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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学丛书》是清朝末年由上海农学会( 又名江南农学

会) 负责人罗振玉主持编辑的一套丛书。该丛书大量收集当

时所翻译的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著作, 内容涉及农学、化学、

生物学等方面, 而尤以农学为主。是当时人们向西方学习的

一个窗口。虽然此书在编辑、成书过程中存在着不少疏漏 ,

但是它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代表着一个特殊阶段、一

种特殊心态, 同时 , 由于此书涉及内容丰富, 在国内传播范围

广泛, 人们有必要认识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该文拟以此书为

切入点, 探析其所反映的西方实验农学进入中国的内容, 并

进行简要评价。

1  《农学丛书》的成书背景及经过

中国的近代化始于19 世纪中期, 经过半个世纪的“西学

东渐”, 在经过许多挫折之后渐渐趋向于理性。1895 年甲午

战争的失败, 宣告洋务运动所宣扬的“中体西用”观的彻底破

产。许多人对于西方纯工业技术和产品的引进提出了质疑 ,

当时讨论往往集中于应向西方学习什么样的知识( 此时对中

国崛起的思考还未转向文化层面) 。先前单纯对工业技术、

军事技术的学习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结果。于是, 许多人将目

光转向了农业的近代化问题, 认为农业才是富国的基础。

1895 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 即《公车上书》) 中, 明确提

出了学习西方近代农业的具体意见:“外国讲求树艺, 城邑聚

落皆有农学会, 察土质, 辨物宜, 入会则自百谷 、花木、果蔬、

牛羊牧畜, 皆比其优劣, 而旌其异等, 田样各等, 机车各式, 农

夫人人可以讲求。鸟粪可以肥培 , 电气可以速长成, 沸汤可

以暖地脉, 玻罩可以御寒气。禾一人可兼数百工, 播种则可

以达三百亩。⋯⋯吾地大物博, 但讲之未至, 宜命使者择其

农书 , 遍于城镇设 为农会, 督以 农官, 农人 力薄, 国 家助

之”[ 1] 。

日本1868 年兴起的“明治维新”, 以农业的近代化为重

要内容。在很短的时间内, 日本的经济迅速发展, 国力强盛 ,

并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政府。日本的兴农经验为中国当时

的仁人志士提供了借鉴, 他们把目光转向了近邻日本。于是

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也就带上了时代特征 : 通过了解日本 ,

进而了解世界。这就影响了《农学丛书》的收书内容。

  1896 年, 罗振玉、徐树兰等4 人为“整顿农务”, 在上海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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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务农总会”( 后又更名为“农学会”、“上海农学会”) 。农

学会成立不久, 就于第2 年5 月在上海创办《农学报》,《农学

报》的主要内容是翻译国外农学论著和教材。《农学报》每一

期的后面都附有10 000 ～20 000 字的国外农书译文, 也部分

转载我国的古农书。从1897 年5 月～1905 年1 月, 罗振玉组

织人手将这些译文按年装订成册 , 并依照各册重点略做增

减, 集成一大部丛书, 称为《农学丛书》, 共收西方农学著作7

集235 部, 约6 万余字[ 2] 。其收书内容之广泛 , 堪称一部农业

百科全书, 以下具体分析《农学丛书》所反映的西方农业

科技。

2  西方农业科技的引入

2 .1  作物栽培学  对于国外的优良作物品种,《农学丛书》

以大量篇章介绍了其栽培技术。如第2 集中共译46 书, 其中

有15 篇是介绍优良栽培品种的。全书几乎包括了一切与农

业相关的作物, 有稻、麦、粟、菽、蕃薯、马铃薯、胡萝卜、桑、

麻、棉、茶等。一方面 , 这些著作对作物进行了详细地介绍 ,

如形状、产地、特性、功用, 并用营养学的知识做了营养成分

分析, 列出图表。另一方面, 从培土、施肥、播种、灌溉、中耕、

除虫、去病、收获、储藏各方面介绍了这些作物的栽培技术 ,

每一个耕作环节都以当时的化学、生物学等知识进行了原理

分析, 既简明易懂 , 又条理清晰[ 3] 。

2 .2  土壤学  除了第1 集中有《土壤学》, 第4 集中有《农务

土质论》3 卷外, 对土壤的介绍都散见于其他书中 , 如《农学初

级》第18 ～30 章专论泥土。《农学入门》第5 章专讲土壤。虽

然如此, 若将整个丛书中论土壤的部分合起来看, 其所占份

量也不小。在论及土壤起源时,《农学初级》指出:“若问地球

上如何有土? 曰: 皆石碎而成者也。试以大石磨之或击之 ,

即成为土。唯始有之土, 系天工而非人力所为。今所有之

土, 则有天工与人为合成者。能化石为土者有三: 一为水

⋯⋯; 二为气⋯⋯; 三为冰⋯⋯”。《农学初级》第21 章还论

述了土的功用。《土壤学》将土质用化学的方法进行成分分

析, 叙述土能生物方面的原理。

2 .3 畜牧兽医学 《农学丛书》大量介绍了国外优良的畜牧

品种和饲养方法。第1 集中有《山羊全书》,《农学丛书》卷3

分专章介绍了马、牛、羊、猪、鸭、鸡、蜂、鱼、蚕的品种特性和

饲养要领。第2 集有《牛乳新书》2 卷、《台湾人工孵化鸭卵

法》、《蚕蜂饲养法》、《养鱼人工孵化术》。第4 集中有《养畜

篇》上、下卷和《殖鸡秘法》。第6 集有《美国养鸡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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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方面既有兽医的理论也有具体畜禽病防治的译书。

理论上有《畜疾治法》。《家禽疾病篇》是既有理论又有实用

技术的书。

2 .4  农业生产工具 《农学丛书》不遗余力地翻译介绍西方

先进生产工具方面的书。这些书常常是将各国各生产环节

的工具一一介绍, 分析其原理, 介绍其使用方法, 并配以图形

辨其优劣。纵观全书, 其所介绍的农业生产工具基本介于传

统农具和近代农具之间 , 既有畜力的工具如马耙, 又有人力

工具如“侠克行芟草器”(《农学初阶》第123 图) , 还有蒸汽动

力机如“哈华德捆柴机器”( 《农学初阶》第132 图) 。由此不难

看出, 这些生产工具都应用现代的机械原理, 有些虽用人力

和畜力操作 , 但其精巧程度远非传统农具所能及[ 4] 。另外 ,

由于《农学丛书》的大多数著作都译自日本, 由于日本人所著

的书中介绍传统农具的稍多, 或者成书时间较早, 不能展现

日本明治维新的农业近代化成果 , 这是《农学丛书》的疏漏之

处。但无论如何, 该书中也介绍了不少反映工业革命蒸气动

力的农具。如初集《农学初阶》就介绍了一种“哈华德之双机

汽犁”:“双机汽犁, 置于田之首尾, 两机之中有链, 首端放而

尾端收 , 尾端放则首端收, 互相循环。”

2 .5 园艺  在果树方面,《农学丛书》翻译了《果树栽培总

论》、《种树书》( 部分内容涉及果树) 、《蒲葵栽制法》、《谈芭蕉

栽制法》、《葡萄新书》、《橘录》、《水蜜桃谱》等书。在其综合

性农业著作当中也常有果树栽培的知识介绍。

蔬菜方面 , 有《甜菜栽培法》、《甘薯实验成绩》、《家菌长

养法》、《种木蕃薯法》、《蔬菜栽培法》等。译书不多但每书的

叙述颇为详尽。此外, 在茶学上译有《茶事实验报告》、《日本

制茶书》、《制茶篇》等。

2 .6  林学 《农学丛书》对有关西方林学著作的翻译也不

少。从林学的基础知识, 到林学理论 , 再到具体的造林技术、

林业病虫害防治等方面都翻译成书, 其中涉及园林花卉的也

不少。林学理论上的翻译有《林业篇》、《森林保护学》、《植物

近刊》、《种树学》、《森林学》、《造林学各论》等。关于林学技

术的翻译有《植三桠树法》、《学校造林法》、《植落叶松法》等。

林业病虫害防治在某些具体林学技术书中有介绍。

有关花卉新种和花卉栽培技术的译书也有不少, 这是为

了满足当时兴盛的花卉产业而产生的。书中介绍的花卉种

类繁多 , 品种各异, 都是些牡丹、荷花、月季、菊花等传统名花

的新品种。

2 .7 其他农业科技的传入 农产品深加工是占相当比例的

一类译书。对于农产品深加工的介绍 , 书有详有略, 但基本

以图示加说明 , 尤其介绍了不少加工工具。丛书中有关于

糖、茶、葡萄酒、蚕丝、薄荷、樟脑等农产品加工制作的译书。

农业病虫害防治也是《农学丛书》关注的内容。其中大

部分介绍的是农田害虫的防治 , 家畜寄生虫的防治在《寄生

虫学》中有详细介绍。其他对家畜家禽病虫的防治散见于专

门著作中。

涉及农业经济学的内容也较多, 虽不理论系统, 却多以

实验调查分析的方法介绍物产和市场行情。第7 集中对此

类的介绍尤多, 可见当时国人已意识到在农业近代化中商品

化的意义。

3  《农学丛书》的历史意义

《农学丛书》的编辑出版在当时中国是有一定历史意义

的。它是中国由传统农学向近代农学转变的产物 , 代表着中

国传统农学同西方实验农学的结合。体现着一种动态的农

业发展之路[ 5] 。纵观全书 , 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1) 《农学丛书》的收书范围较广, 涉及农学理论、土壤

学、肥料、气象、农具、水利、蚕桑、畜牧、林业、园艺、农经等各

个方面。但其所译书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介绍性的著作或教

科书, 理论成分少而实用技术多, 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在甲

午战争失败后力图以农业兴国的急功近利心态。

(2) 《农学丛书》所译书多是日本人所著 , 或者是从日本

转译的西方著作, 这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日本通过明治维新

迅速崛起的先进经验的极大关注。同时也说明, 经历“中体

西用”之辨的中国人, 已经将注意力转向了国内的实际情况 ,

不再一味崇拜西方, 而是从与自己有着相似经历的亚洲国家

那里吸取经验[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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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发展史来看, 人

与自然的关系是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的[ 6] 。21 世纪将是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世纪。为了从根

本上解决环境和资源的短缺问题, 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达到

从源头控制环境问题, 对农村生产生活方式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研究,提倡农村居民采用环保的生产方式, 创造并追求健康、美

好、文明的生活方式, 不断调整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对

解决我国现存的环境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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