发展过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河海大学现创办（主办）有《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等 ６ 种学术期刊，这 ６ 种期刊在主办单位河海大

学的领导和管理下，继承和发展《河海月刊》的办刊理念，严谨求实、开拓创新，逐步走上了适合我国水利发展需

求的集约式办刊道路，迄今已逐步形成了不同学科、不同语种、不同层次兼顾的学术期刊群体（表 ３） ［９３］。 读者

不难发现，近百年前《河海月刊》秉承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办刊理念，严谨求实、开拓创新的写作风格以

及勤俭朴素的办刊精神，而今已在水利高等教育和水利学术交流的发展中得到了传承和弘扬，河海大学创办

（主办）的学术期刊群体———河海期刊，正是继承和发展《河海月刊》办刊理念和办刊精神的典型代表。
表 ３　 河海大学创办（主办）的学术期刊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 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ｂｙ Ｈｏ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创刊年 期刊名称及其变迁 语种 现刊期 入选国内核心期刊 国际重要数据库

１９１７ 年

河海月刊（１９１７）
华东水利学院学报（１９５７）
河海大学学报（１９８５）
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９９）

汉语 双月刊
ＣＳＣＤ 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
技核心期刊、ＲＣＣＳＥ 核心期刊

Ｓｃｏｐｕｓ、ＣＡ、ＣＳＡ、ＩＣ、ＡＪ

１９８１ 年

华水科技情报（１９８１）
河海大学科技情报（１９８５）
河海科技进展（１９９１）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１９９５）

汉语 双月刊
ＣＳＣＤ 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
技核心期刊、ＲＣＣＳＥ 核心期刊

Ｓｃｏｐｕｓ、ＣＳＡ、ＩＣ

１９８３ 年 水利经济（１９８３） 汉语 双月刊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ＲＣＣＳＥ 核心期刊

１９８６ 年 水资源保护（１９８６） 汉语 双月刊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ＲＣＣＳＥ 核心期刊 ＣＡ、ＩＣ

１９８７ 年

水利电力机械电子技术（１９８７）
河海大学常州机械学院院报（１９９５）
河海大学常州分校学报（２０００）∗

汉语 （季刊）

１９９９ 年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 汉语 双月刊 ＣＳＳＣＩ 核心期刊、ＲＣＣＳＥ 核心期刊

２００８ 年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８） 英语 季刊 ＣＳＣＤ 核心期刊 Ｅｉ、Ｓｃｏｐｕｓ、ＣＡ、ＣＳＡ、ＩＣ
　 注：∗２００８ 年停刊。

４　 结　 　 语

河海大学前身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水利高等院校，该校于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创办的《河海月刊》
成为中国近现代创办最早的水利科技期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鉴于人们对《河海月刊》的历史了解甚少，笔者通过探析《河海月刊》的社会影响，让读者加深对《河海月

刊》历史定位的认识。
《河海月刊》的作者和编者秉承“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办刊理念，严谨求实、开拓创新的写作风格，

勤俭朴素的办刊精神，值得水利科技期刊界同仁传承和弘扬。
《河海月刊》和《河海周报》内涵丰富。 有必要在征集补全缺失卷期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以充实或

改写某些水利学科的内容，推进水利科学的发展。

１０５

① 百度百科·沈百先。ｈｔｔｐ： ／ ／ 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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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第三届大坝长效特性及环保修复技术国际研讨会将在河海大学召开

由河海大学、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等单位主办的第三届大坝长效特性及环保修复技术国际研讨会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１９ 日在河海大学召开，届时将就土石坝和混凝土坝的设计计算理论和方法、长期运行特

性、环保修复技术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广泛的交流探讨。 会议主要议题有：大坝设计及分析方法，大坝监测及

监控技术，筑坝材料的时间依存性及其本构模型，大坝内部侵蚀与接触问题，坝基与坝体结构相互作用，大坝

地震计算分析，大坝安全评价，水电工程环境保护，大坝运行及维护，大坝环保修复技术等。
（本刊编辑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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