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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运用传播学方法和科技期刊文献考证方法 ,对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创刊于 1918 年 9 月的《农学月刊》及

其科技传播思想做了初步研究。认为该刊从农业科技视角对中国农业不发达的原因、如何借鉴西学和倡导科教兴

国 ,并在以期刊为媒介传播科学思想方面做了创造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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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 gricult ural Monthly started by Zhili Public Agricultural Special School in 1918 and its

thought of sci2tech spreading were studied by using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investigating lots of

sci2tech literature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is journal had take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vi2
sual angles and carried on many creativity explores in such aspects as follows , why the Chinese agricul2
ture was undeveloped , how to draw lessons from the Western learning and propose sci2edu for setting

up the country , and how to spread scientific thought by med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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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学月刊》的背景、主旨与内容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时期 ,李大钊、陈独秀、毛

泽东等以期刊媒介形式传播民主与科学的理念 ,使人

们对期刊介入传播新文化的强大功能有了新的认识。

仅 1918 年和 1919 年两年 ,我国即新创办了 243 种期

刊 ,然而农学期刊却不过六七种。其中 ,北方仅有《北

京农业专门学校杂志》年刊 (出 3 期 ,于 1918 年 6 月

停刊) 、《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丛刊》不定期刊 (1918 年 4

月创刊 ,仅出 1 期即停) 和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的

《农学月刊》(1918 年 9 月 15 日创刊) 3 种。北京农业

专门学校的两种刊物在 1918 年相继停刊 ,而继承《北

直农话报》(1905 年 11 月)和《农务官报》(1909 年)而

来的《农学月刊》,却从 1918 年 9 月出版至 1931 年

10 月 ,今在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见藏有 19

期。因此 ,《农学月刊》是“五四运动”前夕创刊的一份

重要科技期刊 ,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技术传播方

面 ,独树农业科学技术传播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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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月刊》由位于河北清苑西关的直隶公立农

业专门学校主办 ,继承了其前身直隶高等农业学堂之

《北直农话报》的办刊理念。其办刊宗旨为“交换知

识、互资研究、以期实行”,“以发表学生成绩而连络农

业者为目的”[1 ] 。校长郝元溥在《农学月刊·发刊词》

中阐述的办刊宗旨为 :“法理既得 ,实施是从”,“编刊

成绩 ,普赠要冲 ,当业诸老 ,有所法宗 ,见诸实事 ,得利

重重 ,庶几富力 ,造极登峰。”[2 ]这就是说 ,既然在农

业专门学校已获得科学兴农的“法理”,就要实施之。

如何实施呢 ? 那就是通过“编刊”、“普赠要冲”,使事

农者“有所法宗”,并“见诸实事”、“得利”和富民。二

年级学生范文灿对《农学月刊》的传播功用做了很精

彩的阐述。他指出 :“知识以交换而增加 ,学理以旁征

而精进 ,诚以一人之知能 ,不能胜众人之知能 ,集少数

人之知能以为知能 ,不如集多数人之知能以为知能之

为。愈天下事 ,大抵然也 ,而况最复杂、最贵重之农

事 ,乌可不旁征博考 ,以与社会之人互相研究 ,藉为我

农事改良之一助哉 ?! 然果何道而得此乎 ? 则有赖于

《农学月刊》也 ,可无异议。”[3 ]这种“知能”交换、“旁

征而精进”和“互相研究”的媒介就是《农学月刊》,而

这种“知能”交换和希望《农学月刊》“永远出版”的最

终目的是为求“将来吾国之农业必有蒸蒸日上之

势”[3 ] 。这是一个很崇高的办刊理想。

其栏目主要有论说、调查、实习、试验、报告、学校

行政、著述、应答质问、农事丛谈、农家余兴等。创刊

号的学术性稍弱 ,仅发表有《实用春蚕饲养法》、《养蜂

概说》、《深耕易耨之利》等。第 2 期的学术性有所增

强 ,发表有《世界四大养蚕国之比较及其将来》、《论农

业不发达之原因》、《农业为富强之母论》、《振兴农业

贵乎提倡论》、《农用简编桑树栽培法》、《养鸡概论》

等。第 3 期为直立公立农业专门学校 16 周年和农产

品展览会专辑 ,用“会展 + 纪念专刊”这种特别形式展

示了民国初年京、津、冀、皖、豫、闽一带 30 余县公署、

农会、商会、农事试验场、农业学校之新农具和农产

品 ,特别是展示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直隶公立农业

专门学校、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福建省立甲

种农业学校等六七所农业学校的农业科学研究成果 ,

以及河南省罗山县农事试验场的成果等 ,简直就是个

“准全国农业科技博览会”了。

第 4 期及其后发表的学术性较强的文章主要有 :

第 4 期商荫植的《耕田概论》;第 5 期贾树模的《农业

最宜用阳历说》,张泽田的《农用简编作物通论》;第 7

期田明仁的《农者言》,赵炳文的《中国北方宜蚕说》;

第 8 期贾树模的《余兵屯垦论》,张泽田的《农用简编

蚕病论》;第 12 期吴荫芸的《我国林业不进步之原

因》,张泽田的《夏秋蚕饲养法》;第 13 期余启辉的《中

国实业宜废去长服为国人倡论》,王炳文的《直省果树

界之特点说》等等。另外 ,有关《法兰西农业教育纪

略》、《日本农商务省林业试验场见习报告》、《暑假参

观烟台记要》、《调查满城县一亩泉之荸荠报告》等 ,也

反映了师生们在国内外考察、实习的见闻 ,亦具有一

定的学术价值。

《农学月刊》还首次报道了高校期刊编辑的生活 ,

反映了民国初年知识分子虽处穷困境遇却坚持以己

所学献身于科教事业 ,贡献于国家的高尚情操。这就

是《农学月刊》1919 年第 16 期所载“本校教员兼月刊

主任贾范卿逝世”的消息。贾范卿为直隶束鹿人 ,疑

其即为《农学月刊》中署名的贾树模。其“生平热心公

益 ,于社交八年 (1919 年) 十二月二日抱病殁于保定

寓所 ,身后萧条 ,照料无人。同人等襄视含殓 ,倾助棺

衾 ,暂妥幽魂 ,聊彰友爱第念。”“贾君垂老乏嗣 ,客死

他乡”,其爱女贾金绶于 1919 年 8 月间因病疗先死。

贾范卿之弟贾具中亦于同年夏省兄期间病故于保寓。

“返乡需费 ,妻室茕茕度日”。无奈 ,“由同人等代陈窘

状函”,上至校长 ,下及教师及职工 ,包括商务印书馆

编辑等 107 人捐款现洋 313 元 ,京钞 63 元 ,葬归梓

里[4 ] 。贾范卿生前曾在《北直农话报》、《农学月刊》

等刊发表有《畜产》、《余兵屯垦论》、《冬期驱虫之利益

说》、《瓶花谱》、《农业最宜用阳历说》等 ,亦曾拟写《农

学月刊》简章等。他生前不仅在农学学术研究方面卓

有成就 ,而且对《农学月刊》贡献卓著 ,并拟定和建立

了《农学月刊》的基本工作程序、制度 ,确立了月刊的

基本内容和特色。

在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时期 ,学校继承高等农

业学堂的传统 ,提倡“农业教育非实习不能得真谛 ,非

实验不能探精微。实习、实验二者不可偏废”。故学

校种植桑园 40 余亩 (2. 67 hm2) ,每个学生养蚕 2 万

条 ,从饲养到缫丝皆亲自动手 ,又购置易县山北镇之

山沟 ,辟为林场 ,供实习和研究。《农学月刊》是连接

清末高等农业学堂、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和之后河

北农业大学的一个重要纽带。该刊忠实反映了师生

从事养蚕、养蜂和农林试验研究的实践。

《农学月刊》也为农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这一方面表现在它强调农业教育的实践性 ,是具

有现实意义的 ;另一方面《农学月刊》在栏目设置上也

具有现代教育类学术期刊的特点 ,一则是在论说栏目

7第 7 卷 　第 4 期 　　　　　　 姚 　远 :《农学月刊》与“五四运动”前后科教兴国思想的传播



中刊登许多具有教育意义的文章 ,重在言传身教 ,再

则还专门开辟学校行政栏目 ,介绍和宣传学校的有关

政策、制度以及校内消息 ,探讨学校管理。因此 ,《农

学月刊》是一种集科技传播和科技教育于一体的独具

特色的科技学术期刊。而且 ,随着刊物传播知识和技

术的不断扩大 ,有力地促进了学校办学水平和学术水

平的提高。

二、科教兴国思想的传播

(一)“神州禹域 ,锦绣河山”,何以“一落千丈 ,日

蹙百里”

“今日科学畅兴 ,工商猛进”[5 ] 。“彼区区小国 ,

富强甲于全球。苍苍神州 ,千年古国 ,泱泱大风 ,浩浩

江河 ,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 ,自应富强冠于五洲 ,有统

一全球六十余国之资者 ,舍我其谁耶 ? 然亡国之祸 ,

近在眉睫。”[6 ]“我国北数省 ,人口稠密 ,生活艰难。

近十数年来 ,外货之侵入甚巨 ,我国蒙极大之损失 ,人

民之贫困 ,至斯已极。况水旱为灾 ,兵燹时至 ,哀鸿遍

野 ,待哺嗷嗷 ,几有无可救药之势。”[5 ]“神州禹域 ,锦

绣河山”,竟“一落千丈 ,日蹙百里”[5 ] 。这是何故呢 ?

《农学月刊》从各个视角组织了一批文章就此进行讨

论 ,揭示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凋敝状况。

第一 ,首先在于“农林蚕桑不发达”。“既不闻收

获之增多 ,又不见害虫之减少。农业进步如此其迟 ,

使人难见其效。”[5 ]仅以蚕丝业观之 ,“日本仅明治四

十年 ,其主丝之输出 ,竟达一亿一千六百余万元。”我

中国则“怀中孵种风俗仍然 ,足蹈缫丝 ,习惯依旧 ,岁

歉年丰 ,不曰鬼神 ,即归命运 ,若然者 ,何能与他国相

争乎 ?”[7 ]然而 ,“若愚夫愚妇泥古无知 ,本不足怪 ,所

可叹者 ,无政府以提倡鼓励 ,无学者以诱启改良耳。

岂我国人欲放弃数千年之祖业 ,而甘落人后哉 ? 是不

过形势之失败而已。”[8 ]

我国自有农林部和农林学校以来 ,“二十余年矣 ,

以理推之 ,林业进步当有可观 ,乃不惟不觉其发达 ,而

固有之天然美林 ,反愈渐减少。”其主要原因是“竟以

日本林学实行于我大陆 ,无怪二十年来 ,林业不进步

也。”然而 ,“欲谋林业之发达 ,不可不研究本国之林

学。若夫他国林学只可作参考而已耳。”[9 ]

在蚕桑方面 ,由于“各省之财力凋敝极矣 , ⋯⋯元

气受伤 ,一时难复”。“推其原故 ,实以民风逐末 ,一切

治生本务 ,不甚讲求 ,而当局者复无以倡率董劝之。”

不知“蚕丝之利 ,十倍农事”[10 ] ,不知“奠国家于磐石

之安 ,救吾民于困苦之中 ,置吾民于丰阜之域者 ,厥维

蚕桑。”[7 ]“试观浙之湖州 ,蚕桑与农事并重 ,男耕女

织 ,浸为风俗 ,每年所出之丝 ,四方来购者 ,相望于道 ,

输出海外 ,岁不下二千余万。窃谓此利若推之各省 ,

更有不可胜言者。”[9 ]政府诚能“振兴蚕桑 :设蚕业学

校 ,研究蚕学之进步 ,与夫蚕业之改良 ;设蚕桑模范场

于各县属 ,以作业蚕者之模范 ;设蚕种制造所 ,以防蚕

病之传染 ,而图蚕种之改良。有兴办斯业者 ,则奖励

之 ,补助之 ;有饲育不得其法者 ,则引诱之 ,教导之。

更与人民以搬运桑秧或蚕种不纳税之特权。十年之

后 ,若多荒土可尽变为桑田 ,北方之富强 ,指日可待。

即图中国富力之增加 ,亦必借北方之蚕业矣。”“惟蚕

丝事业 ,他国多为过度时代 (劳金过高) ,吾中国所恃

以与列强抗衡者 ,惟此蚕桑耳。”[7 ]

第二 ,在于工商业不发达。“生之者寡 ,用之者

众 ,求过于供 ,价必昂 ,势不至人自相食”,“欲人民之

积饶 ,国家之富强”,就必须发展农工商 ,“积累财富”。

“无财不足以立国 ,有财而不辟其源而利用之 ,则仍不

足以立国。”[6 ]“工商为富国之利器 ,而农业实建国之

根源。如农事不利 ,原料不厚 ,制造不精 ,贸易不盛 ,

则国家之贫弱必立见矣。古农工商之兴衰 ,影响于财

政 ;财政之盈绌 ,影响于国势。如桴鼓之相应 ,唇齿之

相依焉。”[11 ]“农工商不发达者 ,国货不竞 ,外力侵入 ,

利权外溢 ,国用支绌 ,百事废弛。如印度之亡于英公

司甚也。”然而 ,“农为工业制造之出产地 ,工业之发

达 ,又系乎商业之盛衰 ,”“英法德美 ,人无游荡 ,田不

荒芜 ,山林矿产无弃置 ,工厂艺术无停废 ,故其国富强

甲于全球。”[6 ]曾往欧美考察实业的直隶实业厅严厅

长举例说 :“一日余行路中 ,忽见一城 ,初以为必都会 ,

询而知其非也。入其城内 ,房屋栉比 ,整齐可观 ,并附

有数大工场 ,均为养鸡而设 ,名曰‘鸡城’。先是有坎

拿大 (加拿大)人某 ,来此饲鸡 ,经营久之 ,遂发达若此

焉。”[12 ]此例生动地说明 ,农业工业化经营及农工商

一体化在富民强国中的重要性。《农学月刊》还载有

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农场主任王炳文的《暑假参观

烟台记要》,对张弼士先生于清同治十年 (1871 年) 创

办张裕酿酒公司 ,从引进优良葡萄品种 ,开始种植试

验改良 ,到建成工厂酿造 ,开公司经营 ,形成农、工、商

连锁经营的实例 ,说明振兴中国农工商业的重要性。

其中在葡萄种植、改良的引进 —试验 —失败 —初步成

功 —再失败 —再试验 —最终成功的经历中 ,充分说明

科学技术在振兴农、工、商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余启辉甚至还提出 ,为求步履敏捷、工业上操作便利 ,

“中国实业家宜废去长服”,以“振刷吾人精神 ,使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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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 ,并能使身体健固 ,养成勤勉之习惯。”[13 ]

(二)“不明科学”,“何望农业之发达”

这一切落后的原因在于农业的落后和科学的落

后。张炳章认为 :“农业之范围颇广 ,借助于它科学之

力者甚多。人民若有普通知识 ,对于新式改良事件 ,

方易施行。然如不明物理 ,不知农具之原理 ,无从制

造 ,难以改良 ;不明化学 ,不知土壤之性质 ;不明气象 ,

无以测风云雷雨 ;不明生理 ,无以知家畜之饲养、植物

之栽培 ;不明算术 ,无以计经济之得失。”“然若不明以

上之科学 ,即语以新法、新器 , ⋯⋯将何以望农业之发

达乎 ?”[5 ]另外 ,即便有新法、新器 ,农家亦有改良的

愿望 ,却因贫穷 ,“只循故辙以相因 ,拘守于故训成规

之内 , ⋯⋯对于新器械、新肥料无力购取”。比如“豫

省之收禾稼多用古制之四轮车 ,吴越之于稻田 ,仍用

隋唐以前之梳稻器。”[5 ]

不愿采用新法、新器 ,安于现状不图改良的大敌

莫过于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考我国自渔猎 ,一进

而牧畜 ,再进而农耕 ,迄今四千余年。农耕之术设法

研究、竭力推求 , ⋯⋯如此其迟 ,此何故 ? ⋯⋯先哲

曰 :习惯成自然 ,入其境而染其俗 ,不但人性为然 ,物

性亦然 ,即物理学所谓惰性者是也。农业何独不然

乎 ? 其惰性者 ,因地制宜 ,时有损益 ,时有因革 ,历经

千年 ,其惰性之势 ,遂至今牢不可破耳。”[5 ]正因为这

个强大的、习惯性的惰性 ,使“农民性质固陋 ,难以改

良。每创新法 ,改旧制 ,论新事 ,易故习 ,竟茫然惊其

词之巧 ,谔然怪其术之奇。”[5 ]

在这种习惯势力的感染下 ,我国政府亦未采取奖

励新法、新器、新技术的措施 ,“既无特别经营 ,又无相

当之鼓舞 ,任斯民自兴自废于草野之间 ,无怪乎新机

输入 ,以夺我利权也。⋯⋯只知有纳税给租之义务 ,

不知有改良社会之权 ,真可痛也。”然而 ,当时的“欧美

诸邦 ,每于新理之发明 ,新机之制造 ,政府则予以特许

专卖之权 ,并加奖励 ,以资鼓舞 ,而示优异。故农业之

机器达于不可思议之妙 ,一人之力 ,能成万人之功。

如收稼之车、整地之犁 ,其著例也。”[5 ]

在诸业中 ,“农业为富强之母”,而用科学改良农

业又是根本之策。郑亚藩强调指出 :“从来国家之强

弱 ,视乎国家之贫富。国家之贫富 ,关乎农业之盛衰。

农业盛 ,则国富 ,农业衰 ,则国贫。国富则强 ,国贫则

弱。”[14 ]弓锡彤也强调 :“吾人之所以生活 ,国家之所

以成立 ,世界之所以日进于文明者 ,农业要图哉。夫

一人不耕 ,或受之饥 , ⋯⋯古今之善谋国者 ,未有不以

农为前提也。今美国以新辟之疆 ,富甲全球 ,究其致

富之源 ,胥赖于农田。”“我国向为重农之国也 ,以农为

国本。⋯⋯当此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时 ,若不竞争

于农业 ,吾恐国无存立之地矣。”[6 ]然而 ,靠什么与列

强竞争于农业呢 ? 惟有科学技术。必先“改良农政 ,

精愈求精 ,巧愈尚巧。⋯⋯辨土质之宜 ,究种植之法 ,

用机器以济人力、天时之不逮。”只有如此 ,“则农业庶

几勃然而兴矣。农业既兴 ,国家必随之富矣。”[14 ]在

这里 ,“国富 Ω农兴 Ω科技”成为一种互依互动的循

环 ,而最终、最关键的环节还是“新法、新器、新技术”,

这是最根本的兴国之策。

(三)“富必先兴农 ,欲兴农必仿泰西各国立农校”

谈到农业教育 ,直隶实业厅厅长严慈约认为 :“吾

国习惯重士贱农 ,每以士位于农工商之上 ,而云‘士农

工商’。于是 ,士习文学 ,不肯习农工商 ,而农工商亦

各习其术 ,不敢与士平等。处此实业竞争时代 ,民情

若此 ,国何由而富强 ?”[12 ]因此 ,他认为农业学校太

少 ,“他省此种学校多付阙如 ,而吾国此时 ,亦无农科

大学之设”,故称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为“本省农校

之最高机关”,毕业之学生为“本省农业中人之领袖”,

“中国将来农业之发达 ,惟诸君是赖”,并希望学生毕

业后“出而改良农业 ,为国求富”[12 ] 。

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二年级学生郑亚藩也在

《农学月刊》撰文指出 :“欲期国富 ,必先兴农。欲兴

农 ,必仿泰西各国立农校、设农会 ,讲求农学。”他甚至

还畅想 :“倘自今后 ,全国农校、农会诚能提倡 ,令全国

农民尽受农业教育 ,皆能辨土质之宜、种植之法 ,用机

器以济人力天时之不逮 ,加以我国农民之众 ,农业不

蒸蒸日上者 ,未之有也 , ⋯⋯国家也随之富也。”[14 ]其

实 ,郑亚藩的这种理想 ,也是自直隶农务学堂、直隶高

等农业学堂 ,到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以来几代农业

教育家的理想。至 1911 年 ,直隶已有高阳农业学堂、

宝坻县农桑学堂、小站小学堂农科、天津县中等农业

学堂、顺天府中等农业学堂等 11 所。除此外 ,还有许

多其他类型的农业教育机构 ,如天津种植园附设农业

练习所、河间府设农业讲习所、顺天府设京师蚕业讲

习所、肃宁县设蚕桑讲习所等[15 ] 。据《农学月刊》的

记载 ,到 1918 年时 ,除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外 ,直

隶之易县、平山县、高阳县、永清县、定县、武清县等均

设有乙种农业学校或农事试验场。

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也是一所尊师重教的学

校。《农学月刊》创刊号专载有学生所撰的《教鞭说》

和《王则雍先生五十有一寿序》,颂扬教师。

甲农一年级学生吕钟渭的《教鞭说》指出 :“教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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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粉笔同功用之物也 ,均为役于教员 ,见用于西欧诸

邦 ,自欧学大倡 ,始流传于中国。”“教鞭之为教具也 ,

性温柔 ,能屈能直 ,无贵无贱 ,皆可执而役之 ,且可为

学生响导 ,”即导学生“入学问之途”[16 ] 。这种“教鞭

响导说”倒是颇为新颖之说。此文虽不足 300 字 ,却

将教鞭源流 ,教鞭作用 ,教鞭与教员、学生的关系 ,尊

师重教的精神释之尽然。

甲林二年级学生车友彭的《王则雍先生五十有一

寿序》,专为精通数术的数学教员王则雍先生 51 岁寿

诞而作。王则雍先生 ,舍旧图新 ,奔走乡里 ,本在国外

就学于法政专业 ,却以“法学皆官僚之所为”而倾志于

“讨究数学 ,益求精邃”,通常“以数理未输入实业界为

憾”,又创办“育德中学 ,以造就英健少年”,复“主农校

讲席”[17 ] ,专授数理 ,迄今已有 11 年教龄。受业于其

门下者“不下五六百人 ,言及先生 ,无一不敬爱之 ,尊

奉之。⋯⋯学生教授之间 ,则循循善诱 ,周旋之际 ,则

和蔼异常 ,即与供职诸同事 ,亦毫无剧烈之状。”“与之

语道理 ,辩古今 , ⋯⋯成败若决江河下流而东注 ,若驷

马驾轻就熟路”。“今先生五十有一矣 ,尚强壮如昔 ,

诸弟子欲抒见爱之情而为之贺。”[18 ]学生车友彭自幼

倾慕王先生之品行 ,当“肄业农校而学农”时 ,遂“得亲

炙门下”,且“遭遇之隆”,成为师生之谊。车友彭称王

先生之教授“清析入脑 ,有成竹在胸、迎刃而解之妙 ,

闻者辄豁然开朗 ,顿去茅塞”。车友彭暑假回乡告之

乡大夫 ,乡大夫们也称赞“车子游学 ,遇良师 ,可幸也 ;

⋯⋯今有师第之雅 ,可喜也。”车友彭在王先生门下既

“遭遇之隆 ,是不可不举畅而为之贺也”[17 ] ,遂有这篇

为在 1918 年秋年满 51 岁的王先生祝寿的序言。《农

学月刊》专门发表反映这段师生间的浓浓情谊的文

章 ,非常生动地体现了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尊师重

教的校风 ,也是《农学月刊》倡导科教兴国之风的一个

缩影。

(四)月刊“出版之期 ,亦即我农业发达之日”

郑亚藩还进一步提倡一种以刊介入农业社会教

育的宗旨和目标 ,即“吾校所以印刷农事月刊 (指《农

学月刊》)”,为的就是“专以提倡农业之发达 ,诱起农

民之观念 ,增加农民智识 ,则农业庶几勃然而兴矣。”

“印刷月刊之一举 ,予日望之 ,而尤愿得此月刊者 ,勿

仅作小说、谈料观也。”[15 ]

范文灿也极力倡导以《农学月刊》作为学校联系

社会之助 ,“以与社会之人互相研究 ,藉为我农事改良

之一助哉。”他认为 :“农事者 ,必我与老农互相交换。

以我之学理 ,改良彼之旧业 ,以彼之经验 ,助成我之学

理 ,而后彼既不至墨守旧法 ,不知改良 ,我亦不至徒托

空名 ,无裨实际。”“校长目击时艰 ,思有以挽救之 ,乃

与诸职员商定出《农学月刊》一份 ,俾我学子有所研究

不能明了者 ,或与已意不合、恐不能实用者 ,可任意登

诸月刊 ,以期老农者之指示。我有志研究者既不至呼

吁无应 ,而我之学理最能实用而善于彼之旧法者 ,亦

可登诸月刊 ,以听老农者之采取。彼有意改良旧业

者 ,亦不至坐叹无策。且我每出一稿 ,无不详加考核 ,

而仍不见有见闻不及处 ,尤望我富有学识经验诸公改

正之 ,以期精益求精 ,双方受益。”他还要求月刊的编

辑们、监督们、负起“编辑之责”、“监督之责”,“务求积

极进行 ,慎勿始勤终怠 ,以期永远出版 ,庶不负我校长

之一番苦心。”假如我等办好了《农学月刊》,“将来吾

国之农业 ,必有蒸蒸日上之势。国家之富强 ,人民之

福祉 ,可随之而至 ,我辈亦身受其泽。推原其故 ,皆月

刊之力。⋯⋯今值九月十五号为一次出版之期 ,亦即

我农业发达之日也。”[3 ]

在这里 ,《农学月刊》成为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

从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的一个延伸 ,成为学子与老农

相互交流知识和经验的一座桥梁、一个媒介 ,同时也

成为学子之“学理”被“改正之”和“精益求精”的最佳

渠道。由此 ,《农学月刊》也实现了农业科技传播模式

上的创新。

(五)首开“纪念会及展览会”,冀“传播学说”,与

社会“同声相应”

通过“校庆 + 会展 + 期刊专号”传播科教兴国的

思想 ,是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的一个创造。1918

年 11 月 1 日 ,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在建校 16 周年

校庆之际 ,举行了一次“成绩展览会”(实为一次准全

国性农业科技博览会) ,从而运用“校庆 + 会展 + 期刊

专号”这种形式集中展示和传播了农业科学技术和农

业教育的最新成果。校庆和展览广泛采用了陈列、展

览、参观、报告、讲演等传播方式。这的确为科技传播

史上的一个创造。展览会分为征集品陈列室 (含实业

厅出品和学业成绩室) 、标本陈列室 (含动、植、矿、昆

虫、畜等) 、显微镜陈列室 (有显微镜、虫眼镜、解剖器

均可动手自测等) 、育蚕陈列室 (有蚕种、保护用具、消

毒用具、育蚕用具、制丝制绵用具、检验用具) 、化学陈

列室 (有普通化学、农艺化学) 、物理仪器陈列室、农具

陈列室、森林器具陈列室、演说报告会场等。沿途布

置先农坛、耕牛模型 ,以花木为篱等 ,每处均有讲解接

待。展室共有 34 处 ,展品 330 余件。仅从 1918 年

11 月 1 日至 3 日 ,就接待参观者达 42 977 人。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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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元溥总结这种模式的几大优势 :“一为觉察经过之

是非 ,规定未来之计划 ;二为鼓励各班学者振刷全校

之精神 ,已在本校毕业诸君亦可藉此来校 ,与现在修

业各生联成一体 ,互相讨论 ,有所发明 ;三将本校学生

全年实习所得成绩品 ,陈列各室 ,又征求各处农产物

送校陈列 ,藉资比较。”“本校同人及各生等藉此亦增

长许多知识”,“趁此时机 ,邀集近保农民来校参观 ,互

相研究 ,又附设农事讲演会 ,宣讲农学之新理 ,与农民

联络感情。”[19 ]贾树模也认为 :毕业学生“分布各省 ,

亦多传播学说 ,鲜能见诸实行。考其原因 ,则农学者

高谈学理 ,启口即西欧东亚 ,而一般农业者不但故步

自封 ,且守老死不相往来之习惯 ,虽有新法不闻也 ,虽

有实物不知也。于此 ,而欲知行合一 ,使农学者与实

地家水乳交融 , 成一片 ,于以谋富力之增加。”“此十

六周年纪念会使同人知经过之历史 ,附设成绩展览

会 ,使陈十数年之实习成绩 ,延集各处农民随意参观 ,

并于各陈列室内派有招待员以备来宾之咨问。另设

演说场 ,说明成绩之所以然 , ⋯⋯由入场者转述于未

入场者 ,同声相应 , ⋯⋯且征集全国农校成绩、全国当

业者之农产物 ,以资农民印证 ,又可使本校职教学员

等知全国真相 ,以为研究之基础。⋯⋯由一校而普及

全省 ,全国未有善于此会者也。”[20 ]这也就是说 ,这次

结合校庆的农业科技汇展虽非全国首创 ,却是办得最

好的一次全国性展览。《农学月刊》第 3 期以专辑形

式 ,全面报道了这次校庆和会展 ,从而创造了“校庆 +

会展 + 期刊专号”的新颖科技传播模式。

三、结论

(1)《农学月刊》与直隶高等农业学堂于清光绪三

十一年 (1905 年)创刊的《北直农话报》为一脉相承的

关系 ,它也标志着河北农业大学前身所创办的一系列

农业科技期刊的一个重要转折 ,由此始改白话为文

言 ,改通俗为学术 ,改订阅为“普赠要冲”。虽然 ,其栏

目设置上还有“农家余兴”这样的通俗性栏目 ,但主要

内容已为论著、论说这样的学术性栏目所取代。其学

术内容和水平也由过去《北直农话报》以译介日本农

学为主 ,而转向直接引进西方农学 ,甚至对诸如日本

仅宜海岛性气候的林学还有所批判。然而 ,其“交换

知识、互资研究”、“以发表学生成绩和连络农业者”、

“藉为农事改良之一助”的宗旨未变。当时 ,北京农业

专门学校所办期刊随即停刊后 ,《农学月刊》不仅是全

国农业高等学校惟一的农学期刊 ,也是整个北方地区

惟一的农学期刊。

(2)《农学月刊》除继承原《北直农话报》在广泛与

农会、农场、农校、农家联络沟通的传统以外 ,还对《北

直农话报》“益加调查”的传统 ,有新的发扬和光大 ,报

道不少学生的“暑假调查”、“星期日调查”、“实习调

查”等 ,并认为“惟调查可得真学”。这些调查信息反

馈回校 ,反馈回刊 ,促进了学校教育 ,促进了刊物对新

学理的再探索。其第 3 期的 16 周年校庆与农业科技

展览专辑 ,还创造了一种新的科技传播模式 ,即“校庆

+ 会展 + 期刊专号”,并称其达到了“传播学说”,与社

会“同声相应”的良好效果。其中 ,4 万余名参观者 ,

既睹实物 ,又“闻其详说”,既可用显微镜自测 ,又可听

演说“知所以然”,形成了教员、学生与农事者的“水乳

交融”,“收宏大效力”。这既是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

校在教育传播模式上的创造 ,也是《农学月刊》以专辑

形式集中报道和传播重大科学事件的创新。其所载

学校 16 周年大事记 ,也集中反映了 1902 年至 1918

年学校的农业教育传播和农业科技传播的成就。

(3)《农学月刊》创刊之际 ,正值“五四运动”前夕 ,

故其极力推崇科学与民主 ,指斥守旧、封建、迷信、官

僚和农政不为 ,努力传播科学与教育兴国的思想。其

无论是论述农业落后、林业落后、蚕桑业落后 ,还是工

商业落后 ,一旦涉及原因 ,均归结为科学不振、教育不

兴 ,主张以科教立国、富民富邦。而且 ,对日本岛国海

洋性林学已不是盲目传入 ,而是主张“不可不研究本

国之林学”。办刊者将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农业

科学推至崇高无比的地位 ,并将“农业的蒸蒸日上”,

“国家之富强、人民之福祉”作为崇高的办刊理想。全

刊充满爱国激情 ,对“神州禹域”、“一落千丈”忧心忡

忡 ,对“外货入侵”、“人民贫困之至极”、“哀鸿遍野”痛

心疾首 ,对“农政不为”、“当局复无以倡率”、未“救吾

民于困苦之中”深表痛惜 ,并极力推崇“英法德美”等

国“富强甲于全球”的根本原因是“人无游荡 ,田不荒

芜 ,山林矿产无弃置 ,工厂艺术无停废”。我们“欲人

民之积饶 ,国家之富强”,必须“以农立国”,“振兴农工

商”,而最根本的是要“藉科学之力”,藉教育之功 ,广

立农校 , 传播学说 ,“明物理、明化学、明气象、明

生理、明算术”, 创新法、改旧制 , 创新学理、用新

器 , 论新事 , 实施新理、新机发明的“特许专卖之

权 , 并加以奖励”, 并要改良农政 , 则农业可勃然兴

盛 , 国家亦必随之富强。 (下转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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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心不着实儿 ,无论物体哪一方哪一角着了实儿 ,

搁着一定是不稳当”。“比方手指头不粗罢 ,要是拿手

指头顶着物体内的重心 ,那物件一定可以稳稳当当站

着。两三把粗的棒子比手指头粗罢 ,有时拿它以头顶

着那物体的旁边不顶着那重心 ,那物体一定是不能稳

当”。

《北直农话报》对这些知识的介绍都是从对身边

的事物或现象的解答开始 ,易于理解又体现出知识的

使用价值 ,深入浅出 ,达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四)关注农业热点、焦点问题

《北直农话报》本身就契合了当时国民关心农业

发展的潮流。在这潮流里 ,它还引导民众关心农业方

面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该刊中设的纪事栏目有些像

农业新闻报道 ,将最近时间发生在农业方面的重要事

情一一陈述 ,但是这又不仅仅是报道性质的 ,还包括

农业发展出现的问题及评论等等。以第 6 期的纪事

为例 ,报道了蝗灾、湖北省将设立农学堂、青田县开始

种植桑树的消息 ,还对近期中国茶叶的出口问题发表

了评论 :“近来茶务日见衰败 ,其中的原故只因不讲求

改良的法子”,并提醒各地茶叶家们“好好留心啊”。

四、对现代农业科技期刊传播的启示

《北直农话报》虽然是创刊于 20 世纪早期的农业

刊物 ,但仍有许多值得借鉴的优点和长处。它促进了

农业技术知识的推广和传播 ,加强了对民众的科普知

识教育 ,推动了农学的发展 ,对现在的农业科技期刊

搞好农业科技传播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北直农话报》的办刊宗旨高屋建瓴 ,将刊物的

社会责任作为重要目标 ,这样才使得刊物更好地同现

实社会相联系 ,时时提供与社会需要相吻合的信息 ,

提高了刊物的实用性。

2.《北直农话报》的内容特色是以科技期刊作为

全民素质提高的前沿阵地 ,既保持前瞻性、指导性 ,又

考虑到平民化、为大众的目的。该刊重视文章的逻辑

严密性 ,同时也在可读性上不放松标准 ,扩大了读者

群体 ,真正做到了为民所用 ,开启民智。

3.《北直农话报》以人为本的传播方式 ,面向特定

的农民受众 ,关心国家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发表

了为数不少的对农业政策方面的评论 ,并且能敏锐地

发现农业发展的热点、焦点问题 ,适时提供相关信息 ,

对政府的农业改革提供了理论层面的论证 ,并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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