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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期刊汇编（套装共10》

内容概要

1、《直说.》月刊 1903年2月在日本东京创刊。直隶留日学生主办，共出版2期。该刊以提倡自由、平
等、博爱，抨击封建专制为宗旨，设有教育、政治、社会、生计、军事、外交等栏目。是二十世纪初
留日学生创办最早的进步杂志之一。
2、《国民报》月刊 1901年5月在日本创刊，共出版4期。由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秦力山、沈翔云等主
办，该刊以“破中国之积弊，振国民之精神”为办刊宗旨，设有社说、时论、外论等八个栏目。 《国
民报》是最早提倡颠覆清王朝，主张暴力革命建立民主国家，并对中国革命如何进行作了积极探索。
是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刊物。
3、《二十世纪大舞台》月刊 1904年在上海创刊，陈去病、江笑农为该刊发起人，共出版2期。该刊宗
旨为“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 设有论文、艺人传记、剧本、报道等
栏目，是近代我国最早以登载戏曲为主的文艺刊物。柳亚子为其作发刊词，称该刊为梨园《革命军》
，后被清政府查禁。
4、《宁波白话报》（改良版）半月刊 1904年6月在上海创刊，宁波同乡会编辑出版，共出版5期。该
刊设有论说、评议，历史、教育等13个栏目，是较早提倡并发表白话文文章的刊物。该刊以揭露帝国
主义对华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提倡实业救国、移风易俗、社会改良为主要内容。
5、《中国白话报》半月刊 1903年12月创刊于上海，主编林獬，共出版24期。该刊设有论说、历史、传
记、新闻、等多个栏目。其主要内容为倡导反帝爱国，反对和平改良，鼓吹暗杀和排满，主张用革命
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独立共和的政府。该刊出版后影响巨大，许多早期革命者受其影响由改良转向
革命。
6、《大陆》月刊 1902年12月在上海创刊，由戢元丞、秦力山、杨廷栋等主办，共出版3卷47期。该刊
设有实业、军事、评论等13个栏目，以介绍西方哲学、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教育方面的学术思
想为主，宣传西方的制度建设、历史沿革、以及人类学和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的理论知识。是二十世
纪初我国出版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刊物。
7、《武备杂志》（非卖品）月刊 1904年在河北保定创刊，北洋武备研究所主办，贺忠良主编，共出
版25期，现存17期。该刊设有谕牍、论说、学术等多个栏目，是袁世凯为配合当时迅速扩编的北洋新
军训练的一份军事刊物，也是中国近代创办的第一份专门研究军队教育和军事训练的杂志。该刊是研
究北洋军阀的重要史料之一。
8、《教育》月刊 1906年11月在日本创刊，爱智会主办，共出2期。主要撰稿人有蓝公武、张东荪、冯
世德等。该刊宗旨为“涅毁为心，道德为用，学问为器，利他为宗。设有社说、学说、科学等9个栏
目，主张融合东西学说以“匡正人心”，提倡教育救国，反对政治革命。爱智会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
过重大的影响，该杂志为进一步研究爱智会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9、《中国新报》月刊 1907年1月在日本创刊，杨度主编，共出版9期。该刊设有论说、时评、译件等
多个栏目，以“变中国原有之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推行金铁主义”为宗旨，主张富国强兵，工
商立国，强调发展军事力量。是改良派的重要杂志之一。
10、《科学一斑》月刊 1907年在上海创刊，上海科学研究会主办，共出版4期。该刊以“唤起国民本
有之良能，而求达于共同生活之目的”为宗旨，倡导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主张用改良的办法争取改
革。该杂志设有教育、国文、历史等10多个栏目，内容繁杂，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观点
。
11、《政论》月刊 1907年10月创刊于日本，蒋智由主编，共出版5期。该刊设有论著、译述、批评等7
个栏目，积极宣传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地方自治。该刊为政闻社的机关报。1908年清政府
查禁政闻社，该刊随之停刊。此刊是研究政闻社和清末立宪运动的重要文献。
12、《四川》月刊 1907年11月出版于日本，四川留日学生主办，吴玉章主编，共出版3期。该刊设有论
著、时评、译丛等9个栏目，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清和争取路权，宣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为主旨
。该杂志出版至第三期即遭日本政府以鼓吹革命、激扬暗杀、煽动日本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反对天
皇等项罪名查禁。
13、《梅州》月刊 1908年11月在日本创刊。由旅居日本的广东梅州人士问津主编，仅出版1期。该刊设
有论说、时评、译丛等9个栏目，该刊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反清、反封建倾向明显，是研究梅州地
方历史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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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期刊汇编（套装共10》

14、《预备立宪公会报》半月刊 1908年2月在上海创刊，预备立宪公会编辑所编，共出版46期，另有预
备立宪公会章程表附书要录一册。该刊初期设撰述、辑译、纪事3类，后改定为法令、文牍、言论、
译述等四类。该杂志密切配合清末立宪运动的进行，以大量篇幅分析中国国情，论证中国实行君主立
宪制的最佳方案，为立宪派的重要杂志，在国内外均有很大影响。
15、《湘路警钟》不定期（非卖品），1909年7月在日本创刊，由湖南留日学生组织的留东湖南铁道研
究社和留东湖南同乡会铁道部主办，焦达峰等任主编，仅出1期。该刊设立通议、丛録、纪实等5个栏
目，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申张收回利权运动的喉舌。是研究辛亥革命时期湖南路权运动的珍贵史
料。
16、《教育今语杂志》月刊 1910年3月在日本创刊，光复会主办，该刊是章太炎、陶成章等与同盟会
分裂后重组光复会创办的刊物，共出版6期，其中5、6期为合刊，设有社说、群经学、诸子学等8个栏
目。该刊以提倡保存国故、振兴学艺、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为办刊宗。
17、《民声丛报》半月刊 1910年4月在上海创刊，陈其美、陈匡创办，共出版2期。共设立铨议、纪录
、抒情三个部分。该刊以揭露抨击预备立宪为宗旨，以发扬民气之先声为首议，主张只有革命才能真
正实现立宪。因此也是辛亥革命前夕寥寥可数的革命刊物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
18、《军华》月刊 1911年7月在北京创刊，军国学社主办，共出版3期。该刊设有谕旨、摺奏、学说等9
个栏目，以忠君、爱国、籞侮为办刊宗旨，鼓吹军国主义，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军事刊物。 该刊流传稀
少，且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19、《社会世界》月刊 1912年4月在上海创刊，程恩普、沙淦主编，共出版5期，是中国社会党的主要
刊物。设有社会棒喝、时事月旦、杂俎、丛谈等多个栏目。该刊以“改革恶劣社会，促进革新事业，
主张平等教育，实行共产，维持世界和平，提倡无治主义”为主旨，宣传无政府主义。新社会党成立
未及半年，即遭袁世凯以“实行共产、铲除强权、必至劫掠煽乱”的罪名取缔，《社会世界》随之停
刊。
20、《西北杂志》月刊 1912年11月在北京创刊，西北协进会编辑，共出版5期。该刊设有论说、学术、
调查等多个栏目。以“健全舆论，谋合全国国力，巩固蒙、回、藏地位，以植民国基础”为宗旨，刊
登了吴禄贞《东西蒙古实记》、黄锟《蒙古学术变迁史》、李安陆《西藏略史》及陶志茹《西藏民族
考》等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文章。
21、《孔教会杂志》月刊 1913年2月在上海创刊，陈焕章主编，共出版13期。该刊设有论说、讲演、学
说等多个栏目。其宗旨为“志在保存国粹，发挥国性，博采孔教之良果，广聚中国之新花”。该刊编
辑为陈焕章，实际发起人则为康有为。是当时宣传孔教，并主张立孔教为国教的主要刊物。
22、《论衡》周刊 1913年5月在北京创刊，论衡杂志社编辑出版，编辑者思农、知微等，共出版5期。
该刊内容分通论、国内记事等8个栏目。政治评论性刊物。该杂志以王充《论衡》为楷模，以“释物
类同异，正时俗嫌疑”为宗旨。所登文章以评论国际国内政局、论述各国政治制度、报道国内外政界
消息和新闻为主。
23、《良心》月刊 1913年7月在上海创刊，主编重忧，刊名由蔡元培题，共出版2期。该刊设有论说、
专件、时评等10个栏目，以“改良人群心理，废除社会之恶制，联合全球之民党，建立大同世界”为
宗旨。该杂志即是社会党的机关刊物，也是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个专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
24、《神州》 1913年8月在上海创刊，上海神州编译社编辑，不定期出版，共出版2期。该刊设有言论
、评制、漫画等12个栏目。主要撰稿者为汪彭年、郑之藩、杨荫樾等人。该杂志以拥护袁世凯、黎元
洪，反对孙中山、黄兴著称，是进步党的主要刊物之一。
25、《雅言》半月刊 1913年12月在上海创刊，康LU宭主编，共出版12期。设有论说、纪事、文艺等栏
目，涉及学科门类多，研究范围广，主旨为“以文是言，言以明志”。该刊抨击二次革命，反对袁世
凯增修约法，提倡国家主义，倡导中国传统的义务本位思想，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26、《正誼》月刊 1914年1月在上海创刊，谷中秀主编，共出版9期。该刊设有论说，译述，记载等栏
目，张东荪，丁世峄，沈钧儒等为主要撰稿人。该刊以“促进政治之改良，培育社会之道德”为宗旨
，抨击袁世凯，提倡内阁制，反对总统制，主张地方分权，反对中央集权。是辛亥革命后期较为有影
响的杂志。
27、《关陇》月刊 1908年2月在日本创刊，关陇杂志社编辑，共出版2期，现存第2期。该刊设有图画、
论著、译述等8个栏目，是陕甘留日学生最早创办的政治刊物。该刊以呼吁保卫陕甘利权，揭露社会
危机，号召振作国民精神为宗旨。该刊流传甚少，是研究当时陕甘地区的重要史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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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夏星》月刊 1914年在上海创刊，夏星杂志社编辑，共出版2期。该刊以“讨论政制，发扬国学
，不为偏激之论，不持党同之见，以中正和平”为宗旨。设有言论、法令、纪事等6部。该杂志的基
本观点是主张清议，拥袁反孙，反对新学。
29、《中国学报》月刊 1912年11月在北京创刊，中国学报社编辑，共出版14期。1912年11月—1913年
出版9期后停刊，1916年1月复刊，同年5月停刊，出版5期。该杂志设有、经说、官制、掌故等栏目，
以“保存国粹，倡导国学”为宗旨。主要撰稿者为江瀚、王树枏、陈衍等国学大师。该刊所登载的一
些经典文章至今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该杂志复刊后改用洪宪年号，积极拥袁。袁世凯复辟失败后停
刊。
30、《新剧杂志》双月刊 1914年5月在上海创刊，创办人为经营三、杜俊初等，共出版2期。该刊设有
图画、言论、月旦等12个栏目，撰稿者多为南社社员。该杂志十分强调新剧的启蒙作用，积极探讨新
剧艺术，记述新剧的历史和发展，是研究民国初期戏剧的重要史料。
31、《国学杂志》月刊 1915年.3月在上海创刊，倪羲抱主编，共出版8期。该刊设有总论，经学，史学
等10余个栏目。该杂志以爱国，尊孔为基本出发点，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提倡保护中国
传统文化。是一份以研究国学为基本内容的杂志。
32、《新中华》月刊，1915年10月在上海创刊，新中华杂志社编辑，共出版6期。该刊设有社说、译论
、通信等6个栏目。主要撰稿者为李剑农、杨端六、汪馥炎等。该杂志坚持共和国体，反对帝制复辟
，主张地方分权，联邦自治，提倡新道德文明，维护民族统一独立。因此该杂志也是一份探索资产阶
级民主政治如何实现的理论刊物，在当时有相当大的影响。
33、《民铎》双月刊 1916年6月在日本创刊，1918年5月迁至上海出版，李石岑等任主编，共出版10
卷52期，是辛亥革命后期由日本留学生创办的一个大型刊物。该刊的主要撰稿者为朱谦之、张东荪、
郭大力等，李大钊、郭沫若也在该刊发表过文章和作品。该杂志初期以“促进民智，培养民德，发扬
民力”为宗旨，后期修改宗旨为阐扬平民精神，并以介绍现代最新思潮为主。该刊初期刊登的文章以
政治批判和反侵略为主，后期刊登的文章则转向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主。是当时主要的进
步刊物之一。
34、《丁己》月刊 1917年2月在北京创刊，李仲公主编，共出版2期。设有社论、谈丛、论坛等4个栏目
。该刊宗旨是“以学为本，以政为归”，提倡两党制，主张压抑立法权，扩张行政权，反对立孔教为
国教，强调教育为强国之渊。
35、《太平洋》双月刊 1917年3月在上海创刊。该刊初为月刊，1919年11月改为双月刊。初为泰东图书
局发行，后改由商务印书馆发行。李剑农、杨端六先后任主编，共出版4卷42期。该刊设有论说、译述
、论坛等8个栏目。其宗旨为“考证学理、斟酌国情，以求真是真非”。主要撰稿者为周鲠生、高一
涵、彭一湖等。是辛亥革命后期由英、日等国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创办的一个大型综合性刊物。
36、《大陆国报》月刊 1913年3月在北京创刊，大陆国报社编辑，仅出版1期。该刊设有插画、论著、
记述等10个栏目。以巩固民国，营造军国为宗旨，强调民国军国两立，主张军事集权和强国必先强兵
。该刊积极提倡大陆进取主义，并以非卖品形式分送军界。
37、《自由杂志》月刊 1913年9月在上海创刊，童爱楼任总编辑，共出版2期。设有游戏文章，海外奇
谈，自由会等10个栏目。该刊旨在提倡言论自由，希图以游戏文字达到救世之目的，以自由、嬉戏的
言论，口诛笔伐，直谏忠言，讽古喻今。亦属鸳鸯蝴蝶派刊物。
38、《国民》月刊 1913年5月在上海创刊，国民党上海交通部编辑，共出版2期。该刊设有图画、言论
、专载等7个栏目。该刊以“昌明本党之政策”为宗旨，是国民党上海交通部的机关刊物，登有孙中
山、黄兴致辞，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国民党宣言、章程、各地支部职员录等。
39、《国是》月刊 1913年5月在北京创刊，吴佳侠主编。共出版2期。该刊设有言论，选录，译述等9个
栏目，是北京政治研究会的会刊。该研究会依附于袁世凯集团，以刊登有关政治、经济、法律和外国
政治制度的文章为主。
40、《大同周报》周刊 1913年5月在上海创刊，大同学社编辑，共出版3期。该刊设有言论、纪事、文
艺等5个栏目，是吕凤痴、姜可生、柳亚子等人组织的大同学社的社刊。该刊所载的有关大同学社章
程等相关文献，对大同学社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
41、《公论》半月刊. 1913年6月在北京创刊，由部分老同盟会会员创办，刘小云主编，共出版4期。设
有言论、批评、丛录三大部13个栏目。以登载政论和时事为主。丛录中的小说、诗文部分多为南社社
员撰稿。

Page 4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汇编（套装共10》

42、《华侨杂志》月刊 1913年11月在上海创刊。上海华侨联合会主办，共出版3期。设有言论、调查、
实业等12个栏目，该刊以报道华侨在外生活状况，为华侨谋基本利益，发展华侨实业为宗旨。该刊创
刊时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等均题词祝贺，是研究二十世纪初华侨问题的重要文献。
43、《欧洲战事汇报》旬刊 1914年7月在上海创刊，由金石主编，共出版2期。该刊为专门报道第一次
世界大战及国内外舆论对战争述评的刊物。设有图画，命令，法规等9个栏目。该刊的社论和选论栏
目中所刊登的人们对欧战的根源，欧战与亚洲及中国关系的探讨等文章，均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44、《江东杂志》半月刊 1914年8月在上海创刊，由师伶等人轮流主编，共出版4期。该刊设有正论，
谐著，说部等多个栏目。该刊在征文启事中明确说明毁誉政治，言论激烈者概不登录；提倡趣味文学
，亦属鸳鸯蝴蝶派刊物之一。.
45、《黄花旬报》旬刊 1914年6月在上海创刊，徐天啸主编，共出版2期。该刊设有社论、记载、说海
等6个栏目。该杂志取名黄花多有纪念黄花岗起义之意，所登文章多为忧国愤世之作。撰稿者有李定
夷、病哑、孤剑等。
46、《戊午周报》周刊 1918年5月在四川创刊，戊午周报社编辑，共出版51期。是四川部分国民党人办
的综合性刊物。该刊设有撰述、评论、译述等7个栏目。主要撰稿人有鹤唳、剑鸣、鸿隽等。该杂志
以针对时势，辨义哲理为主旨，主要登载政论、法律、教育等方面的文章，亦登载过蔡元培、汪精卫
、胡适等社会名流的文章。是研究民国初期四川问题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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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冊   國民報 第1期
國民報 第2期
國民報 第3期
國民報 第4期
關  隴 第1期
第二冊   教育今語雜誌 第1期
教育今語雜誌 第2期
教育今語雜誌 第3期
教育今語雜誌 第4期
教育今語雜誌 第5期
教育今語雜誌 第6期
直   說 第1期
直   說 第2期
第三冊   中國白話報 第1期
中國白話報 第2期
中國白話報 第3期
中國白話報 第4期
中國白話報 第5期
中國白話報 第6期
中國白話報 第7期
第四冊   中國白話報 第8期
中國白話報 第9期
中國白話報 第10期
中國白話報 第11期
中國白話報 第12期
中國白話報 第13期
中國白話報 第14期
中國白話報 第15期
第五冊   中國白話報 第16期
中國白話報 第17期
中國白話報 第18期
中國白話報 第19期
中國白話報 第20期
中國白話報 第21期
中國白話報 第22期
中國白話報 第23期
中國白話報 第24期
第六冊   大陸 第1卷 第1  期
大陸 第1卷 第2期
大陸 第1卷 第3期
第七冊   大陸 第1卷 第4期
大陸 第1卷 第5期
大陸 第1卷 第6期
大陸 第1卷 第7期
第八冊   大陸 第1卷 第8期
大陸 第1卷 第9期
大陸 第1卷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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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 第1卷 第11期
第九冊   大陸 第1卷 第12期
大陸 第2卷 第1期
大陸 第2卷 第2期
第十冊   大陸 第2卷 第3期
大陸 第2卷 第4期
大陸 第2卷 第5期
第十一冊 大陸 第2卷 第6期
大陸 第2卷 第7期
大陸 第2卷 第8期
第十二册 大陆 第2卷 第9期
大陸 第2卷 第10期
大陸 第2卷 第11期
大陸 第2卷 第12期
第十三册 大陆 第3卷 第1期
大陸 第3卷 第2期
大陸 第3卷 第3期
第十四册 大陆 第3卷 第4期
大陸 第3卷 第5期
大陸 第3卷 第6期
大陸 第3卷 第7期
第十五册 大陆 第3卷 第8期
大陸 第3卷 第9期
大陸 第3卷 第10期
大陸 第3卷 第11期
第十六册 大陆 第3卷 第12期
大陸 第3卷 第13期
大陸 第3卷 第14期
大陸 第3卷 第15期
第十七册 大陆 第3卷 第16期
大陸 第3卷 第17期
大陸 第3卷 第18期
大陸 第3卷 第19期
大陸 第3卷 第20期
第十八册 大陆 第3卷 第21期
大陸 第3卷 第22期
大陸 第3卷 第23期
二十世纪大舞臺 第1期
二十世紀大舞臺 第2期
第十九册 武備雜誌 第1期      （1—4期）
武備雜誌 第2期
武備雜誌 第3期
武備雜誌 第4期
第二十冊 武備雜誌 第7期       （7—10期）
武備雜誌 第8期
武備雜誌 第9期
武備雜誌 第10期
第二十一冊 武備雜誌 第12期   （12—13 、16期）
武備雜誌 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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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備雜誌 第16期
第二十二冊 武備雜誌 第19期   （19—22期）
武備雜誌 第20期
武備雜誌 第21期
武備雜誌 第22期
第二十三冊 武備雜誌 第23期         （23、 25期）
武備雜誌 第25期
-                                    教  育  第1期
-                                    教  育  第2期
第二十四冊 科學一斑 第1期
科學一斑 第2期
科學一斑 第3期
科學一斑 第4期
第二十五冊 政 論 第1期
政 論 第2期
政 論 第3期
第二十六冊 政 論 第4期
政 論 第5期
中國新報 第1期
第二十七冊 中國新報 第2期
中國新報 第3期
中國新報 第4期
第二十八冊 中國新報 第5期
中國新報 第6期
中國新報 第7期
第二十九冊 中國新報 第8期
中國新報 第9期
甯波白話報 第1期
甯波白話報 第2期
甯波白話報 第3期
甯波白話報 第4期
甯波白話報 第5期
第三十冊   四川 第1期
四川 第2期
四川 第3期
第三十一冊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1卷 第1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1卷 第2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1卷 第3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1卷 第4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1卷 第5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1卷 第6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1卷 第7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1卷 第8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1卷 第9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1卷 第10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1卷 第11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1卷 第12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1卷 第13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1卷 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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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册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1卷 第15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1卷 第16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1卷 第17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1卷 第18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1卷 第19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1卷 第20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1卷 第21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1卷 第22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1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2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3期
第三十三冊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4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5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6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7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8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9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10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11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12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13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14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15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16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17期
第三十四冊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18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19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20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21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22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23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24期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 第2卷 第25期
梅    州 第1期
湘路警鐘 第1期
第三十五冊 民聲叢報 第1期
民聲叢報 第2期
軍  華 第1期
軍  華 第2期
軍  華 第3期
第三十六冊 社會世界 第1期
社會世界 第2期
社會世界 第3期
社會世界 第4期
社會世界 第5期
第三十七冊 大陸國報 第1期
西北雜誌 第1期
西北雜誌 第2期
第三十八冊 西北雜誌 第3期

Page 9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汇编（套装共10》

西北雜誌 第4期
西北雜誌 第5期
第三十九冊 國  是 第1期
國  是 第2期
良  心 第1期
良  心 第2期
第四十冊   孔教會雜誌 第1卷 第1期
孔教會雜誌 第1卷 第2期
孔教會雜誌 第1卷 第3期
第四十一冊 孔教會雜誌 第1卷 第4期
孔教會雜誌 第1卷 第5期
孔教會雜誌 第1卷 第6期
孔教會雜誌 第1卷 第7期
第四十二冊 孔教會雜誌 第1卷 第8期
孔教會雜誌 第1卷 第9期
孔教會雜誌 第1卷 第10期
孔教會雜誌 第1卷 第11期
第四十三冊 孔教會雜誌 第1卷 第12期
孔教會雜誌 第2卷 第1期
自由雜誌 第1期
第四十四冊 自由雜誌 第2期
論  衡 第1期
論  衡 第2期
論  衡 第3期
第四十五冊 論  衡 第4期
論  衡 第5期
公  論 第1期
公  論 第2期
公  論 第3期
公  論 第4期
第四十六冊 神  州 第1期
神  州 第2期
第四十七冊 大同週報 第1期
大同週報 第2期
大同週報 第3期
歐洲戰事彙報 第1期
歐洲戰事彙報 第2期
第四十八冊 雅  言 第1期
雅  言 第2期
雅  言 第3期
第四十九冊 雅  言 第4期
雅  言 第5期
雅  言 第6期
第五十冊   雅  言 第7期
雅  言 第8期
雅  言 第9期
雅  言 第10期
第五十一冊 雅  言 第11期
雅  言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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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劇雜誌 第1期
第五十二冊 新劇雜誌 第2期
夏  星 第1期
第五十三冊 夏  星 第2期
黃  花 第1期
黃  花 第2期
中國學報 第1期
第五十四冊 中國學報 第2期
中國學報 第3期
中國學報 第4期
第五十五冊 中國學報 第5期
中國學報 第6期
中國學報 第7期
第五十六冊 中國學報 第8期
中國學報 第9期
中國學報復刊 第1期
第五十七冊 中國學報復刊 第2期
中國學報復刊 第3期
中國學報復刊 第4期
第五十八冊 中國學報復刊 第5期
國  民 第1期
國  民 第2期
第五十九冊 江東雜誌 第1期
江東雜誌 第2期
江東雜誌 第3期
江東雜誌 第4期
第六十冊   新中華 第1期
新中華 第2期
新中華 第3期
新中華 第4期
第六十一冊 新中華 第5期
新中華 第6期
正  誼 第1期
第六十二冊 正  誼 第2期
正  誼 第3期
正  誼 第4期
第六十三冊 正  誼 第5期
正  誼 第6期
正  誼 第7期
第六十四冊 正  誼 第8期
正  誼 第9期
戊午週報 第1期
戊午週報 第2期
第六十五冊 戊午週報 第3期
戊午週報 第4期
戊午週報 第5期
戊午週報 第6期
戊午週報 第7期
戊午週報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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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午週報 第9期
戊午週報 第10期
戊午週報 第11期
戊午週報 第12期
戊午週報 第13期
戊午週報 第14期
第六十六冊 戊午週報 第15期
戊午週報 第16期
戊午週報 第17期
戊午週報 第18期
戊午週報 第19期
戊午週報 第20期
戊午週報 第21期
戊午週報 第22期
戊午週報 第23期
戊午週報 第24期
戊午週報 第25期
戊午週報 第26期
戊午週報 第27期
戊午週報 第28期
第六十七冊 戊午週報 第29期
戊午週報 第30期
戊午週報 第31期
戊午週報 第32期
戊午週報 第33期
戊午週報 第34期
戊午週報 第35期
戊午週報 第36期
戊午週報 第37期
戊午週報 第38期
戊午週報 第39期
戊午週報 第40期
戊午週報 第41期
第六十八冊 戊午週報 第42期
戊午週報 第43期
戊午週報 第44期
戊午週報 第45期
戊午週報 第46期
戊午週報 第47期
戊午週報 第48期
戊午週報 第49期
戊午週報 第50期
戊午週報 第51期
第六十九冊 國學雜誌 第1期
國學雜誌 第2期
國學雜誌 第3期
第七十冊   國學雜誌 第4期
國學雜誌 第5期
國學雜誌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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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冊 國學雜誌 第7期
國學雜誌 第8期
華僑雜誌 第1期
第七十二冊 華僑雜誌 第2期
華僑雜誌 第3期
第七十三冊 丁  巳 第1期
丁  巳 第2期
第七十四冊 民  鐸 第1卷 第1期
民  鐸 第1卷 第2期
第七十五冊 民  鐸 第1卷 第3期
民  鐸 第1卷 第4期
第七十六冊 民  鐸 第1卷 第5期
民  鐸 第1卷 第6期
第七十七冊 民  鐸 第1卷 第7期
民  鐸 第2卷 第1期
民  鐸 第2卷 第2期
民  鐸 第2卷 第3期
第七十八冊 民  鐸 第2卷 第4期
民  鐸 第2卷 第5期
民  鐸 第3卷 第1期
民  鐸 第3卷 第2期
第七十九冊 民  鐸 第3卷 第3期
民  鐸 第3卷 第4期
民  鐸 第3卷 第5期
民  鐸 第4卷 第1期
第八十冊   民  鐸 第4卷 第2期
民  鐸 第4卷 第3期
民  鐸 第4卷 第4期
民  鐸 第4卷 第5期
第八十一冊 民  鐸 第5卷 第1期
民  鐸 第5卷 第2期
民  鐸 第5卷 第3期
第八十二冊 民  鐸 第5卷 第4期
民  鐸 第5卷 第5期
民  鐸 第6卷 第1期
第八十三冊 民  鐸 第6卷 第2期
民  鐸 第6卷 第3期
民  鐸 第6卷 第4期
第八十四冊 民  鐸 第6卷 第5期
民  鐸 第7卷 第1期
民  鐸 第7卷 第2期
民  鐸 第7卷 第3期
第八十五冊 民  鐸 第7卷 第4期
民  鐸 第7卷 第5期
民  鐸 第8卷 第1期
第八十六冊 民  鐸 第8卷 第2期
民  鐸 第8卷 第3期
民  鐸 第8卷 第4期
第八十七冊 民  鐸 第8卷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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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鐸 第9卷 第1期
民  鐸 第9卷 第2期
民  鐸 第9卷 第3期
第八十八冊 民  鐸 第9卷 第4期
民  鐸 第9卷 第5期
民  鐸 第10卷 第1期
民  鐸 第10卷 第2期
第八十九冊 民  鐸 第10卷 第3期
民  鐸 第10卷 第4期
民  鐸 第10卷 第5期
太平洋 第1卷 第1期
第九十冊   太平洋 第1卷 第2期
太平洋 第1卷 第3期
太平洋 第1卷 第4期
第九十一冊 太平洋 第1卷 第5期
太平洋 第1卷 第6期
太平洋 第1卷 第7期
第九十二冊 太平洋 第1卷 第8期
太平洋 第1卷 第9期
太平洋 第1卷 第10期
第九十三冊 太平洋 第1卷 第11期
太平洋 第1卷 第12期
太平洋 第2卷 第1期
太平洋 第2卷 第2期
第九十四冊 太平洋 第2卷 第3期
太平洋 第2卷 第4期
太平洋 第2卷 第5期
太平洋 第2卷 第6期
太平洋 第2卷 第7期
第九十五冊 太平洋 第2卷 第8期
太平洋 第2卷 第9期
太平洋 第2卷 第10期
太平洋 第3卷 第1期
太平洋 第3卷 第2期
第九十六冊 太平洋 第3卷 第3期
太平洋 第3卷 第4期
太平洋 第3卷 第5期
太平洋 第3卷 第6期
太平洋 第3卷 第7期
第九十七冊 太平洋 第3卷 第8期
太平洋 第3卷 第9期
太平洋 第3卷 第10期
太平洋 第4卷 第1期
第九十八冊 太平洋 第4卷 第2期
太平洋 第4卷 第3期
太平洋 第4卷 第4期
第九十九冊 太平洋 第4卷 第5期
太平洋 第4卷 第6期
太平洋 第4卷 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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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00冊  太平洋 第4卷 第8期
太平洋 第4卷 第9期
太平洋 第4卷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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