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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河北农业大学前身 —直隶农务学堂诞生 ,经几易其名 ,于 1958 年更名为河北农业

大学至今。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时期创办了《北直农话报》,清光绪三十四年 (1908) 更名为

《直隶农务官报》,中华民国七年 (1918)改出《农学月刊》,中华民国十七年 (1928)易名为《河大农刊》,中华民国二

十三年 (1934)更名为《河北通俗农刊》,中华民国二十四年 (1935)易名为《河北农林学刊》,1948 年更名为《河北农

学院研究专刊》,1959 年更名为《河北农业大学学报》至今。《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前身诸刊都与现时的《河北农

业大学学报》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 ,各刊之间联系紧密 ,连续性、继承性强。因此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的创

刊时间应追溯至 1905 年创办的《北直农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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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Zhili Agricultural School , the Predecessor of the presen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 ,

was founded in 1902. And during the years f rom 1902 to 1958 , its school name had been changed

for several times , 1n the 31st year of Guangxu time in Chinese Qing dynasty , or in A. D. 1905 , the

Journal of Beiz hi A gricult ural Science (Beizhi Nonghua Bao in Chinese) was started by Zhili Agri2
cultural College , And during the following decades , for different causes , the journal had been re2
named for many times as Zhili Of f icial Journal of A gricult ure ( Zhili Nongwu Guanbao) in the

34th year of Guangxu time of Chinese Qing dynasty (or A. D. 1908) , A gricult ural Monthly

(Nongxue Yuekan) in the seventh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8) , A gricult ural Journal of

Hebei U niversity ( Heda Nongkan) in the 17th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28) , Hebei Popu2
lar Journal of A gricul ural ( Hebei Tongsu Nongkan) in the 23nd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34) , Hebei Journal of A gricult ure A nd Forestory ( Hebei Nonglin Xuekan) in the 24th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35) , Research Journal of Hebei A gricult ural College ( Hebei Nongx2
ueyuan YanjiuZhuankan) in 1948 , and the present name , Journal of A gricult ural U niversity of

Hebei ( Hebei Nongye Daxue Xuebao) , in 1959. Studies show that the present journal , Journal of

A gricult ural U niversity of Hebei , can be traced to the same origins with its various predec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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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s mentioned above. All the journals are found closely related with high continuance and inher2
itance. Therefore , the starting date of Journal of A gricult ural U niversity of Hebei should be the

year of 1905 when the Journal of Beiz hi A gricult ural Science was started.

Key words : Journal of Beiz hi A gricult ural Science ; Zhili Of f icial Journal of A gricult ure ; A gri2
cult ural Monthly ; Hebei Popular Journal of A gricult ure ; Hebei Journal of A gricult ure and

Foresti ng ; Research Journal of Hebei A gricult ural College ; Journal of A gricult ural U niversity of

Hebei ; startly date verification of journal

1 　河北农业大学历史沿革

1902年 ,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呈清政府奏

折 ,慈禧太后朱批 ,成立了直隶农务学堂 ;1904 年更

名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 ,直属清政府学部管理 ;1912

年 ,中华民国成立后 ,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更名为直隶

公立农业专门学校 ;1921 年 ,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

校、直隶公立医学专门学校、直隶高等师范学校及天

津私立政法学校合并 ,成立了河北大学 ,设文、法、

农、医四科 ;1931 年 ,河北大学奉命停办 ,农科独立

为河北省立农学院 ;1950 年 ,河北省立农学院更名

为河北农学院 ; 1958 年更名为河北农业大学 ; 1995

年 ,河北农业大学与河北林学院合并成立了新的河

北农业大学至今[1 ] 。

2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史略考

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 直隶高等农业学堂

时期创办了《北直农话报》,该刊以“振兴农业 ,开通

民智”为办刊宗旨。内容兼学术性与科普性于一体 ,

既设有肥料、蚕学、土壤、森林、畜产、作物、化学、农

艺、农产制造、气象、园艺、植物病理、昆虫、格致、算

学等学术性很强的栏目 ,也设有博物、谈丛、小说、纪

事等专门传播农业知识的科普性栏目[2 ] 。内容涉

及面广 ,但与农业无关者概不登录。成为中国最早

的大学学报之一[1 ] 。

《北直农话报》由农业学堂同仁集资创办 ,一切

庶务、执笔、会计、书记等人员均由同仁分任义务 ,概

不付资。

《北直农话报》为半月刊 ,每月朔望印行 ,年、暑

假停印两月 ,全年 20 期 ,每期 50 页 ,用美本装订。

该刊定价大洋 1 元 8 角 ,由直隶保定府北大街官书

局发行 ,各地也可设立代派所。代派各所售 10 分

以上者照定价 9 折 ,50 份以上者照定价 8 折。邮资

视是否通邮、交通种类以及道路远近酌情增减。广

告以 1 行大洋 3 角 ,一页大洋 4 元 ,半页大洋 2 元计

算。出至第 50 期后 ,于清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年)

归直隶农务总会 (隶属直隶高等农业学堂) 接办 ,更

名为《直隶农务官报》[2 ] 。

关于《直隶农务官报》资料尚缺 ,无从考证。

中华民国七年 (1919 年) 直隶农业专门学校时

期创办了《农学月刊》。该刊以“刊发学生成绩而联

络农业者为目的”,定名曰“直隶农业专门学校月

刊”。每月 1 期 ,月中发行。内容包括论说、调查、实

习、试验、报告、著述、应答质问、学校行政、农事丛谈

及农家余兴等 10 个栏目 ,与《北直农话报》的栏目设

置有相似之处。

办刊宗旨和目的可在 1919 年 9 月 15 日发行的

创刊号上刊发有郝元溥校长的发刊词中得到体现 ,

原文如下 :

农学之设 ,欲人重农 ,法理既得 ,实施是从 ;越数

十载 ,两不相容 ,高谈学理 ,求非所供 ;一般农者 ,固

步自封 ,思融水乳 ,耿耿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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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从栏目设置到发刊词可以看出 ,该刊继承和发

展了《北直农话报》的办刊思路和理念。农业教育的

目的是服务于农业、农村和农民 ,强调理论与生产实

践相结合 ,而期刊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桥梁和

纽带。

凡本校教员及学生均可投稿。

该刊为非卖品 ,以交流、交换、赠阅为主。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 (1934 年) ,河北省立农学学

院时期创办了《河北通俗农刊》,其目的在薛培元院

长的发刊词中写到 :“《河北俗通农刊》旨在叙述科学

的事实和理论 ,以期促进 (普及)农林科学常识 ,介绍

科学的农林技术 ,以期普遍采用 ,藉贡刍议”[4 ] 。认

定“科学是现代文明的基础 ,是国家兴旺的柱石 ,非

科学不足以整理我国农业上四千年的经验 ,非科学

不能生产科学的新农业。但凡荒地垦殖 ,土壤调查 ,

兴办水利 ,实行合作 ,以及造林选种 ,防除虫害诸大

端无一不需科学的知识和技能”。内容包括专家论

述、园艺栽培、农艺栽培、畜牧养殖、森林培育等 ,以

技术及普及性文章为主。其特点即以通俗之语言达

科学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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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刊为季刊 ,由河北省立农学院出版委员会出

版发行。零售价 :大洋一角六分 (含邮费) ;预定半年
(2 期) :大洋三角 ;预定全年 (4 期) :大洋五角。代售

处 :本、外埠各大书局。中华民国二十四年 ( 1936

年) ,学院将《河北农俗通刊》又更名为《河北农林学

刊》,该刊为季刊 ,仍由河北省立农学院出版委员会

出版发行。定价为大洋五角每册 ,全国各大书局代

售。以刊登学术与技术论文为主 ,并附有英文摘要。

第 1 卷第 1 期 (创刊号)发表了孙醒东等教授的研究

论文 11 篇。

该刊既继承和发展了前几刊的优点 ,也有较大

的创新。其创新之处在于以刊登学术与技术性论文

为主 ,增强了刊物的学术性 ,并附有英文摘要 ,充分

反映了办刊者的外向型意识。与现时的《河北农业

大学学报》基本一致。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 ,河北省立农学院被迫停

办 ,刊物也由此中断。抗战胜利后 ,1946 年学院恢复

办学 ,1948 年学院创办了《河北农学院研究专刊》。

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教育与科学事业的发展 ,于

1959 年《河北农业大学学报》正式创刊了 (见图 1) 。

该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传播科技信息 ,促进学术交流与合

作 ,为祖国经济建设服务的办刊宗旨。如今 ,她已是

CA (美国化学文摘) 、AJ (俄罗斯文摘杂志) 、CAB I

(国际农业与生物科学研究中心数据库) 、ZR (英国

动物学记录)的刊源期刊 ,连续 4 版被审定为中文核

心期刊。

她的业绩也得到了社会各界及同行的广泛认可 ,

曾多次获得省和国家级奖励。她还将一如既往 ,励精

图治 ,为繁荣学术、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再铸辉煌 !

3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前身诸刊的性

质与特色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背景下 ,各刊表

现了特定的性质与特色 ,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

1)刊物内容涉及面广。甲午海战失利 ,国力日

衰 ,民不聊生 ,促使有识之士不得不反思 ,认为国力

衰败其根本在于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落后[2 ] 。

百废待兴、百业待举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办刊者力

求面面俱到。《北直农话报》设置了 20 余个栏目 ,内

容涉及农业科学领域的方方面面。其设计面之广 ,

在现实的期刊中也是很少见的。

2)办刊思路灵活多样。为便于科学知识的广泛

传播 ,易于农者学习与接受 ,在《北直农话报》内设置

了博物、谈丛、小说、纪事等趣味性较强的栏目 ,在《农

学月刊》内设置了论说、报告、著述、应答质问、学校行

政、农事丛谈及农家余兴等栏目 ,力求寓科学于通俗

与趣味之中。充分体现了灵活多样的办刊思路。

3) 刊期短、效率高。《北直农话报》为半月刊 ,

《农学月刊》为月刊。在当时工作条件艰苦、印刷设

备及其落后的情况下 ,如此短的刊期能够按时出刊

实属难能可贵。反映了办刊者对提高刊物的时效

性、快速传播科学知识的紧迫心情。

图 1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历史沿革

Fig. 1 　History of Journal of Agrica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

(下转第 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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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一种中华民族的自信、自强的精神 ,激发不甘落

后、不甘保守的意识 ,努力汲取欧、美、日、俄、德、法、

意等国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 ,复兴中华农业 ,甚至领

先于其他国家 ,像“再为个蚕业的祖国冠冕全球”,

“在这蚕业界上竖个第一旗”,“谅也不难”等 ,均使人

感到是有可能办到的 ;二是深知西方农学的发达全

是因为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的缘故 ,故

通过格致学、博物学、气象学等栏目 ,介绍了西方现

代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大气科学、

力学等自然科学知识 ,并尽力介绍各种科学实验方

法 ,大量使用了“研究研究”,“试验试验”等说法 ,还

推荐了显微镜、比重计 ,及各种化学试剂等实验仪器

和材料 ,培育事农者的科学意识 ;三是关于啤酒酿造

技术的介绍和引进、北美水稻生产技术的详细介绍、

日本盐水法和筛选法选种的科学技术介绍、新型科

技传播方式农产品展评会的详细报道、俄国高、中等

农事教育和以直隶高等农业学堂为主的农业教育的

系列报道、以学堂为代表的华北一带植树造林、大力

引种日本桑蚕的报道 ,以及中国急宜注重农产的大

量引进技术、研究成果或实践 ,显示了该刊传播最新

学理 ,播最新技艺 ,尽量使西方农学理论适宜于我国

农业生产实践 ,融西学于中学的鲜明办刊理念。

参考文献 :

[1 ] 　梦悌. 园艺学补稿[J ] . 北直农话报 ,1906 (7) :13 - 14.

[2 ] 　泽卿. 森林[J ] . 北直农话报 ,1906 (10) :10 - 11.

[3 ] 　王观察. 会办王观察报告[J ] . 北直农话报 ,1907 (9) :1.

[4 ] 　钟鲁. 作物学 [J ] . 北直农话报 ,1906 (7 ,9) :13 - 16 ;13

- 18.

[5 ] 　慕韩. 植物病理学[J ] . 北直农话报 ,1906 (6) :22 - 26.

[6 ] 　佩珍. 植物病虫学[J ] . 北直农话报 ,1906 (6 ,8 ,10) :4 -

5 ;9 - 12 ;5 - 8.

[7 ] 　梓钱. 土壤的分类[J ] . 北直农话报 ,1906 (6) :7 - 10.

[8 ] 　用三. 土壤的毛细管引力和保水力 [J ] . 北直农话报 ,

1906 (10) :7 - 8.

[9 ] 　铁珊. 肥料学 :论普通肥料与厩肥 [J ] . 北直农话报 ,

1906 (7) :9 - 12.

[10 ] 　兰坡. 畜产[J ] . 北直农话报 ,1906 (10) :1 - 3.

[11 ] 　范卿. 畜产学 :繁殖改良论[J ] . 北直农话报 ,1906 (8) :

4 - 7.

[12 ] 　阴墀. 畜产门[J ] . 北直农话报 ,1906 (7) :5 - 8.

[13 ] 　子丹. 农产制造 :麦酒酿造法 [J ] . 北直农话报 ,1906

(8) :13 - 16.

[14 ] 　锡九. 中国急宜注重农产[J ] . 北直农话报 ,1906 (10) :

39 - 43.

[15 ] 　袁世凯. 批拟开办农报并拟工徒人役开办夜课缘由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1905 年 11 月 12 日) [J ] .

北直农话报 ,1906 (6) :29.

[16 ] 　梁启超. 农学报·序[J ] . 农学报 ,1897 (1) :1.

[17 ] 　袁世凯. 批据敝堂会禀两班学生编译农话报简章请提

倡饬属订购缘由[J ] . 北直农话报 ,1906 (11) :48 - 49.

[18 ] 　编者. 本报改良广告 [J ] . 北直农话报 ,1907 (10) :期

末.

[ 19 ] 　北直农话报社. 简章[J ] . 直隶教育杂志 ,1905 (13) .

(编辑 :黄金祥)

(上接第 106 页)

　　4)学术性、技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从《北直农

话报》、《农学月刊》、《河北通俗农刊》、《河北农林学

刊》的栏目设置及所发表的文章看 ,既有学术性很强

的栏目 ,也有推广新技术、传播农业知识的科普性栏

目。力求学术性、技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

5)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北直农

话报》、《河北通俗农刊》、《河北农林学刊》均通过邮

局发行 ,本、外埠还设有代派所 ,视各代派所所售份

数给予适当优惠。《北直农话报》还设置了广告栏 ,1

行大洋 3 角 ,一页大洋 4 元 ,半页大洋 2 元。实现了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

4 　结论

从《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前身诸刊的性质与特色

看 ,都与现时的《河北农业大学学报》有着一脉相承

的历史渊源。虽然由于历史时局的原因 ,使刊物时

断时续 ,但各刊之间联系紧密 ,连续性、继承性较强。

由此可见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的创刊时间理应追

溯至 1905 年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时期创办的《北直农

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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