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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人生活负科学之使命

1925 年的青岛取道之行，无意间让坠马受
伤的宋春舫成为了中国海洋科学的推动者。

其时的宋春舫已在戏剧领域饱具声名，1925
年5月《清华周刊》文艺增刊第十期刊出的《余上
沅致宋春舫书》里说：“希望先生早日复元，再出
而为戏剧艺术之前驱。”这时候的宋春舫，已因病
推开了诸多事务，他在《顺天时报》发布的《宋春
舫启事》称：“鄙人近来身体甚弱，所有京沪报馆
杂志邀请担任编辑撰述等事，一概谢绝。此启。”

宋春舫的病情，是因为坠马伤及肺部所致。
瘿而咳血，让他只能辗转病榻。也正是在这段时
间，他读到了英国凡立而的《海洋与其秘密》，这
本浅显而流畅的读物吸引了他，他一度打算将之
译为中文，却并未真的动手。而在此之前，他与
海洋学有过几次亲密接触，一是1916年夏天，他
从巴黎到纽约然后经檀香山回国，船在停靠夏威
夷时他参观了Waikiki水族馆，也就是1904年由
夏威夷大学Manoa分校设立的威基基水族馆，这
里以收藏的彩色热带鱼而闻名，也是全美第三间
水族馆。“鲸鳝幽潜、鱼鳞杂还”的情形，让宋春舫
感受到了与一般博物院的大为不同；1920年，宋
春舫再赴中欧作一战战后经济状况调查时，他在
瑞士日内瓦留学时的同学已经担任了蒙乃歌海
洋博物院的副院长，这间博物院，就是位于蒙特
卡洛的摩纳哥海洋博物馆。1921 年春，宋春舫
从马赛取道去参观，“光怪陆离、无美不臻”的印
象，让他再度感受到海洋科学的生动之美，也彻
底改变了他对自然科学比较机械化的印象。

这些经历，使宋春舫自北京南下，取道青岛
坐船回上海时，有了新的认识与抒发。其间的因
由是，他的朋友蒋丙然在1924年2月代表中央观
象台接收了青岛气象测候所，开始执掌青岛观象
台。福建闽侯人蒋丙然生于1883年，比宋春舫
年长九岁。1912年11月，蒋丙然自比利时双卜
罗大学获得农业气象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出任北
京中央观象台技正，并在北京大学讲授气象学，
与时在北京大学讲授欧洲戏剧的宋春舫结识。
作为台长的蒋丙然在迎接宋春舫的同时，将新购
置的各种海洋仪器拿给他看，不禁勾起了宋春舫
倡建中国海洋研究所的动议。

1928 年 8 月 25 日，宋春舫在青岛汇泉完成
了《海洋学与未来之中国海洋研究所》一文，并交
由《时事新报》发表于是年 9 月 8 日该报的第 4
版。

这篇文章在文末特别提到：“环顾国中诸海
口，其市政建设之完备者，惟青岛足与之（摩纳哥
蒙特卡洛）颉颃，以言地势，青岛处黄海西岸，纬
度三十六度，扼南北道之咽喉，居全海线之中点，
水静波恬、港湾环抱；以言气候，青岛之最低温
度，为零下四度余，海水温度，最低者为零上半
度，是以严冬之际，无坚冰封港之患，津沽视此，
瞠乎后矣；以言科学之设备方面，则观象山上之
胶澳观象台中，已有天文、气象、磁力、地震四科，
海洋学与气象学，将从此相得益彰、事半功倍
矣。有此数点，则海洋研究所之出现，当在胶州
湾之青岛，吾国科学界之闻人巨子，或不以斯言
为皮相乎？”

这篇文章发表后，青岛观象台海洋科于 11
月 15 日正式宣告成立，宋春舫出任科长。在
1929 年岁末印行的《青岛特别市观象台五周年
纪念册》上，有关“海洋科之增设也”的过程，有了
这样一段说明：“本台职掌，原有海温与潮汐两
项。当以青岛地临黄海，而海洋之秘密，正为世
界学者，共同探讨之时。当商询法国利沙工厂，
托制海洋用器，承其代为计划，制造各种必需仪
器，但因制造需时，于十七年秋始将各仪运到。
本拟附之气象科，嗣以海洋一科，研究之范围，至
为广大，而且重要，遂有另设一科之议。宋君春
舫，适于此时旅青出其向所研究之计划，相助为
理，当以既有专家赞助，决定增设专科以利进行，
而科事即由宋君任之。现已有成规，异日当更扩
充而光大之也。”

担任科长后，宋春舫在资金极为有限的情况
下，购置图书、搜集标本，间或也驾驶摩托艇到近
海一带，探测海洋温度。用他自己的话说：“以诗
人生活负科学之使命，亦殊非初料所及也。”

■臧杰

宋
春
舫
与
青
岛
水
族
馆

宋春舫（1892～1938），
戏剧家，藏书家，海洋科学倡
导者（上图）。浙江吴兴人。
13岁考取秀才，后入读上海
圣约翰大学，继而留学于瑞士
日内瓦大学，游学于欧洲，精
通英、德、拉丁多种文字。
1916年回国后，做过外交官，
曾任教于圣约翰大学、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是最早推动西
方戏剧及理论介绍与研究的
学者，著有《宋春舫论剧》（三
种）、《宋春舫戏曲集》，游记有
《海外劫灰记》《蒙德卡罗》
等。1928年来青，历任青岛
观象台海洋科科长、图书馆主
任、代理台长；一度担任青岛
市政府参事，兼任过国立青岛
大学图书馆馆长；1930 年 3
月，在福山支路筑建褐木庐私
人戏剧图书馆，饮誉学界；
1932年10月，一度回沪主持
上海银行业海光图书馆，并接
续编辑《海光》月刊，往来于青
沪之间；1938年在青岛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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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破天荒之水族馆

1929年6月，金中柱接替宋春舫出任海洋科科长，
并有刘靖国、朱祖佑以技佐职作助手，开启了更为专业
的工作阶段。11月9日，宋春舫在广莫庐写就的《海洋
科成立之经过》一文中披露：“中国破天荒之水族馆，其
地址已得青岛市政府批准保留”。据档案资料查证，这
份馆址的确立是在1929年10月，位于莱阳路海滨公园
东侧，占地为15亩，也就是说，经蒋丙然、宋春舫致力，
青岛市政府已经为青岛水族馆的建设做好了准备。

1930年春，宋春舫出任观象台图书馆主任，将东大
楼一楼作为馆区，把图书归置为天文、磁力、气象、地
震、海洋、普通自然科学及杂书六类，其中天文一百七
十余种，气象二百五十余种，磁力五十余种，地震七十
余种，海洋一百余种，普通自然科学一百五十余种，杂
书五十余种，这些图书经编号并分制卡片，后印行目录
分发同人并寄往国内学术机关。

1930年8月，为给新营构的国立青岛大学丰盈影响
力，蔡元培力倡促成中国科学社第15次年会在青岛召
开。任鸿隽、胡适、李石曾、竺可桢、秉志、钱崇澍、胡刚
复、颜任光等20多位名流云集青岛。蔡元培在年会开

幕前几天到达青岛，与蒋丙然、宋春舫等晤谈，蒋丙然、
宋春舫遂向蔡元培提议应在青岛成立中国海洋研究所
发展海洋科学研究，蔡元培深以为然。在年会上，“青
岛是中国最适宜的海洋科研要区”成为共识。据蔡元
培回忆，“杏佛与予，并韪其议，商诸若愚及科学社，众
意佥同，遂设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常务委员由时任青
岛市长的胡若愚和蒋丙然、宋春舫组成，胡若愚为委员
长，并议决分步实施建议，先行开办水族馆，接着再建
中国海洋研究所。

1930年10月17日，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主持召开
了中国海洋研究所第二次筹备会议，宋春舫赴南京汇
报筹备计划，李石曾、竺可桢、蒋梦麟、杨杏佛等出席会
议。会议议定，先行开办水族馆，建筑及开办经费预定
22500 元，由青岛市承担一半，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
院、海军部、教育部、工商部、农矿部各拨2000元补助。
择定海滨公园为馆址。

不久，青岛水族馆第三次筹备会议在上海举行。
因青岛市长胡若愚已去职，筹委会公推新任市长沈鸿
烈为常务委员长，并推荐蒋丙然为水族馆馆长，实际工
作由宋春舫负责，委托青岛观象台海洋科负责设计并
组织施工。

青岛观象台委派技佐朱祖佑绘制图纸，并赴大连
星浦水族馆调查。在当时的亚洲大陆，只有大连有一

座日本人营建的水族馆，朱祖佑等根据调查绘制了详
细图纸和说明书向筹委会报告。筹委会根据报告，参
酌各种意见，最终决定水族馆采用体现中国民族风格
的古城垣式。

从沈鸿烈后来在水族馆开馆仪式上的致辞中可以
看出，不采用青岛流行的西洋化建筑形式，主要是想借
水族馆在洋化的青岛“表现吾国固有之文化”，因为青
岛欧式建筑触目皆是，但能够体现中国民族传统的建
筑凤毛麟角，民族形式的水族馆若能落成于游人如织
的海滨公园，必然会给中外游人“深切之印象与优美之
观感”。

全面延拓海洋科学事业

水族馆民族风格的建筑也在无意间开启了青岛新
一轮建筑潮的民族化，随后出现的栈桥回澜阁营建、海
滨生物研究所，以及湛山寺增建均采用民族建筑形式，
这些区位优越的建筑与欧式建筑共存共生，同构为青
岛海滨另一道建筑风景线，也顺应了民族文化心理的
回归。

青岛水族馆1931年1月在保留地块的西侧动工，
1932年2月建成，据说当时的法籍白俄建筑师弗拉基米
尔·尤力甫也参与了设计。水族馆一层展厅平面为长
方形，自莱阳路向海边延伸，并与横向的门楼相连。门
楼直面大海，门楼的正中辟为主入口，上南筑置了中式
双层四角落楼。一层展厅通体由粗面花岗岩贴面，女
儿墙被砌成城墙墙垛的样式，厚重的墙体上仅开有小
圆窗，搭配红柱绿瓦白墙的阁楼，如同中国古代城门一
般。阁楼室内则在四周设置有方柜，陈列海洋生物标
本。

展厅中央像一内院，分设有三座圆形水池，以供放
养。两侧则为回廊，回廊东西侧为沿墙而筑的室内养
鱼池，嵌在墙中，墙体底面的高度与人的胸部平齐，东
侧墙辟分为八格，西侧墙辟分为十格，顶上与正面均镶
嵌有厚玻璃，用以通透日光。池中注满海水，并置海草
岩石等，放养鱼类，以模拟海底景象。总计放养水族百
余种，数量合计超过千余。

青岛水族馆伴随建设，费用再度面临问题，1932年
4月，宋春舫再赴南京面见蔡元培。蔡元培当即致函沈
鸿烈及青岛市政府、财政局等要员，建议从青岛万国体
育会加赛的门票收入中补充水族馆建设费，“望成全其
事，将加赛照例免税，不胜感盼”。

经过年余施工，1932 年 5 月 8 日青岛水族馆举行
了开馆典礼，并于次日起对外开放。从青岛水族馆的
建筑费捐助铭牌上可以明确，总捐助费用28800元，教
育部 2000 元，实业部 1000 元，东北海军司令部 1000
元，山东省政府 1000 元，青岛市政府 6000 元，中央研
究院 2000 元，北平研究院 2000 元，青岛大学 1000 元，
青岛观象台2000元，青岛万国体育会9500元，爱礼司
洋行100元，宋春舫先生600元，朱润生先生500元，宋
云生夫人50元，蒋丙然先生50元。

在这份名单中，朱润生是德资礼和洋行买办朱鉴
堂的公子，也是宋春舫的内弟；宋云生夫人，很可能是
宋春舫的伯母，是其父宋季生的嫂夫人。

在水族馆施工期间，《中央日报》在1931年10月又
刊出了《蔡元培李石曾等发起设立海洋研究所》的消
息，披露了蔡元培等“欲以最经济方法而达到研究海洋
学为目的”三期建设筹划。第一期，设水族馆、海洋博
物馆及图书馆；第二期，置办小汽船一艘，以及测验海
洋之重要仪器，专供研究员赴海研究之用；第三期开办
海洋理化研究室及海洋生物研究室。三期规划总投资
20万元，其格局可以全面延拓海洋科学事业。

水族馆开馆，蔡元培虽未亲临，但也发来贺辞，“予
惟亚洲大陆之有水族馆，大连而外，仅有此馆！大连水
族馆，出自日人之经营。规模既小，设备亦殊简陋。然
则此馆，当为吾国第一矣。比年国家多故，百事尽废，
独此水族馆，得二三君子之努力，以底于成。于此亦见
事在人为，苟能赴之以毅力，持之以恒心，又安能惧其
不能终济乎？”

青岛水族馆自此成为东亚最具规模的海洋生物展
览馆，直隶于中国海洋研究所，由青岛观象台代为管
理，联袂开展海洋学研究。其建筑，也伴随宣传，逐步
定格为青岛海滨的标志性建筑。来青岛的西洋画家，
大多会到青岛海滨作写生，而青岛水族馆也成为了不
息描摹的对象。

青岛水族馆自1932年5月9日开放，实行购券参观
制，每人每券国币一角，至是年11月10日冬季休馆，计
有42413人入馆参观，“就青岛市居民而言，半年来参观
本馆人数，达七分之一，亦可谓不少矣。”

图片由作者提供

1931年末刚刚建成的水族馆。

1963年，李剑晨先生创作的水彩画《海滨晨曦》。

吕品先生油画《水族馆》。

青岛水族馆落成留影。

水族馆一楼平面图,据金山著述《青岛近代城市
建筑（1922-1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