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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初创：《地球说》的作者究竟是谁？

邬　国　义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摘　要：１８７２年《申报》创刊首月刊载的《地球说》，被称为是中国近代第一次“见诸报端的天文地
理知识”的大众科学启蒙。但是，关于其作者究竟是谁，却是一个百年未解之谜。根据同治年间刊本

《诂经精舍三集》等资料，我们可以肯定《地球说》的实际作者并非是《申报》主笔蒋其章，而是浙江杭州

诂经精舍的青年学子高云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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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球说》是１８７２年《申报》创刊首月刊载的一篇重要言论。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我国自主研制的“神
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船发射成功，搭载飞船一起升空的还有丝绸版的《解放日报“神六”纪念特刊》。在

这份特刊头版居中的位置上，便醒目地刊登了百年前《申报》上的这篇旧文，并配以大字标题，称地球之

说“中国古书早明示，岂特西人知之哉”。文中指出，“地球说”理论在中国古书上早有记载，表明中华

民族在数千年前就开始了对宇宙的思索。为引起公众更多的关注，同时在《解放日报》上影印当年《申

报》，并重新刊出《地球说》原文，加以“编者按”，称这是在中国近代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报纸上，刊

登的“中国最早见诸报端的天文地理知识文章，现将全文登录如下”云云①。如此，旧文重刊，赋以新

义，目的是以之传承文明，见证历史。

①　《解放日报》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４日“神六专版”。
②　郭泉真：《〈地球说〉，奇文当年谁写就？》，《解放日报》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５日。

不过，关于《地球说》一文的作者究竟是谁，却是一个百年未解之谜。《解放日报》配发了《〈地球

说〉，奇文当年谁写就？》，文中开首指出：“先人给我们留下一个谜。———是谁，在１３３年前，挥毫写下
《地球说》？”指出那时的报刊文章也不署名，而据新闻史权威方汉奇分析，“一般来说，这篇在头版类似

社评的言论，最可能是主笔写的。”②于是叙写了追寻该文作者曲折详细的过程。由于这段时期中，申报

馆内没有人事档案可资查考。先是找到“申报史编写组”的研究人员，把视线聚焦到《申报》创始人美

查聘请的三位早期主笔———蒋芷湘、钱昕伯、何桂笙三人身上，最后聚集到举人蒋芷湘身上。在不排除

还有其他作者的可能下，联系到《地球说》的内容及表述，认为相对而言，“还是蒋芷湘最有可能”。随

之报社人员走访了浙江省档案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乃至刻有全国进士名录的京

城国子监的碑林，逐一查找考证，但却所获甚少。只是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知道他名蒋其

章，字芷湘，浙江钱塘人，“光绪三年丁丑科（１８７７）第３甲第４９名进士，浙江钱塘人。”至于其他有关情
况，则不得而知。再继续追寻家谱，在堪称收藏家谱最全的上海图书馆，馆藏计有１５３种蒋姓家谱，亦
均搜检无果。文章最后说：“我们的追索，只能暂告一段落了。所有的，都只能是一种推测；可能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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