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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的中国农学20世纪是中国农学发展变化极其巨大、深刻的时期。1900年前后，影响中国农业生
产的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中国传统农学。1905年，清廷正式废除了实行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八股
取士的教育与人才选拔制度，兴办新式学校教育，各种类型、层级的农业学校、农业试验场（站）才
得以发展。中国农学逐步向以采用实验科学方法、取得工业能源和产品支持、为以商品生产为目标的
现代型农业生产服务的科学农学阶段推进。经百年的努力，农、林、渔、牧等各相关分支学科不断构
建起来，农业科研、农业教育形成完整体系。各研究领域接连取得丰硕学术成果，涌现出成千上万的
具有开拓精神、国内领先或跻身世界水平的研发人才。《20世纪的中国农学》的“概论”部分，就中
国传统农学与西方实验农学的交汇、中国近现代农业科技之发祥、抗日战争影响下的农业科技、迈向
现代农业科技时代等不同发展时段阐述相关农学领域发展历程。“农学主要分支学科发展与成就”部
分，简叙农学主要分支学科发展与成就。本文力求为20世纪中国农学发展勾勒出一个演进的轮廓。第
一部分 概论一、中国传统农学和西方实验农学的交汇（一）近代中国传统农学未能向实验农学突破中
国古代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较为完善的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体系。公元前3世纪《吕氏春秋》的《上农
》、《任地》、《辩土》、《审时》等篇农学论著问世，标志着中国传统农学的奠基。公元6世纪贾
思勰撰《齐民要术》一书，对当时中国北方旱地农耕技术的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和概括，凝练出耕
耙耱成套的墒情、地力调控技艺，建立起北方旱区精耕细作农学体系。公元12世纪的《陈农书》，归
纳了水田耕耙耖系列作业的经验，在南方水田精耕细作农学体系的形成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农学家
、历算学家、水利专家徐光启（1562～1633）深谙当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并努力吸收西方科学技术
成果，所撰《农政全书》，在中国古代农学体系的发展完善方面，起过重大的作用。该书收进了《泰
西水法》，主要介绍西方取水、蓄水、用水方法和器械等，卷首题泰西熊三拔（SabbathinodeUrsis
，1575～1620）撰，吴淞徐光启笔记。《徐光启集》“书牍二”还载有徐光启采用西洋方法栽插、修
剪葡萄，取得良好效果的内容。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提到教授形式逻辑思维的《几何原本
》，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认为它是举世无一人不当学的好
书，并说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从农业科学技术若干要素的构成
来看，17～19世纪间，中国在不少方面已接近实验科学的门槛。明末宋应星（1587～？）撰《天工开
物》书中载有“凡秧田一亩，所生秧，供移栽二十五亩”；“凡苗自函活以至颖粟，早者食水三斗，
晚者食水五斗，失水即枯”，已注意到农业技术措施中的数量关系；品种培育上有将不同产地的黄茧
种蚕蛾与白茧种蚕蛾交配，后代可以产生变异，将早雄蚕蛾配晚雌蚕蛾，“幻出嘉种”，已注意到不
同品种杂交呈出优势的叙述。明末《沈氏农书》中有“人畜之粪与灶灰脚泥，无用也，一入田地，便
将化为布帛菽粟”等这类朴素的物质循环转化思想的记载。清代王筠（1784～1854）《说文释例》中
，提到根瘤不可食，其大小与年景丰凶有关，对豆类根瘤形态已有具体的观察描述。（二）中国传统
农学和西方实验农学对比是严峻的从15世纪左右起，在一些国家，工场手工业发展，商业繁荣，城市
人口骤增，使农业有利可图，农业被加速纳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进程，农业科学技术接连发生重大
变化。18～19世纪，西方在产业革命推动下，机器动力农具逐步推广应用，不断以工业产品来装备农
业；向农业投入较多物质和能量并科学合理地加以应用，按动植物生长发育需要补给各种营养；对病
虫害使用药剂防治；物理、化学、生物学科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转引用于农业，实行技术转移。美
国科学史专家G.G.坎农（G.G.Cannon）《近代农业名人传》（赵伟钧译，农业出版社，1981）阐释近
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书中选取了J.特尔、C.林奈、A.L.拉瓦锡、J.V.李比希、G.孟德尔、L.巴斯德
、C.达尔文等19位欧美科学技术专家为他们写传，将他们在农业科学进步方面做出的贡献昭示世人。
这些专家学者从时间跨度上看，最早是英国的J.特尔（1674～1741），最晚为美国的T.琼斯（1890
～1963）。从科技领域看，他们有的是农具改革家，有的是植物分类学家，有的是现代化学的奠基人
，有的是植物生理实验家，有的是现代遗传学、进化学说或微生物学的开创者。他们以在农学发展方
面给出的成果为世人景仰。在相近的时段内，以传统农学著称的中国并未涌现出深具世界影响的农学
家，也未取得推进近现代世界农学发展的重要业绩。所以至此，除了社会政治、经济、技术的原因外
，中国农学与当时世界主流农学相比发展滞后，近现代型农业教育、科学缺失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二
、中国近现代农业科技之发祥（一）欲挽利权 激励兴办新农学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失败后
，以英国为代表的列强接连进犯中国，清廷被迫签订多项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的农业生产在19世
纪50年代以后，已直接受世界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影响。19世纪60年代，国外棉纺织业发展较快，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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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上提，棉花种植受其刺激。《申报》光绪二年（1876年）七月二十八日载，上海南汇以及浦东浦
西，“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二”。《申报》光绪六年（1880年）六月二十一日称：“江西、浙
江、湖北等处，向只专事蚕桑者，今皆兼植棉花”。19世纪50年代前后，中国丝茶两项占出口总值高
达90%，而到1893年，则下降为45.82%。且当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90%都操纵在外国洋行手里。中国茶
的出口与外贸收益一落千丈。在农产品出口不振、农产品质量对比失衡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实业界、
知识界日益感到引进、发展农业科学技术、推行新式农业教育的迫切。冯桂芬（1809～1874）于1860
～1861年间撰成《校庐抗议》，其“筹国用议”中主张大力发展丝茶的生产和出口，提倡使用西方的
火轮机来加速垦复土地。“采西学议”中，对农具、织具等，认为多用轮机可达“用力少而成功多”
的功效。1876年，被派赴美国费城参加万国博览会的官员李圭（1842～1903）对博览会“机械院”、
“耕作院”中中外展品作了比较，认为西人“不仅器具便巧，尤讲究种植之法。”清廷派出的首任驻
英、法使臣郭嵩焘（1818～1891）1876～1879年在英、法期间，颇为留心农业，对当时英国“农田犁地
、吸水、刈麦、刈草、出麦、锯木格式机器等”甚感兴趣。他见到英国种子公司已将“其蔬子及花草
诸子种贩运各国”。郭嵩焘还曾到法国格立雍农业学馆（今巴黎格里农国立农学院）访问，参观其农
田机器图式院、谷种院，了解课程设置和各种仪器设施，注意到有一馆“专讨论牛马诸兽骼骨及筋络
血管及辨马齿年岁”。他参观格致院，“始知西洋园户种花变易颜色，一出于格致之功，即所谓化学
也”。这表明郭嵩焘对外国农学的进展表现出惊异和兴趣。当时清廷上下已注意到农业衰疲的窘况，
认为工商已见发展，而农业显著落后。作为政府高级官员，张之洞（1837～1909）在奏折中就说：“
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唯农事最疲，有退无进。大凡农家率皆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
物，种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惰陋自安，积成贫困”
。地方学界也认识到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的现象存在。1898年刊行的《浙江海宁绅士请创树艺会禀》中
讲：“乡民务农，而不知农之有学，其于辨土性、兴水利、除虫害、制肥料等事，懵然不知。古法相
传，日就湮没。其四民之矫矫者，悉致力于时艺，以耕种为野老之事，鄙之而不屑言”，许多有志之
士或奏议成立农工商部，职掌全国实业，筹办各类农业学校，建设农业研究实验机构，或着手引进优
良作物畜禽品种和其他机具器物，翻译外国农书。（二）中国采用外国科学新法谋改良农业者，初由
学校教育入手1.原来中国那套培养、使用人才的制度弊害极大。清末御史杨深秀（1849～1898）在奏章
中曾痛陈“八股取士”一套办法，说：“今用此种庸滥文体，既使天下相率于不学，而人才之消磨也
已十之八九矣”。他为力挺自己的主张，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而遭杀害。当时重要官员张之洞在《创
设储才学堂折》中即提到：“设立学堂，即今日亟应举办之一端。古者四民并重，各有相传学堂。晚
近来唯士有学，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人才，转不如西洋各国之事事设学，处处
设学”。他主张农政之学分为种植、水利、畜牧、农器四个子目。中国筹建京师大学堂，创立农科大
学，受日本推行维新政策的一定影响。孙中山（1866～1925）《上李鸿章书》中回顾中国仿效西法30
余年的得失，指出“试观日本一国，与西人通商后于我，仿效西方亦后于我，其维新之政为日几何，
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观。”他认为推行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其流四项富强大
经，治国大本，关键在于教育，“方今中国之不振，因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中
国农业教育兴办初期，较多采用1877年建立的日本驹场农校、1890年发展成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大学的
办学章则。2.农业教育是从蚕桑、茶叶等专科和农务学堂办起的。1900年前后清政府在教育方面发布
的章程、议案、例则中，学校分为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普通教育分为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
大学预科）、大学堂，大学堂已有格致、工程、农业等学科。实业教育分初、中、高三等；农业实业
教育有初等农学堂、中等农学堂、高等农学堂；其他还有补习实业学堂、实业师范；实业学堂进行职
业教育。1903年的《奏定实业学堂通则》称：“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
计；其学专求实际，不尚空谈，行之最为无弊，而小试则有小效，大试则有大效，尤为确实可凭，近
来各国提倡实业教育，汲汲不遑，独中国农工商故步自封，永无迁境，则以实业教育不讲故也”
。1896年江西高安筹办蚕桑学堂，1897年建起杭州蚕学馆，结合蚕桑、茶生产和维系出口贸易的实业
学堂率先办起。1898年3月，张之洞在《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里提出“于湖北省设立
农务学堂，研究种植、畜牧之学”。延聘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学士C.白雷耳（C.Brill）等为农学教习
。1898年《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列有“农学科，种植水利附焉”的项目。1901年江苏开办江南
蚕业学堂，山西在太原大东门内农工总局之西开办农林学堂，兼授农林两科，农林本科采用日本大学
专门教本。1902年，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建于保定，占试验地约计8亩（1亩＝666.6米2）余，教学中以农
桑为正业，制造为副业，由洋教习授以农桑各学。山东、四川、福建等省较快办起农林或蚕务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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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颁有《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和《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后者书有：“农业科之目四，一曰
农艺学，二曰农业化学，三曰林学，四曰兽医学的规定”。1903年又订下来《奏定大学堂章程》，其
中写有农科大学的款目。1904年北洋马医学堂在保定成立。1905年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分建，为中国
最早的农科大学。1906年安东设奉天中等林学堂，为中国最早的林业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农业
教育多为实业教育。1909年全国有高、中、初农学堂95所，在校学生6028人。1911年后，农科大学和
农业专门学校有了迅速发展。中国农业院校早期的课程设置、周教学时数、实习安排等多采自日本学
制，参及欧美。各科的教材有的是外文，有的是翻译的。后期间或有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编写的材料。
通过教材，直接地、分门别类地把外国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吸收过来，为中国农业生产技术革新、农
业教育、科学研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形成奠定了人才培育的基础。3.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筹议建
设的艰难过程。1979年，沈宗瀚（1895～1980）《中国近代农业学术发展概述》（《中华农业史论集
》，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一文中带有总括性地指明：“我国农业科学实发轫于清末学校教
育”，“中国采用外国科学新法谋改良农业者，初由学校教育入手。”创办农科大学从1898年进入筹
议阶段到1905年批准了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的具体兴建，走了八年的路程，却也给人们提供了较为完
全的新教育，包括农业教育理念和规制，经过不断的删改、调整，奠定了中国新式农业教育的格局
。1900年前后，在推动中国农学发展方面，罗振玉（1866～1940）的业绩是不可低估的。他曾认真地
研习过《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书，又读欧洲农书的译本，知道农业新法可增
收获，又感到其叙说不详，于是邀集专家学者创办《农学报》，从1897年5月创刊到1906年停刊，共
出315期，曾起到“广开风气，维新耳目”的先导作用。罗振玉1905年主编《农学丛书》，收入233种
农学著作、译作和调查报告，并为不少篇目写了按语。罗振玉撰有《农事私议》，提倡各地设立“售
种所”，用进步方法检验种子，从外国引进佳种，“依植物学新理，施人工媒合（即杂交）之法，以
人力改良植物之种类”。还主张办“虫学所”，研究益虫养殖和害虫防治。罗振玉经办农业教育之际
，曾两次去日本考察，其一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应鄂督张之洞的聘请，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
务学堂监督，后奉刘坤一（1830～1902）、张之洞派遣，以江楚编译局襄办名义率团去日本考察教育
事务两月余，写有《扶桑两月记》，对日本东京农科大学学制、课程等考察较详；其二是宣统元年
（1909年）北京京师大学堂办分科大学，罗振玉担任农科监督，主持校政，在北京西郊罗道庄建新校
舍，办试验场等工作，奉命去日本考察农学，曾写有《扶桑再游记》。罗振玉曾两次主持农业学堂
。1907年在张之洞任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主管学部时，清政府考选留学生，曾奏派罗振玉担当
同考官，阅农科试卷及各科国文卷。这表明罗振玉在当时农学界有着显赫地位。农科大学初办时，主
要教职员10人中有5名是日本人，讲授农业课程。1911年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农
科大学仍为其分科大学之一。1914年以后，北京大学校农科改称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大
学，教授均为中国籍，他们多系日本留学生及京师大学农科毕业生。讲义多摘译自日本课本，动植物
标本多购用日本成品，农场实习为播种、除草、施肥、收获等活动。各省设立的农业学校，如江苏南
京省立第一农校、苏州第二农校及浙江杭州笕桥省立甲种农校，当时教员也多为日本留学生及京师大
学堂农科毕业生，他们多以外国资料解释学理。4.农学领域留学回国的人士在学科建设方面开始发挥
作用。许璇（1876～1934）1913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校长，曾提倡“融学术
教育与农村事业于一炉”，他兼任过学校农场场长，讲授过农政学、土壤学、畜产学等课程。所编农
政学讲义，对于当时中国关税、土地、人口、粮食等问题，论述甚详，在农科创建上曾做出过贡献。
陈嵘（1888～1971）1913年从日本留学回国任教，从教数年后赴美国、德国再攻林学。他最早撰出具
有中国特色的《造林学》，曾被选为中华农学会会长。梁希（1883～1958）赴日本学林学，1916年毕
业回国在北京农业大学讲授森林利用、林产制造、木材性质等课。1923～1927年又赴德国萨克森林学
院研究林产化学，为中国森林利用、林产化学学科建设开辟了途径。丁颖（1888～1964）于1924年日
本帝国大学农学院毕业归国后，曾在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他于1926年在广州石牌中山大学农学院创
办稻试验场。同年，在广州东郊犀牛尾沼泽地发现野生稻，用它与农家品种竹粘杂交，育成中山一号
水稻品种。这是在世界上进行的将野生稻的种质成功地转移给栽培稻种的首例科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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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以纪传文体记述中国20世纪在各
学术专业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千位华人科学技术专家和人文社科学者，展示他们的求学经历、学术
成就、治学方略和价值观念，彰显他们为促进中国和世界科技发展、经济和社会进步所做出的贡献。
全书按传主年龄排序，并于卷首简要回顾学科发展简史，卷末附学科发展大事记。这与传文两相映照
，从而反映出中国各学术专业领域的百年发展脉络。书中着力勾画出这些知名专家学者研究路径的变
迁和学术生涯的沉浮，力求对学界同行的学术探索有所镜鉴，对青年学生的学术成长有所启迪。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农学》记述了农学领域200多位知名科学家，石元春主编的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农学卷第3分册）》收录了43位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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