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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国鼎先生是著名农业历史学家，中国农业历史学科主要创建人之一。万先生
1920年金陵大学毕业后就涉足农史研究，并于1924年就任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
主任，系统收集和整理农业历史资料。1932年金陵大学改农业图书研究部为农经系
农业历史组，中国农业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进一步发展。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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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亲自关心和支持下，农业部批准建立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南京农学院双重领导的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万国鼎先生被任命为第一任主任。在万先生的带领下，南京
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的研究工作发展迅速，硕果累累，成为国内公认、享誉国际
的中国农业历史研究中心。2001年，南京农业大学在对相关学科力量进一步整合的
基础上组建了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承继了金陵大学自1920年
以来在农业历史方面的学术积累，迄今已有85年的历史。 
    85年风雨征程，85年耕耘不辍，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在几代人的半勤努力下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发展成为一个特色鲜明、实力雄厚的研究机构。研究院目前
拥有1个科学技术史学科博士后流动站、1个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哲学、历史学专门史、社会学、经济法学等6个硕士学位授权
点。除此之外，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还编辑出版国家核心期刊《中国农史》，主办
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中国农业遗产信息资源中心和“中华农业文明网”，承担着中国
科学技术史学会农学史专业委员会、江苏省农史研究会、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畜牧兽
医史专业委员会等学术机构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形成了农业历史科学研究、人才培
养、学术交流、信息收集和传播展示“五位一体”全方位发展的格局。万国鼎先生毕生
倡导和为之奋斗的事业正在进一步发扬光大。 
    今年是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85周年院庆。为缅怀我国农史学科主要开拓者和奠
基人万国鼎先生，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特编辑出版《万国鼎文集》，希望全面反映
万国鼎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其对中国农业历史事业发展的贡献。 
    《万国鼎文集》包括万国鼎先生学术生涯各个时期的论作，以农业科技史、农
业经济史和古农书整理研究为主，也有度量衡研究等方面的文章，反映了万国鼎先
生深厚的学术造诣。《万国鼎文集》还附有万国鼎先生传略、万国鼎著述目录及与
万先生有交往的部分学者及其子女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側面反映了万国鼎
先生以事业为重，严以律己、诚恳待人、知人善任、奖掖后进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
力，以及他为农史事业鞠躬尽瘁的高尚品格。 

《万国鼎文集》的出版，不仅是对万先生农史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对中国农业
历史学科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年轻后学来说，万国鼎先生
严谨治学、献身学术的精神更将成为不竭动力，激励他们在农史事业上不断进取，
为中国农史研究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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